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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 年恢复高考至今将届三十周年。恢复高考后

在 1978 年春天和秋天先后入学的两批同学将在明年春

天和秋天迎来入学三十周年纪念日。母校校友总会今

年初向全体 77、78 级同学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盛情邀请同学们在明年初返回母校，共同回忆那一段

难忘的厦大岁月。 

    上个月，编者从校友总会网站上获悉，《厦门商

报》最近开始举办 “梦回

1977——回首 30 年前的那

次高考”的征文活动。征

文活动在 77、78 级同学中

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的确, 三十年前的那

场高考, 对每一个经历人

生转折的同学，一定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 

    在参加那场高考之前, 你可能是一名上山下乡的

知青, 可能是一名车间的钳工, 可能是一名食堂的炊

事员，也可能是一个每天在建筑工地上从事重体力劳

动的民工。 
        你可能从十六、七岁起就远离了父母，从大城市

来到北大荒，在黑土地上已经劳动了七、八年，面对

人生的道路，正感到十分茫然；你可能因为你的父亲

，母亲，或是其他亲人的所谓“出身问题” 或“历史

问题”，面对着今后的前途，开始产生某种绝望。 

 
命运终因高考的恢复而逆转。1977 年 7 月邓小平

复出。10 月份国务院发出了 1977 年招生文件。按照

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招生文件，“凡是工人、农民、上

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

宽到 30 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

考。” 终于有了一个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人们开始

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而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

外。这一代人是幸运

的。那时，国家不拘

一格发掘优秀人才。

教育还没有被人看成

是产业经济。那时，

父母不会因为孩子考

上了好的大学而发

愁。教育部的官员也不会对穷人家的孩子说，“优质

教育资源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
“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

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

语。新华社 2006 年 3 月 6 日)。正因如此，三十年

后，国家和社会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批栋梁之才。 
1977 年高考的恢复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它

是整个国家复兴和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起点。因此，

编者以为，纪念这一特别的日子，总结反思历史，具

有特殊的意义。                            ( ) 

    编  者 的 话  
 

 

母校喜庆 86 华诞 
 

  4 月的厦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古老而又

年轻的厦门大学迎来了她的第 86 个生日。6 日上

午，学校在建南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庆祝 86 华

诞。 

    上午 9时，校庆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领导和嘉宾有：校党委书记

朱之文、校长朱崇实，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田昭

武教授、黄本立教授、万惠霖教授、赵玉芬教授，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我校葛家澍教授、邓子基教

授，原校党委书记王豪杰，校友总会理事长林祖

赓，中行福建分行行长陈石，工行厦门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方培生，建行厦门分行行长陈万铭，中行

厦门分行副行长李荣福,招商银行厦门分行副行长杨

小平,厦门立方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承,福建嘉

龙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凌,澳大利亚德

莱亚特运动服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思东,校友、萨本栋

教育基金会主席葛文勋博士及夫人陈惠芳(接下页) 

朱之文任母校党委书记 
教育部高度肯定前书记王豪杰的成绩 

 

    2006 年 12 月 18 日下午，我校召开中层以上干

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变动的决

定。中央决定，批准朱之文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副部长级），王豪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厦门大

学党委书记职务。 

新任党委书记朱之文 1958 年 10 月出生，1980

年 6 月入党，1976 年 6 月参加工作，1982 年 2 月毕

业于厦大经济系会计专业。先后任校团委副书记，

国际贸易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校党办主任，校

长助理，副校长。2000 年 3 月任福建省教育厅厅

长，2005 年 6 月任宁德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正局级调研员、副局

长夏崇源受中组部领导委派，宣读了中央的决定，

并做重要讲话。夏崇源说，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

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

传统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建校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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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菲律宾校友会理事长、我校亦玄馆捐赠者邵建

寅先生，澳大利亚校友会副会长黄焕松先生，我校其

他在校领导陈力文、潘世墨、杨勇、孙世刚、陈国

凤、吴世农、李建发，校长助理黄如彬、庄宗明等。

参加庆祝大会的还有学校机关部处、学院或研究院的

领导、师生员工代表近三千人。 
        朱崇实校长发表了讲话。他首先代表学校向长期

关心、支持和帮助厦门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校友及各界

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他说，厦门大学

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伟大时代赋予的大好发展机遇，

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弘扬“爱国、

革命、自强、科学”四种精神，努力奋斗，创造更加

美好的明天！这是我们厦门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

愿景，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朱校长回顾了学校去

年一年取得的辉煌成绩，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努力工

作，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一所国

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副校长孙世刚宣读南强奖、自强奖和嘉庚奖、本

栋奖、亚南奖等各项奖教、奖学金获得者名单。朱之

文、朱崇实等领导和资深教授、嘉宾分别为获奖者代

表颁奖。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潘世墨主持庆祝大

会。学校办公室主任王巧萍介绍出席庆祝大会的领导

和嘉宾。庆祝大会在深情的校歌声中结束。(据校刊)                            
 

（接上页，《朱之文任母校党委书记》），经过历代

厦大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

放以来，学校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抓住机遇，

与时俱进，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与高科

技产业化以及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

办学水平、办学效益以及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各项事

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厦门大学今天的发展和成就

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教育部党组和

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

果，其中也凝聚着王豪杰同志的心血、汗水和智慧。 

  夏崇源介绍，王豪杰同志从大学时代就与厦门大

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伴随厦大走过了四十二

个春秋，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和心

血，把自己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厦门大学，献给了党

的教育事业。让我们对王豪杰同志为党和教育事业和

为厦大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夏崇源说，新任党委书记朱之文同志曾在厦大工

作多年。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较强，长

期在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对高等教育规律和高

校管理比较熟悉，他经历过多个领导岗位锻炼，组织

协调能力比较强，工作有魄力。他事业心和责任感

强，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组织

观念强，顾全大局，维护班子团结，为人正派，做事

公道，对自己要求严格。中央认为朱之文同志任厦大

党委书记是合适的，相信朱之文同志能够与班子其他

同志一起，在全校教职员工的支持下，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把全校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中共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启迪同志出席宣

布大会并讲话，她说，近年来，厦门大学的快速发

展，有力地证明中央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

大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更加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建

设好“985 工程”和“211 工程”的信心和决心。这些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领导部门的正

确领导，离不开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离不开全体教

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也凝聚了王豪杰的心血和汗水。 

  吴启迪说，朱之文同志接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厦门大学的关心和重视，也体现了

福建省委、省政府对厦门大学的帮助和支持。吴启迪

代表教育部党组，对朱之文同志表示欢迎和祝贺。 

  王豪杰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任命朱之文

同志为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的决定。他深情回顾了在厦

大 42 年的学习、工作和成长历程，衷心感谢全校师生

员工的理解、支持和共同奋斗。他激动地说：“我是

1964 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的。至今在厦大已学习、

工作和生活整整 42 年了！是党和人民，尤其是厦门大

学培养和教育了我，使我从一名政治辅导员成长为一

名党委书记。因此，我对厦门大学有着一种难以割舍

的情愫！当然，我离任后,绝对不会去干预校务，但如

果厦门大学需要我，我一定会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献给我亲爱的厦门

大学！” 

  朱之文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衷心感谢中组

部、教育部党组和省委的信任，他说：“厦大是我的

母校，是教育我培养我成长的地方，很荣幸有机会再

次为母校服务。”他决心在履职过程中做到：加强学

习，努力实践，认真履职，勤政廉政。他表示要始终

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始终保持平和谦逊的工作态度，恪尽职守，忠诚

履职。要不断拓宽工作思路，拓展作为空间，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讲真话、干实事、求实效。 

  朱之文表示，面对学校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深

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将牢记陈嘉庚先生立下的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工作，脚踏实地，锐意进取，以实际行动来报答组织

和同志们的信任。 

朱崇实校长主持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据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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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理事会选举结果公告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第十二届理事会选举工作

已经完成。本次选举共收到有效选票 86 张。现将选举

结果公告如下。 

 

No.    NAME             姓  名   得票数         

1 Ding, Yi         丁  怡     67 

2 Mou, Celia      牟百谦       70 

3 Sa, Dan          萨  丹     69 

4 Sun, Yongkui     孙勇奎     77 

5 Wang, Fen      王 奋     74 

6 Wang, Mei      王 美     73 

7 Xiao, Xiao      肖 潇     60 

8 Zhang, Minghuang 张明煌     71 

9 Zhong,Meili     钟美立     57 

10 Zhu, Charlie     竺伟源     66 

11 Fan, Yiming      范义鸣      56 

 

    另外，卢宏韬获选票 70 张。应其个人请求,不担

任下届理事。故未将其列入当选名单。 

 

  计票人：盛峻丽   复核：殷钰萍  傅志东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2006 年 12 月 3 日 

 

美洲校友会召开理事会议 

 

美洲校友会新一届理事会 3 月 3 日晚召开电话会

议。会议讨论了理事会的工作分工。会议推选孙勇奎

(81 化学)继续担任理事长，肖潇(87 外文)任理事会秘

书，范义鸣(95 财金)任理事会财务。各地区负责校友

联络理事为：多伦多: 竺伟源(81 化学) 和丁怡 (91

计统)；温哥华: 王 美(82 化学) 和萨 丹(85 生

物)；大纽约地区: 孙勇奎 (81 化学) 和 牟百谦(91

外文); 波士顿: 范义鸣(95 财金)；北加州:肖 潇(87

外文)和钟美立(90 化学)；南加州:张明煌(89 数

学)； 休士顿：王 奋(82 生物)。理事会还通过王奋

任教育基金会主任，丁俊琪任基金会财务。理事会还

就近期的工作计划，各地区校友会或分会在参与所在

地华人社区活动的经验和困难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受葛文勋董事长的委托和理事会的邀请，傅志东

董事列席了会议。                   （本刊） 

 

 

 

 

美洲校友会理事简历（2006-2008） 
 

(按姓名的汉语拼音为序) 

    丁怡 Ding, Yi(女，91 计统) 1991 年毕业于母校

计统系。毕业后曾在福日配件公司及厦门航空公司工

作。1998 年移民加拿大。现任职于多伦多一家软件公

司，从事软件开发。  

    范义鸣 Fan, Yiming (女， 95 财金) 1995 年毕

业于母校财金系。其后曾在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工

作。1998 年底赴美新泽西。2001 年初来到波士顿地

区。2003 年获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理学硕士。2003-2006 年任职 Sybase 公司， 现在另

一家软件公司从事软件测试。曾在波士顿地区负责组

织或参与组织过几次校友活动。 

    牟百谦 Mou, Celia (女, 91 外文) 1984-1988 就

读于西南师范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8

年考入母校研究生院。1991 年获母校外文系辞书研究

硕士学位。1991-1996 年任母校经济学院讲师。1997

年初移民加拿大, 后来美工作。现任职于纽约市一家

Consulting 公司，从事软件开发。2004 年起任美洲校

友会理事。 

    萨丹 Sa, Dan (女，85 生物) 1985 年毕业于母

校生物系微生物专业。1985-1992 年在福建省微生物

研究所工作。1992 年随夫君邢绍熙同到加拿大留学，

后定居加国。在东岸多伦多市生活了九年，其间在西

乃山医院工作，约克大学学习，生长子邢致远。2001

年搬到首都渥太华，在渥太华大学心脏研究所实验室

工作，其间生次子邢致恒。2005 年 5 月，来到西岸最

美丽的城市温哥华，在卑诗省基因组科学中心做基因

表达方面的研究工作。2006 年 7 月当选温哥华校友会

理事长。 

    孙勇奎 Sun, Yongkui (男，81 化学) 1981 年毕

业于母校化学系。1990 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1990-1993 年在华盛顿州大学和 Exxon Corporate 

Research 做博士后研究。1993 年起任职默克公司

（Merck & Co.）。2004 年起任美洲校友会理事长。 

    王奋 Wang, Fen (男，82 生物)1982 年毕业于母

校生物系。1987-1993 年在 Clarkson University 学

习。1993 年获博士学位。1994-1996 年在 Texas A&M 

做博士后研究。1996-1999 在 Texas A&M 任

Assistant Research Scientist。1999-2003 年任

Texas A&M Assistant Professor (Research)。2004

年起任 Assistant Professor。现任厦大休斯顿校友

会理事长。2004 年起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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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 Wang, Mei (女，82 化学) 母校化学系 1982

年毕业。1991 年移民加拿大，并任职加拿大奖学金信

托基金会（Canadian Scholarship Trust 

Foundation），负责办理奖学金信托基金的申请和管

理工作。1996-1998 年任美洲校友会理事、秘书。曾

任温哥华校友会理事。2004-2006 年任温哥华校友会

理事长。现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肖潇 Xiao, Xiao (女, 87 外文) 1987 毕业于母

校外文系。1990 年底赴美。1992 年获 University of 

Richmond, Virginia 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97 - 

1999 在 AsiaInfo Holdings, Inc., US Branch 任采

购经理。1999 年获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工

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99 - 2006 年 在 Cisco 

Systems, Inc. 任项目经理等职务。目前从事家庭理

财退休计划及保险行业。在母校期间曾任校研究生会

女生部长。 

    张明煌 Zhang, Minghuang (男, 89 数学) 1986

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后进入母校研究生院数

学系。1989 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93 赴美留学。1995

初获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生物统计

(Biostatistics)理学硕士学位后任职于 J.D. Power 

and Associates –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至

今。现为市场和统计科学部 Sr. Director。其间于

1997-2000 年兼职就读 UCLA 商学院(Anderson School 

at UCLA) 并于 2000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母校期

间曾任校研究生会生活部长。 

    钟美立 Zhong, Meili (男, 90 化学) 1988 年进

入母校化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1990 年获理学硕士。

1997 年从 Stanford University 化学系获得博士学

位。1997 年以来先后在 in Eastman Kodak 和 SAP 工

作。目前任 Interwoven 公司 Senior Product 

Manager。此外，2005 年从 UC Berkeley 获 MBA。曾

在旧金山湾区负责组织或参与组织过几次校友活动。 

竺伟源 Zhu, Charlie (男， 81 化学) 1981 年毕

业于母校化学系，之后执教于东南大学。1993 年赴加

拿大留学。现住多伦多，供职于 Ajilon Consulting 

Inc.,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任 Sr. Systems 

Engineer and IT Manager。曾参与组织多伦多地区的

校友活动。 

 

林幼堃学长捐款在母校设立奖学金 

 

    1946 级林幼堃学长去年 6 月份向萨本栋教育科研

基金会捐款一万三千美元, 用于在母校建筑与土木工

程学院设立的奖学金。目前，萨本栋基金会将其捐款

投资于 CD，今后将会用其获得的利息支付奖学金。据

悉，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设立了以林幼堃（Y.K.Lin）

命名的奖学金，以鼓励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勤奋刻苦

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林幼堃学长现居佛罗里达

州。                           （傅志东） 

 

美洲校友为朱腾遗属捐款 

 

    1983 年物理系毕业的校友朱腾于 2006 年 2 月因

病不幸在加州逝世。朱腾生前居住加州，是

Grambling state University 的物理学副教授。据

悉，由于十多年前离异，朱腾独自一人将两个儿子抚

养成人。其中 17 岁的小二子 Zhu Ying 在其父亲不幸

逝世前刚刚获得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的录取通知书。获知朱腾突然逝世，朱腾的生前好友

和同学都感到震惊和难过。柳清伙等同学向校友会请

求，希望以校友会的名义向大家发动捐款。孙勇奎理

事长通过 EMAIL 向大家发了通知。校友会共收到了

$7845 美元的捐款。其中张新雄一人捐了 2000 美元。

捐款名单见本期财务报告。 （傅志东） 

 

本刊编者关于 “级”和“届”用法的说明 

 

关于“级”和“届”的用法，本刊过去曾有过若

干讨论。本会四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和七、八十年代以

后毕业的对这两个字的用法习惯不同。四十年代毕业

的校友习惯用毕业年份加上“级”字来表示自己在大

学的班级。如 1946 级机电系，表示其是 1946 年从机

电系毕业。而五六十年代以后，国内大学则是用入学

年份加上“级”字来表示一个学生班级。如 1982 级，

表示该班级的学生是 1982 年入学的。毕业的年份则是

和“届”字一起使用。如 1986 届则表示该毕业生是

1986 年毕业的。1981 年教育部曾发文重申此一用法。 

最近, 吴厚沂学长从语言学等多个方面论证了目

前国内“级”和“届”的用法是不合理的（《呈舒文

烈学长的公开信》，见《美洲校友通讯（第 49 期）》,

希望革除此一陋习。编者完全理解这一见解。 

为减少不必要的混淆和困扰，编者尽量避免将

“级”或“届”用于五十年代以后毕业的校友。但也

时有例外。例如，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明年初，

77 级、78 级同学将举办入学三十周年纪念活动。“77

级”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符号。“77 级”是用来指恢

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届学生。77 级不是在 77 年入学

的，而是在 78 年春天入学的。77 级实际毕业的时候

也不是 81 年，而是 82 年的春天。这一级的同学从入

学第一天起就用“77 级”来表示自己的身份，也用之

以区别于同年入学的“78 级”。编者只能沿用此一用

法。希望各位学长给予理解。（傅志东）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期   -  5  -  

朱之文书记访问美国看望校友 

 

     2007 年 3 月下旬，母校党委朱之文书记到休士

顿出席由中国教育部和美国有关方面举办的“中国—

莱斯大学领导高级研讨班”。研讨班期间,  朱书记拨

冗会见了当地校友，并与校友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3 月 25 日, 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在休士顿银宫餐

厅聚会，热烈欢迎朱书记到访。近 30 位校友参加了聚

会，其中包括 80 高龄的 1949 级土木系校友楼乃基学

长。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会长李里焜主持欢迎会，朱

书记向校友们介绍了近年来母校的发展概况和今后的

发展规划，并就校友们关心的问题详细地做了解答。

朱书记向校友们表示欢迎大家常回母校看看。校友们

无不为母校的快速成长壮大和美好的未来感到欢欣鼓

舞和自豪。校友们还组织了别开生面的“厦大知识有

奖抢答竞赛”，热烈的场面将欢迎会的气氛推向了高

潮。聚会结束后，朱之文书记和校友们一起合影留

念。  (王奋提供) 

 

 

 

 

 

 

 

 

 

 

 

 

 

 

 

 

 

 

 

 

 

 

 

 

 

 

 

 

 

 

 

 

 

 
 
上图：朱之文书记与校友们合影 
 
 
 
 
下图：朱之文书记与到会的 
美南校友会理事合影 
左起：蔡黎波,赵海英,李里焜, 
朱之文书记,方红,廖岚,王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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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校友欢迎朱崇实校长访问美国 
 

    2006 年 10 月 6 日波士顿地区的校友聚会欢迎来

美访问的朱崇实校长一行。出席欢迎会的还有随同朱

校长来访的海洋环境学院洪华生教授、法学院院长廖

益新教授、物理机电学院院长陈金灿教授、医学院院

长刘祖国教授、国际处毛通文处长以及校长秘书潘玮

等。朱校长一行受到了校友们的热列欢迎。朱校长在

欢迎会上发表了讲话。朱校长介绍了母校的发展近况

以及远景规划。听了朱校长的介绍,  校友们为母校近

年来的发展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朱校长北美之行的第一站是罗德岛大学。罗德岛

大学是 “全球八校联盟”的成员校之一。我校是该联

盟的发起学校之一。朱校长出席了在该校召开的八校

联盟的第三届校长委员会会议。会后, 朱校长一行访

问了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院

校。朱校长等分别和这些学校及院系的负责人进行了

校际合作与交流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范义鸣) 

 

 
 
 
 
 
 
 
 
 
 
 
 
上图：朱校长和校友们合影 
下图：欢迎会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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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校友会新春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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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实校长率代表团访问美南地区 

 

    由朱崇实校长率领的厦大代表团应德州农工大学

等三所大学的邀请访问美南地区,  于五月五日至六日

专程停留休士顿, 看望美南地区校友并着重访问休士

顿德州医学中心. 六日上午, 厦大代表团参观了德州

农工大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 贝勒医学院, 

和 MD Anderson 肿瘤中心, 听取了王奋博士, 徐建明

博士, 周革博士介绍有关德州医学中心和各自研究所

的情况.  下午,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在休士顿 Herman  

Park 聚会，热烈欢迎朱校长到访。近 30 位校友参加

了聚会，其中包括 80 高龄的 1949 级土木系校友楼乃

基学长。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会长李里焜主持欢迎

会，朱校长和代表团成员, 厦大海洋环境学院院长袁

东星教授,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振明教授和校长办公

室潘纬女士向校友们介绍了近年来母校及各自学院的

发展概况和今后的发展规划，并就校友们关心的问题

详细地做了解答。（王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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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报告 

 

丁俊琪 

 

现将 2005 年 9 月起本人经手的教育基金会的帐目

往来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收入方面： 

    (1) 2005 年 9 月，教育基金会接孙勇奎理事长转

来 1,858.08 美元, 其中包括黄士煌寄来 $1358.08 捐

校训卧石项目余款(2001 年捐) 

    (2) 2006 年 4 月，原教育基金会主任晏健先生转

来教育基金余款共 58616.67 美元； 

    (3) 2005 年 10 月及 2006 年 12 月，接已故阮康

成教授的家人为纪念阮康成先生而设立的阮康成教育

学奖学金先后两次捐赠共 9900.00 美元； 

    (4) 2006 年 11 月，CD 利息所得 472.09 美元，现

在尚有 50000 元的 CD 快要到期，预计利息所得会有两

千多元。 

开支方面： 

（1）2006 和 2007 年先后两次转给厦大教育基金

共 8780 美元 

（2）转给卢嘉锡基金会 2000 美元。该笔款项系

曾庆沅学长 2003 年委托教育基金会捐给卢嘉锡基金会

的捐款。 

（3） 银行转账费用三次共 75 美元。 

有关的奖学奖教金分配如下： 

    （1）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至今已有两位厦大

教育研究院的研究生何雪莲及刘志平得到了该项项奖

学金（每人每年相当于人民币 3000 元），她们的得奖

感言附后，在此，教育基金会代表得奖人及全体美洲

校友会校友向阮康成校友的家人表示感谢。 

    （2）由曾庆沅先生资助设立的曾玉山助学金，自

从２００１年此项助学金设立以来，已有如下同学得

到资助（每人每年 375 美元），张炳椿，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计算机系２００１级；刘铭晔，医学院临床

医学系２００１级；钟铭全，外文学院英语系２００

２级，刘志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系２００

２级；钟文华，经济学院经济系２００３级，程秋

盛，数学科学学院２００３级；杨凯，信息科学与技

术学院电子工程系２００４级，钟荣清，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２００４级；林俊芳，海洋系

２００５级，刘奎生，中医系２００５级， 王建建，

化学系 2006 级，沈淑祯，新闻传播系 2006 级。2007

年又会有两名新生加入得奖者的行列，我们已将今年

资助 8 名共 3000 美元寄到厦大。另外，教育基金会还

代曾庆沅先生向卢嘉锡基金会转交 2000 美元的捐款。

在此，教育基金会代表得奖人及全体美洲校友会校友

向为教育基金作出长期支持的曾庆沅先生表示感谢。 

    （2） 由教育基金会资助的自强奖也于 2006 及

2007 年继续提供资助：2006 年自强奖  4 名 每人 200

美元。2007 年自强奖 4 名 每人 200 美元，他们是自

强奖学金得主谢海真（管理学院硕士生），习甜（经

济学院本科生）以及自强奖教金得主：朱亚先（化学

化工学院），王勤（南洋研究院）    

目前教育基金会一般采用 CD 的投资方式，由于时

间上不能和厦大校庆相吻合，我们必须保证在

CHECKING 帐户上保存一部分现金，这无疑减少投资的

收益，按照目前的使用速度，教育基金会并不能长期

运转，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广大校友为我们的教育基

金捐款。捐款请寄：Junqi Ding，15 Spring Valley 

Rd.，Woodbridge, CT 06525. Payable:XMUAAA 

Education Fund. 您的捐赠是可以免税的。 

                        (2007 年 5 月 7 日) 

XMUAAA Education Fund Balance Sheet 
(2005.9.18 –2007.4.30) 

 收   入  
9/18/2005孙勇奎转来 Drexel University  500.00

9/18/2005
2001 年捐校训卧石项目余款 
(黄士煌转来) 1,358.08

12/15/2005阮建如捐阮康成纪念奖学金 8,400.00

4/8/2006
Merrill Lynch 原晏健管理的 
 基金会账户转入 58,616.67

12/23/2006阮建如捐阮康成纪念奖学金 1,500.00
11/1/2006利息收入 472.09

 TOTAL 70,846.84
   
 支出  

4/15/2006
转卢嘉锡基金会 
(曾庆沅 2003 捐款) $2,000 

4/15/2006 Wire Fee $25 
6/23/2006转厦大支付 2006 年奖学金 5,200.00
6/23/2006 Wire Fee 25
4/27/2007转厦大支付 2007 年奖学金 3,580.00
4/27/2007 Wire Fee 25

 TOTAL $10,855 
   

 
Balance carried to the next 
period 59,991.84

 
 Committee Chairman:  Fen Wang       王    奋 
 Committee Treasurer :   Junqi Ding    丁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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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董事会报告 
（5/7/07) 

          

    １. 第四届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           

    今年三月底，母校生命科学学院遴选六名品学兼

优在院学生，大部清寒，每名颁发奖学金人民币 

¥2,500。其芳名如下：黄滟清 (生物学 04),柯红梅 

(生物学 05), 廖美雪 (生物学 05), 林 娟 (生物学

04), 刘 杰(生物学 04), 叶国栋(生物学 03).  

    本会开办以来四年中，共发二十二名奖学金。母

校生命科学学院对此十分关注。 

    2. 财政现况  (4/30/07)  

    支出：本年度奖学金共$$1,948.00. 

    结余约值 $54,191.00. 

    本会储款及各项投资文件已于 12/27/06 由  

Merrill Lynch Office in Eugene, Oregon 电脑转移

到 Merrill Lynch Office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去年刘红博士第二次捐款美金 200 元，当时遗漏

报告。  

     3. 本董事会三年任满，已重新选举。四位董事

连任，新选一位是李里昆博士。他担任本会财务。 如

有建议，敬请告知。             

     4. 今年如有新捐款，奖学金名额可能考虑增

加。希望多多响应，捐款请寄：Dr. Likun Li, 3910 

Clarestone Drive, Pearland, TX 77584 E-mail: 

likun_l@yahoo.com  Tel: 713-791-1414, 

Ext.5880(O), 281-412-9046 (H) 支票请写: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并注明：for "Deyao Wang Scholarship Fund”如

此，在美才得免税。   

   5. 我们趁此机会，对吴乔教授代表本会参加遴选 

委员会，特表谢意。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基金会 

董事长李联欢谨启 

Lieng-Huang Lee  Mon. 5-8-07 at 9:50 p.m. EDT 

                lhlee@frontierner.net 

 

董事会成员：副董事长：郑立谋，财务：李里昆， 

    董事：洪万进，许华曦。 

名誉董事： 兰伟光，李尚大，金世添，王文铮 

 （汪德耀夫人），黄保欣，陈金烈，庄启程，曾庆

沅，苏林华。 

 

林幼堃学长回校讲学 
 

  5 月 12 日下午，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报告厅，我

校土木工程系 46 级校友、美国工程院院士林幼堃教授

为师生们作了一场精彩讲座，介绍了有关随机动力学

的前沿知识。林幼堃教授 1923 年 10 月出生于福建省

泉州市，1946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留校任

教两年，随后前往美国深造。林幼堃教授在美国取得

博士学位后，转向了航空航天工程学的研究。他在波

音公司任职期间，为解决噪音损坏喷气式飞机的问

题，而转向“随机结构动力学”研究，开拓了这一新

学科,并为其在结构工程上的应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次受母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的邀

请而作这场学术报告，林幼堃教授就随机动力学及其

应用研究和师生们交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张伟) 
  

韩怡丹同学主编诗集在美出版 
 

最近，编者收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双语诗集，

《诗天空当代华语诗选》（2005-2006）。该诗集由校

友、旅美诗人韩怡丹（笔名绿音）同学主编。 

韩怡丹同学 1989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2004 年 12 月从罗得岛大学获得美国文学创作硕士学

位。她著有诗集《临风而立》（1993）、《绿音诗

选》（2004，中英双语诗集）。近几年来，她致力于

中美、中西当代诗歌的交流，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

力。她积极联络美国和中国的诗人、诗歌爱好者、诗

歌评论家，成立了非赢利的诗歌交流组织，创办了 

“诗天空”Poetrysky.com 网站。这本由她策划主编

的《诗天空当代华语诗选》精选了 2005-2006 年刊发

于 poetrysky.com 网站上的《诗天空》双语季刊的 30

位 20 世纪华语诗人的中文原创力作及英文译本。诗集

的作者有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华语诗人，也有美国、英

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语诗人。《诗

选》的作者中有数位厦大校友，如 40 年代毕业的“九

叶诗派”诗人陈侣白，60 年代毕业、现居泰国的曾

心，80 年代毕业的徐德金、朱必圣等。 

据该诗集介绍，“诗天空”已被列入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录、荷兰莱顿大学汉学

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名录、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文学研

究名录、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名录、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录、西班牙中国现当

代文学研究名录及台湾世新大学华文文学资料库 

等。（傅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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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 2007 年董事会议于 2007

年 4 月 8 日在厦门大学亦玄馆 302 会议室举行。出席

董事会的有蔡望怀、邵建寅、葛文勳、庄汉水、吴伯

僖、苏林华、林祖赓、康俊勇等董事。蔡启瑞、孙世

刚、金世添、陈树勋、洪文炳、张存浩因事请假。吴

厚沂、田中群、傅志东 3 人委托葛文勳代表；蔡悦

诗、施淑好、陈台权 3 人委托邵建寅代表；鲍光庆委

托苏林华代表。会议由基金会董事长邵建寅主持。 

    会议开始之前，全体起立，为李陆大董事和丁世

权董事的逝世默哀 1 分钟。 

    会议开始，首先由葛文勳总裁报告一年来基金会

的工作： 

    1、人才引进：收到 34 份候选人申请书，12 人送

美洲评审会评审。四位认为合格，给予初步聘约。。 

    2、财务查核：将 1988 至 2006 年底账目清理查

核，结果见美洲基金会财务总结。 

    3、暂聘林旭为美洲基金会财务董事，请董事会审

定后正式加聘 。 

     4、何宜慈教授讲座奖教金：已由基金会与厦大

合筹一百万元人民币设立。2006 年奖教金已授予郭航

教授。 

     5、基金会收到专项捐款 8 万元人民币，开始在

中心启动生物微机电系统之研究。 

     6、厦大郭航与北大张海霞及北大医院联合申请

863 项目，已批准补助 2 年，共计￥100 万。厦大应得

30 万元。第一批款项已拨出。 

     7、为中心提供技术协助，介绍工业合作项目。 

    接着陈旭远副主任报告两年来的中心工作情况。

首先，他介绍了中心人力资源的状况与发展。尽管连

年来陆续招聘了一些人员，但是远不足够。在工作方

面，他介绍了其中心副主任的职责工作，包括制定管

理文件、做项目立项、购买贵重设备、组织学术交

流、尝试与工业合作的项目、着手筹备 BioMEMS 实验

室等。他还汇报了自己的科研教学工作。 

接下来，中心创新研究部主任郭航介绍了近年来

的中心科研情况。近年来，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国家

873 项目“薄膜鲤电池”、国家 863 项目“适用于植

入器件的无线能量与信号传输系统”、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射频 MEMS 开关”、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

“小型化铷原子钟的前期研究”、福建省重点科技项

目“ZnO 肖特基紫外探测器的研制”、福建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用于乳腺癌体内治疗的微型手术刀的研

究”、厦门市科技项目“MEMS 红外器件的研发中

试”，还有横向合作项目。近年来，中心教师发表的

论文 54 篇，中心教师申请专利 8 项。 

基金会财务庄汉水董事报告财务情况。他把美

洲、香港、厦门三地的财务总结进行归纳，做了详细

的汇报。 

    几位报告之后，董事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并提出

了一些具体问题。陈旭远副主任对一部分问题做了回

答。 

    蔡望怀董事对研究中心的关怀与希望做了发言。

他说社会需要是科研发展的基石。技术创新非常重

要，要让技术、知识充分涌流。中心的运作模式、机

制，需要进一步探讨。事业兴衰，用人要得其人、得

其道、得其法。所用之人要清正廉明。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董事会就中心的带头人的

遴选和聘任，财务的管理，萨黄淑慎奖学金和萨本栋

博士研究助研金的管理，贵重设备的采购，论文资料

的出版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董事会通过选举林旭为

新任董事，并兼任基金会美洲账户的财务。   

         （本刊根据许乔蓁的记录整理） 

 

本会林旭当选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董事 

 

在 2007 年度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董事会上，林

旭同学当选为基金会董事。林旭同学 1982 年毕业于厦

大化学系，同年考取蔡启瑞教授的研究生。1985 年获

催化化学方面的硕士学位。1998 年获美国 

University of Memphis 合成化学方面的博士学位。

林旭同学曾先后担任贵州大学讲师、副教授、应用化

学研究所副所长。1998 年起在美国 Vion 制药公司工

作，历任 Research Scientist,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Manager, Associate Director of 

Chemistry 等。现任该公司化学与工业部主管

(Director of Chemistry and Manufacturing)。先后

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 51 篇研究论文，获美国和国际发

明专利 5 项。林旭同学在国内工作其间, 曾先后获国

务院表彰为有杰出贡献的回国人员，荣膺贵州省十大

杰出青年，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等。林旭同学现居康涅

狄格州。自去年起他开始协助基金会葛文勳总裁管理

基金会在美洲方面的财务。（傅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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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刚课题组研究论文登上美国《科学》杂志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孙世刚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王中林等科学家采用一种新的电化学方法，首次制备

出具有高表面能的二十四面体铂纳米晶粒催化剂，显

著提高了铂纳米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在能源、催

化、材料、化工等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应用价值。5

月 4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以三页半篇幅的长篇

报道刊登了这项最新成果。这是我校第一篇发表在

《科学》杂志上的长篇研究报告。该研究发展了一种

新的电化学方法，能够控制纳米晶体的表面结构和生

长，合成具有高表面能的金属纳米晶体，突破了传统

化学法只能合成低表面能金属纳米晶体的局限。 

提起铂，人们并不陌生，不过，铂的最大用途并

不是做成漂亮的白金首饰。铂纳米材料是燃料电池、

石油化工、汽车尾气净化等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催化

剂，全世界用于催化剂的铂每年近 100 吨，占总产量

的一半，价值高达 40 多亿美元。由于铂的资源匮乏，

价格高昂，如何进一步提高铂纳米材料的催化活性、

稳定性和利用效率是氢能源和相关领域发展的重大关

键问题。 

然而，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传统的化学法只能

合成低表面能的金属纳米晶体，一般是立方体、八面

体或是截角八面体，其表面为“低指数”晶面结构。

科学家认为，“高指数”晶面结构围成的多面体的铂

纳米晶粒催化剂能提高催化效率。二十四面体是一种

十分罕见的晶体形状，其表面通常由高指数晶面围

成。迄今从未见到人工合成二十四面体金属纳米晶体

的报道。在自然界中，也仅发现金刚石、萤石和铜矿

等极少数矿物能以不完美的二十四面体形式存在。 

    孙世刚说：“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铂族金属

单晶的高指数晶面不仅催化活性很高、而且稳定性

好，这是因为高指数晶面具有开放的表面结构和高密

度的台阶原子,而且处于短程有序环境。因此，制备表

面为高指数晶面结构的铂纳米晶粒，是显著提高催化

剂活性和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但是，铂晶体在生长过

程中沿高指数晶面方向的生长速度远快于沿低指数晶

面方向，导致高指数晶面趋于消失，最终生成的铂晶

体表面主要由原子排列密集的低能低指数晶面组

成。” 

孙世刚教授与其博士生田娜和周志有博士，利用

高指数晶面在氧化条件下稳定性高的特点，通过方波

电位产生的周期性氧化/还原的驱动，调控铂纳米晶体

生长过程的表面结构，首次制备出高指数晶面结构的

二十四面体铂纳米晶体。同时控制条件，可使铂纳米

晶体的尺度在二十到几百纳米内变化。 

王中林教授和丁勇博士通过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研

究证实，所制备的二十四面体铂纳米晶体由高指数晶

面围成，并具有很高的热稳定性，可耐高达 800 摄氏

度的高温。 

该中——美团队的电催化研究还证实，二十四面

体铂纳米晶体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以单位铂表面积

来计算，它对甲酸、乙醇等有机小分子燃料电氧化的

催化活性是目前商业铂纳米催化剂的 2 到 4 倍，显示

其在燃料电池、电催化等领域中的重大应用价值。 

孙世刚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级教学名

师奖获得者，长期从事电化学和电催化研究。王中林

是佐治亚理工学院杰出讲座教授和厦门大学客座教

授，是著名的电子显微学和纳米材料学专家。上述研

究是在孙世刚小组前期工作基础上，两个研究小组一

年多紧密合作的结果。 

孙世刚深有体会地介绍，在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

《科学》上发表论文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早在

2005 年，他与博士生田娜和周志有博士，就已经制备

出了这种二十四面体金属纳米晶体，但课题组并未急

着发表论文，而是又花了两年功夫静下心来进一步追

踪弄清楚这种晶体的生长过程、表征，并不断完善研

究方法。论文前后修改了二十多次，博士生田娜还为

此申请延期二年毕业。今年一月底，这一中美团队将

研究成果投稿到《科学》，三月份《科学》就发来了

用稿通知，这其间课题组还与杂志的编辑做了反复沟

通，并就编辑所提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 

孙世刚和王中林认为该研究所发展的表面结构控

制生长的电化学方法可以拓展到其它铂族金属，如

钯、铑等，也可以运用到制备其它高指数晶面组成的

不同形状的金属纳米晶体，深化了对金属晶体生长规

律的认识；该研究不仅开辟了一条通过控制纳米粒子

表面原子排列结构提高催化剂性能的崭新途径，也是

将模型电催化剂的基础研究推进到实际催化剂设计和

研制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展。 

《科学》杂志的三位评审人也对该工作的原创性

和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一科研成果不仅指

明了一种控制纳米粒子生长使高指数晶面暴露在外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而且将导致异相催化中的新发现。 

(校宣传部 王瑛慧 2007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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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校友总会 

致 77、78 级全体同学的一封信 
 

亲爱的 77、78 级校友： 

    悠悠岁月，逝者如斯，在共和国以其东方的豪迈

和激情、和谐和喜悦迎来“北京 2008 奥运”之际，您

一定也记得自己生命中那一个珍贵的日子：2008，走

进厦门大学的 30 周年纪念日。 

    1978 年，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与秋高气爽的日

子，2000 多名学子聚集到了五老峰下，南方之强的弦

歌在隔绝了整整 10 年之后，再一次回荡于海峡西岸的

上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中国伟大历史变革

的前奏，全国 570 万个年轻生命涌入久违的高考考

场，在 200：1 的竞争中，你们成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

后的第一批幸运者，带着一路风尘，一路的信念和一

路的向往。曾记否：老师们一个个像回到了青春年

华，张开双臂把你们拥入激情满怀的课堂；学子们一

个个如饥似渴汲取知识的营养，把自己融进振兴民族

的历史大潮。四年的大学生活，恰逢中华民族改革开

放的起步时期，特殊的一代以你们特殊的成熟和思

考，经历了种种的思想碰撞，种种的敏锐探索和多彩

的学海生涯，更铸就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同窗之情、

母校之情，一段难于忘怀的厦大岁月。 

    春去秋来，30 年过去了，你们又走过了许多的人

生驿站，在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全面复兴的历史道路

上，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用你们的

智慧和才华，抒写了南方之强学子的光荣和梦想。而

今，厦门大学的发展也发生了空前的飞跃，学校不仅

学科齐全、实力雄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且形成

了鲜明的“侨、台、特、海”特色，成为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中国 31 所中管

高校之一，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上，

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辉煌，位于中国高校的前列

方阵。今天的母校，正在中华民族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构建创新体系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朝着“建设世界知

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海上

花园学府的天更蓝、水更美、校园更和谐，南方之强

的旗帜更鲜艳、目标更明确、精神更焕发。 

    “生活——一半是理想，一半是回忆”，这是一

位 77 级同学的毕业留言。亲爱的 77、78 级同学们，

为了我们那份珍藏的记忆，为了我们和母校理想的明

天，让我们相约厦门，再次相聚母校，在入学 30 周年

的日子里，再走走我们美丽的校园，再和我们尊敬的

老师促膝相叙，再与我们的同窗过一过浪漫的夜晚。 

“学海何茫茫，鹭江深且长”，母校的校歌在召唤

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在盛情邀请您，我们盼望着您

的到来！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2007 年 1 月 24 日 

“厦门大学 1977、1978 级入学 30 周年纪念大会” 

活动设想（讨论稿） 

时间：2008 年 1 月 2、3日 

地点：厦门大学校本部 

 

活动内容： 

一、学校层面的活动 

1、召开“厦门大学 1977、1978 级入学 30 周年纪念大

会” 

2、学校设午宴宴请到会校友 

3、以 77、78 级校友返校聚会为主题的一台文艺晚会 

二、学院层面的活动 

1、组织校友与当年老师举行座谈会 

2、组织校友与在学的学弟学妹们举行座谈会 

3、鼓励各院系开展丰富多彩的相关活动 

三、开设校友论坛 

邀请若干知名校友，以“我的职业生涯”、“我的人

生经历”等类型的题目为主要内容，为母校师生开设

论坛，用他们的奋斗历程来教育影响在学学子。 

 

会议资料 

一、校友学生时代回忆文集 

二、“母校陪伴我成长的 30 年”文集 

三、老照片集锦 

 

厦门大学在校工作的 77、78 级联络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E—mail 

潘世墨 2180203 13606044899 smpan@xmu.edu.cn 

朱水涌 2180601 13328786715 syzhu@xmu.edu.cn 

黄鸣奋 2183345 mfhuang@xmu.edu.cn 

詹心丽 2185311 13606937284 xlzhan@xmu.edu.cn 

郑启五 2184099 8170210 zqiwu@163.com 

苏子惺 2185726 13906025241 zxsu@xmu.edu.cn 

朱家俊 2188882 jiajun8882@yahoo.com.cn 

刘海峰 2180963 13606041905 hfliu@xmu.edu.cn 

戴一峰 2183519 13616029104/8745777

 yfdai@xmu.edu.cn 

李名世 2180320 13950056390 mslee@xmu.edu.cn 

蔡丽娟 2183388 cailj@xmu.edu.cn  

赖虹凯 2183208 2183208 hklai@xmu.edu.cn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期   -  15  -  

岁月：你·我·他 
——外文系 83 级英语专业同学 

毕业二十周年聚会倡议书 

 
（编者注：本倡议书由李美华撰写。肖潇向本刊推

荐。李美华现任母校外文学院教授。） 

 

外文系 83 级英语专业 

将举办毕业 20 周年聚会 
 

    外文系 83 级英语专业毕业 20 周年聚会拟定于

2007 年 8 月 3 日—6 日在母校厦门大学举行。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行程： 

    1．8 月 3 日：白天报到。地点：厦门大学克立楼

晚上：各班级自行安排活动。 

    2．8 月 4 日：上午：全体师生聚会、座谈、合影

留念。中午午宴。下午：游览厦门大学漳州校区。晚

上欢迎晚宴。晚宴后举行联欢晚会。 

    3．8 月 5 日：厦门一日游。晚上告别晚宴。 

    4．8 月 6 日：离会。 

    二、注意事项： 

    1．可携家属参会。来回旅费及在厦住宿费自理。

请在所附回执中注明随行人员及住宿要求并于 2007 年

5 月 20 日前把回执发回给各班联络人。 

    2．到达厦门后请自行前往厦门大学克立楼报到。

会务不安排接机/车。 

     3．各班联络人： 

1 班：陈怀皓 xmhattie@yahoo.com.cn  13606039876 

2 班：李美华 yilinghua@126.com     13599538075 

3 班：汪波 wangbo@xm.gwbn.com.cn   13906012059 

                        “喜相逢”会务组 

 

厦门大学在校工作的 77、78 级联络人（续） 
 

于扬丽 2182109/2187718 yyl@xmu.edu.cn 

黄佩文  2183477 13606065858

 pwhuang@xmu.edu.cn 

游泽民 2182895/2182903 13306026126

 zmyou@xmu.edu.cn 

翁鹭滨 2187731 13695014631 wenglb@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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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欣 2092277 13906028038 chenyix@xmu.edu.cn 

陈清西 2185251 13225034128 chenqx@xmu.edu.cn 

陈祖峰 5061667   

郑爱榕 2183065 8802621  

王巧萍 2182848 13606086531 wangqp@xmu.edu.cn 

张友琴 2182719 2181829 youqin@xmu.edu.cn 

黄建如 2182593 15960243973 jrhuang@xmu.edu.cn 

苏劲 2182542 13950183620 sujin@xmu.edu.cn 

林擎国 2183310 13860195613 linqguo@tom.com 

郑尚宪 2510001，2183727   

傅似逸 2182169 2181710 syfu@xmu.edu.cn 

纪玉华 2187591 2187591 yuhuaji@xmu.edu.cn 

连心豪 2182960 xhlian@126.com 

廖大珂 2181316 liaodake@263.net 

陈海山 2182533 13859995378 hschen@xmu.edu.cn 

孙怀清 2580198 sunhuaiqing@xmu.edu.cn 

吴正云 2180522 2180522 zhywu@xmu.edu.cn 

林国星 2183936 2183936 gxlin@xmu.edu.cn 

王子坚 2186392 2186392 zjwang@xmu.edu.cn 

郭嘉 2184114 2184114 guojia@xmu.edu.cn 

陈毅辉  13003980422 yhchen@xmu.edu.cn 

陈明德 2183100 13606068766 chenmd3089@126.com 

邵鹏飞 5912608 8868529  

白志毅 2038692 13606015385 coe@xmu.edu.cn 

詹石窗 2186379 2186379 zhansc@263.net 

陈墀成 2185245 13306033336 chch@xmu.edu.cn 

刘连支 2183819 13606008619 llz@xmu.edu.cn 

赖小琼 2185711 2187159 xqlai@xmu.edu.cn 

朱国清 2183625/2183772 13806070813

 gqzhu@xmu.edu.cn 

赵蓓   2185690 13850009426 bzhao@xmu.edu.cn 

陈双人 2184292 chenshuangren@163.com 

胡荣宗 2186049 13515968929 rzhu@xmu.edu.cn 

庄惠美 2187468 13606029460 xmhmzhuang@163.com 

陈永毅 2189311/2184246  13600945603

 yychen@xmu.edu.cn 

周珊 2182206 2186899 zshan@xmu.edu.cn 

 

 

 

 

 

 

 

 

 

 

我校喜获二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2 月 27 日，从国家科学奖励大会上传来喜讯，由

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郑兰荪主持的“碳原

子团簇的形成研究”和由海洋环境学院教授、近海海

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焦念志主持的“海

洋初级生产力结构及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厦大人潜心耕耘十多年后，再

度捧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200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有 29 项，其

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7 项，高校共获得 15 项。据

了解，我校是唯一同时获得两项自然科学奖的高校。 

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的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并做出重大科学

发现的候选人；其研究成果应为前人尚未发现或尚未

阐明，并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

公认的成果。 

郑兰荪教授主持的“碳原子团簇的形成研究”是

近年来的一个前沿学科。郑兰荪课题组用氯原子捕获

的方法，明确无误地揭示了科学界长期寻找的、活泼

的 C50 的衍生物 C50Cl10 的结构，将富勒烯科学的研

究推进到小富勒烯领域。这项标志性成果发表在 2004

年 4 月 30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被国际学术界誉为

对相关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课题组还用同样的

方法，制备了 C20Cl10 等一系列氯代碳簇，丰富了碳

的结构化学。 

    焦念志教授主持完成的“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及

微型生物生态学研究”，是在地学的海洋学科方面获

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

问题。海洋固碳在调节气候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有关机制和过程并不清楚。海洋初级生产力，

也称海洋原始生产力，指浮游植物、底栖植物及自养

细菌等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的能力，以往的研究

者主要关注的是海洋初级生产力的总值，而焦念志课

题组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海洋初级生产力结构”这

个新概念，更加全面细致地刻画了初级生产力的内

涵，表达了不同类群生产者对总体初级生产力的和贡

献和作用，深化了对初级生产力的认识。 

    该项目还发现了海洋生态系统中“看不见的主

角”——超微型生物原绿球藻在我国海区的大量存

在。并通过系统的现场研究，确认了原绿球藻在我国

海区的分布边界、数量变动规律、及其主要受控机制

和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原绿球藻是地球上细胞

最小、数量最大的放氧型光合自养原核生物，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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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环至关重要，早期只发现于洁净的大洋。中国早

期的海洋生态学研究中，浮游植物采集网采用的是国

家标准 69 微米，也就是说，我们忽略了海洋生态系统

中微型（小于 20 微米）和超微型（小于 2 微米）这些

“看不见的主角”。 所以，该研究使我国海洋微型生

物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填补了

“新生产力”、“原绿球藻”、“好氧不产氧光合异

养菌”等前沿空白，形成了“海洋微型生物生态学”

新学科方向。(宣传部  王瑛慧)   

 

生命科学学院吴乔教授课题组在 

《The EMBO Journal》发表论文 

    在 2007 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生命科学学院又传

来喜讯：吴乔教授及其课题组于 2006 年 12 月在国际

权威刊物《The EMBO Journal》发表论文。这是迄今

为止以生命科学学院为独立作者单位发表的影响因子

最高的研究论文。该论文首次发现并阐明了肿瘤抑癌

蛋白 p53 介导孤儿受体 TR3 抑制癌蛋白 MDM2 的分子机

理，对以 TR3 作为潜在的药物靶点研究抗肿瘤药物、

抑制 MDM2 诱导的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The EMBO Journal》杂志在国际学术上享有很

高声誉，被誉为欧洲小《Nature》。据检索，2006 年

该杂志发表的 508 篇论文中，以中国大陆为独立作者

单位的论文仅 2 篇，另一篇为北京大学。 (叶妍)  

 

我校新增 6 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 

    2006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

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名单于近日揭晓，我校 6 位

教授入选，是历年来入选总数最多的一次，至此，我

校共有 20 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 

  本次新增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分

布在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海洋科学、仪器科

学与技术、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等六个学科。42 岁的厦

大近海海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海洋环境学院副院

长戴民汉当选为特聘教授，5 位讲座教授高加力、林

立伟、张晓坤、郭劳动、陈智琦分别来自美国、加拿

大的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 

  200６年 5 月，我校公布了３１个特聘教授和讲座

教授设岗学科，在海内外学界热烈回应，共有 60 多位

高端人才申报。最终确定的这六位教授均具备高深学

术造诣，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

要成就；具有战略性思维和科研组织能力，能够组建

和带领本学科中青年学术团队在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

国际先进水平，起到引领学科发展的作用；能够主持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具有拓展

本学科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我校将投入巨资，为“长江学者”提供重点支

持，特聘教授除享受厦大教授同等工资及福利待遇

外，同时享受每年 12.55 万元人民币工作津贴；讲座

教授按工作时间享受每月 1.5 万元人民币工作津贴。

另外，学校为特聘教授提供科研配套经费，自然科学

类不低于 200 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不低于 50 万元。 

  “长江学者”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工作思路和目

标，如长期致力于研究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这个国际前

沿课题的戴民汉教授将作为学术带头人，建好“海洋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机制”创新群体，促进学科的交

叉融合，提升科研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讲座教授参与培养研究生，开设多门本专业国际

前沿课程，如来自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系的陈智琦

教授将讲授《产业组织》和《微观经济学》，并牵头

与厦大教师共同申请加拿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长江学者”还将在厦大开拓新的研究方向，组

建创新团队，如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海洋系副教授郭

劳动将协助厦大建立一个研究海洋纳米级颗粒物的实

验室，并组建相关研究方向的一个创新团队，带领团

队争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打造实验室与研究团队的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是为振兴中国

高等教育，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

带头人而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计划。（王瑛慧)  

 

我校新增 12 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作为教育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的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日前公布

2006 年度入选人员名单，我校 12 位教师榜上有名。

他们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郭东辉教授、物理与机

电工程学院顾为民副教授，生命科学学院纪志梁副教

授，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雷鹰教授，化学化工学院王

泉明教授，海洋与环境学院叶勇教授，管理学院周星

教授、李常青教授，教育研究院林金辉教授，经济学

院林金忠教授，人文学院王日根教授，外文学院张龙

海副教授。2006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

选者的资助期限为 2007 年至 2009 年。资助金额，自

然科学类为 50 万元，哲学社会科学类为 20 万元。资

助经费一次核定，分年度拨款。（人事处) 

 

我校 5 位教师获得 2006 年度政府特殊津贴 

    经国务院批准，我校吕鑫、李明欢、许传炬、易

中天、方维平等 5 位教师享受 2006 年度政府特殊津

贴。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政府特殊津贴每人一次

性发放 20000 元，由中央财政专项列支拨款，免征个

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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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殊津贴制度于１９９０年建立，是目前我

国选拔范围最广，专业覆盖面最大的一项专家制度。

国家通过专项财政列支，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

者、技术人员发放特殊津贴。（人事处）   

 

新加坡厦大校友会研发与学术交流基金理事会 

资助 6 研究项目 

    近日，“新加坡厦大校友会研发与学术交流基

金” 理事会 2007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我校召开，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理事会 2007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并

同意对“新型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 6 个项目

给予资助。 

    “新加坡厦大校友会研发与学术交流基金”是新

加坡新达科技集团通过新加坡厦大校友会，在我校建

校 85 周年之际，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首期）

成立的研发与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学校与

新加坡新达科技集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新加坡相关

院企在生物技术、新能源和膜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的

研究开发与学术交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并进一步推动我校与新加坡校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基金主要设研发及交流合作两类项目。 

    基金成立后，按照《新加坡厦大校友会研发与学

术交流基金章程》要求，在 2007 年 1 月发布了项目建

议书征集通知，收到建议书共计 16 项，交流合作类申

请 2 项，经理事会全体会议审定，最终支持了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或前期基础及应用前景良好的 4 个研发类

项目及 2 个交流合作类项目。按章程要求，今后基金

还将每年评定二次，申请时间为每年 2 月份和 10 月

份。(科技处   李荔敏 2007 年 4 月 6 日) 

 

福建嘉龙集团捐资 1000 万助力我校生物医学研究院 

    在 86 周年校庆之际，我校获得了来自福建嘉龙集

团 1000 万元“厚礼”，这笔资金将用于建造厦门大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的实验楼。4 月 6 日上午，福建省嘉

龙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厦门大学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签字仪式在主楼 215 室隆重举行，校长朱

崇实和嘉龙集团董事长庄凌签署了捐赠协议书。签字

仪式由副校长吴世农主持。朱崇实校长代表我校近四

万师生员工衷心感谢嘉龙集团捐资兴学的善举。 

    福建嘉龙集团主营房地产开发与商品房销售，公

司董事长庄凌热心公益，2004 年以来，为福建省教

育、慈善、扶贫等公益事业捐赠数千万元，成为泉州

市首位被政府授予“慈善家”称号的人。2006 年，庄

凌考入我校管理学院，成为 06 级 EMBA 学生。 

    签字仪式上，庄凌表示，他从小就非常敬重陈嘉

庚先生的爱国精神，崇敬他“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

国民天职”的思想。因此,在个人事业有所成就之后，

非常希望能像陈嘉庚先生那样回馈社会，回馈教育。 

    据了解，这笔捐助资金将用于建造厦门大学生物

医学研究院的实验楼，为我校生物医学研究创造良好

的硬件环境。成立仅 1 年多的厦大生物医学研究院，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科研和产业并举的新兴基地，将

围绕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和危重传染病等展开科研攻

关，并将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药物、治疗和预防方法。

(王瑛慧 2007 年 4 月 6 日) 

  

物理机电学院校友再次捐资设立奖学金 

    近日，“拳拳之心——86 级物理系友奖学金”在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正式设立。该奖学金由物理系 86

级校友马宇发起并由 86 级物理系校友共同捐资设立，

计划每年奖励 5 名物理系自立自强、品学兼优的本科

生，每人 2000 元。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校友长久以来一直非常关心

母校的发展，对母系贫困学子的学习、生活尤为关

注。“拳拳之心——86 级物理系友奖学金”是学院已

毕业的校友在学院设立了萨本栋奖教奖学金、谢玉铭

奖教奖学金、朱家忻奖教奖学金、林仪贞奖学金、太

古陈炳杰奖学金、“89 级学友”奖学金、励志助学

金、碧海素兰助学金之后又捐资设立的奖学金，重点

奖励家庭经济困难、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王晓萌

2007 年 4 月 4 日) 

   

人文学院颁发黄玉瑞、杨宝珍奖学金 

    近日，2007 年度人文学院“黄玉瑞、杨宝珍奖助

金颁奖仪式”在人文学院会议室举行。厦大校友印尼

华侨黄玉瑞女士、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林建德、人文学

院党委副书记范丽、新闻系黄合水教授、历史系张侃

副教授等嘉宾和教师出席仪式。黄玉瑞女士亲临现场

为获奖同学颁发奖助金。颁奖仪式由范丽主持。 

    据悉，黄玉瑞女士自 2002 年开始资助历史系学

子，至今已有五位同学受到过“黄玉瑞奖助金”的奖

励，奖助金合计金额达两万四千元人民币。黄女士在

自己倾资助学的同时，还动员她的朋友杨宝珍女士于

2004 年设立了“杨宝珍奖助学金”，专门资助新闻传

播系家庭贫寒、品学兼优的学生。至今为止，杨女士

已连续四年资助这两位学生，合计金额达到一万六千

元人民币。 (陶晓隽 2007 年 3 月 21 日）  

 

经济系首届系友助学金颁发 

    11 月 7 日下午，经济系首届系友助学金颁发仪式

召开，助学金设立者代表、系领导、老师、辅导员和

受助学生参加了仪式。 今年五月，经济系 96 届经济

学专业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十周年聚会，聚会中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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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集了两万元钱，用于回馈母系。后经与经济系协

商，他们决定采用设立系友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的方

式使用这笔资金。第一届助学金于本学期评定，由本

部和漳州校区评出共五位受助学生。这些受助学生都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 江 顺 2006 年 11 月 9 日） 

 

云南校友会筹备会议召开 

    初冬的春城昆明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我校云南

校友会筹备工作会议于 2006 年 12 月 8 日在新南疆宾

馆召开，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潘世墨到会祝贺，来

自云南省各行各业的 20 余名校友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上，潘世墨为莅会校友全面地介绍了我校近年

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感谢广大校友对母校的一

贯关心和支持。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产生了以云南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施本植教授为会长，昆明市商业银

行行长杨槐璋博士为副会长的云南校友会筹备委员

会。当选会长表示将紧锣密鼓地开展筹备工作，尽快

正式成立云南校友会。相信又一个充满活力的厦大人

的精神家园将很快在南疆呈现。 

近年来，云南省特别是昆明市的校友数量急剧增

长，迄今已达 1700 余人。应校友们的呼声，校友总会

一年来主动开展工作，动用各种力量广泛收集校友信

息，加强与校友的联络和沟通，特别是今年暑期利用

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开展了“传递母校问候，探寻校

友足迹”活动，为地方校友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这次的云南校友会筹备会议，由校友总会牵头

把部分热心校友工作且在各个行业有一定影响力的校

友召集到了一起，筹备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云南校友

会的筹备工作为学校开展地方校友工作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深入运用这种工作方法，可以把我校的校友

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广泛，让更多的校友有机会继续

得到母校的关心和爱护。 （校友总会  李启忠） 

 

500 厦大学子将赴山区支教 

在 1 月 9 日的学生工作会议上，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潘世墨透露，学校今年将派出 150 名学生奔赴

龙岩、瑞金和贵州的 30 所希望小学支教。我校翰名楼

的捐赠者萧恩明先生计划出资 1000 万元，资助我国山

区 100 所希望小学，作为对这一义举的响应，我校也

将陆续向这 100 所小学派出 500 名学生，每所学校 5

名，帮助受资助的学校开展教学等各方面工作。2007

年，学校计划沿着长征路，先资助上述三个地区的 30

所希望小学。支教队员的遴选将本着自觉自愿原则，

以本科生中已被保送的同学和大三学生为主要对象进

行，最终选出 100 名研究生和 50 名本科生。潘世墨

说，学校将在各方面给入选者予以政策优惠和奖励。

支教时间尚未确定。   （陈 浪）   

 

我校南强机器人足球队挺进世界杯 16 强  

2007 年 3 月，第 11 届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预选赛

在美国落下帷幕，我校南强机器人足球队再次闯进机

器人足球世界杯 16 强总决赛。 

本届机器人足球世界杯仿真组预选赛共吸引了来

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四十多支队伍

报名参加，根据比赛规则，上届冠亚季军直接获得参

加决赛的资格，其余的队伍将根据预选赛的排名来争

夺剩余的 13 个总决赛参赛资格。我校南强机器人足球

队在预选赛比赛中顽强拼搏，充分发挥技战术水平，

最终以净胜 96 球的强大进攻力夺得预选赛第 5 名，同

时获得进军本届机器人足球世界杯 16 强总决赛的资

格。届时，将携手包括中科大等中国高校参加在今年

7 月在美国举行机器人世界杯仿真组 2D 的 16 强总决

赛。 RoboCup 机器人足球世界杯赛及学术大会（ The 

Robot World Cup Soccer Games and Conferences ）

是国际上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机器人

足球赛事和学术会议，每年举办一次。RoboCup 机器

人足球赛最重要的目的是检验信息自动化前沿研究、

特别是多主体系统研究的最新成果，交流新思想和新

进展，从而更好的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及其

成果转化。通过竞赛，各种不同的新思想、新原理和

新技术可以得到客观的评价，因而 RoboCup 机器人足

球世界杯赛和学术大会受到了世界各国高度重视。 

我校南强机器人足球队组建于 2003 年，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李茂青教授负责管理，自动化系教

师缪克华博士负责技术指导工作，队员主要以自动化

系学生为主。南强机器人足球队自成立以来就确定了

以 RoboCup 机器人足球比赛为研究重点，建立了机器

人创新实验室。南强机器人足球队每年都积极组队参

加各种国内外的机器人比赛，除了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我校自动化等领域的综合科技实力外，还给学生提供

一个科研平台，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提高学生

科研创新的水平。几年来，在学校、学院和各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南强机器人足球队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先后取得国内外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好成绩，

已跻身世界强队行列。 

本届机器人足球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年 7 月 1

日—10 日在美国亚特兰大进行，是世界杯赛迄今规模

最大的一届赛事，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高校

和科研机构参加本次比赛,我校南强机器人足球队将力

争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学校争光。（信息科技学院）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期  － 20 －  

李陆大追思会厦门举行 
 

     闽籍新加坡实

业家、慈善家、厦门市荣誉市民李陆大先生追思悼念

会昨日下午举行，与会者深切缅怀李陆大先生。 

    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黄

小晶、副省长汪毅夫为追思悼念会发来唁电。省市领

导卢展工、黄小晶、何立峰、朱亚衍、汪毅夫、王美

香、刘赐贵、洪永世、陈修茂、欧阳建、詹沧洲，省

市老领导胡平、许集美、张可同、张其华、王毅林等

敬献花圈。省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曾晓民，

省侨联副主席江宏真，省市老领导许集美、张其华，

市领导欧阳建、詹沧洲、江曙霞，漳州市代市长李建

国以及李陆大先生的亲属代表、生前友好、同学及集

美各校师生代表等近千人参加追思悼念会。厦门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集美校委会主任欧阳建致悼词。 

    李陆大一生慷慨解囊，捐巨资给中国扶贫基金

会，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

社会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经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名，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 3609 号小行星命名为

“李陆大星”，以表彰他扶贫济困、造福人类的善

举。据悉，李陆大慷慨捐赠用于兴学办教、扶贫济

困、赞助公益事业的资金高达 1 亿多元人民币。 

    李陆大先生于今年 2 月 16 日下午 3 时在新加坡逝

世，享年 85 岁。 

亲朋好友回忆李陆大先生 
    哀乐低回，白

花含悲。昨日的集美学村福南堂沉浸在一片悲痛中，

望着李陆大先生平静而安详的遗像，亲朋好友们回忆

起老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不由得落下眼泪。 

当代的“平原君” 

    “伯父生前非常平易近人，对待亲朋好友非常友

善，虽然他平日工作非常忙，但是只要听说谁家有困

难，他一定不由分说地尽全力帮忙。”李陆大的侄女

李丽哽咽道。李陆大不仅对亲友爱护有加，对身边的

朋友、同学和长辈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李陆

大的大学同学柯栋梁先生跟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

事：曾经有一位集美财经学院校友的儿子在美国留

学，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还生了场大

病，李陆大听说后马上为这个孩子在美国租了一套房

子，为他治病，并供其考上研究生。”李陆大这一生

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地善良，遇到别人有困难他总是不

容分说，慷慨解囊。”柯栋梁说，也因为这样，朋友

们为李陆大取了个美名——当代的“平原君”。 

大家把他当兄长 

    林序珠是李陆大遗孀吴圣君的当年的班长。林序

珠回忆，李陆大夫妇非常恩爱，有一回吴圣君参加在

海景假日酒店举行的同学聚会，晚上快结束时，李陆

大特地为她送来一件外套说：“天气凉了，要注意保

暖。”“让在场的同学都十分感动。”林序珠含着泪

珠说，李陆大有一种爱屋及乌的情怀，他对吴圣君的

母校、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关心和照顾。吴圣君所在的

57 届同学会 30、40、45 周年的纪念聚会李陆大都陪

吴圣君出席，她们一直把李陆大当作兄长来尊重。 

    “李陆大不仅是一个爱国爱乡的慈善家，而且生

活中的他十分幽默，每次聚会上他总能把大家逗得乐

呵呵的。”林序珠说，李陆大夫妇在事业和生活上互

相照顾，夫唱妇随，李陆大每到一个地方，吴圣君都

会紧随其后，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吴圣君在厦门女中读书时，班主任张玉解在生

活、学习上非常关心她，吴圣君一直心怀感激，经常

问候。李陆大也把张玉解当作自己的老师一样尊重，

她 70 大寿和 80 大寿都是李陆大一手操办。 

 “他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人” 

    萨兆钤与李陆大同窗 4 年又共事了 7 年，是交情

深厚的朋友。1950 年萨兆钤在集美财经学校担任校

长，邀请李陆大先生担任老师。 

昨日在追思悼念会结束时，85 岁高龄的萨兆钤回

忆起令他这辈子记忆最深刻、最触动他心灵的一件

事。李陆大被批准到香港的时间是 1957 年 4 月份，但

是学校要到 6 月份才放暑假。萨兆钤就向李陆大请

求：“你能不能把课程上完了再走，现在一时也找不

到老师顶替你？”李陆大听完后，二话没说就答应

了，最后李陆大在改完学生的期末试卷，并写完学生

鉴定才告别。“他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人。”萨兆

钤说。(厦门日报记者 李晓平 实习生 刘美君) 

　李陆大先生生平　 

    李陆大 1923 年出生于安溪县湖头镇，先后求学于

厦门双十中学、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1946 年厦门大

学毕业后，在集美财经学校任教；上个世纪 50 年代

末，前往香港谋生，与其胞兄李尚大先生投身商界，

相继在香港、台湾和印尼、新加坡等地创办木材加

工、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等商务；上个世纪 60 年代

定居新加坡，出任新加坡和声控股公司董事长。2007

年 2 月 16 日下午 3 时在新加坡逝世，享年 85 岁。 

李陆大一生慷慨解囊，捐巨资给中国扶贫基金

会，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经中国

扶贫基金会提名，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

3609 号小行星命名为“李陆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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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先父于公元 1923 年出生在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

同胞有一姐，李瑞楚老姑妈，现居厦门。还有一兄，

伯父李尚大先生，现定居印尼椰加达。他们自幼丧

父，由先祖母刻苦独立抚养长大。先父童年就读于先

祖父李瑶悌创办的“慈山小学”，青年时代就读于陈

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1946

年毕业后，受聘在集美财经学校任教。五十年代末，

告别家乡，移居香港经商，开始他人生的另一段历

程。六十年代，父亲和我伯父共同创业，先后在香

港、印尼、台湾、新加坡等地设有机构，经营木材工

业、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等业务。几十年的风雨历

炼，造就了先父百折不挠的性格、宽广豁达的胸怀和

仁厚友善的爱心。 

父亲乐善好施，其实是渊源于先祖母的懿行身教

和仁厚慈悲心性的遗传。他时常谈起，一生中影响他

最大的是他的母亲。他说先祖母告诉他，“一个人若

肚子饿了没得吃很痛苦，受寒挨冻没衣服穿，也很痛

苦。所以，在有能力时就要帮助别人”。先祖母读书

不多，但她的言行风范，成了父亲终生的立世之本。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父亲与伯父为弘

扬陈嘉庚校主办学兴校的精神，决心发展家乡教育事

业。他们合资兴建慈山校园，增建新校舍、办公楼、

教师宿舍、礼堂、图书馆、运动场，并购置先进的教

学器材以提升教学的效果。又为了方便学生上学，也

共同兴建大桥。这些作为，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奠定

下重要的基础。从 1992 年起，先父更倾力于助学兴

校、培育英才的工作，先后捐资兴建及改善的中小学

不下十间。除了着重于教育事业，他也热心家乡的公

益建设。安溪地处山区，穷乡僻壤，山高路险，为了

提高乡民生活水平，先父认为改善交通是第一要务，

因此多次捐款，建桥修路，为乡民解决多年来陆路交

通的困扰。 

先父不仅注重教育、关爱乡民，也重视文物保

护。例如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安溪文庙和明伦堂，

是全国排名第四的古建筑物，湖头镇的贤良祠和新衙

是清初宰相李光地读书处及故居，已被列入省级文物

保护，都因年久失修，荒凉倾颓，父亲因恐先人的荣

光就此掩埋于荒烟蔓草中，逐捐资予以修建，使古迹

重显光彩，保留了历史风貌。 

先父推倡敬老尊贤，自己身体力行。略举其一， 

自 1988 年起，18 年来，先父每年春节举办“迎春敬

老宴”。凡男士年过 60，妇女年过 55，不论贫富，都

在受邀之列。年复一年，人数逐年增加，至 2006 年已

成为“万人宴”！近年数次冬季寒流突袭，先父万分

火急地托请亲友四处收购寒衣，急送家乡，分发予年

老长者。他也捐资建立“老人活动中心”，让家乡父

老有宽敞的活动场所。他也捐资创设“老人基金”，

使年老乡亲的各种活动有不断的经济的来源。 

父亲除了安溪家乡之外，也没忘记年轻时代读

书、工作过的厦门，对厦门市的公益事业，他也十分

热心，鼎力支持中山医院的扩建工程，并捐款建立制

药中心，而且将每年收益全数用于改善职工福利，以

鼓励员工尽心尽力为病人服务。近年来，他更有感于

家乡父老，逢有病痛时均需舟车劳顿远赴城市求医，

为此，他于去年年底，在家乡湖头镇捐建了一间 300

张病床的医院。 

先父正如他的“自我简介”中自况，是个守旧、

传统的中国人。他为人坚守“诚信”，在商场如此，

对公益事业也如此。尊师重道、敬老尊贤、扶贫济

困、仁慈宽厚、待友诚恳、扶持幼弱、乐善好施。曾

有位中医朋友告诉我：“爱国建学校，爱民建医

院。”父亲一生都朝这两大目标努力，其无私的精

神、崇高的品德让人敬佩。 

为了表彰先父对中国扶贫事业和文教卫生事业所

做出的贡献，中国扶贫基金向紫金山天文台郑重推

荐，将该天文台首先发现的编号“3609”小行星命名

为“李陆大星”。小行星的命名具有国际性和永久

性。中国福建省省委书记卢展工书记于去年中与先父

会面时对大家说“福建有两位乡贤仔宇宙中留名，一

位是陈嘉庚先生，另一位是李陆大先生。他们的名字

被中国政府用来命名小行星，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李陆

大先生辉煌事业和慷慨义举的高度评价。”我们家人

为先父能与陈嘉庚校主共享这项特殊荣誉深以为荣，

但父亲觉得他所做的仍远不及他一生所敬仰的老校

主。 

1999 年先父被荣选入“国际杰出领导委员会名

录”荣幸成为国际名人录成员。 

先父一生尽其能为家乡的扶贫、教育、文教及医

疗事业作努力。他全心全力地投入，认真专注地经营

他的人生信念，就是：为善最乐。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为他的人生信念做出贡献时，不求回报！ 

先父一向深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生中

遭逢数次打击：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失子，人

生至痛，他一一尝遍，对此，他不怨天尤人，总是坚

强面对。他积极对待人生，秉承先祖母风范，一生行

善，把爱给周围的人。 (转自集美大学报 2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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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陈希锚兄 
 

苏林华 
 

福州英华中学 1944[群生]级级友，也是 1945[荟

蔚]级级友，并且是厦门大学 1949 级机电系系友之陈

希锚兄，自 2002 年初起即因中风卧病多年，不幸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10 时（美国时间）逝于得克

萨斯州（Texas）,距其生时之 1926 年 11 月，享寿 79

岁，但照国人算法，应是八十岁。 

 逝后八个月，即 2006 年 6 月，福州英华荟蔚级

友会与美国之希锚嫂罗茜蕾（Shirley Lo Chen）合编

出一本《陈希锚纪念册（1926-2005）》由大嫂出资，

她并且捐出美金一万元，在英华母校设立[陈希锚奖学

金]；她特别交代荟蔚级友会翁登龙会长代送我们群生

级友会 12 本；我承蒙群生级会长江圣启兄以航空邮寄

来，十一月间收到，拜读之后，感慨万千！ 

希锚兄原属英华高中时代之[群生]级，他在我们

高一时（即 1941 年底）在洋口投考海军学校，初试被

录取，但往重庆复试时，体检未通过，被送回福建，

再入学英华时从高一上读起，致而损失一年，对于这

事[荟蔚]级十位级友所写之十一篇文中，只游振东一

位提了一下，但未告详情，而且他把年时写成[初中二

年]之时，则有出入！ 

按：我 1941 年（民国 30 年）原在迁往永泰县之

福州格致中学念初三下，因日军突然攻占福州，在邻

县永泰之格致，被迫再迁、前往闽西北端之邵武县，

路途遥远，且因刚迁校，百废待兴，故我改而报考已

迁顺昌县洋口镇多年的英华高中，录取报到后，与李

正修兄等均被编入称为[乙组]的新生班，而由英华初

中部直升上高中者，如陈希锚、李齐昆、严家骙、江

圣启等诸兄则编入称为[甲组]的[旧生班]内，两组教

室虽相邻，但新、旧生之间则少来往，但我对希锚兄

印象深刻，因他头部特大，双目炯炯有神，属于智慧

型的级友，故有好感！ 

这时鼠疫横行，级友李演因之丧生，全校震动，

故全体学生要求暂行离校三周返里避疫，在此期间

内，日军于十二月八日（中国时间）突袭珍珠港，引

爆了[太平洋战争]，于是中美正式成为盟国，故海军

司令部急欲恢复海校，培养人才，准备去美国接舰，

由于福建马尾为近代海军发祥地，现任总司令陈绍宽

是闽籍，故特别看重福建省人才，希望有志学子前往

报效。希锚兄在校方师长鼓励下报考，初试被录取

（按：全高中部也只有他一人被录取），故有一天，

我经过福隆祠宿舍前时，有级友招呼入内签名题字送

行，才与希锚有一段长谈。不久，海军总部主考人员

即率希锚兄在校方附近之汽船渡口上船，驶往南平，

再搭车而入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之陪都重庆。临行

前，我们群生级级友们在福隆祠前之蜚江（即闽江在

洋口段之支流）河畔为他欢呼送行。 

但这时见到一个大家都感到尴尬的局面：即汽船

刚越过我们视线才一回，从下阶处跑上来一个气急败

坏的初三同学（似名叫‘李 X 红’者）后面紧跟着他

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地理科 李学恭 老师作‘押

解’儿子状；原来其子也考上海军，正要上船时，为

其父拦住，于是他掉头跑到下面的另一个渡口，希望

汽船可以回航靠岸接他，不意其父紧追不舍，不许上

船，终未成行。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希锚兄虽然顺利抵达重庆

参加复试、口试时由陈绍宽总司令亲自问询，通过

了；体格检查之基本项目也通过了，可惜希锚兄在[辨

色测验]上没有过关，由于[色盲]在海军作战时关系重

大，故他被淘汰出局。他怏怏回闽后，似暂时在家乡

莆田县插班入高一，但终因家长之命，重回英华，从

高一念起，如此在学业过程中，损失了一年！但[塞翁

失马，焉知非福]，他后来进入厦大，留学美国，在名

公司[西屋](即萨本栋校长曾工作过之公司)工作，比

起海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成就，堪可告慰其一生！ 

他回英华高中后，我俩因不同年级而少有接触，

我们之间真正有较密切来往者是在长汀。这时是 1945

年（即民国 34 年），8 月中，中国对日抗战胜利结

束，可是在厦门校本部的几座石砌大楼却被军方征

用，作为日军和日侨集中居住、管理之所，所以厦大

师生仍被迫多留在长汀达一年之久。故校方 9 月初通

知一年级之各校[保送生]都到长汀参加甄别试，英华

高中就有 8 人被保送，头一批来汀者包含了陈希锚、

薛谋洪等（似也有一位陈迪润者，因为他与我在福州

省立实验小学时曾经同过班，故有此印象），我因刚

被[群生]在汀级友推为会长，故代表级友们去长汀水

东街公路局车站接他们到我们所住的[博爱斋]同住。

薛谋洪只住了一两天便搬到山下校本部集美斋其兄薛

谋治之处，后来好像也只有陈希锚一人留在我们博爱

斋九号宿舍，和我们五位英华群生级友、和去年从赣

州撤退过来之二三位[中正医学院]的英华校友共住，

后来我们中的三、四位暂时搬到屋后方的旧楼房第二

层居住，把暑假回乡之原住者历史系姚杏初讲师的行

李挪在一边，住上几个星期，此楼房与博爱斋九号室

只一分钟行程，故希锚常来与他当年英华老级友李齐

昆、严家骙聊天，我则多半旁听，以了解英华之事。 

但希锚兄此时特别提到一件与家父儒善公有关之

事，即他这次从莆田走去福州（准备来长汀）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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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和刚上任莆田县县长的家父同道，这时家父是与

县府有关人员去榕开会；但是因战时被破坏的公路尚

未修复，故大家都是很艰苦地在[破路]上行走，大不

了自雇[竹雕]（即简陋、无顶、无侧墙的竹制简单轿

子）坐一程，以保全体力。 

[按：安知家父就因为担任了这一任县长，时间正

好跨过 1946 年有数个月之久，而在新政权时代，被

[集中管理]达八年之久，终于 1966 年含冤病逝于尤溪

县之营内；但他逝世后 30 年，因在县长任内，修[镇

海堤]有功，被乡民拥之入[庙]（实称为“镇海堤纪念

馆”）成为九位[海神]之一，以今人所称当即兼具[莆

田市永远荣誉公民]资格了，故我和希锚兄除了是双重

校友、级友、系友外，也成为[乡友]了。 

于此，顺便提及者，我从群生级友们处听到，希

锚兄之尊大人，原是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期中的敌后情

报人员，后不慎为日军捕获，受电刑而逝；但这次从

英华荟蔚级马钦尧之文中，看到的是希锚之父是因公

从重庆飞往缅甸途中，飞机失事而逝世的；但不论何

者，都是为国牺牲的，故希锚兄一直被视作[国民革命

军遗族]看待，可定期地收到政府的抚恤金。他 1949

年从厦大机电系毕业后到台湾，仍然得到[遗族]的看

待，其时，台湾当局对于大学生毕业去美留学之管制

出境很严；但蒋中正总统方面，另有他的想法，认为

应该让[遗族]中之英才出国才对，因此希锚兄在 1955

年 8 月成行，在美国堪萨斯州（KANSAS）州立大学就

学，一年后得硕士学位，后在西屋公司就业。他在台

北六年间，我则在台湾高雄水泥厂艰苦奋斗，我俩是

天南地北，并无直接联系，但很多关于他的消息，都

是来自台北的群生级友。 

在厦大，大三时，自长汀回厦之群生级友有四人

（即丁政曾、严家骙、林坚冰与我）李齐昆兄则转学

到南京的中央大学去，这时我住在博学楼二楼；希锚

在大二上，和英华荟蔚班级友如黄仰贤、洪馥观等及

群生级的李正修（他因自协大转学厦大、损失一年，

故为大二上）住在一楼。第二年，即我大四时，我与 

群生级的林坚冰等住映雪楼三楼，希锚兄等住二楼，

我们之间亦常见面。在这段期间，希锚兄发挥了他的

潜力，连续地得到多次本栋奖学金，及厦大师生们视

为最高荣誉的嘉庚奖学金，英华校级友们均以他为

荣！ 

到了 1948 年夏，英华荟蔚及成瑞班有 17 位级

友，为我们厦大 1948 级的五位应届毕业生（即英华群

生级的丁政曾、严家骙、林坚冰与我，和华南女中出

身的廖翔贞级友）办欢送会，宴毕在映雪楼前合影。 

    自 1948 年夏与他在厦大分别后，一晃便过了 24

年之久；到了 1972 年 10 月至 12 月间，我被台湾水泥

公司派遣出国考察水泥工业，历一、二十国后，12 月

初抵达美东，途经纽约州之水牛城（Buffalo）。因事

先知他在其处名公司[西屋]（Westinghouse Co.）为

工程师，我自家骙兄处知其地址，故事先去函联络，

果然他届时驾车前来迎接，不但欢迎我，也把我与同

行之台湾水泥公司研究室吴主任一起接上车。为使我

们满足[先睹为快]之念，他把我们行李置于车之后

仓，然后开车径往瀑布区，一进门后便看到那称为世

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正以

千军万马奔腾之姿，直泻而下，叹为观止。然后他才

把我们送到有好一段距离的旅馆（好像是 Holiday 

Inn 为名者）去安置完妥，重新出发再往瀑布区。 

    于是，我们才真正地去看大瀑布，并以护照作抵

押（他用驾照作抵押）通过移民局之关卡，步入连接

美、加两国国境，横跨过瀑布下游之上空的一座称为

“霓虹桥”（Rainbow Bridge）之巨桥，桥身是和瀑

布面平行的，及可正面观赏大瀑布。在桥中间画了两

道白线，靠美国侧者，插美国国旗；靠加拿大侧者，

插上加国国旗，两者之间约有两公尺宽的[中立区]插

联合国国旗。如此我们往复地在桥上走了几趟（但不

能也无法进入加拿大国境），待天转暗时，才尽兴而

归。希锚兄又送我们回旅馆后，说今夜间有华侨界之

聚会，故无法奉陪，但我们感谢他特地抽空带我俩参

观这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尼加拉瀑布，将终生不忘，

而这也是我两人之最后晤面，于今思之惘然。 

1972 年 12 月底环球之游毕，回台湾之后，曾与

他有过好几次的贺年片和短简之往来，后来因我在

1978-1979 间应聘菲律宾，就没通函；但 1980 年 1 月

我应聘及移民美东宾州，曾与家人三访尼加拉瀑布

区，但未去找他，因有人说他已离开该城，前往德克

萨斯州（Texas）工作，地址未详，故未联络！1990

年 1 月，我应聘泰国迄今已 17 年，每年只回美休假

二、三周，更无法与他联络，也就是说自 1972 年 12

月起，以迄 2005 年 10 月止,将近 33 年间没再见面，

今希锚兄竟而长逝，无法再见，只盼他在天国，英灵

永存！他日我们应该会在天堂之霓虹桥上再度会面，

共同鸟瞰那生生不息，奔流着的尼加拉瀑布！以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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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重度玉门关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 

 

     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

才断层。那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

闭 10 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于是，1977

年便成了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  

招生改革计划搁浅 

1966 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

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

的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声称以

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

框”，必须“彻底改革”。5 天后，《人民日报》又

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

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

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2 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

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

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

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  

    1975 年 1 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 月

26 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

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

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

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

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

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

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

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

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

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久之后，邓小平再次

被打倒，他改革招生制度的想法终于没有实现。  

教授呼吁重视生源 

     1976 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

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 年 5 月

的一天，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

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

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

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6 月 29 日至 7 月 15 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 

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

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

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循”)的束缚，并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

框，到会多数同志非常灰心，甚至严重不满。  

    1977 年 7 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

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 月 4 日，在他提议召开了

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

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 40 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

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

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

补习了 8 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 3 年就毕业了，

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

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

学”。不能叫大学。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

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

辞激昂地说：“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

忽视新生质量了。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

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

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

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

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

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

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

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机立断：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

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

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7 年 8 月 13 日至 9 月 25 日，第二次高等学校

招生会在北京 召开。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

生会，会期 45 天。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

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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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

“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

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

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

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

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  

    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他警告教育部“要争

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

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

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

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

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

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

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

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

月 12 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

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

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

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

考制度恢复了。  

胡风儿子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之后，一

下子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  

     一位 78 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

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

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

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

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

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

“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

变化。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

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

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后来，已经是

《华声月报》社社长的范东生回忆说：“当时心里一

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

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

了高考的资格。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

代青年，得到了高度鼓舞，他们要找回他们失落在运

动，失落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

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

高考。  

全国试点选在百色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

1000 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

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 82 届毕业生回忆，

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

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 570 多

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

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

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

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

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

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考生们

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

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

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 1977 年冬天的考

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

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

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

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

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 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

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

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 万考生走进

了考场，如果加上 1978 年夏季的考生，共有 1160 万

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招生比例 29∶1  

按照一些 82 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

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

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

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难的事情。10 年间，他们的手

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

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

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而对于满身疮痍

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

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

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 40.1 万多名大学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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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参考人数的 1/29，与今日中国大学 2∶1 的录取比

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转载/赵铁) 
 

大学招生制度沿革 
 

    1952 年 6 月 12 日，教育部发出《关於全国高等

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中央

成立全国高校招生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参加统一招

生。1952 年举行了第一次大学统一招生考试 

    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於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

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

框，不利於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

针，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

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并决定将“一

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1966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

《关於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

“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

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

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 1966 年起，

全国高等学校停止了按计划招生的工作。 

    1968 年 7 月 21 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关於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

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

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

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

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

实践中去。”根据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1970

年 6 月，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招收工

农兵学员，并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

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

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  

    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插手的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的“两个

估计”认为：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

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

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

阶级的”。《纪要》还明文规定：“大专院校招生的

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

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要求未婚，

并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

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

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 

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由於《纪要》是毛主席圈阅同意、以中央文件下

发全国的，“十六字”招生办法因此成为金科玉律。 

1977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5 日，教育部在太原召

开文革后的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由於教育部负责

人不敢否定“两个估计”，8 月 4 日，在教育部向国

务院报送的《关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中，仍维持了文革期间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1977 年 7 月，邓小平复出。7 月 29 日，邓小平在

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要进口一

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高等学

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应纳入国家规划。要逐步培养研

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不能降低

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 

8 月 4 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

工作座谈会，听取应邀参加座谈会的 33 位科教工作者

的意见。8 月 8 日上午，邓小平作了《关於科学和教

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著名讲话。根据邓小平关於改

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1977 年 8 月 13 日

至 9 月 25 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10 月 3 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於 1977 年高等

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招告等文件上批示：

“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连同《红旗》杂誌关於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

阅）一倂讨论”。 

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教育

部《关於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华国锋

在会上谈了有关教育工作的问题。他指出，高等学校

招生这件事很重要，要认真抓好。28 年教育工作，毛

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导地位，错误路線是破坏干扰，

教育工作者是有成绩的，作出了贡献的，“17 年黑線

统治”这种说法要好好批，狠批“两个估计”。 

10 月 12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於 1977 年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凡是工

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

部（年龄可放宽到 30 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

条件都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

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

或相当於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

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

治区批准。考试分文理两类，由省、市、自治区拟

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录取新生时，优先保证

重点院校。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根据文件规

定，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於第四季度进行，新生

於 1978 年 2 月前入学。（转自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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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30 年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1977 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

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

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 570

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

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

兴旺的基本。  

30 年了，再次回味恢复高考制度的每一步。仍温

暖！仍感动！仍震撼人心。 

多年以后，面对无数双渴求知识的学生们的眼

睛，刘海峰教授会记得，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走进

高考考场时的他，浑身难以抑制的颤抖。 

等待未知的前夜 

2007 年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研究

中国高考制度的知名学者；1977 年的高中毕业生刘海

峰，和其他数百万同年代人一样，有着另一个共同的

名字———知青。  

厦门郊县一个早已改了名字的农场，是刘海峰和

他的同学们“上山下乡”的地方。1976 年的夏天，那

个分外闷热的夏天，高中毕业的刘海峰夹着行李卷，

一片茫然地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  

17 岁的他有足够多茫然的理由———父母都是教

师，自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他对知识有着难以言喻的

热爱和追求，但现在，他却要开始学着做农活，而且

也许一做，就要一辈子；他却也不知自己究竟在茫然

什么，“高考”是一个对于刘海峰他们太过陌生的词

语，十年了，从上小学起，他和他的同龄人们的生活

里充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太多的“学工学农”，而

真正的知识文化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  

“高考？想都没想过，那已经是历史了，怎么还

可能有？”刘海峰说，当不能再参加高考的“痛”经

历了十年时间的磨打，最终降临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

时，那已是种迟钝的麻木了。  

    然而在废除高考制度的 1966 年，那种数百万人的

希望被突然扼杀的瞬间，却是不可承受的伤痛。  

1966 年 4 月 6 日－14 日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

会上，一些人对统一高考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一个

月以后，6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

将《通知》中“彻底改革”招生制度的提法“发展”

为“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要废止现行的统一

高考，并提出推荐选拔的新办法。  

 1966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

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

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但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高等学

校在 1966－1971 年期间实际已停止招生。1972 年

起，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

合”的招生。  

“吃野菜、米糊，干过去从不敢想象的农活，这

些其实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活着没有希望。”

刘海峰说，日复一日的生活，白水般淡到没有滋味。

事实上也不是“没希望”的，当时他们青年点的 5 个

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能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

工人。而刘海峰的希望显然更奢侈些，“我想如果更

好，能去上个中专什么的，那毕竟也是学校么！”  

希望破晓的黎明 

传闻是在 1977 年的下半年，准确地说是 8 月末，

开始传播在刘海峰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当中的。  

“听说要高考了！”“什么？”“高考！高

考！”“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都那么说

的！”  

 这样的对话不断在刘海峰们中间流传。他们将信

将疑着，互相打听着，但因为山高路远，总是没有确

切的消息。那似乎是一阵风，一阵期待已久，所以无

法急急而至的夏日清风。  

而在遥远的北京，这股清风已呈荡涤之势。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

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

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  

1977 年 8 月 4 日，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

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

了有 33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

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

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

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

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报告送出去没有?”

“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  

接着，邓小平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

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

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发自内心的掌声爆发了，经久不息。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期  － 28 －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

策———恢复中断 11 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77 年 8 月 13 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

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

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 44 天。

9 月 19 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于

“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解除了此前

一直禁锢着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 17 年教育战

线基本上是黑线专政，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桎梏，使招生工作会议得以深入下去。对于招生

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本

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的谈话一扫代表们心头的阴霾。大家像过

节似的欣喜若狂，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或者复写、转

抄、写信，以最快的速度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

地区、本部门。  

 知青刘海峰们之间关于恢复高考的种种传言，正

是在这前后，开始迅速传播开来。“尽管谁都不敢太

相信，因为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来，但谁都知道，这

回可能真是‘有戏了’。因为以前从来没这么传过这

件事。”好像黎明破晓前的那一丝光，虽则细微，但

却耀眼。刘海峰隐约觉得，自己那个在其他知青们看

来奢侈的“上学梦”，越来越近了。  

恢复惊天的喜讯 

那天具体干什么来的，刘海峰忘了。确切地说，

是来不及记得了。  

1977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的招生

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

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 20 岁左右，不超过 25 周

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

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 30 周岁，婚否不限。  

石破惊天！  

“报名！我要报名！”恢复高考的消息，立即激

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也给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

青年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教育部、各省市的

招生办公室里堆满了成麻袋装的信件。  

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

似的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冒了出来，到处争

相传阅。刘海峰所在的青年点，一共 5 个人，刘海峰

记得，有 4 个人报了名。而报名的时间，临近考期不

足 40 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兴致勃勃、充

满了信心。  

 

1977 年 12 月 10 日，刘海峰和全国 570 万考生一 

起，走进了阔别 11 年之久的高考考场。  

“那一刻，我激动得有些发抖。”刘海峰说，时

隔 30 年，他依然记得，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题中，有一

道是要求默写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而作文则与辽宁有关，是看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后写一

篇读后感。“我写的题目是《于细微处看精神》。”  

    很多人都说；这一年的高考，有了太多“破

例”：  

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  

第一次破例，为解决 77 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迄今为止，那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  

……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

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  

两个多月以后，已经重回下乡农村的刘海峰接到

母亲的电报，“收到你的录取通知书了！厦门大学，

历史系！” 那一天刘海峰没有哭，他激动得自己跑出

去，乐得不敢相信。可开学的那一天，刘海峰却几乎

哭了出来，班上 30 多人，年龄最大的大了他十几岁，

正是当年的“老三届”。“他比实际年龄还要看着

大，一双手像老农一样。”刘海峰说，想象得出，

他，和他的同龄者们，为坐在教室里的这一天，等待

了多久！ (辽沈晚报 2007/3/29 作者：刘海峰 王晓倩) 
 

厦门商报推出专题系列 
梦回 1977——回首 30 年前的那次高考 

    

厦门商报今年推出专题“推出的‘梦回 1977——

回首 30 年前的那次高考”。目前正在征文。部分文章

已经陆续发表。本刊转载了该专题的部分文章。 

以下是该报有关征文的消息。 

“1977 年，一位可敬的老人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

的决定，使已经中断 10 多年的高考得以恢复。这一

考，让上述学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弹指

一挥间，30 年过去了，当年在那个特殊的考场上拼搏

的人们，如今有不少成了社会的顶梁柱。除了上面我

们所提到的，在您的身边是否还有这样的精英存在？

那么，请您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 5599111；

QQ：100059911；邮箱：5599111@vip.sina.com；通信

地址：厦门商报热线新闻部收（请注明“30 年前那次

高考”）。” 

厦门商报还将举办旧物老片展。下文转自商报： 

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他一带就是 30 年；为保留当

年的大学学生证，他宁愿被罚款；而他带着两把木锯

走南闯北，那是高考前学做木匠时的工具……我们将

于下月举办“梦回 1977———怀旧物品展览”。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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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那个年代的老照片、旧物品，如

果您手上还有 30 年前高考的相关老照片和特殊纪念

物，请联系我们。怀旧物品及老照片征集电话：

5599111、13306051110。 

 在之前的采访中，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单辉就曾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带着高考准

考证、装录取通知书的信封，以及宁愿被学校罚款而

保留下来的大学学生证和借书证等，而且一带就是 30

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意义实在太大了！”  

其实，几乎是所有的受访者，在向记者讲述他们

的高考故事时，都会带来大量的老照片。这些照片有

的是反映他们高中生活的，有的是反映他们知青生活

的，有的是反映他们跟亲朋庆祝考上大学的，还有的

是反映他们大学的校园生活的……最让我们感动的是

曾历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人类学

系副主任、厦大博士生导师的郭志超，他至今还保留

着两把木锯，那是高考前学做木匠时的工具。  

您手上有怀旧物品和老照片吗？比如当年的复习

资料、练习簿、日记本、高校入学通知书、赴外地上

大学的车票、大学时用过的生活用品，还比如当年与

同学的合影、跟亲朋的合影、校园风光照片……热烈

欢迎参展哦！ 

厦门商报梦回 1977 系列 

      

炊事员“偷听偷学”考上厦大 
郑启五 

  

  本期讲述：郑启五（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  

  人物感言：谁能想到只念到初一的我，竟然考上

了名牌大学？  

  难忘一刻：1978 年的春天，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举

行的迎新会上，失学长达 12 年的我禁不住热泪长流，

毅然登台边哭边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我的读书

梦》！记得开头四句是"这是梦吗，这是梦吗，有谁能

告诉我，这不是梦境？"尽管事前根本没有排练，但台

下很多熟悉我的同学和老师都争相叫了起来："COOK

（炊事员），不是梦，这是真的呀！"  

  初一还没有读完，我就被上山下乡的巨浪抛到了

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里。寂寞而艰苦的插队生涯

中，我莫名其妙萌发了想读书的念头，而且越发地强

烈了起来。1970 年初的一天，我路经县城，竟独自闯

入武平一中办公室，称自己是“初中知青”，是否可

以续读高中？一位负责人听了哈哈大笑，然后十分严

肃地告诉我：“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跑到

学校里来做什么梦？”17 岁的我欲哭无泪，十分委屈

地徘徊在平川河畔，做梦就做梦，我近乎赌气地开始

了我前途茫茫的读书梦，我让父母收罗各种旧课本邮

寄来，我要读书！  

  1974 年，当教授的父亲被迫提前退休，让我有机

会“补员”回城到厦大外文系食堂当了炊事员。我在

极为繁杂的体力劳动之后，开始挖空心思地进行学

习。《高玉宝》是文革前一部家喻户晓的传记体长篇

小说，工农百姓的“红色经典”，《半夜鸡叫》是其

中最妙的一章,被摄制成动画片；而放牛娃高玉宝小时

候到地主家的私塾屋后“偷学偷听”的故事还曾编入

小学课本。我也如法炮制，学习高玉宝，溜到大学的

大教室后排“偷听偷学”。大教室很大，一次同时给

二三百人上课，学生来自不同的系别，因此我的“偷

听”回回得逞，有惊无险。若遇上相识的老师，他们

也都睁一眼闭一眼。尽管没有课本，但我几乎练就了

过耳不忘的本事，我开始在卖饭菜时叽里呱啦地轮番

用“偷学”来的英语和日语与前来买菜的学生对话，

进行口语实践。炊事员与大学生用外语交流，这在厦

门大学的食堂还是史无前例的，但当时我只是觉得挺

好玩。  

  1977 年夏，有了要恢复高考的传闻，我立即参加

了母校双十中学举办的高考补习班，在亢奋中拼了 1

个多月，然后填报了厦门大学外文系。结果我的英语

和语文几乎考了满分，可惜数学考得一塌糊涂，分数

只有惨不忍睹的个位数。然而我这样严重偏科的“跛

脚鸭”，居然也挣扎着“飞”到了百里挑一的“体检

线”上！由于外语专业对学生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

再加上我的考试成绩被数学重创，结果两轮通知我都

榜上无名。我毫不气馁，即刻全力准备下一次的高

考！就在这个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了补发的录取通知

书！后来方知，上头有精神，要各校尽可能多招一些

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学生，我足足做了 8 年的读书

梦终于化成了现实！在上山下乡的大卡车上，我是全

车最小的知青；而在厦门大学外文系的课堂里，我却

是全班最老的学生。 （作者：谢祯 4/20/2007） 

 

厦门商报梦回 1977 系列 

 

77 级 78 级偏爱当医生教师 

 

    “厦门各大医院，都有我们 77 级的，而且他们几

乎都成长为医院骨干了！”昨日，记者采访厦门中医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姜杰时，他非常骄傲地说道。而

据此前统计分析，我们也发现，77 级、78 级的大学生

毕业后，成为医生或教师的比例非常大。那么，是什

么原因造就了这种现象呢？相关人士分析认为，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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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正处“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们渴望知识、

渴望健康的愿望更加强烈，而教育与医学作为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作，人才奇缺，考生自然愿意选择

这些专业。  

    提高健康要求使医生风行  

    “从小的方面讲是基于职业考虑，从大的方向讲

是那辈人的世界观逐渐成熟了！”姜杰感慨地告诉记

者，当时“文革”刚过，之前的 10 年中，科技文化几

乎荒废了，恢复高考后，人们渴望知识、渴望健康的

愿望更加强烈。  

    “我认为，那辈人的思想是很有深度的！”姜杰

说，77 级、78 级的大学生是经过 10 多年的累积拼出

来的，那两届大学生的世界观非常成熟，思维空前理

性，国家责任感也非常强。而当时我国的医疗水平较

一般，非常缺乏医疗人才，不少农村都是以没有医学

经历的赤脚医生为主，所以考生们在选择职业时，自

然会跟“渴望知识、渴望健康”的大背景结合在一

起。  

    “而且我还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目前 77 级、78

级的，在国内医疗系统中，几乎都是业务骨干了！”

采访中，姜杰随口就说出了厦门市各大医院的不少骨

干医生，他们都是 77 级、78 级的。而从我们之前采

访的情况看，确实也有不少 77 级、78 级大学生成了

厦门医疗系统的精英，如厦门市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医

师林桦，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干部保健科主任医师

陈子威、思明区医院医生刘元春等。  

    对知识的渴望成就教师热  

    “ ‘文革’期间，教育几乎荒废了，高中生教高

中生、初中生教初中生、小学生教小学生的现象很常

见。所以，77 级、78 级的大学生们对知识空前渴望，

当然更渴望当上教师，直接改变更多的学生。当年的

教育系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考生们选择念师范的

自然比较多！”昨日，身在外地出差的厦门市教育局

副局长、特级教师任勇通过电话向记者分析道。  

    而当年高考监考老师老谢也告诉记者，当年不少

地区的高校，只办了师专、师大或医专、医大，除了

读师范类和医学类的大学，考生们也少有其他选择

了。像老谢当年所在的龙岩地区（现龙岩市）情况就

是如此，考生们除了“挤”上外地的知名大学外，往

往只有当地生源较充足的师范类高校可供选择。  

“梦回 1977”之前就曾报道过不少老师中的杰出

代表，如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特级教师任勇，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擎国，厦门大学历史系副

教授侯真平，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郑启五，集美大学

外语学院陈澄，集美大学轮机学院电气自动化教研室

许顺隆，双十中学高中部语文教研组组长黄建。另

外，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厦门大学校长朱崇

实，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潘世墨，副校长孙

世刚，副校长吴世农、中科院院士郑兰荪、中科院院

士田中群等厦大领导和学者，更是他们中的杰出代

表。 （商报记者 谢祯 2007.04.03） 

 

厦门商报梦回 1977 系列 

录取通知书连家人都不能代收 

厦门市邮政局业务管理部苏海聪  

 

    对于一个邮递员来说，每一封信都是一种责任，

而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录取通知书更是意义非凡。  

     1978 年初，我担任邮递员工作的第 6 年，全厦

门的信件每天都要经我们手送出。那一年开始，送出

的信件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信件———高考录取通知

书，每一份都是那么沉甸甸，它承载了多少知识分子

求知的梦想。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的录取通知书全部是以挂号信

的形式寄出，信封上盖有戳记，标注着“高考录取通

知书”的字样，所以，我们一看便知道那不是普通的

信件。任何一封信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更别说是高

考录取通知书了。当年单位还专门出台规定，要求每

一位邮递员送录取通知书必须投收相见。一般信件如

果送到收信人家中，他本人不在家，我们也允许家人

代收，但录取通知书必须亲自交给收件人。如果确实

找不到信封上的地址，无法联系上收件人，邮递员也

必须尽快将信件交给稽查员，再由稽查员和当地教委

落实考生的具体地址。  

     1978 年，全厦门大概只有 20 个邮递员。我们没

有划分片区，都是集中投递，所以对各个路段相当熟

悉，很容易就找到收信人，在我手上还没有出现耽误

考生收取通知书的事情。而且，厦门很早就开始实行

夜间投递的做法。那时夫妻俩都是双职工，白天上班

不在家，也不像现在家里有保姆可代收信件。遇到这

种情况的，邮递员不得不晚上再把信送过去。正因为

我们对路段很熟悉，不需要路灯，都可以识别具体的

位置。  

     印象中，那年送出的第一批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数

量很少，当然我们的投递范围仅限岛内。收到录取通

知书的考生自然是非常高兴。虽 然事隔 30 年，很多

事情都淡忘，但他们收到录取通知书时那种喜悦，那

种灿烂的笑容，我至今印象深刻，我也由衷地替他们

感到高兴。  

     30 年过去了，当年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人现

在很多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不小的成就，好几个人的名

字我仍记得很清楚，我很荣幸当年的那一份份“幸运

之符”能经我的手来传递。（商报记者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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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商报梦回 1977 系列 

 

民工两次高考圆大学梦 

  

秉晖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 30 个年头，厦门商报的“梦

回 1977”高考回顾的系列报道触动了我们这代人的敏

感神经，激发了我们这代人的热烈情感。最近每天起

床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来厦门商报，阅读高考故

事，感受同代人的喜怒哀乐。现在，我也想把自己的

高考故事说出来，让大家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  

家庭给了我努力上进的品格 

     我出生在莆田九华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碧

绿的田野、清澈的小溪，还有茂密的荔枝林。家里祖

辈务农，解放前，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我有 8 个兄

弟姐妹，3 个姐姐送给别人抚养，一家人居住在大约

20 平方米的漆黑破烂的古屋中。解放后，大姐和大哥

先后考上中专，每个月都能往家里寄 10 元、20 元

钱，这在农村是十分让人羡慕的，而二姐虽然没有念

过一天书，但她从人民公社成立后，一直担任大队干

部，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有这样的子女，父母

觉得脸上有光，每逢有人夸奖子女有出息时，母亲总

是掩盖不住微笑地说，这得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

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使得我从小便充满了

一份感恩之情，也形成了努力追求上进的品格，这为

以后的高考打下良好的思想品德的基础。  

    受家里的影响，特别是受母亲的教育的影响，从

小开始我就努力追求上进。记得小学入学报名时，是

母亲带我去学校的，小学老师认为我还小，让我第二

年再来入学，我委屈得大哭不止，最后学校只得同意

我当年就入学，小学毕业那年我担任学习委员，并被

评为全校惟一的县级优秀少先队员。1963 年我考上了

莆田一中，莆田一中是家乡最好的中学，这里走出了

林兰英、黄维垣、闵桂荣等一批著名的中科院院士，

培养了数千人的教授级的专家学者、高级干部，一代

代青年才俊在这里扬帆起航。  

     1969 年底我应征入伍，成为海军东海舰队航空

兵高炮部队的战士，6 年多的军营生活使我得到了进

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努力上进、不甘人后的品格在军

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我 1969 年底入伍，1970

年 3 月入团，同年 5 月就入党，每年均被评为"五好战

士"，受过嘉奖 10 多次。我对哲学的兴趣就是在当兵

时培养出来的，那时有一位战友的父亲是公社党委书

记，他将自己在党校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交给孩子带到部队学习，我见到后爱不释

手，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深

刻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对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我一

遍一遍地阅读，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977 年、1978

年我两次高考的第一志愿都是哲学专业。  

第一次高考放弃数学竟也上线 

    1976 年退伍回乡后，自己又重新成为了农民。最

苦最累的是上山砍柴的日子，每天凌晨 3、4 点就得起

床，吃完早饭就上路，爬过 10 多里崎岖的山路，到达

目的地后就开始拼命砍柴，午餐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

冷饭，就一些咸菜，喝一些山涧水，填饱肚子后接着

砍柴，下午 3、4 点左右挑着 100 多斤重的柴回家，傍

晚才能到家，人都快要累瘫了，第二天照常这样。记

得那年上山砍柴的日子，我的肩膀都磨烂了，出血化

脓，衣服与皮肉都粘在一起。1977 年 10 月传来恢复

高考的消息时，我们当然为之振奋，当然要去拼了。  

     那时我是东圳水库渠道建设工地的民工，离家住

在渠道旁的龙桥村的一个仓库里，与所有参加建设的

民工挤在一起，我们 5 个民工头挤在大炕上。白天上

工地，有其他的监工在我就躲到山上偏僻的地方，一

个人偷偷地复习。当时我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补习

班，没有买过一本复习资料，也没有请过一位老师为

我辅导，完全是自学，用的是自己初中的课本及邻居

高中同学的复习资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的，数学我干脆放弃了，一则时

间根本来不及，二则没有条件复习，没有房间、没有

桌子，文科的资料可以看，可以背，而数学就无法练

习了。  

    在工地上，在上工、下工的路上，甚至上厕所都

会默默地回顾、背诵。晚上则是在默记中渐渐睡去。

就这样坚持下来，高考的前一天才请假回家，第二天

就参加考试了。数学缺考，其他各科考下来都觉得不

难，考完后第二天又回到了工地，当起了民工头，照

常开始了渠道工地的民工生活。  

    虽然，我很想上大学，但毕竟只有初中的文化，

并且没有参加过一次的辅导，而且数学也弃考了，因

此觉得上线的希望不大，只是想碰碰运气罢了。突然

有一天，有一个从城里办事返回的民工，说在城里的

高考上线发布栏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就

紧张起来，内心的渴望一下子被掀开了，我不顾一切

赶到莆田县城，当看到上线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时，那

种激动、那种喜悦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我每天都期

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那真是望眼欲穿的感觉，但

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通知书。  

考上了家家户户送来面线鸡蛋 

     77 年的第一次高考没有被录取，虽然有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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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但却没有一点沮丧，没有一点失败的感觉，相反

能在缺考一门的情况下总分依然上线，这使我对第二

次高考充满信心，心想只要努力把数学补上去，上大

学肯定没问题。离第二次高考也就半年不到的时间

了，那时候东圳渠道的工程已经完工，我又参加了莆

田农业机械厂工程的建设，继续当个小小的民工头，

还是像第一次高考复习时那样，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

时间躲到安静的角落复习背诵语文、政治、历史和地

理，晚上回到家里就躲到二楼复习数学。每天晚上都

复习到 12 点，甚至下半夜 2、3 点才入睡，第二天起

床吃饭后又得上工地，一天一天就是这样地坚持下

来，直到第二次高考的到来，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考完试，其他几科都觉得满意，只是数学比较没

把握。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上线名单公布了，我的

总分是 412 分，而数学也考了 67 分，这对我来说已是

很理想的成绩了。又是一段时间的焦急等待，终于收

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但家人高兴，村里的

乡亲也为我高兴，这是我人生命运最大的一次转折

点，即将从穿草鞋转为穿皮鞋，从拿锄头转为拿笔

杆，从吃稀饭转为吃干饭。感谢邓小平，感谢高考的

恢复，感谢命运的垂青，使我这个民工能有机会上大

学，成为我家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临近离开家乡到

厦门上学的日子里，邻里乡亲、家家户户都按家乡的

传统煮面线、送鸡蛋，面线、鸡蛋摆满了厨房的饭

桌、橱子、灶头，表达着农民乡亲的美好祝愿。  

激情燃烧为求知与同学争吵辩论 

    1978 年国庆后，在乡亲们的祝福中，在家人的期

待中，我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乡亲，告别了父母、妻

子和儿子，来到了厦门大学，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开

始了全新的生活。厦大哲学系 78 级的学生一共 63

人，最大的入学时已 31 岁，最小的入学时 17 岁，我

已经 28 岁。想起当年学校生活的日子，真称得上是激

情燃烧的岁月，那种如饥似渴地学习情形，相信 77

级、78 级的所有同学都难以忘怀。就连排队打饭时，

一个个都拿着小本子在背英语单词。那时教室里、图

书馆总是挤满了学习的人。我们经常为了形而上的问

题激烈地争吵辩论，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他两位比我小

了 10 岁的同学，在南普陀饮和泉泡茶，却不知不觉中

讨论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高谈阔论，引来了其

他人诧异的目光，太投入的讨论以至于天黑了我们都

浑然不知，在服务员的提醒下才结束了讨论。这种学

习与争论，不是为了学习成绩，也不是为了毕业后的

工作需要，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对知识的探索，对精

神生活的追求。相比较今天功利味十足的学习，我觉

得当年那种纯粹的学习更有意思，它体现的是“人是

目的”的价值。  

    30 年过去了，同班同学分散在祖国各地，各自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如今，有位同学成为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有位同学成了清华大

学的副校长，而同学中大部分是国家公务员，或者是

高校、党校的老师，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厦门商报梦回 1977 系列 

 

剪报收藏“梦回 1977”--郭志超   

 

  人物感言：每一段历史最终都会沉淀为文化，

1977 年高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它的核心精神是自

强不息。而商报“梦回 1977——回首 30 年前的那次

高考”系列报道的价值正在于能发掘出这种文化，弘

扬自强不息的高考精神，激励当代人去拼搏进取，增

强凝聚力，共创和谐社会。  

  “从你们第一天推出‘梦回 1977——回首 30 年

前的那次高考’的报道起我就每篇必读，我还把那些

报纸剪下来，制成集子收藏。”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

究所郭志超教授家里，记者见到他专门制作的剪报。  

  郭志超教授曾历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他是厦大博士生导师。聊

起剪报的动因，郭教授说，商报推出这组“回首 30 年

前的那次高考”系列报道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策划，虽

然它讲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高考经历和心路历程，但

因为有着相似的情感和经历，那些难忘的往事注定会

牵动曾经经历过那次高考的成千上万人的记忆。“看

到商报报道我也想起了那些日子，所以我把那些报纸

剪下收藏起来。”郭教授说。  

  郭教授家里至今仍然保存着两把木锯。“那是我

年轻的时候学木工用的工具，保存到现在就是为了提

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年。”郭教授指着我们坐的实木沙

发自豪地说，他家里的沙发、桌子、书柜全是他当年

的作品，如今已经用几十年了。“那时候我以为可能

要当一辈子木匠了。”  

  郭志超祖籍福建惠安，中学就读于厦门一中，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男学木匠，女学裁

缝”，为了有门手艺糊口，高一没念完，他学起了木

工。后来他到武平西北深山下乡，之后又调到龙岩农

业建设兵团。在龙岩，晚上 9 点就熄灯了，郭志超点

蜡烛夜读，连长巡夜发现他在读《古文观止》，就没

收了并拿去烧掉，说那是“毒草”。不过，知青们对

知识依然如饥似渴。连队里福州籍战友得知龙岩一中

图书馆里封存了许多书籍，就翻天窗进去“偷”来一

批，其中以外国小说名著为主，大家都很爱看，郭志

超也借来读，为了加快进度，他整夜整夜地读，导致

视力锐减，一度得了夜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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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场解散后，他被调到邵武挖煤，休息时工友们

聚在一起闲聊，他则躲在一旁轻诵诗歌。郭志超说，

他最喜欢《炉中煤》的诗句：“我原本是有用的栋

梁，在地下活埋多年，到今天终得重见天光”。下班

后，他就自学《采煤学》，虽然高考用不上,但他相信

只要坚持学习,脑筋就不会生锈,终有一天会有益处。  

  1977 年高考前一个月身处深山僻野的郭志超才得

到信息，本来他准备考理科，但因来不及复习才改考

文科。高考前，他还要兼顾矿上的生产调度工作，只

好边工作边挑灯夜战，复习备考。好在他记忆力很

好，又一直没放松学习，在厦门一中的所学基本没有

淡忘。  

  1977 年 12 月 9 日，28 岁的郭志超上县城参加翌

日的高考。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考试心态放松，

发挥不错，尤其是数学，虽然他只读到高一，但当年

他不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却好奇地自学高二、高三的

数学课本，结果歪打正着，数学考得特别轻松，只用

了 1 小时就答完卷，仅差 3 分满分。  

  金榜题名时的心情难以名状。郭志超告诉记者，

当他拿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通知书时心中一片空

白，那种感受记忆犹新，就犹如经历了数月的阴雨，

一朝久违的骄阳爬上苍穹，万道金光一扫阴霾。人的

情感瞬间被蒸发了。  

  郭教授认真读过商报报道的每一篇 1977 年高考故

事：厦大出版社侯真平，务农汗水晒成盐，仍把夜读

当成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厦大公共管理学院郑启五一

边当炊事员，一边“偷听”英语，不懈努力考上外文

系；厦大人文学院朱水涌，数理化很好，却因没时间

复习而高考改考文科，好在有下乡时当编剧导演打下

的厚实文字功底，厚积薄发，顺利考中……他归纳出

主人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怀有理想信念，境逆志

坚，厚积薄发。  

  郭教授拿出一张他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他介

绍说那是 1978 年 10 月 1 日，77、78 级学生入学的第

一个国庆他们小组全体男同学在厦门大学校门口的留

影。当时他们“挺封建”，没有邀女同学加入。照片

上同学们满面春风，如今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各自领

域的骨干了。郭教授学的是历史，喜欢历史地看问

题，他说每个 77 级、78 级考生都有一个难忘的故

事，汇聚为载入史册的春天故事。每一段历史最终都

会沉淀为文化，1977 年高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它

的核心精神是自强不息。而商报“梦回 1977——回首

30 年前的那次高考”系列报道的价值正在于能发掘出

这种文化，弘扬自强不息的高考精神，激励当代人去

拼搏进取，增强凝聚力，共创和谐社会。 

 （厦门商报  4/20/2007） 

 

从钳工到中科院院士 
厦门商报采访郑兰荪 

 

                  作者：刘丹      

  

  人物感言：母亲最早把高考成绩告诉我，我如愿

地从一名工人变成大学生，那种心情无法用言语表

达，也许人生就是由这种种的机遇构成，就看你懂不

懂得把握。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好小学毕业。从初中盼

到高中，我始终没能等来高考。然而，在我最绝望

时，却迎来了希望。那年的高考不是一次普通的高

考，它决定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初高中时，学校几乎不上课 

  上初中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

着，我们自然也参与其中。那时，学校几乎没怎么上

课，天天都在闹革命，所以，我们也没学到什么文化

知识。印象中，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认真上了一年

课，但初高中基础仍很不扎实。 

  我可能会比其他同学更幸运些，由于父母当年都

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虽然在学校我没学到什么知识，

但我有条件在学业上得到父母的辅导。我的父母都是

知识分子，自然很希望儿子能够考上大学。尽管 1966

年开始高考被取消了，但他们坚决不允许我荒废学

业，他们一直期待着有一天高考会恢复。上初中时，

同学们个个热衷于革命运动，而母亲却在家里拿着数

学课本，一课课地为我讲解。父亲是早期的留学生，

英语非常棒，他也经常有意识地安排我学习英文。在

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和其他同学相比，我可能在

学业上还不算耽误太多。     

母亲退休，我补员当钳工 

  1973 年初，我高中毕业，那是非常茫然的一年。

由于我是独生子女，当时政策允许高中毕业后可以不

参加上山下乡，但是，既不能参加高考，工作又没着

落，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生活完全失去了

方向。有时看看书，有时找找朋友，就这样，我在家

里“闲置”了一年。 

  父母一心希望我能有机会考大学，然而，等着、

盼着，时间一晃就过了 5 年，高考的消息久久没来，

我们都绝望了。母亲觉得我不能再这样无所事事地待

在家里了，便在厦门大学物理系的工厂给我找了一份

做钳工的工作，但前提条件是她必须申请退休。母亲

是化学系的老师，我知道她是非常不愿意提前退休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期  － 34 －  

的，但惟有这样，我才能获得一个补员当工人的资

格。 

  于是，我非常满足地开始了我的钳工生涯，那可

是一份带薪的工作，而且还不是很辛苦。高考、大

学，离我越来越远，我把那当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我很感谢那段做工人的日

子，锯、车、焊等活儿我样样拿手，这些在我创业时

大有用武之地。从美国回国后，我研究的项目在国内

尚属空白，专用的仪器都要自己解决，于是我自己动

手改装旧的仪器代替。但有的配件无处买，我就自己

锯钢材、车零件、焊接，在一家仪器厂的协助下，我

组建了国内第一台飞行时间质谱仪器。     

阴差阳错，我选择了理科 

  1977 年 9 月，一个天大的消息令全家人兴奋不

已——母亲从上海亲戚那儿获知，高考可能恢复！听

到这个消息后，兴奋之余，我更多的是紧张，因为在

此之前，我一直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接受命运的安排，

那个年代，实在无法让人怀抱梦想。然而，高考的恢

复重新点燃了我的大学梦。 

  9 月份高考恢复的消息并没有在全国公布，我也

不能百分百肯定这个消息一定可靠，但我已经不顾一

切地开始着手复习。直到 10 月的某一天，各大媒体纷

纷公布高考恢复的消息，我已经提前复习一个月了。

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最终无奈地报考了理科，放弃了

钟爱的文科。 

  我复习时根本不知道那一年的高考有文理科之

分，所以，我先挑自己最薄弱的物理来复习。待我知

道高考的具体规定时，我已经复习物理一个多月了，

如果选择文科，那一个月就白学了。 

  当时我还选择加试英语，因为这是我的优势。跟

父亲学了那么久的英语，也该好好利用高考这个机会

“小试牛刀”。虽然我的优势在高考录取中并没有帮

上太大的忙，但读大学期间，我可比那些从头开始学

英语的同学省下很多时间来学习其他科目。     

高考复习，累并快乐着 

  高考复习那段时间，我仍然白天在厂里上班，晚

上才专心复习。 

  边上班边复习虽然很辛苦，但那段时光我们是快

乐的，是充实的，是阳光的。 

  母亲最早把高考成绩告诉我，我如愿地从一名工

人变成大学生，那种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也许人生

就是由这种种的机遇构成，就看你懂不懂得把握。经

过 4 年的努力学习，我又在大学毕业时顺利考上了中

美联合招收的化学类留美研究生，以及获得我后来的

成就。所以，我感谢那年的高考，它带给我一生的好

运！  (厦门商报     3/27/2007) 

往日流行唤回他们的青春 

      

    本报倾情策划的“梦回 1977——回首 30 年前的

那次高考”系列报道成功开启那一代人记忆与情感的

闸门，也勾起了不少 77 级、78 级人的青春记忆，不

少读者打进商报新闻热线 5599111 和记者手机

13666091716，回味 30 年前的流行风尚。  

回忆之一   萝卜裤  -“耍帅”被老师再三警告  

    蝙蝠衫是那个时代很拽的时装，所以，第一个穿

这种衣服去上课的女孩子，走进教室那一刹那都会很

不好意思地溜到座位上。  

    相比起女孩子的蝙蝠衫，我们这些男孩子穿萝卜

裤可就没那么舒坦了。萝卜裤是一种上宽下窄的裤

子，上面要大，而且越大越拽，裤腿一律收紧，然后

很潇洒地把两手插在裤兜里，吹着口哨走来走去，那

可是帅极了！  

    可惜老师们都认为这种装束是走向堕落的第一

步，不让我们穿。当大家都换回普通裤子时，我仍然

再为自己的“帅气”争取，当然，这是不会有好下场

的，老师再三警告之后，不得以用剪刀结束了“爱

裤”的生命。  

回忆之二  的确良  - 最完美的流行衣料  

    的确良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之后如旋

风般席卷中国。穿了十几年棉布衣服的我们好像发现

新大陆似的，发现了一种比棉布轻盈、易洗易干、结

实耐穿、花色多样、不易皱的新衣料。  

    因为刚开始制作水平有限，的确良衣服主要以白

色为主，还有些淡黄、淡粉色。我朋友到上海出差，

居然买到一件上面印有白色斑点花纹的的确良衣服送

给我，可把我美坏了！整个学校都轰动了，每个女孩

子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而这件衣服很长时间内成了

我的最佳礼服，记得有次参加聚会，虽然天气很凉，

我还是坚持穿上这件衣服，尽管后来回去感冒了……  

回忆之三   翁美龄 - 心中永远的“俏黄蓉” 

    当港台片开始涌入时，我们对电视剧充满了期待

和渴望。先是《霍元甲》，接着是《陈真》、《霍东

阁》，还有《再向虎山行》、《十三妹》、《一剪

梅》、《冰点》、《昨夜星辰》……其中最有名的两

部——《上海滩》和《射雕英雄传》。  

    《上海滩》播映时真的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一时

间好像每个小伙儿脖子上都多了一条白围巾，也不管

是什么季节，黑色的风衣随处可见。而《射雕英雄

传》更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那部电视剧更具影响力了，翁美龄就是黄

蓉，谁也替代不了。知道她的死讯后，我还悄悄躲在

被窝里大哭一场。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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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窗内”与

“窗外” 
 

苏林华 
 

    约近十七年前，即 1991 年 1 月中旬，我自美应聘

来泰，为实业家廖氏家族筹建世界级大水泥厂。最初

住在曼谷市素里翁路“泰石油化学工业公司”(TPI 

CO.)旁边一家旅馆里，和办公大楼仅一分钟行距，主

要任务是和德国机器制造厂家洽谈购机事宜。 

    十个月后，我搬到北标府景溪镇达观村之水泥厂

厂区，由于是在建厂工地，所以我的“厂长办公室”

便暂设在陋屋之内，“窗外”则是施工中的诸多土木

工程。至于住所则在近处一个类似于海滩休憩式“斑

格楼”(Bungalow)之小屋内。 

过了一年，厂内公寓式宿舍建成，在老板明示暗

示下，我搬进那两房一厅(兼厨房)及附有浴厕之套房

内；屋子后廊原是开敞的，但因曾有“竹叶青”蛇入

侵，故加装大玻璃窗而成为全密闭者；通过此“后

窗”，可以看到一口 30 万公吨的大蓄水池。虽然“窗

内”有电视、电话及冷气机等现代化设备，但从整个

格局来看，毕竟仍是个“陋室”。好在来往无白丁，

除舍侄中强曾自福建旅游“新马泰”时，到

此参观及住宿一夜外，也颇有我之厦门大学

级友们不远千里 

而来，在我陋室之“窗内”住宿一两夜。 

    第一位访客是来自台北的，我的厦大同

班同系(1948 年机电系毕业)之同窗周詠棠

兄，他在 1991 年圣诞节前三天来泰，由定居

曼谷已 30 年之“侨领”级友丁政曾兄亲自驾

驶其高档轿车到我厂参观，且在百余公尺高

之预热机塔前合影；内人则在陋室之“窗

内”设宴款待之，而我们三位同窗则共话 43

年前之校园往事。 

    七年之后,即 1998 年 5 月间,周兄再度来

泰。其时内人陈金珠已因胃癌过世三年，政

曾则卧病已四年多了,但我接机之后,先迎周

兄到我陋室之“窗内”住上两夜。这时丁大

嫂蔡悦诗学长为了替夫君政曾兄代为接待，

特地带了女秘书到我之近处“森林山旅社”

内住上两夜。日间我们四人会面后，即在北

标府内之名胜区旅游及参观我厂,且顺便讨论十月份要

举行之“厦大 1948 级级友毕业 50 周年”庆典之事,然

后同往曼谷探视政曾兄。 

    到了 2001 年 3 月间,居留奥地利、我高中及大学

时代之双重级友严家骙兄与大嫂先飞台北,然后他只身

来泰,我也是先接机至我“窗内”住宿一夜;这时距离

我俩英华高中毕业时间已是 57 年,即使是厦大,也离校

53 年了。次晨我带他到近处“心岗”凭吊与我俩同是

双重级友的丁政曾兄之墓,然后偕往曼谷探视丁大嫂。 

    内人和政曾兄相继逝世后，同窗级友也因年岁已

大，不堪远行至我山区之厂，甚至有些级友已驾鹤西

去，故我每透过玻窗，视线跨过大水池而看到远处之

青山时，不禁念及：“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

山！”。而在夜阑更静或雨打芭蕉时分，也忆及此

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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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可是我的窗友都逐渐远了，思之惘然！ 

    之后我在后窗处之“窗内”种植可开红花之盆

栽、观叶植物和绿色吊藤，得以孤芳自赏！但这时也

看到在此大水池上有四小座浮台出现，每台上各有一

具马达带动着其两侧之叶轮不断转动，成为“水

车”，将池内之水掀至上空，也把外界空气压送入

池，如此“新陈代谢”，使得池水较为新鲜活泼。我

看着看着，常联想

起战时在福建乡间

所看到的脚踏式水

车，将沟渠内之水

送到田畦；或是高

耸之大转轮式水

车，其叶轮受到流

水的冲击而旋转、

产生动力。 

    到泰第三年，

即 1982 年间，我

搬到厂区居住，办

公室则在新建之大

楼上，自是开始了

我其后十五年如一

日的“晨钟暮鼓”

的日子。外加我每

夜及假日自动监督

生产之时间，可说

是全责的工作。办

公室之“窗内”堆

满了工程图样和技

术资料与公文，但

只要座椅旋动 180

度，便可看到“窗

外”我厂三座预热

机高塔，其前方的

旋窑，更是生产线

上之主机。如果烟

囱冒出浓白烟，甚

至黄烟、黑烟，便

是生产失序，有待

追踪原因及抢修，否则停窑，每天每窑便是三百万泰

铢的损失，令人丧气，故我常以紧张的心情，回头看

我的“窗外”！ 

    但近年来，居然在我后窗之右上方间有燕子筑巢

栖息，不但是“暮春三月，群燕(莺)乱飞”时节，甚

至在八九月里，依然有群燕飞翔于我的窗前，蔚为奇

观。而从我之三楼窗户下瞰，可见及一口喷水池，四

周绿树成荫，树枝摇曳，且锦草铺地，正是“燕子飞

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

草”之情景，也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归来”的时候，之后便“落花都上燕巢泥”了！因而

忆及唐刘禹锡《乌衣巷》一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钭。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真的，燕子们都飞到我这寻常的“乌衣巷”内，

我为“去年燕子天涯，今

日燕子‘我’家”而感欣

慰。有时也想到古人之

“乌衣国”的故事，幻想

有日也可漂流到燕子之岛

邦，而乌衣国王居然是我

梁上之燕子！——故当我

从后窗看到烟囱冒出浓烟,

或工作有压力时，只要抬

头看望我梁上芳邻，便可

得到安慰。 

去年底，圣诞节间，

长女中慧、婿张国兴与外

孙女张洛萱自美国到清迈

及帕提亚一带旅游度假，

至今年元旦之翌日特来我

厂探视我，除参观我厂

外，也进入我之居所的

“窗内”，看到设备太过

简陋，而且知道我之高中

及大学同窗们全都已退

休，只我一人以望八之

年，仍然在海外孤军奋

斗，心有不忍，故力邀我

返美住其大湖畔之别墅，

可日夕漫步其间，写下我

的《湖滨散记》来。对于

他后面这句颇有吸引力的

话，我为之心动，只是转

念后：既然我来泰近 17

年，建厂有成，只是仍功

亏一篑，因四号旋窑生产

系统仍未完工，如果可以早日投产，我们便是在同一

厂区之全球最大水泥厂了——但究应何去何从？当视

时势发展而定吧！     

总之，在目前，我仍可从陋室之“窗内”看到

“窗外”之水车依然不停地转动，燕子芳邻依然翩翩

起舞，因此我心依然奔腾，毕竟生命仍在前进着！谨

此奉告诸窗友们！ 

 
(上)苏林华在其办公室之窗内留影。其背面隐约可见其水泥厂

之三座预热机塔（左上起）及熟料库（右） 2006 年 8 月 28 日

(下)苏林华在其办公室之窗外小喷水池及绿树、锦地前留影。

其背面即为其水泥厂之三座预热机塔。  2006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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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2006 年在中国举办了“俄罗斯年”，首都北京以及

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黑河等地都举行了俄罗斯邮票展览，远离俄罗斯的厦门也要举

行“俄罗斯邮票展览”，将展出 1992 年——2005 年 14 年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发行的

全部 1062 枚邮票的首日封及纪念邮资信封、纪念邮资片…… 

 

何大仁和他的苏俄邮票 

                              郑启五 

 

     

    厦门大学的何大仁教授不仅是位出色的海洋生物

学家，而且是当代著名的集邮家、中华全国集邮联的

理事、厦门大学集邮研究会的会长。潘维廉在《魅力

厦大》一书中尊称何大仁为“集邮学教学之父”，这

一美称是恰如其分的：何教授不但主编了我国第一部

集邮学教材《基础集邮学》，并早在 1986 年就在厦门

大学开创了中国高校集邮教学的先河。何大仁个人的

邮票收藏极为丰富，其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苏联邮票

以及俄罗斯邮票。 

1987 年 11 月 7 日，厦门为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

举办“苏联邮票展览”，展品有 500 个贴片 2500 枚苏

联邮票。其内容之丰富，似一部聚大千世界于一堂的

小型百科全书；众邮票设计印刷之精美，像一座浓缩

的美术博物宫。展出了的全部邮品都是由何大仁教授

一个人提供的。那次展出的苏联邮票尽管那么多，其

实还不及他拥有的苏联邮票总数的一半。苏联(包括苏

维埃俄国)1917-1987 年的七十年间共发行邮票六千

种，何大仁收集了五千五百种以上。如此丰足的苏联

邮票不但在我国极为罕见，就是在当时的苏联本国也

屈指可数。 

时间又过了翻天覆地的 19 年，由胡锦涛主席和普

京总统共同宣布 2006 年在中国举办了“俄罗斯年”，

首都北京以及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黑河等地都举行

了俄罗斯邮票展览。远离俄罗斯的厦门也要举行“俄

罗斯邮票展览”，将展出 1992 年——2005 年 14 年间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发行的全部 1062 枚邮票的首日封及

纪念邮资信封、纪念邮资片。这次展览的展品之全

面，完全可以与俄罗斯邮政总局编印的《俄罗斯邮品

大全》相媲美，这是至今为止在我国举办的内容最丰

富的俄罗斯邮票的顶级大展，无疑将令参观的邮迷大

饱眼福。这次展览所有的展品又是何大仁教授独自一

人的收藏和提供，更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票、封、

片都是莫斯科一位叫斯卡可夫斯基的俄罗斯友人在发

行的首日从莫斯科实寄到厦门大学的 270 信箱的，14 

 

个炎夏严冬的 1062 枚邮政日戳，述说着怎样的一种友

谊与诚心，信念与坚守！ 

关于上述的两次邮展，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说

来话长，一言难尽，还是让我从何大仁教授与苏俄邮

票整整 65 年的传奇经历开始讲起吧： 

第一枚收藏 

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厦门大学为躲避日寇的铁蹄

而搬迁到闽西的长汀，还在上初中的何大仁随在厦大

任校办文书的父亲一起来到长汀。日本侵略军攻陷沪

杭，成群结队的上海难民从江西方向涌入长汀。他们

为了生存，天天在路边拍卖随身之物，其中就有琳琅

满目的苏联邮票，虽然价廉物美，可无人问津。在生

灵涂炭的战争年代，有谁还会去集邮呢?身无分文的何

大仁每天放学后就流连忘返地蹲在拍卖摊前观赏。有

一枚“母亲送儿上前线”的宣传画邮票，更深深烙印

在他的脑海。父亲理解他的心情，从信封上剪下了一

枚苏联普通邮票送给他，从此，他便与苏联邮票结下

了不解之缘。65 年过去了，如今他不但将这枚邮票保

存得完好如初，而且对当时喜得这第一枚苏联邮票的

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0 个卢布 

新中国诞生后，何大仁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

生。1951 年他因学习成绩优异而有幸成为厦门大学的

学生代表参加中国学生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访期虽

然长达一个半月，可每人总共才 10 个卢布(旧卢布每

个约合人民币 5 角钱)的零用钱。买什么好呢?同伴中

有的买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有的买了一件漂亮的衣

服，可何大仁舍不得。当他在红场参加节日庆典后，

就兴冲冲地赶到邮局，想买一套当天发行的“十月革

命 34 周年”纪念邮票。可惜这套邮票已被抢售一空，

于是他买了另一套“莫斯科建城八百年”。如今讲起

此事，他仍回味无穷，对邮迷来说，邮册中每套邮票

的后面似乎都藏着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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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友谊　 

1957 年何大仁从厦门大学来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大

学进修。每到星期天，同学们有的到涅瓦河畔野餐；

有的则上基洛夫芭蕾舞剧院观赏芭蕾舞剧，可他却总

是直奔波波夫中央邮电博物馆。这里是该市的集邮中

心，馆内陈列着历年苏联发行的全部邮票，何大仁当

时心想，如果能把它们都搬回祖国，让中国普通老百

姓也一饱眼福，那该多好啊!博物馆外的街头则是邮迷

们以邮会友的场所。就在这白雪飘飞的列宁格勒街

头，何大仁和多位热情的普通苏联人交上了朋友。有

一位老人见他是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不但请他到

家中做客，而且还时常将自己的邮品慷慨相赠。何大

仁珍藏的一本精装的邮票目录的扉页上留下老人当年

的签字：“送给中国朋友何大仁：苏联集邮家斯捷番

若夫 1958 年 2 月”。　 

还有一位基辅的老工人，在何大仁回国后，还常

往厦门寄苏联新邮票和首日封，一直到 1964 年才被

迫中断。两位老人也许早已作古，但真挚的友谊却永

留人间。　 

与总经理的交往　 

1956 年苏联邮电部在一种航空邮票上加盖“北极

探险”，这种加盖票极少，一经问世，十分抢手。何

大仁在列宁格勒苦寻不得，便硬着头皮给莫斯科的苏

联集邮公司总经理写信求援。总经理一见是中国留学

生的来信，立即专拨两枚至列宁格勒分公司特供。当

何大仁又惊又喜地如愿以偿时，一群苏联邮迷蜂拥而

来，有人当场愿出十倍的钱，但他微笑地摇了摇头。

1959 年 8 月何大仁学成回国途经莫斯科，特别到该市

面包胡同 8 号苏联集邮公司大楼，向总经理致谢并告

别。总经理送给他一本珍贵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邮票专集，还破例让他观赏了一套苏联准备要发

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邮票，

全套共十枚。 　 

然而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

个月后这套邮票正式发行时剩下两枚一套了，其余印

好的八枚不知去向，其中包括一枚毛泽东的语录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

是中苏关史上鲜为人知的一件事。　 

一念之差　 

“文革”一开始，红卫兵破门而入，一下子抄走

何大仁的父亲珍藏的几百幅历代名人书画。何大仁惶

惶不可终日，想到“帝修反的孝子贤孙”的大黑牌更

是心惊肉跳。一旦红卫兵再次打上门来，这些邮票肯

定是在劫难逃。于是夜幕降临后，他就开始烧邮票

了。先烧掉全部的 “民国票”，再准备烧苏联票。他

痛心疾首地流着眼泪，但无奈苏联集邮册又厚又硬，

怎么也塞不进炉膛。几经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抖抖颤

颤地把这几大本邮册塞进书架上的《列宁全集》当

中。谁知道“一念之差”，这千百枚珍邮竟幸免于

难。　 

有其父必有其子　 

集邮活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雨露滋润

下，又重新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了，然而何大仁的苏

联邮票全集中却留下了十四年的空白。正在这时，何

大仁的儿子何加宁前往西德留学。加宁欣喜地发现，

苏联为了争取更多的外汇，各种邮票源源不断地输往

西德邮市。加宁在六年的留学生涯中省吃俭用，把结

余下来的马克分期分批地购全了新近二十年的全部苏

联邮票。这期间他三次回国探亲，每次都叫海关人员

感到奇怪：别人归来大件小件，而这位何加宁却总是

几本邮册，轻装而归。　 

是啊，小伙子的行装是轻松的，然而沉甸甸的是

一个儿子对祖国那日夜的思念和对父亲高尚志趣的共

鸣和崇敬的感情!　 

痴心不改 

1991 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战

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

思。何大仁一度极为痛苦，他和老一代的中国人对列

宁和红色苏联的感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然

而他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依旧痴心不改，浓醇得

如同“伏特加”烈酒一般。解体的苏联一下从一个国

家变成了 16 个国家，这时要想把 16 个国家的邮票都

作为收集目标，显然力不从心。1992 年开始，他把他

牢不可破的“苏联情节”转为了“俄罗斯情节”，开

始专门收集和研究俄罗斯邮票。他认为这是顺理成章

的，因为俄罗斯邮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苏联邮票

的衣钵，尽管列宁、十月革命等内容被沙皇、宗教等

题材所取代，但红军英雄、卫国战争、宇航、城市建

筑、贺年、动植物等题材延续不断，设计手法和艺术

风格景观依旧。何大仁从一个中国的“超级苏联邮票

迷”成功地转型为“苏俄邮王”，这其中很大原因还

得归功于他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邮友斯卡克夫斯基。

1987 年 11 月当何大仁在厦门举办苏联邮票展览时，

我为此曾写了长篇特稿《何大仁与他的苏联邮票》，

当时仅有四个版面的《厦门日报》破例拿出近一个整

版发表了该文，还配发了苏联邮票插图与何大仁的照

片。该文引起北京英文季刊《中国集邮》的注目，并

译成英语刊登出来。刊物到莫斯科之后，引起了一位

苏联邮迷斯卡克夫斯基的注意，这位俄罗斯邮友对华

邮情有独钟，认真收集了新中国的每一套邮票，从此

他与何大仁情投意合，两人开始了长达近 20 年的友谊

与书信交往，相互寄发的都是首日挂号实寄封，两人

从没有一次失信对方，两国的邮政也从来没有一次失

信对方，这既是对人与人，也是对国与国信誉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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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近 20 年的检验，结果是万无一失。这就从小小的

侧面，给今年的中国“俄罗斯年”提供了一面明净的

镜子！从当年列宁格勒的斯捷番若夫，到今天莫斯科

的斯卡克夫斯基，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一封封飘飞的

信函，不管两国关系如何风云变幻，但人民间真纯的

友谊一如伏尔加河与长江奔腾的碧水，长流不息！ 

    何大仁不但收集俄罗斯邮票，而且还对俄罗斯邮

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每一年都撰写了俄罗斯邮票的

专题论文，发表在《集邮报》、《集邮博览》等国内

主要的集邮报刊上。在老一辈留苏学生中，何大仁的

俄语水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年过七旬的何大仁极

为流畅的俄语听说读写的水平为他与俄罗斯邮友间的

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语言保障。尽管回国已经整整半

个世纪了，尽管经历了“文革”的 10 年浩劫，但何大

仁说起俄语仍如同当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一样神采飞

扬，在美丽的厦大校园里演绎了动人的圣彼得堡童

话，他是一株俄语的长青树！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

对苏俄邮票一生一世的痴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

是最神奇的老师啊！ 

俄罗斯邮票的大餐 

这次俄罗斯邮票展览最大的看点在厚重多彩的俄

罗斯文化，小小方寸声音铿锵：苏联可以解体，但俄

罗斯的历史在继续，在那片神奇的沃土和冻土上，列

夫·托尔斯泰、列宾、普希金是永恒的，苏联红军战

胜德国法西斯的丰功伟绩是永远的骄傲！邮票里既有

俄罗斯 1992 年发行的第一套苏联解体后的邮票，也有

苏联向俄罗斯过度时形形色色的加盖票，它们都一一

记录了人民痛苦的选择与选择后的痛苦，并折射出一

个伟大民族坚韧的性格。 

晚年的何大仁教授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严重的

眼疾，不久前还曾作过大手术，但为了这次邮展，他

不遗余力，呕心沥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他说为了中俄人民的友谊作点贡献，就是

再苦再累也再所不惜！ 

这次盛大的俄罗斯邮展是由厦门市邮政局和厦门

市集邮协会主办，由厦门市对外友协、厦门大学留学

生同学会、厦门大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集邮研究会协

办的，地点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一楼左侧的门厅，时间

是 2006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 

厦门大学的学子们有幸了，你们足不出户，就可

以享受到如此丰盛的俄罗斯邮票大餐。厦门市的邮迷

和市民有幸了，请你们在厦门大学南校门下车，移步

30 米，就可以一睹全俄邮票的风采了！谢谢何大仁教

授，谢谢何大仁教授的俄罗斯邮友斯卡克夫斯基！ 

 

 (作者通讯地址:361005 厦门大学 101 信箱郑启五) 

 

龙眼树上 

 

郑启五 
 

又到了龙眼上市的时节了！我小时侯厦大校园果

树很多，最多的就是龙眼，国光楼区几乎被郁郁葱葱

龙眼木所包围，现在偶尔从残存的老树下走过，忍不

住抬头望望，树上有几个分叉，我竟了如指掌，就像

熟悉自家的阁楼或公寓的楼道！ 

爬上龙眼树，实际上还很难够得着沉甸甸的龙眼

果，老树像似对我们这些小馋鬼早有准备，总是把果

子垂挂在险峻的细瘦的枝桠之梢，你得在树上抓靠安

稳，然后极力伸长手去小心翼翼地把果枝扳到胸前，

再咔嚓一声折断…… 

浓密的树叶像一个绿色的凉棚，坐在树叉上吃龙

眼，像“树大王”，也像蟠桃园里的孙猴子，惬意无

比，皮呀核呀就直落树下。记得那时落在地上的龙眼

核很快就会被人拾走的，据说是中药材，有药店要收

购。有一年龙眼树下闲置着很多的水泥预制砖，树上

落下的龙眼核好些就蹦蹦跳跳落到了砖之间，结果不

久这些夹缝里居然发豆芽一般地长出了一株株的龙眼

苗，青翠可人！我常常忍不住向女同事吹牛皮，如今

校园里那郁郁葱葱的龙眼树，好些都是我当年吐出的

龙眼核变的，40 多年了，嘿嘿，不是孙悟空，胜似孙

悟空！ 

国光楼区的龙眼树看上去似乎都一样，其实品种

不大相同，有的果粒大如牛眼，称为“大泡”，汁多

肉厚，但不大甜，比较适宜晒龙眼干，也就是北方人

常说的“桂圆干”；有的果粒小如弹珠，但不可貌

像，甜如蜜，汁留嘴角，回味不绝，闽南话给它的土

名叫“纽子眼”。 

龙眼树上是我童年的乐园，也是昆虫的家园，人

虫相处大有学问。首先要提防的是黑蚂蚁，它们一般

是在枝杈间筑起菠萝大小的土窝，很醒目，一旦捅

破，万蚁奔袭，则防不胜防，最好敬而远之，人家的

地盘嘛，若碰上树干上黑蚂蚁匆匆来去的游兵散勇，

可相安无事。再有就是“臭龟”和金龟子，两龟都喜

好与龙眼的果粒纠缠在一起，逼得我们不得不“龟口

夺食”，遇上臭龟那厮真是倒霉，臭龟名副其实，会

喷出近乎毒气的尿液，不但气味熏得人头昏，而且稍

有沾染，还让皮肤奇痒无比，一片搔红；“臭龟”还

会下蛋，如蚕卵一样，一排排粘在叶片背面上，看了

都让人起鸡皮疙瘩；但遇上金龟子可算是“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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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又好玩，能逮一头算一头，果子果虫双丰收，心

里比吃了“纽子眼”还要甜！ 

龙眼树上最可爱的家伙还不是金龟子，而是“龙

眼鸡”，学名不详，其貌极洋，尽管只有手拇指大

小，却俨然形同马戏团里可爱的小丑，红的小尖帽，

周身绿披风，看上去似乎没头没脑，喜欢直挺挺地拥

吻树皮，但稍有风吹草动，它就猛地弹起，张开披

风，飞向另一枝杈，让人无法接近。由于此君“奇装

异服”，结果近年有不知者大惊小怪，以为哥伦布发

现了新大陆，结果又上电视，又上报纸，“超虫”一

般，好不风光，哪知它是我们儿时龙眼树上的老东家

呢！(作者通讯地址:361005 厦门大学 101 信箱郑启五) 

 

研究显示取名不宜特殊化 
 

    新华网华盛顿５月６日电  美国专家的一项最新

研究称，名字决定了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并将影响他

人的看法，因此家长不宜给孩子取太特别的名字。 

这项研究表明，如果女孩名字太女性化，到高年级时

与数学和物理无缘的可能性会很大，因为这两门学科

通常被认为是男人学科。相形之下，一些名字比较中

性的女孩学习这些学科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这项研究还指出，如果给一个男孩取不同寻常的

名字，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发展。研究人员研究了

５．５万个男孩名字后发现，名字特殊的男孩的考试

成绩比拥有传统名字的男孩平均低３％到５％。 

    从事这一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心理学教授艾伯特·梅拉比安说，绞尽脑汁给孩子取

与众不同的名字，这其实是很不聪明的做法。 

    伦敦一所小学的老师埃迪塔·巴兰坦表示，老师

如果认识学生前先知道学生的名字，很难不对孩子形

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心理印象。巴兰坦说：“如果老师

采取不同方式对待名字特殊的学生，那么这个学生的

行为方式也会不同。”( 新华网 ) 

 

 

 

 

 

 

 

 

 

 

 

 

連戰在廈門大學演講： 

重新開始是和解的開端 
 

    [中央日报 2006.4.20]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昨日前往廈門大學接受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他在發

表「書與玫瑰、燭光交會」專題演講時，引用中古傳

說中的書和玫瑰結下的不解之緣，除了象徵他的心情

之外，也代表人是理性與感性相結合的。以下是連戰

演講全文： 

   朱崇實校長、王書記、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還

有與我一起前來廈大的訪問團團員、各位媒體界的女

士、先生們，大家好！ 

     人在學校服務多年，很少看到如此盛大的場面，

我感到無限的光榮，今天非常高興，今年欣逢廈門大

學建校八十五周年校慶，個人能夠前來祝賀並接受廈

大所頒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感到非常光榮。 

   從此刻開始，我與大家一樣，都有一個同樣的身

分，那就是廈門大學大家庭的一員，我也將更努力以

不負各位付與我的殊榮。 

   廈門大學歷史悠久，人才薈萃，而且是有多元特

質的高等學府，創辦人陳嘉庚先生和他的女婿李光前

先生及他們的家族，在南洋經商有成，傾資回鄉興

學，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 

   陳先生早年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參與了

同盟會，因此對於如何振興中華，提高中國人的地

位，他是有遠見、有前瞻性，有想法、也是有做法

的，尤其他當年創校所發出的豪語「寧可賣大廈，也

要支持廈大」，以及他親定「自強不息、止於至善」

的校訓，都值得敬佩。 

   廈門大學依山傍海，氣勢雄偉，相信所有在這裡

教書的老師們、在這裡深造的學子們都喜愛這個園

地，在這麼美好的環境下，大家的胸襟視野也像晴天

碧海一樣的寬廣，大家在此奠定扎實的基礎，走出校

園一定都會有遠大的前途，可以為社會、為人民做出

貢獻。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廈門大學由於是華僑創辦

的，更因為地理位置，所以與海外的淵源也最深。不

但東西學術交流在此匯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激

盪，更在廈大充分發揚！ 

   在廈大裡，有不同的觀點來看問題，自由的校

風，一直為大家所稱讚，所以校區有魯迅廣場。當然

延聘魯先生南下任教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曾經擔

任廈大文學院院長，在國際上也是赫赫有名，廈大在

他百年冥誕時也成立了林語堂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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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所以要特別舉兩位知名的文學家，因為在

他們才華洋溢的教書時代，中學西貫、引領風騷、臧

否時政、啟迪後進，給廈大乃至當時的中國言論自 

由、學術自由，立下百花齊放的黃金典範。 

   他們的立場曾經分分合合，「相得也疏離」，但

在百年之後，仍然同在校園為後人追憶，這也是廈大

值得驕傲的所在。 

   廈大八十五年的歷史，栽培了十幾萬的大學生與

研究生，大家在各自的領域發揮所長，對社會、對兩

岸都有很大的貢獻。我既然來自臺灣，我就特別舉幾

位在臺灣優秀的廈大校友為例，一位是曾經擔任臺灣

新竹科學園區首任局長的何宜慈博士，以及臺灣著名

劇作家、美學家姚一韋教授。另外還包括擔任過臺灣

省教育廳長的謝又華先生、臺灣省公路局長的嚴啟昌

先生等，他們都是廈大的畢業生，在工作上非常認

真，大放異彩。 

   今天我來到廈門，並沒有陌生的感覺。根據各種

調查與考證，臺灣兩千三百萬人口中，祖籍為福建的

約占百分之八十三，而其中泉州占了百分之四十四、

漳州占了百分之三十七。我的祖籍就是漳州，公元一

六八二年，我的先祖興位公在清康熙年代，從福建漳

州府龍溪縣萬松關東渡到臺灣。 

   大家也知道，當時的福建與臺灣是鄭成功反清復

明的重要根據地，今天臺灣最早、最大規模的一批移

民，都是跟隨鄭成功去的。因此我的祖先最早落腳的

地方，當時稱為臺灣府臺灣縣寧南坊馬兵營，也就是

今天的臺南市。而傳到我至今，已是遷臺的第九代。 

   今天我的老家，已經變成臺南地方法院，為什麼

呢？因為我的曾祖父，把我家提供給黑旗軍劉永福抗

日，所以在當時，我家是抗日總司令部，在抗日失敗

後，大家也可以想像得到，我家是第一批遭殃的，日

本人用一塊錢把我家買過去，至此，連氏後人散居在

全臺各地。 

   我的先祖父，雅堂先生，更與廈門有過很深的淵

源。在西元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爆發的那一年，祖

父有感於清廷的腐敗，從臺灣攜眷遷居廈門，那時我

父親才兩歲。 

    祖父當時主要的工作，就是創辦福建日日新聞。

福建日日新聞的前身，就是鷺江報，這份報紙的編輯

政策，鼓吹排滿，在南洋一帶也大受歡迎。僑界的革

命同志後來派了李竹癡到廈門，商討要將這份報紙改

組為同盟會機關報。 

    而清廷則派官員到駐廈門日本領事館抗議，因為

當時的臺灣人都是日本人，因此清廷說「這位日本

『籍民』反對清政府，難以允許。」所以，在極大的

壓力之下，報紙最後遭到關閉。而福建日日新聞，後

來復刊則改名為福建日報。 

   當時祖父寄居在鼓浪嶼周之楨牧師的家裡，聽說

先祖父曾住過的這個住家現在還保留的很完整，是福

州路一百九十九號，這次到廈門來，除了祭祖之外，

我也很希望能一睹先人的故居。 

   閩臺同根、同本，據我所知，緊鄰廈大隔壁位於

五老峰下香火鼎盛的南普陀，在明清期間歷次的翻修

過程，都有來自臺灣的信眾捐獻，立碑為證，南普陀

自古就是閩臺兩地信徒的共同信仰。 

   臺灣絕大多數人民重要的精神寄託，所信仰的湄

州媽祖發源地就是福建蒲田，湄州島媽祖廟歷經一千

多年的分靈，在臺灣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家的媽祖廟，

每年農曆三月媽祖的生日前夕，臺灣臺中縣鎮瀾宮大

甲媽祖遶境活動，十幾萬虔誠民眾徒步同行，這個盛

況，已經被喻為是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 

   今年媽祖的神輿，還裝上了現代科技的ＧＰＳ導

航系統，所有的信徒透過網路都可搜尋媽祖的行徑路

線。我想，這種創新大家大概想都沒想到。媽祖幾百

年來，已經與臺灣人民建立最深厚的感情，臺灣人民

一步一腳印開拓，每到一個新地方，就有一間媽祖

廟，臺灣與福建都說閩南話，所吃的蚵仔麵線也都一

樣，房子也都是閩南式的，所用的藥材也都一樣，今

天大家的感情，實在是情同兄弟姊妹。 

   而我這次回到漳州祭祖，在家鄉受到父老的熱情

歡迎，因為我們都是兄弟姊妹，有共同血緣的骨肉

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我們同日同月，同樣

傳承中華文化。這就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本。 

   講到這裡，必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無可諱

言，兩岸之間由於沒有相同的政治、經濟制度，近半

個世紀的隔絕，讓應有的熟悉，成為生疏，這是事

實。但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文化的疏離即便是偶而

遭到逆流的浩劫與挑戰，卻仍然不可能被全然否定！ 

   今天在臺灣，有若干人為了影響未來，因此他必

須掌握現在，要影響未來，就必須要改變過去，這聽

起來是滿奇怪的，要改變過去的一切歷史、文化，就

是所謂的「去中國化」，黑格爾曾經說，沒有昨天，

就沒有今天和明天。 

   晚清思想家龔自珍說，「如要亡其國，必先去其

史」，讓歷史文化受到無辜的打擊，有人要透過全面

的考試、有人透過教科書的竄改，這種文化逆流如果

不加以遏止，孫中山將變成外國人，媽祖、關公也變

成外來宗教了，因此我認為，這必需要特別謹慎。 

    子貢也曾說過，「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自己自絕於日月光明，日月

同樣會發光，不受你的影響，只是你自不量力，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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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淵遠流長，豈是少數人藉種種方式可以加以摧毀

的？但是何必要走這條不歸路？何必要逆勢而為？ 

兩岸現在各自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現在是 

密切合作，發揚光大的黃金時刻，團結合作都來不及

了，何必走那種悲痛的道路？ 

   我這次到大陸的訪問，有三項主要的目的。第一

是到北京參加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雙方智庫所共

同舉辦的經貿論壇，第二是到福建漳州進行尋根祭祖

之旅，第三則是承朱校長之美意，敬謹接受廈大的榮

譽學位。 

   我今天在這裡演說，就是希望兩岸經貿合作大步

邁向未來。並且從文化、歷史、感情各方面密切加強

交流，這是我的基本理念，交流要從全面、從基層來

做。 

   我在臺灣政府部門服務時，一九九四年便要求大

陸工作部門，訂定兩岸文化交流措施，當時我覺得，

最大的力量，便是歷史文化與教育，假以時日，什麼

困難都可以克服，因此從交流、尊重、了解作為開

始，以善意彼此對待，兩岸彼此發揮特長，相互觀

摩，這個兩岸文教交流的政策思維，是過去十二年來

的一個基本基礎。 

   今天我有榮幸來到此，要向鄉親報告的事項有很

多，但受限於時間，沒有辦法一一詳加說明，但共同

的思考是，如何讓兩岸更加密切交流？如何彼此關

懷、支持？在歷史潮流下，開創更好、更亮麗的未

來。 

   當然，這次來到廈大，本人在祝賀與感激之餘，

也帶來了一些個人的心意。我要敬贈廈門大學一份先

祖雅堂先生的文集，以利母校師生指教，另外我特別

帶來一束紅玫瑰，在此送給校長，以表示親愛鄉土，

源遠流長的真情感。 

   書與玫瑰，其實是一個西方神話。中古世紀，西

班牙騎士聖喬治，神勇奮戰，屠惡龍救公主，將龍血

化成的紅玫瑰送給公主，公主則以一本書回贈。書加

上玫瑰，結下了不解之緣。 

   相傳這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下周日），

西班牙以此日為「聖喬治屠龍紀念日」，但聯合國則

將這一天定為「世界讀書日」。 

   這兩樣東西，書與玫瑰，代表我今天的心情，廈

門大學是研究、發明的理性殿堂，因此今天是理性與

感性交集的，我想，人也是依據這樣結合起來的。 

   最後，我還要引用我們的校友姚一韋教授所寫下

「一定帶著一條光明的尾巴」劇本中的一段話，做個

結束。他說：「重新開始，是和解的開端；重新開

始，也是一個起點；重新開始，也是希望的可能。」 

 希望廣大的師生，向共同的未來奮鬥，謝謝大家。 

(中央日报 2006.4.20) 

連戰演講中提到的四個廈大校友 
     

嚴啟昌 

  福建連江人。時任台灣“公路局局長”的嚴啟

昌，是廈門大學土木係 1949 屆的畢業生。台灣中橫公

路是首條貫通台灣東西的山區公路，東起花蓮縣太魯

閣，西至台中縣東勢鎮，橫穿雄奇的台灣中央山脈，

此線地形複雜，難度極大。中橫的開闢是台中經濟發

展的一大助力。大漢溪深谷的一座長為 71.5 米的鋼拱

橋和一座吊橋，工程都極其艱巨，而設計、施工、監

造，都由嚴啟昌完成。因其設計獨特，景觀優美，今

已成為旅遊景點。 

何宜慈 

    1921 年出生，福建省壽寧縣人。1940 年成為廈門

大學機電工程系首批學生，1944 年畢業。1945 年任廈

大助教。1948 年赴上海，任中國民航工程師。1949

年，中航將其派調台灣。1956 年赴美進修，1975 年返

臺擔任“國科會副主委”，負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

籌建。1980 年，首任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是上個世紀 60 年代台灣十大工

程之一，這十大工程成為推動台灣經濟起飛的強大動

力。何宜慈也因此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奠基人。 

姚一葦 

    台灣著名劇作家、戲劇教育家、文學評論家、美

學家。1922 年生於江西鄱陽，祖籍南昌。1941 年考入

廈門大學，1946 年畢業，初學電機工程，後又轉入銀

行係。畢業後隨父母到了台灣，在台灣銀行任職達 30

年之久。在這期間，他在一些大學講授戲劇和藝術評

論。1958 年，姚一葦在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擔任編導專

修科及影劇科“戲劇原理”課程，其後又在台灣“中

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任教。1982 年，他創辦了台灣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曾任系主任和學院教務

長，直到 1997 年 4 月逝世前，他都任教于戲劇學院戲

劇研究所。他培育英才無數，目前活躍于台灣戲劇界

的許多編導人員，大都是他的門生。 

謝又華 

    1921 年出生，江西崇仁縣人，畢業于廈門大學。

抗戰勝利後，從事青年教育工作 40 餘年。1965 年任

台灣“教育部司長”，主持社會教育逾 10 年，其間修

訂補習教育法，創立空中學制及自學進修學力鑒定制

度，嘉惠自學人才。旋出任華視文化事業公司總經

理，並應選電視學會理事長。1978 年起，先後出任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長”、國民黨省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等職。〔青雲譜區臺辦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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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华 33 岁震动中国经济界 

 

    邱晓华是福建宁化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统计

师，1982 年毕业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曾任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副处长、处长、见习副司长、副司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国家统计局副局

长，局长。  

  1958 年，邱晓华出生在福建省宁化县城关镇。6

岁那年，母亲离开人世，他和姐姐与外婆生活在一

起，种菜锄地、砍柴、喂牲口……  

  邱晓华从小擅长作文，老师经常夸奖他写得好。

于是，童年的邱晓华对长大成人后的畅想，是成为一

名作家或者新闻记者。  

  1977 年，插队务农的邱晓华，在公社团委做组

织、公社文书和水文气象资料记录工作。国家恢复高

考后，他于 1978 年 3 月，考进厦门大学经济系统计专

业。 1982 年，大学毕业前夕，24 岁的邱晓华入了

党，他把本属于自己的留校名额让给了同学，孑身一

人北上进入国家统计局，一干近 24 年。  

  进入国家统计局后，他广泛钻研了中外经济理

论、现代统计理论等等书籍，参与了当时我国第一本

《中国统计年鉴》的编制工作。  

  1987 年，邱晓华在《我国农副产品出口情况、问

题和对策》分析报告中，提出沿海农业必须走以外向

型发展道路为主的观点。他的分析报告受到中央领导

的关注，并为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

要参考。 1988 年 5 月，年仅 30 岁的他被破格提拔为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见习副司长。 

 

  1988 年全国出现“抢购风”，随后我国进入了整

改时期。1991 年 11 月，时至整改三年之际，《人民

日报》整版刊登了邱晓华的《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反思

与回顾》，基于整改三年的大量经济数据与深入分

析，年仅 33 岁的邱晓华在文中大胆提出，“治理整顿

已经可以结束，留存的问题应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解

决”。 此建议使中国经济界为之震颤：不到一个月，

治理整顿宣告结束。  

  1999 年 9 月，邱晓华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安徽省省

长助理的任职，回国家统计局担任副局长，同时兼任

局机关党委书记。  

  2006 年 3 月 16 日，48 岁的邱晓华任国家统计局

局长，成为国家统计局近 10 年来首位出自本系统的局

长。 2006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

员，免去邱晓华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职务。 （据商报）  

 

 言论转载  仅供参考  

厦门大学礼聘谢泳的启蒙意义 
 

    从学术批评网上获悉，厦门大学文学院已经决定

礼聘知名学者谢泳先生为教授。这个消息在当下中国

大学，真可谓是空谷足音。 

    现如今，国内各大学都在为学科建设而争夺人

才，礼聘知名学者为教授并不新鲜，每年仅在《光明

日报》上刊登的招聘广告就几乎没有中断过。但稍稍

了解大学的人都知道，各大学开出的基本条件大同小

异：不是两院院士、国务院评审专家，就是学科带头

人、博士生导师，即便是副教授、讲师也一律地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大学虽然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基地，但

在“实用主义”流行之时，大多变得相当现实。 

    院士可以给大学脸上贴金，而且院士引进后，地

方政府还会有奖励。无论从名声，还是经济上考虑，

都是划算的买卖。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可以在争

取经费、多出科研成果上为学校出力，而博士毕业生

虽暂时还用不上，但其学位、学历也可以提升上报表

格的档次。 

    有人说，现在是“评比学术”，一点也不假。大

学整天围绕着外在的形式打转，一个大学排行榜就让

许多校长不得安宁，一次自上而下地评估更是让大学

所有领导睡不好觉。无论有多少批评，大学都是“我

自岿然不动”。原因是评价标准没有变化，谁先擅自

改变，谁就明显吃亏。正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

理在作祟，大学的改革总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从 80 年代以来，在延揽人才方面，例外的事当

然偶有发生，但愈来愈罕见。像这次厦门大学文学院

礼聘谢泳先生为教授一事，在近十年国内大学中几乎

是绝无仅有。虽然我们都知道，谢泳先生早在 80 年代

已经名声雀起，以他的学问和研究成果，早该在大学

教授的阵营中拥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身份却始终是个

学院以外的“民间学者”。仅有专科学历，也没有在

本科以上大学任教的经历，他有没有职称，我们不清

楚，只听说他去年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访

学时，只获得了一个副研究员的临时资格。但厦门大

学文学院的周宁教授却愿意破格礼聘，朱崇实校长也

欣然批准，这多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大学在实用原则

之外的理想主义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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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国现代大学的“新传统”中，例外的事

相当多。蔡元培礼聘陈独秀入北大就不因后者没有文

凭而弃之，蔡先生看重的不仅是陈独秀的“新潮”，

也看重他在小学上的造诣。事实证明，作为文科学长

的陈独秀成了蔡校长改造北大的得力助手。被称为

“教授里的教授”陈寅恪当初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

也没有文凭，但并没影响他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著名文史学家钱穆仅有小学学历，靠自学照样可以在

北大等知名大学任教。笔者以前就读的大学，有一位

缪钺先生，也是自学成才，解放前他先是在中学任

教，后来转到大学任教，终成一代文史大家。 

    笔者常常困惑，这些传为佳话的史事为何不能得

到继承？有人说，这是大学进入正轨，也是“与国际

接轨”必然的结果。有人说，是因为有学位者多了，

挑选的余地大了。果真如此的话，倒也可以理解。但

问题是，我们的大学的评价标准正在异化，形式重于

内容，头衔、职称、学历重于实际的学问似乎成了正

常的现象。所谓大学管理也总是走不出量化指标的围

墙。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滥用“启蒙”一词，但厦大

周宁院长、朱崇实校长这一次礼聘谢泳的行为，以及

出于对学问的尊重和道义，杨玉圣教授居间极力举

荐，应该说都给所有大学及其成员一个思想观念上的

重新启蒙，让人们明白大学不是单纯的、硬帮帮的机

构，她还拥有人文的温暖，学问的寄托，还有激情、

友谊和善良，总之，有人的不灭的精神在其中。 

                      2007-4-25 取上居 

（原载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作者尤小立

为苏州大学教授） 

 

转载:《天下》杂志访问厦大海归教授 

          探讨台湾高教现状 

 

台湾为何留不住好老师？ 
 ·天下 2006/12/01   

 

    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益再度发威，只不过，这次

被吸引的不在产业，而是教坛。  

    台湾知名的经济、管理学者，首当其冲。  

    霍德明今年六月从政大金融系脱产，举家迁往北

京，被挖角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他有辆很宝贝的老爷车：至今共度八载的来礼牌

自行车。那辆车是他当年在美国异乡教书时所买，一

路陪着他从美国的校园回到台湾的校园，现在也跟着

他进了北大的校园，迎接新生活。  

    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古色古香的办公环境里，采

访才刚开端，他忙不迭先提醒，稍晚还有应酬，要跟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辑餐叙。他昨天才刚和智

利央行总裁见面，明天早上还要和世界银行、中南美

洲的六国财长、央行总裁等人共进早餐，他几乎天天

得忙到午夜才能回家。  

    说起到大陆教书的源由，霍德明以纯正的普通

话，说书般地玄妙道：「绝非计划之中，但也非意料

之外。」  

    一九九三年，霍德明就到大陆做 APEC 短期研究，

二○○一～二○○四年间，平均每一个半月就往返两

岸交流、开会。  

    参与历史  

    霍德明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比较关注大陆

的变化。但这样的研究兴趣在台湾不被鼓励，他的同

事还曾跟国科会提有关大陆的研究案时，被评审委员

批评：「为什么要拿台湾的钱研究大陆？」  

    一方面对台湾社会发展的无力感，再者，看到大

陆正快速起飞，更是心动。  

    「中国的历史即将被改写，我很幸运可以参与其

中，」他说。  

     他的办公室两旁临着的，分别是今年夏天也从台

大经济系脱产的朱家祥教授，和以假期名义到北大的

台大国际企业系教授巫和懋。  

    自从消息曝光后，巫和懋对外一直很低调。  

    他最近连续三期在《天下杂志》的专栏中，写出

他对台湾高教发展的想法：国内大学对教授的淘汰机

制形同虚设；庸俗的「校园民主」（学校院系主管都

是每位成员（含助理教授）一人一票投出来的）深深

戕害大学的发展；国内大学实施点数制度，学术研究

漫无方向等后遗症……，种种批判，可看出他对学术

环境的失望与无力。  

    大陆热情招手  

    除了知名学者到大陆任教的冲击外，年轻一辈的

师资也面临大陆高教市场热情招手。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任教第三年的助

理教授涂荣庭，和今年八月底刚落脚厦大王亚南经济

研究院的助理教授齐豪，都是在美国求学快毕业时，

参加专业学会的年度征才活动，被大陆学校延揽。  

    涂荣庭回忆，他在美国行销年会的求职活动中，

跟很多学校面试。北大的动作很积极，很快提供来回

机票，邀请他到校园演讲。  

    这一看，颠覆了他对北京的落后印象，印象最深

的是，光华管理学院对老师的尊重和提供优良的学术

环境，让他看到有很多发挥空间跟资源，而不再考虑

去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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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利基，是跟业界密切接触的机会。除了

平日不乏到外界演讲的场合，他在光华管理学院教课

的学生中，包含大陆、外商企业的高阶主管，学生很

尊重他给的市场建议。  

   「我想看看我（对学生）的影响力，」不到四岁，

小平头、蓄着落腮胡的涂荣庭坦言，不论在台湾、在

美国，他可能是「nobody」，但在大陆，加上努力，

他可以是「somebody」。当前他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教

学评估，是全院最高分之一。  

    齐豪今年刚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取经济学博士

学位。  

    他对大陆大学找人的快动作，印象深刻。例如，

厦大跟北京清华大学在面试后隔天，就立刻发聘书给

他们想要的人。台湾有的学校还要求应征者找指导教

授先写证明，保证能在某个期限前毕业赴任，才会进

一步考虑聘请。  

    他也坦言，选择厦大除了因为制度完全照西方

走，整个学院的学术活动也跟国际接触频繁外，其中

一个考量是薪资。  

    「尊荣级」的享受  

    台湾公立大学一个助理教授的月薪约七万，而厦

大给齐豪除年薪百万台币外，每年还给他约二万元的

研究补助。要研究助理，学校马上帮他想办法找钱，

不需要他伤脑筋。处处协助新进教员的做法，让他直

呼「尊荣级的享受」。  

    除了大陆积极动作的因素，不可否认地，台湾的

学术市场小，一流大学的位子多半早已被卡满，与其

到条件较差的学校，还不如转战亟需海外人才的大陆

重点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饶培伦在美国普渡

大学的老师，被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延揽成为第一个

外籍系主任。几年前有次在美国开会，当老师问他到

大陆教书的意愿时，他「连一秒钟都没思考」一口就

答应。  

     他今年刚荣获清华校内特级教师奖，才三六、七

岁已是正教授。同样的年纪要在台湾拿到教授资格，

并不容易。  

   「台湾是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天堂，」他笑道，在

台湾学术界很多事不需要有危机感。  

    何况，台湾的工业工程学界早已饱和，「美国回

来有何稀奇？大家都是嘛！」但相对地，大陆的老师

能有双语教学能力的非常少，他更显优势。  

  

 

 

 

网上言论：中国最受委屈的十所大学 

 
  1、兰州大学：被美国《科学》评为中国著名的十

三所大学之一，每年的 SCI 名列前十位，但由于地处

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相对落后，难有与其

成绩相对应的声誉。 

  2、西安交通大学：老交大的衣钵传人，至今在工

科位置仍居前列，但是远没有其上海交大兄弟的良好

生源及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甚至连教育部钦定为九

所后地方都无钱供养。 

  3、中国农业大学：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贡

献之大，非常人能够想象，中国人总是以带上农业的

帽子而羞于见人，非常优秀的学校就这样被蒙蔽了。 

  4、哈尔滨工程大学：世人只知道哈军工迁到长沙

成了今天的国防科大，却不知道其实是一分为二，象

交通大学一般留守的船舶系成了今天的哈船工，已经

快要被哈工大吞并了。 

  5、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大之余脉，发配西南建

设大三线以来，几经周折，将这所老牌的工科院校折

腾得差不多了，待重振昔日雄风，似这蜀道之难，难

于上青天。 

    6、云南大学：携原来西南联大之余威，是著名的

全国重点大学，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几乎没落成靠民

族政策生存的高校，现在还不如同城的昆明理工能被

选上西部建设的十所。 

  7、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北京两个校区，三十三

所研究生院之一，拥有一支无与伦比的强大地学队

伍，但近年来属于偏门冷门专业，长期无人喝彩，就

快被人遗忘了。 

  8、四川大学：是目前西部规模最大、专业设置最

齐全的高校，原来的实力并不弱，好象合并没有给它

带来很多的实惠，而是不堪重负，难得其应有的声

望。 

  9、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建设的第一所师范院校，

但常年扎根大西北，缺乏必要的支持，地处西安的陕

西师范大学抢了其风头，终于没有成为教育部直属的

师范院校。 

  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家都说它的南迁合肥

是失败之举，其实得失兼有，若真是还在北京，充其

量也就是人大一般已略显颓势，但毕竟是损失比较

大，勉强排在末席吧。（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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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教授美国东西两岸演讲 

纵横中国历史反响热烈 
 

编者注：易中天教授今年四月份来美访问，先后

在旧金山、落杉矶、波士顿、纽约等地发表演讲，获

得了热烈的反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个 500 座

位的礼堂座无虚席。目前易中天教授仍在美国。本刊

特转载一些报道和相关文章供大家参考。易中天教授

在哥大的演讲录像可以在本会网站 www.xmuaaa.org 上

看到。 

 

易中天，1947 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 年毕业于

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

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

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

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

人》《读城记》和《品人录》以及《帝国的惆怅》

等。去年因在央视“百家论坛”主讲“汉代风云人

物”而为公众所熟悉，一举成为当前内地最炙手可热

的学者和作家。《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品人

录》等著作一纸风行。近日，其《品读三国》一书的

书稿更是以首印数 55 万册、版税 14％的高价竞拍出

版权。 

 

易中天教授哈佛演说“中国人的智慧” 
  

    当地时间 4 月 25 日傍晚，当前中国颇具影响和争

议的《百家论坛》主讲人易中天教授应美国亚洲文化

传媒集团“文化中国-名家讲坛”系列活动的邀请，在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郭锦玲副部长和刘为杰处

长、波士顿亚洲文化中心主任杨颂的陪同下，来到哈

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大礼堂演说。  

    报道说，波士顿华人对这场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期

盼已久。易中天先生哈佛讲座的消息一经发布，便得

到社区热烈响应。一个多月来，《侨报周刊》的许多

读者致电亚洲文化中心询问详情担心能不能占到座

位。  

    当晚波士顿初春大雨，但阻挡不住“乙醚”(易迷)

们亲眼一睹“超级教授”风采的愿望。燕京大礼堂

300 多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走道上、阶梯上、讲台

前的空地上也坐满了人，这种盛况在波城中文讲坛上

实属罕见。听众中有三成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冒

着雨，一路搀扶着坐地铁赶来，不愿错过这场华语文

化盛会。  

    易先生演讲的主题是“中国人的智慧”。他认

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中国人

都表现出独特的生存智慧。这些智慧可以归结为先秦

诸子的深远影响。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血脉和根

源。  

    易中天先生延续了他“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

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的独特风格，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先秦诸子的故事和道理。从

孔子的“一颗爱心”，到孟子的“一股正气”；从墨

子的“一腔热血”，到韩非子的“一双冷眼”；从老

子的“无为无不为”，到庄子的“无为之用”，再到

荀子的“科学的进取心”……易中天希望海外华人能

够了解这些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智慧，在异国文化

背景下也可以做到清清楚楚做事、明明白白做人。演

说内容丰富，表达风趣幽默，听众席上笑声不断。  

    “文化中国”系列活动是美国亚洲文化传媒集团

自 2006 年起倾力打造的系列文化活动品牌。它包括文

艺演出、展览、讲座、大型户外活动等。美国亚洲文

化传媒集团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印刷和文化交流等

多元化服务，旗下包括《侨报》、《侨报周刊》、美

国中文电视和亚洲文化中心等。此次在中国海外交流

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亚文集团将目前中国热门的中央

电视台《百家论坛》经典讲座引入北美。  

    以易中天先生为主讲人的“文化中国-名家讲坛”

首场讲座结束后，听众们排队等待易先生签名，还意

犹未尽地向波士顿亚洲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希

望主办单位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

活。有的听众甚至列下了自己心仪教授的名字，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能在“文化中国-名家讲坛”上听到偶像

的声音。(据美国《侨报》报道) 

易中天旧金山论中国五大城市的个性魅力  

  

 易中天旧金山论中国五大城市的个性魅力 
  

    中新社旧金山四月二十二日电 (刘丹)刚在洛杉矶

品完三国，“学术超男”易中天今日又在旧金山将中

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城市的个性和魅力娓娓道来。 

  中国城市的外表越来越相像，其个性和魅力还在

吗？易中天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城市的个性和魅

力是精神性的，历史性的，永远跟随城市而存在。”

北京是最大气恢弘的城市，令它气象非凡，但“圈子

文化”却令北京人常常苦于寻找自己的归属；上海是

最城市化的城市，雅致是它的另一名称。“最小气”

却也体现了上海人的“最精明”，使之成为最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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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徽；广州是最市场化的城市，连市民的日常语言里

都透露出市场信息；成都最得上帝宠爱，市民的日子

安逸舒服，也使得这个城市最平民化；武汉虽地处九

省通衢，却最受上帝亏待，大冷大热大水大火，令武

汉人练就出天地都不怕的江湖气。 

  虽然观众多是冲着三国而来，但易中天对五大城

市幽默诙谐的比较同样令人击掌叫好。同场开讲的还

有赵世民教授。他以古人造字讲述了中华哲学的深远

含义。 

  两位著名学者应中国海外交流中心邀请，四月下

旬赴美开始“文化中国”之旅，他们还将在柏克莱加

大、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讲述中国历史和文

化。  

[人民网]: 文化“流寇”易中天 
  

  【新闻背景】易中天，湖南长沙人。 长期从事多

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

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现任厦门大学人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看上面的介绍，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老师。

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百度贴吧里有个“易中天

吧”，易中天的拥趸们，有人自称“意粉”，也有人

自称“乙醚”。2005 年的他，除了在全国各地演讲以

外，还出了一本新书，赢了一场官司。 新书《帝国的

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才出版 4 个

月就卖了 5 万册。2006 年，易中天与央视《百家讲

坛》合作，在电视上讲一年“三国”。在《百家讲

坛》上的历史上,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年，这还是首次。  

看完上面这段，他又像一个学术明星，让我们不

由自主地想起刘心武、余秋雨。可是他又说自己和余

秋雨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段子：嫁人就嫁易中天  

  ★1978 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易中天当即

以同等学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

生，毕业以后又留校任教。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易

中天得“哪儿来哪儿去”。幸亏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

刘道玉说“人才难得”，坚持要把易中天留下来，为

此还惊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最后是教育部专门为易中天的毕

业分配下了一个文件。         

  ★2005 年 4 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

“汉代人物风云”，他尽量不用专业术语和文言，而

是以讲授者自己的语言翻译正史，塑造出了刘邦、韩

信、晁错、袁盎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妙语连

珠的说史风格，让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他们自称

“意粉”、“乙醚”，更有好事者总结出易中天的精

彩语录，冠以“超级教授”的大名，在各种文化论坛

流传，其中有七成以上的“意粉”是 13－25 岁的年轻

人。  

  易中天讲演时声情并茂、举手投足间透出自信，

俘虏了无数“易粉”的心。女孩还发出了“嫁人就嫁

易中天”的口号。  

  ★易中天的火爆和人气之旺，可以从收视率攀

升、著作热销和“粉丝”众多三个方面表现出来。收

视率攀升：据央视网站介绍：“去年 5 月，由著名清

史学者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使本来并不

被看好的《百家讲坛》收视率一路飙升，最高收视率

竟达 0.57%，一跃成为科教频道收视率最高的栏目。 

  ★2005 年年初央视一套热播《汉武大帝》，这时

《百家讲坛》要搞有关“汉武帝”的专题，他们就找

到了易中天。希望他能说一下汉代的历史。双方一

谈，易先生就同意了。  

  说完汉代后，易中天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百

家讲坛》就想让易中天继续讲《三国》，但他却表示

对《水浒》更感兴趣。电视台的人员后来专门到成都

拜见易中天，说明《三国》人物和结构可能更适合，

并表示《三国》将是《百家讲坛》2006 年的重头戏。

易中天回家问自己夫人的意见，夫人说“说三国很好

啊”。第二天他答应了电视台的请求。  

  ●话语：我是流寇主义  

  ★我从来不使用“普及”这个词，“普及”是只

要把理论变得通俗易懂就行了，而事实上绝非这么简

单。我认为“品读”是比“普及”重要得多的，“品

读”是要去品味、去阅读，能找到里面能给现代人以

启迪的东西。“品读”就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背后的

人性的解读。  

  ★记者：你原来研究美学，后来著了与城市学、

宪法学相关的书，现在又以讲史知名。你最想做的是

什么？  

  易中天：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 8 个

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

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

我是流寇主义。  

  ★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

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

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

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

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  

  ★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因此要有一个

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妙说”。

所谓“妙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

真相，又有文学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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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主持人问我：

你自我意识了 50 多年，自我确证了 50 多年，应该给

自己一个说法了吧？ 我不想这么早就给自己写“悼

词”。不过他要问，那就说吧！我给出的说法就是，

我好歹还是一个好玩的人。 

  ★我把我的演讲风格分成 3 个境界：其一为“正

说”，也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胡说，不瞎说，

保持一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其二为“趣说”，即在坚

持真实的基础上强调表述方式的栩栩如生，为了达到

这个境界，我会加进去一些无厘头的搞笑语言，有时

无厘头是必要的，这就像烧菜得加胡椒、味精等调料

一样，能极大调动观众的听讲兴趣；其三为“妙

说”，也就是在前两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给

观众以启迪，这是最高的境界。  

  ●评价：被年轻人崇拜不证明浅薄  

★学者讲历史关键看他对历史有没有一个严肃的

态度。如果态度严肃，在表达方式上玩一些噱头和技

巧以调动观众的兴趣，是无可厚非的，做得好倒是对

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大有好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陈子善教授) 

  ★易教授既然讲的是历史，就应该保持一个起码

的严肃态度，学者讲课像周星驰那样插科打诨是不合

适的。至于“无厘头有助于提高观众兴趣”的说法，

只要将历史本身讲好就可以了，现在娱乐已经普泛化

了，如果人文再定位不清，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 

  ★我觉得易中天老师被年轻人崇拜并不说明他的

讲座浅薄，正说明了他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讲历史并

不同于搞科研，不需要“曲高和寡”。像易中天这样

能够用雅俗共赏的轻松气氛在年轻人当中推广历史知

识，让平日里历史课本上没有的故事变得活色生香，

这样的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像他一样好。  

(天线猫) 

  ●走红秘籍：现代视角、平民立场  

  ★和听众完全平起平坐的地位、平易近人、现代

语言的灵活运用和对历史人物人性化理解是易中天受

欢迎的原因。有观众反映，“听了易中天的讲课，才

感到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犯错误和

改正错误，好像离我们很近。” (《百家讲坛》编导

魏先生) 

  ★易中天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现代视角和平民立

场。这种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因为讲座和

其他电视节目形态不同，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

求每隔 3 至 5 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

节目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而易中天对这种

讲座方式是掌握得比较好的。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 

  ★易老师受欢迎，首先是语言幽默准确、与现实

结合紧密。例如讲解古代谋士的意思时说：“就像现

在的什么策划大师啊，什么点子公司啊”，“我被你

雇用了，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

byebye，我换一个老板。” (“意粉”总结易中天受

欢迎原因) 

  ●“妙语”录：关羽迟早要被推崇为爱神  

  ★诺，相当于现在的 OK。（讲汉朝人为何总说

“诺”）  

  ★项羽真是太有人情味了，太招女孩子爱了，恐

怕那时的女孩子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了。（形容项羽

是妇人之仁，对虞姬和自己的战马非常有情意）  

  ★“不要以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夫，别人惹你一

下，你就一下扑上去，一口咬住，死死不放，这是什

么？螃蟹。韩信可不是螃蟹。”（韩信受胯下之辱）  

  ★刘邦呢，这时候正由两个女孩子一左一右侍候

着洗脚。可能和我们现代人一样，还搞点足底按摩什

么的。（著名辩士厉食其拜见刘邦，刘邦开始没表现

出尊敬）  

  ★韩信，你不是个厚道人！（韩信出卖朋友钟离

眜时被钟离眜骂）  

  ★“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

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

搅得朝廷上下是不得安宁” “削藩是要削的，但是不

是像你晁错这样急吼吼的。”  

  ★刘邦在多年征战中风餐露宿得个风湿性关节炎

啦 ，那倒也是可能的！  

  ★孙策就是孙帅哥，周瑜就是周帅哥。帅哥总是

招美女爱的，而帅哥也是喜欢美女的。他们两个果然

娶到了两个最漂亮的女孩子――大乔、小乔……那时

的周瑜可谓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这样一个

人怎么会去忌妒别人？怎么会被别人气到吐血。我们

妒忌他还差不多，反正我是挺羡慕他的。  

  ★空城计不符逻辑啊，司马懿十万大军开过来

了，他诸葛亮叫几个老兵去扫地，大开４城门，再叫

两个小孩在他身边，他自己呢，拿着张琴唱卡拉Ｏ

Ｋ……  

★屠户把张飞当祖师爷，编织业把刘备当祖师

爷。可是，怎么关羽竟然当上了剃头业的祖师爷？不

就是都有一把刀吗？ 可关羽的刀是砍头的，不是剃头

的呀！还把关羽奉为财神，什么民营企业啊，个体户

啊，供个关羽当财神，难道他们的钱是靠打架抢来的

吗？你说关羽一个武将封个战神不就行了吗？怎么还

当起财神了呢？ 依我看啊，关羽，迟早要被民间推崇

为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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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易中天研究生毕业留校的风波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国内学术

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她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有大师,

他们就是刘博平、刘永济、黄焯、陈登恪、席鲁思 5

位先生（时称“五老”）。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有程千

帆、刘绶松、李建章、胡国瑞、周大璞、沈祖棻、缪

琨、李格非 8 位中年骨干（时称“八中”）和一批优

秀的青年教师。这是一个完整的、最佳的学术梯队，

甚至有“珞珈学派”之称，令国内学术界刮目相看。 

    可是，历时 10 年的文革,导致学术荒废。在学术

上,最大的问题是,10 年停止招生,人才青黄不接，学

术后继无人。原来的“五老”，有的被迫害致死，有

的病逝，甚至原来的“八中”也到了古稀老年。 

     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统一

高考，并且实行了研究生学位制度。消除了心有余

悸，解放了思想，积极地投入到教学与研究工作中

去。我校中文系的几位老教授，如胡国瑞、周大璞、

李建章、李格非，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老当益壮，

精心指导研究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希望把自己毕

生积累的学术专长传递给下一代。 

    易中天赶上了这个大好形势，成为全国恢复研究

生学位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他是以胡国瑞教授为首

的武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

研究生之一。他学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

题目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胡先生对易中天的文学功底和创新思维都十分赏

识，对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培养了一名称心如意的

门生。易中天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他在毕业时已在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刘勰论美

的原则》一文，后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美学》全文

转载，并收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美

学史研究》论文集。而且，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

龙〉美学思想论稿》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无

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也无论是硕士抑或是博士，都

是不多见的。这些都说明，易中天确实是一个杰出的

人才，难怪胡国瑞先生执意要把他留校接班嘞！ 

    可是,易中天 1981 年毕业分配时,却遇到了麻烦。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尚处于拨乱反正后期和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占着主导地位。那

时没有什么“双向选择”，只有“毕业分配”。毕业

分配又有“四项基本原则”：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

原地区工作；已婚的，原则上回原地区（或配偶所在 

地区）；边疆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原地区工作；少数 

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原地区工作。显然，按照当

时的政策，他应当回到新疆原单位（既是原地区也是

配偶所在地区）工作，而新疆方面也有充分的理由要

求他回去。 

    易中天是一位有个性和才华的人，他的经历似乎

也有一点传奇色彩。 

    易中天 1965 年高中毕业后，就响应号召奔赴边

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在农八师 150 团当了 10 年的

“军垦战士”。青年人富有热情，他们也是极容易受

到政治宣传鼓动的一代人。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似

乎是抱着“解放全人类”的舍已精神下去磨练自己

的。可是，当了 10 年的“军垦战士”后，他才醒悟，

一个连自己都解放不了的人，何以能够解放全人类

呢？这似乎有一点乌托邦思想的色彩。 

    1975 年，他被抽调到乌鲁木齐钢铁厂二中当中学

语文老师，总算是迈出了解放自己的第一步。但是，

一个人如果还想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那就必须还要

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易中天没有放弃对自己目标的追求,1978 年他以

同等学力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那时,

正值倡导解放思想,政策比较开明,学风端正,易中天既

没有大专文凭，也没有参加什么研究生考试补习班，

他竟然以自己的实力考取了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实践证明，易中天是一位优秀的人才。人才难

得，甚至连孔子在《论语》中也感叹：“才难。”我

记得在 1981 年 5 月,中文系胡国瑞教授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想到你办公室去与你谈谈易中天留校的事。” 

    我的习惯是，凡是年纪比我大的教授约我谈问

题，既不让他们到我办公室，也不能劳驾他们到家里

找我，而一般都是我去家访。于是，我说：“胡先

生，不要劳您大驾了，我到您家去谈吧。” 

    当天晚上，我到了居住在北三区 10 栋胡先生的

家，听取他对易中天留校的意见。胡先生很高兴，他

显得有些激动，从座位上起身对我说道： 

    “刘校长，易中天是我自文革至今培养的第一批

研究生，也是我在美学方面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我

想让他留校接我的班。我已年过古稀，不然就后继无

人啦。可是，他是定向培养的，新疆那面不放人，学

校毕业分配办公室也准备让他回新疆。这样绝对不

行，这不是杀鸡取卵吗？校长，请你想想办法呀﹗” 

“是呀﹗人才难得,我们要据理力争。胡先生,您

别着急,我将尽一切力量，让易中天留校接您的班。” 

    那时，我校正在讨论和制定重点学科规划，准备

联合中文系与哲学系的力量，成立一个美学研究所，

学术带头人是胡国瑞教授与哲学系的刘纲纪教授。这

就是说，我们正好需要美学方面的教师，显然易中天

是绝对不能放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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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是以学校的名义与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

联系，请他们支持我校学术梯队的建设，允许易中天

留校当教师。可是，我们得到的答复是： 

    “新疆是地处边缘地区，人才缺乏，易中天是定

向培养的研究生，他所在的学校给他发了 3 年的工

资，因此不同意武汉大学把易中天留校。” 

    不仅如此，新疆教育局通过自治区政府向国家教

育部和中央组织部分别打了报告，表示坚决不同意武

汉大学把易中天留校任教。事情到了这一步，双方交

涉看来是不会有任何结果了。 

    我于当年 5 月底去北京开会，于是我利用这个机

会找教育部学生司李力群处长，请她出面与新疆方面

疏通一下。李处长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她是已故高岗

的夫人，我在教育部当高教司司长时，与她很熟悉。

于是，我请她给予帮助。看来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她很为难地说： 

    “道玉同志，不是我不帮忙，而是这个问题有点

棘手。它的困难在于：新疆是支边地区，而且易中天

又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虽然你们留人也有一些道

理，但是新疆方面的道理更充分。不过，这个问题要

想得到解决，只能找南翔部长作为特例批准，否则谁

也不敢拍这个板。” 

     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不达目的决

不罢休。于是，我去找蒋南翔部长汇报。南翔部长是

一位老教育家，事业心极强，对高教战线上的情况也

十分熟悉。我向他汇报说： 

   “蒋部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现在高校人才

严重青黄不接，特别是像古典文学、古汉语、古代史

这些传统学科，几乎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我校古典

文学胡国瑞教授 10 多年只培养了一个美学研究生，可

偏偏是定向生，新疆方面坚决要求他回原单位去，而

回去又学非所用，我们急需又留不下来。为此，胡国

瑞先生亲自找我，他颇为激动地说，不能杀鸡取卵

啦。为这事，我特来向您汇报，请作为特殊情况，允

许我们把他留校，以解决美学研究后继无人的问

题。” 

 “你来得正好，我们已收到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报

告，王恩茂同志还亲自给我打了电话，一致要求将该

生分配回新疆，他们的要求也不无道理。但是，现在

高校青黄不接的问题也确实严重，不采取措施抢救，

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这一点上说，我又是支

持你们的。究竟如何办呢？我们商量一个对双方都可

以接受的方案，你看这样行吗？” 

   “谢谢蒋部长的支持。我看是否我们与新疆方面达

成一个君子协议，他们同意放弃易中天回新疆，我们

今后在毕业生分配时优先考虑新疆所需要的人才。”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你们向新疆方面作出保证， 

我们也把你们的意见告诉他们。同时，我们就易中天

留校事专门发一个文件，因为这涉及到改变定向培养

计划分配的问题。” 

    就这样，我们与新疆方面妥善地解决了为易中天

留校问题的争执。我们也说话算数，从那时开始，我

们每年都有多名学生分配到新疆，像经济、哲学、图

书馆学、生物等系的毕业生都是他们所需要的。我还

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就有 5 名毕业生分配到新疆，现

在新疆自治区党校科研处处长张浩，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证明，易中天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是

中文系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1983 年，他为本科

生开设的《文艺审美心理学》，首开了这一领域的先

河。这是一门跨越文学、美学、心理学的边缘学科，

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是很难胜任这门新的课程教学

的。他的课程是安排在教三楼 001 教室，它是学校那

时最大的教室，可容纳 300 多人。他开设的这门课，

当时吸引许多学生，甚至连华师、华工的学生也赶来

听课。为了抢到一个座位，学生们都要提前去排队，

去晚了的学生,只能站在走廊上、趴在窗台上听。他开

设的选修课,曾轰动一时,有些报纸还专门作了报道。 

    为什么易中天的课程获得了如此的成功呢？当

时，我曾经总结了他的成功经验，并向全校作了介

绍。他的成功在于：一是，他讲授的内容新，不同于

那些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式课程，所以学生们爱听；

二是，他思维敏捷，口才好。这就像俗话所说的：

“一年胳膊、两年腿、十年练就一张嘴”。因此，没

有良好的口才，要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是困难的，现

在许多教师教学的弱项也就在于此。三是，他富有激

情，不仅能够调动学生们的兴趣，而且还能够抓住他

们的心理，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疑点、难点在

哪里。 

    当我看到中天所取得的成功，我心里感到无限的

快慰，当年为他留校虽然颇费周折，但是我们值得。 

    1984 年，我又任命他为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协助

系主任王文生教授主管科研、外事、研究生、留学生

工作，希望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天不仅在教学上成就斐然，而且在学术研究上

也是成果累累。继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

思想论稿》出版以后，于 1989 年与人合作出版了《走

出美学迷惘》，1990 年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艺术教育

学》等。 

    可是，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产生了离去

的思想。我记得，1992 年初，他来到我家，那时我已

被免除校长 4 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忘年交的朋友。既

然是朋友，他对我也就无话不谈。他似乎有些不好意

思地说：“校长，我已决定离开武大。” 

    “你准备调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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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学研究所。” 

     中天虽然没有向我说明他为何要离开他的母校，

但是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心想：他肯定是在心

情不愉快下才作出这样决定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一是在学术职称上压了他，他直到 1991 年才提副

教授，而与他情况相同且成果不如他的人，却提升了

教授；二是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压抑，因为那时一个

思想极左的人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当上了系主任，他对

学术思想自由的教师是一概打压的。有鉴于此,对于中

天的离开,我是支持的,尽管我为他留校花费了心血。 

    我对他说：“现在不是有一句叫作‘孔雀东南

飞’的口头禅吗？你到厦门大学正是符合这个潮流呀

﹗做学问需要有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厦门大学不

失为上乘之选。况且，那里有专门的美学研究所，这

正是你用武之地。” 

    “校长，能得到你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我

去了以后，会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我不会让校长失望的。” 

    1992 年，中天到了厦门大学，担任艺术研究所所

长，并很快晋升为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

大学后，前几年几乎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并重新思

考学术道路问题，最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

说，而不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 

    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校长，您一眼就能看

出我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那么，中天究竟走的是

什么样的道路呢？依我看，他把美学的概念拓宽了。

在一切事物、一切领域、一切学科里都有美。于是，

他不是就美学研究美学，而是以独特的思维，从多视

角、在多学科领域里进行研究，获得了众多的成果。 

    1992 年，他的美学研究代表作《艺术人类学》，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先后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和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这本书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艺术人类学专

著，2001 年再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其实，这

本书稿是在武汉大学完成的，但成果却算到了厦门大

学的账上，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令人称奇的是，2000 年 1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下

子推出了他的四本书，即《闲话中国人》、《中国的

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合成为

“品读中国”系列。这四本书，横跨四门学科，即

《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

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

人录》是历史学著作。这些著作自面世以来，深受读

者欢迎，一而再地重印，风靡国内外，已有海外版和

外文版出版。因此，他被媒体称为美学家、文学家、

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和城市学家等。他名至实归，成

为读者和媒体最受欢迎的学者，被中央电视台、香港

凤凰卫视等十多家电视台邀请作为嘉宾发表独到的专

题讲座。 

    2001 年，他的另一本力作《人的确证——人类学

艺术原理》，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他的

另一本随笔《书生意气》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

是他的第五本随笔。该书出版后，《中华读书报》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该书“是眼下不多的学术畅销书之

一。该书体现了典型的易氏随笔风格，谈古论今，说

东道西，鞭辟入里，如话家常，而又每每道人所未

言，常能予人思想的启发。”2004 年他的第六本随笔

《大话方言》，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而他研究宪政

的《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政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则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刚刚迈进 2005 年，他的《破门而入：

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

两本书已列入出版的计划，一本是《帝国的终结：中

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另

一本是《非典型腐败》，将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在美学、文化学

等领域里耕耘，而又涉足到宪政问题的研究。多向思

维、多种视角、多学科的研究,这正是中天学术研究的

最鲜明的特点，这也是他学术成果多产的重要原因。 

     中天还不到花甲之年，学术事业尚处于黄金时

期，其前程未可估量。综观他的成才与治学道路，我

们可以从中受到许多启发。他的创作灵感是从哪里来

的呢？这得益于美学。美是什么？美是物的属性，是

“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是“性格与表情”，是

“一种创造力在活的人体中奔腾着……”因此，一切

美的艺术作品和研究美学的成果，都是创造出来的，

是艺术家们创造灵感的体现。无论是艺术创作或是欣

赏美的艺术作品，都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欣赏能

力。这就像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所说的，何为大

师？“常人以为习见的事物,大师能窥见它的美来。”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对美学研究的执著追求使

他走上了创造的道路，而创造性的能力又使他获得了

丰硕的成果。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是他独

辟蹊径所走的学术道路。我为中天教授所取得的成就

而高兴，但未免有一点遗憾，那就是他没有在珞珈山

把胡先生的美学研究发扬光大，而是把美学研究的大

旗扛到了南国海滨厦门！这虽然是我极不愿意看到

的，但吾爱莫能助也！ 

 

选自刘道玉著《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

践》，溪流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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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康成教育奖学金获后感想 
何雪莲（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3 级博士生 

2006 年阮康成教育奖学金获得者） 

    我 1996 年毕业于外语系，出于对教育的喜爱，

2000 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教科院教育系。紧接着，由

于求知的热情，在 2003 年进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开始了我的高等教育研究生涯。也正因为此，得以知

道阮康成先生。 

     国家的实力与潜力很大程度上与该国的教育发展

水平息息相关。中国是个崇尚教育的国度。在这个国

家，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动可谓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无论是认识现实、解决

问题，还是理性决策，对教育的研究都不可或缺，这

也是为什么国家如此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原因。对我

而言，高等教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更是一

个斑斓的舞台。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诞生之初就是以学科监制为

取向，这是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的不同之处。但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可避免

地将走向以问题解决，也就是从理论走向问题研究，

这体现为更多的实证取向和院校研究。我曾经长于思

辨，但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三年的经历让我认识

到，真正的思辩必须辅之以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这

个认识将决定我今后的人生走向，那就是从思辩转向

实证，或者两者并行，我以为这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

究之道。 

    很荣幸能在厦门大学校庆 85 周年之际获得阮康成

奖学金。对于我来说，该奖项的获得有着重大的意

义。它不仅意味着对过去我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所取

得的成绩的肯定，更意味着对我今后高等教育研究工

作的一种鞭策和期待。  
我的教育梦想与追求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5 级硕士生  刘志平 

（2007 年阮康成教育奖学金获得者）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这个梦想自儿时就已在我心

中萌芽，并随着年龄逐增而日益清晰和强烈。而在我

心中播下这颗希望的种子并浇灌它茁壮成长的，是伴

我一路走来的恩师们。回首我的学生时代，每一步的

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培育和谆谆教诲。 

最早产生当老师的念头，是在小学。依旧清晰地记

得，初入学校时，我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常被同学

取笑，很是自卑，学习成绩也很一般。是数学老师的

亲切笑容、生动讲解，是语文老师的细心指导和鼓励

肯定，让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并且在学习中找到了

自信。从那时起，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愿望，长大了要

像这两位老师一样，做一名受人喜爱的老师。进入中

学后，也曾因新环境的不适应、家庭环境的改变等原

因，在学习上一落千丈，情绪低落。是班主任的循循

善诱和无私帮助，让我重拾信心，并在中考时，毅然

填报了师范。师范三年的学习，老师们更是用他们的

实际行动教育我们，使我体会到了为人师表的涵义与

意义，坚定了从教的信念。 

    师范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三

年的执教生涯，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三尺讲台的魅

力。每每登上讲台，望着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

眼神，我的心中便充满激情与使命感。做一名优秀的

人民教师，用我的双手，引导和帮助孩子们去追求他

们的希望与梦想，成为了我工作的目标。然而，作为

一名教师，我又时刻感受到自己力量的渺小。首先，

是深感自己知识与人生阅历上的不足。师范时，老师

常说，“要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

而我的知识是如此的有限。其次，在工作中，更让我

思索不已的问题是，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我还能为这

些孩子们做什么？这群可爱的孩子们，虽然他们有着

那么强烈的求知欲和旺盛的生命力，可是受生活环境

的制约，对待学习、对待未来，他们都是那样的羞涩

与不安。上大学、拥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些在城

里孩子看来近在咫尺的目标，却被许多农村孩子视为

不敢奢望的梦。也许，给孩子们一个希望，一个生活

的信念，比给他们点滴的知识更加重要。我要以我的

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农村孩子也一样可以有自己的梦

想，也一样可以跨入知识的殿堂。 

    我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工作三年后，我考入了

大学，成为了一名本科学生。又过了四年，我考入了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这所国内高等教育学的权威机

构，成为了家乡第一位女研究生。至今，我已是一名

二年级的硕士生了。我曾经执教过的学生们，现在也

已步了成人的行列。不少考取了大学，还有一些在社

会的各个行业里工作。三年短暂时光，我带给这些孩

子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于家乡更多的孩子而言，我甚

至还未与他们谋面。可是，我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

希望，让父母和孩子们相信，农村孩子也可以上大

学，女娃儿读书也可以有出息。 

    在教育研究院的两年，也是我收获的两年。这里

有全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学专家，有最前沿的科学研

究，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值得我终生学习和敬仰的老

师。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上硕果累累，更用他们的实

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教师这一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的

意义。我非常珍惜这珍贵的学习机会和环境，也将一

如继往的努力学习，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

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我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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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云 

 

两岸前线变经济中心－ 

海西计画 升级福建 
 

身处「解放台湾」的备战最前线，过去的福建，

因为政治的枷锁，窒碍了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也使

得前仆后继西进的台湾企业，跳过这块与台湾文化相

近的闽南原乡。 国共对峙让福建发展长期迟滞。不过

才多年前，当时整个福建省，包含福建省最繁华的厦

门市，人民的生活水准还相当地落后。  

福建的地理窘境 群山断腹地，市场难成气候  

   「福建？投资环境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吧？」  

    交通很不方便，到省会福州洽公办事，连火车都

没有……。」  

    「市场太小，人口不够集中，又不像上海有长江

流域做腹地！」  

    今天仍有不少台商对福建的印象，还停留在「一

个不成气候的市场。」  

    摊开福建地图，高山和丘陵地形占八成土地，西

面以武夷山跟江西省隔开；北面有戴云山和博平岭做

为和浙江省的分界；南方与广东相邻省界处的漳州，

虽较平坦，也有绵延不断的小山丘，根本无法把江

西、广东、浙江等各省纳入腹地。  

   「福建全境多山，虽然面海，但偏偏海峡东岸又是

敌对的台湾，也是没搞头，」近来几乎年年都到厦大

做学术交流的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萧万长，也忍不

住为福建过去艰难的处境抱屈。  

    腹地受限、基础建设不足、两岸军事对峙，加上

全省人口只有 3535 万，福建面对南方有 2 亿人口的珠

江三角洲、北边有 4 亿人口的长江三角洲，果真像是

「弃妇」。  

     但是，弃妇的转机终于来了。随着台湾在 1992

年解除金门战地政务、1995 年成立「金门国家公

园」、并于 2001 年开放金厦小三通，和平气氛终于降

临，数年来套在福建身上的枷锁正逐渐地松绑。  

     「我作梦也没想到，退伍以后居然会到当年的敌

阵来，而且一待就是 13 年，」厦门正新橡胶公司经理

谢进成，1970 年代在小金门当兵，像他这样退伍后到

厦门做生意的台商为数不少。  

   福建的变化关键 1.1 兆建设，藉海西计画翻身  

    福建的门面厦门市，如今的街道、市容，几乎都

与台北市相去不远。  

    晚间在湖滨东路、白鹭洲路，人民大会堂一带，

方圆一公里内高楼耸立，而且每栋都经过设计师精心

规划霓虹灯饰。  

    「现在的厦门像新加坡一样漂亮，」曾见证过厦

门落后市容的廖李月娇，已在厦门居住长达八年，现

在她敢弹出来为厦门的进步背书。  

   「厦门岛以前是穷到炸山卖石头，如今已有能力回

头把树种回山上，」厦门正新董事长陈秀雄指出。  

   「厦门像是全中国汽车市场的调色盘，新款车在台

湾还没见到，厦门不是已进口，就是已导入国产化。

例如本田一款袖珍车 Fit，已经国产化、满街跑。最

高档的义大利马莎拉蒂手工跑车（Maserati），在厦

门居然也可组成一支俱乐部。而保时捷也有专卖

店，」厦门台商李文柱说。  

    尽管这几年来福建已有长足进步，但更关键的变

化却刚要发生。  

    2005 年 11 月，北京正式批准，由现任福建省委

书记卢展工所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与建设纲要，纳入中国第 11 个五年计画。  

        福建的脱胎换骨才刚要开端。这个战略把福

建跨大了三倍，包括范围北从浙江温州，南到广东汕

头，人口约 1 亿。在实质计画上，要先导入大量基础

建设，包含贯穿全省的南北向高速铁路、四条东西向

高速公路、发展四大港群等。  

    厦门台商协会新任会长曾钦照粗估，未来五年

内，含当前已动工项目，总投资额将达 2700 亿人民

币，相当于 1.1 兆台币，约是台湾一年国内生产毛额

的 10％。  

福建对内地的企图 边缘搏核心，左劳力右资金 

    因为福建不仅追不上长三角、珠三角，近几年眼

看环渤海地区的山东、辽宁各省快速崛起，连内陆中

部六省也都积极发展。今年 9 月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吴

仪亲自前往长沙，主持「中部崛起发展论坛」，也吸

引不少台商蜂拥而去。  

    在福建省投资了 18 年、来自桃园的统联文具董事

长陈德龙就亲自参加中部论坛，还当场签约买了一大

块地。  

    现在除了长江、珠江、环渤海等沿海的几个明星

区域外，「还有东北振新、西部发展、中部崛起。我

们福建再不提出，就没有一个位置了！海峡西岸经济

区，就是源自于福建发展的危机感！」厦大台湾研究

院经济所所长邓利娟说。  

    海西计画有历任省政府的研究、施政成果的积

累，」一位了解福建省历史的人士说，1999 年，前任

福建省党委书记陈明义就已经提出「海峡西岸繁荣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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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只有针对福州、莆田、泉州、厦门等，点

状串连成带状的说法，并没有要往内陆走，也没有想

到北上浙江、南到广东汕头，「那样地『扩大势力范

围』鼓吹！」这位公务员说。  

    但是现在的海西计画，不仅扩大到邻近省份，连

台湾也被纳入成为重要战略伙伴。  

    「向西（大陆内地）吸取劳力、资源和腹地；向

东（台湾）借取资金、技术、管理、营销、设计等生

产要素，形成分工互补，」厦大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

非指出。  

     「希望能够把福建以及台湾这两个被边缘化的地

区结合起来，藉着『项目对接』（投资方案互补），

发展起来，」邓利娟也这么指出。  

福建对台湾的重视 方案处理，8463 家台商进驻 

    为了强化对台「招商引资」，根据福建省一位公

务员数据显示，「从省政府以降，200 多个项目，都

已经『对接』清楚，哪一个单位、什么时候、应该做

到什么结果、吸引到什么台商，都行表跟踪管理，」

这位公务员秀出的表格显示，连厦门市一个区政府都

有方案在手，显示福建省高度重视。  

    事实上，自从 2001 年 1 月小三通实行后，五年内

两岸客运成长 24 倍。金门县设籍人口，也由 5 万

6958 人成长到 7 万 264 人，五年成长近 1／4。  

    投资福建的台商更是愈来愈多。截至 2005 年底，

每四家在福建投资的外商，就有一家是台商。台湾到

福建投资达 8463 家企业，实际投资金额高达 109 亿美

元。台湾前 100 大的企业，有 37 家在福建投资，投资

金额在 1 亿美元以上的台商，更多达 15 家。  

    据福建当地人士盛传，今年台湾当红的面板厂─

─友达，甚至还带了 60 家上下游厂商一起进驻厦门。

若加上其他科技产业，预计五年内可帮厦门创造 500

亿人民币的营收。  

     但到底福建的现况、发展潜质如何？真的可以成

为台商下一个投资乐土吗？  

福建升级的强敌 北有长三角、南迎珠三角 

     其实到当前为止，福建省的经济规模还相对显得

小。「连苏州的生产总额，都差不多是福建省的 2／

3，」厦大管理学院一位获得 MBA 学位的专业人士，分

析国家统计数字后，提出他的观点。  

    同为东部沿海九省之一，上面的浙江、下面的广

东都是经济奇迹，福建则好像中间塌陷了一块，表现

差强人意。  

    厦门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满清末年南京条约开放五大港口之一，就有厦门，但

自 1863 年开港以来,厦门一直未能领先,去年甚至被浙

江宁波超越,从中国第六大集装箱码头，掉到第七名。  

    「厦门腹地小，先天条件有限制，厦门港务局非

常努力做，已经做到顶点了」毕业自安徽蚌端口财经

学院，大学专攻运筹管理的厦大 EMBA 办公室主任熊永

涛分析，跑在厦门港前面的上海、深圳、广州、青

岛、天津、宁波，都是这几年最热的城市，它们的腹

地不是长三角、珠三角,就是渤海湾。而相对内需市场

规模小的厦门,能在六、七名徘徊,已经非常优秀了。  

      也有多年研究两岸关系的台湾学者指出，福建

有结构性的限制，应该不可能成为两岸经贸的关键战

场。  

福建升级的困难 海西成败，端看后续运行力 

    2006 年 9 月 4 日，台湾有四位学界代表随前行政

院长、中经院董事长萧万长，赴厦大参加第一届「海

西论坛」，四天参访行程下来，台湾学界对海西普遍

持保留看法。  

    「台塑集团的王永庆最后舍弃福建，去了浙江宁

波的梅山岛，就是看出福建在发展上的困难所在：市

场太小，」与会的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张显

超认为，「海西计画写入一五计画只是一句话，没有

北京中央真正政经支持，福建要单独发展，有极大困

难！我们必须从现实的角度告诉福建官员。」  

    身处「解放台湾」的最前线，中共中央以一五计

画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但是成不成，「还是要

看后续的运行成效，」一位厦大台湾研究院教授说。  

    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的台商已经是大军团作

战，福建的大型台商，当前只有福州的东南汽车（裕

隆集团的中华汽车投资主导），以及当前投资规模众

说纷纭、刚在厦门落脚建厂的友达光电厂。  

    2006 开端运行的五年计画经济，北京中央究竟能

给福建多少挹注？「海峡西岸经济区」真的能挣脱长

三角、珠三角对福建的结构性箝制？不只台商，全球

投资人都在看。  (摘自远见杂志 2006 年 12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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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之一) 
 

BALANCE SHEET (US$) 
3-1-2006 至 3-9-2007 

    

收入 支出 
        
1. 上期結存  9974.69转母校教育基金会捐款及汇费      1,080.00 
2. 本期会费与捐款收入   [見附表 (1)] 2220.25为朱腾捐款 7845.85
3. 为母校教育基金会捐款[见附表(2)] 1070.00傅志东报校友通讯 48 期印刷及邮费      1,586.04 
4. 为朱腾捐款 [见附表(3)] 7845.85傅志东报 PDF 扫描仪(通讯电子版用) 370.99
  傅志东报董事会教育基金会电话会议 107.40
  牟百谦报邮费 90.25
  卢宏韬报校友通讯 49 期邮费 589.75
 银行杂费 103.19
     
小結  Subtotal 21110.79小結  Subtotal 11773.47

   
結余  TOTAL   9337.32  

    
President: Yongkui Sun 孙勇奎 Treasurer: Junli (Vanessa) Sheng 盛峻丽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之二) 
 

BALANCE SHEET (US$) 
3-10-2006 至 5-10-2007 

    

收入 支出 
        

1. 盛峻丽移交 9337.32傅志东报校友通讯 49 期印刷 1,098.80 
2. 本期会费与捐款收入[見附表 1b)] 420.00  
    
     
小結  Subtotal 9757.32小結  Subtotal 1098.80

   
結余  TOTAL8658.52  

    
President: Yongkui Sun 孙勇奎 Treasurer: Yiming Fan 范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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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校友会费/捐款名录(美国部分) 

         1a. 3-1-2006 至 3-9-2007 
Yu Sheng Yeh 叶雨生     30.00 
Ching Yuan Tseng  曾庆沅     20.00 
Han Cheng Zhang  张汉承      20.00 
Teh Kuang Chang  张德光     20.00 
Hou I Wu &Mei Ching Chen 吴厚沂 & 陈梅卿   200.00 
Qizhou Wang  王其灼     50.00 
Celia Mou  牟百谦     90.25 
Chi Kong Lee  李齐昆     20.00 
Bin Lin & Aizheng Liu  林 滨 & 刘爱珍    100.00 
Lieng-Huang Lee  李联欢 (Xerox)    100.00 
Chih-Tang Sah 萨支唐   100.00 
Qingshun Li & Yiling Hong 李庆顺 & 洪艺玲     50.00 
Kefang Zhao & Yali Xin 赵可仿 & 辛雅利     30.00 
I-Hsiung Ju & C-S C. Ju 朱一雄 & 庄昭顺   130.00 
Zhongli Zheng  郑仲丽     20.00 
Kevin Lin & Li Tian 林 旭 & 田 力   100.00 
Xi Qiang Hong 洪锡强     40.00 
Shixiong Chen 陈师雄     20.00 
Chen Y. Chen 陈承煜     20.00 
Yuan Yung Huang & Jean Chen Shao      30.00 
Chen Tao You &Chun Zhen 游晨涛 & 郑 群   100.00 
Hong Liu  刘 红   200.00 
Norman Y. Su  苏元章     20.00 
Zhen Cang Chen 陈振苍     20.00 
Wen Yean Chen  陈文渊     20.00 
Likun Li & Chengzhen Ren 李里焜 & 任承贞     30.00 
Xundao Shao 邵循道     20.00 
Pei-fen Yang Koo 杨佩芬     50.00 
Yu-Luan Chen 陈玉銮     50.00 
Chen An Chen  陈振安     20.00 
Fushang Zhang & X Lin 张福山 & 林晓萍      30.00 
Jianfeng Song & JMLin 宋建峰& 林建明     50.00 
Kendall L. Su 苏林翘     20.00 
Mid Ouyang & C. C. Liu 欧阳谧 & 刘景昭     30.00 
Teh Kuang Chang  张德光     20.00 
Jen Kuen Chen  陈贞坤     20.00 
Junqi Ding 丁俊琪     50.00 
Fen Wang 王   奋     50.00 
Bin Lin & Xiangfei Zeng 林 斌 & 曾翔飞      30.00 
Andrew C. Huang 黄长江     20.00 
Sean Chen & Qiuyan Wu 陈树勇 & 吴秋燕    130.00
Ti Chuang 庄堤     30.00 
Lihua Zhou 周丽华     20.00 
                

1b. 3-10-2006 至 5-10-2007 
Hou I  Wu & Mei Ching Wu 吴厚沂 & 陈梅卿 $100  
Qi Zhuo Wang 王其灼 $20  
Yi Dan Han 韩怡丹 $50  
Jia Zhen Guan 关家震  $100  
Lieng Huang Lee 李联欢 $100  
Yiming Fan 范义鸣 $50  

 

表二 校庆 85 周年向母校教育基金会捐款 

Ching Yuan Tseng  曾庆沅      85.00  
Han Cheng Zhang  张汉承     100.00  
Yongkui Sun 孙勇奎     100.00  
Teh Kuang Chang  张德光      85.00  
Lin Hua Su  苏林华     500.00  
Lieng-Huang Lee  李联欢     100.00  
Lieng-Huang Lee  李联欢(Xerox Match)     100.00  

 

表三 为 83 届物理朱腾遗属捐款 

Peter Wu  吴世雄     500.00  
Peter Wu  吴世雄(Juniper)     500.00  
Suming Huang  黄苏明      50.00  
Jim Huang  黄 河     200.00  
David Pan   1,000.00  
Celia Mou  牟百谦      50.00  
Zhong Hai Yu  于忠海  1,000.00  
Qingyong Ye      100.00  
Deyuan Luo 罗德元     200.00  
Hongwei Mao      100.00  
Weixiang Gao & Hui 
Chen  高为翔 & 陈慧      200.00  
Qinghuo Liu  柳清伙     500.00  
Zhidong Fu & W Huang 傅志东 & 黄文秀      50.00  
Guohui Lin & Xiaozhu 
Zheng  林国辉 & 郑晓珠     245.85  
Jun Xie      100.00  
Xiao Jun Lu & Haitao 
Zheng 陆晓钧 &  郑海涛     100.00  
Chuhan Li  李楚菡     200.00  
Teh Kuang Chang  张德光      50.00  
Shueh-Ji Lee      100.00  
Xinxiong Zhang & Ping 
Hong  张新雄 & 洪 苹  2,000.00  
Chunlui Fu      200.00  
Canfeng Lai  赖灿锋     300.00  
Le Zhang & Jing Zhang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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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本栋基金会美国帐户财务报告 
PEN TUNG SAH Foundation, Inc.  SAH Acc. US Branch Only. Finance Report 

2006 INCOME AND EXPENSES 
01/01—12/31/2006 

I. INCOME 
 

A. Sah Found. total income transferred from 12/31/2005--------------------------------$234,943.84 
 ① Merrill Lynch -----$231,997.44  ② Sah Fund. Checking Acc. --$2,946.40 
B. Interests in 2006 ---------------------------------------------------------------------------$10,247.56 

             ① Merrill Lynch (up to 11/08)—Int. $7.97 +Frac$0.30 + Capital gains $10,174.10 = $ 10,182.37 
 ② Sah Fund Checking Acc. Interests (based on 12/31statement)-------------------------------$65.19 

TOTAL INCOME UP TO 12/31/2006 --------------------------------------------------$245,191.40 
      

II.       EXPENSES 
A. 01/15- 01/16To Le Yan’s travel expenses to Cleveland for interview--------------------$750.29 

            ① 04/04 check for Air Ticket ($353.659) + Taxi ($30.00) ----------------------------------$383.69 
        ② 09/11 To reimburse Wen Ko’s payment for Le Yan’s interview 01/15- 01/16------$366.60                                                
                                  Loging (2days’  $305.66) +Lunch ($61.00) 
B. 08/25 To John Zhang’s travel & Fellowship -------------------------------------------------$4,415.85 

                      ① Travel Expenses -----------------$2,415.85       ② Fellowship -------------------------$2,000.00  
B. 10/27 2004 SAH Web Fee was reimbursed to Irving Ho.Acc.-----------------------------$200.00 
B. Wen Ko  account order for US SAH account management-----------------------------

$1,350.00 
C. OS Bank Service Charge total (Ended on 05/31)----------------------------------------------$50.15 
D. Merrill Lynch Checking fees---------------------------------------------------------------$0.30   

 
TOTAL EXPENSES IN 2006 UP TO 12/31/2006 ---------------------------------------$6,766.59 

                        
                                                                                                                                      + 
III. TOTAL BALANCE AT 12/31/2006 ---------------------------------------------------------------$238,424.81 
 

A.  SAH Merrill Lynch close of account & withdraw on 11/08/06 -------------------------$232,197.78 
B.  SAH Checking Acc. at Ohio Savings Bank ---------------------------------------------------$4,227.03 
C.  Kevin Lin Hold cash for opening new SAH account.----------------------------------------$2,000.00 

                (Business Checking w/ interest. Only)            
                 
 Note: *Sah Found. Checking Acc.           

• $10,000.00  Transferred from Merrill Lynch Acc to OS Checking w/interest  acc.  (7/25  $5000  +  10/27  $5000) 
• Since 10/01/2006  Business Money Market is only for Irving Ho & Lin Y. K. funds 

 

 

Irving Ho’s Scholarship/professorship Account 
1/1-12/31/2006 

 
I. INCOME 
A. Donation transferred from year 2005  ----------------------------------------------$76,032.69 
B. 09/05 Donation from L. T. Wang --------------------------------------------------------$2,200.00 
C. Interest up to 9/01/2006 -------------------------------------------------------------------$4,622.11 

a. From CD 5808- (9/23/04 ~ 6/19/06 closed)------------- 7.65 
b. From CD 4893 ---------------------------------------------4,529.02 
c. Money Market Interests up to 12/25----------------------82.17 
d. Interest difference (transferred from Checking acc.)—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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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09  Reimbursement from SAH acc. for ‘04 Web Fee --------------------------$200.00 
 

 
              TOTAL INCOME IN 2006 UP TO 12/31/2006 -----------------------$83,054.80 

 
II. EXPENSES 

 
A. 09/05/2006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larship------------------------$2,105.00 

        ① Wire cash  $2,075 + $30 Wire Fee ------------------$2,105.00 
B. Wire fees and Postage -----------------------------------------------------------------------$112.94 

 
             TOTAL EXPENSES IN 2006 UP TO 12/31/2006 ----------------------$2,217.94 

+ 
 

III. BALANCE at 12/31/2006 -----------------------------------------------------------------$80,836.86 
A. Money Market -------------4,530.22 
B. CD #4893 -----------------76,306.64 

 
 

* NOTE: 
From Wang, L.T. for SJTU Scholarship fund -------------------------------------- Total $2200  
$2,105 in Sah Checking wi/int. Acc.  9/05  Wired to SJTU $2,105  +  $95 in  Irving Ho & Lin Money Market Acc. 

 
 
 

 

 

 

 

美洲校友通訊征稿啟事 
 

        美洲校友會為聯絡校友、增進情

誼，特編印校友通訊。歡迎海內外校

友踴躍投稿。內容以報道母校最新信

息，本人或別個校友近況，以及趣

聞、往事回憶等為主。凡涉及政治、

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言論， 或易引

起爭議的話題，  能免則免。文体不

拘，但以簡洁為尚。長篇大論，非本

刊所能容納。敬祈各位校友多多支

持。 

       來稿請送電子郵件到本會電子郵

箱 newsletter@xmuaaa.org，或郵寄

Zhidong Fu, 4285 Park Brooke Trace, 

Alpharetta, GA 30022  (电话 732-309-

0540)。来稿请注明作者的通讯地

址，电话/传真号码，毕业年度和系

别。 

 
 

 
美洲校友会加拿大财务报告 

                     Balance sheet as of Dec 31 2005 
Memo Income Expense Balance  

Previous Balance   $1522.11 
Membership Fee 
Income (See list) 

$490.00  $2021.11 

Postage   $2021.11 
Other Expenses   $2021.11 
 
                           Balance sheet as of Dec 31 2006 

Memo Income Expense Balance  
Previous Balance    $2021.11 
Membership Fee 
Income 

  $2021.11 

Postage   $2021.11 
Other Expenses   $2021.11 

 
                            Balance sheet as of April 30, 2007 

Memo Income Expense Balance  
Previous Balance    $2021.11 
Membership Fee 
Income 

  $2021.11 

Postage  $27.88 $1993.23 
Other Expenses   $1993.23 
 
                                                         殷钰萍提供 
(注:加拿大校友捐款名单不及刊载. 请见活页或下期)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会成员名单 

董事长： 葛文勋(46 电机)    1356 Forest Hills Blvd.     Tel: (216)-321-7649(H) (216)-368-4081(O) 
        Wen Hsiung Ko            Cleveland, OH 44118           Fax:  (216)-368-6039(O) whk@po.cwru.edu 
董   事：庄昭顺(46 法律)          35 Sycamore Place        Tel: (609)-430-1887   Fax:(609)-430-1978 
        Chow Soon Chuang Ju    Princeton, NJ 08540          chow_soon@hotmail.com            
董   事：李联欢(47 化学)            796 John Glenn Blvd.      Tel/Fax: (585)-872-2915 
           Lieng-Huang Lee          Webster, NY 14580      lhlee@frontiernet.net 
董   事：傅志东(82 化学)    4285 Park Brooke Trce   Tel: (732)-309-0540 
       Zhidong Fu                     Alpharetta, GA 30022        zhidong_fu@yahoo.com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成员名单(2006-2008) 

名誉理事长：吴厚沂(46 教育)    200 Winston Dr.#118     Tel: (201)-886-1379 (H) 

           Hou I Wu    Cliffside Park , NJ 07010     HouIWu@aol.com 

名誉理事长：庄昭顺  (46 法律)       35 Sycamore Place Tel: 609-430-1887 Fax:609-430-1978 
           Chow Soon Chuang Ju  Princeton, NJ 08540       chow_soon@hotmail.com            

理事长:  孙勇奎 （81 化学)         25 McBride Way            Tel: 908-429-9503 (H) 

       Yongkui Sun          Bridgewater, NJ 08807            yongkui_sun@yahoo.com    

理事(加拿大财务):  丁怡 (91 计统) Suite 3407, 83 Borough Dr  Tel: 416-792-7307 (H) 

           Yi Ding    Scarborough, Ontario, M1P 5E4, Canada  jennyyding@hotmail.com 

理事(财务、波士顿会务): 范义鸣(95 财金) 8 Brattle Dr. # 4     Tel: 617-372-6627 (H)  

                     Yiming Fan       Arlington, MA 02474     yiming_fan@yahoo.com   

理事(大纽约会务):  牟百谦(91 外文) 32-46 54th St., 2Fl      Tel: 718-204-0626 

                     Celia Mou       Woodside, NY 11377       linmou@hotmail.com  

理事(温哥华会务):   萨丹(85 生物)    801-2725 Melfa Road     Tel: 604-710-6693 (H) 

                 Danne Sa     Vancouver B.C., Canada V6T 1N4 dannesa2001@yahoo.com  

理事(休士顿会务):    王奋(82 生物)       3622 Deal Street     Tel: 713-662-0768 

                     Fen Wang          Huoston, TX  77025     fwang@ibt.tmc.edu  

理事(温哥华会务):  王美(82 化学) #2817, The Mall, 4500 Kingsway   Tel 604-437-7377(H)   

                   Mei Wang        Burnaby, BC V5H 2A9 mei.wang.vancouver@gmail.com 

理事(秘书、北加州会务): 肖 潇(87 外文) 19700 Drake Drive   Tel: 408-366-1769 (H)  

                     Xiao Xiao       Cupertino, CA 95014   xiao_ye@yahoo.com 

理事(南加州会务):  张明煌(89 数学)     359 Blake Ridge Ct.     Tel: 818-597-8768  

            Minghuang Zhang  Westlake Village, CA 91361    minghuang.zhang@jdpa.com 

理事(北加州会务): 钟美立(90 化学)   3272 Alessandro Drive  Tel: 408-238-6041 (H) 

                  Meili Zhong          San Jose, CA 95135  meili_zhong@hotmail.com  

理事(多伦多会务):  竺伟源(81 化学)   1112-28 Sommerset Way  Tel: 416-590-1809 (H) 

                  Weiyuan Zhu        Toronto, ON  M2N 6W7   charliezww@yahoo.ca 

 

教育基金会主任: 王  奋(82 生物) (兼)  Tel: 713-662-0768  fwang@ibt.tmc.edu 

教育基金会财务: 丁俊祺(85 化学)   15 Spring Valley Rd    Tel: 203-393-7384 (H)   

                    Junqi Ding   Woodbridge, CT 06525   junqi_ding@yahoo.com    

 

EGROUP 管理： 李建良 (87 生物)    jlifz@yahoo.com   352-505-3320 (H)   

GROUP Email: xmuaaa@yahoogroups.com (全体会员) xmuaaa-ec@yahoogroups.com (理事会) 

 
捐款和会费地址 

美国(Payable to XMUAAA) Ms. Yiming Fan, 8 Brattle Dr. # 4, Arlington, MA 02474      

加拿大 (Payable to Yi Ding)： 

     Ms. Yi Ding, Suite 3407, 83 Borough Dr, Scarborough, Ontario, M1P 5E4, Canada 



 

1977 年高考作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