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美院走出的設計

新中國第一枚政協會徽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
全國政協會議召開，新中國的
第一枚政協會徽由張仃設計。

國徽

在國徽的顏色選擇上，林徽
因、梁思成主張莊嚴富麗，僅
以金、紅二色表現。

建國初期三大勳章

建國初期三大勳章分別是
八一勳章（上）、獨立自由勳章
（左下）和解放勳章（右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0周年」紀念章

清華美院校友夏鑫設計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紀念章。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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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4月19日，在清華
大學建校110周年校慶日即將來臨
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清華大
學考察。總書記強調：廣大青年
要肩負歷史使命，堅定前進信
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
才、擔大任，努力成為堪當民
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讓青
春在為祖國、為民族、為人
民、為人類的不懈奮鬥中綻
放絢麗之花。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時代
的高度，對廣大青年的成長
成才提出了殷切希望和美好祝
願，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和一
流大學建設提出科學要求。總
書記的殷切囑託，必將激勵廣
大青年心懷夢想、開拓進取、擔
當使命，將自身發展融入到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之

中，與時代同行，與祖國共進。
文章指出，當代青年生逢盛世，

肩負重任，不僅要在學業上精進，
追求真理，勇攀科研的高峰，更要
「進則兼濟天下」，心懷「國之大
者」，主動服務國家、奉獻社會。
近代，清華大學有朱自清「寧餓死
不吃美國糧」的志氣風骨；當代，
有錢三強、南仁東等科學家們矢志
報國……以榜樣為引領，讓優秀的
人更加優秀。今天的廣大青年，有
更好的條件、更多的機遇，要樹立
大志、把握大勢，自覺想國家之所
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
需，把實現個人理想和服務於國家
人民有機結合。
文章進一步指出，個人的品德如

同木之根、水之源，唯有不斷修身
立德，才能長成參天大樹。黨和國
家倡導的人才標準也是德才兼備、
以德為先。高校和教師也要幫助青

年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
觀、價值觀，校準人生航向，讓他
們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
遠。

讓全社會的創新力量競相湧流
文章強調，在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無論是
突破自身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
矛盾，還是應對全球範圍內競爭
和挑戰，科技創新都擺在了更加
重要的位置。大格局才有大作
為，廣大青年要勇於創新，深刻
理解把握時代潮流和國家需要，
敢為人先、敢於突破，以聰明才
智貢獻國家，以開拓進取服務社
會。要追求一流，提升原始創新
能力，勇於攻克「卡脖子」的關
鍵核心技術，加強產學研深度融
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讓全社
會的創新力量競相湧流。

「美術、藝術、科學、技術相輔相成、相互促

進、相得益彰。要發揮美術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術元素、藝術元素應用

到城鄉規劃建設中，增強城鄉審美韻味、文化品位，把美

術成果更好服務於人民群眾的高品質生活需求。要增強文

化自信，以美為媒，加強國際文化交流。」

—習近平2021年4月19日於清華大學

參觀美術學院校慶特別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清華學子19日迎來學長習近平。這位從

清華園走出來的中國最高領導人，為母校110周年校慶送上祝福，也為中國高等教育

發展勾畫了藍圖。在清華美術學院，他參觀了美院校慶特別展，了解重大主題和國家

形象設計作品創作、展示等情況介紹。港人熟悉的「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小型複

製品在展覽中處於醒目位置。「這件香港回歸時中央政府贈送的雕塑，出自美院的前

輩之手，真是好有淵源。」來自香港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王琦說：「能在

學院展廳看到寓意香港永遠繁榮昌盛的金紫荊，感到十分榮幸和自豪。盛開的金色紫

荊，聯繫着我們內心深處愛國愛家愛人的情懷。」

央視
快評 立大志 明大德 成大才 擔大任

去年9月22日，習近
平在教育文化衞生體育
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
指出，要推動青少年文
化學習和體育鍛煉協調

發展。這次考察清華，總書記專門來到西
體育館，看望正在訓練中的校籃球運動
員，在體育榮譽室察看歷史照片、實物展
覽。談起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時來到籃球場
的情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女籃隊隊長宋
珂昕十分激動，「總書記非常關注體育的
發展。作為運動員、一名新時代大學生，
我要更加努力訓練，為國為校爭光。」

美和體，不分家。清華大學自建校起就
有重視體育的優良傳統。中國著名力學家
錢偉長先生曾回憶1931年考入清華，因家
境清寒，多病缺醫，身體素質也不如人
意，以至於選課時，錢先生選了體弱班，
誰知道馬約翰老師（中國著名體育教育

家，編者註）已打電話給吳有訓教授（中
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編者註），要吳先
生說服他不必上體弱班， 要重視鍛煉，不
要退縮，退縮救不了國，沒有健康的體
格，科學也是學不好的，這使錢先生十分
感動。第二年10月在一次年級越野賽裏偶
然被同學拉去參加比賽，當時他「只能強
忍着百般困苦，拚命奔跑堅持跑到，得了
個中游。」

「體魄與人格並重」
1957年，蔣南翔校長提出「爭取至少為

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奮鬥目標。進入
新世紀，清華學子又提出「無體育、不清
華」的時代口號。正如清華大學110周年
校慶主題「自強成就卓越，創新塑造未
來」，清華人用「體魄與人格並重」的光
榮傳統，詮釋何為自強不息。

●綜合新華社、央視網、搜狐報道

「無體育 不清華」

清華美院校慶特別展的展廳內，該院師生的作
品，構成了中國工藝美術經典「長廊」。從

「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到香港回歸標誌、
澳門特區區旗區徽；從建國初期的三大勳章，到
近年來的國家勳章；從1949年開國大典美術設
計，到新中國成立70周年設計「紅飄帶」、彩車
及禮賓車……作品涵蓋國家慶典、國際盛會、日
用設計等各個領域。清華美院的前身，是1956年
11月成立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1999年11月併入
清華大學，更名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作為新中
國第一所設計藝術類高等學府，學院堅持「工藝
美術」與「設計藝術」並重，開創了一條「為民
族而設計」的文脈傳承道路。

7單位組創作隊 82天完成設計
1997年1月9日，國務院邀請中央工藝美術學
院、中央美術學院、廣州美院、上海雕塑院、清
華大學等七家單位創作中央政府贈送香港特區政
府的禮品雕塑，7家單位立即抽調精英力量組成了
一支實力雄厚的創作組，由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常
沙娜任組長。經過82天的緊張創作，「永遠盛開
的紫荊花」設計方案於當年3月底正式通過。
1997年4月下旬，作品運往南京晨光機械廠鑄
造，以青銅鑄造，表面貼有意大利金箔，雕塑
長、寬、高均為6米，重70噸。雕塑於6月初完
成，6月底在香港會展中心廣場安裝完成。1997
年7月1日，正式揭幕。如今，這座寓意着香港永
遠繁榮昌盛的巨型雕塑，已成為香港的一個標誌
性景觀。

港生：百年接力 強國有我
能在自己學院的展廳中看到寓意香港永遠繁榮
昌盛的金紫荊，王琦感到十分榮幸和自豪。她
說：「盛開的金色紫荊，聯繫着我們內心深處愛
國愛家愛人的情懷。有國才有家，作為在內地求
學的香港學子，我切身感受到國家日新月異的快
速發展，深深吸引我將個人前途發展融入祖國發
展、民族復興的宏大偉業中。在心中和迎接習主

席的同學們一道吶喊——百年接力，強國有我，
請您放心！」

「把習主席的親切關懷轉化為強大動力」
同樣來自香港，清華大學在線教育國際合作高
級主管兼世界慕課聯盟助理秘書長黃爾諾在學生
時代是清華大學國旗儀仗隊創隊26年來首位港澳
台隊員和旗手。
黃爾諾看到鮮紅色的國旗配着110周年校慶的
清華紫小旗，在熱鬧非凡的清華園中飄揚，心中
的民族自豪感和對清華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黃
爾諾說，最大的收穫就是回想到自己對教育的初
心、加強了對未來中國教育的信心。當今世界正
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教育強國建設，是
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橋樑，是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的必然要求。「在推動在線教育的發展過程中，
我將把習主席的親切關懷轉化為強大的動力，為
世界貢獻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力量，講好
中國故事。」

●●王琦來自香港王琦來自香港，，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她說她說：「：「盛開的金色紫荊盛開的金色紫荊，，聯繫着我們內心深處聯繫着我們內心深處

愛國愛家愛人的情懷愛國愛家愛人的情懷。」。」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在清華美院校慶特別在清華美院校慶特別
展上展上，「，「永遠盛開的紫永遠盛開的紫
荊花荊花」」雕塑小型複製品雕塑小型複製品
特別醒目特別醒目。。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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