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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和厦门市召开战略合作联席会议签定协议 

母校将在翔安建设新校区 占地 3600 亩 办学规模 3万人 分期建设 百年校庆前建成   据校刊报道, 7月 2日下午，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大学战略合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学校颂恩楼215 会议室隆重召开。会上，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赐贵和我校校长朱崇实代表双方在《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大学共建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协议书》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大学共建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协议书》上签字。 出席会议的省市领导有：何立峰、刘赐贵、陈修茂、黄杰成、洪碧玲、徐模、杜明聪、曾国玲、裴金佳、江曙霞，厦门市有关部门领导王纯民、黄文辉；出席会议的我校领导有：朱之文、朱崇实、潘世墨陈力文、辜芳昭、吴世农、邬大光、赖虹凯，校党委常委白锡能，校长助理庄宗明、王巧萍、韩景义、叶世满、李初环。常务副校长潘世墨主持会议。 朱崇实首先代表学校感谢厦门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厦大的大力支持。他就我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方面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并就我校下一步的发展规划等作了说明。刘赐贵介绍了厦门市的基本情况, 表示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厦大的支持。副市长裴金佳作“厦门市拟帮助解决厦门大学教职工住房意见”的说明。 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在讲话中指出，服务社会是大学的重要职能，服务厦门是厦门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厦门大学一定要积极落实市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各项内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校区规划的战略性调整，二是要加强“211 工程”和“985工程”三期建设，三是要加强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四是要加强决策咨询服务，五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六是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朱之文说，我们要密切配合厦门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求，全方位与厦门市的总体发展战略接轨，在新的起点上，把市校战略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何立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双方今天的签约表示热烈祝贺。     据校刊介绍, 位于翔安新店镇的厦大翔安校区，厦大翔安校区占地总面积 3645亩，比厦大校本部(2188亩)和漳州校区(2568亩)大。翔安校区建设将遵循“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原则，到建校 90 周年（2011年）时，完成翔安校区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的一期建设；争取到建校 95周年（2016 年）时，基本完成翔安校区基本建设任务；争取到建校 100 周年（2021年）时，全部完成翔安校区基本建设任务。    翔安校区的定位是医学、生命科学与技术等应用学科为主的校区，朱崇实说，这些涉及学科专业都将搬迁到翔安校区。预计到 2021年，翔安校区在校生规模达 3万人，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翔安校区将建设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南方基地，大力推动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翔安校区的国际学院将重点开展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办学。目前已有 1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与我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书或意向书，如与韩国仁荷大学合作创办物流管理系，与英国鲁顿大学合作创办现代新闻传媒系、机械精密加工系等，与荷兰海牙大学合作创办工业设计系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等均有相应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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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举办 2008 年联谊会暨理事会换届仪式 

母校和校友总会领导专程来美出席并到各地看望校友      美洲校友会 2008年联谊会暨新一届理事会换届仪式于 2008年 10月 11日至 12 日在纽约举行。     由母校赖虹凯副校长、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校友总会郑冰冰副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于 10月 10日应邀专程前来纽约出席联谊活动和换届仪式。10日晚，美洲校友会创会人、校友会首任理事长、长期担任美洲校友会名誉理事长的吴厚沂学长和夫人陈梅卿学长在当地酒楼设宴欢迎母校贵宾。     11 日中午至 12 日上午，母校贵宾出席了校友会在大型游轮 Norwegian Spirit 号上举办的联谊活动。母校贵宾与来自全美各地的一百三十多名校友及其家人欢聚一堂，畅叙情谊。吴厚沂学长和夫人陈梅卿学长，朱一雄学长和夫人、美洲校友会前任理事长、校友会名誉理事长庄昭顺学长亲自出席了活动。     校友会董事会董事长葛文勋学长、董事李联欢学长通过理事会向年会的举行表示和新一届理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孙勇奎理事长主持了 11日晚在游轮 Maharini会议厅举行的校友大会和新旧理事会交接仪式。他代表旅居北美的全体校友向母校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过去多年来为校友会工作作出过贡献的新老校友们表示感谢。在孙勇奎理事长致辞后，全体起立高唱校歌。 随后，董事会董事傅志东宣布了新一届理事会当选名单，介绍了 10日晚新一届理事会电话会议的情况和理事长的选举结果。经过 10日晚的选举，1981年化学系毕业的竺伟源当选为新任理事长。 出席大会的新届理事刘伟敏、肖潇、范义鸣、许怡雄、刘春华在现场和大家见了面。 母校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和赖虹凯副校长在校友们的热 烈掌声中先后发表了    

讲话。他们分别代表母校和校友总会对美洲校友会理事会的成功换届表示祝贺，并借此机会向居住在北美的全体校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母校建设、发展的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他们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目标，赖副校长还向校友们详细介绍了翔安校区的建设，真诚地邀请校友们对网上即将公布的规划设计方案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王豪杰理事长热情洋溢的讲话，特别是对母校过去几年来准确定位、把握机遇、跨越发展的精辟总结引起了校友们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在纽约的活动 12 日上午结束后，母校代表团于当天下午赶往华盛顿，出席了由刘伟敏、庄缇、赵素薇等校友组织的，有 40 多名校友出席的欢迎会。13日代表团飞往洛杉矶。洛杉矶地区的校友在张新雄等校友的组织下于当日晚举办了欢迎会。14日晚抵达旧金山。15日晚湾区的校友在吴群、肖潇、钟美立、柯耀煌等校友组织下举办了欢迎活动。      这次活动筹备组由孙勇奎、廖谊虹、傅志东、丁俊祺、许怡雄、范义鸣等组成。吴光中、吴秋燕、刘春华等校友也参加了筹备会议和部分筹备工作。    下图:母校贵宾和校友们欢聚在纽约(廖谊虹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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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新一届理事会换届仪式上的讲话 
 

厦门大学副校长 赖虹凯  2008 年 10 月 11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校友：     你们好！     今天，我受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的委托前来参加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的换届仪式。首先，我谨代表母校党委、行政对美洲校友会新一届理事会的产生和新当选的各位理事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也代表母校 4 万多名师生员工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厦门大学校友经常欢聚在一起举行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每当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时，我都非常感动：作为一名厦大人，是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而这一次，与王豪杰理事长和校友总会郑冰冰副秘书长远赴重洋，在大洋彼岸参加这样一个隆重而热烈的校友联谊活动，更是令我终生难忘：这样一个活动，代表着厦门大学八十七年来所凝聚的优秀传统和文化；这样一个活动，传承着厦大人爱国爱校、“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想向活动的组委会，向各位学长和校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陈嘉庚先生创建厦门大学以来，她的建设与发展从始至终凝聚着广大校友的心血和智慧，她的进步和成绩点点滴滴汇集着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在这当中，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洲校友会是母校海外最早成立的校友会之一，1984 年11 月就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成立，今天出席我们聚会的 93岁高龄的吴厚沂学长就是当时首任理事长。在吴厚沂学长、葛文勋学长、庄昭顺学长、李联欢学长、朱一雄学长等老一辈学长的倾力支持和关心下，八十年代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就是所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当中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对母校的关心最强烈的校友组织之一。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坚持按照校友会章程规定，定期举行理事会换届，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到理事会当中来。历任理事会成员团结合作，老中青校友其乐融融！美洲校友会同母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董事会和理事会成员经常访问母校。母校举办重要的校庆纪念活动如 65周年、70 周年、80 周年和 85周年校庆，美洲校友会都派专人出席。美洲校友会在积极推动母校恢复工科建设、复办机电系、筹建厦门大学萨本栋微机电研究中心等 方面都做了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在过去的两年里，傅 

志东学长和即将卸任的孙勇奎理事长及其理事会成员 继承了前面几任理事会所开创的良好局面，在联络、服务美国、加拿大各地区校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也持续为母校募集美洲校友的捐赠，现在，美洲校友会在母校设立的奖助学金有：自强奖教/学金、萨黄淑慎本科奖学金、萨本栋博士助研金、何宜慈博士研究助研金、长汀助学金、阮康成奖学金等。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美洲校友会历任理事会为母校和校友所做的大量卓著的工作！同时，我们也相信，新一届理事会一定会不负众望，把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办得更好，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为校友的成长和成功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校友们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母校各项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借此机会，我把学校的工作向各位学长各位校友作一个简要的汇报。     一是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母校现设有研究生院和22个学院（含 58 个系）和 9个研究院。从 2001年到2008年，母校在校本科生从 1.6 万人发展到 2万多人，硕士生从 2880人发展到 1.3 万多人，博士生从676人发展到 2千多人。现在的母校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校本部外，漳州校区已完成 40 多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现已入住学生 18000 多人。厦门大学的第三个校区——“翔安校区”也正在筹建之中。如果翔安校区建设完毕，母校的办学用地面积将达到 8000 多亩，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在第四、五届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奖中母校获教学成果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2 项，名列全国高校前茅；已有 20门课程入选全国“精品课程”；3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 2005年底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以 19项评估指标全优的成绩通过教育部专家组的评估；母校毕业生是最受社会欢迎的群体之一，一次就业率均达 96%以上。 三是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学校现拥有 1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9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11 个学科项目列入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11 个创新平台和基地被列为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现有 134个 专业可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219个专业可招收培养 硕士研究生，79个专业可招收本科生。在保持传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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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优势的基础上，母校的材料、信息等工科建设取得显著发展:医科学科经过 10 年发展,已取得明显进步；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应用型学科发展势头强劲。     四是人才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33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占 56.4%，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47.2%， 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 73.9%。高层次人才工程取得成效，现有两院院士 20人。22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4人入选国家、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4人获全国教学名师奖，4人获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奖，13人获福建省教学名师奖。     五是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大幅度提高。学校的科研经费从2001年的 0.5亿到 2007年的2.97亿元；近四年新增了2 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5 个省部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和 5 个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共有 5篇论文在 Nature 和 Science上发表；有 2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7年我校共有 19项成果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     六是国际化战略全面推进。目前我校已与美、英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100 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与美国华盛顿大学等 8所高校签订了“全球八校联盟”合作协议，在对外高层次合作办学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对台交流方面，母校已成为台湾研究的重镇和两岸学术交流的重要高校。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在最近两年，教育部、福建省和厦门市签署了《继续重点共建厦门大学协议书》，三方将大幅度增加对我校的投入；厦门市与我校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校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我校与国家特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打开了进入国家科技创新前沿的战略新通道。所有这些，都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面向未来，厦门大学已经站在一个新 的历史起点上。     在新的历史时期，母校将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要紧紧抓好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     二要紧紧抓好队伍建设这个关键，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 全面提高师资队伍与干部队伍的水平和质量。 三要紧紧抓好创新发展这个灵魂，以新的思路推进学校各项建设；要进一步完善科研体制和机制，着力抓好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建设。 四要紧紧抓好改革开放这个动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大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要紧紧抓好改善条件这个重点，加快校区发展布局战略性调整；要认真做好校区发展的总体规划。 

              赖虹凯副校长（后）、王豪杰理事长（右）、郑冰冰副秘书长和              吴厚沂陈梅卿学长在游轮上合影                  廖谊虹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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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校友们，母校现在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而校友是一所大学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校友是一所大学被社会认识最根本、最直接的途径；校友是大学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校友是母校不断追求卓越的不竭动力，衷心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母校，多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共同为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努力！ 最后，祝愿校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发达、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美洲校友会理事会选举结果公告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2008-2010 届理事会选举工作已经完成。本次选举共收到有效选票 91张。现将 选举结果公告如下。(以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NO. Name   姓名  票数 1 Ding, Yi 丁  怡  75 2 Fan, Yiming 范义鸣  80 3 Li，Likun 李里焜  76 4 Liu, Chunhua 刘春华  84 5 Liu, Weimin  刘伟敏  76 6 Luo,Sheng 骆  胜        75 7 Wen, Stella  闻  清  73  8 Xiao, Xiao 肖  潇  78 9 Xin, Yali 辛雅利  73 10 Xu, Yixiong 许怡雄  75 11 Zhu, Charlie 竺伟源  76                     计票人：傅志东 孙勇奎                  复  核：范义鸣 肖  潇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2008年 10月 10日  
美洲校友会召开理事会议 

选举竺伟源为新一届理事长  美洲校友会理事会 10月 10日晚召开电话会议。会议就新一届理事会未来两年的工作重点和理事会的工作分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新理事们的推选和投票, 通过竺伟源(81化学)担任新一届理事长，肖潇(87外文)任副理事长兼秘书，范义鸣(95财金)任理事会财务，刘春华（04化学）和闻清（87 中文）负责校友通讯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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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清（87 中文）；大纽约地区: 许怡雄(83 物理)和刘春华（04化学）; 波士顿: 范义鸣(95财金)；加州:肖 潇

(87外文); 休士顿：李里焜(82生物); 亚特兰大: 辛雅利(83国贸)。             （本刊）  
美洲校友会 2008-2010 理事会理事简历  （按姓名的汉语拼音为序）      丁怡 Ding, Yi(女，91 计统，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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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起任美洲校友会理事，负责校友会在加拿大的财务管理。     范义鸣 Fan, Yiming (女，95 财金，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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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8年在波士顿地区 2家软件公司从事软件测试。现在 EMC公司任高级软件工程师。曾在波士顿地区负责组织或参与组织过多次校友活动。2006 年起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负责校友会的财务管理及新英格兰分会的组织工作。     李里焜 Li，Likun（男，82生物, 休士顿） 1982毕业于母校生物系，1985年获母校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1985-1989年为母校细胞生物学在职博士生，1989年出国，其后返校补论文答辩，获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1989-1997年先后在 UT Austin 和 Rice University做博士后研究。1998-2002年在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任 Research Scientist。2003-2007年在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任Assistant Professor。2007至今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任 Assistant Professor。现任美南厦大校友会会长和汪德耀生命科学基金会理事。在校期间曾任生物系研究生会主席。      刘春华 Liu, Chunhua(女，2002 化学, 纽约) 2002年毕业于母校化学系。2004 年到美国纽约大学化学系就读 Ph.D,  从事 DNA 纳米技术方面的研究。热心为校友服务。2007年中秋节期间与其他几位 90 年代后毕业的校友一起发起组织由纽约、新泽西州 和康州地区几十位校友参加的中秋聚会活动。在 facebook上发起建立校友联系网页（http://www.new.facebook.com/group.php?gid=5842512523），并负责网页的管理。在母校期间曾任研究生会宣传部长，“芙蓉刊”编委。     刘伟敏 Liu, Weimin (女, 87 生物, 华盛顿 DC) 1987年毕业于母校生物系。1991年赴美留学。1994 年从 University of Delaware 获生物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 Howard University医学院和马里兰州一家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一期   -  7  -  

高科技公司从事研究开发工作，任高级工程师。2002年起进入房地产行业。目前是自己创办的长江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热心社区服务。多次参与美洲校友会活动的组织工作。曾担任 1986 年美洲校友会第六届联欢会筹备组的成员，并参与组织 2001年美洲校友会在华盛顿的年会。2002-2004 年曾任美洲校友会理事，负责校友会的财务工作。2007年发起成立厦门大学大华盛顿地区校友会，并任会长。     骆胜 Luo,Sheng（男，86海洋, 芝加哥） 86 年毕业于母校海洋系海洋物理专业.在福州 7427 工厂工作两年后,88年重回母校，91年获财金系货币银行专业硕士学位。在厦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两年后，93 年夏天来美国。95年获 Depaul University的计算机专业硕士。此后在 CA从事系统安全软件的开发工作。2000以来一直在金融公司里开发证券交易系统。近几年来在 Lehman Brothers工作，现已归Barclays Captital. 除刚来美时在 Oregon呆了半年外，一直住在 Windy city Chicago,曾参与几次的Chicago 地区厦大校友的聚会组织工作。     闻清 Wen，Stella (女, 87 中文, 温哥华) 1987年毕业于母校中文系. 1987-1994 年在中国福建日报社任职记者和编辑,1994 年底移民定居于加拿大温哥华, 现从事会计工作.自 1996 年起历任多届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理事,并于 2007年起担任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理事长.     肖潇 Xiao, Xiao (女, 87外文，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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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采购部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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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担任斯坦福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之旅行政执行主任。2006 年起任美洲校友会理事、秘书。     辛雅利  Xin, Yali (女, 83 国贸, 亚特兰大)  

1983 年毕业于母校国贸易系。留系担任行政工作两年后考入母校台研所研究生。1987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母校财金系任讲师。曾是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1990 年底赴美。从事中美贸易十五年。一直是 79级外贸几次聚会的主要联络人。曾组织过亚特兰大地区的校友聚会。     许怡雄 Xu, Yixiong(男，83 物理, 纽约/新泽西) 1983 年毕业于母校物理系，任教华西医科大学 （现四川大学）口腔医学院生物力学室。 1990 就读于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 获医学生物工程硕士。后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1997-1999 曾被选为美国医疗仪器师合格考试委员会成员。2000 年曾随慈善医疗队去哈尔滨孤儿院为孤儿免费服务。 2001 转任职于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负责 IT Infrastructure 至今。 并获 CISSP 合格证。     竺伟源 Zhu, Charlie (男， 81化学，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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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住加拿大安大略省 Richmond Hill，供职于 Comsolone Inc.，任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热心为校友服务。是多伦多地区多次校友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2006 年起任美洲校友会理事，负责多伦多分会的组织工作。  

 
                                   出席 2008 纽约联谊活动的年轻校友  刘春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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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厦门大学大多伦多地区校友聚会 
 

竺伟源 (81 化学)      经过很多校友的共同努力，我们的 2008 厦门大学大多伦多地区校友聚会于 7 月 5日顺利举行。近 60 位厦大校友及亲友共百余人参加了当日的聚会。     聚会开始，与会者合唱校歌，缅怀校主陈嘉庚先生，体会母校恩德。     聚会期间，不少校友就大家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所关心的话题作了精彩的演讲，使各与会者得益匪浅。饶玉树（洛浩津）、李劼校友作了有关房地产现状、走势及相关信息的演讲，蔡远智、丁怡校友作了有关子女中文教育、私校申请等专题的介绍，陈舒平、罗礼刚校友作了职场注意事项及生意机会的报告，林国辉校友作了关于颂恩理念的宣讲。     参加聚会的校友多是分别了几年、几十年的同学、老师、老乡、朋友。久别重逢，有着忆不完的过去，说不光的现在，道不尽的将来。生雕琢着我们，我们体味着生活。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4个半小时的聚会略显仓促。过去，我们都曾在厦门大学的殿堂里学习、工作、生活。现在，又是厦门大学的旗帜把

我们这些在大多伦多地区的校友聚在了一起。陈嘉庚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校训将一直激励着我们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聚会前后及聚会中，美洲校友会理事丁怡同学在组织、准备及成功完成聚会作了大量的工作。陈舒平、蔡远志夫妇，邱素卿、章映金夫妇，殷钰萍、史建华夫妇，林晖、陈莹莹、竺琳等及其他许多校友都为聚会的准备做了很多工作。在聚会场地的布置和清理过程中又得到严桓夫妇、王月祥、陈利图及其他很多校友的支持。本次聚会得到了厦大美洲校友会理事会的财务支持，得到新时代电视、大中报，北美时报，加中时报，环球华报，北美生活报、Torcn.com，51.ca 网站等媒体的支持。 本次聚会，不少校友因时间冲突而不能到场，还有一些校友联系不上。在以后的校友活动前，应该把宣传工作做得更早、更广一些，争取有更多的校友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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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校友华府聚会                                                     多维社记者 慕云      由厦门大学赖虹凯副校长、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和校友总会郑冰冰副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于 10月12日来到华盛顿 DC作短暂停留并拜会厦大校友，居住在大华盛顿地区的 40 多位厦大校友，12 日傍晚在马州新陶芳餐馆与母校领导们欢聚一堂。   这次聚会由刘伟敏、庒堤等主持。晚宴开始，庒堤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来宾。接着，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讲话，他说，在海外的校友们都很关心母校，母校也很关心校友。中国的大学在近年来发展很快，厦大的发展理念一直都是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厦门大学是由陈嘉赓华侨创办的大学，地处特区，层次很高，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学生。厦门大学是一所副部级的大学，是教育部的重点大学，位列前 30名重点大学之中。厦门大学发展顺利，厦门大学会建设得更好。 赖虹凯副校长介绍说，厦门大学对校友的工作非常重视，这也是大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名校之所 以成为名校，与名校校友的成就与贡献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厦门大学各个学科建设都发展得很快，相继成立了厦门大学漳州分校，还将有第 3个校区为医

学院、生物学院及药学院等，希望校友们有空常回母校来指导。   郑冰冰副秘书长提到，厦门大学与其他大学不一样，校友会与基金会是独立的机构，校友会的任务是联系校友、服务校友、帮助校友更好地工作和成才。改革开放以后校友会尽最大的努力将全世界的厦门大学校友联系起来，提供帮助、解决问题、提供资源。 接下来是校友介绍，大家互相问候致意，亲切交谈，校友们仿佛回到了母校，大家畅所欲言，现场充满热烈的交流气氛。 最后是大华府地区现任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著名房地产专家刘伟敏向大家介绍厦门大学校友会在纽约召开总年会的工作内容和今后的工作方向。刘伟敏介绍说，今年共有 120 多人前来参加年会，年龄从24、5岁的年轻人到 93岁的老人，从中能感受到广大校友对母校的热爱和关心。   前来参加本次聚会的还有长江地产总裁戈宝纯、希望中文学校前理事长姚远等。(多维时报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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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湾区校友热烈欢迎母校代表团      母校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赖虹凯副校长、校友总会郑冰冰副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在纽约出席了美洲校友 2008年联谊活动和换届仪式后, 不辞辛苦特意赶到旧金山硅谷逗留一天看望当地的校友。消息传来，厦大友人王晓东先生及吴群、肖潇、钟美立、柯耀煌、陈瑶琪等校友热情接待了代表团，分别陪同他们看望了陈为敏学长，参观了硅谷翼华科技有限公司（eHealth）公司，英特尔（Intel）博物馆，游览了迷人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及旧金山等著名景点, 并在短

短的时间内通知周围的校友，于 15 日晚上在香港西贡渔港酒家为代表团举办了欢迎会。老友互诉衷肠，新朋相见恨晚。新老校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倾听了王理事长和赖副校长的精彩演讲, 对母校近年来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鞭策, 更纷纷表示今后要和母校及其他校友们多多联系, 并将积极参与当地校友活动的筹备工作。欢迎会在大家依依不舍的道别中结束。(肖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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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聚与工作 傅志东（82化学 现居美国）      美洲校友会在今年（2008）十月十日至十二日举行的校友欢聚，颇有一些创新气息，母校赖虹凯副校长、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原校党委书记）和郑冰冰副秘书长，远自厦门前来指导，重点所在是游船Norwegian Spirit 号，参加校友连家属 130 多人，欢乐融洽气氛弥漫整个过程。     此外在十月十日下午，由孙勇奎理事长驾车到机场，迎接母校三位嘉宾，并游纽约市区，然后到新泽西州之小苏州酒楼，出席校友会创始人吴厚沂学长和陈梅卿学长之欢宴，陪客计有理事长孙勇奎、廖谊虹、徐静、吴光中、肖潇、范义鸣和我，宾主共 12人。席间从三位嘉宾谈话，获悉母校进展新貌，大家甚感欣慰之余也畅谈个人在校时的种种趣事。王理事长（为在座多位的当年导师）补充不少资料，赖、郑两位趣谈亦多，还有梅卿学长的精简插话以及厚沂学长的应时即兴笑话，随机补充，使得自始至终，喜气充盈、笑声不断,直至九时始尽兴离席，改由廖谊虹、徐静夫妇驾车陪嘉宾目游夜景之后，才回旅馆，这些活动可说是这次游船欢聚的前奏曲。     筵席散后，举行董事及新届理事电话会议，讨论未来两年校友会的工作重点, 决定竺伟源为理事长，以及其余各位理事之分工。董事长葛文勋学长亲自参加电话会议，回答新理事们的种种问题, 并作指示。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热烈，收获颇多。会议从晚九点刚过就开始，到近十二时才结束，是“欢聚不忘工作”也。     自十一日中午开始，参加欢聚之校友和家属以及三位嘉宾，陆续到游船码头，办理登船手续。上船后，在分派名牌、开会秩序单、姓名舱号详细表和取自助餐之时，众人相见甚欢，有熟识者、久失联络者、只是闻名者、初次见面者，莫不欣喜非常，握手、拥抱、交谈、笑谑，真是“其喜洋洋者矣”！     游船于四时启航，大家来到顶上层甲板，在风和日丽之下，游目骋怀，观赏海景，交谈甚欢，友谊弥坚，最欢乐热闹的,要算是摄影场合，大小团体合照，小组友好或初识新知拍照，组合之众，“品种繁多”，高兴欢笑得“不亦乐乎”，克奏联络交谊之效！     六时，众人衣冠楚楚地端坐在 Maharini’s Bar会场，首先由理事长孙勇奎致词，欢迎母校三位老

师，光临指导，感谢校友们热诚参加，至于为此次欢聚而多方服务的多位校友，也在此向他们致谢，末了希望大家享受一个愉快周末，将来多多参与本会各种活动，随即分发校歌，全体肃立高唱，并请到会的五名新届理事，到台前和大家见面。他们是范义鸣、刘春华、刘伟敏、肖潇、许怡雄，获得会众内心欣感，深庆得人。然后恭请王理事长讲话。王老师称赞本会为最早成立而成效昭著的校友会。二十多年来对母校的贡献，影响海内外校友会的成立，刊发《校友通讯》的高效，校友友爱合作的精神，都极堪赞许。溢美之词，令吾人亦喜亦惧，喜的是获得老师嘉许；惧的是恐怕将来若无进步，将令关怀垂爱者失望，便罪莫大焉！因此吾人必须努力向上，自强不息！继请赖校长讲话，从中获悉母校恢弘近貌以及将来发展宏图,所举事实和数据, 令人兴奋，深觉吾人得以母校为荣，亦当使母校以吾人为傲。最后郑副秘书长的精简讲话亦令人感奋。     大会插曲是孙理事长上台宣告吴厚沂学长偕夫人陈梅卿学长到来欢聚，十分难得。吴学长创立本会，功劳甚大，24 年来从不间断地为本会尽心竭力服务，令人钦敬。本月 21日为吴学长 93寿辰，吾人谨备由三位老师和众校友签名的贺卡，献给吴学长，祝他健康长寿！吴学长给这意外插曲所激动，惊喜起立，接过贺卡，转身向在座各位，鞠躬道谢，场面感人！末了拍摄团体照，大会结束。此次大会对新旧理事和校友们的鼓舞不小，对本会的工作，帮助甚多，这是“欢聚不忘工作”的另一章。     大会之后，大家便到剧场，观赏表演。九时半到Windows Restaurant餐厅用餐，菜式丰富，气氛良好，正在各人谈笑用餐当儿，又来上一道插曲：我向大家宣布，大会为庆祝吴厚沂学长 93岁寿辰，特备巨型生日蛋糕，分享诸位，祝贺吴学长健康长寿！吴学长在惊讶中连梅卿学长给众人簇拥到大长桌前，众人环立，高唱生日歌。吴学长吹烛切糕后，多谢大家，并大声说：“大家吃了这生日寿糕，也必健康长寿！”引得全场欢声雷动。用餐刚毕，众人要吴学长讲笑话，他就讲了两则：“误用成语”和“善用成语”，博得众人捧腹大笑，餐会于是尽欢结束。余兴未尽的，三五成群，或逛游船上各处，或交谈叙交，各适其适，尽兴之后，才各自回舱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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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早上，大家陆续来到偌大的餐厅取用自助餐时，碰到胸前别着“厦大校友”名牌的，不论旧雨新知，便相约同桌用餐，虽是分坐各区，但都不外是畅谈旧事、结交新识、约期再会、交换名片等等，另有一番情趣，也大收联谊效果。     早餐后，除了因为居住遥远或有事而必须离去的之外，多半校友以及三位老师和朱一雄、庄昭顺两位老学长，都到顶上层甲板，再来一次聚合，嬉笑、畅谈、拍照的欢乐场面，持续了大半个上午，终于在一股依依不舍的心情笼罩下，互道珍重，握手拥抱道别。 回顾在船上各种大小场合的校友三五或八九聚谈，其中有不少深具意义的见解。概括来说，包含对此次欢聚之妥善安排而欢慰，对未能令会众作自我介绍而遗憾等等以及对本会《校友通讯》编印寄发问题，对校友《通讯录》多年未见新版等等。凡此见解，都甚有意义值得吾人深思改进，这又是“欢聚不忘工作”的另一章。 

  

 

 

 
           上图:  新老校友在大会上高唱校歌(廖谊虹摄)           下图: 母校贵宾和校友们合影(赖虹凯提供)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一期   -  13  -  

9 月 13日凌晨凶恶的飓风 IKE正面袭击Galveston，飓风无情地摧毁着房屋、大树和电线杆，凶猛的海浪扑进海岛的大街小巷… 值得庆幸的是，飓风到来之前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撤离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了，不幸的是，飓风造成的长达几十天的断水、断电使他们暂时无法回归自己的家园，海水的侵袭使数以千计的房屋遭受严重破坏，使屋内的家具、衣物丧失贻尽… 数万受灾者当中包括了 11位 Galveston的厦大校友，他们当中有些是刚来不久的学生、学者。校友有难，我们怎么办？在理事的讨论中虽然大家意识到救灾是超过校友会能力的事，但是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温暖Galveston校友的心，至少在精神上支持他们。美南厦门大学校友会理事会随即向 Galveston的厦大校友发出慰问信，号召 Galveston 的厦大校友互帮互助、共享信息资源、争取获得政府和保险公司的最大补偿，同时理事会在 2008秋季聚会 上发起为 Galveston校友飓风灾后重建家园捐物、捐 

款的活动。根据 Galveston校友的反馈，理事会决定将捐助的重点放在捐赠生活最必需的家具用品上，理事会的倡议很快得到了校友的呼应，黄榕、王奋、方红、廖岚、周革、周芯慧、柳端、郭东川、吴冬子、任承贞和李里焜等校友纷纷捐物、捐款。11月 29日，在举国欢度感恩节长周末的温馨日子里，校友会租用的大卡车满载由 Katy、Sugarland和休士敦等地上载的家具和其它物品开进 Galveston，将家具等物品分送到需要帮助的 Galveston校友家中。当 Galveston校友在正在重建的家中收到这些满载校友深切情谊的物品无不深深感到“厦大人”家庭般的温暖，他们纷纷致信向校友们表达他们的谢意。林翔、张决和张永有三位小伙子无私地奉献他们宝贵的假日时间奔波于各处装车地点为家具装车。方红和黄榕的家人也为家具的装车鼎力相助。   

母校代表团和洛杉矶校友们合影 （张新雄提供） 
 
美南校友会向受灾校友送去深切情谊  李里焜  (82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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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美洲校友 2008 年联谊会校友名单       厦门大学副校长赖虹凯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副秘书长郑冰冰  傅志东 1982 化学 许东华 1994 计算机 陈治 2000 化学 刘庆榕 1981 生物 孙勇奎 1982 化学 徐  立 1985 化学 荀莉萍 1986 化学 胡艳玲 2003 材料系 徐静 1982 化学 廖谊虹 1982 化学 董音 1981 化学 潘海鸥 1981 化学 陈晓红 1983 国贸系 吴光中 1982 化学 丁静萍  外文 林晓萍 1981 化学 张福山 1981 化学 林珊 2006 国贸 洪海征 2000 生物 史大林 2000 生物 林明祥 1997 化学 盛峻丽 1996 旅游管理 林旭 1982 化学 田力 1982 化学 丁俊琪 1985 化学 吴厚沂 1946 教育 陈梅卿 1946 会计 莊昭順 1946 法律 朱一雄 1947 中文 郑金键 1988 化学 蔡文铮 1992 生物 薛奕 1998 化学 刘春华 2004 化学 黄娇容 1998 化学 肖潇  1987 外文 卢伊莎  2007 金融 任冠蕾 2006 金融 何凝千 2006 金融 王雯 2005 金融 许月红 1982 化学 

杜子静 1982 海洋系 林  麟   张亦昕 1992 生物 郭大海 1992 生物 陈邦添 1986 经济 胡美风 1988 计统 纪思遥  2005 生物 邹毅 1984 化学 黄安娜 1982 化学 卓琪 1983 化学 汪青萍 1984 化学 冯小松 1985 物理 李竹吟 1983 化学 欧阳江波 1982 化学 游铭 1982 化学 廖联安 1983 化学 蔡一珍 1985 财金系 李文莹 1984 化学系 许怡雄 1983 物理 何芳明 2007 电子工程 张雪松 1996 计统 李望智 2006 生物 邵敏华 1999 化学 陈重 1982 海洋系 范义鸣 1995 财经 黄哲琳 2004 电子工程 刘静 1983 外文 徐晓蜜 2001 化学 孙玲 1998 化学 王星语 2007 化学 黄明生 1984 化学系 陈小敏 1982 哲学 黄慧丹 1983 外文 徐笑 2006 化学 李佶 2006 软件工程 甘成林 2005 海洋 吴娇 2001 管理 徐怡 2007 材料系 黄晴蓝 2008 国际经贸 王惠琼 1999 物理 刘伟敏 1987 生物系 石川 1983 海洋物理 詹世利 1989 生物系 陈东 1982 化学系 (根据报名名单和顺序整理, 可能有遗漏,  敬希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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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保持校友联谊及互助活动  闻 清 (87 中文)      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创立近 18年以来，保持每年组织至少两次以上校友联谊活动的传统，并积极热心地促进校友间的互助联络。     温哥华厦大校友会是 1991年由 47届化学系老校友刘藻琴女士和先生（卢传曾，已故，厦大电机系校友）共同发起创办的。第一次活动就在他们位于Burnaby的家中，后来几年的活动主要放在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的学生会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有不少校友在 UBC就读，后来渐渐扩大到大温地区，活动也开始分散到 Burnaby，Vancouver等地，但始终保持一年至少两次大型聚会的频率，参加者虽然不断有新旧交替，但基本保持在40-50人的规模。能够发展保持到今天，都仰赖历届会长、理事们和热心校友们的共同维护和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2届化学系校友王美曾经担任过多年会长职务，对校友会贡献很多。      校友会由校友推选的理事会管理，建立通讯录，每逢活动都通过 email、电话通知校友，并同时在本地中文媒体和网站上刊登活动通知或照片文章，也有不少新成员因为看到新闻而联络加入校友会的。每年我们的分管财务都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活动经费的收支

情况，校友会不收会费，只每年收一次 5元的活动经费，用于支付聚餐活动时需要提供的饮料、杯盘、纸巾等杂项开支，户外活动多数采取 Potlock形式自带菜肴，有时也举办室内餐饮卡拉 OK活动，就实行经费分摊。校友会帐户除了一些捐献外，主要就是这些小经费的结余，不存大笔款项。遇到校友间有意外情况需要援助，就实行单次捐款活动，自愿捐助，校友会帐户若有结余，也适当捐出部分加入校友捐助款，聊表心意。     2007年，86 届财金系校友郑昭红不幸罹患重症，校友会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出校友上门探望，并在校友会发动自愿捐款活动，资助和鼓励与病魔作战的校友和她的家人。至今年秋天郑昭红校友蒙主召唤离开人世，校友会也及时发布消息通知校友，参加追思会并自愿捐助等，得到家属的反馈好评，并感谢校友会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温哥华厦大校友会与本地其他华人社团和中国使领馆关系良好，其中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侨务领事王坚是厦大 04 届 MBA毕业的校友.他在任期间与校友会关系融洽,并携眷参加校友会组织的聚会联谊活动。目前他任期四年将满，拟定于明天春节前后返回北京。 

 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 2008 年 6月联谊聚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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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校友会 

秋季聚会 
 美南厦门大学校友会于 10月 25日（星期六）下午在休士敦的 Regency Square Tower 举行秋季聚会。三十几位校友参加了这次聚会。聚会在激昂的厦门大学校歌声中开始，紧接着，几位新近返校和回国的校友用幻灯片的形式向与会者介绍他们的母校之行和回国观感，他们生动的演说和精彩的图片博得校友们一阵阵的喝彩。美南厦门大学校友会理事会还借这次聚会发起为帮助盖文斯顿（Galveston）校友飓风灾后重建家园捐物、捐款的活动。聚会还进行了抽奖和卡拉OK等项活动。 (李里焜)     (图上)鲍亚群校友向校友介绍母校之行      (图中)校友们高唱校歌      (图下)美南厦门大学校友会秋季聚会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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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厚沂学长关于辞去美洲校友会名誉理事长 

给孙勇奎理事长的信 

 
            编者注:  吴厚沂学长(1946级教育系) 是美洲校友会的创会会长。曾任校友会首届(84-88)       第二届(88-90)理事长。1990 年 8 月起被聘为校友会名誉理事长。吴厚沂学长一向重视校友       会的新老交替和校友会工作的薪火相傳。他多次请求辞去名誉理事长的职位，并表示要一如       继往地关心和支持校友会的工作。这是他给时任理事长孙勇奎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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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报告  一 奖学金     今年 4月 20 日，母校生命科学学院遴选六名清寒，品学兼优在院学生作为第五届（2008年） 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得奖者。每名发给奖学金人民币2,500圆。其芳名如下：  刘小芬（Liu Xiao-fen)，04 生物技术； 巫渭欢  (Wu Wei-huan)。05 生物科学， 吴素琴 (Wu Su-qin )，05 生物科学，  詹海茂 (Zhan Hai-mao)，04 生物技术 , 张鲁秋 (Zhang Lu-qiu )；06 生物科学， 庄婷婷 (Zhuang Ting-ting), 06 生物科学。 自从开办以来，共发 28名奖学金。      最近郑立谋董事由国内返美提起，校内清寒学生较多，希望将来增加奖学金名数，并可能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继续募捐。他与两位董事已作初步计划，准备为本会在外捐款，请大家协力帮忙。 二 财政现况    今天（06－07－08）接到 Merrill Lynch (ML) New Haven Office 的报告，本会的财政现况总结如下：     1，存款（5／30／08）约计：US$56,235.62.     2. 支出： 今年奖学金及寄费：US$2,204.00             今年 ML管理费：US$80.00 三 怀念本会几位赞助者     本会开创之时，得到不少各地校友及热心友好的赞助。过去几年中，不幸天公无情，其中几位友好，因病辞世，我们对他们，至表哀悼：  1。 汪德钟名誉董事，曾捐 US$4,980.  2， 李陆大名誉董事，曾捐 US$10,000. 3， 陈至德博士，曾捐两次共 US$1,100, 4。 丁蔡悦诗学长，曾捐人名毕 10,000圆. 最近蔡学长于 5 月 31 日在泰国不幸因病去世。各地校友，均表痛失一代优秀的英才。丁政曾与蔡悦诗伉俪曾两度为母校捐款，第一次为盖建文楼捐港毕434 万圆；第二次为嘉庚楼群盖颂恩楼捐人名毕 2,000万圆。他们的慷慨爱母校之心可作我们的模范。  各位如对本会有新捐款，请寄财务李里昆博士。他的住址如下：   Dr. Li-kun Li   3910 clarestone Drive   Pearland, Texas 77584  e-mail: likun_l@yahoo.com Telephone: 713-791-1414 (O);282-412-9046 (H) 

支票请写：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并注明 for Deyao Wang life Science Scholarship Fund. 在美捐助者可得免税。 各位如对本会事务有所建议，请随时来电告知。 顺祝 公安   美洲校友会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董事会董事长                       李联欢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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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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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6月 7日  
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董事会公告       本月 13日承本会吴厚沂学长认捐美金 5,000圆,分两年交纳。今年已交 3,000圆。这次捐款，给我们重大鼓励。各位校友如有捐款，十分欢迎。请寄本会财务李里昆博士。在美捐助者可得免税。     闲时祈多指教，专此敬祝 夏安        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董事长李联欢                                  2008.7  
美洲校友捐款的各项奖学金颁发  在建校 87周年庆祝大会上, 母校校领导为校级奖教奖学金获奖者颁了奖。其中“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和“厦门大学自强奖学金”由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捐款设立。本年度自强奖教金的获得者为法学院的肖伟教授和化学化工学院的谢兆雄教授，自强奖学金的获得者为经济学院的靳刘蕊同学和化学化工学院的黄登通同学，获奖者每人奖 200 美元。另外, 校庆大会上颁发的校级奖“萨黄淑慎本科奖学金”和“萨本栋博士研究助研金”由萨本栋教育基金会和萨支唐教授捐款设立。     由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管理,由原厦大长汀时期法学院阮康成教授的儿子阮建如先生设立的“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每年在母校教育研究院奖励一名研究院的研究生。获奖金额每年 3000元人民币。今年度的获奖者为教育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王蔚虹同学。 由曾庆沅学长资助设立的“曾玉山助学金”自2001年以来，已经有 14 多位同学获得了资助。该助学金也由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管理。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为教育基金的募集和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教育基金会财务由丁俊琪博士（85化学）负责管理。校友会是 IRS 501(c) 类免税机构。有关捐款事宜请和丁俊琪博士联系，EMAIL: junqi_ding@yahoo.com. (傅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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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为 5.12 地震捐款      5 月 12 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深深牵动了在北美的厦大校友的心。地震灾情传来后,许多校友通过各种捐款渠道为受灾的同胞献出爱心。不少校友投入了当地华人社团、中文学校、教会的捐款组织活动。美洲校友会应校友们的要求发起捐款活动，并获得了校友们的热烈响应。有一位校友通过其他华人社团已经捐款多次, 获悉校友开展募捐活动后，又再次慷慨解囊, 而且要求匿名。校友会董事长葛文勋和理事长孙勇奎带头捐款, 财务理事范义鸣热心认真地受理一笔笔捐款, 及时为校友们寄去供报税用的捐款收据，并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将一万多美元的捐款电汇给中国红十字会。范义鸣同学的热心和负责受到了校友们的好评。捐款名单附后，合计$10600。(傅志东） 

萨本栋基金会 2008 年董事会议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 2008年董事会议于 2008年4月 7日在母校举行。出席董事会议的有蔡启瑞、邵建寅、葛文勳、庄汉水、吴伯僖、林祖赓、田中群、康俊勇等董事。孙世刚、金世添、张存浩董事因事请假。吴厚沂、傅志东、林旭 3人委托葛文勳代表；蔡悦诗、苏林华 2 人委托吴伯僖代表；施淑好、陈台权2 人委托邵建寅代表。会议由基金会董事会主席邵建寅主持，许乔蓁记录。     全体董事首先为洪文炳董事的逝世默哀 1分钟。 基金会董事会总裁葛文勳教授随后报告了董事会一年来的工作，介绍了基金会和萨本栋微机电研究中心在人才引进，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扩大中心在国际上的影响，及中心的设备购买和管理的等方面工作开展的情况。基金会财务主管庄汉水先生总结了美国、香港、厦门账户的收支情况。基金会主席邵建寅先生报告了 4月 4日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出席执委会的人员有：主席邵建寅、总裁葛文勳、财务主管庄汉水、审计主任吴伯僖、特邀董事蔡启瑞、林祖赓、田中群。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比较重大的若干问题，为全体董事会会议做了准备。 4月 5日朱校长接见了执行委员会 4个执行董事，并和董事们交换了基金会和萨本栋微机电中心的发展和定位问题的看法。 基金会董事会经过讨论，达成系列共识 （1）转变对中心的管理体制。今后，微机电中心的人事、运行经费由学校进行管理。基金会从旁协助，例如技术指导、介绍和联络相关企业进行合作等等。（2）栋基金会的经费主要用于奖励优秀人才和成果，促进学术交流。（3）建议萨本栋微机电中心设立“学术委员会”，其成员来自厦大领导、研究团体、基金会、国内外特约的 MEMS学者。委员会的功能是审核中心的进展和计划，并对中心的发展方向、开拓领域进行建言献策。（4）建议学校明文规定“萨本栋微机电研究中心”中的“萨本栋”三个字，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不要改动。（5）重申微机电中心，是全校各院系共享的科研平台。微机电中心的收费，分成 3类：校外单位、校内各院系、文章及成果共享的合作单位。（6）基金会的经费，要进行统一管理。基金款绝大部分要在厦门开支。（7）从 2001年第一次董事会以来，随着岁月的推移，老校友们大部分年事已高，有的身体欠佳，需对基金会董事成员进行调整。2008 调整后的董事会成员是：主席邵建寅、名誉总裁葛文勳、总裁林祖赓、财务主管庄汉水、审计主任吴伯僖；董事有蔡启瑞、金世添、佘施淑好、陈台权、蔡悦诗、苏林华、田中群、康俊勇、傅志东、林旭等。 （本刊） 

Wen Hsiung Ko EE 46  4,584.09 

Jiazhen Guan Biology 87 50.00 

Yiming Fan Finance 91 245.91 

Yaotang Wu   50.00 

Yongkui Sun Chemistry 77 150.00 

Shujun Wang Physics 80 200.00 

Qingrong Liu   100.00 

Chentao Yu &ChunZhen Chemistry 83 200.00 

Lieng-Huang Lee Chemistry 47  50.00 

Shawn Y xie   100.00 

Our anonymous alumni 

friend Economics 87 200.00 

Minqi Bao   500.00 

Wenyu Lin   20.00 

Junhui Xu & Xiaomeng 

Wu Math 81 200.00 

Junli Sheng   100.00 

Celia Mou   300.00 

Hong Liu Biology 82 50.00 

Kezhou Xie & Xialian 

Chen   1,000.00 

Jianmin Chen   600.00 

Yirong Mo   500.00 

Jianliang Li & Lizi Wu Biology 87 300.00 

Lin Rao   200.00 

Yi Yin Biology 85 100.00 

Yaping Sun   100.00 

Hou I Wu Education 46 100.00 

Yong Tang & Jingxuan 

Liu 

Biology 92 & 

95 150.00 

Youjian Xu & Youchia Li    50.00 

Jie Wu Biology 82 100.00 

Shannon Zheng 

Business 

Admi 9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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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 1947 级毕业六十周年欢聚大会来宾代表致词  吴厚沂（46级教育系现居美国）      这次来参加 47级级友欢聚，感触甚多，兴奋不已！这可说是众来宾的共同感受，其实主人家 47级级友，也应该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八十多岁以上的老人，能在离开母校六十多年之后，还经过人生许多历练，如今能重聚在一起，谈以往的情景，讲现在的状况，当然会感触万端，兴奋万分！     因此想到所谓老校友，一般是指 1950 年以前的校友，其中比较有组织活动的，只有 46、47、48、49这四级，它们曾出版过多期颇有规模的级刊，也曾举行过多此大型的级友欢聚。但自从前年开始，各级活动，渐露疲态，大有强弩之末样子。先说级刊，46级的已突然停刊，47级的在这次大会之后将是最后一期，48级的好像已决定改为简单形式的通讯，49级算最有勇气，编者说：“力争办到 2009年毕业 60周年，作完满结束”。虽然“力争”也要“结束”。47级的侧闻已停刊，余稿拟并入《厦大通讯》。值得一提的是《机电系系友通讯》，编者独自一人，支撑了十多年，征求继任人选，迄今多年，并无佳音回应。这都是受制于自然定律，因为各人年纪渐老，精力就衰，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放下这有意义的活动。正在各方校友彷徨无助之际，幸亏校友总会在工作极其繁重之下，毅然允为老校友们编印《厦大窗谊》，第一期已在六月刊发，这使老校友们可以继续抒发情怀、互通讯息。我十分诚恳地希望大家对它竭力参与和热心支持，这刊物才能不断地发展下去。同时我对校友总会表示无限的感恩和崇高的敬意。我之所以讲这些出刊的事，是因为它和今天大会的精神是一致的，目的是相同的；并且深切希望校友们为这件事，共同努力，务使大会的精神和刊物的发展永远存留。     现在略谈老校友们的大型级友欢聚，今天的欢聚，可说是最后的一次，除非将来出现了极其意外的惊喜因素，这机遇不易出现，所以这次欢聚，十分难得而意义重大，因此来的级友和校友，人数不少，情绪激昂，只看昨天大家报到的热闹情形，今早各人亲切畅谈的气氛，便可见一斑。现在为了使大家在这难得可贵的场合，认识远道而来的来宾和级友，以增加大会的欢乐气氛，也促进会后彼此的交流和情感，请在我恭敬地叫出各位名字的时候（不尊称学长，简单亲切），站起来和大家认识：从美国来的朱一雄、庄昭顺、陈振苍、陈梅卿和我，从加拿大来的王兹瑞，

从泰国来的蔡悦诗，从菲律宾来的邵建寅、庄汉水，从台湾来的金世添，从国内来的来宾鲍光庆、曹祖庆、王其灼、杨昆、舒文烈。如有漏掉，请补充，并原谅！最后也是最重要要介绍的是母校和校友总会的老师：母校代表潘世墨老师，他公务很忙，大后天会来和我们见面，总会代表，联络主任石慧霞老师，刊物总编黄宗实老师，他们最值得我们的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我们在这六天的大会里，将会很高兴、很快乐地享受一切，这要深深感谢 47级厦门联络组的洪敦枢、罗郁聪、陈传淡的贤劳：罗郁聪的电话和传真，忙个不停；陈传淡收集材料、统计资料，费神不少；洪敦枢更是联络、计划、无微不至，就在开会前三个礼拜的九月廿四日，还赶发通知给参加人士。其中谈气候好像气象台在报告天气；讲交通，海陆空的情形都详列；说旅游，比旅行社的广告更动听；提醒大家携带衣物，差不多要带几双袜子都提到，真是情深似海、心细如尘！至于实地工作者彭立德和他的爱妻李雪卿，这对夫妻档两年来多方筹划，各处联系，工作不停，尤其近月来的紧急行动，任劳任怨地苦干实干，值得敬佩和感谢，而且彭立德大病虽好，小病不少；李雪卿中风之后，健康虽有进展，行动还是诸多不便，但两人同心，都为这次大会全力以赴，令人感激万分！现在恭请他们逐位站起来，接受我们的敬意和感谢。有请洪敦枢、罗郁聪、陈传淡、彭立德。雪卿在两周前在家摔跤，伤及腿骨，现在医院治疗，情况甚好，昨天一雄、昭顺、梅卿和我，到医院慰问她，并代各位向其问候。     当然大会能召开，全靠级友们的大力支持以及办事人的通力合作，才能有今天的欢聚。至于同来的陪伴者，也功不可没，没有你们的陪伴，身体不方便的来宾和级友，就无法参加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母校和校友总会的老师们的远道来临并指导，使大会增光，校友受益，我们来宾也沾光不少！     恭祝诸位：健康快乐！永远幸福！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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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的感想 
吴厚沂（46级教育系 现居美国） 

      厦大 1947级毕业 60周年欢聚大会，在今年（2007年）10月 15日至 21 日在武昌举行，本人和梅卿有幸，承邀赴会，参与多项欢愉的活动，度过一周快乐的时光，欣喜满足之心情难以表述，除了增加对母校之怀念和感到友谊之可贵之外，最明显的具体收获，便是与会的校友，加深了认识和增进了情感，只看大会外彼此欢悦交谈，游览中亲切问讯，分别时依依不舍，实在令人感动！无怪上海王其灼（以后都不加称学长）会提议趁 2010 年上海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老校友欢聚，当时得到不错的反应，率直的张儒为脱口而出地说：“我一定参加！”以王兄组织能力之强，贤能部属之众，又应会获得上海校友会之助，此事并非不可能 。再看此次武昌大会之工作，除彭立德领导指挥外，实在得力于其长媳肖宏智，次媳汪金芳，表妹余进萍和表侄女余小明（非进萍的女儿）之助甚大，举凡餐饮之督导，交通之调度，大会之安排，什务之处理，甚至会众私事之协助等等，都是她们劳心劳力而完成的，王兄的皇亲国戚，枝叶繁茂，动员起来，可与彭兄看齐。     不只此也，乌鲁木齐的杨昆父子，也提议在 2010年之前，可在其久居地，举行老校友欢聚，但是大众觉得新奇而有趣，虽一时反应不出，但欢乐气氛可以感觉到。以杨兄之热心及世兄之贤能，加以乌市给吾人之新鲜感，此事可能成真。杨世兄之贤能，可在联欢晚会中见到，他独个儿的新疆歌舞，赢得大众高度欣赏，他以壮大身躯，演出柔和舞姿，有节奏的歌声，引起全场击掌附和，不炫耀、不卖弄而顾及大众的爱好，尤其耗时不长，戛然而止，使观众有回味无穷之感，至于对老爸老妈之孝顺服侍和对诸世叔、伯之看顾有加，确是一位通情达理，热心能干之士。 更有进者，会外闲谈，有建议在台湾举行老校友欢聚者，我以为如能实现，是破天荒第一遭矣，想必能广泛引起不少人的兴趣而参加，台湾有金世添拉头缆，周咏棠掌大旗，陈树勋、黄逵九、杨肇凤、陈希杰、谢又华、卢衍祺、黄海、叶燊、傅百屏等等及其亲属、旧部之协助，何事不成？！     以上三项建议，具见受武昌大会之影响不小，而各人之老兴正不浅也，只望王，杨，金及热心校友们，拟出欢聚时间、当地特色、活动简要、交通概况（会后旅游）、费用约数（请热心金主资助）等等，

公布于《厦大通讯》、《厦大窗谊》，并通知各级联络组和各地校友会（港、台、星、马、泰、菲潜力巨大，国内外中青校友，如拟参加，无任欢迎）定期收集回条及建议，以便归纳统计，据此加以合理修正，然后拟订欢聚详细办法，分寄有意参加者，仍需定期收集回条及建议，便可进行具体工作‘ 此项欢聚，不论成事与否，其动机乃系廿年来 46、47、48、49 各级之各次欢聚之延续，老校友行事之影响，实深且巨，甚至可说近数年来，各中青校友之先后在国内外举行各种形式之欢聚，亦系受老校友之以往活动所启示，良以校友之聚会，于友谊之增进，母校之怀念，祖国之向往，作用之巨大，因而意义深长也。   
参加 47 级厦大校友 

毕业一甲子武汉聚会有感        钱学新（46级机电系 现居武汉） 

 青年到长汀，同窗共四年。 黄豆健我体，校训鍊我心。 转眼一甲子，再聚在长江。 白发迎皓首，心潮逐浪高。 忽报惊无险，独臂伴友游。(注)   黄鹤已飞逝，归元罗汉堂。 江滩气势壮，龙王抬首昂。 东湖风光美，行吟仰屈原。 武大林间绕，天然植物园。 博物广增智，鸟语鹦鹉奇。 盛会终有散，明日又纷飞。 祝君康且寿，期望于“一○”。(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敬赠给  厚沂大哥、梅卿大姐  指正                 2007年 10月 21日于东湖之滨作  【钱注：大会期间，上海校友王其灼学长倡议 2010 年世界博会举办期间，级友再聚。 沂注：“级友再聚”改作“老校友再聚”，如何？钱兄会前失足，左臂脱臼，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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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0月, 朱一雄学长在台北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举办 85岁艺术回顾展, 并和家人在台湾庆祝85岁生日和朱一雄学长与庄昭顺学长的六十年钻石婚。 艺术回顾展的主题作品是朱学长的巨幅作品《长江万里图》。《长江万里图》是朱学长的近年大作。作品由 16幅画作组成，整个创作过程历时一年多。从长江的发源地开始，到大江东流入海，16幅画卷幅幅相贯，一气呵成，气势恢宏。作品饱醮了画家对祖国的热爱，倾注了作者对神州锦绣河山的一片深情，展出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回顾展的开幕式上，跟随朱一雄学长学习中国画三十多年的美国学生 Michael Kopald 等激动地回顾了朱教授指导他学习中国画的难忘经历和朱教授对其一生的影响。 在回顾展举行的同时，朱一雄学长在国立艺术大学主持了一个国画研习班。朱学长的 9名学生专程从美国到台北参加研习班。十位台湾的艺术家给参加研习班的学生们上了课。 回顾展结束后, 朱学长和家人、学生编辑了《台湾行 2007》英文画册，收入了许多照片和纪念文章。朱学长的学生 Virgina Lioyd-Davis 在 Lexington News-Gazette 上发表了长篇祝贺文章。 

朱一雄学长 194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随即赴菲律宾执教，同时攻读美术学位。曾任菲律宾东方大学美术及美术史教授及圣多玛史大学研究院历史教授。1968年，朱学长与夫人 47级法律系毕业的荘昭顺学长携四位女儿从菲律宾移居美国。先在新英格兰四家大学任巡回讲师，次年被维吉尼亚 Washingtong & Lee 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前一直在该大学从事创作与美术史教学。退休后被该校聘为终身荣誉教授。朱学长与荘昭顺学长大约于七、八年前搬到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和女儿居住，并在普林斯顿创办中国画苑，普及推广中国画，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关于朱一雄学长的个人传奇经历请见本期通讯转载的纪蔚然先生的文章《流水三月间——遗漏在自传里的血泪》。 朱一雄学长对美洲校友会的发展贡献良多。朱学长和荘昭顺学长 1992年在 Lexington的艺苑主办了美洲校友会的首次大型聚会。他倾力支持夫人荘昭顺学长担任校友会秘书、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的工作。他曾长期担任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和萨本栋教育基金会的秘书，为校友会撰写大量报告、新闻报道、会议纪要等。在朱学长迎来 85岁生日和朱学长与庄学长的六十年钻石婚是时候，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傅志东） 

 

十六幅长江万里图气势恢宏 
朱一雄台北举办回顾展 

庆祝 85岁生日朱一雄庄昭顺 60 年钻石婚 
  

    

  Lexington 

News-Gazette 上为朱一雄学长 85岁生日发表的长篇祝贺文章(局部)(复印自 Journey to Taiw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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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满的婚姻是成功家庭的先决条件，张德光先生和张金帼嫦女士的结婚五十周年，便是最好的例证。 今年十月十一日，是张德光和张金帼嫦结婚五十周年，但他们自己却忘记了，当收到布什总统由白宫寄来的贺函时，他们才恍然一晤。十月十一日一早门铃响了，原来是快邮送来的写有浦瑛夫妇和两个小孩名字的鲜花，使他们深深体会到可贵的友谊，亲家从西雅图寄来了贺卡和嘉礼，子女也纷纷打来电话祝贺，使他们夫妇有一个最快乐的金婚纪念。     当浦瑛问他们美满婚姻的秘诀和家庭和睦的方法时，他们坦诚地说：就是按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有句古话，夫唱妇随。他们夫妻之间携手合作，孝顺父母，爱护子女，兄弟姐妹互相帮忙，家和万事兴。 张金帼嫦女士说，好婚姻的秘诀之一就是要把恋爱时的心境带到婚后，譬如，我谈恋爱时约会总是迟到，他就等我，结婚以后，有时约好的时间我还是迟到，他要是不高兴，我就说，我原来就是这样的啊，你知道的呀，他也就不计较了。结婚以后，他们夫妇也是常有“约会”的。他们都很忙，他对她的会计不感兴趣，她对他的政治不感兴趣，工作时他们各忙各的，那要有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之类的，他们就约好时间出去吃饭、看电影，庆祝一番。张先生是福建人，张金帼嫦女士是上海人，两人口味不一样，他们选饭店就这一次选你爱吃的，下一次就去我喜欢的饭店，夫妻互相照顾，相敬如宾。张金帼嫦女士说，我常常告诉孩子们，我的生活原则是“高高兴兴，健健康康”。     他们四个儿女都很有成就，便是他们的身传言教，他们给儿女各种发展机会。比如，在大儿子长到TEENAGE时，他们怕孩子下课以后时间太多，做些不当的事，就开了一个小店，买一些中国的东西，音乐，小食品等，雇了一个人看点，让儿子去当经理，儿子下课以后，就到店里，给顾客介绍中国的产品，音乐，这样，一方面他了解了中国文化，一方面培养了孩子的责任心，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对孩子是个很好的锻炼。安麟也常到店里去，安麟长大一些后，在店里兄妹好吵架，做父母的就又开一家小店，让安麟去当小经理。小点不为赚钱，就是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 

    张德光和张金帼嫦夫妇培养孩子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让他们自由发展，同时给他们指导和支持，不加压力和强求。奇怪的是他们四个儿女从不为“谋生”着想，而专心于事业发展，他们从不想理、工、医、农，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理愿，便是造福人寰。 张安麒小时候要做太空专家，他今天是“管制太空”的，成为防止核扩散的专家，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处长，维护太空安全，世界和平。 张安麟四岁时，有教授发现她有音乐取向，父母便让她向音乐上发展，选良师，进名校，给她一切支持，但从未给她任何压力，一切由她自己自由发展，终于她取得成就，获得格莱美音乐大奖和世界杰出青年奖。     张安丽小时候，父母要她学医，她说她不要做医生，但要做医生的头，便是做管理医生的人，结果真是如此，她就读于美国“公共卫生”最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成为加州大学医院管理部门的高级分析师。 小女儿张安骅，有创造性，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在美国知名的当纳凯伦公司任助理设计师，后来为求自己发展，辞去工作，成立了张安骅时尚设计公司。第一次展出，获得“明日之星奖”，参加世界性的巴黎比赛，获得五大杰出青年女企业家奖。 张德光和金帼嫦于 1956 年 3月 17日在台北订婚，1959年 10月 11日在加州洛杉矶结婚，由李孟平总领事证婚。     张德光获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任教至今已有四十二年，是一位资深教授，张金帼嫦获企管硕士学位后，在美国会计公司任教，二十年后自行创业至今，她相夫教子有成，2007年，被评为“模范母亲”。 祝张德光、张金帼嫦夫妇婚姻美满，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原载《伊利华报》2008。10。15, 竺伟源电脑输入) （本刊编者注：本校校友张德光博士，又名善邻，是著名的国际活动家。1966 年起，任印地安那州立博尔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 现为该系終身教授，已任教 42年。）                       

 

美满的婚姻 成功的家庭 
 

-张德光和张金帼嫦金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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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 张德光和张金帼嫦庆祝结婚五十周年 中图: 张德光和张金帼嫦结婚照 左图: 布什总统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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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六月天  
苏林华  

    去年（2006 年）10月间、因我即届八十高龄且已在 TPIPL公司服务 17年之久，完成指定任务，故公司当局劝退，10月底后我即不再担任统御全水泥厂之重任,而告退休，但这只是“半退休”状态，因十一月初又回聘为顾问、留厂服务为期八个月，至 2007年 6月30日才算是“全退休”。 溯自 1990 年 1 月 17 日自美飞抵泰国，加入本公司算起，而迄今年（2007年）6月 30日前后 17年又半。因六月是我工作之最后一个月份，故友人们与同事们均纷纷为我送行，兹择其要，述之如下：  蔡氏家族与厦大泰国校友会之欢宴 
     六月四夜，亡友  丁政曾夫人蔡悦诗学长与其弟妹与子侄辈有例行之家庭团聚，知我即将离泰，故也邀我在曼谷市时代广场之爵禄轩餐馆欢宴送行，悦诗姐弟并赠礼品、盛情甚感。而在此之前，我于政曾过世八年又一周之时（即 5 月 30日）曾专车往其“心岗”基督教会墓园道别，因今后返美长住，再度飞越太平洋之机会不大了。     六月二十五夜，厦大泰国校友会在“帝日大旅社”三楼之“天天餐厅”举行第五届第五次理事会议，邀请我这“荣誉顾问”参加，会后他们专门为我设宴送别。先由张祥盛主席致词，称颂一番，然后他代表校友赠送一重约 2公斤之纪念牌，他本人也送我他主持之龙虎园著名产品，主席讲毕，我致词，兹择其与泰国校友会成长过程有关之回顾一节录之如下：     “……由于在泰国一待，便是 17年又半，所以和泰国校友们有着深厚感情，也引起我的一些回忆:     1990 年 1 月中旬我应聘自美飞泰工作，其时所认识的厦大校友只有丁政曾级友与其夫人，亦即现之厦大泰国校友会永远荣誉主席、蔡悦诗学长，而他俩也是促使我来泰工作者。     十月间我自曼谷搬到北标府的 TPIPL水泥厂厂区去，翌年某月某日重唔他俩时称“上星期日在曼谷市开厦大校友会，因你太远,故未通知，但实到者计只六人，其中有厦大第一届校友王诚等，大家公推曾任泰国法政大学校长之陈贞煜博士担任主席”，可是之后数年，从未再开过校友会。至 1997年左右，中文报上

登出此新闻，即以厦大函授学校及海外教育学院出身之校友为主的“厦大泰国校友会”，——但这两个校友会都没和母校的校友总会搭上关系。     到了 1998年 3月 15日，由蔡悦诗学长来个大整合，正式成立“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由她出任第一任主席，并向母校登录在案，由于我已是厦大美洲校友，故她邀我为“贵宾”，到了第二年三月间，陈汉涛学长接任主席, 聘我为“名誉顾问”。这情况一直维持于下两任的张永青主席和张祥盛主席时，不过在张祥盛主席任内，提名我为“荣誉顾问”，经理事会通过，而迄于今。     在这几年时间里，每年三月中均举行预庆厦大校庆（包含接待来访之厦大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等）及大联欢会，我必参加，至于年中的大联欢会（包含了三次两天一夜之中部旅行）等等我也必参加；这些活动之后，常也写些“后记”，承蒙陈主席与曾秘书长代投曼谷市六家中文报，均蒙刊出；而且我本人在这六年间出了三本中文书，均大量刊登泰国校友会之活动照片和专文，由此可知我是泰国校友会之忠诚支持者。     总之，和泰国校友们之相处，是件愉快的事，我会把这些往事放在心头，也希望校友们不吝赐教、保持联系，……”     我献辞毕，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致词，他和其夫人并分别赠送纪念品；继而，永远名誉主席陈汉涛、三位副主席罗宗正、许瑜、黄丽生及名誉顾问林宏致词，许瑜与蔡志云副主席、罗铁英副秘书长和周丽真副主任也分别赠送纪念品。这时，秘书长曾心致词中建议：赠我以“荣誉主席”之名衔，经全体理事们赞同，……夜宴及典礼毕，全体在场理事与我合影留念，礼成！ 继后，泰国校友会赶工订制一面“荣誉主席”之聘任盾牌，特由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学长于 6月 29日在“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内赠送予我，我并与张永青永远名誉主席、曾心秘书长、于翔老师（均厦大校友）四人合影留念。  泰石油宝麟公司水泥厂员工之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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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八夜，泰石油宝麟公司（TPI Polene Public Co. ltd.= TPIPL）水泥厂员工为我举行送别晚会，席设北标市（Saraburi）之侨安旅社二楼宴会大厅，计有十桌，由百余员工自发自动参加，聘有外界乐队助兴，但其风光为本厂办公室内之五位女秘书和女文书自行排练出来的现代艳舞抢尽，原说是为“欢送苏厂长”而献舞的，结果引来大批员工争先拍照、情绪高昂。     由于接任我之资深副总经理兼水泥厂厂长Mr.Karan(华裔、姓陈)致词，语多赞扬；继以制造部门副总经理衔之 Aroon氏讲话，由于他也是华裔，所以背了一大段华语颂词。——甚感他俩之心意！     之后，即放映出由员工们自行搜集及剪接我在厂17年半间之工作成果纪实与各项活动之幻灯影片，配以音乐，名之为“Memory”（回忆）者。由于此片之拍摄、制备全在“保密”状况下进行，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拉回到昔日之回忆，有伤感也有亲切感！     然后由我登台以英语致辞，除掉前面客套话外，主要内容如下：     “……从刚才幻灯影片中追捕到建厂初期艰辛的影像，也使我记起我初次访问我厂,是早于 1989年 11月间，其时大老板廖汉渲先生与其兄弟一家人，要在北标府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大水泥厂，广求有在水泥界服务长久而富有经验者前来主持厂务，我经同学丁君之推荐，遂而受邀来泰考察，当时厂区还是一片荒野，仅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包工在做整地工作。我有初步印象后与廖氏家族人员交谈，承其力邀为厂长，终受其聘。      返美后，经考虑再三，终于十二月底向服务单位“富乐公司”（Fuller Co.）提出辞呈，辞去其海外技术援助部门之经理职，终于 1990 年 1 月 17 日自美宾州经两日飞行而抵达曼谷，向公司报到，算起来这是 17年半前之往事了！     初到公司之头三个月，和出售主机的德国克虏伯•波黎西斯公司（Krupp-Polysius AG）寸土必争地谈判合约，经常谈到夜里 11时左右，终于 4月上旬签订合约；继而进行其配套设备之  购机合约，与诸德国厂商谈判。筹备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于十月间自曼谷搬到北标府达观村（Tubkwang）、持续推动土木建筑与装机事宜，终于 1992年上半年开始试车及运转二号水泥磨，继而一号水泥磨，以来自中国大陆等地之熟料（CLinker）研磨成第一型水泥与“混合水泥”（Hixod Cement）。由于其时技术员工较少，而德籍工程师们在春节假日里不愿加班工作，只好以刚柔并施法推动之，我并身先士卒在“前线”督战，终得顺利成功，但我却染上气管炎与肺炎，但仍支撑到底，并未言休，且未告同事，以免影响士气。 

    时至当年 8 月 19 日，一号旋窑举行开工典礼，恭请皇室诗琳通公主主持揭幕典礼，但在事前，虽我们不眠不休，一再试车，始终未能制出熟料来，奇妙的是，当公主揭幕完成，座车正要开去中心控制室时，熟料终于制成，虽然颗粒略小但毕竟有真正之成果，大家全捏了一把汗！     之后每隔两年，即有一套新窑系统完成：1994 年8 月中旬，二号旋窑完成，1996 年 8 月中旬三号旋窑完成，公主不再来厂，点火仪式全由我亲自主持。     由此回忆到，在这段紧张时间，公司当局（即大老板廖汉渲先生）每当我午餐时间，或下午五时下班之后，或半夜，甚至清早二三时，经常打电话来，核查进度、指示要务，并一再催促，对我精神上的压力极大，幸好员工们极力支持，完成任务, 于此我甚感谢！     之后，我们推动四号窑之兴建及安装事宜，但在1997年 7 月初全泰国发生金融大风暴，泰币贬值近半，本公司首当其冲，无法应付加倍之银行贷款利息，而告破产，虽然如此，我们的主机仍然运转，只是加多了熟料和水泥的外销，但我们也增建了“水泥灰”（“Dry Mortar”）新产品的制售。     不过，在这段期间，银行团和投资者经常到厂探访，更令人为难者，由于债权人之邀，英国、法国、瑞士、德国甚至墨西哥都有大水泥集团之小组到厂实勘，准备买下本公司，我受命与之周旋，一方面要据实答复对方提出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也想到要如何保护本公司，真是令我伤神！总算雨过天青，本公司渡过重重难关，如今是求“日新，又新”，改进设备，提高产能，而且又准备四号窑系统之兴建安装事宜，堪可庆贺！——但如今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我要退休离厂了。     如今我已八十高龄了，虽然很多人从我外貌看，不肯相信，在我自己方面也不愿意相信，因为当年我念大、中、小学时，多半是班上最年小的，初入社会时也是最年轻的，如今却是最年老的，情何以堪？！真是“时光不饶人”（time and tide wait no man）啊！好在我们苏氏族人多半是长寿的，我的伯父、姨妈都活到一百岁，所以我也许还有好一段路可走！（按：这时台下一片赞然之声）      可是，当我念起一首美国军歌时，歌词是：     “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这时台下一片欢呼），     “但却凋谢而去！”（but fade away;这时台下一片寂然）.     我怕会慢慢地凋谢而去，所以希望各位经常给我鼓舞，使我仍然充满活力，愉快地走毕人生最后的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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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多谢今夜多彩多姿的欢送晚会，我将终生不忘！谨此恭祝各位健康长寿、前程似锦，本公司日新又新、前程远大！我再次谢谢大家！”     我讲得较长，但台下鸦雀无声，偶尔参入吁叹声与欢呼声，   讲毕大家以掌声相送。事后我的女秘书告诉我，好多人听到我最后两段言辞后，均潸然欲泪，想来是对我真情流露的一个自然反应吧！——谨此致谢！     接着，由本公司电气顾问丘真吉（Mr.Jingit）上台为我披上绣有 TPIPL及厂徽的礼服；现任厂长Karan   代表晚会全体员工赠我以今夜映出之“Memory”影片，他私人也送一个相框，内是珍邮。而老板的专属顾问 Chagravut 由三位少女协抬上来一个大照片连框，上为一号旋窑工地照片：以预热机为中心的厂景，左方嵌上我的半身大照片（配以 3 英尺宽、4 英尺长之镜框），赠送予我；最后，品管部门最高主管、副总经理衔之 Mr Santhan 向我赠送他私人之纪念品。     我下台后，一百多位员工排成一长列队伍，每人手拈一朵鲜红玫瑰逐一向我走来献花并致意，场面非常温馨、令人感动。——当最后一人献上红玫瑰时，我却想起了美国名歌中的《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      然后，他们在台上中央放上一张椅子，请我坐下，各单位员工分批上来环立我左右与背面，拍纪念照片。我下台后，又有个别员工要求与我合照，……最后曲终人散，但却留下了我不可磨灭的回忆。     事后在两大册签名册上，看到员工们不同的颂辞、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心铭！  公司当局主办之欢送会 

     六月三十日是我在本公司之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公司主持人，也就是大老板兼执行长（CEO）廖汉渲先生到厂亲自主持厂务会议。会后，即中午时间，在本厂大礼堂内，由他主持欢送会。本厂自厂长以下、各阶层主管及员工代表及公司之顾问团人员均须参加，席设十桌；也请职业乐队助兴，老板之专属顾问Chagravut且代表员工向我献唱欢送。     旋廖大老板上台，先以泰话开始，然后大部分时间用英语致词。他对我赞扬多多，他说：苏君于建厂之初即已到厂，迄今已历十七年又半；当他初到时，厂区一片荒凉，经他努力，遂有今日本公司及工厂之燦爤局面；苏君是居于本执行长与厂内主管中间的桥梁，他能使上情下达，指挥员工推动工作，以完成公司指定之任务，倍极辛劳。苏君是他心目中之最佳厂

长，在苏君主持和推动下，完成了三套生产设备之顺利运转，且提高产能和节能。公司方面原希望他能参与第 4套生产设备之推动工作，但可惜因年事已高，只好让他退休返美，希望他将来有机会仍时常回来看望大家，公司方面十分欢迎他，……     之后，他当众颁发一面功绩奖牌（Meritorious Feat）给我，其图案：上方为四套生产设备之厂景照片，左方嵌入我之照片，中间及右方有他的英文颂词，译之如下：  “兹为纪念苏林华先生在 1990 年至 2006 年*之间，对本泰石油宝麟公司水泥厂之卓越贡献（Excellent Service），特颁发此功绩奖牌予之。——TPIPL执行长 廖汉渲 2007 年 1月 1日” *【按：因我之厂长任期终于 2006年之内，其后为顾问之故】      他们随即邀请我上台致词，其上半段之内容和 6月 28日夜宴者相似，不过讲得较简短，但最后两段则改变如下：      “我今完成了在本公司 17年又半的工作，如果从我最初进入水泥厂的年份算起，即从 1948年大学毕业，9月份被选派到台湾水泥公司工作时算起，那便已 59年了。不过从今天之后，我的水泥生涯便告结束了。     在我 80岁生命历程中，头 21年又半之间，系在中国福建省，是就学时期，所以中国大陆是我的第一个故乡；30 年时间在台湾水泥界服务，且曾奉派往巴拿马为全权代表，为该国创建一座新水泥厂，但基地仍在台湾，所以台湾是我第二个故乡；而在美国，虽然号称 27年，但实际上工作与居留只十年多，其大部分时间，即有 17年半在泰国服务，比美国还长，所以美国是第三个故乡，泰国是第四个故乡——本公司和水泥厂便是此第四个故乡的核心，即使我即将远离，但必不会忘记这个家乡里的同事和友人们。     最后，感谢今天公司当局为我安排之欢送宴会，特此敬祝员工身心健康、事业如意，本公司兴隆发达、前程似锦！”     我讲毕，由现任之正、副厂长，本公司执行长专属顾问、电气顾问、矿山顾问、工程部副总经理衔之主管，本厂副总经理衔之品管部、制造部、矿山部、土木部主管，扩建部与维护部门经理，计十二人分别上台发表“感恩”讲话三分钟，甚感！     继而，执行长（老板）之专属顾问赠我纪念品，之后，廖老板与我共同上台，立于台中央，作握手状，其四面八方则有员工代表分层环立，拍成大团体照。我下台后，仍有员工自动要和我合照，久久不停，最后才曲终人散，结束了今日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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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执行长之一专属顾问说，他对我的两次英文致词十分欣赏，因为他认为他怎样讲也学不来，于此多谢他的过誉了！  尾  声      七月三晨搭长荣（EVA）班机飞返美国.由于是星期二，厂方须继续生产，故由制造部主管副总经理衔之 Aroon氏，及执行长之专属顾问 Kamol氏代表全体员工到机场送行。我之新旧任秘书与办公室之一些同事随行，他们开了两个钟头的车前来。终于结束了我在泰国 17年半的生涯——但我必终生惦念着 TPIPL公司和工厂的同事们，以及泰国的厦大校友们！ 今后，也许便过那“志在苏君二顷田”的日子了！谨请亲友们多予指教与鼓励！          ———脱稿于 2007年 7 月                          

                        

上图：厦大泰国校友会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左三）向苏林华赠送“名誉主席”纪念牌；左一为秘书长曾心，右一为音乐老师于翔校友  下图：厦大泰国校友会理事会同仁欢送苏林华（前排左六）合影；左五永远名誉主席蔡悦诗；左 2/左 7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陈汉涛，左 4现任主席张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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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TPIPL 水泥厂）员工与苏林华（第二排左五）合影  中图：TPIPL 公司 CEO（倒数第二排左六）领导员工鼓掌欢送苏林华（CEO 之右）  下图：TPIPL 员工手持红玫瑰列队前来向苏林华献花致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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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间四月天》说起  
苏林华          2007年 7 月间，曾投寄《厦大机电系系友通讯》拙文一篇，承于 9 月号刊出《人间六月天 鲜花一束束》。但在此之前，主编鲍光庆兄曾来函问此题目是出自何诗句。我答之，称这只是借用徐志摩女友林徽因之诗作《人间四月天》，但将“四”字改为“六”字，将“爱情” 故事改成“友情”故事。    兹近在美国南加州喜瑞都市（Cerritos）之现代化大图书馆的中文书库内见到台湾蔡登山所著之《人间四月天---名人的爱情故事》一书，特选其中三首颇具文学意味者，录之如下： 林徽因之《人间四月天》     1931年 11 月 19 日，名诗人徐志摩自南京搭小飞机飞往北平，为的是听林徽因之建筑艺术演讲会，不幸飞机在济南撞山，他即逝世。1934 年 5 月 1日，其生前女友林徽因在《学文》月刊上发表一首新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就是暗中表达出对徐志摩的怀念：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花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按：台湾名导演徐立功曾将徐志摩的往事编成一电视剧，即名之为《人间四月天》即徐志摩与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与陆小曼）之故事轰动一时。]     此书亦登出其他名人的爱情故事，兹录有关胡适者两则如下：                    胡适的婚外情诗之一     胡适与江冬秀自幼遵母命订婚，到 1917年 12 月才正式结婚；但在他留美期间，曾与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认识。在其《留学日记》中，1914 年 10月 20日这名字第一次出现，两人书信往

 TPIPL最高领导人向苏林华赠送“功勋奖牌” 
 

 苏林华在水泥厂员工欢送会上致词 

 

 
TPIPL水泥厂代表向苏林华赠送建厂时之 纪念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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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并多次唔聚。但后为女之母以异族、异教加以反对而终结，时为 1915年。至 1920 年，此女返乡，住纽约州绮色佳。一九三四年胡适旧地重游，好生感慨，并写下一首感伤的诗篇：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按：（1）、拙书中:①、《梦》， 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文之结尾时，均曾引用此诗中之后两句。（2）、诗中第一句之“赫贞江”，拙文中译为“赫得逊河”（Hudsen River）。】  胡适的婚外情诗之二     胡适的第二个婚外情女友是留美的陈衡哲硕士，1920返华，但后与任叔永婚，此事遂告结束。     胡适之第三个婚外情女友为同乡绩溪县人曹诚英（珮声），此女亦好文学。1923 年 4月下旬，胡适在杭州养病六个多月，曹珮声曾与胡适同游西湖及他处，且时有书信往还；最亲密时间是在 1923 年夏秋之间。事为江冬秀所知，甚而持菜刀威胁，胡适这才与曹女不相往来。     是年（1923 年）12 月 22 日，胡适在北京西山的秘魔崖养病，月色绝佳、睹月思人，写了《秘魔崖月夜》一诗如下：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闲行，沉思，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按：此诗在拙书中，曾在《论诗词朗诵、忆战时厦大图文教育》一文中，加以浓缩引用。]  以上只是我退休之后，散步往图书馆内之所摘要者，特介绍予诸位学长们，使名人千秋之后，其回忆性诗文仍有人加以鉴赏。---2007年 12 月底于美国南加州   

韩怡丹主编“诗天空” 

获媒体高度评价        2007年 12 月 9 日，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重要英文媒体《普罗维登斯报》刊登了美国罗得岛州桂冠诗人汤姆-羌德勒(Tom Chandler)写的关于《诗天空当代华语诗选》（2005-2006）的评论文章，题为：“Anthology’s rich assortment has ‘spiritual fragrance’ in Chinese, then English”。文中对我校校友韩怡丹（笔名绿音）创办的美国“诗天空”网对中美诗歌交流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对韩怡丹主编的《诗天空当代华语诗选》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7年 5 月以来，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福建新闻网、中国新闻出版网、网易等海内外数十家媒体刊发了《诗天空当代华语诗选》双语版在美出版的消息。该书精选了 2005-2006 年刊发于全球首家中英诗歌双语网站 Poetrysky.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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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首家刊发当代中英文诗歌的双语网站，“诗天空”自 2005年 2 月 15 日创刊至 2007年 11 月15 日已在网上刊出 12期中英双语季刊。“诗天空”网是美国非盈利机构“诗天空”下属网站，它以发现优秀诗歌、优秀诗人，激励诗人的创造力，促进中美、中西当代诗歌交流为宗旨，是中美、中西当代诗歌交流的专业平台。   据有关媒体报道，“诗天空”已被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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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怡丹，1989年毕业于我校新闻传播系。2002年赴美留学，获文学创作硕士学位。2006 年获美国杰出人才绿卡。现为美国“诗天空诗人协会”会长。著有诗集《临风而立》（1993）、《绿音诗选》（2004，中英双语诗集），主编《诗天空当代华语诗选》（2005-2006）双语版（2007，美国诗天空出版社），参与编著中国第一部《辞章学辞典》（2000）以及四本中国古诗文评点译析导读书籍。她的上百首中文诗作散见于《诗刊》、《星星诗刊》、《创世纪》等海内外报刊及诗选中，英文诗发表于美国《普罗维登斯报》、《科罗拉多评论》等报刊著作中。其诗作曾在中美获多项诗歌创作奖。 （据校刊 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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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里，总喜欢在黄昏时找一个幽静凉爽的去处消消焦燥的暑气，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中学时结伴于家乡的西溪沿岸，大学时漫步于鹭岛的芙蓉湖畔，留学时徜徉于华盛顿广场的浓郁树荫。虽各有情趣，但尤以芙蓉湖的美景最让我流连忘返。回想起来， 总有说不尽的感慨…… 

     当聒噪的蝉鸣送来夏的音信时，在学海中遨游一天的我徒然增添了几分燥热与倦意。每每在晚饭后，独自悠闲地往芙蓉湖走来。     圆圆的落日隐在树后若隐若现地闪耀着无数个亮点，白天的炽热娇嗔此时已温柔了许多。一阵晚风吹过，宛如翩翩起舞的宫女胸前的佩饰金光闪烁，让人一阵眼花缭乱。     拐入曲径，两旁的树木泛着翠绿的亮光。灌木丛中，几簇鲜花点缀着诱人的新意。远处，一排高大的棕榈树整齐地列队欢迎我的到来。透过树间的空隙，远远望见一群千姿百态的杨柳在风中摇曳起舞。忽然，绿荫中露出一泓清水，慢慢扩展开来。呵，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芙蓉湖！     湖水青青的，静静地躺着。湖畔的杨柳，转而“万条垂下绿丝绦”，俯身窥探着自己婆娑的倩影。一阵凉风掠过湖面，水上荡起了圈圈涟漪，向四周不断地扩散，宛如那经久不息的电波。湖里断断续续地传来青蛙浑厚的鸣叫声。循着蛙声起处张望，却始终寻不着它们的藏身之处，空有“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咏叹了。 这树影、涟漪、蛙声，使寂静的湖面带有几分的神秘，又蕴藏几分的生机。然而， 望着空旷的水面，却觉得湖中似乎缺了点什么？我想，芙蓉湖应该是个舞池，那舞女应是身穿绿裙，脸着粉妆，亭亭玉立的一群少女——那荷叶伴莲花的 

 美景，才是名副其实的芙蓉湖啊！      漫步湖畔，来到一片绿茵地。我情不自禁地坐下了，双手向后撑着。只觉手下的草地，犹如软绵绵的毛毯，多么舒适惬意。眼前，草儿萋萋，鸟儿唧唧，风儿习习，什么 暑气倦意，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是属于我的一片天地。此时，我可以让幻想放飞蓝天，又可以让思绪沉入湖底。我在似想非想中，在绿的拥抱中陶醉了……      忽然，眼前一片红光。诧异间抬头一望，我不由得被天空中的奇异景色给摄住了。 这时，夕阳渐渐西沉，它的余辉射向万里长空，整个天空被染成橘红色，那朵朵白云霎时间幻成了簇簇红花倒映在湖水中，随着微波荡漾，展现出一派“云光树影共徘徊”的迷人景象。我猛地醒悟，如果满湖都是田田的荷叶而不露一泓清水，哪会有这奇异的景观呢？我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神奇了。事物总是有圆有缺、消长互补的，何必求全责备呢？     渐渐地，橙红的天色褪去，整个苍穹变成灰蒙蒙的一片，夜幕悄悄地降临了。路灯开始在树叶的间隙中眨着眼睛，日光灯勾画出教学楼端庄的身影，远处高大建筑物上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变幻闪烁。      该是晚自习的时候了。我立起身，迎着教学楼窗户里泻出的灯光，健步迈向那充满希望的天地……           现在每逢盛夏来临，总会勾起在异国他乡的我对芙蓉湖的一片遐想。芙蓉湖呵，你是我学习征途上的驿站，你陪伴着我走过了大学的美好时光。芙蓉湖经过整修已焕然一新，我期盼着回母校时，能寻找往日那难以忘怀的美景与快乐。      我怀念你呵，美丽的芙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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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华 （2002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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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  校 �   新  �   闻 �   集 �  锦  
母校庆祝建校 87 周年          (校刊报道) 4月的厦门，春回大地，草长莺飞，厦门大学迎来了她的第 87个生日。6日上午，学校在建南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建校 8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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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蔡启瑞教授、田昭武教授、黄本立教授、万惠霖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双聘院士陈洪铎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我校葛家澍教授、邓子基教授，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我校潘懋元教授，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拳击总会主席吴经国，校主陈嘉庚长孙陈立人，陈嘉庚侄孙、集美学校委员会副主任陈忠信，著名艺术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1935级旅美校友陈为敏博士，菲律宾校友会理事长、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主席邵建寅，美洲校友会董事会董事长、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总裁葛文勋，菲律宾校友会咨询委员、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董事庄汉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杨耀忠，中行福建分行行长陈石，工行厦门分行行长金胜，建行厦门分行行长陈万铭，中行厦门分行行长陶以平，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总经理乐朝平，招商银行厦门分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章英男，厦门立方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承，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蒲，贵州师大校长伍鹏程、副校长蔡永生，我校其他在校领导潘世墨、陈力文、陈国凤、辜芳昭、孙世刚、吴世农、张颖、邬大光、赖虹凯，校长助理庄宗明、王巧萍、叶世满、李初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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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校长潘世墨主持庆祝大会。   澳大利亚校友会、北京校友会还为校庆发来了贺电、贺信。   朱崇实发表了讲话。他首先代表学校向长期关心、支持和帮助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崇实说，今年校庆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学校将同时庆祝附属中山医院建院 80 周年。他简要回顾了厦大校长林文庆对厦门大学建设与发展、对中山医院创办与发展的宝贵贡献，代表学校向林文庆校长及无数支持帮助厦门大学和中山医院的人们表示崇高敬意。 

  朱崇实在讲话中还提到厦大医学院的建设情况，表示相信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在新加坡李氏基金等各界的支持下，医学院一定会办得更好，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朱崇实说，校庆日“也是我们的感恩日子”。他提议向 1935级校友、把自己在美国价值近 500 万美元的房产捐献给厦大的陈为敏学长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得到全场响应，全场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他宣布，为弘扬陈为敏学长的善举，学校决定将学校的4幢大楼分别命名为萨本栋楼、林觉世楼、卢嘉锡楼和曾呈奎楼，从而激励我们后人更好地记住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更好地记住厦门大学的奋斗精神。朱崇实希望把感恩化作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的动力，为把母校建设成为南方之强的一流大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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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的表彰决定和获得者名单。陈安教授、电化学催化课题组分别获得南强奖个人和集体特等奖，张鸿斌教授获南强奖个人一等奖，高级经理教育中心、化学本科基础课教学队伍、生物学基础课程组分获南强奖集体一等奖，杨晶等 30名学生分获嘉庚奖、本栋奖、亚南奖。   朱之文、朱崇实等领导和来宾分别为获奖者代表颁奖。庆祝大会在深情的校歌声中结束。 校庆期间，学校和各院还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文化活动。  
朱崇实校长高度评价故

校长林文庆的卓越贡献      据校刊报道,朱崇实校长在校庆 87周年庆祝大会上高度评价故校长林文庆的卓越贡献,以下为讲话朱校长原文:     “在这不同寻常的纪念日里，回顾历史，我们有着太多太多的回忆和感激。80 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倍受列强欺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不聊生、教育落后、医疗匮乏、卫生极差。1921年，陈嘉庚先生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倾资创办厦门大学时，因条件所限，只能在校内设立一间不足十人的医疗室，服务厦大师生员工，同时也方便学校附近的民众就医。1928年，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医学博士林文庆先生自新加坡等地募得近八万元捐款，欲建厦大医学院，却因资金缺额太大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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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罢。林文庆校长转而联合厦门有识之士，发起创建厦门中山医院，以弘扬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造福社会”的精神，改善厦门的医疗条件，服务厦门市民。1933 年厦门中山医院正式开诊，林文庆校长接受医院董事会的邀请，兼任中山医院首任院长。可以说，厦门大学和中山医院的创办及后来的发展，都倾注了先辈们的爱国情愫、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得到了社会贤达的慷慨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我要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厦门大学与附属中山医院的人们致以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纪念日里，我们要向林文庆校长表示我们特别的敬意。林文庆校长把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厦门大学，献给了厦门中山医院，87年前他受嘉庚先生之感召，放弃自己在南洋的优裕生活到贫困的中国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劳心劳力，为厦门大学和厦门中山医院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昨天，我们在文庆亭旁为林文庆校长的半身雕像落成揭幕，我们由衷地希望他热爱教育、普济众生的高尚情怀能为更多的后人所景仰。”  过去一段时间 林文庆作为厦大校长的历史 曾被刻意遗忘 …  
拨开历史迷雾 

林文庆“回到”厦大  厦门网讯（记者 佘峥）厦大为已故第二任校长林文庆竖立雕像，昨日揭幕。  雕像位于厦大图书馆附近的文庆亭边，文庆亭是厦大在 2006 年建校 85周年时建立的。     昨日由厦大党委书记朱之文和厦大校长朱崇实等揭幕的林文庆雕像，意义不一般，它显示厦大拨开历史迷雾，逐渐认识和肯定这位祖籍福建龙海的新加坡人对厦大的贡献。  林文庆在 1921年到 1937年任厦大校长，这位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学士与外科硕士，最早是被孙中山电召回国当外交部长的，结果，被陈嘉庚看中，经过陈嘉庚与孙中山协商，林文庆出任厦大校长。  从校方昨日的介绍看，现在厦大广为人所知的校训、校歌、校徽等，都是在林文庆时代确定的。更重要的是，他重金礼聘知名教授，一时间，厦大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科学研究学术风气浓郁。  

朱崇实代表校方所做的发言中说，林文庆主持厦大校政 16 年，也是厦大奠基创业的 16 年，初步实现了厦大“南方之强”的办学目标，为厦大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说，为林文庆竖立雕像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勉励所有厦大人时刻牢记先辈的不朽功勋。  过去一段时间，林文庆作为厦大校长的历史，曾被刻意遗忘。关于他，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件事：一是林文庆和鲁迅的争执，二是他主张成立国学研究院，都与他推崇儒学有密切关联。  1924 年，林文庆在厦大创校三周年之际以校长身份发表“尊孔”演说，部分学生认为他思想迂腐守旧，不适合带领厦大走进新时代，要求他下台。 但是，林文庆在陈嘉庚的支持下，筹组国学院，请来了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教授。不过，国学院成立之后，林文庆受到鲁迅的批判，后者逗留四个月后离开厦大。   林文庆返回新加坡时，已年近七十。在厦大当校长 16 年，让林文庆从一位实业家变为一无所有的人——他被称为东南亚的“树胶种植之父”，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据说，林文庆只有靠朋友捐赠度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新加坡沦陷，林文庆被逼无奈出来担任“华侨协会”会长，这个职务一度也使人们总是刻意避开林文庆在厦大的岁月。  历史学家后来研究，林文庆之所以接受了这个耻辱的职务，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和日本人合作，保护一些华侨领袖，协助接管养老院、孤儿院的工作。  研究还显示，在新加坡沦陷时期，林文庆一直不甘心被日本人差遣。经常借酒浇愁，以跳舞自娱，甚至几次要跳楼寻死。他经常用法语“谢谢”回答别人，因为“谢谢”，闽南语听来好像是“不久就要死了”，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厌世的情绪。二战结束后，林文庆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闭门谢客。 1957年 1 月 1日，林文庆在新加坡去世，终年 88岁。林文庆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厦门鼓浪屿笔架山别墅和遗产的五分之三捐赠给厦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文庆对厦大的贡献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与肯定；他创办厦大国学院，重视古代文化和推崇儒家思想，不再被看成食古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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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校友陈为敏 

500 万美元房产捐赠母校 

母校将在旧金山设立北美办事处  厦门日报讯 （记者 佘峥 通讯员 李静）92岁的厦大校友陈为敏博士，坐着轮椅从美国来到厦门，为的是能把自己在美国的一幢房产捐赠给自己只读了两年书的母校厦大。     陈为敏位于美国旧金山的这幢房产，价值近 500万美元，是这位加州理工大学教授数十年的辛劳积蓄。 昨日，在厦大校庆 87周年庆典上，校长朱崇实向全场隆重介绍了这位 73 年前就读厦大的老学长，他说，校庆纪念日，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让我们分享陈校友对母校的一片感恩之心。 在随后举行的捐赠仪式上，陈为敏应邀发言，他说，重要的是我能以最小的力量继续拥护厦大。 他被搀着到主席台，和朱崇实签订了捐赠协议书。协议书上说，陈为敏博士自愿将其在美国合法所有之房产赠给厦大，将在本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完成捐赠法律手续的办理。 厦大预备将这幢楼做为厦大在北美的办事处，据说，这也是陈为敏的心愿——厦大在北美校友众多，他希望借此能加强中美教育交流。 朱崇实说，陈校友坚持他的捐赠不附设任何的条件，但是，厦大将把学校位于海韵校区的教学楼、数学楼、化学楼、海洋楼等四幢已经建成的楼房，分别命名为萨本栋楼、林觉世楼、卢嘉锡楼、曾呈奎楼。 萨本栋是厦大老校长，林觉世曾担任厦大数理系系主任，卢嘉锡既是厦大校友，又曾不遗余力地重振厦大化学系，曾呈奎也是厦大校友，为推动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朱崇实说，这四人都是陈校友敬重的师长与同学。 陈为敏在 1935年入读厦门大学数学系，不过，两年之后，由于抗战爆发，他转到西南联大。换句话说，祖籍南安的他实际上在厦大只读了两年书。 他生性不愿张扬。不过，从陈为敏的侄儿以及他的好朋友——厦大物理系退休教授吴伯僖处，本报记者还是大概了解到了一些信息，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年轻的陈为敏比较贪玩，喜欢打球，有一天，他正在看球赛，厦大数理系林觉世教授看出他是位聪明的孩子，问他：你想跟我学数学吗？陈为敏回应他：想啊，但是,我没有钱。林觉世说,那你明天来找我。 

陈为敏真的去了，林觉世劝勉他趁年轻时多读书。陈为敏听进去了，开始用功读书。 吴伯僖揣测这位学长：他大概认为正是厦大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得他以后学有所成，所以，他对厦大充满了感激。 吴伯僖说，正如朱校长所说，他并不是大贾巨富之人，相反的，他生活十分节俭。吴伯僖说，你再看看他穿的衣服，也是极其普通。 陈为敏有两个孩子，一位当教授，一位当医生，他们并未阻止父亲对厦大的捐赠，这次，女儿还陪着父亲回来。陈为敏的侄儿说，厦大对这些老校友关心备至，也温暖了他们的心。 2006 年厦大校庆 85周年，陈为敏也回来了，朱崇实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一边走一边为他讲解校史。这次，陈为敏决定回国内居住，据说，厦大校方说，就住在厦大吧！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1558 位 77、78 级校友返校 

纪念恢复高考 30 周年     （ 据校刊报道）1 月 1 日上午 9:30，学校在建南大会堂举行大会，来自海内外的近 1600 名 77、78级校友，同来自全校各院系的 1000 多名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欢聚一堂，隆重纪念恢复高考 30 周年，缅怀邓小平同志领导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丰功伟绩，深化对大学使命的认识，凝聚校友的力量，共谋学校新的发展。   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主持大会。   朱之文在主持讲话中说，恢复高考，是共和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开端，也是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朱之文指出，恢复高考30 周年，对于中国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十分值得纪念。回顾小平同志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伟大创举，回顾这 30年来高等教育所走过的历程，思考和展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纪念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校长朱崇实发表讲话。   朱崇实首先提议，与会者全体起立，向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小平同志深深鞠一个躬，以表达无比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朱崇实深情地说，30 年过去了，我们在厦大求学四年的 1400 多个日日夜夜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一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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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厦大的 4 年，让我们更系统地掌握了知识，更全面地了解了文化，更准确地认识了人生，更清楚地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迄今为止都还记得我们当年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我们迄今为止都还记得我们的老师是如何无私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尽最可能地传授给我们，我们迄今为止都还记得我们的学校是如何尽自己的最大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我们迄今为止都还记得我们当年除了带薪的同学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份助学金，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就是靠着这份助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我们真诚地感激厦门大学曾经给予我们的一切，厦门大学给予我们的恩惠现在还在继续，可以说，没有厦门大学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我们的老师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朱崇实最后说，重回校园，回顾过去，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前进的信心和力量。作为 77、78级校友的一员，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聚会重温我们当年的梦想与激情，憧憬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 77、78级同学中留守学校的一员，我们真诚地希望大家到母校的每一个角落走走看看，感受母校的变化、母校发展与进步，留下更新更美的记忆。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致辞。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教授万惠霖和现任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77、78级校学生会主席孙亚夫，分别作为当年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言。   纪念大会之后，还在现场进行了访谈活动。詹心丽宣读了中文 77、计统 78 和数控 77级同学发起设立母校 77、78级助学、奖学金的倡议书。  校刊资料：厦门大学 1977-2007 1977年 8 月，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恢复高考制度。12月，高考举行。在 1978年的春天和夏天，厦大 77、78级共约 2000 多名学生先后入学，分布在十个系 23个专业，当时厦大的录取率大约在 0.36%。77、78级入学时厦大共有 3358名学生，其中本科生3295 人，研究生 63人；今天，厦大共有 36410 名学生，其中本科生 20824人，研究生 15586人，研究生中有博士生 2237 人；入学时校舍面积 18万 m2；今天校舍面积达 131万 m2；入学时 8 人住一间宿舍，今天，本科生 4人一间宿舍，研究生 2 人一间宿舍，博士生 1 人一间宿舍；入学时全校共有 1100 位专任教师，其中只有 35位教授，今天厦大有 2337位教师，其中有 628位教授；入学时全校只有 8.4 万元科研经费，今天厦大科研经费已超过 2.6亿元；入学时全校年办学经费总额只有 495万元；今天厦大年办学经费已超过 13亿元人民币。 

 
中科院院士田昭武 

教授喜迎八十华诞     化学化工学院报道, 今年(2006)6月 28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田昭武教授八十华诞的日子。6月 16日上午，学校在化学报告厅隆重举行田昭武院士从教 60 周年暨八秩华诞庆贺大会。厦门市和我校主要领导出席了大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化学会，省、市主要领导发来了贺信、贺电。     厦门市副市长郭振家，厦门市前政协主席、老教授协会主席蔡望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18所前总工程师汪继强，美国华纳公司技术顾问、我校美洲校友会前任理事长、董事会董事傅志东，校领导朱之文、朱崇实、陈力文、魏洪沼、杨勇、孙世刚、陈国凤、张颖，校长助理黄如彬，我校中科院院士蔡启瑞、张乾二、黄本立、赵玉芬、郑兰荪、田中群，校级老领导未力工、吴宣恭、林祖赓，田昭武院士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刘正坤、吴伯禧、周绍民、王火，化学化工学院以及校各部处领导出席了大会。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国化学会、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福建省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陈桦，福建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洪永世、中国化学会电化学委员会及委员会主任陆君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18所，中科院院士，电化学家查全性、吴浩青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电化学学科全体师生向大会发来了贺信、贺电，洪永世、郭振家、福建省科协、省化学会，兄弟院校以及我校领导、中科院院士等赠送了花篮。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林永生主持大会。他首先简要介绍了田昭武院士并宣读大会收到的题词、贺信、贺电，以及赠送花篮的单位和个人名单。     校长朱崇实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田昭武院士表示了最热烈和最诚挚的生日祝贺。他高度评价了田昭武院士在教学、科研，以及在担任我校校长和其他社会职务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他说，1957年，田昭武先生独辟蹊径，踏入了电化学这一当时人迹罕至的领域，50 年来，田先生充分发挥理论、应用、研究方法“三套马车”的研究特色，积极主张科学创新，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在理论和应用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朱校长指出，在致力科研的同时，田昭武院士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期间，他紧跟时代步伐，提交了不少关系国计民生极具前瞻性的议案。在担任我校校长期间，他带领全校师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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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给百废待兴的厦大带来了勃勃生机。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黄培强代表学院，用崇敬之情、感激之情表达了对田昭武院士的生日祝贺和祝福，并祝他在科研上取得更大成就。     蔡望怀引用李白诗句“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说，田昭武院士无论是在科研还是为人处世方面，都能令人时时刻刻感受到他的灵感与激情，感受到一股生命的清香。田昭武院士和他的团队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骄傲、令人自豪。     汪继强宣读了 18所的贺信，他愉快地回忆起自己1963 年到厦大进修时受教于田昭武院士的往事，并表示，18所在成长中离不开厦门大学特别是田昭武院士团队的支持，今后将继续学习和发扬田先生的创新精神，为团队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林祖赓是田昭武院士的学生和同事，他激动的回忆起与田昭武院士共处的日子。他说，令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每当国际上出现新的重大科学技术进展时，田昭武院士总是能立即将它引入与电化学学科交叉的结合点上，把电化学研究不断创新，不断推向前进。而且，田先生至今仍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学科交叉点上驾驭自己的“三套马车”，以“与世界争雄”的激情和魄力，把自己的科研生命不断延续下去。     傅志东向老师田昭武院士汇报了在美洲的田先生弟子的情况，他说，在美的田先生弟子如今都已事业有成、安居乐业，他代表美洲校友会感谢田先生的教诲，感谢田先生教会他们科学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校化学系 2005级博士生叶嘉明代表年轻一代的学生向老师田昭武院士祝贺生日，他在讲话中谈了自己与田先生交往的一些感受与体会。     会上，一些单位和个人向田昭武院士敬送了礼品，学生代表向田先生献花。田昭武院士的学生、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林昌健即兴献诗一首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感激与仰慕之情。     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下，田昭武院士发表了讲话。他向光临大会的领导和来宾，向筹备此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表示了感谢。他说，回顾自己 80 年的人生经历，不能不感谢社会、师长、同事、家人的大力支持和教导。对于这次庆祝活动，希望能局限在电化学领域内低调进行，不要邀请或惊动外单位的领导和专家，而是希望通过庆祝活动，好好回忆、梳理自己在电化学领域教学、科研的一些体会，然后整理成论文集，供年轻的电化学教研者参考。     田昭武院士指出，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师，必须运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来教学生，而学生也要懂得如何

学习、如何拓宽自己的视野，这样才能在高速发展的科学领域保持自己的科研青春，时时站在科学发展的最前沿。教学不应当仅仅被教师看成一项完成任务的工作，而应当能让教师从中获取科研的灵感与体会，教学与科研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田昭武院士在讲话的最后再次感谢社会、感谢学校为自己提供的种种便利，让自己能够在退休后依然从事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     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     田昭武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电化学家，现代电化学的创始人之一。从事教学、科研 60 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60 年来，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作为第一获奖者，获部级以上奖励 6项，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英国威尔士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早在 1974 年，他就自主研制了DHZ-1型电化学综合测试仪并批量生产，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电化学综合性仪器的历史，并获得当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担任厦大校长期间，我校对外先后同国际上 26 所大学建立交流合作关系，相继派出 720 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出国；对内积极改造老专业、创办了一系列新系新专业，形成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新学科体系和多个科学研究机构。1986 年，学校成为我国 22所全国重点大学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在人才选拔上，田昭武任人唯贤，敢于破格提升人才。比如，当年破格提升的万惠霖教授如今是中科院院士。    田昭武院士虽年届八旬，仍坚守科研一线。目前，他与林祖赓教授合作，研制应用于电动公交车的超级电容器，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和石油消耗问题，这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并获国家发明专利。（陈 浪）  
校友邱晓华狱中所著新书开售     广州日报 讯 （记者陈翔）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新著《中国经济新思考》已出版并在购书网站面市。有网友评价：“以邱经历学识，此书值得一读。”此前有媒体称，邱晓华在狱中每天都写有关中国经济的笔记。据《中国经济新思考》出版部门介绍：“本书中 180 多篇短文，大部分是作者在特殊的日子里，记录下的对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所思所想。”《中国经济新思考》分为 6篇，共分“中国发展问题、中国改革问题、中国开放问题、中国稳定问题、中国社会问题、统计与其他问题”，以及附录“个人主要经济观点综述”与“后记”，从题目上看，邱晓华以相当大的视野撰写此书篇章，据悉，里面的话题也与社会热点紧密相关。有消息称，邱晓华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任职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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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举办国学研究院复办典礼    厦门日报讯 （记者 佘峥通讯员王瑛慧）时隔八十年后，国学研究院又重现厦大—昨天,厦大举行了国学研究院复办典礼。副市长郭振家参加了复办典礼。   之所以说“复办”，是因为 1926 年厦大就成立过国学研究院。当年 10月 10日下午 2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是继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之后成立的专门国学研究机构，也是 20世纪前半叶中国仅有的四所国学专门研究机构之一。     老研究院当年搬来“半个北大”   史料说，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时轰动一时，因为它把“半个北大”都搬来了——它吸引了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孙伏园、史国禄、张颐、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厦大国学研究院经过约一个学期的运作就停止工作。不过，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些学者认为，与同时期的新国学各研究机构相比，为时不久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成就虽然赶不上北大和清华，在当时却不逊色于齐鲁、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和东南大学国学院。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即它不仅把中国南方的国学研究推入一个历史的高峰阶段，而且开创了闽南文化等独特的研究领域。   复办挂牌地点显示校方苦心   复办的厦大国学研究院的牌子是挂在厦大人类博物馆的。本报了解到的消息是，在国学研究院选址上，校方颇费心思。之所以选定人类博物馆，是因为它是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在 1934 年筹建的，它充分展示了人类及其文化的进化以及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和国学还是有联系的。写着“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牌子也颇有故事，它是厦大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厦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贡献出的一块珍贵的红木，两米高、六十多厘米宽。八十年前的厦大国学研究院据说设在厦大生物院大楼，不过，这幢大楼已经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不复存在了。   “克隆”细节力求一脉相承 从复办的种种细节看，校方似乎希望一脉相承， 最明显地表现在名称上，使用“国学研究院”，而不是常见的“国学院”。公布的厦大国学研究章程可以看出，建制和八十年前是有相似之处——正如八十年前的厦大校长林文庆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样，昨日，厦大校长朱崇实也以国学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发表讲话，不过，他表示，他将在 3个月之内尽快选出一名院长。现在的厦大国学研究院也不设专职研究人

员，即如果研究人员要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他们就进入研究院，可以自行申报课题，也可以招投标规划课题。   八十年前，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后还展出展览，包括鲁迅所藏拓片，陈万里先生所藏大同云岗拓片。这里有个趣事,人们从鲁迅的《两地书》发现，鲁迅心里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说：“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你以为可笑么？”   也许是特意的，昨日庆典大会之后，组织者也安排了一个名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迹》的展览。不过，展览展出的是八十年前国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开展工作、出版刊物丛书等历史资料，没有什么争议。   定位“研究”促进“中西合璧”   朱崇实说，八十年前，厦大国学研究院就坚持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材料是中国的，方法是世界的。他说，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将会得到继续发扬。和八十年前一样，现在的国学研究院也是定位于“研究”，即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搞时髦花哨的东西。在研究内容上，朱崇实说，厦大复办国学研究院并不是要发思古之情，而是要放眼世界文明，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贡献。 昨天的复办典礼后，还举办了十几场学术讲座，演讲者包括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以及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学者。(2006.12.23)  
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 

−本刊简述当前国学热的一些背景     近年来, 国内出现一股"国学热"。媒体大量地报道与国学有关的新闻;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了一批以“国学”为标榜的大众化学术明星（如易中天、于丹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 民众的读经运动也方兴未艾; 一批体制内的国学研究机构出现。 当前的国学热具有一定的背景。在商业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下，道德危机和信仰缺失已经成为社会的病痛，因此传统儒家对于人际关系、对于社会责任的强调，连同道家的超脱和佛教的慈爱，一起被看作是医治现代社会困境的良方。而国学被视为是新的信仰基础，被赋予承担起寻找中华民族和国家精神信仰的希望。还有，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 不少人觉得经济发展的目标感没有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 原来的价值观失掉了,基本的伦理受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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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找寻一种新的伦理价值。此外,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 我们发现对自己的文化了解不够, 甚至缺少一样东西去跟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因此，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被重新发掘和定位。(傅志东)  
那段岁月 
国学大家齐聚芙蓉湖畔       80 年前厦大创办的国学院，是近年来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尽管如此，当年厦大复兴国学的光芒，仍然辉耀后人。我们借助厦大校史、厦大历史系教授杨国桢的著作等相关资料，重温 80 年前厦大国学院短暂、奇特的历史。       英文医学名词催生厦大国学院      杨国桢认为，厦大当年之所以设立国学研究院，和陈嘉庚先生、校长林文庆是有直接联系的。厦大校史记载，林文庆出任厦大第二任校长时，曾向陈嘉庚先生询问厦大的办学宗旨究竟是要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文？陈嘉庚的回答是：“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杨国桢认为，这些均使厦大在创办之初，便与振兴中国人文学术结下不解之缘。      林文庆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位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虽然满口洋文，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深厚的感情。     学者们说，厦大国学院成立的直接“导火索”是英文医学名词。林文庆自己在国学院成立时发表的讲演中说，1912年秋，他到北京出席医学会议。会上，大家对医学名词多用洋文,而将中国固有名词完全废弃,这给了林文庆很大刺激,“因念中国数千年来固有文字，竟衰替一至于此,真足令人痛心切齿”。林文庆担任厦大校长后，发誓“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      林文庆派儿子做林语堂的说客      创办国学院，被认为是林文庆新官上任烧的一把火。与此同时，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也帮助林文庆更加接近自己复兴国学的理想。      因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林语堂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他避难到一位叫林可胜的医生的家里，而这位医生就是林文庆的儿子。于是,林语堂便派林可胜做说客,游说林语堂到厦大任文科主任,着手组建国学院。      恰好林语堂也觉得是时候离开北京了。北京的形势太坏，他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说是保护，其实就是监视。这些机缘促成林语堂接受了林文庆的聘请。      厦大成了第二个北大  

国学院成立的另一个契机是陈嘉庚强大的经济实 力作支撑。林文庆当时允诺每年给国学院一万大洋， 为知名教授开出的薪资高达 400银元一月，而且决不拖欠。而在北京，教授们的工资经常被政府扣作他用，几个月不发是常有的事。      借助陈嘉庚的经济实力和自己的人脉，林语堂大规模招兵买马，他甚至把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挖来了。厦大国学院最终聚集的人物包括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史国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个个在当时均非泛泛之辈，“一时颇有北大南迁的景象”，另一种比较直白的说法是：厦大成了第二个北大。当时,林语堂胸襟宽阔，只要是有利于厦大文科发展的，他都网罗进来。      国学院招收厦大首批研究生      杨国桢说，事实上，厦大国学院从 1925年 12 月就开始筹备，1926 年 6月人员陆续到齐，10月 10日不过是补办个仪式而已，国学院最终由校长林文庆任院长，语言学家林语堂任总秘书，语言学家沈兼士任研究主任。      从整体上看，厦大国学院采用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并确立两项重要职能，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养成国学之专门人才，在研究方法上，也继承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提倡用科学方法对国学进行研究。      当时厦大国学院确定的理念是：“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作为参考”，也就是实行跨学科研究；同时，还提出研究工作不能只钻在故纸堆里，就文本研究文本，而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这种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也使厦大处于国学研究的前沿。     值得一提的是，厦大国学院还招收了两名研究生，这被认为是厦大的首批研究生。      国学院“存活”的时间仅半年      不过，在厦大国学院开办不久，陈嘉庚所办企业便遭受挫折，再加上复杂的人事关系，国学院实际只存在半年。杨国桢认为，厦大国学院丧失引领国学研究潮流的机会，留下深深的遗憾，但它从筹办到开办的实践，在现代中国学术传承上仍然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地位。厦大国学院一项没有争议的成果是它开创了闽南文化和泉州学等独特的研究领域。  学界的评论是：与同时期的新国学各研究机构相比，存在时间不长的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学术成就固然赶不上北大和清华，却不逊色于齐鲁、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和东南大学国学院，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   厦门日报记者 佘峥 通讯员 王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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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 高令印      国学，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具体说就是儒道佛三学。儒学的创立者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后来又经南宋的朱熹等对它进行充实提高，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道学的创立者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而我们讲的道学还包括创立于汉代的道教思想。道家与道教原不相干，只是后来的道教学者用道家道学立论，以老子作教主，它们才联系起来。佛教创立于印度，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代中国化，产生中国佛教，主要是慧能创立的禅宗。中国化的佛学才是国学。 一讲到国学，就想到“四书”、“五经”，觉得高不可攀。其实，我们天天生活在国学里。国学典籍讲学理，而学理体现在历代中国人身上，像衣食住行一样不可须臾离。儒学之“儒”由人与需构成，就是儒学为人所必须。人必须什么？好的思想行为。好的思想行为，儒学用“仁”来概括。“仁”由人与二构成，二人以上你我他就是社会。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爱，所以孔子释仁为“爱人”。朱熹进一步释仁为“心之德”，就是仁为人之最根本的德性，所以他又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就是说，做人的标准是有仁，没有仁就是禽兽。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老子说的道，就是道德。德即得，就是人从天地那里得来的道就成为人的德（本质），所以人的本质就是道德。“天人合一”是国学的根本世界观和人生观。天仁生人物，地厚载人物，因而人亦要仁慈敦厚。这就叫做本天（地）道以立人道，立人道以合天（地）德。在老子看来，天地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做人就要清静无为而治。后来的道教学者进一步发挥为修心养性，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中国佛学禅宗，把印度佛教讲的佛从彼岸拉入每个人的内心，像儒学讲的“人人可以成尧舜”、“尽心知性知天”那样，主张“人人可以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并提出“顿悟成佛”，迷与悟只是一念之差，只要思想觉悟过来就是成佛。佛学讲的成佛，实际上就是儒学讲的成圣。所以，佛学大师弘一为泉州开元寺书宋大儒朱熹联语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佛教注重修行，把整个佛学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或者叫做信解行证。慧能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就在眼前。”当今中国佛教宣扬“人间佛教”，强调

“生活即禅”。人们多注意佛教的消极厌世，而忽失其“见性”精神启示人们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成 为见义勇为、革命进取者。从国学的基本内容看，是贯串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的。  由上可见，国学的基本思想是注重敬人，思维偏倾于主体（向内），即教导人们用功于人伦道德和个人内在固有价值的修养和升华。国学的世界观即人生观，是讲由个体到群体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是主体性哲学。这种哲学，中国哲人概括为“终极关怀”和“为己之学”。中国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包括个人和人类两个方面价值的最高实现。它要求自身圆满成就内在德性和外在事业，即内圣成德和外王事功。这种境界，是人们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称之为“终极关怀”。为此，必须从学入手，所以叫做“为己之学”，即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这就是说，人们要用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它，把追求它看得比人生的其他一切方面都重要。人最根本的是要懂得生命的意义价值。“终极关怀”是驾驭整个生命存在的，是解决如何安顿自己生命的。比如说，实现了外在的平等自由和物质生活富裕后，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只是尽情地享用吗？这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在当今太平盛世，自由平等、物质生活富裕的人，为什么还有的去自杀？！这就是没有安顿好自己的生命。有人不懂得活着的意义价值，或失去活着的意义价值，“终极关怀”就是对生命意义价值的回答。国学里讲，一个人即使财产很多，但是他的内心还会空虚；惟一可以克服内心空虚的，是在自己内心树立起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儒家看来，人的道德伦理的责任，不全是基于外在的要求，是发自自己的生命力，是自己的生命力有这种要求。这种“终极关怀”，你往政治、经济或科学、宗教里去找是找不到的，只能求诸自己。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为仁由己”，“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在这里，以堆山和平地为喻，成功或失败全由自己的努力与否。这是“为仁由己”的生动描写。  总起来说，国学是健全人格、成熟心智、安身立之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体现于历代中国人身上，我们天天生活在国学里。 (转载自校刊 200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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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悦诗学长辞世      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创会主席、永远荣誉主席、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大学杰出校友蔡悦诗学长，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8年 5 月 31 日凌晨 5：30在曼谷不幸辞世，享年 83岁。噩耗传来，厦门大学师生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老校友而深感悲痛、哀思绵绵。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发去唁电，表达哀思，并向蔡悦诗学长的家属表示慰问。6月 13日，蔡悦诗学长追悼会在泰国曼谷黄桥礼拜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及泰国各界友人 1000 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泰国国王为蔡悦诗的遗体安葬送上了尊贵的皇土。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老校长林祖赓教授、老校友代表吴伯僖教授专程前往曼谷出席追悼会和出殡仪式。   朱之文在追悼会上致悼词，他说：悦诗学长是厦大人引以自豪的杰出校友，是著名华侨实业家，是著名慈善家，是促进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是热爱母校的典范，是厦大人的楷模。如今悦诗学长离我们而去，厦大师生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校友而深感悲痛、无比惋惜。悦诗学长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长存我们心中，她的精神品格将激励着我们开拓进取、奋勇向前，为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蔡悦诗，原名蔡碧娥，祖籍福建晋江。1945年由泉州培英女子中学保送至国立厦门大学外文系，后转至教育系学习。在学期间，成绩优异，曾获上海文化基金会现代文学奖。1949年毕业后，随家到香港，不久与 1948级厦大会计系校友丁政曾喜缔良缘，并一同到泰国创业，获得成功。蔡悦诗学长始终心怀祖国，情系桑梓、关心教育，对培育她成长的母校热爱至深，对师长感恩至诚。1989年在她参加 1949级毕业40周年聚会期间得知教师的教学任务重、待遇低时，即捐资设立“蔡建文资深教师奖励金”，用以奖励在校任教满 40 周年的老教师；1991年 4月为祝贺母校建校 70 周年，她与丈夫丁政曾（48级会计）各捐赠70 万，共计 140 万港币给母校；1993 年又捐赠 400 万港币建造教职工活动中心——建文楼；1996 年当她得知母校为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加强硬件建设时，她再次捐出 2000 万港币兴建了“嘉庚群楼”的主楼，后命名为“颂恩楼”。此外，无论是“萨本栋教育科学基金会”的设立，还是级友聚会，她都鼎力支持。 

今年年初，学校领导在得知蔡悦诗病重的消息后一直十分牵挂，校长朱崇实、常务副校长潘世墨、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副理事长詹心丽曾相继前往香港看望。4月底蔡悦诗返回泰国后，学校又派老校长林祖赓、老校友代表吴伯僖教授专程前往曼谷看望。(校友总会秘书处)  
皇恩浩荡泰皇陛下御赐圣土 

丁蔡悦诗太夫人丧礼备极哀荣      （泰國中文報訊）泰國留學中國大學校友總會榮譽主席、廈門大學泰國校友會永遠榮譽主席丁蔡悅詩太夫人蒙主寵召，安詳的離開了這個世界。喪家丁府假本京黃橋禮拜堂為蔡太夫人治喪，喪禮莊嚴肅穆，備極哀榮。     蔡太夫人安息禮拜 6月 13日晚 7時于黃橋禮拜堂準時舉行。由於丁蔡悅詩女士身前生性豁達、交遊廣闊又樂於助人，同時又是一位事業有成的企業家和樂善好施的慈善家，所以是日前往參加安息禮拜的主內兄弟姐妹、教外親朋好友以及各相關單位領導和社會名流近千人，整個禮拜堂的樓上樓下幾乎座無虛席。安息禮拜由黃橋禮拜堂原長執會主席卓威長老主持。卓長老首先帶領大家齊唱詩歌《奇異恩典》；然後由李承禧牧師祈禱，祈禱之後由歌唱家趙一平老師唱詩《聖母瑪利亞》。     接著由吳伯僖教授閱讀了丁蔡悅詩身前最喜愛的一段經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出自《詩篇》第 23篇）     丁蔡悅詩的身前好友吳伯僖教授讀經之後，是陳克仁牧師講道，題目是《永存的家》。陳牧師所講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人人必有一死，人在世是暫時的，在天才是永恆，今生是地上的帳篷，來生才是天上永恆的房屋。其次講到善惡之報，認為人的所作所為均有所報，否則，這個世界就太不公平了。最後藉聖經曉諭世人：到達天上永恆房屋的道路就是信耶穌，因為耶穌是道路、是生命、是真理。丁蔡悅詩女士因為接受了耶穌，所以她已安享在永遠的家裏，等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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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蔡悅詩的另一位摯友、廈門大學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主席、廈門大學菲律賓校友會理事長劭建寅教授在悼詞中说：“悅詩走了，她安詳地走了。天不憖遺，草木銜悲。她一向是那種要以短暫但踏實的人生換取永夕光彩奪目那一剎那的人。她不曾浪費她的生命，她一生沒有白活。雖則在歷史長河裏，她只像電光石火，一閃即逝，但這顆畫過太空的耀眼流星，卻已在宇宙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她掌握她絢爛多姿的那一彈指，而且光華四射。她處事好像劍膽俠骨的大丈夫；待人卻如琴心柔腸的小娘子。她睿智、幽默、直爽、坦蕩、善良、真摯、熱心、多情。她的多情不局限於友情，而是面向全人類的大愛。她無私無我，她的一生只有付出。惟其無私，才能超脫物累，不受名利的羈縻和驅策；惟其無我，才能虛已歸零，才能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而逍遙在海闊天空的自由境界。她博施濟眾、救困扶危、傾資興學、獎掖後進。”劭教授的話語情真意切，充滿了對逝者的懷念，也是對丁蔡悅詩老夫人一生的真實寫照。     廈門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先生對丁蔡悅詩這位傑出“廈大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評價：稱讚這位廈門市榮譽市民是傑出的華僑實業家及教育慈善家，是熱愛母校的典範，是促進中泰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廈大校友的楷模，她的精神品格將激勵“廈大人”繼續開拓進取、奮勇向前，為把廈門大學建設成世界知名的高水準研究型大學而努力奮鬥。     丁蔡悅詩的胞弟蔡志雲先生用一首《安息主懷》唱出了對胞姐的深切追思。孝子丁哲曦用英文向先慈感恩並向各位來賓表示感謝。黃橋禮拜唱詩班唱詩之後，王元平牧師為全體來賓祝禱。丁蔡悅詩太夫人安息禮拜在祥和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6月 14日上午 9點於黃橋禮拜堂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出殯禮後即移柩護靈至那空那育府萬那縣黃橋禮拜堂墓園安葬。親朋好友 200餘人隨靈車行至藍實路開源紡織廠附近時，聞訊而至的紡織廠員工紛紛在道路兩旁為這位開源紡織廠的創辦人灑淚送行，向靈車致送花圈表達哀思，並選派了數十位代表參與護靈。靈車於 11時到達墓園，隨即於墓園禮拜堂舉行了告別禮，並於告別禮上由宮務處職官督導舉行了恭請泰皇陛下御賜聖土儀式，由喪家依旨宣讀了聖諭。開源紡織廠顧問包春齡先生在告別禮上講述了數十年前丁蔡悅詩向他傳福音的經過，滿懷感激。告別禮後即移柩至墓穴安葬，孝子丁哲曦在宮務處職官的指導下先將十白十黑的二十塊御賜聖土整齊的安置於銅棺之上，才由眾人依序撒花瓣及贈土。安葬儀式虔誠莊重。 

據悉，喪家決定將在為丁太夫人治喪期間所收到的賻儀全部捐贈予詩麗叻醫院癌症研究中心，造福罹患癌症的病友。     參加 13日晚丁蔡悅詩太夫人安息禮拜的貴賓有：胡小蘭參贊、廈門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廈門大學校友總會會長王豪傑、前校長林祖賡、摯友吳伯僖、廈大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鄭冰冰、菲律賓摯友劭建寅夫婦、新加坡摯友周純端以及泰華名流（恕無稱謂）陳有漢、吳宏豐、劉錦庭、廖漢煊、張建祿、蘇文及、羅宗正、劉暹有、林炳南、陳紹揚、陳漢濤、張永青、張祥盛、賴錦庭、夢麗、何韻、歐史里、梁冰、黃根和、張祥裕、蔡遠、許植楠、劉純義、陳晉環、鄭漢成、卓聖時、吳師敏、林福華等人。另外尚有多位坤仁、泰國名流及政商軍警人士參加了是日為丁蔡悅詩太夫人舉行的安息禮拜。  
怀念丁蔡悦诗学长  

李联欢＊      蔡悦诗学长，原名碧娥，1927年生于福建省晋江坎口乡。1949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在校时，先在鼓浪屿新生院就读，没有经过长汀时代。所以，起初不大熟识。後来有时在基督徒团契中相见而已。 当时团契，不过一百多位契友，分为九组，在课外聚集，妍究圣经，唱颂圣诗，有时在海滨山上崇拜。当时校园中尚有青年会学生公社，可于星期日共同崇拜。在这种环境中，悦诗维持她的基督教信仰。毕业之後，有几位契友在各地为校友服务，当任领导地位，像丁政曾及蔡悦诗在泰国，邵建寅在马尼剌，周纯端在新加坡，金世添在台湾,及本人在美洲。 丁学长 （1925年生）于 1948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 丁学长与蔡学长于 1952 年绨结良缘。後来于1961 年他们前往泰国创业成功。1972 年丁学长建设开源纺织公司，悦诗专理财务。1983 年在曼谷开设华泰制衣厂有限公司，经十几年不断发展，推广产品到东南亚各国。      1993 年丁政曾与蔡悦诗夫妇为母校捐资 434 万港毕，建设“建文楼”作为教职员活动中心。 1996 年厦大计划兴建嘉庚楼群，丁学长伉俪又再慷慨捐资 2000 万人民毕建筑 21 层的主楼，作为母校迈进 21 世纪的“211” 工程主要方针之一。。      後来在 1997 年 10 月 9 日，嘉庚楼群开工典礼上讲话之中，悦诗学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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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曾和我笃信基督教，在人生的路程中兀论崎岖平坦，忧患喜乐，总有 神的恩惠慈爱伴随我们。过去四年里，政曾病痛缠身，我们对 神的眷顾与扶持，体验尤深，内心常怀感恩之念，今日为表心愿，特以“颂恩”命名，将此楼献于母校，以报 神恩，师泽于万一，希望这朵小小心焰，融入伟大的时代火炬，光照人群，永无止息。“     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十分感动。     1999年，丁政曾学长因病，不幸辞世。2001年 4 月 6 日，在 母校 80 周年校庆之中，悦诗和我们在厦大餐厅里谈话时，她提起一件事。她说 将来希望有一天，在颂恩楼最高一层可以看到丁家的事绩。当时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      月来悦诗所得的癌症细胞传到各器官，无法医治，终于 5 月 31 日.离开世间。这消息传来，惊动许多友好。现在只能祈祷，求 主耶稣基督及天使带她直到永生。     今天想起当年悦诗的话， 我也希望，有一天母校能在颂恩楼设一纪念室，纪念丁政曾与蔡悦诗学长的事绩，作为年青一代的模范。 ＊美洲校友会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基金会董事长  
怀念丁蔡悦诗学长 

 

苏林华     去年（2007年）底，厦大校友吴伯僖兄到南加州探亲，晤面时承告，蔡悦诗学姐将于 2008年一月初在香港动手术，我即电邮予其妹悦琪，知为肺癌，切除3 ╳ 5公分之肿瘤，住院七天。1月 14日我特自美去电慰问之，印象中悦诗仍甚乐观，谈笑自若；2月 15日，她甚至自发地自港打越洋电话来，并不重视自况，反而关心我退休返美后之生活与体况，听其声音仍甚洪亮。我以为其病已暂治好了。     承专程自美来港、悦诗之妹蔡悦全（Joyce），及在港之妹悦琪（Amy），经常发电邮、报导悦诗继续治疗之经过及病况，得知她继续作放射性治疗，但医生说癌症有 40%复发之可能，心甚悬念之。我并将有关电邮不断转告美国、奥地利、台湾、大陆等地校友、级友及厦大泰国校友会有关人士，彼等均予以极大之关心。      四月中，悦诗与其妹回泰一行，经检查后发现脑癌，复行开刀；于 4月下旬特再挂电话至其家，慰问一切，感到她的头脑仍是清醒，言辞清晰，知我为

谁，及致谢意。但不久，即知其癌细胞扩散，侵入肾与肝脏及各处，情形恶化，心甚忧之。     5 月 22 日得悦全电邮，知悦诗脑部出血，进入昏 迷状态；继陆续得泰国厦大校友会于翔老师、悦诗之弟志伟、妹悦琪发来电邮，知悦诗已是不治之况，嘱写些纪念文章；而我目前虽然左眼刚动过手术，视线模糊不清，但仍愿好好地送悦诗一程。     忆 1999年 5 月 25日，悦诗之夫君，也是我高中及大学时代级友过世，我曾写《怀念同窗丁政曾兄》一文，而今九年之后，又再提笔悼念其夫人，情何以堪！一时间，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故现择其要者，忆述如下。     我之初识蔡悦诗学长，是早于 1946 年夏秋之间，在厦大校园内，其时政曾与我，从长汀复员到厦门念大三；悦诗则念大二，学名蔡碧娥，因她身材瘦削苗条，但声音却异常嘹亮，眼睛特别大，故引人注目；但只是我们认识她，她并不知道我们。     几年后，政曾自台湾去香港，在悦诗之父太平洋搪瓷公司工作，而后他俩结婚。五十年代中，在台湾之我，常托政曾代我汇款或寄物给福州或杭州家人，事后才发现，所有经手办理者，甚至来往书信，都是悦诗代为包办，心甚感之。     后来他们把事业从香港移到泰国办纺织厂，政曾经常来台采购有关纺织之机件及聘请工厂技术人员，我们级校友们经常与之聚会，但悦诗未随行。后，他俩带一子一女、全家来台旅游，从台北包了一辆汽车，沿途南下，住住停停，访问厦大校友们；最后一程是到高雄市，入我服务之高雄水泥厂及访我宿舍，内人迎之；这算是我第一次与悦诗之“见面”及深切认识。然后，我带我刚念完幼稚园之小儿，共搭其车南行至四重溪及台湾最南部的鹅銮鼻共游，夜返高市，内人在市区餐馆宴之，欣甚！     1972年 10月我们服务之台湾水泥公司派我往欧美、日考察，航机途经曼谷一天，她特到机场迎接我（按：其时政曾在日本公干），并代为安排旅馆及午餐，然后带我到曼谷各名胜地观光，夜间且邀我及厦大校友姜致和夫妇共宴及看表演，然后送我回旅社，我才出发去欧洲。      1980 年我应聘及移民来美，初在宾州，1982年工作移至美西之南加州，她于年底间因其姐妹关系，取得美国绿卡来美居留一周，住我家二天二夜，我曾为之开车到处访友及购物；不过后来她主动放弃绿卡，即不再来。     1984 年 10-12 月我应联合国之聘，前往天津中国水泥中心讲学，事毕要到北京小住，恰他们一家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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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旅游，住民族饭店，我则与舍妹夜间往访，相谈尽欢。     1985年中，我回宾州之富乐公司，任海外部中国地区经理，经常去华办理技术转移工作。1989年 8 月在北京洽谈山西潞城水泥厂扩建事宜，悦诗自泰代表政曾一直来电，要我去泰国一行，与泰石油工业公司（TPI）主脑廖氏家族人员见面，以协助之在北标府（Saraburi）处建造一座世界级大水泥厂。回美后，她仍函电交加催行，终于 1979年 11 月感恩节假期，我飞泰一周，政曾兄陪我到工厂预定地一行，悦诗则穿针引线，处处协助，终于离泰前，廖氏家族设宴款待，当场聘我为水泥厂厂长（后数年，加“资深副总经理”职衔）。我回美后，1990 年初辞“富乐”之经理职位，一月中旬飞泰履新，开始了我 17年又半之海外生涯，这都是源于他俩之引介。     1993 年 10月，我们厦大 1948级级友毕业 45周年，举行庆典，政曾夫妇与内人均前往参加。庆典中有他俩捐建“建文楼”仪式，由于这是纪念悦诗之父的楼建，故她成为仪式时之中心人物。事后我们两家，外加自奥地利来之严家骙夫妇，共往福州，参加英华高中级友之聚会；数日后，我们两家共搭“联航”飞机去美西，他们在旧金山机场下机，要参加亲人之婚礼；我与内人则在洛杉矶下机，要在美休假二周。不意，我休假后返泰，未见他俩，得知悦诗骨折，政曾心脏病发，入史丹福大学之医院急诊，似乎这一住，便是一年又半。在此期间，内人曾特地自南加州飞往探视（但她后即先逝；悦诗于离美前，曾南行到其墓地吊祭之）。我则于休假回美时，在旧金山下机两次探视之，不过，最后他们仍回泰。     他们返泰不久，建文楼准备破土开工，时为 1996年 4月，校方邀她前往举行仪式，她因政曾体力未复，邀我偕行，故 4月 5日搭“国泰”机启程，不意该机机件故障，改搭之第二架机又坏，等到第三架飞机飞抵香港时，“港龙”班机已在跑道上，机场不准我们入闸，而把我们送去酒店暂住，悦诗气愤不已，叫校方不必等她了，但我们也因此可往其香港市区之老家与她之家人共聚及晚餐。次日，我们之航机抵厦门时，厦大校庆大典已过，不过校方将建文楼之破土仪式改为 4月 7日。在剪彩时，悦诗主剪，林祖赓校长，邵建寅兄与我陪剪，并顺利完成仪式。     1998年初，悦诗对厦大泰国校友会作一大整合，于 3月 15日正式成立，她出任第一届主席，对会务之推动不遗余力，并加强与母校之联系，退任后升为“永远荣誉主席”。而我也一直参加本校友会之活动，历任名誉顾问、荣誉顾问，在离泰前顷，他们赠我为“荣誉主席”。 

    1998年 10月，我们厦大 1948级举行毕业 50 周年纪念，她代表政曾前往参加，并捐巨款。开幕式中，我担任主持人，致词中，特别对政曾与悦诗对本级之支持与关心，向级友和贵宾们提出，得到大家之共鸣。    2001年 4月 6日，厦大建校 80 周年庆典，并举行嘉庚广场五大楼落成典礼，她与政曾所捐助之 21层“颂恩楼”居中，蔚为壮观。是日我承校方之邀，登上主席台观礼，得以聆听她精辟生动的讲辞，令我动容。    2003 年 10月间，悦诗之 1949级在武夷山举行大团聚，她与新加坡之周纯端两人为主要赞助人，特别邀请我这 1948级者为贵宾，我们在山上有五天之愉快聚会。     2006 年 4月 6日厦大建校 85周年校庆，我们均受校方之邀请前往参加。曾有多次之“小聚会”，而且还有好一些合照，这些照片连同过去在 80 周年校庆时者，与厦大泰国校友会者，与我们 1948级者等等，都刊登在拙书《共饮长江水》内，足资永久之纪念。 2007年初，我年满 80岁，向泰石油宝麟公司（TPIPL）申退，6月底行前，她与蔡氏家族成员为我设宴欢送。而厦大泰国校友会之理事会（包括她在内）也为我欢送，但那夜之后，我就未与她再见面，如今得知她将返天家，不无戚戚之感。     我离泰前，曾往政曾之墓园致别，其左方即是悦诗之预定地。今后他俩不但在地上可相守望，而灵魂在天堂里更能欢乐相谐，共得永生；敬颂之！ ——2008年 5 月底 于美国南加州  
忆秦娥•颂蔡悦诗学妹  鲍光庆 45级机电  （一）     强意志，待人随和心灵美，心灵美。高楼缔造，芙蓉秀丽。楼高怎与胸怀比。星光灿烂天穹蔚，天穹蔚。尊师敬教，精神永粹。 （二）   逢校庆，诙谐谈笑风光影，风光影。衣裳时尚，慈祥文静。几逢盛会全神听。一言九鼎人人敬，人人敬。全民事业，寻求必应。 （三）   游鼓屿，精神弈弈高言语，高言语。行行歇歇，长谈短叙。游山九曲随心旅。汉江共赏东湖雨，东湖雨。忽趁黄鹤，永难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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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徐宗亨学长 

李联欢 ４７化学      徐宗亨学长(Tsong Han Hsu)，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出生于浙江省台州临海市。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因病在佛罗里达州逝世。      他于１９４７年获得厦门大学化学学士学位。在长汀学习时期，勤奋用功，喜欢实验。一向亲切寡言。甚为同学师长所尊重。      毕业后于１９４８年前往台北，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人造树脂研究室工作。从事脲甲醛(urea-formaldehyde)及酚甲醛(phenol-formaldehyde) 等树脂研究工作。当年我在台湾南部工作，有时北上访问他。       １９６２ 年他到美国阿拉巴马州 Auburn University 深造。１９６８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应聘于 U.S. Plywood-Champion Papers Company, 在Brewster Laboratory 从事合板胶料及木材防火剂等研究。曾获得数项美国专利，包括用木屑制造合板及含磷防火涂料等。     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６ 年, 他在 RSA公司继续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     １９７７年他接受联合国聘请前往缅甸(Burma), 在仰光协助该国中央研究院，筹设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并进行热固性树脂(thermosetting resins) 制造及研究。     １９７９年国内提倡四化运动，需要外才协助开放建设。徐学长应中国国务院外交部，国家科委会及化工部等邀请作技术指导并协助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合成板工厂， 油漆公司作扩大工作并改良成品。曾驻在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协助该所制造热熔胶(hot-melt adhesives), 等。乙年期中，作了不少贡献。后来受到邓颖超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１９８０返美后，应聘于 Hillyard Chemical Comapny 进行多种涂料研究。其中主要项目为改性环氧树脂(epoxy-modified  resins) 作为球场地涂料及室内聚乙烯(PVC)地板涂料。该公司规模宏大。前者占全美国市场的 30%。后者占全美国大半的市场。 

    徐学长一生注重学以致用，为应用高分子科技作了不少贡献。从１９８７年退休后，住在佛州圣彼得斯堡市。有一段时间曾任教于南佛罗里达大学。年前内人和我前往访问他和他夫人绮文女士。曾受他们热诚接待。     他一心爱祖国，爱家乡，时常关心国内教育事业。早于１９８８年捐赠数万美圆在浙江省台州中学及回埔中学设立徐宗亨奖学金，协助贫困学生。此举曾获得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及教育厅的表彰。     徐学长此次不幸因病无治与世长辞，我们多年同窗，痛失良友。他是基督徒，此次 Tempa Ba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也开告别式。今愿宗亨兄英魂在天永享安息。  
珍贵史料赠母校 校史文化添光彩    近日，我校海洋与环境学院何大仁教授来到校友总会，向学校捐赠了其父亲何励生先生遗留下来的 2 3件珍贵的校史资料，其中大部分是我校办学初期的各类出版物，反映了我校建设初期的办学状况，包括《厦大周刊汇编》《厦大校刊》《厦门大学中文图书目录》《厦大通讯》和一些老照片，其中 1 5枚标有“厦大”字样的铜纽扣显得饶有情趣。何大仁说， 这些文件和物品均为其父亲何励生先生的遗物，现在把它们捐给学校，希望能为丰富校史文化作一些贡献。 何励生先生从解放前便在厦大任职，从一名普通的文书助理到校长办公室文书科科长，亲身经历了本校初创、内迁、复员、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厦门大学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之一。对于厦大历史的编撰，他非常重视，直至晚年，仍不遗余力地为学校提供史料。何励生先生一生崇敬校主陈嘉庚，对弘扬陈嘉庚倾家兴学精神和“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校训尤为关注，并亲自撰文宣传“嘉庚精神”。何励生先生在校园建设方面也出过不少力，何大仁回忆说，今天我们在群贤楼前看到的校主陈嘉庚铜像，早先有人曾提议把铜像摆放在现在的上弦场，何励生先生听了之后建议说，上弦场冷冷清清不如群贤楼前人口来往密集，还是放在群贤楼前吧。在这次捐献的文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份关于“厦大十二景”建设的稿件，文中的建议颇具创意，也是何励生先生为厦大的校园建设提出的宝贵意见。(胡翔翔 黄晓丽)  (原载厦大校友通讯第 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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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三月间—遗漏在自传里的血泪 

朱一雄传奇  
紀 蔚 然      有緣得識朱一雄教授近三十個年頭了，最近才第一次讀到他的自傳。短短三千多字道盡他的一生，卻遺漏許多令人動容、值得撰寫成書的故事。     這份自傳提供了線性的年表，終可讓我將銘記於心的故事標記在時間線上。多次聆聽他回憶往事，故事總是以跳躍的方式，從某個細節牽引至另一個年代，再由某個姓名勾出另一個時空。這是回憶的本質，它的湧現是非線性的騷動，如夢如詩。自傳格式一板一眼，和不受框架拘束的回憶格格不入，遺漏的不只是故事，還有血淚。      朱一雄，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江蘇江陰。政府記錄是一九二三年，誤。      什麼樣的時代會造成實際年齡和政府記錄誤差整整一年？年幼時，每次跟大人討著過生日，總上了母親的當。隨著一月六日逐漸逼近，我開始纏著她，她會告訴我：「身分證上寫錯了，應該是十二月二號。」後來才知道，身分證沒記錯，母親也不算講錯，不過一個是國歷，一個屬農曆，之所以誆騙只因「錢歹賺、囝小漢」，可沒心情和閒錢買蛋糕。      朱一雄出生於新舊交替的年代。一九二二那年，國民政府決定一律將生辰年月改為西曆，當大姊到學校為他登記戶口時，承辦人員自作聰明地把一九二二改為一九二三，因為他們以為按中國人虛歲的算法，民眾都會多報一歲。按舊曆，朱一雄生於九月十五，換算成新歷是十月二十三。如此看來，政府記錄錯得離譜，不僅年代誤植，且新舊曆制混為一塊。朱一雄常笑稱，他有三個生日，家人也樂得每年為他慶生三次。      朱一雄不只有三個生日，還有九條命。我十五歲時，最大的煩惱是青春痘，最大的願望是交個異性筆友，最大的抉擇是在「板橋」和「徐匯」兩間不怎樣起眼的高中挑選其一。朱一雄十五歲便加入游擊隊打日本鬼子。十五歲時因日軍侵占江南，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乃加入國軍游擊隊，輾轉江南各地，服役於阮清源、張葆琛部下，因戰功自二等兵擢升為準尉。十七歲時在戰地受傷被俘,倖得逃脫，潛入皖南山區，步行經經羊角嶺到浙西天目山入浙西一中（今湖州高中）。  那年，日軍佔領南京，開始屠城，朱一雄初中畢 

業。日軍當時無意北上，所以江北一帶是大部分國軍 和難民的避難所。朱一雄隨著家人渡江到舅父家暫住：「一路上，日軍飛機很低很低，掠過難民的頭上，散發傳單，告訴我們南京所有的國軍和居民，都都已殺死，命令我們乖乖地投降，不可作任何的抵抗。我非常氣憤，聽說江陰一部分未渡江的國軍和武裝的農民已組織了抗日義勇軍，於是我背著家人，一個人偷偷渡江到江陰城外，穿過田野，到他們的『司令部』，請他們收容我。軍隊派我到五支隊，三大隊，三區隊，當一個二等兵。我學習開槍，練習如何從事斥堠戰。 」      十六、十七歲這兩年，朱一雄參與了幾次戰役，晉升為準尉區隊長。雙涵洞之役，重機槍手和另一個分隊長都受到重傷。重機槍手死在他胸前，分隊長右臂流血不止，所幸他在初中做過童子軍，學會了粗淺的急救，把分隊長拖下田畦，為他包紮。那時，右翼的第一區隊趕來抵擋日軍的掃射，好讓他退進附近的村莊。一死一傷，花了朱一雄兩天的功夫，先把屍體埋了，再攙扶著受傷的隊長，將他送到野戰醫院。  就在那一年，另一次戰役，日軍的槍手非常高明，打中了我的右腳，阻止我的奔逃。被俘之後，日軍的隊長發現我是受過中學教育的尉官，決定留我一條活命，打算隔日天明押送我到他們的總部，藉此獲得我方的情報。夜間八時到半夜，那名看守我的日本兵因為無聊，用鉛筆和廢紙跟我筆談。他身上的符號居然名『一雄』正好和我同名。他又告訴我他父親是水墨畫家，他本人亦畫墨竹。快到半夜，他決定放我逃走，用香菸紙殼的反面，畫了一個簡單而又容易明了的『地圖』。這一面，他畫著松林過去的一條小河，意級思是要我逃到河的對岸。另一面，他畫了自己，將長槍舉向天空，意思是等我走後幾分鐘，他會對空鳴槍。最後，他匆匆寫了些漢字，叫我快快離去，並用手勢吩咐我，要把煙殼子吞下肚子，不可丟在地上。我一拐一拐的奔去，穿過松林，越過小河，人又興奮，又極疲累，聽到許多日兵的呼喊聲，卻沒有槍聲，好像他們向另外一個方向跑去了。朦朧夜色中，我決定履行承諾吞下煙殼，吞下前我看到了他寫的那一行漢字：四海之內皆兄弟。 」      多年後，旅居菲律賓的朱一雄利用難得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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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尋找恩人的下落。當時，他代表菲國到東京參加UNESCO舉辦的美術教育會議。因緣際會下，找到了一名生長在台灣，熟諳台語的日本女畫家柴原雪，爾後又認識了曾在中國戰場當翻譯官的日本畫家夏島寬。他央請兩位設法到大阪尋找那位名叫『一雄』的士兵。不意，日本南書院的名單上，居然就有七個名叫『一雄』的畫家，這些人年齡差距甚大，有的根本沒到過中國。幾經波折後，才在地方政府服役中國戰場的記錄裡，找到恩人的住家地址。他在南太平洋海島上被硫磺彈燒死，找不到屍體。      半年後，复獨自一人步行經桐廬、金華、到麗水的碧湖，考入浙江聯合高中（今杭州高中）從日軍手中脫逃的朱一雄，因腳傷每日只能以一二十華里的速度，跋山涉水，終於到了皖南。到了那兒才知道部隊已轉往天目山中整編，只得繼續上路，翻越羊角嶺，卻不幸在冰雪中迷了路，幾乎凍死，還好第二天被農人救起。半年後，他考上了浙江聯合高中，也順利畢業，但過程並不像自傳那般輕描淡寫。     十八歲那年，我從天目山到富春江，一路乞討，到了金華。有一個初中同學家就住在那裡，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才知道他爸爸是陸軍總醫院的院長。爸爸下班回來，一眼看到一個長髮留須的乞丐，穿著又髒又破的衣服，坐在他家的客廳裡，大聲叫他的兒子過去，罵了他一頓。我聽見他說：「我花了不少錢把房子裏裏外外裝上了紗窗，現在你把這個乞丐帶到家裡來！你看他帶來了多少蒼蠅！快快叫他出去！出去！」我這位同學流著眼淚送我到門口，偷偷塞了一把紙幣在我手裡，叫我在大街的一家小客棧裡暫先住下，晚上會來看我。     客棧的主人，見到我不但像個乞丐，而且生了疥瘡，右腳的槍傷尚末痊癒，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於是把我安置在樓梯下工友放置掃把和垃圾桶的一個小房間裡。晚上同學過來看我，帶來了一身軍服，上面釘有符號，意指陸軍醫院勤務兵的製服。他要我明天上路，逃到城外，只要穿著制服，憲兵自然不會過來盤查。而且，如果有軍車或運兵的火車，我就可以免票上車。搭上一節空空的鐵箱車，裡面有兩個低階軍官，躺在地板上，都是衣冠不整。我們在火車開動之後開始攀談，原來兩人都是逃兵，給憲兵抓到是要立刻槍斃的，火車快到麗水縣，速度漸漸地變慢，他們笑著說，你的符號是勤務兵，但沒有『路條』，不是公事外出的，應該是個冒牌貨。於是火車快進站前,我們三人一同跳出車廂,滾到草坡上去，我這一滾，好不神氣！活像美國西部片的電影。之後我們三人躲在草堆裡,等火車過去憲兵走掉了才慢慢想法了進城。  

    麗水不是我的目的地，設有高中的碧湖才是我要前往的。當時的浙江省聯合高中由杭州高中、嘉興高中、湖州高中合併而成，在碧湖鎮的龍子廟開班上課，我想去試試運氣。一天的路程之後，我到了碧湖。在街頭給一個醫院的護士抓住在我左臂打了一針。原來，地方醫院在街頭擺了攤子，逢人便打一針，據說那是傷寒霍亂的防疫針，是為了大家的安全。我走到快近龍子廟的地方，又給另一個攤子上的護士抓住，在我的右臂上再打了一針，還教訓我一頓，要常常洗澡，才不會得支傳染病。接連挨了兩劑預防針，打得我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才走進廟裡，找到校長室。那時校長是張印通，很同情我，答應收容我為學生，但他說你沒有任何證件，我們不知道你應該分派到哪一級，所以明天再來，參加入學考試。      我考試是空著肚子考的，雖然一夜沒有地方可睡，精神倒還可以。張校長笑著對我說：你的考卷我看了一部分，寫的自傳，很是動人，我決定把你編進文科高中二年級。有一個姓陳的同學，把我拉到學生宿舍，送我一個陶器水罐、一隻塘瓷飯碗、一個很舊的蚊帳，名叫『一腳踢』。這個『一腳踢』很小，用粗鐵絲做骨架，紗布包在上面。不用的時候，可以折起來；人要睡時先要鑽進一頭，然後把腳一踢，這蚊帳便把人罩在下面，活像一隻小棺材。      非常幸運啊，從一個游擊隊的傷兵、流浪漢，到乞丐，現在的我可是一個高中二的學生，合理合法地可以到飯廳領到三餐，又有一個硬木板的床位。可是問題來了，宿舍的同學都有從天花板掛下來的大蚊帳，蚊帳上頭是一個圓環，白色的紗布非常長又大，可以蓋住整張的床。他們有枕頭、棉被、潔白的床單，每天早上，把床鋪弄得非常整齊，叫做內務。床單要平平地包住下面的褥墊，四角折起來，好像一塊大豆腐乾。有一天，軍訓教官大踏步進來，檢查每一張床的內務，同學們就在床前肅立，畢挺挺地。這個軍訓教官走到了我的床前，看到是空空的木板床，立刻妒火中燒，劈頭劈腦打了我狠狠的幾下，我幾乎跌倒。他叫喊著：「你這個搗亂分子，你的內務在哪裡？你用這個方法來反對我嗎？」可憐那些同學，都怕得不敢哼聲，只有站在我一旁的那一位同學，用顫抖的聲音說：「長官，他真的沒有床單和棉被。」他說：「你騙我！天氣冷了，他不會凍死嗎！」說完，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這件事立刻轟動了整個校園.我的國文老師錢南揚,吩咐我到他辦公室去,輕輕地說:「來，到我家裡去」到了他家，老師給我吃兩塊煮熟的芋頭。他嘆了一口氣說：「傻孩子，你怎麼不告訴別人你沒有棉被和床單呢？你挨凍了這麼多天，同學們都沒有看到嗎？」這時，錢師母抱了一件軍隊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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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大衣從房間出來，又給了我一條軍用毛毯子，她說：「拿去罷，這是我們家裡出剩的東西。」回到宿舍，我才發現那大衣袋裡，還有兩隻桔子。      之後，還發生了一樁有趣的插曲。有一回，朱一雄在寢室和同學們激辨，以一敵眾，神氣非凡，其他人見他滔滔不絕，不掩驕傲，既說不過他，又忍不下氣，於是把他捆綁起來，塞在床鋪底下後，徑自逐步形成餐去了。飯廳裡，老師發覺少了一人，嚴厲質詢同學們後，始知他們惡作劇。最後，把朱一雄從床底拖出來，為他解開繩索的那個人，就是曾經不分青紅皂白揍他一頓的教官。     兩年後，再步行經仙霞、浦城，在建陽參加東南五省大學統考，名列前茅，為國立廈門大學錄取。兩年後，朱一雄高中畢業。當時，日軍從溫州上溯甌江殺人放火，一直到碧湖甚至麗水。他再度踏上逃難的旅程，一路徒步，踽踽獨行，越仙霞嶺到達閩北。因為飲了不潔的水，吃上不潔的食物，患上了副型傷寒，內出血、發高熱，昏迷在路邊，一名從上海流亡到內地的青年剛好路過，在朱一雄身上發現了一錠好墨，將它煮成墨漿，灌入他的嘴巴，兩天之後，居然止了血、退了熱，那名青年告訴朱一雄，他爸爸是個中醫，這偏方是從他那兒學到的。      在閩北建陽，考取了廈大後，徒步到閩西南的長汀報到。教務長謝玉銘，看到一個披頭散發的年輕人進入他的辦公室，大吃一驚。通名報姓之後，他在公文櫥里拉出我的檔案。他說：「你的入學考試總平均是 84.6，成績打破了歷屆的記錄，你應該學理工，因為今天的中國需要科技人員。」我申辯道：「新中國也需要文學家、藝術家啊。」他說：「不要跟我辯，這是國家的政策，文科生不問成績如何高，都不能拿到公費。」我選擇了中文系,沒有公費只有貸金,在長汀一住四年,天天忙著寫劇本、排戲、做佈景、畫海報，實在不是一個好學生。我當時在長汀中學兼課，那裡的學生喜歡我這個廈大劇團的團長，我為他們排了一個多幕劇，劇名只是『刑』一個字，全劇是一個前線回來的傷兵的故事。我身兼導演和主角，扮演傷兵是名符其實的。其他的演員，男男女女都是中學生。我們大膽地租下了城裡唯一的戲院，當天開始在台上排練。      那天下午，來了一大批醉醺醺的國軍士兵，進來佔大半的座位，人數恐怕上百個。他們說我們要看一看女主角漂不漂亮，叫她快出來，如果她很美麗，我們才買明天的票子。我已化裝成一個傷兵，拉開布幕，走到舞台中央，把他們大罵一頓。我的聲音激昂慷慨，說：「你們為國家上戰場跟日本兵打過仗嗎？我現在演傷兵，可要知道，我是真正在戰地出生入死的傷兵。請你們出去，表示對一個真正傷兵的尊

敬。」那天晚上，中學校長趕到大學宿舍，走進我的寢室，說：「你知道我們的票子已經全部給軍隊買去了，他們明天會進到戲院把椅子弄破，還要把你拉出去打一頓的，所以我主張明天不要演出了，我負責把錢退還給他們算了。」那時，我的愛人、後來的妻子莊昭順，跟許多大學同學都在外面聽到了校長的話，也聽見了我的回應：「不行，戲一定要上演。」大家鼓掌，但心中不免十分憂愁。     第二天，開演的時間到了，場子裡果真坐滿了軍人。大銅鑼敲響，布幕上升，兩個軍人跳到台上，竟把布幕扯了下來，下面的軍人齊聲叫喊：「叫那個演傷兵的出來，叫那個演傷兵出來！」我大膽地走上台去，大聲的說：「我在這裡！」他們見到我膽子這樣大，一點也不怕，倒反噤不出聲。我說：「如果昨天下午我說了得罪你們的話，我現在誠誠懇懇的向你們道歉。」接著我就向左、向前、向右一一鞠躬。當時有兩個憲兵，悄悄走上台來，開始輕輕地拍起掌來，又指揮大家拍掌。我接著對大家說：「這一次為了籌募貧寒學生基金才演這句戲的，你們知道嗎？後台的男女演員都是中學生，他們都怕得要命，在後台哭泣流淚哪！，如果你們同情他們，請安靜坐下看演出罷。」銅鑼再響，戲就在一個沒有大幕的台上上演。戲演完，廈大同學約有五十多人進到後台，把我和昭順團團圍住，組成了一個『方陣』，一面唱歌，一面說笑，浩浩蕩盪地把我倆護送到宿舍，沒有一個兵士試圖阻止我們。      一九四七年在廈門江聲日報任藝術編輯，蒙菲律賓駐華總領事亞菲利加青睞，正式移民菲律賓……直到一九六八年，舉家遷美。旅居菲律賓二十一個年頭的朱一雄，活躍於當地藝壇，多次當選全國美術協會理事，亦曾任總會秘書及理事長，舉行大規模個展達十次之多。在異鄉，他完成了終身大事。     到了馬尼拉，我和昭順在市政府的大廳完成了結婚大典，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好和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皇同一天結婚。我常對友人說，昭順不但是同學、愛侶，也是管轄我的女皇，所以選這個日子最有意思。我們已經相愛了四年，在廈大的那些日子，有許多富豪子弟追求昭順這位出身福建名門、就讀法律系的高材生。他們堂堂一表，都是『尖頭鰻』，年級高，學問大，有幾個四年級的，常常拿著紳士拐杖在校園裡行走。我親愛的昭順竟然只看中我，看中我這個像乞丐的『嬉皮士』。兩人專攻的科係不同，原本無緣得識。有一回，昭順丟了一把雨傘，幾個法律系的男同學動員起來幫她找尋，但他們聽錯了，將『傘』誤會成『扇』，大家瞎忙一陣。我聽到這個故事，覺得很有意思，就以這個題材在校刊上趣談『鄉音』，就是這篇文章讓昭順留意到我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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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方開始交往時，大都在校園散步，一路上認真討論著學問和國家大事，我們都以為只是談得來，但旁觀的同學早已註意到，我們談戀愛了。當時，地域觀念很重，福建和江蘇，一南一北，互相瞧不起，都把對方當成野蠻人。我回到家鄉，告訴母親，我和一個福建女同學交往，她大大不以為然，於是我把備好的照片拿出來給她瞧個究竟，讓她知道我可不是愛上了長得橫眉豎眼的『南蠻』。照片裡的昭順，眉清目秀，甚是美麗，但老人家看了竟說：「這不正是咱們鄰居的女兒嗎？你可別用她的照片來騙我！     因為忙著上演話劇，我真是廢寢忘食的把全部的時間放在舞台上，常常把到飯廳偷拿來的飯糰，放在舞台木板下面的一個小竹籃裡，飢了就去抓一把冷飯吞下肚子，夜間就睡在舞台上的布幕堆裡。許多天不洗澡，混身發臭。我笑著對昭順說：「這哪裡是臭呢？這是靈魂的芬芳。」記得有一回，我們籌備演出《清宮外史》，我負責舞台監督和舞台設計，姚公偉，後來改名『一葦』，負責服裝製作，常到圖書館查閱資料，以確保官服設計能貼近史實。我的舞台設計裡，需要一個『出路』，好方便人物上上下下，我靈機一動，半夜找了一夥人，把大禮堂，也就是廈大劇場，後面的磚壁一塊塊拆掉，把舞台加大。演完後，再把它們一塊塊砌回去，過程很費力，但學校完全沒有察覺到異狀。每次想到這件事，都覺得很得意！     朱一雄的劇場資歷，有照片為憑。三、四年前，王友輝為姚一葦作傳時，無意間尋獲一幀舊照。那是公演《家》之後，廈大劇團的紀念合照。我在發黃的照片裡看到了姚一葦，也如預期地找到了年輕的朱一雄和莊昭順。如獲至寶，我火速掃描那張照片，以電子郵件寄給老人家，記性奇好的他不多時便把它寄回。照片上，他指認了二十四個人名，並依編號說明他們的近況。其中提到王夢鷗，「是我廈大的導師，在台北木柵消磨了他最後的好幾年，我曾在指南山莊探望過他。」也提到大學裡的至交之一，鄭道傳，「他的筆名是『稻泉』，寫了很多新詩，和另一個詩人勒公貞，筆名『公丁』，加上我，三人組織了一個『詩、木刻社』……二○○一年我去廈門探望他時，已雙目失明，耳朵亦全聾了，又不能說話。我握著他手，他則不停的呼叫，又哭又鬧。這使我很痛苦，回到旅社，我十分敏感的又吐又瀉，病了一場。至於對姚一葦的懷想，是這麼寫的：「姚公偉比我們高一年，我是他寢室的常客。他臉色很白嫩，眼皮下面有些紅色的記號，恐怕是角膜炎之類的病。他冒生死之險到長汀，我亦一樣，真是難兄難弟。 」信末，老人

家寫道：「許多舊事，許多人都不知道，說來怕大家都不相信了。」      如今看來，廈大時期應是朱一雄最意氣風發的年代，以他高人一籌的悟性和旺盛的創作力，被譽為「才子」，並不意外。畢業後，他更在菲律賓找到了一展所長的舞台，持續寫作，持續畫畫。那本是一段風光的時日，但麻煩還是找上了他。      在馬尼拉，我仍是醉心話劇，並在報上發表木刻和新詩。刻木刻往往工作到第二天天亮，又趕著到我教書的僑校參加升旗禮，週末就全部放在劇場的工作上。可是華僑社會的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的『狂妄』，認為我是一個不安分守已的壞分子。其中一個校董說：「他這樣努力工作，一定是個共產黨。」（可見他非常看重共產黨人刻苦奮鬥的精神）我刻木刻，國民黨的人說共產黨在延安刻木刻，所以在這裡刻木刻的人一定和他們同黨。我寫散文《思鄉草》，他們說我在鼓勵華僑回歸大陸。我木刻中江南田野中的農婦，頭包頭巾，他們說這是蘇聯的女子，聲稱我在替史太林宣傳集體農場。這些人一知半解，患了嚴重的恐共病。在我看來，他們的結論是笑話，但是他們大權在握，隨時隨地可以把人秘密押送到監牢裡去。我可憐他們，但亦怕他們。他們可能真正的被蛇咬過，所以今天看到草繩就心驚膽怕。     想想，那段日子吃苦最大的是昭順，我的愛妻。她真是一個偉大的女性，白天在僑校教書，晚上為報館寫專欄，還要養大四個女兒，讓她們受到最好的教育。那時，大陸的情形很糟，特別是僑鄉，一般人有苦難言。國民黨特務的囂張，更使華僑社會風聲鶴唳，人人不安。當時我在一家教會辦的女子中學教國文和歷史。一天夜晚，女校長到我家裡來，說：「明天你不用到學校上課了。這裡是國民黨總支部給我的公文，你自己看罷。」晴天霹靂，我失業了！家裡少了我的一份收入，昭順一人獨撐局面，不用說不能買衣服鞋襪，連一日三餐亦成了問題。      受僑界排擠、失業一年的朱一雄在家苦研《聖經》，完成了九十幅版刻的聖經故事集。如此壯舉受到菲國藝壇的注目，英文大報、雜誌，紛紛介紹他的版畫，全國美協還為此開了一個特展，間接告訴華僑社會，朱一雄並非如流言所傳地生了重病，反而苦盡甘來，因為菲律賓有三所大學都有意延聘他為教授。     菲律賓那段時日的後期，朱一雄苦受紅藍的夾擠，共產黨認定他屬國民黨陣營，國民黨則認定他是共黨同情分子，提供他喘息、謀生空間的反倒是與他非親非故的菲律賓藝文界。有很長一段日子，他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文革期間，留在大陸的家人之所以遭受加倍清算，和他「華僑」身份多少相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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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移民美國變成了逃離鬥爭、尋覓平靜的唯一選項。一九六八年，朱一雄應美國新英格蘭四家州立大學的邀請，舉家遷美。隔年，維吉尼亞州萊辛頓市的華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聘請朱一雄擔任駐校畫家，該大學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傳統上設有終生駐校詩人、駐校劇作家、駐校文學家等等職位，朱一雄為該校第一亦是唯一的華人得到這樣的殊榮。在華李大學，朱一雄擔任美術系的全方位老師，教授多項科目除油畫、水彩、素描外，又開設版畫科目、陶瓷科目、鎔鑄科目等等。除外，朱一雄努力爭取校方同意，開設亞洲研究所，由他教授國畫及東方美術史，並每隔一年帶領學生到台灣習畫。有一次，同校的中文系教授告訴朱一雄，縱使定居美國多年之後，他仍然在國民黨的黑名單上。這位教授中文的美國人很清楚，他剛退休自中央情報局（CIA）。       朱一雄教授的美術科目之所以能兼容並蓄，幾乎無所不包，和他習畫的過程有關。幼時他從父兄學畫，長兄朱淡如為江陰名畫家，詩文篆刻均屬上乘，善作貓虎；十三歲時，從木刻家徐甫堡學西洋木刻；於長汀四年，從日本留學歸國的王夢鷗學俳句子、俳畫，並以「丹鋒」為筆名創作木刻。移民菲律賓後，在歷史悠久的聖多馬斯大學美術院攻讀碩士，從菲國現代畫之父伊達特斯學油畫，從意大利雕塑家蒙提學雕塑，從西班牙畫家勞倫索學素描，從現代畫家瑪那沙拉學構圖、色彩，最後順利畢業，論文題材饒富創意，探究甲骨學、神學及美學之間的關係。     此次在台灣藝術大學舉辦的回顧展，除《長江萬里圖》及《春回大地》外，均為課室中示範所作，不論水墨抑是油畫、版刻，皆於課間匆促完成，事後亦不加點染。儘管畫作無數，畫展兩百餘回，朱一雄仍謙稱，他志在成為一名美術教師而非職業畫家，示範作品往往送給學生收藏，不問好壞，俱不拍照留念，亦無詳細記錄。他常常笑對學生學生說：「我是一棵樹，冬天把根深深埋入泥土，吸收養份，春來開花，夏來成蔭，到了秋天，風一吹來，把身子一搖，滿地都是落葉，那些落葉就是我的畫。」     退休後，朱一雄忍痛出售他在萊辛頓城心愛的「藝術莊園」（Art Farm），遷居至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城，一直至今。八十五歲高齡的他和夫人莊昭順在普林斯頓過著愜意的日子，四個女兒都已年長，各有自己的前途，不用老人家操心。往事對他來說恍如夢寐，但心中無憾無怨，謹記《聖經》的教誨：「凡流淚播種的，必歡呼收割。」      這一陣子，只有鬆鼠令他頭疼。他喜歡賞鳥，因此在陽台上裝置了養鳥器，以待黃鶯輕盈的光臨，卻老是被能跳擅爬的松鼠霸占。他常向家人訴說與松鼠鬥智的慘敗經驗，於是三個外孫，在二孫女吉亞

（Zea）的策動下，決定為公公報仇：用紙箱和樹枝搭了個「捕鼠器」，下面放些飼料，等松鼠來時，繩索一拉就可把牠罩在底下。結果當然什麼都沒抓到，風勁稍強點，「捕鼠器」搖晃幾下就垮了。有一次難得騙到了一隻，被罩在裡面的松鼠一陣驚惶，瞎衝亂竄地就把紙箱弄翻，逃之夭夭。經過多方研究與數次實驗——前後歷經數月——老人家終於在園藝店裡找到了一種圓罩，既可固定又會搖晃，將它掛在支撐捕鳥器圓棒的腰身，才有效制止松鼠的攀爬。事成之後，他不掩喜悅，向家人宣布松鼠的問題解決了，但經長孫芊吟提醒——現在換松鼠沒東西吃了——他又於心不忍，便定時在養鳥器下撒些食物留給松鼠。從此，黃鶯、松鼠、老人，在後院過著不鬥氣的日子。      平時，朱一雄儼然老農，白天勞動，晚間休憩。晚餐後，習慣看點電視，大半是新聞和電影，但忌看戰爭片，若不慎看到畫面，不免五內翻騰，久久不能自己，當夜惡夢連連。因為聽了很多故事，三個外孫特別疼惜公公、婆婆。有一回，最小的孫子諾亞（Noah）在學校餐前禱告，用英文說「我祈禱野蠻人不要攻過來」，教會的修女不知其意，原來他指的是日本軍閥。     雖然退隱，並末閒著，朱一雄仍舊畫畫、教書、開畫展、參加廈大同學會，年前還遠赴法國、西班牙、北非摩洛哥旅遊，每至一地必定造訪大大小小的美術館，坐在輪椅上由大女兒推著，仔細鑑賞難得親見的名畫。     旅遊與參觀美術館是朱家最大的樂趣。有一回我隨著朱家到芝加哥觀光，第一站就是現代美術館，對我而言是一番折騰。我生性不愛遠遊，若不得已出國，第一站通常是下榻旅店內的酒吧。我不懂美術，尤其對有很多「不准」——不准喧嘩、不准碰觸、不准飲食、不准抽煙——的美術館更是排斥，因此無法鄧解為何朱家能夠在這種場所一待就是一兩小時。密室恐懼驅使下，一踏進美術館，我便急步往前，找尋出口，但為了不枉此行，行進間眼睛並不閒著，快速掃過每個陳列品，十分鐘不到已經看到了一扇鐵門和「EXIT」指標。我內心狂喜，猛力推開，彷彿逃犯似的奪門而出。哪曉得，警鈴大作，原來被我打開的是緊急出口。之後，我一副悠哉地坐在美術館庭園抽煙，兩個鐘頭後才看到朱家六人陸續走出，朱教授看到我說：「蔚然，原來你在這兒，我們以為你還在裡面。」我回道：「我也是才出來不久。」接著，朱家三女兒滿臉狐疑，問我道：「剛才警鈴突然響起，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我也滿臉狐疑，說：「是嗎？我沒聽到。」      歷經滄桑，看盡人心百態、走過鬼門關數次又安然返回的朱一雄教授早已洞悉世事，了無困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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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一件事仍讓他參想不透。今年七月我到美國探望他時，某日午後和老人家在庭園散步，看著黃鶯滿足地啄著鳥食，看著松鼠怎麼努力就是無法越過障礙。 「人主充滿反諷」老人家淡淡地說：「我年輕時也抽煙，畫畫、寫作、導戲時更是煙不離手。後來三女兒出生，嬰兒時一直咳嗽，問了醫生才知道，應該是氣管不好，被我的煙嗆到了。為了她我從此戒菸，一直到今天，哪曉得，她長大以後會嫁給你這個老煙槍。」 (注:作者紀蔚然先生为朱一雄女婿，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戲劇系主任,本文转载自台湾新文创网上志http://magz.roodo.com)  
无愧于缪思 
——朱一雄其人其艺  

余 光 中     2006 年的清明节，厦门大学 85周年校庆的盛大典礼刚刚结束，散场的两千校友之中，有两位老者在熙攘的人群里忽然相遇，先是一惊，继而一喜，一呼，一笑，终于相拥在一起。这激情的一幕，第二天出现在《厦门日报》上，成为最自然最生动的照片。   照片中的二老，就是我和朱一雄学兄。他在厦大比我要早五届，所以当年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初遇是在 1961年，在马尼拉，当时两人加起来还不满 70岁，去年重逢，却超过 160岁了。   初遇在马尼拉，是因为那时我正在师范大学任英语系讲师；那年 5 月菲律宾的侨教界举办了一个文艺营，邀王蓝、王生善和我去讲学，就住在一雄的府上，深深感受到他和夫人庄昭顺女士的好客热情。当时他们伉俪在侨教界十分活跃，与施颖洲、柯叔宝、亚薇、本予等合作，对促进台湾与菲律宾文化的交流颇有贡献。另一方面，一雄身为杰出的艺术家，在菲律宾国立大学及东方大学任教，与该国艺术界互动亦多，在菲 21年之中曾 10次当选为全国美术协会

理事，并曾 10次举行个人画展。   当时我在一雄府上作客一周，女主人对我们这些台湾来客照顾得十分周到，真正不愧宾至如归。他家的四个女儿也像母亲一样秀美清雅。后来我自己也有了四个女儿，做父亲的心情当能相通。其实一雄与我相通之处并不限于厦大同学与四女之父。一雄是江阴人，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常州人，皆属江南，相距只40公里。一雄之家当然是艺术之家；我呢译过《梵谷传》，写过不少论画文章，修过一课“现代艺术史”，长女珊珊有堪萨 斯 大 学 艺术 史 硕 士 学位，并译过《现代艺术理论》二卷与《旷世杰作的秘密》，四女季珊留法研习设计，吾妻我存赏玉藏玉，并在高雄市立美术馆担任义务导览十年。我们也堪称艺术之家了吧。   我在朱家作客期间，一雄曾带领台北的客人与当地的画家去塔阿尔湖野餐写生，令我印象深刻，写了一篇抒情美文，即以湖名为题，后来收入散文集《左手的缪思》里。文中有这么一段：“画家们也开始调颜料、支画架，各自向画纸上捕捉塔阿尔湖的灵魂。在围观者目光的焦点上，丹锋，这位现代画家，姑妄画之地画著，他本来是反对写生的。洪洪原是水彩画的能手，他捕捉的过程似乎最短。蓝哥戴着梵谷在阿尔戴的那种毛边草帽，一直在埋怨，塔阿尔湖强烈的色彩属于油画，不是抒情的水彩所能表现。”   文中的丹锋就是一雄，当时他不但反对写生，恐怕也不赞成写实的具象。事隔 46 年，我已经不很记得了。最近收到他的女婿、戏剧家纪蔚然先生寄来的

 朱一雄（左）和庄昭顺（右）与余光中(中)在母校      黄文秀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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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雄山水画第二集》和一片 16幅山水画的光碟，供我为一雄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回顾展写一篇序言，才发现这许多年来他的艺术与艺术观已变了许多。仅凭这有限的资料要为今日的故人写一篇序，当然是不够的。我所能为力的，恐怕只能写一篇间接而且不全的观后感了。   一雄在厦门大学攻读中文系，在马尼拉的圣多马斯大学改读美术院，前后的融合成就了他绘画的诗情画意。中国水墨画的传统赋他以基本的技巧，美国东部和西部的风景提供他取材的对象，两者如何调和对他是一大考验。这考验是双重的，不但对他身为画家，而且对他身为教画的老师：必须练成一种兼顾并利之道，始可律己而且度人。   我认为一雄山水画的艺术，是善用中国哲学阴阳相济之道。简而言之，可分三层来说明：一为大笔写意，细笔写趣；二为著墨为实，留白为虚；三为前景为主，背景为客。   例如在菲律宾时期所作的《大芋叶》，用大笔画枝，阔笔涂叶，然后用工笔细线来写地下的蜗牛，空中的蜜蜂，乃收对照之功。再看《风雪夜归人》一幅，诗句出自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大笔的开阔雪景之中，有两人持伞过桥，家门已遥遥在望：归人与家门两者都用工笔细描，收聚焦之功。另《雍州早春》、《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两幅，远处的牛群寥寥数笔，都勾勒得诗趣可玩。诗家警策，有“诗眼”之说；画家妙趣，也可称“画眼”吧。更有《屋顶山》、《驼峰山》两幅，中国画境之中竟有美国乡下习见的简陋木屋，却天然浑成，相融无间。这些陋屋笔简而意厚，甚至富于质感。《驼峰山》一幅更有人坐在屋前，正待另一妇人像是刚从门前清溪汲水回来，身旁还有一只公鸡昂然独步，两只母鸡相对啄食，里面几乎有个故事。美式小屋因其古拙尚可纳入中式水墨画境，但是现代钢铁水泥建筑终觉格格不入。烟囱与铁桥，即使李可染、傅抱石勉强入画，也都看不顺眼。   至于“著墨为实，留白为虚”，更是中国山水画以“不画为画”之巧，一雄用来尤见其妙。他说，瀑布、云雾、冰雪三者都可用留白来造成。以不画为画，正是道家“无中生有”的哲学。不过白该如何来留，仍需巧心妙手之经营。留白，是要预留的。预留余地，才能化虚为实，为瀑、为云、为雪。“有”(commission)与“无”（omission），应该同时顾到。至于雪天与冰涧，却应在留白之外加以渲染，才不会和留白的雪地混为一谈。只要细赏《风雪夜归人》一图，就可得其中之趣。靠了这种技法，一雄的画面常能分出远、中、近三个“景段”，使画境似断而连，似分而合，而收呼应之功，并生神秘之感。 

  山水画布成主客之势，是中国艺术的传统：大致上主近客远，主大客小，主浓客淡，但是这种布局和西方画的透视又不一样，透视是肉眼所见的真象，中国山水的布局却展示心目想见的意象，把瀑布移得近些，远山抬得高些，高峰屈就我们一些，都是超越现实的惯技。正如李贺所说：“笔补造化天无功。”笔就是艺术，天，就是自然了。例如《秀丽雄伟》一图，一雄解说，远景的瀑布本来是看不见的，画家缩地有方，把它移近抬高，以称心愿，就像造物主一样。主客之势当然也非必然，像石涛的布局往往就妙在打破常规，予人自由的惊喜。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原在远处应为背景的山岳，却巍然而高沛然而巨直逼到观者的睫前，占了画面三分之二的空间，压得前景的主透不过气来，真是喧宾夺主了。   一雄的《溪山如画》诚为主客井然的佳构，但是《青翠山谷》一幅只见飞湍悬空，下临无地，其后亦几无余地，可谓“主不留客”。至于《幽山美地》一幅，飞瀑自天而降，稍事盘旋，更向虚空直落，全画突兀惊人，不留余地，无中生有，神龙只见旋腰，不见首尾，真是一幅杰作。   他如《山中积雪》一幅，留白浑成，渲染无憾，无论远林近松，远山近石，或是一水蜿蜿，两人出神，都配合得十分美妙，也是一品杰作，非印象派的油画所能为功。 我未能看到一雄更多的作品，看到的也未能睹其原作，所论种种恐怕未尽中肯。一雄晚年感叹一生追求太多的艺术形式，未能专精，而精力又大半耗于艺术教育，未能集中在创作本身。其实创作是成就自我，教育是成全他人，一为成己之业，一为成人之美，皆是为艺术贡献，而无愧于缪思。  （作者系我校外文系 1948级校友，著名诗人，本文原载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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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 友 � 言 � 论 � 转 � 载 

 

宦海沉浮 大徹大悟  
林貢欽      我與邱曉華是同時期的廈大校友，同系、同住芙蓉二，同在一個食堂吃飯，但不同專業和年級，沒有交集；畢業後，各在南北，沒有交往。近十多年來，校友聚會時，邱逐漸成為談資：他畢業分配在國家統計局任職，勤奮努力，修成正果，成為發言人，又官拜局長，定期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畫龍點睛，成為名人。每每提及，校友們臉上有光。幾年前，他因重婚突陷囹圄，大家深感惋惜；知其複出，又甚為欣喜。     年中，來自網絡上的一場爭論引起我注意：曉華校友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經濟形勢的文章，署名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現中海油高級研究員”，網民們對文章內容，不爭仁智；對文章作者，噓聲起伏。有幾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官員因腐敗下臺，又到國企上任，沒有體現用人德才兼備的原則；第二種觀點，下臺官員，官威仍在，利用烏紗的剩餘價值；第三種觀點，凡人會錯，既已懲罰，應給出路，量才是用。     我同意第三種觀點，量才是用，因為邱曉華是個有獨到見解的宏觀經濟學者。需要補充的是，離開官場，再用原官職署名，欠妥不當，雖然不少離退官員均有此好。文章靠觀點引人關注，不靠官銜吸睛。     然而，有媒體披露邱曉華校友下臺還有其他版本，暗示他不講政治，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法治與社會》2007年第 5期的一篇文章認為：邱曉華對國務院領導倡導的綠色 GDP，即建立一個各地區、行業節能降耗的統計發佈制度不熱心，認為“這在理論上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很大爭議，存在很多困難。”     這篇文章還認為：國務院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宏觀調控，邱曉華不主張對投資進行激進打壓。在 2006 年9 月 12 日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邱更表示，圍繞固定資產投資的宏觀調控應告一段落，“已經見到積極成效，現在要抓好落實，不需要什麼新的措施。”許多政界和財經界人士見邱曉華公然和國務院唱反調而百思不得其解。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官員即各級公務員的天職是服從，下級服從上級，特別是決策和政策的服從。邱校友似乎把官員、學者和參謀的角色混淆了：官員是執行型的，統計局長不是決策者，只是有較高專業素

養的執行工具，提供精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狀況的統計數字，供決策者參考、使用和決策。世界上很少有一國的統計局長公開對該國經濟發表意見，大多是總理或總統。學者是批評型的，從專業的角度，對決策的結果提出建設性批評，甚至顛覆性批評。參謀是建議型的，提供不同的決策方案，供決策者選擇。如果《法治與社會》這篇文章披露的內容是事實的話，邱校友混淆官員、學者和參謀的角色的觀點應可成立。     從中國官場的潛規則來看，邱校友的下臺，似乎與沒有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有關，與陳良宇案有關。《法治與社會》這篇文章披露邱曉華校友的不主張對投資進行激進打壓的言論，與陳良宇認為宏觀調控不但拖累上海的健康發展，也讓落後省份無法擺脫依賴的言論，可謂南北呼應。     從權謀的角度看，敲山震虎，殺雞儆猴，是有效的統治術。因此，邱曉華校友成為國家統計局任期最短的局長是必然的結果。     邱曉華校友歷經宦海沉浮，能否大徹大悟？校友們關切，但願他早日走出陰霾，重獲心靈上的自由。     邱曉華校友的人生經歷帶給我們的啟示有四：     其一，不是大富大貴之男人，成不了“家外有家”的“一等男人”。     其二，福禍相依，世報輪迴。還需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寵辱不驚，心平氣和。     其三，無論達官貴人，或是平民百姓，平安是福。     其四，母校不因校友是高官而榮，才不致因校友成階下囚而恥。台大校長為臺大出了陳水扁父子而向社會道歉，我不以為然。榮辱全是個人造化，更是環境始然。     以上多餘的話，寫給校友，如有冒犯，還請見諒。  [作者简介] 時事評論員。著有：《未來特首要深思--董建華與何厚鏵施政管治比較》、《強詞奪理--鳳凰衛視﹤時事辯論會﹥上的國是港事》、《中國物業管理創新模式》等。E-mail: ky_lam2001@yahoo.com.hk 本文转载自多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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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 友 � 文 � 翠 
“沙茶面”与嘉庚建筑 

郑启五      “沙茶”是什么？对不起，尽管它在我们厦门耳熟能详乃至家喻户晓，但《现代汉语词典》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语词的立足之地！“沙茶”是泊来品，它的外语原形是“SATAY”,可在《新英汉词典》里，也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单词的蛛丝马迹，惟独近似的“SATAN”是一个叫“撒旦”的魔鬼。于是乎，这个“沙茶”披上了飘忽的面纱，在黄红色的光影里浮动着近乎神秘的微辣与浓香。   “沙茶”一词的原形“SATAY”来自南洋，闽南人总是把东南亚那林林种种的国呀岛呀统称“南洋”，以至上个世纪 50 年代厦门大学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研究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就称为“南洋研究所”，并且一直沿袭到如今。闽南与南洋关系密切，难以计数的闽南先民漂洋过海，侨居或定居在南洋，大名鼎鼎的陈嘉庚曾经是他们的领袖，更是他们一面永远的旗帜。海外华侨千方百计保持着与闽南故土的血脉联系，以不同的方式爱国爱乡，许多在闽南看起来很乡土的植物与菜蔬，其实都有南洋的“血统”，如蕹菜、胡椒、咖喱、橡胶、木瓜等等，不一而足，而番荔枝、番薯、番石榴……，凡是带“番”的，也不少来自南洋，“沙茶”就是它们其中的一员，据厦门民俗学家杨纪波先生考证，它是由马来亚华侨陈有香率先传入厦门港的。立足太平洋东岸的闽南乡亲，向来有前赴后继，开拓海外的豪放血性，又具备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拿来”情怀。 “沙茶”不是茶，至少不是今天意义上甘淳解渴的饮料茶。但闽南人把这种细砂状的调料称之为“茶”，着实具有其外形和内在的双重的语言机趣。泊来的“SATAY”被国人分别音译成“沙嗲”、“沙爹”和“沙茶”，三译并存，结果是把不少食客给闹糊涂了。因为国语“爹”字的发音与闽南话的“茶”字十分接近，于是饮茶成风的闽南人“就地取材”，机灵把“沙爹”化成了“沙茶”，不但形象贴切，而且巧妙地化解了把洋调料随意当成“老爹”来称呼的尴尬。据悉祖籍闽南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开创了一种滋味极为鲜浓的排骨汤，取名“肉骨茶”。但“沙茶”的成分比较复杂，据称含有花生、黄姜、椰仁、香草、辣椒、丁香、虾米、陈皮、胡椒粉等三十多种原料，似乎恨不能将天下所有的香酥之物尽收其间，它们经磨碎或油炸研末，然后再加油、盐熬煮而成，这与客家人的擂茶的构成又有几分相似，异曲同工， 可见一个“茶”字在含义上早有多方面的扩张。 

  “沙茶”穿行于东南亚各国，成就了诸多南洋美食，我就曾津津有味地啃过焦香扑鼻的“印尼巴厘沙茶虾”，也嚼过肉质鲜润的“新加坡沙茶肉串”，还壮起胆子品尝过马来亚的“沙茶米糕”。不难发现，“沙茶”在这些美食里扮演着去腥膻添滋味的角色。然而“沙茶”进入厦门，却一头跳入汤锅，形成了滋味浓厚的面汤，进而与闽南居家大众的油面携手联姻，造就出遐迩闻名的闽南“沙茶面”。初次相见，也许觉得这面汤稀里糊涂的“不大透明”，但尝过一次就大多会为这色泽红黄、鲜香微辣的美味所倾倒。   “沙茶”与油面在联姻之前，决不随意苟合，面是面，汤是汤，联姻的程序是这样按部就班：心灵手巧的闽南主妇把沙茶粉调制成极为浓稠的汤汁，在热锅里待命；然后将油面和时令菜蔬在另锅的汤水里烫熟入碗；趁热浇入浓稠的沙茶汤汁，一碗汁浓味厚的“沙茶面”就基本大功告成。尽管面汤大多是粘稠的，但沙茶面与北方大面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浓稠的面汤里稠的成分不是捞煮后面条余粉的稀释，而是那 30 多款原料构成的沙茶在释放多元的美味！然而如果仅仅如此，那还不足于体现沙茶面的魅力，最后一道叫“加料”的程序可谓精彩纷呈。加什么料，全凭顾客吩咐，有炸豆腐、米血、大肠头、腰花、鸭肠，还有一种叫做“猪肝缘”的瘦肉片等等备选，不一而足，价格有异，各趣所需。掌锅的师傅总要不厌其繁，认真询问每一位食客，其耐心的程度甚至比厦航波音客机的“空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经常挑选的是腰花或炸豆腐，说实话，小时候我是非常喜欢腰花的，但近十年来对这类“下水”已经回避不吃了，惟有沙茶助阵才开口回味，因为一旦那沙茶的汤汁渗入腰花的花纹，令此物不但脆爽而且极为可口，而油炸豆腐被剪刀迅速剪成三角多边状，外焦内嫩。当然“沙茶面”最好还要形成四分汤六分面的汤面态势，让味美的浓汤“水漫金山”，食客们进而才可以稀里哗啦地豪吃，满腔够味够力的痛快！   沙茶面中外合璧，富贫同享，真是妙不可言！它之所以有此能耐，我以为关键是土洋结合得恰到好处，以鲜脆微辣滋味浓郁的主旋律说服了闽南一方的口味，进而在林林总总的中华面条大世界里机灵地游刃有余，而别具一格，而独霸一方，且任凭世纪风云变幻，地位坚实依旧！沙茶还蛮开胃的，小康之后，好胃口可是幸福的重要平台！   品尝这面中精灵——“沙茶面”，我进而联想到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校园里别具一格的“嘉庚风格”的建筑。嘉庚风格建筑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具有独特的建筑形态和空间特征。其建筑呈现出闽南式屋顶，西洋式屋身，南洋建筑的拼花、细作、线脚等；其空间结构上注重与环境的协调；在选材用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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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本地可取之物料，宜尽先取本地生产之物为至要”，于是坚实的花岗岩大行其道。厦大群贤楼群、建南楼群均为“一主四从”的组团结构，即以主楼为中心，其它四幢从楼沿两侧对称“一字”排开，主楼以中式风格为主，从楼以西式风格主。陈嘉庚先生深受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和多年南洋侨居生活的影响，汲取了中西文化不同的审美观，既注重中外交融又突出地方特色。它们是 20世纪上半叶的产物，是厦门校园文化最具魅力的特征建筑之一，以其中西合璧、古朴大气、庄重恢弘和浓郁的闽南地域特点而屹立于中国建筑之林。而近代以来星散在闽南侨乡的那多侨房侨楼,也不少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小小一碗沙茶面，浮想联翩：中外文化有碰撞的火花，也有糅合的鲜花，小花大花不一而足。大到大侨领陈嘉庚等带回南洋的建筑理念，小到普通华侨陈有香带回美味“沙茶”，其实他们骨血里那种把异域好的文化（自然包含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带回故土的信念是一样的，而他们的闽南故土又以特有的热情和智慧巧妙地把南洋优秀文化的精要接纳了下来，细细琢磨，精心拼配，长期浇灌，进而生根开花！ 冷眼观察，热心评说，一碗沙茶面让我几分兴奋，几分陶醉，双颊微红，神情微醺…… [编者注：本文系《厦大之恋》之章节，转载自www.d9cn.com] 
“丰庭一”秘史 

郑启五      “丰庭一”是我们厦门大学的一幢老建筑，我就出生在与它近在咫尺的笃行楼里，它完工落成的鞭炮声与我哇哇待哺的哭声一同留录在母亲半个世纪前的日记里。现在听说老旧的它行将被拆除，我忍不住去探望一下，也算是对这幢有缘同龄的楼宅作最后的惜别！ 从那熟悉的侧门进入“丰庭一”，眼前是一条长长的楼道，这可能是阳光校园里一条最暗的楼道，说得夸张一点，它简直有点像闽西矿井里的巷道，不仅阴暗，而且潮湿，满头上横竖拉着杂乱的电线和晒衣线。当两旁密集的房间有人开门时，才有日光透入，否则就是大白天通道往往还要亮着昏黄的路灯。当年的木楼梯还在顽强地支撑着它最后的使命，可梯板上防震的竹条已荡然无存，塌陷的楼板发出阴哑的颤音，活似一头气如游丝的“丑老鸭”……刹那间，我的思路像小鸟一样挣脱了冗长的阴暗，向楼道另一端 

充满阳光的出口急速飞去……   当年的“丰庭一”可似一尊亭亭玉立的阳光少女！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嘉庚先生回到了祖国。他婉言谢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再挽留他定居北京的盛情，回到家乡集美，以实现他扩建厦大和集美学村的夙愿。1950 年 12 月，厦门大学建筑部成立，老先生亲自主持扩建厦大的工程，用他女婿李光前赞助的 600 多万港币，一口气兴建了建南大礼堂、图书馆、生物馆、化学馆、数学物理馆、医院以及师生宿舍、膳厅、游泳池、上弦场等，建筑总面积多达六万平方米。气势恢弘，这是当时中国高校建筑史上罕见的大手笔！而“丰庭楼区”就是这个大手笔下一方秀丽端庄的庭园！   丰庭楼的建筑设计较之建校初期有所突破，白岩红砖琉璃瓦，骑楼走廊配以绿栏杆，传统民族风格又不乏南洋的亚热带风情，红绿白三色搭配，色彩调和，鲜艳夺目，是“嘉庚风格”新的典范。老先生在厦门大学庆祝新校舍落成大会上动情地说：“学生宿舍为什么要建筑走廊？这是上海等地方所没有的，十年前我在新加坡有一幢房子有走廊，有时可以在那里看报吃茶，使房间更宽敞。所以宿舍增建走廊，多花钱为同学们住得更好，更卫生。”（见《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年 1 月版）什么叫“以人为本”？陈嘉庚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这么说的也这么作了！丰庭三座楼最是“丰庭一”，它坐北朝南的三层 60间宿舍，背衬苍翠的五老峰，远眺蓝海洋和海那边的南太武，日光明媚，海风送爽。在楼顶的正中央，竖有一座典雅的楼牌，四个镏金大字“丰庭第一”神采熠熠，特别那个繁体的“丰”字显得细腻饱满，端庄可人！“丰庭第一”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闺秀的别名——“女生宿舍”，全校的女生从此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天地，典雅的走廊不仅可以“看报吃茶”，而且还是灵慧灵妙的梳妆台！该楼还拥有自己独立的庭院，院子里植有翠柏、芭蕉，大门的两边盛开着玫瑰……这一切可是嘉庚老人赐予厦大女生最好的礼物？   “丰庭一”秉承了厦门大学长汀时期男生不得随意进入女生宿舍的传统，首任守门的女工陈玉治老婆婆至今还清楚记得她手下留情，偷偷为一位痴情的男生（后来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传递“情报”的业绩。因为母亲是班主任，我这个幼儿园的小男生得以尾随其后当跟屁虫，大大咧咧地出入这个女生的王国，在印尼侨生的废纸篓里寻觅信皮上的外国邮票。这事我曾写进一题叫《我的“苏加诺”》的散文里，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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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庭楼区的中央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丰庭广场，1955年陆维特书记到厦大走马上任，全校三千师生就是在这个广场召开的欢迎会。广场上桉树摇曳，凤凰盛开，场中划分成篮球场和排球场，边上还有一个长方形的沙坑，有单杠、双杠和高低杠等固定的运动器械，每每课余时总是有女生男生龙腾虎跃的身影，人气极旺，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我们这些凑热闹的厦大小家属们。记得 1963 年的国庆节晚上，校工会还在丰庭广场上演了难得的露天电影，放映东德故事片《五个空弹壳》，讲的是西班牙国际纵队惨烈的战斗故事……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厦门大学带来了灭顶之灾，“丰庭一”因为直面武斗的中心——“造反楼”（如今的档案馆），成了枪林弹雨的重灾区！“文革”中期，满目疮痍的“丰庭一”成了厦大住宅区一锅最酸的“杂菜汤”：一楼挤居了大量的教师和家属，二楼是校办厂工人的宿舍，而三楼则住满了工农兵女大学生。庭院里的花草树木被彻底清除，搭盖了简易的厨房，四下污水横溢，蚊蝇密集。我们一家老小也被迫集中到“丰庭一”的 112 室，中间用木版一隔算是两房，吃喝拉撒就全在里面里，挤得无以复加！我从闽西农村调回时，实在挤不进，就栖息在“丰庭一”一楼木楼梯下面半人高的储藏间里，低矮闷热自是不用说了，而不分昼夜时不时就有闷雷般的脚步声从头皮上掠过……   “文革”结束的那年，百废待举，超负荷的“丰庭一”终于支撑不住了，楼体发生歪斜。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拆除，二是就地紧邻处再建一座同样规模的新建用以拉住行将仰头倒下的旧楼。为了缓解当时极大的住房压力，校方几经考虑采用了第二方案，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身宽体胖面目全非的楼形，明媚的走廊成了阴暗的过道，但“丰庭一”因此得以顽强地又为厦大服务了整整 28个春秋。那楼前直指云天的两排小叶桉一定不会忘记：拥有一百多个房间的“新丰庭一”再度成为南强女生弦歌一堂的独立王国，直至“石井”楼区的建成。它那一百多扇灯窗飘逸着无数勤奋进取的旋律，晨钟暮鼓，悠悠回声，谱写出芙蓉园里最灵秀的乐章，数以千计的名校才女就是从这里无比自信地踏歌迈向外面的世界！   关于丰庭一的记忆潮一样涌上脑海：它的 117 曾是我哥嫂新婚的住房；它的 208 曾是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大四时的宿舍，我曾到那里为她捆扎过毕业的行李；它的 309 曾经与我们囊萤楼 301结成友好宿舍，77级外文的男生女生曾在那里举行过小型的PARTY……像许许多多涂满记忆写满故事的老建筑一样，旧丰庭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拆除之后，当年嘉庚老人构建“丰庭一”楼体丰足的花岗岩石材依然

坚实如初，它们将就地筑入新建的女博士楼区，成为厦门大学“更上一层楼”端正的基石！ [编者注：本文系《厦大之恋》之章节]  
鼓浪屿：  

生命在历史中的沉醉   李波( 95 级中文系)    近日，《中国国家地理》组织进行了一次“中国最美地方”评选，其中的“最美城区”类别，厦门鼓浪屿以第一名的姿态，与苏州老城、澳门历史城区、青岛八大关、北京什刹海地区同获“中国最美五大城区”殊荣。对于生活在厦门、喜欢鼓浪屿的人来说，这个结果令人欣慰和自豪。   《中国国家地理》这次评选， 包括“ 最美十大名山”、“最美五大湖泊”等等， 无疑体现出了社会整体性的审美趣味转向。对大多数四十岁以上，或者尚未过上“网络生活”的国人来说，这些新鲜出炉的森林、沙漠、高山湖泊甚至连名字也从未与闻。他们想去的是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和长城；而对大多数四十岁以下特别是网络一代国人来说，这些美城、名山早已耳熟能详、实至名归。他们抓狂似的想去西藏、去云南、在阳朔西街租一间屋住上 1 0 天半个月，而即使去北京，他们最向往的也是在什刹海的胡同里逛逛、去后海饮饮酒看看夕阳。   在这种审美趣味转向的背后， 是社会群体性的认识观、价值观转向。具体到“ 最美城区” ， 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八大关，无论是苏州老城还是什刹海，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现代与传统的交融、文化与商业的共生、艺术与生活的一体。他们不是广场中巍峨高耸的政治牌坊令人敬畏，他们也不是“左边一个麦当劳、右边一个班尼路、中间夹一座沃尔玛”的商业步行街那样让人乏味。他们没有夸张或艳俗的装饰，象街边乱抛媚眼的发廊妹；他们古老而优雅，朴素而清新，不仅仅供人观赏，同时还用以居住、生活和冥想，如同河畔柳树下沉静的大家闺秀。   读者诸君请相信我，在我说上面这些话时，我心里所想的无非是鼓浪屿。我仍记得第一次跨海而来，从东到西游完这整个小小的岛屿，心里那份无言的欣喜和感激。当我一遍又一遍踏进福建路、泉州路、漳州路的曲径小巷，抚过岁月光影里那些老去的门楼、拱券、廊柱、窗棂和石阶，当我在内厝澳偶遇一群背着书包雀跃的小孩和买菜归来的妇人，当我在鹿礁路口那座纯白色的哥特式天主堂前闲坐，当我与种德宫里祭拜保生大帝的老人家擦身而过，当我站在三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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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静静听围墙那边悠扬而稍显笨拙的钢琴练习曲，当我沉醉于拂之不去的玉兰花香和暗蓝色的星空云影，我知道，这个漂浮在海洋依恋着大陆、1 . 7 8平方公里的小岛，实在是造物主给所有中国人的恩赐。   回过头来想，对比鼓浪屿和当今大陆从沿海到内陆所谓大小城市，对比我们在其他国土游历时所见无数如鼓浪屿一样让我们欢喜的城镇，为什么一者美得如此令人沉醉，而一者丑得如此不堪？或者用我们的房地产商最喜欢的那句盗自海德格尔的话，我们要如何才能真正得到鼓浪屿人那样“诗意的栖居”？   我想，这关乎以下几个问题：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民富裕程度。仓廪实而知礼节，同样仓廪实才能知美感。无论如何，要求一个乞讨者关注自身的服饰搭配都是勉为其难；二，社会群体的文化素养程度，特别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内核、以艺术生活为外在的文化素质。我们已经见过太多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富豪大款，见过太多在家里摆上麻将桌、吧台和电视却不识书房、琴房的中产市民；三，社会群体的自主管理能力。这涉及公共权利的取得和使用问题。如果我们天天面对街心广场令人呕吐的雕塑却无能为力，那么美就只能被禁锢，要么一切听从组织分配居住在千篇一律的筒子楼里，要么在政治和商业的共谋下忍受卧室窗外彻夜不息的霓虹和油烟。   鼓浪屿之美丽，背后原因不外上述三个条件。让鼓浪屿成为鼓浪屿的，是 1 9 世纪和 2 0世纪上半叶来自东洋西洋的殖民者、传教士和来自南洋的华侨巨贾；让鼓浪屿成为鼓浪屿的，是浸淫在天主基督、妈祖菩萨怀抱里的信徒，是音乐和美的知音；而在这之上，让鼓浪屿成为鼓浪屿的，是由殖民者、富商、土著共同组成的，社会管制权力多元化机制下，市政公共权利的分享和相互制衡，是土地房屋私有， 是建筑形制的个性表达， 是自由精神的交叉小径花园， 而非绝对权力下的模型构造。   而自 2 0世纪中叶以来，鼓浪屿仍能遗世而美，除了身为小岛的天然阻隔外，还在于从鼓浪屿开枝散叶、飘离海外的广大华侨的牵制（今日鼓浪屿仍有 7 0 %以上房屋为私人所有，其中相当部分业主系海外华人）；在于过去半个世纪继承鼓浪屿的，是能追思先人而不擅改祖先成制、天生面向海洋而非面向中原皇城的闽南人。若非如此，鼓浪屿的百年传奇恐怕早已沉入轮渡码头喧嚣的海底。   鼓浪屿老了。老去的鼓浪屿在海的那端，在涛声琴韵中，在日光花影中，静静注视我们这原本不知罪也不知美、吻着金钱脚趾建造登天的巴比塔的群氓来到 2 1 世纪。事情似乎慢慢有了些变化。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静静漫步于她的曲巷别墅而非直奔日光岩，

终于有人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的城区而非纯粹观光的山海岛屿，终于有人能安安静静地在树影下看小猫打架、听孩子练琴、看妇人浆衣、陪老人做礼拜，而非忧国忧民地要在这儿造一个收费园子、在那儿建一条五彩斑斓的索道。   这，让我们有理由为她的未来感到谨慎乐观。   鼓浪屿已经老了，可这老反而成全了她，成全了她独一无二的沧桑美感。如同对待一位有尊严的老人，我们也许可以说服她吃吃药、打打针，但是，她的美是如此古老而脆弱，经不起任何一次粗鲁的手术；如同对待一位老人，我们应该小心地对她，感恩地待她，让她的人文、历史和情感与我们骨头和血液里的生命体验不期而遇。 如同我沿鸡山路而上，迎面撞见山坳里那一片基督徒墓地。回头，是洁白华美的养老院，葱茏的山木，高远的蓝天。 (原载<厦大校友通讯>第 28期)  
向易中天致敬（上）： 

电视时代的知识分子      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偏居东南之隅，且一向以“南方之强”为满足，没什么大野心，地理上的局限使大家和外界交流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在里面做事想要出大名比较难，而且大家也不是太喜欢出名，一副小 富即安的样子。当年刚入学时不明白这点，看到系里老师中几乎没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名人，很是郁闷。我和现在福州做官的傅星平同学在这方面虚荣心很重，常常到处搜罗各种信息来证明“我们厦大还是很qian（强的闽南式发音）的”。在没有 GOOGLE的时代，这项工作做做起来很费劲。搜来搜去，发现文科里面的国家级或国际级牛人基本在经济学那一块，文史哲方面除了历史系专治明清史的傅衣凌和专治隋唐史的韩国磐名声在外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学界大牌。     那是 1980 年代初的事，大家没有现在那么强烈的出名欲望，特别是在厦大中文系，在当地文学界的座 谈会上混个脸熟也就 OK了。不过，如果真要是想混个“地球人都知道”，就一定得借外力。第一次打破这种状态的是林兴宅，那时他年纪轻轻才 40出头，就靠着自己的学术创意和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所长的同学刘再复的外围策应，凭借“文学批评新方法论”而在全国范围内爆得大名。一时间，所谓“新方法论”也随之在学界搞得风生水起，一派显学风范（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看，林兴宅在促成中国的学术研究朝着潮流化甚至时尚化方面发展，是有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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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校内很多人对此颇为不屑，但他身为讲师，已经凭借其名声而到处飞来飞去地开会、讲学（那时正教授才能坐飞机），的确很是牛。我那时整天跟着林老师混，也觉得很风光。     想起这件往事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另一位教授易中天，他现在的状态可谓人如其名，如日中天。 他在 N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有一次就提到了林兴宅：“我到厦门来，林兴宅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他 在 80 年代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两个都没有，做它干什么？”我记得这个类似的意思,林老师当年也用来教导过我，我现在也还在向我的学生贩卖，效果很不错。      但林兴宅和易中天相比，无论是公众名声还是实际的经济利益，都要差几个档次。这其中的缘故，除了社会大环境变了以外，传媒尤其是电视在其中所起到的强大的推进作用，是最重要的外因。而就内因而言，在整个知识界开始分崩离析、知识分子纷纷向知道分子转型的大背景下，似乎具有先天反精英情结和市场掌控能力的易中天本身意识和做法的彻底性,更是使他的江湖名声和明星气质彻底最大化的关键所在。     虽然，易中天今天的很多做法，当年林兴宅也玩过，但他们之间有两个最大的差别，第一就是，林兴 宅再厉害，基本上在学术专业范围内使劲，名声再大，也限于学术界（但他比以往学者牛的地方却是 ，就是无论你做文艺理论还是做古典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研究，都多少知道林兴宅的大名，但他既不专攻古典也不专治现代，而比如像王瑶这种传统学术大师，之所以在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无人不知，却是因为他在这两块都有一流的研究成果）。第二，大家虽然都是教授，而且都不同程度地明星化了，但在学术趣味和方法上，林兴宅还是有比较重的学究气的——这其实是两个时代趣味和方法上的差异，比如林兴宅的文笔是很不错的，但他写不了易中天最常写的也是现在很流行的学术思想随笔类文章，当年系里一位对林老师有多方面影响的前辈学者郑朝宗是写这种文章的高手（他因为和钱钟书私交很好而率先在中国创立“钱学”），林兴宅对此虽很佩服却很多次跟我说，他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真要写的话，也要等到老了以后。虽然他很喜欢在学术文章里画些稀奇古怪几乎没人能看懂的图表，但他还是更喜欢写论文或学术论著。我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林老师指导的，题目由他出，我记得就叫《一场争论和一种方法》，讨论的是 1960 年代的一场围绕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争论。这个题目我写得很随意，结果被林老师打回修改了好几次才过关,老师说，论文就是要写得像论文。 80 年代初在厦大读书的时候，林兴宅是对我影响 

最大的老师，因为有追星心态，所以也老往他家跑，除了课堂上所受的教益，他的很多好观点都是在他家的客厅得到的。因为熟悉了，我就发现林老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学术明星一样的名声，但他不太会应酬。这一点，和我了解的易中天老师是不一样的。     看到的那样，易中天老师不仅人长得要比林老师帅，而且任何时候都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林老师当年不论什么场合，总是穿拉链夹克（偶尔着西装，却皱巴巴的不贴身），拉链还总是拉到顶，如果不是略略有点谢顶，看上去也就像个刚从县城里来的中学教师，而易中天老师本身就是就是中学教师出身，但现在人们看到的他，衣着相当得体而有风度。是不是名牌我没问过他，但衣着讲究是肯定的。很多报道都说易中天能侃爱说，但其实这个口才也不能泛泛而论，我觉得易中天口语交际之强，在于他能从容得体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听他在讲台上讲课是一种满足，而在饭桌上听他聊天更是如坐春风。毕竟是名人，也是我的前辈，我和他接触时一开口说话，总不免会有种正儿八经的感觉，但他却总能轻松化解，半开玩笑半认真之间，就把事给说明白了。他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跟你聊，但最妙的是，他都能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聊。这种素质在他《说三国》时有充分表现也就一点不足为奇了。     现在，知识界不少人开始走出书斋，现身媒体，但很多人是绝对不能出镜的。有没有思想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体形象适不适合拿来在电视里面向公众呈现。就像尼克松和肯尼迪在电视上比口才一样，其实，尼克松根本上不完全是输在口才上，而是输在形象上。由此我觉得，不讲究着装、不善口语的知道分子，只能上报纸，但着装得体有风度、口才一流而且气质不凡、形象上佳的，最好的舞台就是电视了。     什么“百家讲坛”这档节目或其他台的相关节目，都有很多学者在电视上露面，有的名气甚至更 大，但都不如易中天火呢，除去一些个人品牌营销上的策略性失误外，我认为那些人都不及易中天那么靠谱，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形象存在先天和后天的诸多不足，比如阎崇年，比如刘心武——易比他们都要帅，而且是帅得得体帅得有风度；而有的则始终有架子，端得厉害，居高临下，和受众有距离，比如余秋雨——易比他要没架子有幽默感有亲和力而且不矫情。易中天在上央视之前已经颇有名气了，不过都是圈内的人知道，但千万不要因此而觉得是央视成就了他，不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成就了央视——不是拉动了“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也不是为央视贡献了 2%的版税，最重要的是，他树立了当代知道分子的电视形象的“央视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形象，是有传播学的标杆意义的。(原载周可的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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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突破消息  
预防带状疱疹疫苗发展过程     李联欢   '47  化学      在美国, 大多数成年人如果童年时曾经得过水痘，到老年就可能发作带状疱疹(Shingles)。引发该病症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年龄的增加和免疫力的不断下降。据专家估计，过去在美国每年有 800,000 至1,000,000 老年人不幸得了带状疱疹。所以这是一个大众卫生保健的重大问题。尽管对中国国内情况不大了解, 但可能结果也是大同小异。     我于 2000 年 8 月 14日参加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Medical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的预防带状疱疹研究（Shingles  prevention study) (注: 我只是作为被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成员)。我被接种疫苗之后，每月需定时报告,这一过程连续三年之久。在此, 我希望将当时的经历作一简单介绍，让大家知道带状疱疹的严重性与病因，以及疫苗发展的过程。现在各国已经研发出同样的疫苗。中年青的校友身强力状，不必雇虑; 但是 60 岁以上的高龄校友,如果未得带状疱疹者,则应考虑早日注射疫苗,以免受无辜受苦。 一. 带状疱疹与水痘本是同根生      带状疱疹 (Shingles or herpes zoster) (1) 是一种很痛苦的疾病, 对皮肤造成一种爆发皮疹或水泡。带状疱疹本来无法预防，因为它是由同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传染来的。这就是原来年幼时引起水痘(chickenpox)留下的病毒。     带状疱疹的起初症状通常是发烧或刺痛感疼痛,有时麻木成痒, 出现在身体的某一部或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如头部，面部或腰部。带状疱疹疼痛有的温和，有的激烈。经过数天或几周不断发痒，有些人只轻轻地触摸或受微风吹过就感到痛苦。带状疱疹最常见的部位是在所谓的生皮节(dermatome)，即横跨一边的躯干，绕着腰围。严重时会出现发烧、发冷、头痛、胃不舒服、肺炎、耳聋、目盲，甚至危及生命(2)。       任何人如果曾经得过水痘，就可能被感染带状疱疹者。科学家们认为，在原来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 感染时，有些病毒粒子离开皮肤而起水泡，有些则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脊椎尾骨并潜伏几十年。一旦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复苏后 ，病毒延着神经纤维移动直到表面皮肤（图一）(3)。该病毒繁殖后，马上致使皮疹喷发，然后患者开始发作带状疱疹。病毒何时复苏很难预测。太阳照

射、风吹、受凉，或心里忧郁烦恼都会引发。特别在患有其他会降低免疫力的疾病时，带状疱疹病毒就开始被激活。       一个人得带状疱疹后还会通过病毒传染给别人，但是通常只限于未得水痘的儿童，不过孩子只会发出水痘，而不是带状疱疹。一个人生水痘时无法传染带状疱疹给别人。由于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在人体内引发的，而不是来自外部细菌的感染。所以如果用治疗抗病毒药物治疗，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可大大减少。抗病毒药物包括阿昔洛韦 (acyclovir)，valcyclovir，或 famcyclovir 。 他们也可能有助于缓解痛苦留下的后遗症带状疱疹称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 二．严重的并发症－带状疱疹后遗的神经疼痛     疱疹水泡干后，大约 12 ％的老年人 (2)，有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经验，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的神经疼痛  （postherpetic neuralgia , PHN) 。历时 3个月或更长时间。不过，带状疱疹相关性神经疼痛增加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随着年龄而变化。 这种并发症可能发生在近三分之一的 60 岁以上患带状庖疹的人身上，往往患者描述疱疹后神经痛的疼痛有如焚烧，抽动 ( throbbing)，疼痛刺痛，或痛击，可引起身体和情绪上的痛苦。 根据统计，这些患者中，至少有 90  ％的人患有 allodynia （其他疼痛）-这是一种感觉不存在的痛苦，有点象声东击西，出没无常。是一种夸大性的反应。如衣服或凉风触及皮肤也会引起疼痛。简单包扎后，衬衣接触身体一侧即受影响，痛定思痛，真是万分难受。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难以治疗的。抗病毒的药物可以加速愈合的带状疱疹和减少严重的神经损伤所造成的痛苦；其他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药物，包括类固醇 (steroids)、抗忧郁剂、抗癫痫药物，必须在发现第一个带状疱疹征兆的 72小时内使用。因此必须迅速请教医生。一旦带状疱疹神经痛的后遗症出现，一般抗病毒的药物就无效了。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并发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患者的百分之十五，会发生眼睛的带状疱疹 (ophthalmic  zoster) -- 这会影响双眼眼，严重的可导致双目失明。 三. 带状疱疹疫苗发展的经过     带状疱疹的预防研究 (4) 已进行了 5年半以上，是由退伍军人事务部 ( VA ) 的主持，作为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与传染病 ( NIAID）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和默克公司 (Merck & Co. Inc.) 共同协作。     2005 年６月 2日奥克斯曼博士等 50 位 医学界人士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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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报告。报告说,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22个研究点，其中包括 16 VA 部的医学中心和 6个临床研究基地, 由 NIAID协调联系。从 1998年 11 月至 2001 年 9 月，各中心开始合作研究，共有 38546 位 年龄在 6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未得此病者）参加. 一半的参与者被单一注射带状疱疹疫苗-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另一半则得到安慰剂疫苗（placebo)注射。直到研究结束，无论是研究者，或参加者都不知道谁接受了疫苗注射，谁接受了安慰剂注射。使用的疫苗为默克公司提给,这是一种新的专门供中老年人使用的高强度(大约 14 倍)的疫苗。自 1995 年以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 每年已用轻度的同样的疫苗来预防水痘。     经过三年多的临床试验（主要负责者是斯蒂芬�苏亚雷斯(Stephen E. Straus) 医学博士。他是海事处传染病专家及 NIAID 的主任，NIAID 是国家卫生研究院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他曾参与设计，监督和    进行审定。可惜，研究功成后，他于 2007 年 5 月 14 日在马里兰州，因病逝世。）获得的主要结论是：该疫苗有效地降低了带状疱疹的发病率（51％）。在使用安慰剂的一组中有 642 名发生带状疱疹者，但在接种疫苗组中只有 315 名志愿者发生带状疱疹在所有接受疫苗的志愿者中由于带状疱疹带来疼痛和不适者只有 61％，低于安慰剂组的人。并且与使用安慰剂组相比, 在有效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组中，67%的人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而且该疫苗有很好的耐受性，注射者严重不良反应的比率低，注射点反应也比较温和。       2005 年 4月 25日，默克公司宣布获得到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带状疱疹疫苗的批文。据估计，该疫苗批准使用后,如果全美国老年人都踊跃注射,在美国每年则可能防 250,000件疱疹病例的发生，大大降低了另外 250,000 已注射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       最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批准一项 vzv 疫苗 (Zostavax) 用于注射60 岁以上成人。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也于 2006 年 10月 25日批准该疫苗。从此，该疫苗迅速地推广到世界各地。在台湾，该疫苗也于同年 6月 28日得到批准使用。         这项研究是生命科学中伟大成就之一，对人类健康有重大的贡献。此项研究的经费是由退伍军人事务部 (VA) 和 詹姆斯和杰西。斯科特带状疱疹的研究基金（James  R. & Jesse  V.Scott Fund for Shingles Research)资助的。默克公司也慷慨地提供了疫苗和安慰剂。 四．带状疱疹疫苗有关问题 研究人员强调指出，带状疱疹疫苗测试只是一种 预防性治疗，并不能作为一种治疗那些已经得到带状疱疹的患者(6)。任何人如要注射该疫苗必须得到医生

的许可。其实带状疱疹疫苗最常见的反应是温和副作用。在注射部位的局部反应，如红肿、疼痛、压痛、肿胀，或有时头痛（70人之间可能有一位）。注射之后，如有其他不舒服的反应，要向医生报告，并通知 www.vaers.hhs.gov, 或电话 800-822-7967。     如果有人对明胶 (gelatine) 或抗菌素 neomyci或新疫苗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有严重的敏感反应就不该注射该疫苗。个人免疫系统已经削弱的患者也不该注射该疫苗。例如 HIV/AIDS 或其他疾病降低免疫力者，使用类固醇者，用放射线治癌者，有患过骨髓或淋巴系统癌症者，患活性的肺结核者，以及生育年龄的妇女或怀孕的女性都不该注射。     注射疫苗最理想的年龄是在 60-69 岁之间，这种疫苗才可提供一些保障，至于疫苗有效期尚在研究中。过期是否要重新注射尚未规定。作为老年人群体，带状疱疹疫苗将不包括在医疗保险 B （Medicare B) 部分。该疫苗可能会包括在 Medicare Part D 计划中。受益者应该联络他们 Part D 的负责人。一般健康保险尚未批准支付。如果没有保险，每次注射要纳至少 165美元.. 如果经济负担不成问题，CDC 会让得过此病的患者重新注射一次，以防复发。      可能为了疫苗价格的关系，去年（2007) , 在美国估计只有 2% 的的老年人参加注射。这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老年人参加注射。     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紊乱和中风 (MINDS) 组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其他机构,进行带状疱疹研究的实验室、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机构都通过赠款支持大型医疗机构在全国推广该项研究。目前的研究是为了发现新的方法来进一步根治带状疱疹及其并发症。                          备注： 试验研究期满后，作者于 2005 年 1 月 31 日作者接到带状疱疹研究的主任奥克斯曼(Oxman) 博士的通知，才知道原来我是在接受安慰剂的一组。后来于 2006 年 10 月 14 日，重新免费得到注射 Zostavax  疫苗。这次注射没有任何反应或发烧。一切满意。所以我放心地向大家介绍这种疫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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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财务:范义鸣
 

         

BALANCE SHEET (US$)     

5-11-2007 至 12-15-2008 收收收收    入入入入 支支支支      出出出出 

1. 上期结存                                              $8658.52 1. 为四川 5-12地震捐款                                       $10,600.00 

2. 本期会费与捐款收入(附表一)               $3248.00 2. 为四川 5-12地震捐款汇费                                       $35.00 

3. 为四川 5-12地震捐款(附表二)          $10,600.00 3. 傅志东报纽约聚会费用                                          $189.43 

 4. 肖潇报纽约聚会费用                                             $455.74  

 5. 孙勇奎报纽约聚会费用                                         $975.54 

 6. 范义鸣报寄信邮费                                                  $45.70 

  小结  Subtotal                                       $22,506.52 小结  Subtotal                                                       $12,301.41 

                                                                  结余结余结余结余 TOTAL $10,205.11 

                                                            

 表一.  会费与捐款名单(美国) 
 

Xiao Xiao 肖潇 $100.00  

Pan Yan 潘晏 $20.00  

Zhao Suwei 赵素薇 $20.00  

Su Linhua 苏林华 $100.00  

Yukweng Lin 林幼堃 $100.00  

Qisheng Hong 洪启升 $18.00  

Peifen Yang 杨佩芳 $100.00  

Bichung Tsang  曾璧中 $20.00  

Hong Liu 刘红 $20.00  

Mid Ouyang & 

Ching.C.Liu 欧阳谧 & 刘景昭 $30.00  

Jianliang Li & Lizi 

Wu 李建良 & 吴丽姿 $50.00  

Wenyean Chen 陈文渊 $40.00  

Xiaoyang Zhen 郑晓阳 $50.00  

Sharon Chen 陈广铭 $40.00  

Yusheng Yeh  叶雨生 $30.00  

Yuanyung Huang 

Janechen Huang 黄源？& 黄邵健 $30.00  

Liyuan Bao 包立源 $30.00  

Weitao Pan & 

Hong Gao 潘伟涛 & 高宏 $50.00  

Chingyuan Tseng 曾庆沅 $100.00  

Chen Y. Chen 陈承煜 $20.00  

Guoying Chen 陈国颖 $20.00  

Zhencang Chen 陈振苍 $20.00  

Chikong Lee 李齐昆 $20.00  

Rong Huang 黄榕 $20.00  

Minghuang 

Zhang 张明煌 $100.00  

Zhexing Xu 许哲行 $20.00  

Songqin Chen 陈松钦 $30.00  

Lin Rao 饶林 $20.00  

Guangzhong Wu 

& Jingping Ding 吴光中 &丁静萍 $100.00  

Minqi Bao 鲍敏琪 $200.00  

Yaotang Wu 吴耀塘 $100.00  

Yaping Sun S & 

Jinyang Zhang 孙亚萍 & 张瑾阳 $30.00  

Yuehong Xu & 

Zijing Du 许月红 & 杜子静 $30.00  

 Qunming Dong 董群明 $40.00  

Stephen Huang 黄士煌 $40.00  

Zhongli Zheng 郑仲丽 $20.00  

Celia Mou 牟百谦 $50.00  

Yanfei Shen & Lu 

Shen 沈雁飞 & 沈鹭 $100.00  

Jenkuen Chen 陈贞堃 $20.00  

Ti Chuang 庄堤 $30.00  

I Hsiung Ju & 

Chow Soon Ju 朱一雄 & 庄昭顺 $100.00  

Ting Tao & 

Weiwen Pan 陶烃& 潘玮雯 $30.00  

Lieng Huang Lee 李联欢 $100.00  

Wayne Meng 孟苇 $20.00  

Jiazhen Guan 关家震  $100.00  

Binqi Bao 鲍敏琪 $200.00  

Junhui Xu & 

Xiaomeng Wu  $100.00  

Yi Yin 尹毅 $40.00  

Hou I  Wu & Mei 

Ching Wu 吴厚沂 & 陈梅卿 $100.00  

Qizhuo Wang 王其灼 $20.00  

Youjian Xu 许尤坚 $50.00  

Xiangyang Ye 叶向阳 $50.00  

Yiming Fan 范义鸣 $50.00  

Li Likun 李里焜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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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hung Tsang  曾璧中 $20.00  

Zhongli Zheng 郑仲丽 $20.00  

Chunhua Liu 刘春华 $10.00  

Xiao Xiao 肖潇 $50.00  

Yonkui Sun 孙勇奎 $80.00  

Zhidong Fu 傅志东&黄文秀 $100.00 

  $3,248.00  

 表二 为四川地震捐款名单 
 

Wen Ko葛文勋   4,584.09 

Jiazhen Guan Biology 87 50.00 

Yiming Fan Finance 91 245.91 

Yaotang Wu   50.00 

Yongkui Sun Chemistry 77 150.00 

Shujun Wang Physics 80 200.00 

Qingrong Liu   100.00 

Chentao Yu & Chun 

Zhen Chemistry 83 200.00 

Lieng-Huang Lee   50.00 

Shawn Y xie   100.00 

Our anonymous 

alumni friend Economics 87 200.00 

Minqi Bao   500.00 

Wenyu Lin   20.00 

Junhui Xu & Xiaomeng 

Wu Math 81 200.00 

Junli Sheng   100.00 

Celia Mou   300.00 

Hong Liu Biology 82 50.00 

Kezhou Xie & Xialian 

Chen   1,000.00 

Jianmin Chen   600.00 

Yirong Mo   500.00 

Jianliang Li & Lizi Wu Biology 87 300.00 

Lin Rao   200.00 

Yi Yin Biology 85 100.00 

Yaping Sun   100.00 

Hou I Wu Education 46 100.00 

Yong Tang & Jingxuan 

Liu 

Biology 92 & 

95 150.00 

Youjian Xu & Youchia 

Li    50.00 

Jie Wu Biology 82 100.00 

Shannon Zhe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90 300.00 

Total   10600.00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财务报告 

 基金会财务 丁俊琪 
                                   
                                     INCOME 

1. Balance from last year:                             $59,991.84 

2. Donation for 化学系 78级园丁奖:            $4,000.00 

3. Interests accumulated:                                $4,976.72  

    (CD in Countrywide bank. interest from the past 2 years) 

                                               Total Income:  $68969.56 

      

EXPENSE 

1.  4/12/08: wired to Xiada转厦大奖学金(*):       $8,265.00  

2.  4/12/08: wire charge:                                            $25.00  

                                            Total Expenses:       $8,290.00 

 

BALANCE 
Balance carried to the next period                      $60,678.56 

 注: 转母校奖学金$8,265, 包括: １、自强奖  4名 每人 200美元，小计 800美元 ２、曾玉山奖学金 ８名 每人３７５美元   

        小计３０００美元 ３、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1名     ４4０美元 

       小计４4０美元 ４、化学化工学院园丁奖（由美国及加拿大化学系７８级校友捐赠），总额：４０００美元  

                                                                   (12/15/2008) 

 

美洲校友会加拿大财务报告 

                       05-01-2007 至 11-18-2008 

 加拿大财务 丁怡 
 

                                  INCOME 

                  1. 上期结存                       $1,637.99   

                  2. 本期会费收入                $1,040.00  

                                 Subtotal               $2,677.99  

 

                                  EXPENSE 

                   1. 2008年度校友聚合         $572.57  

 

                                  BALANCE 
           Balance carried to next period      $2,1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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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地区校友会费和捐款名单（CND$CND$CND$CND$） 
Lin, Feng&Huang, Binbin $30.00  

Lin, Ying $20.00  

Lu, Haihao&Peng, Songlan $30.00  

Cha, Meimei $20.00  

Shi, Haijiang $20.00  

Zeng, Xianggui $20.00  

Liu, Xiaoling $20.00  

Lin, Yichong $20.00  

Xie, Longquan $20.00  

Zheng, Kaifa $20.00  

Peng, Yuanguang $20.00  

Fan, Shiping $20.00  

Lin, Guining $20.00  

Qiu, Feng $20.00  

Li, Zhensong&Chen, Liai $30.00  

Chen, Yiqin $20.00  

Deng, Zhiping $20.00  

Cai, Kuihua $20.00  

Cai, Yuanzhi&Chen, Shuping $30.00  

Lin, Zhen&Wu, Weiming $30.00  

Lin, Hui (2007) $50.00  

Lin, Hui (2008) $50.00  

Chen, Litu $20.00  

Chen, Yingying&Zhu, 

Weiyuan 
$30.00  

Ding, Yi $20.00  

Huan, Zhengwei $20.00  

Huang, Changsong&Shi, 

Xiaofeng 
$30.00  

Li, Jie $20.00  

Lin, Guohui&Zheng,Xiaozhu $30.00  

Lin, Qi&Yang,Chaoxiong $30.00  

Liu, Xiangdong $20.00  

Luo, Ligang $20.00  

Qiu, Suqing&Zhang,yingjin $30.00  

Ruo,Jeffry $20.00  

Shi,Jianhua&Ying,Yuping $30.00  

Wang, Jianchun $10.00  

Wang, YueXiang $20.00  

Wang, Xixing $20.00  

Wu, Xiaoyu $20.00  

Wu, You $20.00  

Xu, Hui $20.00  

Yan, Huan $20.00  

Yu, Shaoyong $20.00  

Zhuo, Yanmei $20.00  

 

☺ 老外上中文课的笔记 

 Dear Tim,     shall by too dull doll by too jack won,     dolphin long can Jim shall by too low,     shall by too when dull low, doll car low,     dolphin long doll Ham Eason     “more power!”    中文原文:  第二题    小白兔到大白兔家玩，   大灰狼看见小白兔了，   小白兔闻到了，逃开了，   大灰狼大喊一声   “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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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本会以沉痛的心情宣告:             徐宗亨学长(1947 级化学系)于 2008 年 1 月 29日因病在佛罗里达州逝世            黄大烜学长(1935 级化学系)于 2008 年 2 月 21日因病在加州逝世            陈安祺学长(1941 级经济系)于 2008 年 4 月 26日因病在加州逝世        哲人其萎, 殊深哀悼!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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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郵寄美国 Cathy Liu,       319 W. 42nd Street, Apt. 5E, New York, NY 10036 (电话 646-402-2128), 或加拿大      Weiyuan Zhu, 17 White Oak Crescent, Richmond Hill, Ontario, L4B 3R7 Canada。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通讯地址, 毕业系别/年度, 以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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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  名誉理事长：庄昭顺  (46 法律)               Tel: 609-430-1887 Fax:609-430-1978            Chow Soon Chuang Ju             chow_soon@hotmail.com            理事长(兼多伦多会务): 竺伟源(81 化学)  17 White Oak Cres., Tel: 647-668-1688 (H)        Weiyuan Zhu    Richmond Hill, ON, L4B 3R7 Canada   charliezww@yahoo.ca 副理事长(兼加州会务): 肖 潇(87外文) 19700 Drake Drive   Tel: 408-366-1769 (H)                       Xiao Xiao       Cupertino, CA 95014   xiao_ye@yahoo.com 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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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顿会务):  李里焜 (82 生物)   Tel :218-412-9046                      Li-kun Li         likun_l@yahoo.com 理事(纽约会务校友通讯编辑)刘春华(02 化学) 319 W.42nd Street,Apt.5E, Tel:646-402-2128                      Cathy Liu        New York, NY 10036   nec_liu@hotmail.com   理事(华盛顿 DC会务):  刘伟敏 (87 生物) Tel: 301-518-8270                       Lisa Liu          lisa_liu50@hotmail.com 理事(芝加哥会务): 骆 胜 (86 海洋)      847-657-8362                       Sheng Luo         shengluo@yahoo.com 理事(温哥华会务,校友通讯编辑):闻 清(87 中文)    Tel: 604-722-5818                      Stella Wen        sqwen@hotmail.com 理事(亚特兰大会务): 辛雅利(83国贸)    Tel:  770-977-1028                       Yali Xin          alicex3377@yahoo.com 理事(大纽约会务):  许怡雄 (83 物理)    Tel: 201-655-2033                     Yixiong Xu          xuyixio@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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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贵宾和校友们欢聚在纽约 
 
 

             
 泰国校友会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向苏林华学长成赠送纪念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