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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校 89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摘自校友总会，作者：月明 

4 月 6 日上午，学校在建南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建校 89 周年。 
上午 8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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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校长萨本栋教授之子、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萨支唐教授，中

科院院士、我校田昭武教授、黄本立教授、赵玉芬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我校邓子基教授，福建省教育

厅副厅长薛为民，1943 级校友、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主席、菲律宾中正学院名誉董事长邵建寅，

1943 级校友、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董事庄汉水，校主陈嘉庚直系孙子陈必胜，贵州师大校长伍鹏

程、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黄爱民，中行厦门分行行长袁龙，建行厦门分行行长陈万铭，中国电信厦门分

公司总经理乐朝平，工行厦门分行副行长黄立波，招商银行厦门分行副行长乔庆国，福建众和公司董事

长许金和，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监事长蔡怀影，厦门立方艺品公司副总经理王承，厦门吉比特网络

技术公司副总经理熊蒲，中骏集团董事长黄朝阳、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中绿集团董事长孙少

峰、九牧王集团董事长林聪颖，其他校领导陈力文、陈国凤、辜芳昭、吴世农、李建发、邬大光、赖虹

凯，校老领导郑志成、林连堂、卞守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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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庆祝大会的还有学校机关部处、学院和研究院的领导、师生代表近三千人。校党委副

书记、副校长辜芳昭主持庆祝大会。 
校长朱崇实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代表学校向全校师生员工、校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向前来参加此次校庆活动的所有来宾，向长期关心支持厦门大学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及各界朋友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朱校长说，抚今追昔，我们就越发地感念每一个为了厦大的建设和发展贡

献力量、奉送心血的人们，我们就越发地感谢为了厦大的成长与壮大给予无微不至关怀与爱护的党和政

府，我们就越发地感激为了厦大的跨越与腾飞给予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的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朋友。 
朱校长特地介绍了邵建寅学长，黄朝阳、丁世忠、孙少峰、林聪颖校友，萨支唐教授，向他们对厦

大的支持，特别是萨支唐教授对厦大学术资料、半导体等信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支持，表示由衷的

感谢。 
朱校长指出，厦门大学 89 年发展历程中所走过的每一步、厦门大学今天的发展与成就，都凝聚着

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海内外校友的智慧和心血，都得益于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与无私帮

助。我们时时刻刻都怀着感恩的心情，时时刻刻都牢记着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也竭尽全力地为国家、为

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他简要回顾了学校过去一年来在科研和与地方合作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朱校长说，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如今，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已成为全体厦大人共同而又自觉的追求。要向各项奖教金、奖学金的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

谢并希望全体师生员工以他们为榜样，为学校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 
朱校长最后说，厦门大学往昔的进步，得到了大家的鼎力支持；学校未来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家

的热情帮助。明年，厦门大学将迎来 90 周年华诞。学校将本着“弘扬嘉庚精神，展示办学成就，凝聚

各方力量，推动科学发展”的宗旨，隆重举行建校 90 周年庆祝活动。我们相信，有各级领导的亲切关

怀，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在新的起点上创

造厦门大学新的辉煌！ 
大会接着举行了授予萨支唐教授厦门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的仪式。 
副校长邬大光宣读 2010 年度南强奖、自强奖和嘉庚奖、本栋奖、亚南奖等各项奖教、奖（助）学

金的获得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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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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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成功举办 

中国化学会第 27 届学术年会 
（摘编自网络) 

6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国化学会第 27 届学术年会在厦门大学成功举行。年会由中国化学会主办，厦门

大学承办，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协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创新型社会与化学的责任”。 

6 月 20 日上午的开幕式在厦大建南大会堂举行。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55 位院士在内的国内

3000 多名专家学者，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化学会以及亚洲化学学会联合会的 44 名化学家共聚

一堂，深入探讨和交流化学在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白春礼院士致大会开幕词。白春礼在谈到我国化学学科的

发展时指出，近年来，我国的化学学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基础研究更扎实、深入，研发工

作重点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

我国发表的化学与化工论文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的前列。但同时他也指出，我国最具原创性的成果和国际前

沿最受关注的论文还不多。中国化学家必须从跟踪、积累和扩展研究向源头创新推进。白春礼院士呼吁，

化学界同仁要在科学研究中更加关注国家与社会的需求，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积极推动化学科学与

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 

大会执行主席、厦大校长朱崇实教授和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在开幕式上致辞。Thomas Lane、
Richard Pike、Michael Droscher、Tamotsu Takahashi、Ting-Kueh Soon 和潘文炎分别代表美、英、德、日四

国化学会和亚洲化学联合会、台湾的化学会致辞。 

开幕式上，中国化学会还颁发了 2008、2009 年度六个学术奖，共有 39 名优秀学者分获这些奖项。其

中，厦大化学化工学院郑南峰教授获得“中国化学会－约翰•威立出版公司青年化学论文奖”，匡勤教授

获得“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本届年会为期 4 天，设 18 个学术分会，同时举行海峡两岸化学论坛、中日青年化学家论坛、化学的

创新与发展论坛、中美化学会联合论坛，英国皇家化学会 CEO 和 CSR 主编报告，中英超分子化学研讨会

和墙报展、专场展览、招聘会等。年会期间，还同期举行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化学会评论》编委会、亚

洲化学学会联合会执委会、第六届教育部科技委化学化工学部第一次全委会等。 

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6 月 23 日下午学术年会在厦大科学艺术中心圆满落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副主任、中国化学会秘书长姚建年院士主持闭幕式。厦大副校长孙世刚教授、中科院院士黄本立、万惠

霖、赵玉芬、田中群等出席大会并作为颁奖嘉宾在闭幕式的颁奖环节向各获奖单位和获奖者颁奖。 

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习复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他表示，四天来，通过全体与会者的努力，本届年会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必将对中国化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致辞中，习复代表中国化学会高度评价

并感谢了厦大对承办本届年会所付出的努力。 

受本届年会执行主席、厦大校长朱崇实委托，孙世刚代表学校致辞。他说，本届年会参与的专家学者

达 3500 多名，共收到论文 3074 篇，具有“与会者多，院士＼嘉宾多，外宾多，论文＼墙报多，志愿者＼

工作者多”这“五多”特点，本届年会层次高，涉及研究领域广泛、热点议题集中、研究问题深，是一届

化学家的学术盛会，将在中国化学的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大会颁发了中国化学会第 27 届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共 60 个，厦大有 12 人获奖。大会还颁发了学

术活动组织奖、纪念奖、纪念品和匾牌等。 

下一届年会将于 2012 年在四川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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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率团赴美招生反响热烈 
黄建军 詹心丽 

 

 

 

 

 

 

 

 

 

 

5 月 17 日至 27 日，我校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国凤、校招生

办主任、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心

丽、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黄建军赴

美参加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组织

的“留学中国教育展暨留美英才招

聘会”。代表团成员由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

学、重庆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 20
所高校的代表及教育部国际司和留

学服务中心的有关领导组成。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巩万任团

长，陈国凤任副团长。我驻旧金

山、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使领馆

的有关领导为这次活动做了精心的

安排。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访华时提出，在未来四年内让 10 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5 月 25 日，美国国

务卿希拉里与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

录”，以落实此项计划。我校参与此次活动旨在招揽优秀学生和人才，同时也是我校主动参与中美两国

达成的“十万美国留学生留学中国计划”、夺取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先机迈出的重要一步。 

“留学中国教育展暨留美英才招聘会”代表团先后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举办了三场展览和招聘

会，并考察了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由于行前我校为此次

活动作了精心的准备，设计了能反映厦门人文地理优势和厦门大学优美校园及办学特色的招贴画、书签

和宣传册，同时与我校美洲校友会联系，广泛联络了在美校友，使我校的这次宣传活动取得了十分理想

的效果。我校的展位成为展览会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全团人气最旺的展位，各新闻媒体的采访活

动多选择我校展位为背景。陈国凤在我校展位前接受了凤凰卫视和当地新闻媒体的采访。“厦门大学真

漂亮”不断成为人们啧啧称道的话题。我校的汉语和中国文化及各类长短期班、“中国学习”项目、中

英双语授课的经济学、会计学、数学、化学、生物学、海洋学本科专业、全英语授课的国际硕士项目和

博士课程、各类奖学金及人才招聘计划得到来访者的特别关注。 

在展览活动中，我校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1,000 余份，接待咨询 300 余人次，接收人才应聘简历 25

份，并与多个留学中介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5 月 27 日《中国新闻网》和美国《侨报》分别刊发了“厦

门大学在美国招生揽才，学生可申请中国奖学金”、“厦门大学来美招揽留学生”等专稿，介绍我校的

办学特色，当天“网易新闻”、“中广教育”、“新民网”、“中华网”、“中国经济网”、“千龙

网”等网站纷纷转载，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我校参团代表在美的各项活动，得到了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的大力支持，先后有 50 多位校友亲临展

览现场为母校作宣传，并为我校代表精心安排了参观活动和与校友的座谈。有的校友驱车往返 10 多个小

时赶来与母校的代表见面，令人十分感动。校友们的热心支持是我校参与这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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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外人才招聘活动在美加 
美洲校友会（执笔：竺伟源） 

今年 4 月，厦门市出台了《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

次人才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建设海西人才创业

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两份文

件，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间每年投入 1.5 亿元引进

100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300 名领军型创业人才（简

称“双百计划”）。为此，厦门市组成由厦门市人

事局刘育生局长带队的 12 人海外人才招聘美加团, 

于 2010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1 日在旧金山、纽约、

多伦多举行海外人才招聘活动。招聘团后来临时增

加了在温哥华的一场座谈会。 

5 月 17 日，厦门市留学人员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陈雪莲（厦大校友，81 级生物）首次联系葛文勋前

董事长和竺伟源理事长，询问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是否愿意协助厦门市海外人才招聘美加团的这次美

加招聘及人才引进计划的宣传活动。经本会现任董

事长傅志东、理事长竺伟源、副理事长肖潇商讨，

我们感到责无旁贷。本会作为厦门在海外的一支重

要民间力量，理应为厦大以及厦门市的发展作出一

些积极的贡献。因此，美洲校友会发函给陈雪莲副

主任，同意协助他们的这次美加招聘及人才引进计

划的宣传活动。 

招聘团来美国加拿大有三个任务，一是宣传厦门

良好的工作、创业和生活环境及优惠的人才政策，

提升厦门的国际形象和影响；二是发布厦门市的人

才、技术、项目等需求信息，引进海外人才去厦创

业和工作；三是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社团的联系和

合作，商谈设立厦门海外人才工作站和聘请人才工

作顾问对象事宜。这应该是厦门市第一次大规模地

到北美进行人才招聘和宣传活动，也是厦门市第一

次请我们美洲校友会协助其在北美的工作。 

经过讨论，厦大美洲校友会决定由肖潇负责协调

招聘团在旧金山的活动，志东负责协调纽约的活

动，伟源负责协调多伦多的活动。招聘团后来增加

的温哥华活动，由闻清理事负责协调。 

协调工作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宣传厦门的人才招

聘活动、人才引进计划和政策。我们事先在几个有

活动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媒体宣传，为这次活动

造势。通过在旧金山、纽约、多伦多三地的主要华

文报纸、网站上做广告、发新闻等措施，使招聘活

动在开始之前就已有一定的影响，在招聘会上，特

别是在纽约、多伦多的招聘会上，前来应聘、谈意 

向、谈项目、了解情况的人士络绎不绝，让所有招

聘团成员都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 

在招聘会上，请来的多家报纸、电视台记者采访

了招聘会现场、招聘团团长、招聘团来自具体单位

的团员及前来应聘、谈项目者的代表，招聘会后各

媒体作了相应的报道，起到了进一步的宣传作用。 

协调工作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联系和邀请三地的

华人专业社团负责人、留学人员社团负责人、媒体

记者、中领馆相关领事参加座谈会。经过大家的努

力，三地的主要华人专业社团和留学人员社团都派

了负责人前来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招聘团又做了

关于厦门市、厦门人才引进计划的宣传，同时通过

招聘团与专业社团、留学人员社团负责人的座谈，

增进了相互了解，为今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一定的

基础。媒体代表在座谈会后都发了新闻稿，报导波

及海内外。 

对于招聘会的宣传和座谈会的组织工作，对于座

谈会的形式和效果，招聘团都感到非常不错，因此

临时决定延请厦大美洲校友会再在温哥华组织一场

座谈会，以便在招聘团回国前能有更多机会接触海

外留学生专业社团，宣传厦门，建立联系。本会闻

清理事在仓促领命下，和温哥华校友会的王美、陈

勃、严石三位理事一起, 加班加点，分工协作，在

短短的几天内就圆满完成了座谈会的组织、媒体宣

传等工作。分散在四个地区的美洲校友会很多校友

参与了这项工作，傅志东董事长专程从居住地亚特

兰大飞到纽约，亲临现场组织、筹划招聘团的座谈

会活动，刘伟敏理事特意从华盛顿 DC 赶去纽约助

阵。这次活动还得到了不少其它兄弟社团的支持. 

在此，特别感谢北加州华人联盟理事长林升恒先生

和担任新泽西福建同乡会会长和《世界日报》记者

的刘伟先生分别在旧金山和大纽约地区联系华人社

团和宣传工作上给予的鼎力支持。 

这次活动，虽然是在美加夏天许多人安排休假的

季节，在时间安排上也有很多困难，如旧金山和纽

约地区不少人趁学校放假和美国国庆节前后外出，

多伦多招聘会正好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时间，温哥

华座谈会则只有两、三天的准备时间，等等。但

是，在本会各相关负责人员和其他热心校友的携手

努力下，取得了理想的结果。对扩大厦门市在美加

华人中的影响，加深美加华人专业人士和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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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厦门市引进人才的政策、力度、和扶持方向等的

了解，扩大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在旧金山、纽约、

多伦多、温哥华华人社团中的影响，建立和发展厦

大美洲校友会与厦门市的关系，发展和加强厦大美

洲校友会与各地华人专业人士和留学人员社团的联

系，十分有意义，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招聘团回国后，我们收到了厦门市留学人员管理

中心陈雪莲副主任的来函。来函转达了厦门市领导 

对我们校友会此次在四个地区的协助工作都非常满

意，并表达了他们的感谢。 

本稿完成前本校友会又接获厦门市的委托，协助

他们 7 月 30 日在洛杉矶、8 月 4 日在波士顿的招聘

活动和座谈会。本会前副理事长张新雄、本会理事

范义鸣正分别在洛杉矶和波士顿地区负责协调招聘

会的宣传和座谈会的组织工作。让我们预祝他们取

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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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群教授课题组研究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摘自厦大校友通讯 2010 年 第 1 期，作者：李 静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田中群教授课题组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王中林教授课题组的

一项合作研究成果，3 月 18 日登上英国《自然》杂志。 

  这一研究提出建立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拉曼光谱(SHINERS)方法，从而首次在电化学控制条件下

获得了多种分子或离子吸附在铂、金等单晶电极上的表面拉曼光谱。 

  据介绍，课题组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法对有关增强效应进行模拟，数据显示，理论和实验结果吻合得

很好。课题组进一步用该方法检测了半导体硅表面物种、细胞壁组分乃至橘子皮的残留农药，结果证明

SHINERS 可以应用于检测各类材料的最表层化学组分和任何形貌的基底，使得表面拉曼光谱提升为更为

通用和实用的方法。 

  课题组表示，利用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表面光谱信号的思路有望拓展至表面红外光谱、和频振动

光谱和荧光光谱等其它谱学技术。 

   田中群教授课题组在从事该项目的五年期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厦门大

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长期支持，并得到厦门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计划的支

持。  

王琳课题组论文发表于 IEEE 顶级国际学术期刊 
校友总会，作者：陈绍元 

我校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王琳教授课题组与香港城市大学陈关荣讲座教授合作的学术论文

“Data-Aided Timing Synchronization for FM-DCSK UWB Communication Systems”近期在国际电子

与通信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上发表。论文的第一

作者为王琳教授的研究生陈绍元，已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录取为 2010 年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将于今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交流学习。 

IEEE 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英文简称，该组织在太空、计算机、电信、生物医学、电力及消

费性电子产品等领域中都是主要的权威，在电气及电子工程、计算机及控制技术领域中，IEEE 发表的

文献占了全球将近百分之三十。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是电子电气工程、自动化与控制领域的国际

顶级期刊，影响因子为 5.468，是目前该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之一。 

SCIENCE 杂志报道我校焦念志教授的研究成果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 

6 月 18 日出版的 Science 杂志(Science 18 June 2010: Vol. 328. no. 5985, pp. 1476–1477）

用两页的篇幅报道了我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焦念志教授研究组及其领导的国际海洋科学委员会 134 工

作组有关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的研究成果。 

报道全文请见 SCIENCE 主页：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28/5985/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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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杂志报道我校焦念志教授的研究成果 

——巨大碳库的幕后推手 

The Invisible Hand Behind A Vast Carbon Reservoir 

对于海洋微生物而言，溶解有机碳（DOC）是其生命的支撑。然而，大部分 DOC 就像谷糠一样难以

下咽而残留在水中。科学家们正在揭示为什么海洋食物链中有些有机质被转化为不易被释放为 CO2 的形

式。“我们早就知道海洋中存在着这种‘难以降解’的有机碳，但是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它在全球碳循环

中的作用。” 捷克 Trebon 微生物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 Michal Koblizek 介绍说。 

新的发现揭示，海洋中有一个看不见的过程使巨量的碳悬浮在海面以下的水体中。“这个碳库非常

之大，与大气 CO2 的总量相当”，厦门大学的微型生物生态学家焦念志介绍说。焦念志等科学家正在探

索这个碳库储存 CO2 的诱人前景。确定这个巨大储库是否有地球工程学响应为时尚早，佛罗里达州迈阿

密大学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家 Dennis Hansell 说，“但我期待有一天茅塞顿开，到那时我们将惊呼

‘原来如此！’”。 

数次海洋调查的研究数据业已展现出焦念志提出的“微型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

MCP）的基本轮廓：即微型生物驱动了从生物可利用的活性有机碳到“难以消化的”即惰性 DOC 的转

化。今年夏天，欧洲海洋酸化计划正在北极海区开展一系列探索性实验，其中包括“微型生物碳泵”。

十月，焦念志课题组将向另一极进发，前往赤道附近的最热海域——印度-太平洋暖池——进行“微型

生物碳泵”及其储碳机制的研究。“微型生物碳泵”将是 7 月份召开的戈登海洋微生物研讨会的重头

戏，Nature 子刊微生物学综述将发表文章介绍“微型生物碳泵”概念。法国 Villefranche 海洋学实验

室的微生物海洋学家 Markus Weinbauer 指出，这个概念“将大大改变我们对（海洋）储碳的认识。” 

海洋表面就像一个大如星球的肺，吸入和呼出 CO2。 就全球平均而言，海洋从大气中吸收的 CO2

比释放的多 2%。一部分 CO2 溶解在水中形成了碳酸。随着大气 CO2 含量升高，海洋 PH 值下降，科学家

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酸化，海洋酸化可通过降低碳骨架的生长而危害到珊瑚及其它生物。CO2 进入海洋另

一途径是食物网：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 CO2 固定形成有机碳，数量高达每年 600 亿吨碳，相当于陆

地上固碳总量。“海洋不能长期捕获这些碳”Koblizek 说，大部分新形成的生物质在几天内就被消

耗，并以 CO2 的形式返还到大气中。但是，有一部分碳随着死亡生物体的残骸沉到海底，这种生物泵每

年在海底沉淀了大约 3 亿吨碳。  

而更多的碳是以 DOC 溶解在水体中。海洋以 DOC 的形式保有大约 7 千亿吨碳——比陆地上所有的生

物量还多（6 千亿吨碳），几乎与大气中碳总量相等（7.5 千亿吨碳）。大约 95%的有机碳是以惰性

DOC 形式存在。“这种惰性 DOC 是海洋中有机物质的最大储库”，加利福尼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微生

物学家 Farooq Azam 说。在 2009 年 12 月出版的《Oceanography》中， Hansell 和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的 Craig Carlson 领导的团队绘制了第一张 DOC 全球分布图。14C 研究表明惰性化

合物在海洋中保存的时间超过了 6000 年，这是大洋环流周期的好几倍。 

惰性 DOC 是全球碳循环中的关键环节这一认识使探求惰性 DOC 成分与来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人员

现在已经知道，惰性 DOC 由上千种混合物组成，诸如复杂的多糖及腐殖酸等。西班牙维哥海洋研究所的

Xosé Antón álvarez Salgado 领导的团队追踪到某些形式的生物活性碳转变到惰性碳的过程，他们是

通过观察光学性质改变的方法，即腐殖性物质吸收紫外光再重新发射出具有特定波长的蓝色荧光。 

大部分惰性 DOC 的来源还是个未知数。海洋表面的光降解可产生一些惰性 DOC，石油的泄露对这个

碳库也有贡献。“墨西哥湾的石油泄露是石油入海的一个极端例子”来自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的微生物海

洋学者 Meinhard Simon 说。其它混合物可能在海底泉口或森林大火中形成并进入海洋。然而对于大部

分的惰性 DOC 来源，Azam 指出，“我们缺乏对它形成机制或数量及成分变化的了解。” 

Azam 及其他同行将这种关键性认识归功于焦念志：即，认识到微型生物在把可利用碳转变成相对

惰性化合物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一部分惰性 DOC 滞留在海洋上层，而另一部分可随生物泵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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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微型生物碳泵可能像一个传送带在海洋深层运输并储存碳” 台湾中山大学海洋碳化学家陈镇

东说。“微型生物碳泵”在深海中也起作用，在深海中适应了高压环境的细菌可能具有“特殊的能力”

转化惰性 DOC，法国马赛海洋学中心的微生物学家 Christian Tamburini 说。 

要揭开微生物与惰性 DOC 的关系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在 2001 年发表的一篇标志性的文章里，东京

大学的 Hiroshi Ogawa 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海洋微生物能够将生物活性 DOC 转变为惰性 DOC。接着一个

月后，加利福利亚蒙特雷湾水生生物研究所（现地址）的 Zbigniew Kolber 及其同事也报道，在大洋表

层有一种独特的具有光合作用的细菌 AAPB 占总微生物群落的 11%，通过测量该菌的光吸收色素所产生

的红外荧光值发现，似乎到处都分布有这些 AAPB 细菌。 

但事实上，其他微型生物的存在可导致 AAPB 上述测量与实际情况有严重偏差。焦念志研究组利用

一种新技术，证明浮游植物的强荧光会屏蔽掉目标微生物的荧光。“月明星稀就是这个道理”焦念志解

释说。就在 2005 年中国举行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活动的环球航次上，焦念志把这种新方法付诸应

用，结果表明，AAPB 的分布与之前的认识相反。他的研究组发现 AAPB 在富营养海域的分布比大洋更加

丰富，而且 AAPB 的丰度与 DOC 相关，而不是光照。 

接下来，焦念志发现 AAPB 易于被病毒感染，他们分离出了第一个特异感染 AAPB 的噬菌体。噬菌体

分裂宿主细菌，使包含有机碳的菌体崩解并释放到水中。这种“病毒回路”作用于许多海洋细菌，可能

在“惰性 DOC 在水体中的累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田纳西州立大学的 Steven Wilhelm 说。把这些

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包括 AAPB 的普遍存在性，AAPB 的低丰度、高周转率，与 DOC 的紧密关联以及易于

被感染等等，焦念志提出 AAPB 等微型生物是生物活性 DOC 转变成惰性 DOC 的关键机制。看起来这似乎

违反常理，因为微型生物并不是生来就为了产生惰性 DOC 的，相反，这些复合物是微生物死亡的副产

物。Simon 说，“这个过程对细菌本身并没有什么益处”。 

由于水体中惰性 DOC 的形成是附属性的，驯化细菌去储碳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十年来研究者们

试图通过向海洋中添加铁肥来促进生物泵从而使深海储存更多的碳。铁能引起浮游植物生长，使其从空

气中吸收更多的 CO2。这样应该也能使更多的碳进入惰性碳库中，Koblizek 说到。 

无论如何，“微型生物碳泵”将有意义深远的效应。海洋水体的每升水平均 DOC 含量为 35-40 微摩

尔。如果每升水增加 2 到 3 微摩尔碳将多存储几十亿吨的碳，印度国家海洋研究所的海洋微生物生态学

家 Nagappa  Ramaiah 说，“我们有必要研究任何一种、和所有的方法去沉积过量的大气 CO2”。 

20 亿年前，当细菌统治地球时，海洋存储的 DOC 是现在的 500 倍，这些 DOC 很可能就是“微型生

物碳泵”产生的（惰性 DOC），焦念志说。虽然从那时起生态动力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微生

物储碳的潜力依然巨大。焦念志指出，没有化学平衡能限制活性 DOC 向惰性 DOC 的转化，而惰性 DOC 的

产生，也不会导致海洋酸化。今年夏天他准备进行一个导向性实验。同时，Ramaiah 说他正筛选海洋细

菌菌种以期提高储碳的潜能。 

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有的科学家还不确定这是否可行及安全 。“我不认为可以利用微型生物碳

泵来提高海洋储碳性能”，Simon 说，我们没有能控制惰性 DOC 如何产生的措施。Weinbauer 说，“以

目前的认识，任何提高储碳的努力就像飞去来器一样可能回到起点并使问题变得更糟。” 与此同时，

人们可能已经“不经意地刺激了‘微型生物碳泵’”，Salgado 说，全球变暖正加剧海洋分层，降低了

深层对流，刺激了微生物的呼吸作用——这一切都有利于“微型生物碳泵”， Salgado 说。 

“微型生物碳泵”概念将有助于解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是否海洋酸化及变暖会显著地使

碳分馏到惰性 DOC，Azam 说。他和焦念志共同主持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SCOR 新设立的科学工作

组，旨在研究“微型生物碳泵” 在碳生物地球化学中的作用。即将进行的研究航次将提供更多信息阐

释“微型生物碳泵”怎样控制碳循环以及怎样响应气候变化。正如 Wilhelm 所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建

立这种认知的曙光。” 

RICHARD STONE  SCIENCE   VOL 328    18  JUN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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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授予萨支唐教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 
厦大新闻，作者：月明 

 

 

4 月 6 日上午，在庆祝建校 89 周年大会上，举

行了授予萨支唐教授厦门大学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的

仪式。 

萨支唐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和微电子学专

家，1932 年出生于北京，1953 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1954 年、1956 年分别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硕

士、博士学位。1959 至 1964 年先后任美国仙童半

导体公司高级成员、物理部主任经理，1964 至 1968

年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86 年当选美国国家

工程院院士。1988 年担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电机和

电子工程系教授、工学院首席科学家。 

萨支唐教授长期致力于半导体器件和微电子学研究，在发展晶体管、集成电路及其可靠性方面的研

究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开发了半导体局域扩散的平面工艺和 MOS、CMOS 场效应晶体管，并提出 MOS 晶

体管理论模型，发明了探测半导体中微量缺陷的深能级瞬态谱方法，并发现了氢在硅中对受主杂质的钝

化作用。曾获半导体工业协会最高奖等多项奖励。萨教授从教数十年，培养学生无数，仅他亲自指导的

博士就达 160 多位。他教导过的学生许多都成为了国际微电子学界的著名专家、著名学者。 

萨支唐教授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与我们国家进行科技合作与交流的美国科学家之一。他曾多次访

华，开办系列讲座，先后指导了多名中国研究生，还多次协助在中国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 年 9 月、11 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授予萨支唐先生名

誉教授，2004 年，萨支唐先生受聘为我校名誉教授。他还是台湾“中研院”院士。 

萨支唐教授是我校故校长萨本栋教授之子，他对于倾注了父亲心血的厦门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他

十分关注厦大的学术研究，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在半导体物理学和固态电子学领域积累的科学研究档案

全部捐赠给厦大。自 2000 年起，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陆续将这批资料从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运来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这类研究档案资料，揭示着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填补了我国学术图书

馆的空白，成为厦大学术之珍藏。他并且十分关注厦大的学科发展，多次莅校对我校半导体等学科建设

进行指导，积极牵线搭桥使我校与各知名学术机构和学者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他的积极联系下，

2009 年年底，学校聘请到台湾“工研院”院士虞华年、史钦泰为我校名誉教授，有力地推动了我校电

子信息学科的发展。他还十分关注厦大的人才培养，于 2001 年捐资设立“萨黄淑慎本科奖学金”，奖

励品学兼优的本科学生，帮助他们成长成才。 

校长朱崇实在仪式上说，萨支唐教授的父亲故校长萨本栋教授为厦大的发展作出了永垂史册的卓越

贡献，而萨支唐教授始终牢记父亲的宏愿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帮助厦大，他对厦大的深情厚谊令

人万分感佩。在校长的提议下，出席大会的全场来宾、师生以热烈的掌声，向舍身治校的萨本栋故校长

表示感恩，向秉承父志、泽裕南强的萨支唐教授表示感谢！ 

萨支唐教授发表亲切而又简短的致辞。 

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朱崇实向萨支唐教授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证书，并为萨支唐博士援

正流苏，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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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浪漫 
——武夷聚会侧记 
林航(83 外贸，现居美国) 

岁月不饶人，年纪大了，事也多了，一个毕

业二十几年的聚会也开始变得罗嗦起来，由此演

绎出一波三折，挺合乎自然的逻辑。从原定的暹

罗一夜间被打到了武夷山。在安排好武夷的行程

后不久，不知又有谁把地点改在了榕城。从情理

上讲，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吸纳与会人员，在哪儿

并不重要，有个说话的场所足矣。然而，七九外

贸生来就独有那般韧劲，叫起真儿来恐怕无人能

敌。至于省城从理论上讲怎比得过荣获世界自然

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呢，身上带点墨味的人总爱

求得事物的完美与统一，难怪好事会有多磨。五

年来的漫漫长路总算有了尽头，就这么定了，七

月十三日，直指武夷山下，在奇山秀水间成就诸

位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团圆梦。 

北美的同学无疑是此次寻梦的主角，千里迢

迢，携家带口，舟车劳顿，可谓来之不易。如果

把聚会地点定在了北美，亚洲的同学可就要领教

和感受他们的滋味了，当然这可能会使聚会变得

难于实现，所以他们为此作出的牺牲最值得敬

佩。 

香港同胞虽处弹丸之处却占尽了人和地利，

自然形成了连接三大洲的纽带，大小新闻都从这

里发出，牵一发而动千钧。论其特点要属经济活

跃，机动性强，随遇而安，又偏擅长呼风唤雨，

理所当然成为武夷之行的策源地，不愧是班中的

老大呀。 

而内地人身处海外游子的祖居地，寻根需求

注定了他们成为天然的东道主，承担着义不容辞

的接待义务。尤其是福州的姐妹们，为了让这些

尊贵的客人们吃好、睡好、穿好，所有一针一线

无不印记着她们清晰的指纹，浸透着她们的心

血，为七九外贸的胜利会师作出了卓越贡献。 

就这样，大家带着共同的梦想、带着同一首

歌我们再次走到了一起。尽管地点的选择变来变

去，使人感到心烦和无所适从，但相信这武夷山

水和同学情深可将所有的杂念溶解。古人天人合

一的境界本身就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可在一瞬之

间把所有的人同化，使之飘飘欲仙，余韵不绝， 

从最初的激动幻化到了静静的无边的遐思。 

武夷的大王阁，用宜藏不宜露的建筑手法把

它隐藏在那顶金色的皇冠之下。山登绝顶我为

峰，皇冠之下我为王，我们成了这里临时的主

宰。火车飞机的颠簸抑制不住聚首大王后兴奋的

情绪，先头部队为后续部队的到来而连夜操劳

着，熬红了双眼，忙断了双臂，一切井井有条而

又充满着深深的情意，此时有谁还会想到了自

己？ 

参加聚会的同学终于如约而至，以往只能在

虚拟世界中见到的她，此时却活生生地站在您的

面前，目光对峙了数秒钟后才缓过了神志，岁月

已洗尽了人身的铅华，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成熟美。从后辈们稚嫩的脸上仿佛还能看到他们

父母年轻时的风采，七九外贸的香火由此得到了

延续。 

一阵寒暄过后，七九外贸的峰会在国际会议

厅举行，好大的气派啊，比起第一次的聚会简直

是鸟枪换大炮，此时的班级已变成了联合国，有

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

的代表出席。议题不是朝核六方会谈也不是伊拉

克问题，而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天气和身体。 

座谈会出乎预料的简洁，各自的三言两语少

了五年前的幽默和刺激，内容更贴近了生活实

际。经过这五年，大家的心态似乎平静了许多，

它就像一杯淡淡的白开水，任何的色彩和味道都

成了多余，这是集体成熟的标志！笑谈中不知不

觉时光倒流，把人又带回到二十几年前的班级。

一些人本能地出现了心理暗示，三个世界的划分

悄然兴起。奇怪，二十几年前的寡头如今似乎还

是寡头，已经成长和站立起来的第三世界怎么到

了他们面前又成了弱势群体。的确烙印产生了不

可逾越的心理障碍。试想，我们班小字辈中最小

的也已过了不惑之年，到达了老家伙们曾经走过

的辉煌的年龄段而成为当今的黄金一代，没有自

卑的道理。上学时的年轻美貌成不了炫耀的资

本，而如今失去光泽后却获得了想得到的东西，

尽管不是钱财和姿色，内心反充满着平和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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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因此，那种自卑不过是乐曲再现部中的一个幻影而已，难怪有人开始叫板，拨开这层多年笼罩着他

们并时常出现在夜半噩梦中的阴影。有人对此表示理解和赞赏，有人则不以为然，这就是年龄差异产生

出的代沟，而恰恰是这种认识差距构成了七九外贸思想生态的多样性。 

我们把聚会放到了武夷，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我们打开的不仅是这坛尘封了

二十几年的美酒，同时也将吮吸着这丹霞碧水之精气。瞧，一张张竹筏从星村顺流而下，组成了一支浩

浩荡荡的水军，穿越于山水之间，向着大王和玉女的宫殿进发。清澈的溪流，拂面的轻风，动人的棹

歌，此时，有谁不被眼前的一切所融化，有谁不被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陶醉，那是一种心灵与天堂的

对话呀。难怪当年郭哥哥身临其境而诗兴大发，由衷地发出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如武夷一小丘”的

赞叹，他把话都说绝了，我们还能说上什么呢？我们能说的是七九外贸那血溶与水的情谊，是水那与生

俱来的超强凝聚力！ 

好山好水和好酒，在团圆的晚宴上，同学们的心醉了，此时的杂念早已抛到了九霄，大家尽情和专

注地品尝这杯来之不易且纯之又纯的美酒。礼物的抢夺活跃了宴会气氛，酩酊之余却提醒着大家不要忘

了竞争意识，应该保持我们年轻时期固有的冲动与活力。竞猜大学老师的讲话是要共同回忆我们的青春

年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往事会像过片似地涌现，让我们把记忆的碎片拾起，就可拼凑成七九外贸一

个完整的四年大学梦。干杯吧，畅饮吧，我们的情和意都在酒里。投入武夷的怀抱，我们就像光着屁股

的孩子，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而无须任何的拘束。是啊，身处喧嚣的尘世，我们难得如此放浪形骸，这就

是我们所追寻的天人合一！ 

随后的才艺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下一代的未来，他们承载着父辈们尚未成就的理想和希冀。大江东

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比起我们当年唱着语录歌、跳着忠字舞强多了，回想起来，一切恍若隔

世。儿孙自有儿孙福，对此我们应该持有一颗平常心，不要施予下一代过高的期望和压力。七九外贸的

后代都出自精选的优良品种，秉承了父母的优势基因，故不存在天生的差异。孩子们就像自然界进化的

物种一样，有的能飞，有的能游，有的能跳，都各具特长，没有任何的可比性。而作为父本和母本，我

们有责任义务来培育好我们的下一代，为他们创造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无愧于为人父母就足够了。

孩子们的成长最需要夸奖和鼓励，而满足虚荣的炫耀定失去原有的意义。 

七九外贸的武夷之夜显得热闹而恬静，品着洋酒谈天，喝着岩茶说地，谈来说去不外乎是毕业后的

种种经历。各自拿着那本画了押的蓝色“变天帐”晃来晃去，就像发了财的地主，催收着人家欠他的东

西。在大脑极度充血和思维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来题写出字正和漂亮的词句？但我们要的就是这份纯

朴，歪七扭八的几字却胜过了千言万语。 

武夷山又迎来了灿烂的一天，大家还在忍受着倒时差的痛苦，却又急匆匆地开赴武夷山的自然保护

区。一路的搞笑缓解了大家的疲惫，赶紧到天然的氧吧去休养生息。潺潺流水，飞瀑四溅，让人感到阵

阵的凉爽和惬意。渗着阴离子的汗水漫过了我们的肌肤，整个身心都得到了自然的滋润和净化。忽见西

洋美女的胴体浮现于飞花碎玉间，吸引众多眼球，人们似乎只有将最美的肉体祭上，才能体现对山神的

敬畏与膜拜，这下可忙坏了男同胞的双眼和手里的相机，以至于在回程的车上，相互炫耀着刚刚捕捉到

的猎物，引出一片笑声。 

保护区的红烧肥肉散发着缕缕香气，此时大家已顾不上体内血脂胆固醇的含量，如狼似虎，将之洗

涮一空，只要高兴，哪怕犯忌。稍做整息，惊险刺激的漂流开始了。橡皮筏顺着湍急的溪流飞驰而下，

时而风啸浪急，时而舒缓无比，就像一部瑰丽的交响诗，被自然演绎得出神和入化。水中的卵石按摩着

爬山时僵硬的肌肉，冰凉的溪水浸透了我们的上衣。清清爽爽，冰冰凉凉，沁人心脾，我们早已忘了这

是炎热的夏季。孩子们更是异常欣喜，与水的亲密接触，展现了久违的童趣，祖国的秀美山川，必将永

载他们的记忆。 

有人因工作关系就要提前打道回府了，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全场起立，以最热烈的掌声

为他们送别，而掌声一过，每人的心里开始充满了离愁别绪。此时，还是香港同胞率先打破了暂时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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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探讨着新一轮的相聚。他们自告奋勇，争夺下一轮的主办权，全场又是一片喝彩。是啊，七九外贸

已不是一种物质存在，而是一种精神象征，它扎根于每一位同学的心里，由此而生生不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的欢聚总有曲终人散的一刻，还能谈上几个小时大家正掰着手指头数

着，然而话锋一改先前的嬉戏，转入了沉重的理性主题。我们不再有学生时代的单纯，不同的生活阅历

和社会背景造成了思维上的差异。恍惚中发现，我们的共同情趣其实只有四年，还占不到相识至今的五

分之一，而其余的五分之四时间，各自都完成了基因的重组和生活的蜕变，成了另一种机体。各种价值

观纷纷出现，思路已很难拢在一起。有的人挺着肚子笑咪咪地在前面走着，也有人低着头灰溜溜地在后

面跟着，不同的命运，何来的共鸣？这就是残酷的自然辩证法！而同一问题上的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怪我们身上还残存着死都改变不掉的书生气。在同一起点上走出的种种岔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就是

采用回归原点法，那就是围绕着我们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四年！人生正是有了那四年才改变了我们的一

切，才使我们有缘地走到了一起。这是我们的基点，惟有倍加珍惜，除此之外只能求同存异。 

武夷的最后一夜，带着临别前的思绪，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刻难为情！

于是，各自又找起了各自的知心叙谈，试图把仅存的一点精力耗尽。也不知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

在迷糊之间，脑子里变得空空荡荡，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武夷的良辰美景此时已化作南柯一梦，

想用力抓住，可它却又渐渐地远去…… 

                             海猪于 23 日夜 (原载：厦大校友通讯 2009 年第二期) 

 

水饺让我联想到厦门 
柳端(82 生物，现居美国) 

 

我在中国的北方城市青岛生活了 8 年，吃过不计其数的各种饺子。近期我在中国品商店买到了一种

冷冻水饺，我吃的时候，觉得饺子的味道似曾相识。几天之后忽然想起，那很像是 20 多年前我在厦门

中山路绿岛饭店吃过的水饺的味道。 

我是 78 级生物系的学生，1978-1982 年在厦门学习。逛中山路是当时周末的一件大事。同学们往

往是三五成群结伴而去。吃完早饭，带上校徽，到厦大门口乘公共汽车至中山路下车，然后从思明路口

走到轮渡，再走回车站。中间买一些日用品、服装鞋袜、文具，再到书店看看，回到思明路口的时候往

往是已过了学校的午饭时间，乘公共汽车回厦大也吃不上饭了。 

在公共汽车站旁边，也就是在中山路与思明路的街角上，有一家餐馆叫绿岛饭店。里面的绝大多数

美食都超过了当时大学生的支付能力，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是绿岛饭店的水饺。好像是五毛钱一碗，大

约十个左右，勉强够一顿午饭。水饺是机器包的，大家都能看到，雪白的水饺从机器里被一个一个送出

来，大约 1-2 秒钟包一个，滑落到一个沸腾的大锅里。吃到这碗饺子那是一天里甚至是一周里最让我满

足的事。吃完饺子乘车回厦大，感觉整天心情舒畅，以至回味 20 多年。 

这 20 多年来，厦门大学、厦门市、中山路、绿岛饭店都有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刚才我上网一查发

现绿岛饭店还在旧址，别的校友们如有相似的经历，可以尝尝味全牌“山东手艺水饺（鸡肉香菇）”，

休斯敦和 College Station 的各家中国超市均有出售，看看是否感觉与我相似。特别声明，我不是为

厂商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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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大戏成校友大聚会 
来源: 厦门网 2010-06-01(记者:  龚小莞   通讯员:  李洋) 

上周末，厦门大学 2006 级中文

系毕业大戏《过去将来时》在厦大

建南大礼堂隆重上演。   

《过去将来时》是一出原创校

园话剧。由 2006 级中文系毕业班学

生牵头，从编剧、导演、演员到服

装道具、舞美设计、灯光音响等，

全部由厦大学生担任。该剧讲述了

一个年轻人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

剧中人物游走于理想与尊严边缘，

穿梭在文明与欲望之间，向观众展

现了当代大学生对人生与社会的深

刻思索，也是这些即将走向社会的

大学毕业生特殊心境的反应。 

这次的毕业大戏还有一个亮

点，它不仅是一场戏剧盛宴，还是

一次校友大聚会。1983 级中文系的

系友们从安徽、浙江、湖南、福

州、漳州等地组团回校，现任加拿 

大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的 1983
级校友闻清，也特地从加拿大飞回母校看戏。厦大中文系新老学

生在此汇聚，别有一番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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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芝加哥地区校友聚会 
骆 胜 (86 海洋，现居美国) 

6 月 19 曰上午，来自大芝加哥地区的 13 名厦大校友和他们的家人欢聚在美丽的吉尔森公园。 

吉尔森公园是芝城北郊威尔梅特镇的密歇根湖滨公园，南邻著名的西北大学，附近还有许多美丽的

风景点和建筑。但最吸引大伙的是公园又长又白的沙滩和俊丽无比的湖光天色。 

周五罕见的夏曰暴雨给芝加

哥很多地区带来破坏，我们还曾

担心是否聚会能如期进行。但周

六的天气正如预告的雨后天晴，

仿佛昨日的冲刷是为聚会而准备

的。这里的沙和水是最能让我想

起我八二年刚见到厦大时的沙

滩，纯净又简单的我们最初见面

的地方。 

来参加的大部分校友在以往

的聚会里见过面，有几位是初次

参加的，还有在读的八十年代出

生的后生们。大家都准备了各种

各样的美味佳肴和瓜果饮料来一

起分享，为准备带来的东西校友

们可是花费了一番力气。82 级机

算机的 David Liu 一早就敲开赵

老二餐馆的大门，带来了各种卤味。可称是我们这一圈人的大哥大的 78 级数学系的何一健带来好多水

果。就要升级当妈妈的 93 级物理的潘晏更是不容易，行动不便还带来好多吃的和网球拍。厨艺极佳的

85 级金融的刘佳是成都人，她给聚会带来满满一冰柜的正宗川味，把我们的食欲马上调起来。 

校友们边吃边聊，家常生活工

作闲暇无所不及。说起在校时的件

件趣事，欢笑不断。早来几年的工

作生活基本上较为稳定，操心孩子

的事较多，尤其是暑期安排。后来

的大都是自由的单身哥儿，可能还

不能体会其中的苦乐，但也有找工

作的烦心事。他们希望校友会能够

有个渠道，帮助他们跟有这方面信

息的校友联系。饭后几位对运动有

兴趣的男生们又转到网球场去挥挥

拍儿。 

跟校友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

快，不知不觉己在草地上站了六七

个时辰。到了分手时刻，大家互道

珍重，望再见于下次校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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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 

结为友好院校 
余宏波（厦大国际处） 

7 月 7-8 日，美国密苏里

大 学 堪 萨 斯 分 校 校 长

Leo E.Morton 教授一行三人

来访我校。这是 Morton 校长

对我校的首次访问，旨在与

我校签订两校友好合作备忘

录。陪同 Morton 校长来访的

还有该校亨利布劳克商学及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丁琦教

授以及亚太与中国项目顾问

主任汪胜益先生。 

7 日下午，签字仪式在颂

恩楼正式举行。校长朱崇实

和 Morton 校长共同在两校合

作备忘录上签字，随后，嘉

庚学院院长王瑞芳与 Morton

校长也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签字仪式前，双方还进行了

亲切友好的会谈，并就今后

两校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交流达成共识。朱校长首先向来宾简要介绍了我校现状、国际交流情况

以及重点要发展的学科领域，并表示希望两校在结为姐妹学校后能拓展更多实质性合作包括师生交流、

合作科研等。Morton 校长感谢朱校长的热情接待并介绍了密苏里大学的学科优势以及该校与所在城市

堪萨斯市的密切关系，特别提到堪萨斯市非常出色的慈善工作和该市与中国的渊源关系，中国人民的好

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家乡就在堪萨斯市，而且埃德加•斯诺基金会就设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他还指

出密苏里大学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嘉庚学院院长王瑞芳、医学院副院长滕伯刚、公共

事务学院 MPA 中心主任黄新华、国际处副处长陈志伟等陪同与会。 

密苏里大学于 1839 年在哥伦比亚城建立，是当时密西西比河西岸唯一的大学，现在已发展成为密

苏里大学体系，包括四个分校，分别是哥伦比亚校区（Columbia）、罗拉分校（Rolla）、堪萨斯分校

（Kansas City）和圣路易斯分校（St.Louis）。密苏里大学是该州 34 所大学中唯一入选美国大学联盟

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的大学。堪萨斯分校的优势专业是健康科学（包括药

学、牙科、护理、骨科）、音乐、非盈利管理、计算机工程和企业创新。我校与堪萨斯分校有望在

EMPA 领域首先开展合作，同时嘉庚学院也将与堪萨斯分校开展学生联合培养等项目。 

[ 2010 年 7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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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校友新春小聚 
竺伟源(81 化学，现居加拿大) 

今年二月中旬的第一个周末比较特别。2 月 12 日周五，冬奥会在温哥华开幕。2 月 14 日周日既是

我们华人的春节，又是洋人的情人节。2 月 15 日周一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继新年后的第一个公众假日-家

庭日(Family Day)。 

大年初一，多伦多地区校友陈舒平(77 化学)蔡远智(77 化学)夫妇，严桓(81 物理)一家，林晖(91 

计统) 一家，李智雄(82 外文)安婷(83 外文)夫妇，吴德华(87 生物)一家，胡晓梅(82 外文)和丈夫大

李，本人及妻子陈莹莹(81 化学)一家，共 20 余人在我家小聚，共度新春佳节。 

酒、菜、饺子、

面条，……，大部分

是买现成的。 

一位朋友不辞辛

苦，费时费力地做了

不少中国西北名点凉

皮送来，吃到的都说

不错。不过做凉皮是

个技术活，不是容易

学的。奇怪的是市场

上没见有现成卖的，

估计是工艺复杂，人

工太费，没啥赚头。

不然加拿大面粉那么

便宜，材料成本应该

不高。所以说，在这

里能尝到凉皮实属不

易，更何况是在大年

初一。真是非常感谢

这位送凉皮的朋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 十位校友及其家属合影 

是我第一次尝试自做的佛跳墙，居然获得大家的好评，说是确实有点佛跳墙的味道，着实让我沾沾自喜

了一番。回想起大一做无机化学实验时常常想，以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一定要试试不按规矩出牌，把

很多种不同化学品放在一起反应，看看是什么结果。不幸在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后，却从未有过胆量来

尝试那样的实验。做佛跳墙多少让我有了一种类似于做那种试验的感觉，虽然不尽相同，也有一些规

矩，但用料种类多、反应时间长、实验随意性大等则是一样的。关键是反应的结果还不错，看来我得改

行做厨子了。 

小酌浅止。难得的是餐后的畅叙。校友加朋友的我们在新春夜谈兴正浓。 

母校和校友会永远是校友聚会的重要话题。大家对多伦多地区校友的联谊活动、对厦门大学加拿大

校友会的建立提出了很多看法和建议。 

不过这次小聚的高潮却是各自介绍自己的前世今生。挨个叙述各自的家庭、个人，过去、今天，成

长史、奋斗史，实在是校友小聚难得的机会和引人的话题。这里有宁静致远的、有波澜壮阔的，有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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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唏嘘的，有顺畅的、有曲折的，真是千人千样。都是因为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母校，而今才会坐

在一起，不是缘是什么？不管轮到谁，讲的人是笑谈人生、不时抖个幽默包袱，听的人也津津有味、常

常报以开怀大笑。 

人在海外，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一路荆棘，保有一颗积极开怀的心、释然面对生活尤为重要。

在这新春之夜，我们每个人都以一颗平常心来讲述和倾听发生于各自的往事，很享受，也意味良久。 

新春小聚一直延续到午夜。感谢大家的到来，但愿我们年年有今日。 

2010 年 2 月 15 日记录于烈治文山    

温哥华厦大校友尽情感受 2010 冬奥会盛况 
闻清（87 中文，现居加拿大） 

“2 月 13 日开幕的 2010 年第 21 届温哥华冬奥会早已经落下帷幕，在 17 天的时间里，温哥华似乎

变成一个充满激情的大派对，平日安静祥和的气氛被喜庆和狂热所替代，来自世界各地的 5000 多名运

动员、教练员、1 万多名媒体工作人员以及 35 万名游客在温哥华欢聚，大家狂欢、呐喊、释放激情，

传递奥运精神，分享胜利的喜悦，尽情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这是一段国内《青岛日报》记者

来温哥华采访时记录下的真实感受,也充分表达了身处冬奥会主办城市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们的心声。 

冬奥会结束后,大家的热情还是不减、意犹未尽，一听说专为冬奥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接待场地的

“中国之家”可以开放给社团，我们理事会就马上联络并预定了场地，让校友们可以去参观一下里面的

陈设展品，交换彼此在冬奥期间的经历和感受。 

2010 年 3 月 20 日,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联谊聚会来了 30 多位校友，加上孩子们共 40 多人，冬奥

“中国之家”宴会场地宽敞舒适，给大家创造了温馨舒适的聚会气氛，提供场地的 LULU Island 酒庄的

老板还派出品酒小姐给大家介绍了品酒知识以及酒庄的特色葡萄酒和果酒。 现场正好有专业摄影师服

务，我们全体到会校友的大合影这次就由专业摄影师指挥拍摄，大家都笑的非常灿烂,在中国经典颜色

红色和青花图案组成的“中国之家”做背景,更显喜庆气氛。遗憾的是，有些晚到的校友未能拍入咱们

这次的全家福照片。 

聚会结束后，还

有不少校友到 lulu 

Island 的酒类展示大

厅免费品尝了各色 VQA

品质保证的葡萄酒和

果酒、冰酒，并购买

了不少自己喜欢口味

的 酒 带 回 去 继 续 品

尝，大家都很开心，

感觉很尽兴，期待不

久之后的夏季户外聚

会能见到更多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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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的世界 
各位校友 ： 

本人於上期通訊告訴大家我正在寫《婆婆的世

界》，這小冊子已由新澤西州的漢新月刊幫助出

版，頁數一百六十，彩色照片十六頁，附插圖五

幅。書價連寄費每本十五元美金，在二零一零年內

訂講則連寄費每本十二元美金。優待廈大校友，則

每本連寄費每本十元美金。 

請校友將訂購冊數及支票并收書人的地址直接

寄： 

Chow-soon Chuang Ju 
35 Sycamore Place 
Princeton, NJ 08540 
USA  

                           莊昭順書,2010/5/12 

注：莊昭順学长，1946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 
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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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吴厚沂陈梅卿学长 
傅志东（82 化学，现居美国） 

        七月九日,我借到纽约协助厦门市海外人

才招聘团的招聘和座谈活动,在新泽西 Fort Lee
我弟弟家小住两三天的机会 , 拜访了吴厚沂

（46 教育）和陈梅卿（46 会计）学长。吴厚

沂学长是美洲校友会的创会会长，曾长期担任

美洲校友会名誉理事长。两年多前，厚沂学长

辞去了名誉理事长的职务。但他和梅卿学长始

终关心校友会的工作。我到了 Fort  Lee 的当

晚给他们挂了电话,他们知道我来到新泽西,很
是高兴。很巧的是，接到我电话的前一天，他

们刚和二儿子一家从维吉尼亚度假回来。次日

下午下班时间过后,  我正准备按约好的时间要

出门时，才发现弟弟家的两辆车都开出去了。

当我告诉他们一时出不了门时，他们居然说要

开车来接我。我知道他们平时已经很少开车

了，不忍让他们来。后来因为弟弟很快就回家

了，总算没有让他们亲自来一趟。到了他们住

的公寓楼下，只见厚沂和梅卿学长已经在门口 

等我。蒙他们的盛情邀请和款待，当晚一起到

小苏州酒楼共进晚餐。从他们的公寓到酒楼的

路上，厚沂学长一路给我提示开车的路线。厚

沂学长已经九十五岁高寿了，但他依然精神矍

铄，视力很好，记忆力极佳，谈起母校、校友

和校友会，热情依然。梅卿学长看上去身体很

健康，精神很好，问长问短，也很健谈。 

        这趟新泽西之行在纽约和新泽西只停留很

短的时间，没有机会去拜会更多的学长、同学

和朋友。在逗留期间，刘伟敏专程从华盛顿过

来一起参加厦门市代表团的活动。在厦门招聘

会现场还见到几位过去认识的校友，并认识了

一些新校友，如许凯，李望智，以及星岛日报

派来采访招聘会的记者陈帆等。在厦门市的座

谈会和晚宴上还见到了廖谊红、徐静、丁俊

麒、潘伟涛等学长和同学。其中俊麒和伟涛从

康州远道而来。 

 

 
    吴厚沂学长和陈梅卿学长      傅志东摄于吴府 2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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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校友欢迎曾华群学长访美 
傅志东（82 化学，现居美国） 

 
在母校法学院担任教授的曾

华群学长于今年六月份来美国

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和出席国

际会议。6 月 3 日亚特兰大部分

校友在傅志东家聚会, 欢迎曾华

群学长和夫人林庆榕的到访. 参
加当天聚会的校友有卜跃(81 届

化学)、张左敏(81 届化学)、赵

可仿（83 届国贸）、辛雅丽

（83 届国贸）、林庆华（92 届

会计）、陈华（92 届财金）、

傅志东 (82 届化学）、黄文秀

（82 届化学）。大家聚在一起

回首母校往事，谈论同学今

昔，分享生活经历和子女成

长，其乐融融。 

曾华群学长 1981 年毕业于

母校历史系。84 年获母校法学硕          曾华群学长(前排右二) 和亚特兰大校友合影 
士后留法律系任教。90 年获母校 
法学博土学位。91 年晋升为教授，94 年评为博土生导师，97 年 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选。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厦门市

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在曾华群学长 77 年考入厦大的次年，弟弟曾华淳和妹妹曾琦

同时考入厦大化学和生物系，两年后，弟弟曾华伟也考入厦大生物系。当年在母校，一家四兄

弟姐妹同时就学，曾一度传为佳话。四兄弟姐妹后来都获得博士学位，也都在事业上取得不凡

的成就。曾华淳和曾琦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教授和高级研究员。 

 

厦大校友刘昆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 
校友总会秘书处 

  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7 月 23 日决定任命刘昆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昆校友 1982 年毕业于我校财政金融专业，历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办公厅副主

任。2001 年任省府副秘书长。2002 年起任广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 2010 年 7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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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母校 同学 
献给外文’89 届 2009 毕业二十周年聚会 

阮杰宁（89 外文，现居美国） 

时光翻滚的年轮 

记忆漂流的翅膀 

万水千山以后 

悄然落霜的两鬓和 

渐深渐密的鱼尾纹里 

火红的凤凰花又恋恋地开了 

多少次午夜梦回 

五老峰下晨钟暮鼓 

芙蓉，映雪，石井，古炮台 

风声，雨声，涛声，读书声 

哭过 

笑过 

恨过 

爱过 

跌倒过 

爬起过 

顾影自怜过 

年少轻狂过 

四年光阴流转 

懵懵懂懂不谙世事的我们 

播种希望 

放飞梦想 

摸爬滚打中 

点点滴滴 

我们收获了 

追逐成功的勇气和能力 

也学会了 

面对苦痛的从容和坚强 

我们的人生 

因此变得精彩 

母校师恩 

是我生命中峰回路转永远扯不断的情怀 

同窗情谊 

是我风雨中飘飘摇摇却拒绝退色的约定 

思念无边 

化作祝福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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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叶之桦 (81 中文，现居厦门) 

午后，又下起淅沥淅沥的小雨来，隔着大玻

璃窗，只见亮亮的雨丝落下来。雨水这个节气，

已经是冬季的尾声了，厦门的三角梅还盛开着

吧？西雅图冬季不怎么冷，此时郊外已经可以见

到春的气息了。Bellevue 小镇的住宅散落在华盛

顿湖边的树林子里。山坡上的小街，家家户户花

园连着花园。小街拐角处的一棵樱桃树上冒出了

颗颗细小的蓓蕾，细雨滋润下的青草地更绿了。

我喜爱在这无花的冬季等待春天的心情，喜欢北

国四季分明、春来秋往的景色，喜欢望着窗外的

风霜雨雪，回忆着遥远的事，向往着遥远的地

方。 

悠悠睡着了，睡梦中露出甜甜的笑，他梦到

了什么？ 

悠悠已经四个月了，他从妈妈床边的摇篮里

搬到了外婆的房间。白天他就睡在带栏杆的白色

小床上。小床上的棉被，被单，床罩，床帏，都

是粉蓝色的花格子棉布，他的小枕头也是粉蓝色

的，上面点缀着浅褐色的小狗图案。枕头边有一

个蓝色毛线织的小人，小人围着一条橙色的毛线

围巾。枕头另一边趴着一只小熊猫，小熊猫抱着

一个红色的小枕头，用手按一下小熊猫的肚子，

他就会发出"欧，啊；......”的鼾声。小熊猫也

在睡觉呢，小枕头、小人和熊猫陪着宝宝睡觉。

悠悠是个小小子儿。 

小枕头是外婆亲手缝的，小熊猫是外婆从北

京带来的，外婆还从中国带来了银锁项圈和小银

镯送给小外孙。外婆要悠悠拥有这些东西，以后

做一个念想，将来不管他走到天涯海角，不管他

说着什么语言，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悠悠是在西雅图出生的，他是混血儿，他长

得像中国人。悠悠的姐姐毛毛四岁了，她长得像

大眼睛黑头发的白雪公主。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

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她对爸爸说英文，和妈妈说

中文。悠悠比毛毛小四岁。2008 年 10 月 9 日，我

的女儿躺在医院可爱的产房里，我给她抱来一罐

鸡汤线面，她对我说：男孩，八磅，护士说屁股 

上有蒙古痣。“蒙古痣”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新生儿身上的“青记”。以前从未注意，总觉得

有的孩子有，有的孩子没有，现在才知道，西方

人认为这是蒙古人种的标记。 

悠悠有着浓密的黑头发，亮亮的黑眼睛，皮

肤很白，鼻子高高的，脸蛋红扑扑的，像个大苹

果。悠悠今天去体检，医生说他非常健康，他比

标准体重超出 96%，身高超出 98%，如果超出

100%，就是超高了。医生预言，悠悠将来会是一

个高个男孩。“会像姚明吗？那就太高了。”我

担心，“不会的，他不是超高的孩子”。悠悠的

妈妈妞妞，是个高个女孩，我们叶家，其它女孩

都不高，但男孩个个高。悠悠长大了，肯定是个

小帅哥。悠悠是天秤星座，外婆占扑算算他的未

来，答案——浪漫杀手。哇，他妈妈惊呼起来，

带着明显的得意。 

悠悠的小床靠着灰绿色的墙，墙上挂着一幅

油画。画上是一个弹吉他的少年，男孩低首垂

目，沉浸在音乐中。他的右臂上方，飞翔着一只

白色的小鸟，翅膀张开着，仿佛要扑向他的琴

弦。画上的男孩名字叫麦休.柯沈保，这幅画，是

他的妈妈画的，他的妈妈是一个画家。少年低垂

的目光恰好落在白色小床的枕头前，床上睡着他

的儿子 jaco,。妈妈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叫悠悠。

"youyou？good!"在美国人人知道“友友”他是中

国血统的杰出的大提琴手。jaco 的名字来源于美

国最著名的吉他音乐家。 

麦休的工作室在外婆房间的隔壁，那是他的

琴房，几乎每天都有一段时间，隔壁会传来吉他

的声音，我听出来他小心翼翼的，轻轻地弹着，

怕吵了我和悠悠。“没关系，麦休。我做过歌舞

团的团长，听惯了乐队的排练，不怕吵。我喜欢

家中有音乐。”有一天，麦休问我，你听到了

吗？刚才我用吉他弹的是中国的古琴。麦休最喜

欢的中国音乐是古琴，他从北京背了一台古琴回

来，一直想寻找老师学习古琴。麦休的品位很

高，他爱的是古雅的无伴奏的古琴曲，高山流水

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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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休这个周末有演出，他们的爵士乐队将和以色列音乐家合作演出，演出的主题是“和平”。麦休

的上次演出，是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的竞选胜利，他参加了一个黑人教堂的灵歌合唱团，他担任贝斯。

麦休反战，主张种族平等和文化的融合。这可能与他家族的血统有关，麦休也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

在美国出生的犹太人，他的祖父是二次大战前从德国移民来的，。麦休的妈妈是克罗地亚人。二次大战

中，她辗转逃亡到美国，寻找她的父亲。战争的炮火是上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生与死的主题出现在

他们的油画作品中。 

《弹吉他的少年》这幅画，作于三十年前吧。我不禁想起三十二年前的故园。那是 1976 年的北京

的严冬，十二月真是天寒地冻，我挺着大肚子和爸妈弟弟，还有宋家一大家人睡在一个深绿色的军用帐

篷里，那时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未息，余惊未散，北京到处搭了地震棚。帐篷里只有一个小煤炉子取暖，

半夜还得起来添煤，如不及时添煤，火灭了，大家都要冻成冰块了。我记得每天夜里起来的，都是宋家

的大儿子。过了几天，我门家搬到后圆恩寺胡同，这是我们叶家历尽文革十年磨难后，得到的第一个新

的家，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搬家那天我兴奋地走来走去，第二天我的小女儿妞妞就出生了。外婆给女儿

起的大名叫张雨燕，燕是地处北京的古国，大雨落幽燕，以纪念非同寻常的 1976 年的中国，北京。三

十二年前北京老城后圆恩司胡同出生的女孩儿，嫁给了当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爱荷华州弹吉他的少

年，真是不可思议。这中间有着只有他们俩知道的长长的故事。 

悠悠的大名叫柯飞扬。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却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起的。柯来自他们家父系的姓

Kirschenbaum，飞取自悠悠妈妈的外公的名字叶飞。这是悠悠的奶奶 grandma 的遗愿，按照犹太人的传

统，悠悠名字可以取自祖辈，以作纪念。 

我的父亲叶飞今年逝世十周年了。他的墓地在厦门烈士陵园，他是 1955 年授衔的上将，被授予一

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叶飞是著名

的华侨将军，他是中国人，也是菲律宾人。他出生在菲律宾奎松省迪亚望镇，他的父亲是来自福建省南

安县的一个华侨，名字叫叶孙伟。南安县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祖居地和大本营。我的祖母是菲律宾人，

她的名字是弗朗西斯克.麦尔卡多，她是西班牙人和菲律宾土著的混血儿。叶飞小时候在菲律宾的名字

是西斯托.麦尔卡多.迪翁戈，迪亚望镇的天主教堂里至今保留着他的受洗证明。父亲曾经告诉我，菲律

宾是他的第二祖国。1930 年，当他 16 岁的时候，参加了共产党福建省委组织的著名的厦门劫狱事件，

在被国民党政府的大搜扑中，被关进了思明监狱。菲律宾的家人带着银元和他的菲律宾护照前来厦门，

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要求引渡，这个年轻的厦门中学生拒绝了。父亲说，那个时候他选择了做中国

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选择了做职业革命者，一生从未动摇过。但是，他从未忘记菲律宾，他深情

地想念他的母亲，怀念菲律宾家乡的椰子林，和覆盖着棕榈屋顶的吊脚楼，他时常回忆故乡的香蕉和热

带水果。 

当父亲 76 岁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回到了他的第二祖国，和他的妹妹紧紧拥抱在一起。中国代表团

的团长叶飞是菲律宾总统的客人，在阿吉诺总统的安排下，他回到了出生地迪亚望市，祭扫了父母的墓

地。迪亚望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授予叶飞荣誉市民的称号。父亲逝世后，在迪亚望市建立了“叶

飞将军纪念公园”和“叶飞学校”，并树立了一座叶飞将军铜像，铜像座基上用英文刻着两行字“菲律

宾的儿子中国的英雄；中国的儿子和菲律宾的英雄”。菲律宾和中国一样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和英雄。 

2004 年夏天 ，我终于来到了父亲描述过的千岛之国，阳光爱抚的土地菲律宾。海水碧蓝，鲜花盛

开，深棕色皮肤的快乐的民族。椰子树林里，弹吉他的青年和戴花的姑娘曼声唱着情歌。当我和堂哥多

迪走向叶飞纪念公园时，忽然下起了大雨，那是热带的携着花香的骤雨，雨幕中我走向父亲的铜像，看

到了那两行字。我很意外，也很感动，虔敬地奉上了一大束芬芳的百合花。 

午睡中的悠悠醒了，他踢蹬着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他在找外婆呢，他要外婆抱抱。我抱着他

上楼，又坐到面对落地窗的橙色沙发上。窗外的雨下的越来越大了，我听到了窗外的雨声，像远处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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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涛声，又像山林里的瀑布声，一波一波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天籁。我看到北美松和云杉的枝叶在

风中起舞，哦，那是大雨落在了树林里，那是雨中的松涛，树林子和风雨的合唱。树林中的小木屋在倾

听着，悠悠和外婆在倾听着。外婆轻轻地哼着那首来自中国的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是

好宝宝......”。雨中的厅室有些清冷，静悄悄的，我的思绪飘远了。 

宝宝呀，你长大了，会不会去中国寻根呀？你会不会知道妈妈的外公是谁呀？你会不会去闽 

山闽水间寻找太公公的足迹？会不会去大江南北，寻找上一个世纪新四军浴血奋战，抗日救亡的战场

呢？清明节，你会去中国的纪念碑献上一束花吗？就像外婆曾经做过的那样？不，我并不要你重复“铁

马金戈入梦来”的情怀，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和平的世纪，让战争和炮火远离你们这一代。但是我要你

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悠悠，过几年你就可以去看音乐剧《狮子王》了，记住那落幕前呼喊：

Remember ! 

我小的时候住在离北京很近的古城——保定。那里有我的外婆家。外婆家住在省府前街八号，那儿

离直隶总督府门前的大旗杆很近，离慈禧太后住过的古莲花池也很近。我们家是个小小的四合院，四合

院很严实，有两道门，大门开着，二门关着。院里有北屋三间，南屋三间，南屋还带一个小套间，西屋

原先是书房，是上学的孩子住的。西屋前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下有个石桌子。我的外婆是一个旧式贤淑

妇人，脚步轻轻的，说话轻轻的。夏天外婆带我在院子里趁凉，我看她绣花，衲鞋底，做针线；夏夜用

艾草熏完了蚊子，外婆拿一把缝着布边的芭蕉扇，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看星星，讲故事。冬天，我们坐

在烧着火的热炕上，玩布娃娃，过家家，抛羊拐骨，抓小沙包。我最爱摆弄得是外婆的宝贝匣子。那是

我外公从福州给她带来的脱胎漆器的梳妆盒。梳妆盒打开来有一面镜子，还有两个小抽屉，抽屉里藏的

是外婆的首饰。没有金器银器，只有一些玉佩，玉镯，和玉串什么的。还有几块雕者花纹的寿山石。 

外婆盘腿坐在炕上，守着大窗户，悠悠然然地在做针线活儿，秫秸杆儿编的针线笸箩放在她的腿

边。她说话不多，有时独自出神，有时轻轻地唱着民谣。我至今记得她唱的河北民歌“小白菜”，“茉

莉花”，还记得一些童谣。还有一些很悲凉的歌，那些歌词我听不懂。外婆的手非常巧，家里大大小小

的衣服鞋子都是她手工做的，针脚细细密密的。她是小脚，但不是三寸金莲，是“解放脚”。她出生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历经大清、民国、和共和国三朝，经历过二十世纪前六十年所有的战争、革命和

苦难。义和团、军阀混战、学潮和革命、日本入侵、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炼钢铁和困难时期的大饥

饿......。这个家中有一个最优秀的儿子，牺牲在共产党领导的河北二师的学潮中；一个最受疼爱的女

儿走上了抗日前线；另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赴朝鲜上了战场；一个大家族十几口人，死的死了，走

的走了，最后只剩下两个老太太和我这个小外孙女守着这个小小的四合院。 

河北人不叫外婆，叫姥姥，我姥姥永远保持着温和、平静、从容不迫。她从不高声说话，从不叫嚷

发脾气，待人客气，讲究传统的礼仪。二姥姥是她的嫂子，两个人你谦我让，从未争执过，总是互相照

顾着。我姥姥身子弱，得过肝病，二姥姥总是把重活揽在自己身上，作面食总是有两样不同的，把细粮

让给小孩子和我姥姥，她自己吃高粱面，红薯面，玉米面。1959 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她吃扎过油

的豆饼子，我闻着香，向她要，她藏起来不给我，说那东西原来是喂牲口的，粗的很，小孩子不能吃。

有一次是秋天了，她要去乡下捡红薯地里的小红薯，地里收获完了，就让人捡拉下的颗粒果实。那是饥

饿的年代呀，还有什么吃的东西会剩在地里呢？我的二姥姥是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了，推着竹木的咿

咿呀呀儿童车，走上十多里地吧，在大风里找寻收获过的红薯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翻找干枯的地瓜蔓

子。我就记得我吵着要跟着二姥姥去，她们坚决不让，我只好和姥姥在家里等着。姥姥不安地一直盯着

门，坐在炕上听着外边的动静，她一直叹气，难过着。我听她自言自语说了一声，“这年头......

唉”“这年头怎么了，姥姥？”，她看看我，又不说话了。直到天黑黑的了，二姥姥才回来，满脸尘

土，连吹得通红。姥姥心疼得直说，“不该去的，你这身子骨怎么受得了？值不当的。”二姥姥从小车

里拿出一个布袋子，解开来，半袋子拇指头大的小红薯。她难过地说：这哪儿叫红薯呀。找了一天，就

这一点儿。她背过脸去，擦眼睛，姥姥也低着头走回里屋了。姥姥在屋里哭，无声地掉眼泪。我不记得

困难时期的饥饿了，我就永远记得那黑黑的豆饼子的味道和那一小袋拇指大的红薯，从此我再不要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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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了，我一吃就胃疼，就想起我姥姥和二姥姥。我姥姥和二姥姥那一年两腿都浮肿了，姥姥的肝病加重

了，她没能过得饥饿的 1959 年，二姥姥是第二年走的，她也没能熬过困难时期。 

姥姥不在了，我一个人躺在大炕上害怕，看着月光照在窗纸上，听着老座钟嘀嗒嘀嗒地响，怎么也

睡不着。不久妈妈到北京开会，就把我接回福建了。后来有一次妈妈和爸爸生气，妈妈掉眼泪了，事情

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次母亲掉泪是为了姥姥。 

我姥姥家并不是穷人家，算得上是小康人家，当年的中产阶级吧。外公在北洋政府的海关做过事，

是读过书的人。保定市老城中心有个叫“马号”的地方，离直隶总督府很近，实际上那是一个有顶盖的

商业街，我家有个小酒铺子在商业街路口。我家乡下还有土地，城里还有另一处房产出租。解放了，虽

然我家门口挂了两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可是店面，土地，出租的房产也被充了公。我两个姥姥竟没

有一点怨言，还积极得很。姥姥很要强，虽然没了经济来源，也从未把家中的烦难，写信告诉南方的儿

子和女儿，也从未埋怨过忙于革命工作的子女。接到儿女来信，寄钱，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得不得了。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人懂得这个理，从不怪子女忙着公家的事，很少回家看他们。二姥姥还是个共产

党员呢，爱国卫生运动中，带头扫大街；街道上开识字班，她也带头去学习。我们省府前街 8 号王家，

在那条街上可是非常有面子，受人尊敬的人家。即是书香门第，又是革命之家。我们王家人和气敦厚，

正正派派。 

我回到了妈妈身边，先是上了福州军区的干部子弟小学——仓山小学，后来妈妈把我和小姐姐转到

实验小学，妈妈希望我们和老百姓的孩子一起上学，不要长成“八旗子弟”。其实我并不像我们那个时

代解放军的孩子，我是贞淑安静的外婆在小四合院里养大的女孩。妈妈批评我时，总说我是被姥姥惯坏

了。说我一点儿委屈也受不了，受了委屈就要哭。不过，我从小就不会哭闹，就是一个人静静地流眼

泪。我听不得一句重话，当下眼泪就下来了。和人闹气，看起来事后就不不计较了，没事人一样，实际

上心被伤了，很多年都好不了，想想就疼。现在老了，自己也当外婆了，才明白我多么幸运呀。在战争

年代的末尾出生，没有经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保定那个小四合院里，被外婆的宠爱呵护着，度过了安

宁和快乐的童年。外婆不仅各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一颗女孩儿温柔的心，本来，女孩儿就应

该像女孩儿。该受委屈和磨砺也应该是在长大以后，生活会让我的心坚强起来的。 

天黑了，我们从健身俱乐部游泳回来，都饿了。我已经堡好了大骨萝卜汤，赶忙炒菜。青菜炒豆

腐；牛肉块儿炒豆芽；雪里蕻炒肉末。女儿和外孙女吃得美美的。 麦休没回来，他到海湾去了，他心

爱的木帆船诺娜在船厂油漆整修，晚上就睡在船上。吃完饭，雨燕立刻坐到了她的大工作台前，她的工

作时间到了。微软公司总部要她负责和北京微软公司分部的联系。由于时差的原因，她常常要在晚上和

北京通话。毛毛安静地在我的电脑旁边画画，悠悠困了，坐在我的腿上哼哼，要哭了，他的闹觉的时间

到了。雨燕结束了工作，抱起悠悠，给他喂奶，然后是毛毛的练琴时间，她开始学小提琴了，老师布置

的作业要完成。夜深了，现在房子里静悄悄的了，毛毛和悠悠都睡了，雨燕拿来几个橘子，现在这个小

妈妈终于可以放松了，她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拿起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中文书《明朝那些事儿》。现在是

我的电脑时间了，思绪飘向了童年往事。下雪了！女儿指玻璃门外的花园，夜的雪，无声地飘落。 

躺在温暖的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我想起了那件小花棉袄，开着菊花的红棉袄。快过年了，下起

了雪，姥姥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件新棉袄，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花棉袄，姥姥什么时候做的？她想给我一个

惊喜，是背着我挑的花布，背着我做的。姥姥说：“原先是要留着给你过年穿的，今儿下雪了，雪地里

穿红棉袄最好看了，你穿上上学去吧。”我真喜欢那件橘红的花棉袄，花棉袄是中式的，盘着精致的琵

琶扣。棉袄软软的，是絮的新棉花。可是我犹豫了一会儿，改了主意不肯穿了。“为什么？”，“太土

了！”，“这孩子，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我要棉猴儿，蓝色的，戴帽子的。要商场里买的。”我扭

头跑了，把落寞的老人家丢在后面。后来，我很快得到了那件深蓝色的戴帽子的棉外套，那件花棉袄再

没穿过。姥姥去世以后，我找出那件她一针一线密密缝的花棉袄，止不住地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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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把这间小花棉袄带到了福州，1966 年文化革命中，我们在福州温泉路汤井巷的家被造反

派占领了，爸爸妈妈都被抓走了，清华大学的大姐姐去了黑龙江的铜矿，北京大学的小姐姐去了大西北

青海湖的西边德令哈。我和两个弟弟被赶出来，家中的书籍衣物胡乱装在几个箩筐和纸箱里。我要做知

青上山下乡到闽北去了，翻找衣物的时候看到了这件小花棉袄，还是新新的，那么漂亮，那么温暖。我

把它和属于我的一些东西装进了一个小小的旧皮箱，带走了。我就这么离开了我的家，在火车站送我的

是保姆小王。她才比我大两岁，她坚持不走，还要想办法去探视被关押着的妈妈。五年后，1972 年秋

天，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下文件，点了十几个“可以教育好的黑帮子女”的名字，安排到工厂做工人。我

是其中的第一名，被安排在南平纺织厂。离开顺昌县埂头村的时候，我把我的被子和衣服都送给房东伊

嫂了，那件小花棉袄给了她的女儿。那小姑娘高兴地跳起来。 

雪下了一夜，窗外有一丛竹子，该不会再被积雪压折吧？ 

“已讶寝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早上起来，庭院里已经是一片洁白的世界。厚厚的晶莹的雪覆盖在高大的松树上，翠绿的竹枝上，

草地盖上了一层茸茸的白毛毯，刚刚冒出新芽的花木变成了玉树琼花。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街边一幢

幢戴着雪帽的房子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街边停放的汽车仿佛变成了白色的城堡，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他

的儿子在街上玩雪橇车。 

踏雪去，岂能枉顾这般炫目的美景。我要去看看那片我喜爱的树林，曾经在秋天层林尽染，色彩缤

纷，去看看街角拐弯处挂满小小花蕾的树变成了什么样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是唐朝边塞诗描绘的景致。 

雪林里，几只寒鸦扇翅起舞，它们是雪国中快乐的黑色精灵。 

临近中午，雪停了，云散了，天空露出澄清的碧蓝，一棵杨树在骄阳底下闪烁成飞舞的银白。午

后，树上的积雪开始坠落，庭院中木珊栏上的雪开始化了。我端着一杯热热的乌龙茶，看斜阳穿过树

枝，看窗外正在融化的雪。松树上的雪在阳光下凝结成莹莹闪亮的冰珠淅淅沥沥地坠落下来，雪绒花开

在茵茵的绿草地上。我心底寂寞的冰块也在阳光的抚爱中溶化了。 

西下的落日不再是明天的太阳，在落日的余晖中，独享一份宁静的快乐。远方的朋友，我也在想念

你。远隔着太平洋，我们无法坐在一起，看夕阳西下。送一首海子的诗给你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悠悠困了 ，外婆要拍拍宝宝睡觉了。悠悠属鼠，外婆也属鼠，我们恰恰差着一个甲子。你是我生

命的轮回。 

悠悠的名字，出自《诗经.郑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若言优雅的思念，千秋以来当属这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思念如水涣涣，我心似影悠

悠。 

 

于 2009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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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鼓浪屿到漳州校区 
郑启五 (81 外文, 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由厦门大学参与创办的十所孔子学院的中外院

长欢聚芙蓉湖畔,会后当然也少不了游览鼓浪屿。

时间恨短,游览很仓促，坐电瓶车转了两圈后,就

在“鼓浪别墅”下了车,然后改乘快船直奔我们学

校的漳州校区。 

到鼓浪屿 N 多次了，可还是头一回从她的背面

踏浪离去；到漳州校区也 N 多次了，可也是头一

回把鼓浪屿作为发船的起点。生活是需要变化

的，哪怕是出行的线路稍稍洗牌，心境立马就澄

碧透亮海天一色：浪很轻，船很快，心情比戏浪

的海鸥更欢快，天蓝蓝，水蓝蓝，漳州港林立的

吊塔在蓝盈盈的那一端向我们招手致意。 

跨进漳州校区的大门，只见喷水池欢快的水花

层层跃动，等候在那里的王巧萍和黄平等校区首

脑就迎上前来，朝气勃勃的学生导游队和学生新 

闻采访团前呼后拥，好不亲切！想当年我也是学

生会宣传部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刹那间时光倒

流。有学生认出了我这个远洋归来的“游师”，

立即老师长老师短亲昵问候，一年多前我曾在这

里给外文学院的学生做过讲座，呵呵，收获一声

“老师”就足以让我喜上眉梢，有时再老的老师

也需要小朋友的表扬哦。 

你好，漳州校区，每每到这里我总觉得有超值

的回报，无论是空气，阳光，还是水，以及那入

夜后在厦门这边难得一见的满天星斗。仅仅离别

一个春秋，漳州校区的树更高水更绿了，尽管已

是立冬，但校区却总是春意盎然，自行车的车流

流过去又流过来，骑车的少男少女个个春风得

意，“厦大的另一半”在沧雄的南太武山下，续

写着南方之强朝气勃发的世纪新章……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 

关于理事会选举的通知 

    美洲校友会本届理事会任期自 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止。根据本会章程第六条的规

定，本届理事会自即日起开始进行新一届理事会的提名和选举工作。按照章程规定, 美洲校友

会理事会理事应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 任期两年, 连选可连任一届。请大家踊跃提名推荐

或自荐新一届的理事。理事会将根据大家提名的情况和被提名人的意愿, 确定下届理事候选人, 

公布于选票上, 并向全体会员发出选票。提名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8 月 20 日。有关推荐或自荐

候选人的事宜，请恰美洲校友会秘书肖潇。联系地址: Ms. Xiao Xiao,19700 Drake Drive, 

Cupertino, CA 95014 电话: 408-366-1769  电子邮箱: xiao_ye@yahoo.com 。 

提名可以填写本刊所附提名表格，或通过本会网站的提名网页 

http://www.xmuaaa.org/nomination2010.html 或送 email 至 xmuaaa@yahoo.com  (Subject: EC 
Nomination) 提名。提名者需填写自己的和被提名者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理事会希望大家多多推荐或自荐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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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發 莊 順有一分 一分光的 昭 女士 
来源：漢新月刊 May 2010 第 225 期，作者：周小萍 

 

「我本來也想做職業婦女，可是家事卻沒人

做。後來想一想，一雄好不容易來到這自由的社

會，可以發揮他的藝術天才，我應該與他合作，

不另外找職業。」莊昭順女士在她即將出版的自

傳《婆婆的世界》裡這樣說。 

莊女士生長在社會觀念尚為“女子無才便是

德”的時代，在文盲的母親“清早斬荊除棘，加

肥除草，把果園的收入供我們交學雜費”的辛苦

支持下，讓她由教會辦的小學、初中，一路讀到

高中畢業。抗日戰爭時，莊女士“好不容易問父

親拿到了十元”去報考大學，而獲得廈門大學錄

取。雖然大學是公費，貧寒學生可申請國家補助

的生活費，但拮据的經濟環境，使她又為從家鄉

福建漳州到同一省內學校所在地的長汀之旅費而

煩惱。最後，她是向姐夫貸了款，由母親“選幾

件家中最好的衣服給我帶到學校”之後，而終於

成行。 

那是個民風頗為封閉，烽火戰亂不息的年代， 

唸大學的女子本來就不多，能夠堅持到底的更是秀

出班行鳳毛麟角。在親戚安排下，她一拿到學士畢

業證書便立刻坐船到菲律賓華僑中正中學擔任教

員；工作之餘，她到聖多馬斯大學繼續學業，選修

國際公法和心理學，多年後完成了《儒家的大同思

想與聯合國》的論文並通過口試。隨夫婿朱一雄教

授來美以後，她還在華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法學院作獨立研究寫論文；之後

又在紐約新聞學院修習。莊女士一生的願望是“做

個學者”，即使來到美國她仍“念念不忘要做個學

者，曾苦苦地學習英文寫作”。 

從事教師工作十餘年，桃李滿天下的莊女士

說：「終年終月與學生相處，討論問題，研究學

術，發現這些學生都是佼佼者。」為數眾多的學生

一直是她寫作靈感來源，故取“莘莘學子”之意，

而以“莘人”為筆名。如果說學生是她最驕傲的成

就，寫作就是她不曾間斷的實踐；除了為學生寫排

難解惑的說明文，為學位寫研究論文以外，她還為

報紙寫社會現象議論文，為自己寫記敘抒情的隨

筆。 

儘管莊女士非常同情女權運動，也贊成他們的

某些觀點，然而下過功夫去研究並且深深服膺中國

儒家孔孟思想的她，畢竟是傳統保守的中國女性；

在家庭、丈夫、兒女需要時，她可以毫不猶豫的把

志向抱負暫時擱置一旁。來美國後，她學會了駕

車，當起家庭司機，「每天送丈夫上班，送孩子參

加課外活動，到超級市場採購，還要參加社交與義

工……為了增加收入，一雄應邀到許多城市的美術

協會演講或開畫展。我常準備好三文治與熱茶，駕

車到學校接他上車，一同趕到目的地去。」她對自

己說：「到了美國，我只準備做個家庭主婦。」 

一進莊女士的家門，就是朱教授全開四連幅，

風格雄壯韻勢磅礡的山水，客廳飯廳到處掛著朱教

授大大小小的畫作，窗簾白底黑字寫 

滿了朱教授的書法；連介紹丈夫時，莊女士都稱

之為“朱先生”。表面上，朱教授“城堡之王”

的赫赫聲勢真是又全面又浩大。但是，沙發的角

落裡躺著莊女士《域外散記》、《芸芸眾生》等

先後出版的幾本書；朱教授的畫室像設在暖房似

的，一排排滿是女主人手植的園藝花草植物……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四期   -  29  -  

從點點滴滴各種跡象可以想像猜出，誰才是城堡

裡真正指揮若定的主人和撐柱。 

若 沒 有 瑪 麗 托 德 林 肯 （ Mary Todd 

Lincoln），亞伯拉罕林肯極可能一輩子是伊利諾

律師，無法進白宮成為美國總統；若不因著克萊

拉舒曼（Clara Schumann），作曲家羅伯舒曼很

可能默默無聞，更無法寫出許多永垂不朽的樂

章；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假如少了妻

子噶拉（Gala）為生活目標及創作繆思，相信也

無法揮灑出許多傳世的傑作。“成功男人背後必

然有位能幹的女人”固然是句全無新意的陳腔濫

調，但莊女士為朱教授背後協助、支持的“推

手”是無可置疑的。 

儘管認命的決定做家庭主婦，莊女士個性中

的主動積極及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篤信．是不容

她長久蟄伏的。七零年代的美國社會，對東方之

思想文化的了解即使不是絕對缺乏也極為微薄膚

淺；以宣傳中國文化為出發點，加上朱教授一直

“想做個獨立的畫家，有自己的園地教中國畫”

的理想，於是有了一九七五年《藝苑》的誕生。

原則上，朱教授負責繪畫和書法的傳授，莊女士

則以插花和中國烹飪為主要教學。 

位於維吉尼亞州萊辛頓（Lexington）鄉區

的《藝苑》，全名為中華藝術學院，原是 

一座有兩棟磚房的農莊，四週“樹木扶疏，駿馬

時出時沒”。經過莊女士的大力清掃和朱教授及

學生的整修，成為仿中國古代白鹿洞書院形式；

師生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藝術莊園。

在那“面對藍色山脊，背向屋形大山”的樂土

中，莊女士施展了她的綠手指，充分享受園藝的

嗜好。她在自傳中說：「我種了很多玫瑰和鬱金

香。後來我們在畫廊的後面開拓了兩個菜園， 有

幾位學生幫我建造有鐵絲網的木柵和石頭圍牆。

我們掘土播種，種了好幾種的菜。在兩座房子中

間我們又建造一個大圓環，栽植各種的花。」 

如今，莊女士八十多歲，早有了叫她“婆

婆”的孫輩。雖然朱教授曾經患過直腸癌，而莊

女士跌傷過股骨，但夫婦倆“蒙神照顧，身體雖

衰弱，精神尚算健康”；他們正“本著有一份

熱，發一份光的原則，高高興興地活下去”。許

多尚未說的話尚未表達的思緒，使她依舊要繼續

寫作；堅持著樂觀的心境和信仰，讓她仍然不放

棄世界大同的希望。 

從莊女士的自傳中看得出她優秀的資質，堅

持不懈的毅力，不斷求進的努力，積極的人生態

度，肯定開朗的性格及始終未曾遺失的理想。從

中學教師的崗位出發，她可以同時繼續進修，為

報紙寫文章、寫專欄，之後成為菲律賓《新閩日

報》副刊編輯，來美後與朱教授共創《藝苑》，

以英文為社區報紙撰寫文章……在忙碌的腳步

中，婚姻、生兒育女、持家等“一般女人之柴米

油鹽的生活”，她亦面面俱全不曾輕忽。她這一

生，處處是一分熱一分光的發揮，是不自囿於有

限環境，而持續求無限發展的最佳體現。 

 

《思乡草》读后感 
苏林华 (48 机电，现居美国) 

 

名满中外的画家，厦大朱一雄学长于 2009 年 6 月在台北市“书林出版公司”发行《思乡草——附

草叶堂随笔》一书，我有幸拜读全卷，对他以浓厚之思乡感情，写下故乡江阴青少年时期之回忆，及于

移民新大陆后，在美东维琴尼亚州住居三十多年间，点点滴滴之怀念，令我读后，油然而生“剪不断、

理不乱”的乡愁！ 

本书上篇为《思乡草》是以中国大陆江苏省江阴县为中心，就朱学长回忆所及而写出之 50 篇小品

文，其内容遍及当年他之所见所闻，及家乡之古迹与风光，尤其是他担任游击队队长抗日事迹之报导，

阅后令人赞赏与钦佩。 

其实，江阴对我之印象十分深刻，因抗日战争初起时，我在小学六年级之国语课本中即有死守江阴

八十一天，抵抗清军之《阎(应元)典史》英烈故事。其后，为阻绝日舰自长江上游外逃出海，及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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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舰入侵，我海军在江阴要塞前自行沉舰之

事，均历历在目。 

朱兄对江阴先贤遗迹有详细之介绍，如：县

内之黄港是春秋时代春申君黄歇所开的（其“黄

山”上也有近百年历史之德国克虏伯巨炮）；江

阴外江边曾挖出明朝三宝太监下西洋时大船上的

锚；县内有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住过的大宅院；

南城门内有以酒仙为名的刘伶巷、杜康巷、杜康

墓、池与桥；西乡之香山有延陵季札佩剑挂友墓

之处；且其上也有古代干将与莫邪铸剑之炉；东

乡又有当年吴王夫差行宫、响屉廊之所在。又，

由于施耐庵当年曾在江阴担任塾师，所以江阴附

近之“祝塘”，据说便是他所著水浒传中“祝家

庄”之所在；而武松打虎之景阳岗也在附近，不

过这些都是施氏想象所及的故事，——以上由朱

学长一一述出，令人向往！ 

以上所谈的，都不及朱学长在日军占领江阴

与南京后之抗日宏举，动人心弦。由于担任抗日

文宣工作，他不时地要躲避日军之搜查；其后便

干脆直接投入游击队伍，担任队长，大小战役无

数，其中一次在无锡水城门，密谋刺杀日本派遣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敌方准备开会之旅馆对面

射出几百发子弹，可惜冈村只受轻伤而已！ 

当然其中也有一颇为罗曼蒂克的故事，原来

某次夜行军后入镇，到一店要买火柴与蜡烛，忽

屋内楼梯头暗处有一女子问他是朱一雄吗？原来

他俩曾分别代表男中及女中，参加过演讲比赛，

并同坐过一辆人力车，已为相识者，故次晨，她

特赶来队伍处，与朱兄单独小聚一会，这时朱兄

称“这里离长江很近”，女问：“何以见得?”朱

兄答，“我们队伍是从太湖那边过来的,‘湖水澄

清，江水混浊’”，接着游击队伍要出发担任任

务，他俩便分途扬镳了。  大概八、九年后，即

1946 年（按：抗日战争胜利后之第二年），朱学

长自长汀复员，暑假中回到江阴家乡，在县政府

旁的民众教育馆举行画展，有一天，有一位美丽

少妇抱了一个小婴孩，由其夫陪来参观；她居然

便是当年与他同车前往参加演讲比赛的小女生，

也是在江边游击队伍前相聚的“女战友”，他俩

互问别后之况后，朱兄送她到门口，这位女友低

声说，“你和我真是太不相同了，你说过“湖水

清、江水浊”，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了”——我不

知当时朱学长心情如何，我如借用杜甫“哀江

头”上之诗句：“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

终极”似乎过份了，但若用朱学长在另一小品文 

“伞墩”上所引用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也许更要妥切些！ 

另一段的记述，也可证实朱学长是个有情有

义之人。即，某次战役中，他被日军打中了右脚

而被俘，因他是“知识分子”，所以日军将他押

到总部，准备次日套取情报。夜间看守他的日

兵，从身上佩带的符号，知他也名叫“一雄”，

他自称为一小小画家，于是惺惺相惜，这个日兵

一雄，半夜里教朱学长如何逃走，等他过了安全

地段后，他才虚晃一招放枪，朱兄终得脱险。 战

后若干年后，朱学长在菲律宾艺文界已是名作

家，代表菲律宾去日本东京参加联合国主办之美

术教育会议时，特托日本几位画家代找这位日本

“一雄”的下落。几经波折后，才在其政府服役

中国战场的记录中，找到朱学长“恩人”的住

址，可惜这位日本“一雄”君，已在南太平洋海

岛上被琉璜弹烧死了——但由此可知朱学长感情

之面，“知恩必报”的好德性。 

本书下篇是《草叶堂随笔》，是他在美东维

基尼亚州郊区住居过三十多年，在一个大庄园内

的生活写照，那里是他与夫人庄昭顺学长之居

所，也是他的“画室”、“画廊”之所在，似乎

是将以前之旧农庄加以改造而成的。记得上世纪

八十年代之某年中，当时我是在美东宾州伯利恒

市富乐公司（Fuller Co.）工作，曾收到厦大美

国（洲）校友会之聚会通知，即邀请校友及其夫

人到其大庄园内聚会几天之事，可惜我因无法请

假，错失瞻仰美景良屋与美东校友（闻其时有十

余位参加）会晤机会。 

在“草叶堂”这大庄园数哩方圆之自然大环

境中，朱学长寄情其内之花、草、树木、飞禽走

兽，观察其生长及活动情形；他观察入微，注入

深情，完成了 57 篇小品文。其中与“花”有关者

有：香水花、野玫瑰、锦葵、洋水仙、鸢兰、郁

金香、鸡冠花、野菊花、牵牛花、指甲花、芍

药、金银花、蒲公英、萱花、连翘等；与“草”

有关者，有：车前草、牛鞭草、蟋蟀草、摇钱树

（实为“草”）等；其为树木者，有：桔梗、茱

萸、枫树、刺柏、杨柳、松树、樱桃树、桃树、

苹果树、银杏、栗子树、无花果、槐树、椿树、

绿竹等；小动物则有：飞鸟、野兔、松鼠、田

鼠、蚱蜢、青蛙等，至于有关瓜果、药材、爬藤

等，我便不列举了。 

朱学长厕身于此小天地间达卅多年，并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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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他悠游其间，为之培植，与之相处无间，

故此 57 篇之《草叶堂随笔》与美国大作家梭罗氏

（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湖光山色美景中，

写出之《湖滨散记》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除《思乡草》与《草叶堂随笔》，分为

上下两篇外，另有附录二文：有朱学长之自传，

也有纪蔚然教授之《朱一雄传奇》均是值得厦大

校友及其他读者一再翻阅奉读之好书。 

朱一雄学长是厦大 1947 年中文系毕业生，我

则是厦大 1948 年机电系毕业者，两人相差一年，

但他是 1922 年 10 月出生，现足龄为 87 岁；我则

是 1927 年 2 月出生，比他要小上四岁半吧，这差

异是因他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之故，——在厦大，

不论是在长汀或厦门，我们都未曾正式相识过

的，可以说的是，只有我认识他，他并不会知道

我的；因他是校内名人；在长汀时是剧场专家、

木刻好手；在厦门时，则为学运领导人物及名艺

术家，我则只是个平平凡凡的学生而已。 

1978 年 3 月我从台湾被聘到菲律宾一侨资水 

泥公司担任总厂长，许多侨领都说朱学长是他们

的老师，可是他已先于十年前（即 1968 年）移民

至美，在大学任教职，故我无缘晤及。直至 2000

年 7 月 22 日、我自泰国休假返美（按：我 1990

年 1 月自美应聘去泰主持建大水泥厂事宜，但每

年有二三星期之休假），参加在南加州蒙特利公

园市之厦大美洲校友会第九届联谊会时，我们始

开始互识，当天我为讲员之一，报告在泰国建厂

经过，并放映幻灯片讲解，其时他在座，并赠我

一本画册。至翌年（2001 年）4 月厦大建校 80 周

年盛典，他与庄昭顺学长与我均应邀参加，我与

他俩在香港机场会晤后，续飞厦门参加校庆，次

日（2001 年 4 月 7 日）同车前往长汀访战时厦大

旧址，途中与他邻座，一路交谈而至长汀；至

2006 年 4 月 6 日，厦大 85 周年校庆，我与他俩又

再晤面；后无机会再聚首了。但我们经常保持书

信及电邮联系，迄今不断。 

总之，《思乡草》是本好书，它文笔流畅，

情感丰富，盼学友们多多阅读之。 

 

浓浓同窗校友情 
——访美手记 

詹心丽（81 中文, 厦大校友总会副理事长，招生办主任） 

与母校陈国风副校长、海外教育学院黄建军

副院长赴美参加留学中国教育展暨留美英才招聘

会，短短十一天，一路承载同窗校友对我们的浓

浓情意，一路感受校友们对母校的深深热爱。回

校后，一直还沉浸在温馨亲切的氛围中，眼前还

时时闪现着激动感人的一幕幕…… 

旧金山 

教育展 5 月 19 日上午十点整在旧金山城市大学

隆重举行。旧金山总领事和教育参赞、美方教育官

员到场祝贺并剪彩。开幕不久，美洲校友会副会

长、83 级外文校友肖潇第一个到来，驱车一个多小

时专程来给母校捧场。她带来了美洲校友会的会

刊，还带来一大篮的新鲜水果，特大的草莓、樱 

桃、葡萄等，颗颗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她

的捧场，给母校的展台带来很旺的人气，紧接

着，各种肤色参观咨询者络绎不绝。一位黑肤色

小伙子看着我们的招贴画兴奋的说，厦门真漂

亮，很像旧金山！详细咨询我校有无心理学硕士

专业，准备这里本科毕业后就到厦门留学。还有

一位可爱的小男孩，三次流连于我校的展台不忍

离开，他是高二年级学生，想毕业后就去中国留

学。肖潇校友热情地帮我们游说他到厦大留学，

小男孩听着，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心动了。看到

这场景，凤凰卫视记者迅速跑过来，不失时机采

访了他，背景就是美丽的鹭岛和红墙绿瓦、凤凰

花开的校园，狠狠地为我校作了一回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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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级物理柯耀煌夫妇、77 级生物陈遥琪等校

友陆续来了，母校的展位一下子沸腾起来。握

手、拥抱、寒暄。遥琪留校时与我和李萍都住笃

行楼，是隔壁邻居，叙旧的话题自然是没完没

了。看到我们的展台人声鼎沸，其他高校的代表

不禁投来羡慕的目光，参观咨询者更是情不自禁

往人多的展位凑，我校展台当之无愧成了当天教

育展人气最旺、最亮的一道风景线。 

展会后，校友们驱车带我们游览了金门公

园，还应邀到耀煌伉俪精致典雅、温馨浪漫的家

里做客。遥琪校友将晚餐精心安排在旧金山日本

城，以精美的日式料理款待我们三位母校代表。 

芝加哥 

行前与同窗李盈和陈松钦都通了邮件。他们

欣喜无比并期待着见面。松钦在纽约，自然是见

得上的，李盈就难说了。她的家在圣路易斯，离

芝加哥还有六、七百里呢！其实我的期望只是：

到芝加哥时与她在电话里好好聊聊，煲它两小

时！没想到李盈来电话说，海岩的学校刚放假，

她可以请假，他们计划开车去芝加哥看我们！ 

我们抵达芝加哥的旅馆时已是 21 日晚上十

点。李盈蔡海岩夫妇先我们几小时到达，并入住

同一旅馆等候我们。放下行李，急不可待奔向他

们的房间。房门打开，我和李盈紧紧拥抱！同

班、同组、同室、同龄，太多的共同语言和聊不

完的话题！海岩笑着听我们聊，似乎插不进话。

住隔壁房间的陈副校长过来看望校友，当他知道

海岩担任密苏里大学数学系主任时，很为母校培

养出优秀校友感到骄傲，并力邀海岩今年暑假回

母校讲学。如果不是第二天李盈海岩要陪我们游

览芝加哥，加上我们已到了兴奋过头无法入眠的

年龄，我和李盈一定会聊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脱离大部队，与李盈夫妇

一起游芝加哥。海岩是优秀驾车手兼导游，热情

地向坐在副驾驶座的陈副校长介绍芝加哥风情，

李盈和我、黄副院长坐后排。我俩叽叽喳喳，一

路聊个不停。陈副校长曾负责母校漳州校区的建

设，此行他对考察美国大学校园情有独钟。在旧

金山时我们已参观了伯克利和斯坦福校园，他对

两校园的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赞叹不已。我们先

参观芝加哥大学。该校以英国大学的哥特式建筑

为校园设计的基调，190 座建筑散落于两百英亩的

美丽校园内，构成芝加哥大学独特的校园景致。

这些绿树环绕的方形庭院点缀在高达 206 英尺的

洛克菲勒纪念教堂和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之一

约瑟夫•里根斯特图书馆周围，使整个校园显得现

代而不失典雅，传统而不失活力。至今，芝加哥

大学已有好几处校园建筑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标

志。 

当我们漫步在密歇根湖畔的西北大学校园

时，映入眼帘的既有仿欧洲式的古典建筑物，又

有纯美国式的现代建筑物；既有殖民时期风格的

楼房，又有西部式样的楼群。修剪整齐的草坪铺

设在每一幢楼前和小径边，使漫步校园的人们宛

若徜徉在花园之中。西北大学拥有自己的湖岸线

和沙滩。湖岸堆满形态各异的巨石，学生们可以

随意坐在巨石上交流、读书、欣赏湖光水色，也

可以到湖水里去游泳、嬉戏。密歇根湖很大，碧

蓝的湖水与蔚蓝的天空在遥远的天际合二为一。

在大学餐厅外的绿茵草坪上，我们与一群前来体

验大学校园生活的中学生交谈甚欢。云消雾散，

天朗气清，摄影师黄院长为我和李盈在繁花似

锦、绿树参天的校园里，在波光潋滟、水天一色

的密歇根湖畔，在气势磅礴、耸入云端的摩天高

楼前，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合影。 

芝加哥被誉为“建筑王国”。据说在 1871

年，芝加哥毁于一场大火，灾后建筑师们在废墟

上建起了许多新式的钢筋水泥楼房。后来一批一

流的建筑师从世界各地涌入，成就了如今集世界

顶尖级建筑设计师杰作的辉煌。今天，在芝加哥

40 层以上的高楼就有 50 多座，有世界第二的西尔

斯大厦、摩登大约翰汉卡克大厦、口香糖公司威

格利大厦等。游览芝加哥，有如参观建筑艺术博

览会，又像阅读一部生动的现代建筑史。芝加哥

是我十年后再到美国唯一新到之地，多谢李盈伉

俪，让我眼界大开。 

海岩很用心，之前就勘察好地形，看好了一

家中餐馆。忘了餐馆的名字，但觉格调典雅，气

氛闲适，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家各点一盘菜，

有核桃仁炒大虾、糖醋鱼、烧茄子、宫保鸡丁、

麻婆豆腐等，虽非高档菜肴，然烹调手艺精湛，

道道美味可口，比之此前的团队中餐，不知胜过

多少。我等美美地饱了口福。 

对于李盈夫妇驱车往返十几小时专程来看我

们，陈副校长非常感动，一路致谢，一路赞赏。

芝加哥到圣路易斯开车要六个小时，担心他们回

到家太晚，陈副校长更是一路催促，终于在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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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左右，李盈海岩把我们送回旅馆后开往回家

的漫长路途。后来在纽约听松钦说，就在他们回

家的路上，海岩在圣地亚哥姐姐家的老母亲不幸

仙逝，我们感到很悲痛，也很不安，陈副校长拨

通了李盈的手机，代表学校向这对优秀的校友表

示深切的慰问。 

22 日，教育展在芝加哥理工大学举行。在芝

加哥校友会会长、82 级海洋骆胜的带动下，十几

位校友从芝加哥四面八方陆续赶来。开幕前听

说，协助芝加哥领事馆筹办教育展的牛犇博士是

厦大数学系毕业生，现任芝加哥理工大学中国学

联主席。新老校友在母校展台前初次见面。牛博 

士告诉大家，芝加哥的几所大学都有厦大校友，

仅理工大就有七、八位。骆胜会长说，好呀，多

了新生力量，今后校友会活动更活跃了！有了旧

金山首场的好开头，这第二场教育展声势和人气

依然很盛，校友们的捧场照样吸引许多参观者驻

足咨询，吸引外校代表佩服的目光。母校招生揽

才的宣传亮点很快在校友们的口中传开。骆胜会

长自豪地说，北大、浙大、上交大等也有很多校

友，唯独我们组织校友来捧场，为母校作宣传，

足见厦大有魅力，厦大校友有很强的凝聚力。离

开展会时，每位校友都带走了若干份母校宣传手

册，表示将利用各种机会为母校作宣传。 

 

纽约 

23 日下午三点到达纽约，入住领事馆招待

所。表妹丽娜从波士顿乘火车来相聚，已抵达。

大家约好在洛克菲勒广场，与前来接我们的同窗

松钦碰头。从纽约到新泽西松钦家半个多小时，

不知不觉在聊天中很快到了。 

松钦家在一个很幽静的社区，前庭姹紫嫣 

红，满园春色，后院枝繁叶茂，绿树成荫，令人

舒眉展眼，心旷神怡。门一开，一个惊喜而热烈

的拥抱让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原来是芮珊，同

窗芮菁的姐姐！她咯咯笑着说，我不仅代表弟弟

前来聚会，我也是厦大校友啊！我可是你招进厦

大的。我差点忘了，几年前她作为外籍学生申请

攻读厦大语言学博士，如今已头戴桂冠，锦袍加

身了。她热心推动中美教育交流，去年还组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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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到厦大短期学习，我赶紧送上最新宣传手

册，表妹揶揄道，我表姐就是个工作痴，走到哪

儿宣传到哪儿。进了门，就见两个高大帅气小伙

子，一个是陈家大公子陈沛，另一个是在宾夕法

尼亚大学读研的许嘉公子许之然，两个充满朝气

与活力的小 7701。陈副校长特别善于拉家常，与

两个小伙子轻松地交谈起来，从中得到很多他想

了解的信息。女士们则聚在一块，聊着感兴趣的

话题。松钦夫人刚从中国回到家，时差都没倒，

就忙不迭以女主人身份给每位端上热腾腾的茶。 

之前就听说，每有同窗到来，松钦都亲自下

厨，必以大餐款待。这次我们受到的礼遇则更

高，主人专门请来在纽约名餐馆任大厨之外甥，

为我们快乐的聚会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在主人后

院的大凉台上，品尝着新鲜出炉的烤牛排、螃

蟹、大虾、玉米、芦笋，及餐后小点冰淇淋、腰

果仁、樱桃，大家不时举起手中啤酒，为异国相

逢干杯，为同窗情谊干杯，为美好生活干杯！ 

夜色渐临，月朗风清，化不开的浓浓友情与

周边的暗香浮动、疏影婆娑情景交融，让人深深

陶醉其中。这情景不禁使我想起了《牡丹亭》的

佳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但我等并无负此大好春光，改为“良辰美景五月

天，赏心乐事陈家院”则恰当不过了。 

24 日上午，此行最后一场教育展在哥伦比亚

大学开幕。由于纽约交通堵塞，又不在周末，前

来捧场的校友少了些，但大纽约区校友会负责

人、79 级物理校友许怡雄还是早早来了。他仔细

阅读了母校的宣传手册，对其中的有些提法，以

及英语的表达方式，给母校提出了宝贵意见。原

来他在纽约医学研究院工作，任医学杂志编辑，

无怪乎他用职业的眼光来挑剔。我解释道，我们

请了担任过 BBC 编辑的外教终审定稿。他是真正

为母校好，才实话实说。我理解，很感动，且虚

心接受。得知母校医学院发展很快，他很高兴，

表示将为母校医学学科发展、人才引进、书刊交

流、论文发表尽微薄之力。 

中午时分，松钦与许之然来了，其他校友也

来了，咨询留学和回国工作的人也慢慢多了起

来。小许递给我他剪下来的《世界日报》报道教

育展的剪报，并悄悄对我说，“阿姨，我转了一

圈，还是我们厦大最受欢迎。” “我们厦大”从

这位清华高才生口中脱口而出，我很欣慰，7701

情结已经深深影响了下一代。 

华盛顿 

我们在华盛顿只逗留一天两夜，没有举办教

育展的任务，只安排拜访大使馆和观光游览。25

日下午，我们从纽约往华盛顿。多日的劳顿，我

在车上昏昏沉睡，一个电话把我惊醒。话筒里传

来华盛顿校友会会长、83 级生物刘伟敏校友的声

音，“詹老师，如果你们早到的话，我们想请你

们吃饭……”。我赶紧说，不用客气，我们到华

盛顿会很晚，希望我们晚上见。 

晚上九点半，汽车刚在旅馆门口停稳，行李

还未取出，以刘伟敏为首的十几位校友就簇拥了

过来。大家帮着提行李，热情地问候，场面很是

感人。校友们已在旅馆等候了两个小时。代表团

成员、纽约留学服务中心负责人齐默先生很感

慨，对我说，厦门大学的校友真是没得说的，你

们的工作做得好！ 

我们三位行李入房间后即来到一楼餐厅，伟

敏她们已经把餐桌并在一起，桌上摆满了带来的

水果点心。伟敏校友特地带来了中式茶具。大家

围坐在一起，边品尝母校大红袍沏的茶，边听陈

副校长介绍母校的最新发展。交换名片时，我惊

喜地发现两位中文系学弟，85 级的美国《侨报》

记者余东晖和 97 级中新社美国分社记者吴庆才。

他们说，他乡遇学姐真高兴，为母校宣传义不容

辞。第二天，《中国新闻网》和美国《侨报》分

别刊发了“厦门大学在美国招生揽才，学生可申

请中国奖学金”、“厦门大学来美招揽留学生”

的专稿，介绍我校的国际化办学。当天网易新

闻、中广教育、新民网、中华网、中国经济网、

千龙网等网站纷纷转载，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 

当我发邮件向这两位学弟表示感谢时，他们

回复道：“作为校友，我们在海外始终牵挂着母

校，能用手中的笔，为母校做点宣传工作，我们

感到非常荣幸。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说起厦大，

总是特别自豪。今后若还有需要我们做的，我们

随叫随到。祝母校越来越好，也祝你们一切顺

利！” 

在美的十一天中，美洲校友会对母校参团代

表在美的各项活动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先后有 50

多位校友亲临教育展现场为母校作宣传，并为我

校代表精心安排了参观活动和与校友的座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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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展之后，美洲校友会理事长竺伟源校友、

副理事长肖潇校友就帮我们一站一站地联络校

友，动员更多的校友前来看望我们。美洲校友会

董事长傅志东校友以及居住在其它城市的理事们

对这次母校参加教育展也都非常关心，他们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不忘彼此发邮件互相询问，鼓励参

与接待母校代表的理事和校友们，并打电话问候

母校代表，为母校在美招生揽才获得双丰收而欢

欣鼓舞！毋庸置疑，校友们的热心支持是母校在

美各项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因素。 

“厦大校友”成了此行中国教育代表团成员

热议的话题之一。27 日回国途中，好几位团员告

诉我，大家一致公认，此次教育展你校收获最

大。是啊，校友们为母校争了光，他们热爱母

校、心系母校的情怀，为母校倾心尽力的奉献精

神难能可贵，将激励我等在母校的岗位上更加勤

奋努力工作。 

         2010、6、6 

 

 

眷恋难离是故园 
刘葆玫 (wife of Mr. Ke Yaohuang，82 物理，现居美国) 

    我是一位生长于厦门旅居北美 15 载的海外华

人。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有一半的年华是

在厦门求学和执教，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将举，

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改善；我有另一半的岁月是

在北美旅居生活，其间我时常耳闻祖国改革开放

成绩卓越，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让老外们赞叹钦

佩。多年来，我归心似箭，多么想亲眼目睹亲身

体验这旷古奇迹啊！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当飞机

俯穿过绵羊群般的白云，飞近厦门机场时，我的

眼睛一亮精神一振，十几个小时航程的疲累顿时

烟消云散：只见厦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草木

苍郁，水天碧连。眼前这色彩缤纷、格局规整的

现代化都市，就是我十几年来魂牵梦萦的故园厦

门么？我的心怦然跳动起来。 

    多年来，在北美，我与故友倾谈最多的话题

就是祖国学校教育环境的变化。一回来，我就迫

不及待地去参观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在集美，我漫步在修缮一新的沿堤石板路

上，红墙绿瓦的亭台楼榭和学子们在鸟鸣晨晖或

渔舟晚唱中早读晚习的剪影，形成了一幅仙景般

的画面，这是多么晶莹剔透的象牙学城，多么令

人称羡的幸福学子啊！ 

    在厦门大学，一进校园，我就急忙寻访当年

居住过的宿舍和宿舍邻近的芙蓉园。放眼望去，

芙蓉园湖畔绿柳婆娑，曲径通幽，一片现代建筑

的教学楼、图书馆和活动中心拔地而起，与掩映 

其中红砖绿瓦的芙蓉楼群、高大的梧桐树、红硕

的凤凰花相映成趣。我寻遍四周，哪儿还有“七

十二家房客”戏称的旧居陋影？当年楼道里的锅

碗瓢盆交响乐，孩子们嬉笑哭闹的协作曲犹响于

耳，如今大伙早已乔迁至倚山傍海的新楼，成为

各行各业的骨干精英，是祖国建设的主力军和生

力源了。 

    探亲访友、四处游访是我回国的主题。当汽

车行驶在光洁敞亮的道路上，临窗四望，厦门新

区四起，楼宇林立，路两旁绿树成阴，繁花似

锦。我每到一家一处，最令我惊喜的就是居住环

境和条件的巨变：房屋明亮宽敞，现代舒适；新

区环境幽雅清爽，生活设施齐备。从主人如数家

珍的介绍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幸福和

喜乐，感受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满足和珍惜。 

    时光飞逝，返美前，我又漫步在环岛路上。

我的心潮再次激荡难平。此时，夕阳深吻着海

面，金色的波光涟漪荡漾，缤纷的晚霞七彩纷

呈。我深吸一口气，让清澈芬香长留心间，再深

情注目：这旖旎的风光是多么的静谧安宁，多么

的祥和温馨。 

    海风轻拂，似乎与我吻别。此刻的我，对于

故园，是多么眷恋难离。 

 原载：厦门网  www.xmnn.cn  2008-12-24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四期  － 36 －  

厦门大学在美国招生揽才 

学生可申请中国奖学金 
吴庆才(01 中文，现居美国) 

  中新网华盛顿 5 月 26 日电 (记者 吴庆才)中美双方新近在北京达成共识——即未来四年内让 10 万

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素有“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之称的著名学府厦门大学抓住契机，连日来在旧金

山、芝加哥、纽约等地举办教育展，希望招揽更多的美国学生到该校留学，同时以颇具吸引力的条件试

图招揽更多优秀人才到该校任教。  

   厦门大学副校长陈国凤告诉记者，厦大此次招生行动一方面是为该校招揽优秀的学生和人才，另

一方面也是为落实两国达成的“十万美国留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25 日与中国国

务委员刘延东在北京签署“关于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目标在未来四年内让

10 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 

  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詹心丽表示，厦大的海外教育颇具知名度，为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前来学

习，厦大专门推出了可供选择的多种套餐，既有 4 到 5 年期的本科生、2 到 3 年期的硕士生、3 年期的

博士生项目，也有半年到 2 年期的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汉语生教学项目，还有两周到 3 个月的短

期生项目。外国留学生入学不需要参加统一的入学考试，但需提供必要的资料进行入学资格审查。 

  詹心丽说，中英语授课是厦大国际化办学的重要举措，中英语双语授课专业均为该校重点优势学

科，目前已有经济学、会计学、数学、化学、生物学、海洋学等多个专业为国际学生开通中英双语授

课。对国际学生收取的学费本科(中英双语授课)文科类为 18000 元人民币，理工科、经济、管理、法律

艺术类为 20000 元人民币，硕士生(全英语授课)文科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理工科、经济、管理、法

律、艺术类为 36000 元人民币，博士生则分别为 24000 元和 32000 元。 

  詹心丽表示，来厦大学习的国际学生不仅可以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包括全程学费全免、享受生活

费、住宿费、医疗费和保险等待遇；也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待遇基本和中国政府奖学金一致；还可

申请厦门大学国际学生优秀新生奖学金，获得者学校将给予学费全免的奖励。 

  本次来美推介，厦大还希望招聘一批高层次的人才。招聘对象包括符合中央制定的“千人计划”标

准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讲座教授，福建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教授、副教授等。厦大将为

优秀人才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条件，包括从 100 万到 10 万不等的人民币补助，给予相应的安家费和住房

货币补贴，允许申购厦大用于人才引进的住房一套等。 

  据了解，除厦大外，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

院、北京语言大学、浙江大学等中国其他 20 余所大学也在美国招生揽才。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四期   -  37  -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 
厚沂说：“我不得已呀！” 

吴厚沂 (46 教育，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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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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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吴大哥认错 99.5% 
王其灼 (46 化学，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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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新禧 
--来自校友张德光夫妇的新春祝贺 

张德光 (49 政治，现居美国) 

 

别后时在念中，特此贺新道候，并告近况，冀释挂怀。 

我自 1966 年承聘为印地安纳州立博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至今

已四十四年，仍任教如常，并未退休。曾于 2008 年应邀到复旦大学 

讲学，2009 年到浙江大学讲学。

2009 年 7 月到智利参加国际政治

学会第二十一届世界大会，担任

亚太议题四个讨论会召集人及主

持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图瓦

政治发展”。获连选为亚洲与太

平洋研究委员会主席，任期至

2012 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的第二十二届世界大会。 

我妻张金帼嫦，相夫教子有

成，获纽约市华人家长学生联合

会选为第五届“模范母亲”，及

旧金山驻美中华会馆及中华妇女

慧妍总会选为第八届“典范母

亲”。 她在美国会计公司任会计

师 20 年后，自行开业。她同时担

任印州会计师协会及印州妇女会

计师协会秘书、副会长至会长，

还获得美国传记研究社选拔，颁

予“2009 年度杰出妇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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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有一子三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及一

个外孙女。 

小儿安麒及贤妻廖达玲于 2008 年获美国国务

院外派，任职于美国在台协会，此为美国大使馆

迁北京之后，在台湾所设的美国代表机构。其女

儿元华及儿子元菁均在台北入学，学习中文及中

国文化。 

长女安麟在俄亥俄州立克立夫兰大学音乐系

任教，荣获葛莱美最佳独奏奖及世界杰出青年奖

之后，于 2009 年升任为正教授，获终身职。她于

2008 年获印州派为“荣誉亲善大使”，访问浙江

杭州市、四川德阳市，曾为红十字会在美国举行

钢琴演奏会，筹款赈济四川地震。她于 2009 年 1

月应邀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两场钢琴演奏会。12 月

在杭州大剧院举行一场钢琴独奏会，均全场客

满。杭州师范大学邀请她演讲“倾听天籁在杭

州”，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用中国话演讲，获得满

堂掌声。之后获聘为客座教授。她于 2009 年 7 月

应邀到智利首都圣地牙哥及省会莎琳娜市举行二

次钢琴独奏会，均属成功。并以“音乐与政治”

为题，在国际政治学会第二十一届世界大会，提

出论文，备受好评。最为难得的是，她应出生地

的蒙西市交响乐团邀请，为“葛莱美奖得主荣

归”作钢琴演奏。蒙西市长特颁表扬状，宣布其

演奏日，2009 年 9 月 26 日为“张安麟博士日”。 

次女安丽在美国公共卫生最有名的约翰霍布金

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学以致用，现任旧金山加州

大学医院之行政职务。女婿爱世龙是国际运输公司

Cargo One 的股东，并任经理。他们的女儿爱元英

是幼稚园的高材生，还学习华语，使得全家充满欢

乐。 

幺女安骅是纽约的时尚设计师。她首创“时尚

与科技结合”，享国际声誉。在纽约获得全美杰出

青年设计师奖，在巴黎获得世界杰出女企业家奖。

获选在 NBC 国家广播公司的十周电视比赛，及多次

应邀到欧洲的国际会议演讲。 

我们的儿女、媳妇与女婿为表孝道，特为我俩

及全家于 2010 年 1 月 2 日至 9 日，由洛杉矶乘游轮

至墨西哥，举行庆祝结婚五十周年纪念，于 1 月 3

日在蓝宝石公主号的轮船礼堂举行金婚典礼，由船

长福证，重申要白头偕老的誓言，并当场宣读欧巴

马总统与第一夫人的贺词，开香槟、切蛋糕、接受

船长正式盛宴，获全船 2670 位宾客祝福。 

谨此祝福各位校友阖家新春大吉，虎年如意，

及情人节快乐！ 

如承回信，请寄我的北京通讯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牡丹园东里 13-3-301 邮编：100191 张思贵 转 

张德光 

 

张德光与张金帼嫦 偕同 

安麒、廖达玲、元华、元

菁、安麟、安丽、爱世龙、

爱元英及安骅  

仝敬贺 

201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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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南方之强精神的怀念 
谢晓光 (84 海洋，现居北京) 

 
1. 怀念卢嘉锡老师，1990 年，北京  

厦大校友在北京召开了校友会，我又再一次见到了给我们做过多次学术报告的卢嘉锡老师。 

会后，我专程拜访了他老人家，地点在北京的木樨地。由于要准备去密西根上研究生，我讨教了他

当年在加州理工的学习和研究经验。他很慈祥，临别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许多年过去了，到过很多地

方，扔掉很多东西，当年他亲手给我的这张名片，作为科学文物，我保留至今。不知当年见过的唐潮水

先生在何方，也不知周而复先生现在在哪里，更不知北京的厦大校友们还曾聚否？ 

 

 
2. 怀念厦大艺术团， 1996 年，纽约。 

从美国乡村，来到纽约大都市，生活的压

力，让人喘不过气。 

听说纽约有很多艺术家，我也客串了一次流

浪艺术家。在厦大艺术团演出，获得的是掌声，

欢笑，鲜花，领导的赞扬。而这里只有华尔街和

42 街冰冷的美国硬币。真的好想当年的朋友，83

经济系的刘健文的二胡，81 化学系陆工的小提琴

月光曲，83 财金林秋捷的舞蹈，82 历史陆晓洁在

艺术团甜美的报幕，还有每天清晨，她的厦大人

民广播电台把我吵醒的甜美嗓音。还有目光严厉

的指挥杨振，曲有误，周郎顾，他会从千百个器

乐声乐的合音中，听出我的琴弦生锈的杂音。 

还有那国际学校来访问的联合演出，菲律宾

的舞蹈团，马来的器乐团，日本的歌舞。那时看

到的外面世界是多麽精彩。那几年，老狼的怀旧

歌曲，还有首歌叫流浪远方，最是流行。 

后来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李连欢学长，傅志

东学长组织的美东地区校友联谊会，又听到 80 化

学的黄河老师的教诲，心中才有了许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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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州红木城的怀念，互联网淘金时代的梦幻，2000. 

加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典型的地中

海式气候。那里四季节如春，冬暖夏凉，气候与

我国的昆明比美，又有魅力的太平洋。那年，找

我的公司特别多，工资也高得出奇。干到这份

上，收入快赶上美国参议员了，还有外加股票。 

我们租下红木城的海滨大道旁的别墅，在全

美别墅均价卖到 20-30 万美元时，那里的房子，

已经要 150 万美元起。海边的沙滩上长满了芦

荟，海鸥每天在飞翔。空气是无比的新鲜，阳

光，沙滩，海浪，豪宅，名车，高薪，加上微笑

的老板，每天有新的希望，真的都很满足。 

我们住所的旁边是 oracle 公司的四栋明亮的

总部大楼。公路两旁，高科技公司，比菜市场还

多。好不容易看场电影，前面演的不是电影预

告，竟然是大公司的招聘广告。 

办公区的茶水间里，听到的都是，谁坐直升

机上班，谁股票上市了，买了大农场，买了千万

豪宅。觉得这里就是天堂了。 

来到茶点区喝茶，我都看傻了，喝茶要重新

学。用自动泡茶机，各国的袋泡茶。除了中国名

茶，有泰国茶，马来茶，越南茶，英国茶，印度

茶，斯理兰卡红树叶茶等几十种茶。斯理兰卡红

树叶茶，冲出来，像血一样的颜色，有薄荷的清

香，去火的功效。 

我先换了一辆马自达六的新车，然后，我们

兄弟们合伙买了条电动帆船，停靠在码头上。周

末，我们航行在阳光下的海湾，在海上野餐。 晚

上，我们开车，经常漫步在一个著名的风景区，

叫半月湾，隐藏在深山里，还有一个现代的，美

丽的，辉煌的现代城堡。 

 
开车 1 个小时，就会到旧金山城里。渔人码头，每天有许多野生的海豹，海狮，爬在木的船坞上。

最让我喜欢的是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中国，日本，印度等艺术文物。看到展有印度 15 世纪的黑色

的男女双修佛像，看到欢喜佛，有十厘米高，才知道，这些不是厦大门口的闽南佛院学的独家传说。我

们公路的斜对面，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了。那里还真是风景秀丽的花园。这位美国铁路大王留下的花

园，成了最著名的学府。大学门外，满街都是风险投资公司。环境决定命运，难怪杨致远，在上研究生

期间就有机会办风险公司。 

红木城南边四十分钟是著名的硅谷，圣荷希，那里集中了万家电子，电器，半导体的设计公司。中

国老板的摇篮，就在这里。放下紧张的心情，回想生活，什麽叫幸福？什麽叫天堂般的生活。 

后来离开加州，我再也没看到那种茶，再也没见过那样灿烂的阳光。那样美好的日子，那样宜人的

别墅，还有那种到处是风险投资者那样激动憧憬的目光。 

4. 美国北方的狼， 2001 

刚刚干完了摩根斯坦利的融资融券部门项目，我在明尼苏达州，美国 US Bancorp 合众银行的大厦

里，刚刚看完纽约世贸中心的特技镜头之后，每天坐在办 Piper Jaffary Tower 很美的大楼里，心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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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的。后来再去波斯顿的 State Street 大楼干活的时候，手指纹扫描，身体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

连空气都郁闷。 

5. 创业还是就业？再回厦大-2005 

厦门市人事局，把我们从广州请到厦门，让

我有机会回到阔别近十几年的母校。学校依然那

样美丽，但往日的热闹似乎离我远了。 

国家，学校，团体，都号召我们回国创业。

我想，我，最多不过是一个知识为本的知本家，

努力到下辈子，如果能生个女儿变成美女海归的

话，最多再加一条，知本家+姿本家。没有资本主

义那个资本的帮助，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变不

了资本家。没当过资本家，如何谈创业呢？ 

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要让我认识的人，身边

能看到的人充分就业，先过上幸福生活。不要像

我一样，满全世界奔波。我要做一个给别人发工

资的人，做点让别人幸福的事。我的理想是让身

边的人先过上“共产主义”的理想般的生活---男

人都娶到老婆，女人都有情人关爱，一毕业就有

工 作 ， 奔 波 的 人 有 房 住 。 等 实 现 了 这 个

International network 时代的“共产主义”的

理想，再走资本主义的创业道路也不迟。 

6. 回国参加上海厦大校友聚会 2005-2008 

从厦门回来后，我接下了美国 EDS 公司，在

亚太区运营并拓展业务的重任。我接手的是只有

十几个人的混乱局面是一个内部在骂娘，外部没

有好评的环境。我用一年多时间，坚定地将团队

扩张到 80 人。稳定之后，再用一年多时间，将团

队扩张到 800 多人。到 2007 年参加上海厦大校友

聚会时，我的团队里，有日本，韩国，澳洲，英

国，加拿大，马来亚等国的年轻海归，也有软

件，管理，金融，工商管理等各专业的新毕业。

跳槽来的人才，工资加 50%-100%。在职的每年给

涨 15-20%薪水，员工交男女朋友的，结婚，买

房，买车的，都公开表扬，并给发购物券，鼓励 

他们积极地过上美好生活。 

当我负责的营业额达在两三年内左右迅速达

到年收入几千万美元到一亿美元时，发工资的员

工有近千人时，那份无形的压力，不是睡觉就可

以解脱的。我面对的国际客户，通用汽车，美国

AIG 集团，荷兰银行，台湾富邦金融控股等也都

是要求极高的客户。 

国际谈判的闲暇，难能保持一份好心情，让

公司内外大家都开心地过日子，真的不容易。 

当与 AIG 的合作业务，扩张到中东和整个亚

洲是，我的翅膀也到飞到了亚洲。  

7. 美丽的南亚-2006 

一到新加坡,你就会有亲切感。机场里

有免费的电脑网络,可以让你安排新加坡的

生活。对于异国他乡的人,难得的关怀和体

贴。来到市里,发现城市太像厦门。出租车

司机好多是福建人后代。正赶上时装节,所

有酒店都爆满,400-500 新元/天,竟住不到酒

店。艰难过后,我终于在隔壁的马来西亚,住

上一间五星酒店,有洗衣,有精美早餐, 有微

笑服务,心情略有轻松松。懂生活,会享受,

有创意,能解决艰难问题，这才能走世界。

我要了公司合同待遇,再加长期住,每天只要

了我 200 马来西亚币,合当时 100 新元, 比

武汉和越南西贡还便宜。由此可见,马来西

亚的人,生活多有幸福感。 

周末，顺路看了马六甲，郑和像，吉 

 

泰国大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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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坡的双塔。从新加坡到 KLCC, 长途车费从几十另吉到一百马币, 他们的汽油好象几乎免费。 真是一

个人民富裕的国度。 

回程路上，我在泰国转飞机，由于赶上周末了，我就顺路访问了泰国大皇宫。泰国的佛教礼仪，人

们的安详，让我留恋忘返回，啥时候，才能这样放松，不再生活在像纽约，东京，北京，上海那样北纬

37 度线上紧张生活中呢？ 

8. 韩国乐天的思念-----2007 

从仁川机场出来,由于与 AIG 的谈判顺利，我

心静如水。知道朝鲜战争的人都听过,美国人就是

从这个海港---仁川登陆的拉开了中美的较量之

战。从仁川开始,中国与联合国军打了三年的朝鲜

战争。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中国在汉城外战胜并

逼和联合国军,中国军队在三八线上,为中国人进

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自己投下了坚定

的第一票。 

仁川机场酒店,是个四星级酒店,记得是 35 万

韩元每晚。这里离汉城还有大约 32KM。七点钟,一

辆加长的卡迪拉克来到酒店门口接我，车上下来

的,是一位清纯的韩国美女。她的脸薄得透明。让

我惊讶的是, 她竟然抱着一束鲜花，送到我的怀

里。用英文说,谢先生,欢迎你来乐天酒店。每天

被关在办公室里，看到外面的世界和生活可以这

样精彩，真的让我好感动。除了小时候在舞台演

出,接受过鲜花,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接受过鲜花， 

尤其是美女送的花。国际体验,这也是第一次。这

分周到的关注，让我难以忘怀。 

来到酒店行政楼, 三个站得整齐的韩国人热

情地打招呼,问候。 这家酒店里的服务员,在大街

上我是没看不到。也许是经过专门的酒店培训,千

挑百选,慢慢养育而成。也许我没见过有名的韩国

人，听同僚说，她们接待的往来宾客,除跨国公司

总裁,就是各国政要，礼仪水平很高。 

离开韩国,无论是三八线的一日游,还是青瓦

台的建筑,更不用说韩国皇宫的印象，也不提汉城

的步行街,都敌不过哪束疲惫中的鲜花让我回味久

远。每次看到韩国乐天的口香糖,北京的乐天超市,

我都会想起乐天酒店送我的哪束美丽的鲜花。 

在韩国和日本获得的礼仪印象，让我难以忘

怀。 

 
Lott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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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at Soul      三八线的警示牌 

校友会，是我们厦大南方之强精神的家园。校友会，是我们获得精神鼓励和支持的源泉，是我们团

结，互助的空间。愿我们的校友永远团结，共勉。 

 

也提拙笔、记录一二 
费菲（07 国贸，现居美国） 

从厦大毕业便来美国，转眼快 3 年了。忙碌中

从未静下心来用中文写作。每期读《美洲校友通

讯》，总觉得自己的思想与长辈校友们相比，幼稚

可笑，不值一提。去年 9 月在波士顿参加新英格兰

地区校友聚会，炊烟袅袅中聆听在美多年的学长们

开怀畅谈母校和人生，备受感染。在 95 届的范义鸣

学姐的鼓励下，也提拙笔，记录一二。 

亲历美国媒体 

尽管自己学的是经贸专业，但在厦大期间，我

有机会在校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工作，这让我对媒体

产生很大的兴趣。2007 年秋季来美后，攻读经济学

硕士专业之余，我在 FM91.7 电台创办了一档介绍中

国文化的"talk show", 叫做"Orient the Orient", 

节目面向康州和邻州的一些地区广播。节目中我访

谈了很多对中国颇有研究的美国嘉宾，在访谈过程

中，我被这些美国朋友们对中国了解之深、情谊之

浓所震撼。比如 Wesleyan University 东亚研究的

Vera Schwarcz 教授，一生研究中国历史，曾经在 

斯坦福大学、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北京大学、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等学府教授中国史，迄今著有 8

部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她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访

问中国，每年都访问一、两次。她亲眼所见中国 30

余年的变化，动情地向我描述说，当她站在北京街

头，看着高楼林立和交通的现代化，兴奋得一个人

在街头默默哭泣。每次在北大、清华与中国的历史

学者座谈，她都为中国历史界学术研究之深入、思

想之争鸣而骄傲。 

再如，嘉宾 Richard Wertz, 一个普普通通的软

件工程师，工作之余，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创立了

“探寻中国历史”网站，他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

把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当代史、现代史上几乎所

有重要事件一一客观地叙述，网站上内容之具体丰

富，像一本自创的《中国史百科全书》。采访

Richard 的时候正是 2008 年北京奥运前夕，远隔重

洋的他，通过电波给美国听众上了一堂生动详细的

“08 奥运知识讲座”，把“鸟巢”等奥运场馆的策

划修建、每个“福娃”身上每一处细节的象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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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奥运圣火的传递、奥运口号的含义等等，具

体、全面地描述了一遍。我本以为自己对北京奥运

关注颇多，但听了 Richard 的介绍，为自己了解之

少深感惭愧。节目最后，我问他是否会去北京看奥

运，却惊讶地得知他居然从没去过中国！我急问缘

由，他打趣说自己有 Claustrophobia （对狭小空间

的恐惧），中国人口之多，使他还未能鼓起勇气前

往，我们两人都开怀大笑。随后他非常郑重地表

示，自己是“中国的学生”，终有一天会克服自己

的弱点、前去探访这个萦绕他十余年的国度。我想

Richard 走出北京机场的那一刻，一定不会像他说的

那样因为比肩接踵的人群而举步不前，恰恰相反，

他会觉得自己回到了久别的故土，因为一切已经是

那么熟悉，一切已经是十余年的亲切，既没有陌生

的语言，也没有迷失的巷陌。我甚至能想象得到他

深吸一口城市忙碌的空气，大踏步地融入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的样子。 

在 美 国 国 家 广 播 公 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CBS)担任实习生期间，我分

别负责有关新闻调查和消费者权益的节目。消费者

遭到了不公正对待，我们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助他

们。在代表电视台与各个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门和消

费者权益组织交流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

与政府监管部门打交道的技巧，委婉礼貌顾然重

要，但通常的情况是尖锐发问和步步跟踪。此外，

随老记者们出门报道新闻让我学到了很多。记得有

一次我们驱车跟踪一条新闻线索，警署的接收机里

突然传来某处失火的消息（每部新闻车都装有无线

电接收装置，可以收听到警察们之间在某一频段上

的对话），紧接着手机铃声响起，台里命令我们马

上调转车头，赶往失火现场，原来我们是当时恰巧

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一支队伍。跟车的是位“身经百

战”的老记，年近 60，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我们

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媒体，他二话不说跳下车，冲

到了失火建筑的最前沿，对从扑救中撤下的消防员

进行采访。失火的是一栋卡车库，幸好当时数部卡

车都在运货途中，幸免于难。但火势很旺，烈焰肆

虐地蹿腾着。眨眼间不见了摄像师的踪影，我找了

老半天，才发现他已经单膝跪在熊熊大火前举机拍

摄。老记趁机与围观者交流，真实地记录他们目击

失火的过程。火势扑灭后，我和老记一同采访了消

防队长，这才得知，原来这些消防员们全部由志愿

者组成，他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很多人从事私家

生意，但每隔一段时间，所有志愿者要接受火警训

练和考核。火警发生时，志愿者们接到电话，马上

赶到消防部集合，取得装备和指示后，驾消防车赶

赴现场。这种“志愿者”制度在美国很多小镇都很 

普及，在火灾不多的情况下，用纳税人的钱供养专

职的消防员，不如招收志愿者，因为很多居民祖祖

辈辈生活在镇上，把维护自己家乡视为义不容辞的

责任，非常愿意参加。当时我来美国不久，对一切

还有些陌生，听到这样的组织方式，对居民们

community 意识之强烈大为赞叹。同时，对电视台同

事们的敬业精神也感到由衷的钦佩。 

通过融入美国的新闻媒体，我亲历了在学校里

面接触不到的社会层面。在中国记者被称为“无冕

之王”，在美国社会，媒体力量之强大，更是让所

有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商业机构所不能忽视。新

闻人们把每个细节做到最精细，不允许出任何差

错；把每条咨询做到最及时，不懈怠任何行动；每

条线索抓到最仔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的工

作使我从内部窥见了美国媒体，不得不说是段珍贵

的经历。 

被哈佛录取，希望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在厦大读大三时，我和美籍教授 Dr. Bill 

Brown(中文名：潘维廉)合著了一部《魅力厦大》，

中英文双语，记录了母校历史、当代、人物和学院

等。合作之初，Brown 教授在 email 中向我郑重提

到"The best thing you and I can do with our 

lives is to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Let's work on that together! 

" 他 1988 年携全家（妻和二子）来厦门，二十余年

任教于厦大。被李岚清副总理授予“国家友谊

奖”、被评为“感动厦门十大人物”之一的他，视

厦门为故乡，致力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厦门和中

国。通过合作著书，我被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厦

门人”所深深感染。来美之后，我在电台创办节目

介绍中国也好，在美国媒体学习实践也好，都不敢

忘记 Brown 教授"The best thing you and I can 

do is to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tter 

understand China"的教诲。因此我成为了“中国旅

美科协”的会员(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也是一个致力于为中美科技经

贸交流搭建桥梁的组织。同时，去年在哈佛大学参

加“哈佛中国论坛”期间，有幸聆听了现任香港交

易所行政总裁的李小加校友的讲座。他的博学多才

和风趣幽默感染在座的观众，作为南强学子的自豪

感油然地从心中升起，同时更加觉得“哈佛中国论

坛”这类活动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评论中国

的重要意义所在。我有幸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录

取，攻读金融政策方向，希望能够用自己所知所

学，结合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的浅薄了解，为促

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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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之行 
林  今  (82 生物, 现居美国) 

少 女 时 代 读 了

Agatha Christie 的

小说“尼罗河上的惨

案”就对埃及充满了

向往，在我心中那是

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国

度。  

2009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那天，我

们全家踏上了飞往埃

及的飞机，打算用 10

天时间去埃及度假。

经过了一天半的艰苦

飞行，从古柏市到休

士顿，休士顿飞伦

敦，伦敦再转机直飞

开罗。  

夜晚 12 点多到开

罗，我们跳上出租车直

奔 Giza，著名的金字

塔所在地。那晚大雾弥

漫，几米开外啥也看不

见，庆幸飞机能安全降

落。我们住进了 Mena 

House Oberoi 宾馆，

那是个就坐落在金字塔

旁边的豪华酒店，抬头

就能看到远古雄伟的奇

迹。 

第二天一早，兴致

勃勃的准备去游金字

塔，可抬头一看，天

哪，到处还是大雾弥

漫，金字塔在那儿呢？

10 点多，太阳驱散了迷雾。啊！向往已久的金字塔真的就近在眼前。尽管看过无数的照片，可还被眼前的

景观震住了。蔚蓝天空下、茫茫沙漠中，竖立着如此庞大、雄伟壮观的古代七大奇迹之一。Giza 金字塔由

三代连续的法老王建于公元前 2686-2181 之间。金字塔是法老王们死后的墓碑，能帮助他们的灵魂直接升入

永生的世界星空。 

与所有的旅游者相同，我们也加入旅游大军的行列，骑骆驼游金字塔。由于时差，大脑的智商几乎降落

到 0 指数，在那个能说会道的埃及导游怂恿下，我们选择了 3 个多小时的长距离游，后来才知道付了几乎能

将一头骆驼买下来的价钱。撇开不愉快的被骗经历，骑骆驼游金字塔还是很有趣的，特别是骆驼撒开四蹄奔

跑于沙海之中时，那种超刺激的感觉。这沙漠之舟仿佛将你带回远古时代，直到回头一看，那黑压压一片的

游客，又猛的将你拖回到 21 世纪。尽兴地玩遍了 Giza 高地，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及人头狮身雕像。可由于平

时几乎不骑骆驼，这三个多小时的折腾，没想到第二天开始腿疼的走路都困难无比。这以后的旅程可都得靠

两条腿的急行军呢！后悔莫及，不该第一天就骑骆驼，现在叫苦连天，这可是经验之谈。 

第二天，我们乘机从开罗直飞勒克苏，这个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右岸的城市是从埃及古城底比斯衍生

而来。底比斯第十二王朝以后成为古埃及的首都而呈繁荣一时。我们住进了 Winter Palace Hotel。这是一

个建于 1887 年的著名宾馆，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曾入住此宾馆，其中就包括 Agatha Christie “尼罗河上的

惨案”和“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的作者。当我与女儿漫步于宾馆中意大利式的后花园时，欣赏花园的美丽

同时想到 Agatha 也呈漫步于此，构思她的小说内容，感慨万千。中午 12 点，我们匆匆忙忙的要到尼罗河

上的游轮报到。我们定了四天四夜尼罗河 cruise 游。本以为上游轮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的宾馆即

在尼罗河边。可一上出租车，说了我们的游轮名字后，司机露出一脸茫然相，他说他不知道此游轮停在哪

儿。上车后漫无目的的开了一阵后，他开始逮着路人问，问了五个人，五个人说了五个不同的地方，时间在

不停的流过，老公是个很不喜欢迟到的守时者，他不停的说，我们将耽误上船后的第一项活动，那就是参观

勒克苏庙宇和卡那克神殿。我倒不急，趁势欣赏勒克苏城市风光。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忽然在无数疾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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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车辆中，看到一个阿拉伯着装的男人骑着一头

毛驴，慢悠悠的行走在疾驰的车辆中。好一个反差

的图像，后悔没快速拿出相机抢拍此镜头，没准儿

事后还能在摄影比赛中获个什么奖。经过长时间的

横冲直撞，左右倒车，总算找到了我们游轮的停泊

处。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每天有三百五

十多条游轮行驶于尼罗河上，从勒克苏出发，承载

着成千上万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游客。 

卡那克 Ammon 神殿：起始于 11 王朝，公元前

2055-1985，随后历代王朝不停的加建此神殿，现成

为庞然巨大的建筑群。最引人瞩目的是巨大多柱式

厅，这是由 134 根顶天立地型的巨大石柱组成，令

我不禁感慨于 4-5 千年前的古人建起此巨柱。另据

导游介绍，在神殿中有个巨大的甲壳虫石雕，如果

绕着甲壳虫走三圈就能带给你好运，走五圈就能让

妇女多孕，他说这就是埃及人口不断膨胀的原因。

我与女儿立刻去找到石雕，一看几百人在那儿围着

转，80%是黑头发的亚洲人，看来亚洲人更迷信石

雕，从菩萨到观音到甲壳虫。我与女儿立刻加入进

走圈大军，精确地算着只走三圈，不可多走。 

傍晚我们又驱车去了勒克苏神庙，夜幕笼罩下

的神庙似乎充满了神秘。埃及导游可能是偷懒，他

说他就不带我们进去了，让我们自己去，这样才能

感受到神庙的灵气。如果说卡那克神殿是庞然大

物，那么勒克苏神庙就是小巧玲珑，美丽多姿。可

进去后那可是人山人海，实在很难安静的感受神庙

的灵气。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底比斯法老墓群峡谷。这

儿是新王朝，约公元前 1500 年，法老们的葬身地，

他们将墓深挖入底比斯山下，但愿盗墓者们无法偷

盗他们的随身葬宝贵珍品。可历史上总是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没有几个法老王的墓地能免于一

劫 。 另 一 印 象 深 刻 的 景 点 是 埃 及 法 老 女 王

Hatshepsut 神庙。此女王平生充满了传奇，女扮男

装，带假胡须，很有中国古代女皇武则天的风韵，

她为自己在陡峭的山壁旁建起了雄伟壮观的庙宇，

可后来，她的继子当王之后，将所有她的庙宇都毁

掉，要将她从历史上抹掉，真是残酷的宫廷斗争。 

中午 12 点，我们的游轮起航了，逆流而上，途

经 Esna，Edfu 等城市最后到站是 Aswan。坐在顶甲

板上，望着尼罗河两岸的风光在眼前缓缓流过。沿

着河两岸为有限的绿洲，坐落着不同的村庄及许多

清真寺和回教寺院。常有带着头巾的阿拉伯妇女与

孩子在河边玩耍。每到中午 12 点，或下午 6 点整，

高音喇叭载着男声的祈祷吟唱声就会响彻河两岸。

再往远处看就是沙丘、沙漠、沙海。好一副异国风 

光。我们的游轮，名曰豪华级，价钱不菲。每日

早、中餐都极为丰盛，各国的食品都有，还有印度

餐。可晚餐却极为差劲。大家都说，搞不好是早、

中餐的剩菜再煞有介事的变为晚餐。每晚都有活

动，比较有意思的是阿拉伯夜的活动。中午就向所

有的游客提示，晚上大家都得穿阿拉伯衣服，当然

没一个游客带这方面的衣服，船上的小买部立刻挂

出了各式各样的长衣短衫，男女都有。开始我并不

将此当回事，吃了中餐，回房午休。过了一会儿，

老公兴冲冲的回舱了，抱着一堆衣服，他经不住服

务员的兜售，向小卖部买了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

阿拉伯男装。得意洋洋的穿上，还真有模有样，我

与女儿将他赞美一番。再一问，他付了多少钱，才

知道他被狠狠的宰了一下。女儿拿出埃及游指南，

说买任何东西都得先讨价还价一番，象他这种冤大

头一分钱也不讨价还价的还真没几个，而且他还是

个知错绝不改的犟驴。晚上我们上岸步行去参观寺

庙，还没到寺庙，大家看到了夜市，到处是买服装

的滩头。这下全体激动不已，立刻与导游说，给我

们时间让我们去逛夜市。心思不在参观庙宇上了，

参观结束，立刻冲去夜市了。琳琅满目的衣服，我

与女儿挑的眼花缭乱，看中了我们就讨价还价，进

入被宰与反被宰的战争，很是有趣。最后满载而

归。回到船上看到许多游客都大包小包的回来，看

来大家都收获不小。晚餐开始时，所有的旅客都穿

的奇形怪状的，高高兴兴来赴宴了，在旅客中有二

十几个中、老年日本游客，他们的餐桌就在我们的

旁边，平时吃饭，他们都中规中矩、安安静静，没

什么声音。可那晚，居然全体都穿上了阿拉伯服

装，晚饭时大声说笑，有的迟到进来，大家看到后

立刻会爆发出掌声和笑声。晚餐后，全体游客都去

大厅玩游戏、学跳肚皮舞、看演出等，过了一个尽

兴而愉快的夜晚。 

经过 4 天 4 夜游，我们到了终点站 -- Aswan，

阿斯旺。那天正好是元月 1 号，2010 年。我们本定

于 1 月 1 号上午 9 点 30 分，从阿斯旺直飞 Abu 

Simbel, 去参观伟大的 Abu Simbel 庙。可旅游公司

将我们的飞机时间从上午 9 点半改为清晨 5 点半。

这就意味着我们 4 点就得起床，离开游轮直奔机

场。睡眼惺忪、筋疲力尽，谁说旅游不需体力、不

辛苦，当初还想是否值得那么起早贪黑的飞去，当

天再飞回来。Abu Simbel 在埃及的最南部，与苏丹

国交界。Abu Simbel 庙 建于公元前 13 世纪，为了

纪念拉姆西斯第二。直接开辟进陡峭的岩壁，与中

国的乐山大佛建筑机理相似。庙的正面拉姆西斯第

二雕像身高 33 米，巨大无比，很是雄伟壮观。由于

此庙就坐落在 Nasser 纳瑟湖边，1960 年当纳瑟湖将

要吞噬神庙时，世界 UNESCO 组织做出惊人之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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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象切蛋糕似的，从峭壁中保持原样切下，然后转

移向后 210 米、高移 65 米，新庙花了近二十年功夫

重新以其雄伟的英姿再度向世人展现。参观后认为

这不辞辛劳的跑一趟非常值得。 

回到阿斯旺后，享受着此城的河光沙丘色。因

女儿的要求，我们租了风帆船游河一天，参观了美

丽的植物园。另老公要看有名的纳瑟湖鳄鱼，我们

在导游的带领下，去了道地的 Nubia 村庄。远古寂

静的村庄现在完全商业化，到处是游客和商品摊。

问导游鳄鱼在哪儿，他带我们进了一居民家，在水

池里有一只家养的小鳄鱼，我们探头观望时立刻呲

牙咧嘴的向我们发威，压根儿就不欢迎我们的到

来。心想真是上了导游的当，以为可以参观一个鳄

鱼园。但此家的男主人却对我们很热情，当我们闻

到从厨房中飘来的烹调香味时，禁不住进了厨房，

看到了女主人，全身严严的黑衣黑围巾包实，只露

出两个眼球。男主人告诉我说，这是我老婆，她其

实很漂亮，问我，你想看她吗？我说，想，他说，

男人不能看。我和女儿立刻将老公赶出厨房，可女

主人无论如何就是不肯摘下面罩和头巾。很遗憾，

不能领教她的美貌。 

旅途的最后两天我们又回到了埃及首都开罗。

在开罗我们最想看的第一是 Giza 金字塔，第二就是

埃及博物馆，我们准备用一天时间好好参观此博物 

馆。此博物馆藏宝之多，据说，如果你在每一件展

品上停留一分钟，你将花七年时间看完所有的收藏

品 。 我 们 取 重 点 的 看 ， 先 去 看 男 孩 法 老 王

Tutankamun 展览厅。此厅展出 1700 件从墓中挖掘出

的宝藏，我不知用什么语言能形容看宝藏时的感

觉，被震住了，或惊呆了。自我感觉是个经风雨见

世面的人，看了世界上许多名胜古迹、博物馆，可

这距今几千年前的宝藏还是让我惊叹不已。此法老

王九岁登基，十六或十九岁间去世，他的死因到现

在还是个谜。他的墓，由英国考古学家 Howard 

Carter 于 1922 年发现。他的纯金棺材重 242 磅，

世界著名的丧礼面罩足金重 22.6 磅。据历史学家

说，面罩真实的刻画出年轻法老王的五官模样，以

便于他的灵魂找回自己的身体。此年轻的法老王一

定英俊美貌，可惜英年早逝。 

我们还参观了许多皇家的木乃伊，许多皇室的

法老王、王后等。但埃及艳后 Cleopatra 的木乃伊

我是在伦敦博物馆看到，还有就是著名的 Nefatiti

头像是在柏林博物馆看到的。宝藏的流失各国都

有。 

十天的埃及游结束了，对文明古国的意义又有

了更深的认识。此刻真的希望世界上有时间穿梭旅

行车，带我走回时光的隧道，回到几千年前文明古

国的鼎盛期，真实的感受当时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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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板栗树 
郑启五（81 外文，土耳其中东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走着走着,突然有人用大拇指在我脑壳上用力

地弹了一下,心一惊,随即是会心的微笑，原来是

一颗从树上落下的板栗击中了本脑壳，瞧着那正

骨碌碌在地上滚动的棕色小圆球，我不由感叹

道：板栗敲头，人生几何？ 

是啊，你也许一辈子都难得有如此亲近大自

然的机遇，不过苹果击打牛顿的脑袋也许千年等

一回,而挨挨板栗落头的概率在我们土耳其中东技

术大学却是很高的，因为几条主干道的行道树全

部是板栗，金秋时节，成熟的板栗在金色的秋阳

里开裂，一颗又一颗的棕色的板栗果就从树的枝

桠上自然剥落，落得满地都是，我不仅享受了一

次板栗落头的惊喜，而且还有一次板栗那厮就几

乎是擦着我的鼻尖坠落的,简直就是板栗戏人了。 

我捡拾了几颗板栗回宿舍水煮，然后剥开，

果肉色泽金黄，质地松绵，足见饱含淀粉,甚至散

放出熟板栗的原香,可惜就是口味微苦，并不好吃

或不能吃的，真的不明白这么多的板栗树为什么

就都选择了不能食用的品种，年年金秋,板栗满地

滚,这该有多么大的浪费？ 

日复一日行走在板栗大道,竟也日久生情,觉

得这板栗树当纲行道树其实相当宜人:春天新芽新

花,生机勃发,催发人一路良好的心境;夏日枝叶茂

密,不高不低,把炽热的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最是

深秋时光,板栗树可谓大放光芒,惹人关注,并不仅

仅因为它喜欢拿满枝爆裂的硕果与树下的行人开

个小玩笑,更起眼更开心的是它的叶片镶上了金边,

犹如沸水泡开的铁观音乌龙茶的叶底: 秋姑娘从

一枚枚翠绿的板栗叶的叶沿开始上色,当所有的叶

片都抹上一圈秋色,整株整排的板栗树披上了节日

的盛装,像御林军的黄金盔甲,像金孔雀的羽绒披

风,驻守长街,俏立路旁,让人在秋的前行里满目绚

丽一片斑斓…… 

当冬天来临，板栗树把一身的硕果和叶片都

卸给了大地，满树密集的枝杈像一大把一大把昂 

头向上的叉子。我注意到打扫大道的园丁会把不

慎飘落到路面上的栗果和枯叶清扫到路后面的林

地那裸露的地面上，让它们回归自然，也许落叶

落果本来就是为大地准备的盛宴，为蓝天飞翔的

鹊鸟，可能还有枝头飞窜的小松鼠，留存过冬的

口粮…… 

漫步在土耳其金秋的板栗树下，我突然想起

施蛰存老先生的散文名篇《栗与柿》，他开始写

道：“  南寨是长汀郊外的一个大树林，但自从

大学迁到这里来之后，它便成为一个公园了。”

先生笔下的“大学”指的是因为躲避日寇炮火而

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而他随即娓娓描绘的栗则

是长汀南寨公园里连绵的板栗树。在我们厦门，

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板栗树的，打动我的

板栗树是从施先生的文字里开始的。抗战时期，

施先生在长汀的厦门大学教书，一教就是四年

（1942-1945），我的父亲郑道传和母亲陈兆璋都

是施师国文课的学生，又都是施先生指导的厦大

学生的文学社团“笔会”的成员，他俩就是在

“笔会”的文学活动中相知相恋的。此刻我几乎

可以想像得出，热恋中的他们漫步在长汀南寨公

园有多么的缠绵和温馨，一棵又一棵,一排又一排

的板栗树可以作证啊，但此时我略感尴尬，仿佛

在偷窥 60 多年前热恋中的父母…… 

也许是中国人的矜持，更可能是各种政治运

动的没完没了,父母亲从来都没有对我们子女谈起

他们恋爱的往事,甚至守口如瓶，一对那么浪漫的

文学青年却愣是早早堵死了心门。一直熬到中国

改革开放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我却忙于自己的

小家庭了，没有太多的时间聆听老俩口的谈笑风

生…… 

我久久地站板栗树下，一时竟分不清是安卡

拉的板栗树还是长汀南寨公园的板栗树，暮然回

首，我望见相互搀扶的父母亲颤颤抖抖，在萧萧

的落叶里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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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雄学长的散文集 

《思乡草》在台北出版 
傅志东（82 化学，现居美国） 

    我在去年八月收到朱一雄学长寄来的由台北书林公司出版的

散文集《思乡草-附草叶堂随笔》一书，将《思乡草》一气拜读

完，后来又书放在床头，利用每天的寝前时间，将该书所附的

《草叶堂随笔》陆续逐篇读完。读完之后，一直想为校友通讯写

篇短文，向大家作一介绍。上期校友通讯编辑出版时，不料时间

不巧，就拖了下来。 

    朱一雄学长的散文集《思乡草》分为三篇，人文篇、地方

篇、美味篇。人文篇从回忆幼年时期从家里的门缝里和母亲一起看国民革命、军伐割锯、北阀战争开始, 

到茶坊、说书人、裱画坊、紫砂茶壶、元宵灯节、端五节等的描述，到少年时代参加抗日游击队的经历

回忆, 作者用轻松有趣的笔调回忆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 用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社会人文

风情。地方篇是一雄学长对三四十年代家乡江苏江阴的回忆。作者结合一些历史传说和掌故，通过江阴

小巷、城墙、文庙、书院、酒池、园林等地理和名胜的描述，回忆介绍了三四十年代江阴的独特的人文

景观。美味篇则描绘了一个在海外的游子所无法忘怀的家乡味。通过对家乡美味可口的菱和藕，芋奶和

烧饼，汤圆和舔粥等的回味，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切的对故乡难以忘怀的思念之情。《思乡草》一书所附

的《草叶堂随笔》，是作者以画家和植物学爱好者的角度，用散文笔法，对维吉尼亚家园里数十种花卉

草木的观察和描述。《草叶堂随笔》趣味性和知识性兼具，同样很值得一读。 

    朱一雄学长 194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母校长汀时期就学。毕业后迁居菲律宾，任教于马

尼拉数间大学。1968 年一雄学长举家迁美，先后任维吉尼亚华盛顿与李将军大学访问教授和教授。我

在 1996 年在华盛顿美洲校友会年会上有幸认识一雄学长和其夫人庄昭顺学长。后来因为校友会工作的

关系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2001 年前后，一雄学长和昭顺学长退休后搬到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以便和

在附近工作的两个女儿相互照应。当时他们的住家离我们在普林斯顿地区的家很近，那几年我们经常见

面。几年间在和他们两位学长的来往中我们获益匪浅。我们举家搬到南方后，我和太太黄文秀每次听到

他们的消息或收到他们的来信总是很高兴。我们衷心地祝福和期望他们健康长寿。 

    另者，关于《思乡草》一书，一雄学长表示，该书存书不多。目前可能尚有若干。如果有校友感兴

趣，请电 609-430-1887 或 EMAIL ihsiung@hotmail.com 与一雄学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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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忆陈传鸿教授(校长) 
苏林华 (48 机电，现居美国) 

今(2010) 年５月初，突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

会竺伟源理事长转来厦大校友总会所发之讣告，

惊悉：“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陈传鸿教授

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 2010 年 5 月 4 日 11 时 28

分逝世，享年 72 岁”。我闻讯后，不胜感伤。 

    我对他之逝有不尽之感伤，也有不尽之回

忆。固然因他是国内物理学界大师，固然他曾独

当一面，担任过厦门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对厦

大有重大贡献，但我对他做人方面更是敬仰：因

他深具中国固有道德思想，故他尊师敬道、热爱

母校、关心友人(特别是校友) ，尤其令我钦佩！ 

    我因缘际会，在偶然之场合中，得以认识上

他：那是十四年前，即 1996 年 4 月６日，厦大母

校七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但我们之晤面并非在庆

典礼堂内，也不在大宴会场中，却是在厦门机场

内。原来由于我友丁政曾、蔡悦诗夫妇捐建“建

文楼”，校方遂邀之在校庆日当天下午主持破土

典礼，由于政曾与我为英华高中及厦大同班级

友，而他一直卧病在家，所以悦诗要同在泰国之

我提前一天与她同机，可予照料，(按：我原是要

参加厦大老机电系系友大团聚、开会时间在后两

天)。不意 4 月 5 日之国泰班机因机件故障，当天

无法抵达厦门，至 4 月 6 日下午才自香港飞到。

这时校内正在举行庆典，校方第–线领导人物全

在会场，遂由其时之党委副书记陈传鸿教授代表

前来接机，我们得以认识及抵校。 

    过了几天，由于我们中有人捐赠物理系奖学

金，由该系黄美纯副主任主持“谢玉铭师、朱家

炘师、萨本栋校长奖学金”之颁奖仪式，陈传鸿

博士便回归物理系，以教授身份参加。会中由我

们 1948 级级友吴伯僖兄（他是前时之物理系系主

任、也是陈教授之老师）出面介绍我们这些在场

之“老学长”；仪式毕，拍照时，他一直让我们

老一辈者居中，他则侧立。夜间他们五位老师宴

请我们四人（即邵建寅、吴伯僖、周咏棠与

我），拍照时，他一定要我们四人坐前面，他与

黄副主任等五人则站立在后面，以示“尊师敬

老”。 

    过了两年，即 1998 年时，他升任为厦大党委

书记，是“第一把手”了。我其时仍在泰国工

作，担任“泰石油宝麟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兼

为大水泥厂厂长职。我厂规模宏大，设备最新

进，己列名于世界级者，故承校方邀往参加厦大

七＋七周校庆大典，并特地邀我在四月六日校庆

日之清晨六时半，在升旗仪式中对数千学生致

词。当天，他与林祖赓校长分立我左右，伴以常

务副校长郑学檬、副校长朱崇实（即现之校长）

与朱之文（即现之党委书记）、副党委书记张

翼、工会主席丁马太等为我站台，令我感到荣幸

之至！-----由此可知他(及林校长与其他领导人

物) 是如何看重校友，甚感！ 

    过几天，我去福州参加我英华高中 1944 级

(即“群生”级) 级友聚会，遇到与我在初、高中

时均为同窗之李正修兄(他也是厦大校友，1949

级航空系毕业)。交谈中，得悉陈传鸿教授原是他

在福建师大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时之得意门生。正

修兄又说，陈教授于厦大毕业后不久，拟往意大

利留学，迟疑不决吋，特去信向“李老师” 讨

教，正修兄立即复函加以鼓励，他才立下决心成

行。-----他在意大利东海岸名港城市特里斯特

(Trieste) 之 “ 理 论 物 理 国 际 研 究 院 ”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研读三年，得博士学位，继又往美国有

名之亚岗(Argonne) 实验所作“博士后” 研究两

年方始返国，后曾为厦大物理系系主任，及担任

凝聚态物理博士生导师。 

    至 1998 年 10 月，我们 1948 级级友在母校

举行毕业 50 周年庆典，老机电系系友们也同时

作第二次大团聚。系友们公推何宜慈、葛文勋、

邵建寅与我四人为“机电复系小组委员”，也是 

“萨本楝教育基金会” 之发起人。我们曾要求林

祖赓校长为我们复系，终于年底成功。至翌年

(1999 年) 5 月初，陈传鸿博士接任校长，立即将

他的母系和我们之新机电系挂钩，并合为“物理

与机电工程学院”。他承先启后，把当年萨本栋

校长之为物理学大师、兼为电机工程学权威之两

专业融为一体，使之欣欣向荣，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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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999)8 月初，陈传鸿校长与接任他前职之王豪杰党委书记联名发函，邀请海内外知名校友，

前往深圳特区参加“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代表恳谈会”。我与陈校长恩师之李正修兄 (其时任厦大安徽校

友会理事长) 均受邀。我俩于 8 月 19 日下午抵达深圳市规模宏大之五洲宾馆，夜宴时与陈校长相唔，

他欣喜异常，畅谈良久，并合影留念。 

 

“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代表恳谈会” 夜宴时合影 

左起：校友总会林祖赓理事长，苏林华，陈校长之恩师李正修，陈传鸿校长 

1999 年 8 月 19 日夜于深圳五洲宾馆   

次日(8 月 20 日) 大会开幕式中，陈校长作详

尽之校务报告；我们从而得知厦大为国内唯一位

于经济特区的国家重点大学，其时己扩大有 12 个

学院、27 个学系，在校学生 11,600 人，正是在

“起飞” 状态中。他就是在发展中求进步之中心

领导人物。会议中场小休时，我们泰国校友会之

三位代表(即主席陈汉涛、秘书长曾心与名誉顾问

之我)与陈校长、王党委书记及校友总会理事长林

祖赓(即前任校长) 曾合影留念。 

当天下午，恳谈会分四组在宾馆三楼讨论，

我们海外校友们为第二组，在泰山厅举行，由吴

厚沂老学长为主席，陈校长与张翼副书记及厦大

海外教育学院詹心丽院长代表校方出席。我除对

校史办公室主办之“厦大知名校友录”及校友总

会主编之“校友通讯”方面有所建议外，特别提

出：盼校方预先与邮政总局洽妥，在明年四月厦

大八十周年校庆时，发行具有厦大精神人物(至少

包含陈嘉庚校主与萨本栋校长) 之纪念邮票。此

事陈校长甚为重视，嘱列入纪录；惜因时间太匆 

促，2001 年未及发行。一直到了 2006 年八十五周

年校庆时，终于有一组六枚、以厦大四大精神为

主之纪念邮票页印出，陈校长与萨校长之肖象均

出现，此是后话，但我们在深圳时是倡议者。 

由于这次校方未邀请泰国知名校友蔡悦诗，

故她在我行前托我带信给陈校长，查询有关她与

政曾兄捐助之“颂恩楼”事情。为此，陈校长特

于次晨到我房间造访，将有关进度告我：即两侧

之四楼，年底可封顶；中央之颂恩楼现己建至二

楼楼面。他保証凡上一任校长所承诺者，他仍继

续推动及克服–切困难，使之尽速完工。此外，

我们也聊到其他别的事上去，例如他所就读之师

大附中，其前身便是李正修、丁政曾和我所就渎

之福州英华中学等事。陈校长对其恩师李正修兄

执礼甚恭，在百忙中还特地造访其住室，自己买

了一大包人参及其他礼品送老师，甚具古风！而

我由于须早一天赶回泰国照料大厂，他闻讯后、

又特地亲自到我住室送行，由此可知他对老一辈

校友之敬重，尤其对其老师之同窗更甚，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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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瞬间，厦大八十周年校庆日(2001 年 4 月 6 日) 到临。事前承陈校长与王党委书记再度联名发函

邀请参加大典，我遂欣然自泰前往。校庆日上午 11 吋另有“嘉庚楼群(五座大楼) 落成典礼”，我承校

方之邀，登上位于中央主楼 (即颂恩楼)前之主席台上观礼。到了下午，我们被带到厦门市码头，然后

搭渡轮前往漳州港，再由专车送达漳州新校区奠基典礼会场，却见陈校长站立大门口亲自接待我们这些

贵宾们，并特别把李正修兄与我送上主席台上观礼；如今思之，回忆无穷。----- 到今天，厦大因漳州

校区兴建完成，学生增至三万五千名以上，校务蒸蒸日上；饮水思源，大家不应忘掉陈校长对厦大发展

之贡献！ 

由于厦大泰国校友会自 1999 年起，每年校庆之前一个月均有予庆之会，至 2002 年 3 月 10 日，则

举行“厦大泰国校友会恭祝母校 81 华诞联欢会”，仍由校友歌唱能手在聚宴中分批登台演唱，以资庆

祝。是年，特邀请母校陈校长、王豪杰书记、外文学院连淑能院长、及海外教育学院林自和副书记前来

共庆，当天是在泰都曼谷市区 Amari 大酒店举行，席开五十桌。会中由陈校长代表其四人访问团报告

母校近况，及校方近期屡获教育当局颁发诸大奖之事，令席上校友们欢声雷动。当日我与他同桌共宴，

更能欢谈竟日！ 

 

“厦大泰国校友会恭祝母校 81 华诞联欢会”时合影 

左起：泰方名誉顾问苏林华，陈传鸿校长，泰国校友会主席陈汉涛，王豪杰书记，连淑能院长 

2002 年 3 月 10 日于泰国曼谷 

    过了三天，他们要回厦，故由泰国校友会陈汉涛主席邀请他们四位及所有在泰校友，到其曼谷郊区

大花园别墅举行欢送晚会。我也特别从 150 公里远处之北标府(Saraburi) 大水泥厂区前来参加。是

夜，他与王书记均曾致词，我也以泰国校友会荣誉顾问身份致欢迎及欢送之辞，并与他们合影。是夜月

明星稀，清风徐来，他与我在花园小径旁之石桌上同进自助餐而欢叙。夜深时，我须提前结束回厂，他

居然“喧宾夺主”式地强要陪我走好一大段路到大门口，看我上了小包车后才回首，他真是把我当作他

之恩师李正修一般看待，但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了！ 

    时光匆过，陈校长任职满四年后，退休离开厦大，后闻为闽南一私立大学礼聘为校长，若干年后因

病辞职。而我在 2002 年中至 2007 年 6 月间，仍每年有一次回校参加“萨氏科研教育基金会议”或校

庆，均无法与他晤面，2007 年 7 月自泰国全面退休回美后，更音信不通了！今闻他病逝，不胜震惊，

回思往事，能不依依？谨作此文，以表悼意，并盼他对学术界上之贡献与遗爱长留人间！ 

                                            -------2010 年 5 月于美国南加州罗兰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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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力量 
--- 怀念母亲 

张文灿，武林秀 (77 化学，现居美国) 

风风雨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母亲终于在卧

床不起两年多之后，一觉睡了过去，永远地闭上

了眼睛。那是 2009 年 7 月 6 日凌晨 5 点，二哥从

国内打来的电话。知道母亲刚刚安静地走了，不

胜悲伤。 

真的有点意外。因为文灿几个月前才回老家

住了三周，觉得她老人家身体虽然比去年下降，

精神差了，话少了，但神智还算清晰，耳聪目

明，饮食睡眠正常，并没有特殊疾病。临行前文

灿对她说：“明年再回来看望您老人家。” 她

说：“下次回来，我就不在喽。”前几年离开她

的时候，她只是难过地说：“你快走嘛！”不忍

看到离别的痛苦，但从来没有说过再见不到的

话。几个月前她身上的褥疮都长好了，大家都希

望老人过了大年就能至少再多活一年。前段打电

话她还一再对文灿说“老三，我想你！” 最近一

段，觉得她 精神有点恍惚，睡觉时间长了，话越

来越少了。特别最近 2-3 天没有吃饭。保姆讲母

亲离世那晚一直念叨“老三，老三……….”。谁

知那竟然是她老人家临终遗言，此后一觉不醒，

悄然离世，再没有接电话的机会了。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我们海外游子，流落他乡几十年，不仅谈不到报

国，甚至对国内老人生不能尽孝，死不能送终，

真不知怎样责怪自己才好，也不知道这个方到底

是对还是不对。在此真诚感谢国内二哥二嫂二十

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和代劳。 

小时候看到别人的父母离世，曾经天真地以

为，自己的父母亲是不会离开我们的。父亲 20 多

年前走得突然，宛如晴天霹雳，我们在几个月中

都觉得刻骨铭心，呆若木鸡，不能接受。那时方

知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无人可以例外。母亲自

从 4 年多前脑梗，体况日下，最近两年又股骨骨

折后卧在床上，用她那特殊的方式，一点点地和

我们告别，给我们探视她的机会。她舍不得离开

我们啊！虽然知道人生无常、悲欢离合、自古难 

全，我们还是希望母亲可以例外，所以没有足够

的思想准备。如今生死两茫是永诀，今生再没有

任何见面的机会了。 

慈爱无量 

按照山西太谷当地习俗，母亲能够在 93 岁高

寿离世，尽享天年，属于白喜，要等七天出殡。

陕西榆林父亲老家来了亲人。母亲 1976 年从山西

农大图书馆退休，虽然当时退到了太谷县民政

局，现在学校图书馆的人也大多是她退休后去

的，可学校还是为她老人家组织了专门的治丧小

组。老干部处，图书馆，二哥所在工程学院和许

多热心人忙里忙外。家中设置了灵堂，前来吊唁

的人络绎不绝。 

７月１２日上午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及火化

仪式，儿孙晚辈、亲戚朋友、学生同事、行政领

导近百人参加仪式，赠送挽联花圈 60 多个，场面

庄严宏大，规格很高。这是对她老人 家和父亲一

生的高功厚德的福报和怀念。 

与母亲的遗体再见最后一面，发现她的神态

安详，睡意朦胧，身体柔软，头部竟然还能灵活

转动。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诧异，已经在冰棺停了 7

天，虽然温度不算很低，仍然觉得震惊。据考证

只有极少数大慈大德的高僧高道，毕生修炼使身

心达到洁净无邪，涅槃前又大量失水，才能做到

涅槃后身体柔软，甚至肉身不腐。母亲一生勤

俭、慈悲、善良、乐济好施，晚年得福报富庶愉

快，有二哥全家 及两位保姆的昼夜精心照料，儿

孙和四川老乡终日陪伴，欢度余生。临终半年又

蒙恩信主得救，蒙主大爱赦免赎罪，心灵和身体

得到进一步的洁净，睡梦中也常常笑醒。最后喜

乐、无疾、无痛而善终。走后身体柔软便是明

证。 

下午一行人到太原市五福陵园，举行母亲与

父亲的骨灰合葬仪式。墓地已经过二哥几次整

理，父亲骨灰也于几日前从双塔寺陵园请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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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经反复推敲刻好了，一切准备停当。碑文： 

“父： 张龙志，字树民， 陕西榆林市人，生于

1910，卒于 1986。国立中央大学学士，美国依阿

华州立大学硕士。历任铭贤学院教授，畜牧系主

任，代理院长；山西农大教授，畜牧系主任，校

长。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

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母 ：曾桂琴，四川威

远县人，生于 1917，卒于 2009，铭贤学院学士，

山西农大图书馆馆员。” 

父亲在太原省农牧厅的学生，二哥在太原的

朋友，榆林老家的亲戚和太谷来的农大一行几十

人参加了合葬仪式。朋友甚至雇请了 5 位当地艺

人，一路鸣锣开道，吹吹打打，还放了若干个鞭

炮。两位老人一生奉献，历尽磨难坎坷，完成了

不可能的使命，功彪史册。他们在天国再度相

会，可歌可泣，可贺可庆。山西农大校方鼎力相

助，二哥和工程院周密安排，一切顺利圆满。 

母亲具有四川人典型的泼辣能干、吃苦耐

劳、勤俭节约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她又天赋特别

的机警聪明，把握分寸。无论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是在处理一般的

人际关系上，她都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

策，是父亲的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和我们家里家外

的高级参谋。她毕生将全部的聪明才智都贡献给

了我们这个家。 

母爱无私 

母亲出身家道富庶，他们兄妹 12 人，属于大

家闺秀。她毕业于铭贤学院工商管理系。为了等

候父亲留学回国，与父亲结婚时已经 30 岁，父亲

则是先立业后成家，37 岁才结婚。婚后在四川生

了大哥文炳和二哥文焕。解放后随铭贤学院和父

亲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条件艰苦的山西太谷。

怀文灿的时候，父母希望生一个女孩，起好的名

字叫文凤，谁知又是一个男孩，于是改名叫文

灿。来到太谷后，母亲也渐渐地学会了做山西的

面食。父亲是典型的“学者”，一心扑在事业

上，工作忙累，家务事难以顾及。在我记事后不

久（大概是 1955 年，肃反运动开始），母亲便将

家中的保姆辞退了。母亲是学校图书馆的出纳，

每天楼上楼下跑上近十个小时。回家后还要负责

全家一日三餐，采买置衣，缝补浆洗，打扫卫

生。加上我们弟兄三个男孩的衣食住行消费量

大，一家五口人的家务事担子比工作还重，母亲 

却将家里家外安排得井井有条。白天紧紧张张工

作和政治运动，周末晚上好不容易得一点空隙，

又一针一线为我们兄弟三人织毛衣。我们的毛衣

从我们几岁起，随着年龄增长，一直不断拆洗更

新。母亲织的毛衣不但温暖合身，而且样式新颖

入流，直到我们读了中学，甚至工作结婚后，还

是穿着她老人家织的毛衣。我们年轻时母亲也给

我们写过些信，除了鼓励我们学习，注意身体和

营养外，最后落款一定是，“忙中完成，妈

妈”。 

母亲年轻时是威远县有名的田径运动员，身

体一直很棒。从有了我们兄弟三个，母亲便为我

们的成长忙忙碌碌，日夜操劳，没有属于她自己

的一时一刻。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食

品紧张，一人一个月 20 几斤粮食，一斤白面，2-

3 两食油 供应。母亲看到我们长身体，每天饥肠

辘辘，回家先揭锅盖看有什么吃的，便想尽办法

去黑市买点高价食品和猪下水，并到处去挖野

菜，粗粮细做，和面打成玉米饼，我们吃的很

香。那时吃的是红薯粉，玉谷面，代乳粉等，营

养和口感极差，甚至造成便秘。有时她把政府供

应给她自己（四川人）的几斤大米做成可口的蛋

炒饭让我们吃。文革时饭菜没有油水，她非但没

有怨言，反而告诉我们她在农村四清（1965-

1966）时，在老乡家吃派饭，全家人吃一锅菜，

只用一根筷子蘸一点油，教导我们应当知恩惜

福。那时猪肉一个月一人凭票供应半斤，我们家

有时买点猪骨头，为了那点油水，一定要熬三次

汤给我们喝。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也吃大量的胡

萝卜和南瓜。常言道“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那

时做饭也真难。母亲也从来不太会用山西的煤

灶。每天中午，她从上班处赶回来，烟熏火燎地

将一些仅有的瓜瓜菜菜、肠肠肚肚，七拼八凑地

做好一大锅饭菜，让眼睁睁地等着开饭的全家

吃。这时她会高兴地问我们：“好不好吃啊？”

父亲看她干得辛苦，会诙谐地鼓励她说：“好

吃，好吃，能说不好吗？”其实她常常自己饿

着，有时匆匆吃几口剩饭，曾几度因营养不良而

全身浮肿，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文革前半

段（1966-1971）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母亲的工资

便担当了更重要的作用。她是孝女，解放后每月

坚持给四川外公，外婆寄上 15 元，文革中也不例

外。由于政治，经济，工作和家务的多重精神压

力，加上营养不良，她几次因为心力衰竭和胃出

血住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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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无界 

母亲一生自己省吃俭用，但乐善好施，对人

大方热情。即使 1966-1970 年父亲的工资被减少

到 60 元，我们家的经济还算是富裕的。父母在钱

上和别人打交道，一定要自己吃亏。如和别人出

差吃饭，他们一定要付账，只收粮票。那时大部

分人都很穷，找我父母借钱的很多，借钱不还的

也有。母亲深知施比受更有福，总是来者不拒。 

据母亲讲，刚解放的 1950 年，铭贤学院从四

川搬回太谷。从四川到山西，白区到解放区，黄

金属于控制物资，每家只许携带一个金元宝（一

两）。母亲将全部家当 30 多个金元宝寄存在成都

一个朋友家。后来这个朋友说金元宝被抄家抄走

了。母亲有时也提起，但他们也没有为这件事过

度烦恼。只是淡淡无奈地说，钱是身外之物，消

财免灾吧。果然，他们还真因祸得福，后来运动

不断，几度抄家，那些金元宝留下的话肯定是交

待不清的祸害。 

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帮助有困难的人。我们

小时家里曾经有个附近杨家庄的保姆，我们叫张

大娘。 张大娘一家是从河北逃荒到山西太谷的，

三口人，有个儿子。张大娘在我们家做的时间并

不长。后来介绍到徐老师家工作。因为她常常经

济困难，母亲接济了她一辈子。张大娘的儿子长

大了，母亲为他在学校介绍了汽车司机的工作，

后来又为他介绍我们家的另一个保姆王金凤为

妻。两人感情不和，后来离婚。王金凤离婚后没

有地方去，母亲又帮助她，还让她后来的男人住

在我们家。王金凤后来文革中来我们家住过几

天，走后我们发现家里 的手表和几样东西不见

了。丢了东西，母亲说“着了”，也没有太生

气，笑一笑安慰大家说，他们贫穷，孩子多，吃

亏人长在世。 张大娘文革前曾辛辛苦苦一年养过

一头肥猪，卖给国家得了 100 多元。她想割几斤

肉，欢欢喜喜回家过年。谁知钱没有放好，竟然

在买肉拥挤时，被贼偷了。老人家一时无措，如

五雷轰顶，坐在大街上嚎啕大哭。母亲知道后非

常同情，偷偷塞给她几十元。又给她出主意，准

备了许多器皿和四川泡菜，帮助让她在学生灶外

卖咸菜，解决她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张大娘经常

来我们家看望，有时拿点蔬菜，多年来见面就叫

一声：“张太太”，甚至文革中也没有改口。母

亲也常给她零花钱。1986 年父亲去世时，张大娘

也加入了我们亲属一列，和众人握手。张大娘后 

来去世时，母亲又帮助她送终。 

虽然文革中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成为众矢

之的，我们家的收入也少于过去一半，而且当时

知识分子之间不相往来，许多人见面躲尚不及，

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热心帮助有困难的同事和朋

友。大哥的同学任亥生的母亲去世早，后妈对他

不好，母亲非常同情，常常帮助他。任亥生后来

参加了空军，他们家也离开了太谷。他结婚、生

子都很少回他在洪洞的家，而来我们家或徐老师

家吃住。母亲对我们兄弟的其他家庭困难的同

学、朋友，都是来者不拒，从来没有想过任何报

答。我的一个同学当兵后，每次回来都到我家吃

饭，后来他退伍到临汾，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

一次就给了他 100 斤全国粮票。下乡插队时我的

朋友刘世平父亲刘惠芝教授在劳动改造时不幸心

肌梗死逝世，家中发生巨大变故。世平还在太谷

范村插队。他母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从太谷中学调

到了太原五中。搬家时我母亲将家中的煤糕和其

它生活品送给他们，以应急时之需，可谓雪中送

炭。世平母亲和姐姐在太原，而他自己则常常来

太谷县找工作 ，就吃住在我家。找上工作后，母

亲给他买了一套脸盆、毛巾和被单等，待如亲

子。后来父亲、母亲多次去太原看病住院，都是

世平舅舅和姐夫帮忙。平时过年过节，世平也来

看望母亲。去年六一农大子弟学校校庆，世平又

一次看望母亲，并亲切地叫母亲“妈妈”，母亲

高兴地合不拢嘴，连忙笑着说：“行了，行

了”。母亲去世后，世平和二哥在太谷、太原墓

地之间跑了许多趟，安排碑文，准备合葬事宜，

比我们这些国外的亲生儿子出力还大。 

至爱无敌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急风暴雨。一夜之间，

父亲从“全国人大代表”，“系主任”，和学校

“一杆红旗”成了全院最大的“牛鬼蛇神”之

一。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戴上了“漏网右

派”，“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分子”，“美帝走狗”，“反动权威”等大

帽子。母亲那时刚在榆次四清回校就得参加父亲

的批斗大会，并且被迫上台揭发父亲的“问

题”。第二天，在图书馆外出现许多大字报，说

母亲包庇父亲。母亲面对自己从“革命干部”变

成“被人革命的罪人”，反差变化太大，一下子

胃出血，二哥和我用担架将她送到了医院。 

1966 年 7-8 月间。学校又掀起了对“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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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戴高帽游街的凌辱。一天早晨，文灿还在

睡梦中，听见外面锣鼓声大作，由远到近，冲着

我们家而来。母亲急得团团转，说：“赶快起

来，你不是爱看热闹吗？来了，学生们来了！”

我们全家人像几只在山洞中无辜无奈的羔羊，任

凭豺狼的凌辱和袭击。学生们首先让父亲站在门

前，低头认罪。在家里家外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

口号。然后叫母亲出来将准备好的一块布，缝在

父亲的衣服背面，上面写着极端侮辱的话。他们

还精心准备了高帽子和一块牌子，勒令父亲每天

出门必须带着这三样东西。学生们临走还叫父亲

继续低头认罪一个小时。不可思议的是，学生们

的恶行竟然得到一个“傻小子”的共鸣。学生们

走后，本来一直蹲在一边的他突然冲到我们面

前，咆哮喝斥，如同狂犬吠日，后被家人强制拉

离。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无端刻意制造

“阶级敌人”，煽动仇恨，无法无天，激活了部

分人心底的魔性和兽性，甚至傻子也会趁火打

劫。恶念相通，水平相当，同样疯狂可怜，愚昧

无知。江青不也自称文革中她是一条没有理智的

“狗”。泱泱文明大国一时间竟由这些弱智的恶

人、恶念当道，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后

来有一次我在校园碰到如此装束的父亲，他低着

头，面无表情，匆匆而去，我心如刀铰。他老人

家一定看见了我。秋天，学校革委会又宣布抄

家，扫地出门。那时，父亲被迫和全校几十个有

“问题”的人集体吃住在农场，劳动改造，不许

回家。母亲在医院。我们临时找了一间房子住，

半年后回家，发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储藏室

里挖了一个大洞，据说是找电台和武器。 

父亲成了全校重点批斗审查对象，多次被批

判，抄家，揪斗，游街。株连母亲及全家。我们

则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子女。之后

的十年里全家过着“等外人”的生活，没有抬起

过头。父亲的压力最重，家里家外都没有话语

权。他卧薪尝胆，拼命地劳动改造，思想改造。

默默地完成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翻身”十年计

划。母亲的负担更重了，除了日常工作和家务

外，她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四川人特有的乐观和

正向思维，开导父亲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检查

自己的错误。在同情、理解和支持父亲的同时，

也给他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生存希望。 

父亲于 1966-72 年间曾经被送到猪场劳动改

造三年。其间造反派分裂，以枪械地雷为武器的

武斗开始。农学院美丽的校园成了太谷地区的武 

斗中心，每天高音喇叭对骂，枪弹横飞，地雷手

雷爆炸声不断，有的学生、教授甚至被流弹打

死、打伤。父亲在学校猪场劳改，除了饱受皮肉

之苦和精神折磨，每天上班就得路过两派武装割

据的火力交叉地带，非常危险。为免遭飞来横

祸，父母亲赶紧将大哥送到农村，二哥和我送到

老家榆林安全地带，他们自己则相依为命，冒着

生命危险，留在了“武斗和改造前线。”母亲是

父亲唯一的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没有离开过一

步。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父亲的“问题”也由

解放后的“反党思想”，到解放前的“历史问

题”。历次运动中，他的历史“问题”，经多次

交代，隔离审查，已有的结论又会被推翻，再次

隔离审查，逼迫交代“新问题”。文革中有几次

他不堪凌辱和逼迫，和母亲说他坚持不住，不想

活了。母亲也一再严肃地告诫他：“你一了百

了，解脱了痛苦，给我丢下三个上中学的儿子，

让我怎么办？”“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真金不怕

火炼。”参加完太谷县宽严会回来，父亲有所感

悟，在日记中写道：“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只

要承认，都从宽处理了。我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承认也没有什么，也就是狗屎上加一泡尿。但是

谁是介绍人，有什么活动，交待不出来。”“我

的问题再大，也不会有死罪，为了爱我和我爱的

人，要顽强地活下去。”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坚持认罪、诚恳态度。即使被 24 小时轮番逼

迫，被凌辱体罚，也不作伪证，假证。终于以柔

克刚，感化了专案小组，让他回家过 1970 年春

节。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在全校近 100

个专案中的 95% 定案后，在五次“宽严会”后，

还没有定案，因为没有办法到美国调查。他自己

不能参加任何学校活动，每天只是打扫厕所，浇

冰场，挖地道。我们弟兄三个的工作分配、参军

和升学都也受到株连，父亲压力之大，可想而

知。可以说在文革中几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在父亲最需要倾诉和安慰的时候，一个是母亲对

父亲及全家的爱，另一个是父亲对我们全家的

爱，这两根攀天大柱，一天天苦苦支撑着父亲那

频临崩溃的精神大厦，使父亲在生死的天平上一

次次战胜了自我，摆渡向了更艰难，希望渺茫的

“生”。一直到立案两年多的林彪事件后，1971

年后半年，学校终于放弃了审查，相信了父亲的

交代，允许他参加小组群众活动。甚至让他在全

校报告文革中“劳动及思想改造”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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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1961 年 

对父亲劫后余生的内心激动，我们很难理

解，表现有些麻木不仁，觉得理应如此。父亲对

我们的态度很生气，大概他对自己 6 年多卧薪尝

胆，一滴血，一滴汗，一滴泪换来的工作机会更

加珍惜；对“政治是生命”和的理解更加刻骨铭

心。 

貌似柔弱的父母以至爱一次次战胜了貌似强

大、不可一世的专案组及其背后的“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无产阶级专政”。慈爱和忍耐化

解、战胜了仇恨和斗争。我们的父母才是真正的强

者，他们挽救了我们，挽救了这个家。我们一步步

熬过了痛苦的 10 年，终于走出了黑暗，走向光明。

大概是因为父亲文革中受的磨难最多，冤屈最大，

而他却丝毫没有抱怨和不满，一如既往地，满腔热

忱投入工作。文革后期他还以德报怨，见缝插针， 

“三步并做一步(摘自日记)”地做了大量科研和推

广工作。他后来被推选为山西农大校长，全国人大

代表和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代表。我们兄

弟三个也相继上大学，结婚成家，后来又先后留

美。2005 年 10 月，学校又为父亲塑立了铜像， 

2007 年 100 年校庆又为他出版了“张龙志文集”，

成为山西农大传奇式人物。我们共同经历和见证了

父母超乎寻常，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母亲的功劳

最大，她笑到了最后，幸运地见证了这一切。她离

开的时候是带着欣慰，自豪和微笑。他们完成了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先烈的成

功所需要的付出和代价。我们更应当感恩惜福，继

承和宣扬他们的精神和事迹，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

灵。 

2009 年 9 月 26 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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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思乡草》 
郑启五（81 外文，土耳其中东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厦门大学被迫从厦门

岛内迁闽西长汀，在危难中走马上任的萨本栋校长

为此书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引以为傲的辉煌篇章。 

我的父亲郑道传和母亲陈兆璋是厦门大学长汀

时期的学生,也都是当时校园文学社团“笔会”的成

员，我从小常听他们和老同学追述和回味抗战时期

长汀厦大的“笔会”往事。“笔会”里有个名叫

“朱一雄”的让我印象尤深,在“笔会”的文学墙报

上，他不仅散文写得漂亮,而是是绘画和插图的高

手。 

新中国建政之后，家父和家母先后都回到母校

厦门大学任教，而朱一雄则去了台湾，岁月如水，

后来听说他去了菲律宾，后又移民美国……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无论是“逃台”还是“去美”，都是

犯了政治的大忌，但父母亲仍窃窃私语，津津乐

道，他们自有他们的“同学观”，他们更有他们的

“同学情”！ 

改革开放，中国万象更新，此时的朱一雄已经

是名满北美的美术教授，他开始时常回到祖国，带

着他的美国学生上黄山写生,他乘机回到母校，成了

我们家的贵客，成了我们家的常客，那是一段多么

值得回味的日子啊，厦大校园“敬贤一号楼 401

室”总是充满了他们长汀老同学欢聚的笑语，夕阳

把窗台和阳台镶上一片璀璨的金光…… 

最是那年厦门大学“纪念萨本栋百年诞辰”而

举行的会议上,朱一雄送来了他精心创作的大尺幅国

画工笔《恩师图》,绘的是萨校长当年在长汀的陋舍

里辅导学生的场景,樟木耸立，芭蕉流翠，精美而传

神的美图令当年的老同学深深陶醉,很难想像,一个

年过八旬的老人提着毛笔进行着如此精微的勾勒,心

颤而手不颤,饱含情愫的水墨在一方宣纸上出神入

化……校友总会拟将此宝画珍藏于校本部的陈列室

里，而朱一雄同学则执意要置于长汀厦大遗址那修

复的大成殿内，那里也有一个厦大校史的陈列室，

老人家的心还一直挂在往昔的长汀……当时分管校

友会的常务副校长潘世墨说，那就遵照作者的意愿

吧。 

一代厦大长汀学子渐渐老去，白发皓首的朱一

雄从大洋彼岸给我们家寄来了他的文集《思乡草》

（2009 年 6 月台北市“书林出版公司”版），此

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的母亲正躺

在厦门中山医院的重症病房里，我用有点颤抖的手

拆开了外包的封纸，我是替远在天国的老父亲来面

对这部《思乡草》的，我是替昏迷在病榻上的老母

亲来阅读这部《思乡草》的，我，一个远在土耳其

的“厦大汀江之子”在同样浓烈的乡愁之中，动情

地诵读这奇异的《思乡草》，于是一株株、一抹抹

绿油油的《思乡草》就这么悄然植入我的心扉：我

仿佛卸去了自己闽南的衣钵，披上了一雄先生早年

的童衣，赤足走在祖国江阴的乡土上…… 

作者身在海外的半个多世纪里，不仅用传统的

水墨描绘华夏的山川流水，而且在浓厚的思乡情感

的牵引下，用古典的方块字写出一题又一题素净的

随笔，在菲律宾热带的季风里，在美东维吉尼亚的

绿荫下，茂密蔓生的竟然是一大片故乡江阴连接天

涯的芳草…… 

《思乡草》的下篇是《草叶堂随笔》，是朱一

雄学长在美国东部居住过三十多年的一个大庄园内

的生活素描，那里是他与夫人庄昭顺学长（她可是

我母亲陈兆璋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之居所，也是他

的“第二故乡”所在，先生寄情庄园内的花草树藤

以及小动物，信手用方块字写生，一幅幅雅致的小

品如红叶一般随风飘落，让读者深感人与自然的和

睦与和谐，这个庄园也许是先生心目里另一个草木

摇曳的“江阴”，而我却情不自禁地把这个庄园想

像成是大洋彼岸的又一套“厦大敬贤一号楼 401

室”，因为一雄先生那多与我们家的“两地书”的

信封上都写有这个庄园的园址，而这个庄园同样是

他们长汀时期厦大老同学们经常欢聚的场所，当年

汀江的放歌，久久回荡在同一片蓝天下的草木之

间，当年故城的絮语呢喃在同一个金色夕阳映照下

的阳台内外…… 

《思乡草》，永远碧绿的“思乡草”，在大

洋的东岸西岸，在你的心田我的心田，在无数

“思乡草”、“思乡花”、“思乡木”和 

“思乡鸟”的簇拥下，长汀的厦大一代人在最美的

夕照里渐渐化成了金色的雕塑……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母亲陈兆璋  

——厦门大学历史 46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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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时 平反后 

她都是失明丈夫的一盏明灯 
记者 吴笛 实习生 郭文娟（厦门晚报 2010/6/29） 

   上个月，86 岁的陈兆璋辞世。儿子们依照她生前的遗愿：不办追悼会，去世当天遗体火化。8 年

前，丈夫郑道传的离世同样低调。小儿子郑启五说，母亲追随父亲一生，无怨无悔，即使身后的丧事从

简，都意见一致。 

年轻时，陈兆璋是福州一中公认的才女，1942

年，她以福建省高考状元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

曾任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她的丈夫郑道传是厦

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教学，曾获“全

国自强模范”称号。大儿子郑启平说，母亲是父亲的一

盏灯，永远为他照亮回家的路。 

丈夫每天要挑 60 担水 

她为他缝了厚实的肩垫 

陈兆璋和郑道传是长汀厦大的同窗校友，1948 年

7 月结为伴侣。几年后，大儿子郑启平和小儿子郑启五

相继出生。 

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郑道传被划成“右

派”。此后在 20 余年的坎坷生活中，陈兆璋成了丈夫

最坚强的精神支撑。 

离开讲台的郑道传白天挑水拉粪，晚上还得被批

斗。每天要挑 60 担水的他，一天突然觉得肩头舒坦了

许多。原来，是妻子用棉絮为他缝了两个厚实的肩垫。

回到家，他并没有对妻子说一句感谢的话，但是从眼神

交汇中，他的感动早已让妻子心领神会。 

                 陈兆璋老人 

郑道传个性耿直，心中的愤懑无法排解，双眼视力越来越差，到了后来甚至完全失明。然而，陈

兆璋跟丈夫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鸡蛋让给丈夫吃 

丈夫舀还时却掉桌上  

每场批斗会前，陈兆璋总要为丈夫煮上两个“平安蛋”。批斗会经常凌晨一两点才结束，每晚丈

夫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陈兆璋总要为他煮上一碗热腾腾的白面条，再洒上几滴香喷喷的米酒。进

入“三年困难”时期，陈兆璋精打细算，把鸡蛋缩减到一个。郑道传总是把这个惟一的鸡蛋分成 4 份，

一家 4 口一人一份。而陈兆璋总是偷偷再把自己的那份放到丈夫碗里。 

当时，郑道传双眼视力只有 0.02，一张《厦门日报》拿到眼前，他连报头都看不清。但他能感觉

到妻子把自己的那份鸡蛋放到他的碗里。于是，他总是趁着妻子离开饭桌的空隙或者不注意时，把碗挪

过来，再把蛋放进去，有时候没放好，蛋掉到桌上了，儿子就会帮他把蛋舀到陈兆璋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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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丈夫外出，她都会叮咛两个儿子大声跟父亲说：“我们都等你平安归来。”儿子郑启平说，

无论多晚，母亲总要在门口守候，她就像一盏灯，即使父亲的眼睛只有一点光感，靠着母亲这盏灯，他

也可以摸索回家。 

丈夫半夜想起教案有不妥 

她马上起身翻书念给他听  

1979 年，郑道传被平反。此时，夫妻俩都已年过半百，但两人都选择了重返讲台。 

虽然双目失明，但是郑道传仍然登台讲课。他上课不用教材，讲义脱口而出。凭着对三尺讲台的

熟悉，他不仅可以在讲台上走动，还能够写板书。他带研究生，出新书，到全国各地去开讲座，还获得

了“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郑道传曾无数次对外人说：“这么多年来，没有妻子的支持、付出，自己肯定无法取得这些成

绩。” 

郑道传双眼看不见，备课常需要陈兆璋的帮助。陈兆璋就利用课余时间帮丈夫收集资料，做简

报，念教材给他听。有时，郑道传半夜躺在床上，想起次日讲课内容还有不成熟的地方，陈兆璋二话不

说，马上爬起来开灯翻看书本，找到丈夫说的那段文字，再念给丈夫听，帮他完善。 

花前月下实为探讨学术  

录三四百盒磁带帮丈夫备课  

为了方便丈夫备课，陈兆璋自己朗

读，把《资本论》录成磁带，分别编

号，按顺序放在书橱里，丈夫需要查找

时，自己摸索着就能找到。磁带过了 3

年就会受潮发霉，陈兆璋就再重录一

遍。家里光是录音磁带就有三四百盒。 

每次录音，陈兆璋都特别认真，除

了在换磁带的间隙休息一下，两三个小

时几乎没有休息。因为常常忙得忘了喝

水，她的嗓子经常不舒服。郑道传虽然

看不见但是听得到。每到这个时候，他

就摸索着，拿出一片薄荷糖，塞到陈兆

璋的嘴里。孩子们一回家，郑道传叮咛

的第一件事就是，“快！快去给你妈泡    郑道传和陈兆璋夫妇 

杯蜂蜜茶。” 

郑启平说，一起在厦大校园散步，是父母最多的消遣。每天傍晚，只要天气好，陈兆璋就会搀着

丈夫到校园里散步。老两口就这么互相搀扶着，边走边聊学术问题。远远看去，还真有点“花前月下”

的味道。 

当年为丈夫出纪念文集 

如今儿子筹备纪念她的文集  

   陈兆璋一辈子为丈夫劳累奔波，无怨无悔。即使丈夫离世，她还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让丈夫留在自

己的生活里。 

  2002 年丈夫去世后，陈兆璋遵从他的遗嘱，丧事从简。之后，她马上和小儿子郑启五一起筹划为

丈夫出一本纪念文集。当时，她已经年近 80。联系写稿的亲友，催稿，看稿，她几乎每篇都要仔细审

读，连标点都不放过。陈兆璋认为，用文字来纪念丈夫，或许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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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这本名为《热血与坚忍》的纪念文集终于出来了。当时，陈兆璋身体已经不大好，记忆

力也有下降，但她非常喜欢翻看这本书。孩子们知道她的心思，特意在她的房间放了 5 本同样的书，床

上有一本，桌上有一本，椅子上有一本……只要她想翻看，随时都能看到。 

 陈兆璋去世后，两个儿子准备为母亲也出一本纪念文集。郑启平和郑启五都说，无论何时想起，母

亲对父亲的爱都让他们动容。他们要通过文字和图片，让父母之间的感情永存。 

（图片由郑启平提供） 

 

数字盘点： 

厦大 2009 年科研工作 
郑莉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 

在今年的科研工作会上，校长朱崇实用一组

组翔实的数据，全面地回顾了我校 2009 年科研工

作取得的成绩。 

科研经费 

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4.43 亿元，比 2008 年

的 3.62 亿元增长了 22.38％；理工医科 3.63 亿

元，人文社科 8004 万元；纵向科研经费 2.61 亿

元，横向科研经费 1.57 亿元，其他 2400 万元；

理工医科教师人均科研经费 41.35 万元,比 2008

年的 33.9 万元增长了 21.98%；人文社科教师人均

科研经费 7.32 万元，比 2008 年的 6.18 万元增长

了 18.45%。 

科研项目 

理工医科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166 项，

经费 7755.5 万元；新增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5

项，重大研究计划 8 项，重点项目 8 项，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 1 项；2009 年新增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课题 16 项，经费 4000 万元；国家三大类项目

（国家“973 计划”、“863 计划”、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共 18 项，经费 4882 万元；横向课题稳

步增长，课题的领域不断拓展， 2009 年共立项

395 项，合同经费达 9702.77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取得重大突破，

2009 年有 3 项课题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

项目有 19 项获准立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有 2 项课题获准立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一般项目有 40 项获准立项，横向课题立项有较大

进展，尤其在特大型项目（经费数在 100 万元以 

上）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科研基地 

积极整合力量，大力加强平台建设，新增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增 1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新增 5 个福建省重点实验室，新增 2 个福

建省工程技术中心，新增 1 个厦门市重点实验

室，新增 1 个厦门市工程技术中心。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绩显著，5 个

基地顺利通过评估，整体水平获得较高评价；宏

观经济研究中心继续举办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预测发布会，影响力日益提高。 

科研队伍 

2009 年新聘全职教师 153 人，其中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 144 人，教授 14 人，副教授 31 人，

外籍教师 7 人。2009 年入选中央引进海外优秀人

才计划 7 人，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人，新增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7 人，新增“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新增

“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5 人、校级特聘教授 2

人、讲座教授 2 人，新增国家“创新群体” 1

个，新增教育部“创新团队”1 个。 

科研成果 

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在

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10

篇；JCR 一区论文 54 篇，二区论文 170 篇。获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2 项；厦门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6 项。申请专利 27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52 项，实用新型 22 项，外观

设计 1 项；授权专利 16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9

项，实用新型 19 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

项。我校 2008 年发表 SCIE 论文 710 篇、EI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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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篇、ISTP 论文 356 篇。 

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 1 篇，被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 6 篇，在国外 SSCI 和

A&HCI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 23 篇。获教育部第

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4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9

项。获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39

项，其中荣誉奖 4 项，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34

项，三等奖 88 项（含青年佳作奖 6 项）。获司法

部奖 2 项，其中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社会服务 

积极推介科技成果，组织参加第七届 6•18

福建省项目成果交易会，现场对接项目 50 项；参

加 9•8 厦门投洽会专利技术专项对接会，推介专

利项目超过 100 项；积极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第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广东省产学研合作项目成果展览会以及在各

地举办的科技成果推介会等。 

校企、校地合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分别与大

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赣州市政府等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

议；共承接福建省科技项目 2120 多万元，其中包

括基金项目 81 项，重点项目 17 项；林伯强教授

提交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受到中央

领导同志的重视，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专门发函福建省委宣传部和我校党委，对

林伯强教授通报表扬。  

 2010 年 3 月 26 日 

 

“心中的母校” 
——喜迎厦大90周年校庆征文启事 

尊敬的校友： 

201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

为了总结厦门大学90年的办学历史，传承优良传

统，光大南方之强，校友总会决定以“心中的母

校”为主题，向全体校友征文。同时在90周年校庆

专题网站上开设“校友空间——心中的母校”栏

目，发表应征文稿，并于适当的时候将文稿陆续汇

编印刷。 

亲爱的校友，您见证过厦门大学传承发展的艰辛

与奋斗、体验过厦门大学“四种精神”的博大与深

沉、分享过厦门大学的光荣与梦想，不管您如今身

处何方，无论您现在如何忙碌，恳请您在此刻提起

您深情的笔，述说您与母校的情感关联，为母校的

90华诞献上您的厚礼。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您的来稿，请您按以下要求惠

赐佳作： 

一、征文内容 

（1）大学日历：也许是初见大海时的兴奋，

也许是凤凰花开时的不舍，也许是某个特殊的纪念 

日，您的大学日历里该有说不尽的故事，值得一生

珍藏； 

（2）师德风范：师恩浩荡，春风化雨。曾经有

位老师触动过您的心灵、指点过您迷茫的方 

向、对您的人生产生过影响，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您

与恩师的故事； 

（3）同窗情谊：睡在上铺的兄弟、曾经那“同

桌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打开您记忆的闸门，青春

的岁月、纯洁的友谊定能跃然纸上； 

（4）社团春秋：形形色色的学生团体，指点江

山的书生意气，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参与其中的

您应是获益良多； 

（5）厦大印记：离开母校融入社会大舞台的

您，是否发现您的身上具有一种特质，这种特质闪

耀着“厦大人”的光芒，伴随您开创属于您的世

界？ 

（6）指点南强：母校的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

持，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需要您的建

言献策，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7）厦大坐标：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芙蓉湖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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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是的，希望能从您的回忆中探寻厦大各个地理

坐标不同时期的模样，最终凝练成厦大全景画面； 

（8）光影厦大：芙蓉湖、上弦场、群贤楼、情

人谷、木棉树、凤凰花……瞬间即为永恒，如果你

有反映厦大不同时期校园生活、校园风物的照片，

希望您能与母校分享。 

二、作品要求 

1、文章内容积极健康，体裁不限（小说、戏剧

除外），要求文笔流畅，富有真情实感。 

2、文章字数在3000字以内，必须为原创作品。 

3、照片请附简要文字说明。 

三、投稿方式 

1、文字作品采用A4纸质或电子版，如有与文章

相关照片请附上。请自行保存底稿。 

2、纸质照片用后寄还，欢迎提供电子版。 

3、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发表时笔名听

便）、入校时间及系别、现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4、来稿请寄：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邮编：361005）； 

电话：0592-2182227 传真：0592-2187222； 

电子版请发至alumnixm@xmu.edu.cn，请在邮件

主题栏注明“校庆征文”字样。 

四、截稿日期：2010年12月31日。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  

二〇一〇年五月 

美洲校友会 2010 校友联谊活动的通知 
美洲校友会理事会 

美洲校友会将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校友联谊活动。 

现将本次活动的基本情况通知如下： 

本次校友联谊活动的场地、住宿、饮食等事项由华盛顿 DC 的校友安排，刘伟敏理事总负责。 

活动时间：2010.10.8 下午报到，自由活动 

          2010.10.9 全天联谊活动 (内容另行通知) 

          2010.10.10 联谊结束，校友可选择返回或自行组织群组游览华盛顿。 

活动地点：Embassy Suites Dulles Airport  

          13341 Woodland Park Drive 

          Herndon, Virginia 20171 

          Tel: 1-703-464-0200   Fax: 1-703-464-0210 

http://embassysuites1.hilton.com/en_US/es/hotel/WASDAES-Embassy-Suites-Dulles-Airport-

Virginia/index.do 

      住宿享用团队折扣价：每标间每天 105 美元(含税)。每标间可住 4 人或以上。注册时请说明

您对房间及室友的要求。 

注册：希望校友尽早安排您的假期，尽早注册，以便我们有足够时间安排。 

注册请联系： 

    Xiao, Wenming / 肖文明,  240-888-4751 (C),  wenmingxiao@yahoo.com 

     Zhan, Shili / 詹世利,  703-980-3341 (C),  zhan0089@gmail.com 

     Liu, Vincent / 刘孟经,  410-905-1688 (C),  liu_mengching@hotmail.com 

     Liu, Weimin / 刘伟敏,  301-518-8270 (C),  lisa_liu50@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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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本会希望有兴趣的校友对此次校友联谊活动提供赞助。赞助者可享有在本次联谊现场、

本会校友通讯、或本会网站上宣传您的产品、生意、或服务的权利。有意者请联系： 

Liu, Weimin / 刘伟敏,  301-518-8270 (C),  lisa_liu50@hotmail.com 

Zhu, Weiyuan / 竺伟源，647-668-1688 (C), charliezww@yahoo.ca 

请各地校友、校友会协同各地的理事们广为宣传此次联谊活动信息，吸引更多校友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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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美国) 
BALANCE SHEET (US$) 

 12-16-2009 至 06-20-2010. Prepared by Yiming Fan. 

收入 支出 
1. 上期结存 $8571.91 1. 校友通讯 53 期印刷费邮费(傅志东) $1598.77 
2. 本期会费与捐款收入 $1620.00 2. 陈传鸿故校长追悼会花篮(肖潇) $61.76 
小结  Subtotal $10,191.91 小结  Subtotal $1660.53 

结余 TOTAL $ $8531.38 

 

附：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会费/捐款名录(美国) 

英文名 中文名 
毕业系别、 

年份 

会费/捐款

款额 
支票日期 收到日期

Yuluan Chen 陈玉銮 化学 1985 $100.00  12/30/2009 2010-3-28 
Liyuan Bao 包立源 化学 1981 $30.00  1/30/1020 2010-3-28 
Linhua Su 苏林华 机电 1948 $50.00  2010-2-17 2010-3-28 

Junli Sheng 盛峻丽 旅游 1996 $20.00  2010-4-5 2010-6-20 
Yali Xin & Kefang Zhao 辛雅利& 赵可仿 国贸 1983 $100.00  2010-4-5 2010-6-20 

Minqi Bao 鲍敏琪 物理 1985 $200.00  2010-4-5 2010-6-20 
ZhenCang Chen 陈振苍 土木工程 1947 $20.00  2010-4-5 2010-6-20 
Wenyean Chen   $20.00  2010-4-6 2010-6-20 
Yusheng Yeh 叶雨生 机电工程 1948 $20.00  2010-4-6 2010-6-20 

Bichung Tsang   $20.00  2010-4-6 2010-6-20 
Kendall Su 苏林翘 机电工程 1947 $20.00  2010-4-7 2010-6-20 

Yukweng Lin  林幼堃 土木工程 1946 $100.00  2010-4-8 2010-6-20 
Yanfei Shen & Lu Shen 沈雁飞 & 沈鹭 化学 1982 & 化学 1986 $100.00  2010-4-9 2010-6-20 

Mid Ouyang & Jingzhao Liu 欧阳谧 & 刘景昭 机电 1944 & 机电 1945 $30.00  2010-4-9 2010-6-20 
Rong Huang 黄榕 化学 1986 $20.00  2010-4-10 2010-6-20 

Qisheng Hong 洪启生 数学 1985 $10.00  2010-4-12 2010-6-20 
Chunhui Qiu 邱春晖 数学 1985 $10.00  2010-4-12 2010-6-20 

Yipei Chen & Kunyu Zhou 陈奕培 & 周昆玉 数理 1946 & 外文 1958 $30.00  2010-4-12 2010-6-20 
Stephen Huang  黄士煌 机电工程 1947 $50.00  2010-4-14 2010-6-20 

Jianliang Li & Lizi Wu 李建良&吴丽姿 生物 1987 & 生物 1989 $50.00  2010-4-26 2010-6-20 
Yuanyung Huang 黄源荣 银行 1945 $20.00  5/2/1010 2010-6-20 

Jenkuen Chen 陈贞堃 机电工程 1946 $20.00  5/4/1010 2010-6-20 
Yiming Fan 范义鸣 财金 1995 $50.00  2010-5-8 2010-6-20 

Chentao You 游晨涛&郑群 化学 1987 $50.00  2010-5-8 2010-6-20 
Yongkui Sui  孙勇奎 化学 1981 $60.00  2010-5-10 2010-6-20 

Hou I Wu & Mei Ching Wu 吴厚沂 & 陈梅卿 教育 1946 & 会计 1946 $100.00  2010-5-28 2010-6-20 
Hong Liu 刘红 生化 1986 $20.00  2010-5-30 2010-6-20 

Junqi Ding  丁俊琪 化学 1985 $50.00  2010-6-10 2010-6-20 
Lieng-Huang Lee 李联欢 化学 1947 $50.00  2010-6-17 2010-6-20 

Zhidong Fu 傅志东 化学 1982 $200.00  2010-6-17 2010-6-20 
   $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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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财务报告 
焜李里  (82 生物，现居美国)：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基金会财务 

(2010 年 6 月 15 日) 

以下是李联欢前董事长 2009 年 11 月 21 日年度报告以来本基金会财务活动的总结报告： 

1. 新的捐款：目前尚未收到新的捐款。 

2. 开销支出：本会每年必须付 MERRILL LYNCH 管理费 80 美元，这笔费用通常在每年的 2 月支付。 

3. 财务现状：受环球经济影响，近几个月来股市动荡不安，各项投资均受影响，本基金会存款与

上次报告时($51099)相比有所下降，至 5 月 28 日（最近一次帐号报告），本基金会存款为

$49938.69。本会存款和共同基金投资由康州 Merrill Lynch New Haven 办事处管理。 

校友之中如有捐款，请寄本会财务李里焜（本人），地址： 

Likun Li, 3910 Clarestone Drive, Pearland, Texas 77584 

Telephone:  713-563-9001 (0),  281-412-9046 (H)   e-mail: likun_l@yahoo.com 

支票请写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并另注明 Deyao Wang Life 

Science Scholarship Fund.  在美捐助者，可得免税优待。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报告 
丁俊琪(85 化学，现居美国)：基金会财务 

至 2010 年 5 月 30 日为止，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账面结余为 53,135.14 美元，具体收支

见下表： 

收入 

上期结余 

50,611.84 

(其中流动账户 in people’s bank：611.84 

CD 账户 in Bank of America (original Countrywide Bank): 50,000.00) 

利息 
7,613.30 

（此利息为 CD 账户从 2006 年 5 月 30 日到 2010 年 5 月 30 日累计利息） 

支出 

厦大 2010 年奖学奖教金 5,065.00（厦大实际到帐 5,030.00） 

汇费 35.00 

结余 

53,125.14 （其中 BOA CD 总数：40,000.00, People’s Bank: 13,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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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校庆，由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各项奖教奖学金得主如下： 

厦门大学自强奖学金（每位美金 400.00）： 

岳红军（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生）  张宸崧（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 

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每位美金 400.00）： 

   郑 鸣（经济学院）    毛秉伟（化学化工学院）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由教育研究院评出）： 

刘额尔敦吐（教育研究院 2007 级博士研究生）（刘额尔敦吐同学文章见后） 

另外，学校还于 2009 年 12 月颁发了 2009-2010 学年曾玉山助学金，该助学金为美洲校友曾庆沅先

生所设，专门资助有需要的长汀籍学生，共有八名学生获得此助学金，每人 375 美元（2009 年所需资金

于去年 3 月汇去厦大，今年 12 月，又将有八名同学得到资助，所需资金已于今年校庆前汇出）。2009

年资助名单如下： 

王建建 化学化工学院生物工程系 2006 级 

沈淑祯 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 2006 级 

钟伦昌 经济学院财政系 2007 级 

赖盛明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 2007 级 

邓丽萍 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 2008 级 

曹力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系 2008 级 

叶伟强 经济学院经济系２００９级 

于凤正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航空系２００９级 

其中叶伟强、于凤正为 2009 年入学的新生，其他为继续资助的同学。 

教育基金在过去的一年未有新增捐赠，银行利息也因利率太低而收入有限，在此呼吁有爱心的校

友，继续支持教育基金。 

另外，最近有校友询问在母校设立“校级”奖学奖教金的问题，经与校友总会沟通，现将“厦门大

学设立奖教金、奖学金指南”附后，原则上“校级”奖学奖教金一年奖励“不少于 20 人”，这对新设

“校级”奖学奖教金有比较高的要求，校友总会建议捐赠者可以设立院系级奖学奖教金，也可以捐入学

校的教育基金。当然，您也可以捐入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 

附件一：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回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2010 年得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7 级博士研究生：刘额尔敦吐 

我叫刘额尔敦吐，蒙古族，来自于祖国大边疆内蒙古自治区，出生于一个极其普通的牧民家庭，世

代牧人，家境贫寒，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为了摆脱贫困，自童年就梦想将来能走出恶劣的自然环境，而

要真正改变这一状况，唯一的途径便是接受学校教育，以成为人们所羡慕的大城市里人，过上能够“不

饿肚子”的“幸福”日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我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进入条件较差的牧区小

学上学。当时，像我们牧区这样的小学是不可能有充足的教师资源，但是家长们为了能够满足我们求知

的需要，使我们尽早“开阔眼界”，就从几个牧区中筛选曾经读过几年小学的牧人来担任教师。虽然当

初我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但是能够上学、认字、算术，成为我最为欣慰的事情了。在当时，我们牧区

的教学条件及设施特别差，但是老师们非常热爱教育事业、责任强。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至今为止一直

在鼓舞着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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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木初级中学。初中的教学条件及设备与小学相比相差无几。因为

学校没有宿舍，所以我们只好骑马上学，这真正成为“马背上学校”。初中毕业之后，我考取了旗高

中。其实我现在回忆起来高中的学习生活也非常艰苦，冬天冷夏天热。 

高中毕业之后，在党和国家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照耀下，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

这对我而言，已经给我具备了当老师的前提条件。上大学之后，我非常珍惜来自不易的机会，在学期间

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实际而

言，当初的条件我完全可以留大城市工作，但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曾经我读过的牧区小学。因为我们牧

区小学特别需要像我们这样学教师专业的老师。当时，虽然我们小学条件还是很差，但是我从未后悔

过，反而觉得这边当老师很自豪。因为我坚信这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牧区小学从教

两年的过程中既有兴奋，又有忐忑不安，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了解和感悟甚多，在实际教育教学中真正体

会到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好教师，实属不易。之后，为了更好地从事教育教学理论与实

践，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以回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报考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并于 2000 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在读期间，更严格要

求自己，努力学习，认真钻研，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2003 年 7 月毕业后，去祖国的边疆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任教。经过四年的教学实践，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学识之浅薄、学力之一

般，为了进一步深造，2007 年 9 月考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圣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教育学博

士学位。自从 2007 年 9 月份开始，得到得到著名教育学家、资深教授潘懋元先生的点拨和著名考试研

究专家刘海峰先生的精心指导以及其他老师们关心和关爱，使我更懂得做人的道理和做学问的乐趣。 

虽然在生活上很困难，但是在这一和谐的环境中，我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水

平，与此同时，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开阔研究视野，积极学习和掌握高等教育前沿理论，在此基础上，

入学以来，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二十篇，其中包括《学术论坛》、《民

族教育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贵州民族研究》和《黑龙江民族丛刊》等五篇厦门大学

二类核心文章。在班级里，与同学们加强团结、互助互爱，互相勉励，经常得到院领导和老师们的好

评。此外，在担任研会主席期间，在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有益师生互动活动，从而丰富

了师生的业余生活。（题目为编者所加） 

附件二：在厦门大学设立奖教金、奖学金指南 

一、 凡有志于在厦门大学捐资助教、捐资助学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在与厦门大学取得联

系后，均可在厦门大学设立奖教金或奖学金，名称可确定为：“厦门大学 XXX 奖教金”或“厦

门大学 XXX 奖学金”； 

二、 根据获奖教师或学生的范围，厦门大学奖教金或奖学金分为两个层次： 

1． 凡面向厦门大学全校（或大多数学院、单位）的教师或学生设立的奖教金或奖学金，经厦

门大学评奖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奖学金评奖委员会同意，作为厦门大学校级奖教金或奖学

金； 

2． 凡面向厦门大学某一个学院（或单位）设立的奖教金或奖学金，作为厦门大学院级奖教金

或奖学金。 

三、 厦门大学评奖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与设奖的单位或个人联系，起草

设立“厦门大学 XXX 奖教金”或“厦门大学 XXX 奖学金”协议书和评奖办法，经双方签字后正

式执行； 

四、 每年厦门大学校庆（4 月 6 日）前，厦门大学评奖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负责厦

门大学校级奖教金或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并将评奖结果通报给设奖单位或个人，邀请设奖单位

或个人出席厦门大学校庆期间举行的颁奖典礼； 

五、 在厦门大学设立校级奖教金或奖学金，设奖年限一般不少于三年，每位获奖者奖励金额一般不

低于人民币两千元，每年获奖人数一般不少于 20 人，每年管理费为总奖励金额的 5％，所有款

项于每年 3月 30 日以前划拨至厦门大学奖教金或奖学金专用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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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  号：4100021709024904620 

开户行：工行厦大支行 

户  名：厦门大学 

用  途：厦门大学奖教金或奖学金 

六、 在厦门大学设立院级奖教金或奖学金的具体事宜请与所在学院联系确定。 

~~~~~~~~~~~~~~~~~~~~~~~~~~~~~~~~~~~~~~~~~~~~~~~~~~~~~~~~~~~~~~~~~ 

Call for Articles for XMUAAA Newsletter 
We are inviting articles for our next issue of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XMUAAA) 
Newsletter (Chinese vers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around December, 2010. The deadline for this 
issue is November 15th, 2010. 

We welcome any articles from XMU Alumni, current XMU employees, students, or anyone who relates to or 
concerns about XMU and XMU-North America affairs.  

TOPICS 
• News about XMU alumni or alma mater 
•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ho hav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ies or the society 
• On-the-spot records of meetings and events related to XMU - North America 
• Biographies 
• Short Stories, Proses, Poems 
• Charts, photos or artworks with captions  
Etc. 

FORMAT  
• Title: Song Style, Size 24pt 
• Author’s Information: Song Style, Size 14pt 

Full nam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Graduation year or current grade and department from XMU, title, organization or company if applicable 

• Main Context: Song Style, Size 11pt 
• Line Space: Single line 
• Pictures: Less than 1MB/Pic; resolution of 600 dpi or above 

Please send your articles and/or pictures to our e-mail address: newsletter@xmuaaa.org or to: 
Weiyuan Zhu, charliezww@yahoo.ca , 647-668-1688 
Or: Ms. Qing Wen, sqwen@hotmail.com , 604-722-5818 

For Sample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xmuaaa.org/newsletter/newsletter.html. 

 

美洲校友通讯征稿启事 
    美洲校友会為联络校友、增进情谊，特编印校友通讯。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 

    内容以报道母校最新信息，本人或别个校友近况，各地校友活动报道，以及趣闻、往事回忆等為

主。文体不拘，但以简洁為尚。长篇大论，非本刊所能容纳。敬祈各位校友多多支持。 

来稿请送电子邮件到本会电子邮箱 newsletter@xmuaaa.org ，或 

Weiyuan Zhu, charliezww@yahoo.ca , 647-668-1688 

Or: Ms. Qing Wen, sqwen@hotmail.com , 604-722-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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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志东(82 化学) (678)-522-6753 zhidong_fu@yahoo.com 

董事：孙勇奎 (81 化学) (908)-429-9503  yongkui_sun@yahoo.com 

董事：李庆顺(83 生物) (513)-529-4256 liq@muohi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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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430-1887 chow_soon@hotmail.com 

理事长(兼多伦多会务)：竺伟源(81 化学) 647-668-1688 charliezww@yahoo.ca 

副理事长(兼秘书及加州会务)：肖潇(87 外文) 408-366-1769 xiao_ye@yahoo.com 

理事(加拿大财务)：丁怡(91 计统) 416-792-7307 jennyyding@hotmail.com 

理事(财务、波士顿会务)：范义鸣(95 财金) 617-372-6627 yiming_fan@yahoo.com 

理事(休士顿会务)：李里焜(82 生物) 218-412-9046 likun_l@yahoo.com 

理事(大纽约会务、校友通讯编辑)：刘春华(02 化学) 646402-2128 nec_liu@hotmail.com 

理事(华盛顿 DC 会务)：刘伟敏(87 生物) 301-518-8270 lisa_liu50@hotmail.com 

理事(芝加哥会务)：骆胜(86 海洋) 847-657-8362 shengluo@yahoo.com 

理事(温哥华会务、校友通讯编辑)：闻清(87 中文) 604-722-5818 sqwen@hotmail.com 

理事(亚特兰大会务)：辛雅利(83 国贸) 678-324-8686 alicex3377@yahoo.com 

理事(大纽约会务)：许怡雄(83 物理) 201-655-2033 xuyixio@hotmail.com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衷心感谢各位校友的大力支持。美洲校友会热忱欢迎校友们献计献策，

对理事会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向校友通讯踊跃投稿。理事会殷切希望本会校友及时更新您的

资料，及时交纳会费，多多向校友会和各基金会捐款，继续关心和支持校友会的工作，谢谢！ 

 

意见和建议请送： xmuaaa‐ec@yahoogroups.com 或上面表格所列理事邮箱。 

校友通讯投稿请送： newsletter@xmuaaa.org  

浏览校友会近况或更新您的资料请上：www.xmuaaa.org  

交纳会费或捐款： 

美国 (Payable to XMUAAA): 

           Mailing Address:  Ms. Yiming Fan, 8 Brattle Dr. # 4, Arlington, MA 02474 

加拿大 (Payable to Yi Ding) 

           Mailing Address: Ms. Yi Ding, Suite 3407, 83 Borough Drive, Scarborough, ON, M1P 5E4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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