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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华学霸们的
《我爱你中国》不仅感动了同
龄人，也让无数年轻朋友为之
动容。

6月11日下午，“青春上
海”的帖子一经发布，引来了
众多青年人的共鸣。网友“夏
洛克”说，“刘西拉老师教我们
计算结构力学，七十七岁了还
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思维非
常敏捷，一次性讲课两个半小
时中间只休息5分钟，不用PPT
而是自己板书讲课，一写就写
七八面黑板。虽然我经常抱
怨都读研了还要上这种作业
多、考试多、全英文讲授给分
又低的课，但是我还是一直很
钦佩刘老师的，从他的言行中
能感受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有
为知识青年将青春活力都奉
献给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jacob”评价说，“今年看
过最燃的！真的太感动了！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这些
可敬的人！”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要向
这些爱国老人学习。网友

“Bourne”说，可敬又可爱的一
群老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要学习永远的 NUDTer”
说，能见证祖国的成长才是这
一生最幸福的事情，长江后浪
推前浪，我们这一代人更要学
习这股子精神建设我们的祖
国。网友“Lewis”更是跟帖道，

“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更
是参与者。当代青年还有什么
理由不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作出贡献呢？呼吁青年同胞
自强不息，爱我中华。”

网友“乌托邦”的留言令
人动容，“这个场景给我了震
撼，燃起了青春和梦想的火
焰。年龄的增加会使人变得
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关注自
我，这本身没什么不好，甚至
说是合乎人性根本的。但当
你为一群为国奉献的老人而
感动时，说明自己内心深处还
潜藏着一丝理想和追求。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愿自己在穷时不忘兼济天下
之志，不忘初心。”

听到年轻人的反馈，82岁
的张开慧张老笑了。“看吧，这
是年轻人发自内心的肯定。
我们在台上把一辈子的情感
通过歌声表达出来，希望能感
动大家，没想到反响那么大。
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

“就拿我为例，我从第二
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参加工
作。那时，搞核能的大学生一
辈子在大漠里付出。我们毕
业后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
之一的黑龙江富拉尔基发电
厂，当时条件之艰苦，恐怕现
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那时，
我们吃的粮食品种超过30种，
实在没东西吃了，连喂牲口的

粮食都吃，吃了后胃里发胀。
我们住在‘干打垒’里，那是一
种由泥巴堆砌起来的房子。
居住的地方没有厕所，零下二
三十度的夜里，要跑到三五十
米开外没有水冲洗的旱厕，冻
得瑟瑟发抖。”忆及过去，再看
今朝，张老的语气一如既往地
平静。“眼睛一眨，一辈子就这
么过来了。对我们当年吃过
的苦，我们无怨无悔。即便我
们的退休待遇和年轻人的收
入有差距，我们也没有丝毫埋
怨。因为看到这几十年来国
家逐渐强盛起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有影响
的国家之一。这其间有我们
的一份绵薄之力，就已经很满
足了。”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
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
是哪一朵？在辉煌事业的长
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
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
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
道 我 ，祖 国 不 会 忘 记
我！……”再度轻哼起这首
歌，张老的眼中噙满泪水，再
度哽咽，“就像歌词所唱的一
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
都是一滴水，大部分人还是最
小的水分子。我们作为国家
建设的长河中的一滴水分子，
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想当
年，我们服从分配，祖国需要
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我们
专业90个人，近60个人被分配
到东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
江）和内蒙古。近年来，每逢
校庆回去看到昔日校友，大家
都非常乐观。”

陈陈老师也表示，一首
《我爱你中国》之所以反响如
此热烈，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这
一代人的心声。“我们艺术团
的成员大多是搞工程技术的，
为祖国建设付出了毕生心
血。时代在变化，在进步。现
在的年轻人碰到的是新问题，
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

对于节目播出后的巨大反
响，团长刘西拉也“有话要说”。

“这些年，看到光怪陆离的舞台，
大家是不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们内心深处要的不是一般肤
浅的搞笑，而是希望有更多精彩
的东西来感动年轻人。其实，我
们的合唱受到关注，并非我们唱
得多好。而是我们唱出了大家
心里的一句话。”

刘团长同时指出，这些
年，我们太过宣传面上出类拔
萃的人，而忽视了像张将军一
样默默无闻的人。“我希望年
轻人和我们一样，都要有一个
共同的梦想，振兴中华不是我
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使命。
爱国精神能否传承下去需要
靠年轻人接力。”

平均年龄72.3岁的上海学霸高歌《我爱你中国》感动青年 本报记者走近艺术团成员聆听歌声背后的故事

把青春献给祖国无怨无悔 爱 国的基因需要青年人去传承

“这些年，让你们印象最深
的是什么演出呢？”当记者向诸
位团员分别抛出这个问题时，有
数人不约而同提到了去年赴西
南联大的那次合唱。

朱亦梅向青年报记者娓娓
道来西南联大的历史：“当年日
本人占领天津、北京等城市后，
清华、北大、南开大学等学生纷
纷出走来到云南昆明，成立了
西南联大。这所学校一共成立
了8年，堪称世界上寿命最短的
大学。但这所学校8年培养了
3000 多名学生，毕业生中很多
都成为国家栋梁，诞生了 171
个中国两院院士，8位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毕业生中不
少都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
包括电机系系主任、无线电系
系主任，梁思成也是我们学校
的老师。后来，西南联大师范
学院留下来成为现在的云南师
范大学。我们那次是抱着朝圣
的心态去云南师范大学。”

在参观完后，众人来到一处
教室，在那里，负责讲解西南联
大旧址的女学生唱起了联大的
校歌。她刚起了个头，艺术团的
全体团员齐声唱起了校歌。在
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女学生感动
得热泪盈眶。“我从未接待过这

样的参观团。”
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同样勾

起了张开慧老人的回忆。“尽管
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来到现场
后，当看到我们的前辈在那样的
环境下学习，还是感慨万千。那
时的大学教室是由泥筑成的，黑
板小得可怜，教学环境异常艰
苦。可以想象在民族危亡的时
刻，他们唱起根据岳飞的《满江
红》的基调改编的校歌时的心
情。在唱这首校歌的时候，我们
能感同身受，很多人是含泪唱出
来的。”

“那名讲解员是 20 多岁的
女学生。她说，‘本来我唱这
首校歌给所有参观的人听，没
想到我却被你们唱哭了。’这
说明她也有我们一样的爱国
基因。这种爱国基因是中国
人身上特有的。通过一首校
歌，我们共同把基因线连上
了。”张开慧强调说，“我们这一
代人，历经万难，终于看到祖国
大变样，国家变得更加富强，民
族精神生生不息。爱国的基因
是天生的。这也是每个中国人
身上的基因。”

令团长刘西拉记忆犹新的
还有2010年世博会世界名校学
子的那场演出。“那时很多世界

著名大学艺术团队都希望演出，
我们也报名参加了。但主办方
觉得我们年纪偏大，认为老人不
宜参加。后来清华大学抗议说，
如果老校友不来，那么年轻校友
也不来。最终，我们得以和年轻
校友同台演出。”

这些年，清华大学上海校友
会艺术团的身影也出现在全国
各地。在朱亦梅记忆中，团员们
曾赴甘肃兰州和兰州校友联
欢。他们也曾赴常州，参加新中
国成立后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
蒋南翔纪念馆铜像的揭幕仪
式。“我记得当年在清华的开学
第一堂课就是蒋校长给我们讲
的。他还提出了至少为祖国健
康工作50年的理念。”

艺术团的团员大多是“银发
族”，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还
深入位于上海郊区的亲和源等
养老社区，给同龄的老人做慰
问演出。“那些老人和我们年龄
相仿，甚至比我们还年轻。但
他们身体没我们好。能给他们
演出，也是做好事，我们觉得很
欣慰。”

今年6月10日，艺术团成员
还参加了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
纪念清华大学成立106周年演
出活动，门票一票难求。

青年同胞要自强不息
爱国精神的传承需要你们接力

含泪唱响西南联大校歌
通过一首校歌共同连上了爱国基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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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上海校友团在表演现场。 视频截图
◀在家里，刘西拉和陈陈经常合奏，琴声悠扬，绕梁不去。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