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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厦门大学隆重纪念成立九十周年(p1)，美洲校友
会组织代表团出席(p5)，本期刊登部分回母校

参加校庆的校友的亲身感受和经历，苏林华、张德
光、陈承煜、庄昭顺、朱一雄等校友的文章，会将你带

到校庆的现场(p7-16)。

欧阳谧学长及夫人刘景昭学长适逢九十大寿，九
十五岁的吴厚沂学长用幽默的祝寿词，回顾他

们近七十年的交往经历，令人忍俊不禁(p33)。

厦门大学的九十年历史上有两首歌值得一提，《
厦门大学战歌》反映了厦大历史的那个特殊时

期，词作者谢应瑞学长的《“厦门大学战歌”是怎样
写成的》为我们回忆了那段历史(p17)。丁俊琪的《
从校歌谈起》则披露校歌中的一个词怎么成了恢复校
歌的障碍(p20)。

刘再复校友应邀越洋回到母校厦大，参加厦大90
周年校庆包括“国学高峰论坛”与“走近大

师”系列讲座在内的一系列学术与交流活动。４月５
日，他在厦大中文系举办的建系90周年华诞纪念会上
的演讲《告慰老师》，回顾老师们怎么给了他对文学
的信仰(p22)。

陈国进教授作为中美Fulbright访问学者在MIT 
Sloan管理学院访问一年，他有什么感想，请

看他为本刊撰写的《留学MIT掠影》(p24)。

林今校友的《看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的
经历》给我们分享如何在意大利“走后门”看

名画的经历(p27)。

维生素D究竟在你的健康中起何种作用，请看阮
建如医生的文章《维生素D的健康的影响》

(p50)。

文学是中文系校友李盈的一个不能割舍的梦想，
她的力作《何异飘飘》校庆前夕由厦门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小说描写一个华侨华人家族母系的
四代女人的历史，本刊征得李盈学长的同意，刊登她
的自序、叶之桦学长的序言、王永志学长的《何异飘
飘》介绍，以及选载书中章节，以飨读者(p42-47)。 

应锦襄教授因病不幸去世，这是学校的一个损
失，她的学生李晓红的《生命早有她的式样，

我唯有临摹》，怀念恩师应教授(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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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的厦门，万物复苏，春回大地，全校师生员工
和校友们迎来了建校90周年的美好日子。6日上午，学
校在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喜庆90华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
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
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
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等发来贺信，向厦门大学
建校90周年表示祝贺，向师生员工表示亲切的问候，对
厦门大学的成绩和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勉励厦门大
学继续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做出更
大的贡献。

    在大会主席台就坐的领导和嘉宾有：全国政协副主
席林文漪，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罗豪才，福建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春兰，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
记苏树林，省政协主席粱绮萍，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
主任陈明义，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致公党中央
常务副主席王钦敏，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
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天津市委副书
记、滨海新区区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何立峰，中国社科
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九三学社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陈
抗甫，商业部原部长、国务院特区办原主任、福建省原
省长胡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郭礼云，福建省军区
司令员汪庆广，解放军第31集团军政委姜勇，中共中央
台办副主任孙亚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国务院侨办副主
任许又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林智敏，中国侨联副主席
董中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力，广东省副省
长刘昆，湖北省副省长张通，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杨岳，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于伟国，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陈桦，福建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徐谦，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郑道溪，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
张燮飞，省政协副主席李川、叶继革、郭振家、邓力
平，福建省委原副书记何少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朱亚衍，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曹德淦，解放军艺术学
院原院长陆文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
鸣，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曹景
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经理刘烈宏，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姚建年，厦门市市长刘可清，厦门
市政协主席陈修茂，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洪永世，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秀记，厦门市政协原主席蔡
望怀，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副主
任、文化部原副部长陈晓光，中国银行总行原副董事长
兼港澳管理处主任黄涤岩，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

长、商务部原副部长沈觉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
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规划司司长李守信，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
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
大宁，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主任邱
善勤，校主陈嘉庚先生的儿子陈元济，国内外高校领
导，两院院士，来校参加校庆学术活动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和著名专家学者，知名校友，台港澳同胞，海外侨
胞，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著名企业家和捐资兴学
代表。学校历任老领导，两院院士、资深教授，各地校
友会代表，师生员工代表，新闻记者等3000多人参加庆
祝大会。

    发来贺信贺电、送来礼品的还有：中央部委、福建
省有关部门、各战略合作单位、境内外兄弟高校、解放
军、人民团体、社会知名人士等。海内外厦大校友会和
校友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母校90华诞的美好祝福。

    上午8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建南大会堂内响起
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整个校园沉浸在庄严
隆重而又热烈喜庆的气氛中。

    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主持庆祝大会并宣读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贺信。

    校长朱崇实致辞。他回顾了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在
陈嘉庚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而奋
斗的光辉历程。他说，厦门大学的诞生承载着陈嘉庚先
生兴学救国的伟大理想。90年来，厦门大学秉承“自强
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培育了20多万优秀人才，造
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
家，其中两院院士就达60多位；90年来，厦门大学为中
国的科教事业树起了无数丰碑，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
会发展竭力贡献智慧和力量。如今，厦大已进入了国
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行列，世界知
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朱崇实说，90年来，厦大得到了各方无微不至的关
心和厚爱。他代表学校对党和政府、海内外华侨华人、
厦大校友和各界人士给予厦大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厦门大学是一所懂得
感恩的大学，我们感恩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牢记使命、勇
担责任、服务国家、奉献社会。

    朱崇实最后说，在新的形势下，厦门大学要始终把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人力资源强国的进程中勇担时代重任，要始终把服务
国家和服务海西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始终坚持与时代
同前进和社会共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中创造新的辉煌。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党中

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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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在
福建省、厦门市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
一如既往的关心帮助下，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厦门大
学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杜玉波代表教育部致辞。他说，建校90年来，厦门
大学奋发有为，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贡
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大学锐意
进取、深化改革、严谨治学、从严治校，在教书育人、
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产
出了大批科研成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近年来，
厦门大学紧紧抓住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历史机遇，主
动贴近、主动融入、主动服务，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
作、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玉波说，在90年的漫长办学历程中，在改革发展
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市委、市
政府始终对厦门大学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海内外华人
华侨、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始终对厦门大学关心爱护、
倾力相助。他代表教育部，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
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厦门
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各位朋友致以崇高
的敬意。

    杜玉波指出，大学强则国家强，大学兴则国家兴。
去年，全国教育工作会的召开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
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和国家着眼
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加快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希望厦门大学抓住机遇和挑战，勇担责任和
使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按照“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
创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服务社会水平，加快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建设步伐，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
史、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更好
发展、为我国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行
列、为人类科技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孙春兰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
协，向厦门大学90华诞致以热烈的祝贺。她说，90年
来，一代又一代厦大人孜孜以求，勤耕不辍，为国家独
立、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贡献了力量；90年来，厦门大
学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汇聚了众多的名
师英才；90年来，厦门大学为国家培养了20多万名优秀
人才，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一所学科门
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特色鲜明、具有广泛影响
的著名学府。多年来，厦门大学紧紧围绕福建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调整院系结构，加快培养适用人才，加强科
研攻关和成果转化，为福建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孙春兰说，今天，90华诞的厦门大学已经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衷心希望厦门大学坚定正确办学方向，
把大学的建设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培养更多高
素质应用人才，推出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努力为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衷心希望厦门大学全体
教师大力弘扬嘉庚精神，始终以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
忠诚和高度责任感，努力做传播先进文化、攀登科学高
峰的探索者，做培养杰出建设人才、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的指路人。衷心希望厦门大学莘莘学子坚定信念、勤奋
学习、勇于探索，不断强化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
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孙春兰希望，厦门大学更好地发挥学科特色和优
势，积极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努力为福建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密切两岸交流合作
等发挥更大作用。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支持厦门大学
的建设与发展，同时热切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校
友，一如既往地予以关心支持和帮助，为再续南强华
章，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
共同奋斗。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于伟国在致辞中说，90年来，厦大与厦门始终休戚与
共、携手并进。厦大立足厦门、支持厦门，为厦门的文
明昌盛开风气之先，为厦门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
和人才支撑，成为厦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厦门人
民热爱厦大、支持厦大，历届厦门市委、市政府都高度
重视厦大的发展，以支持厦大发展为己任。厦大因扎根
厦门而枝荣叶茂，厦门因拥有厦大而繁荣兴盛。

    于伟国表示，厦门大学肩负着新的使命、承载着新
的梦想，厦门特区也进入了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新阶
段。厦门市将始终与厦大并肩奋进、共创未来。厦门大
学将成为我市推进科学发展新跨越，建设创新厦门、宜
居厦门、平安厦门、文明厦门、幸福厦门的重要动力和
支撑。厦门市委、市政府和厦门人民，将一如既往地重
视和支持厦大的建设与发展，为厦大谱写新篇章、再创
新辉煌作出新的更大的努力。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英国爱丁堡大学校长奥谢，台
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校友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
任陈宜瑜，校友代表、原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黄保欣等也先后致辞，向学校表
示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厦大早日实现建设成为世界知
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校庆大会上，还举行了捐资兴学荣誉证书颁授仪
式，各位领导和嘉宾为向厦门大学捐资的单位和个人代
表颁发了捐资兴学荣誉证书。

    庆祝大会在庄严、深情的校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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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2011-1-7 08:30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海西峰会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2011-2-21

08:30 生命科学“厦门冬季学术会议”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09: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主讲人：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Aaron 
Ciechanover教授）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2011-2-26 09:00 “感恩南强基金”捐赠活动启动仪式 三家村广场

2011-3-16 14:00 续聘中国农业银行项俊波董事长为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仪式暨南强学术讲座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2011-3-30 19:30 话剧《安妮日记》（演出单位：北京人艺吴朱红戏剧工作室） 建南大会堂

2011-3-31 19:00 话剧《安妮日记》（演出单位：北京人艺吴朱红戏剧工作室） 漳州校区主楼二楼报告厅

2011-4-1 15:0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文化传承与建筑创新——从“世博中国馆”谈起（主讲
人：何镜堂院士）

科学艺术中心三楼报告厅

2011-4-2

09:00
厦门大学群贤楼群修缮竣工典礼暨陈嘉庚纪念馆、校史展览馆、鲁迅纪念馆重新
开馆，校园规划建设馆、合作与交流礼品馆开馆仪式

群贤楼前

09:3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先秦的士（主讲人：易中天教授） 建南大会堂

19:30 高雅艺术进校园——国家京剧院专场 建南大会堂

2011-4-3

08:30
气候变迁与海洋碳循环—观测、遥感与数值模拟—OCCOS 与CHOICE-C联合国际研
讨会

曾呈奎楼A116室

09:0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从鲁迅先生来到厦大讲起（主讲人：李敖先生） 建南大会堂

10:00 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恩明楼）落成典礼 科学艺术中心

上午 厦门大学科研成果展开幕 科学艺术中心一楼展厅

上午 厦门大学馆藏珍品书画展开幕 科学艺术中心一楼多功能厅

19:00 高雅艺术进校园——国家京剧院专场 漳州校区主楼二楼报告厅

2011-4-4

08:30 化学生物学国际学术会议 卢嘉锡楼202室

09:00 国学高峰论坛
科学艺术中心三楼圆桌会
议厅

15:0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老子、庄子和禅宗（主讲人：易中天教授） 漳州校区主楼二楼报告厅

15:3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红楼梦》的哲学意义（主讲人：刘再复教授） 建南大会堂

2011-4-5

09:00 清明祭扫 群贤楼前等

09:3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空有之关系（主讲人：星云大师） 建南大会堂

10:00 奖教奖学金颁奖仪式 克立楼三楼报告厅

10:00 “厦大嘉庚杯”首届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 五缘湾帆船基地

14:00 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捐资兴学大会 科学艺术中心三楼报告厅

14: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主讲
人：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r James Mirrlees教授）；The Case for 
Restabiliz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主讲人：1999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教授）

建南大会堂

15:00
From Dolly to Disease Models （主讲人：著名再生医学专家、克隆羊“多莉”
之父Sir Ian Wilmut教授）

化学报告厅

16:00 厦门大学庄汉水楼冠名仪式 庄汉水楼（南强二）楼前

16:30 厦门大学怀贤楼揭牌仪式 怀贤楼（大南七）楼前

19:00 自强交响乐（演出单位：厦门爱乐乐团）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19:30 庆祝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全国政协委员艺术家专场演出 上弦场

2011-4-6

08:30 厦门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 建南大会堂

11:00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奠基开工仪式 翔安校区

14:00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科学艺术中心三楼圆桌会
议厅

14:00 “思源谷”修建竣工仪式 思源谷（厦大水库）

14: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Measuring the  Future: Sustainability,  
Wealth, and  Health（主讲人：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enneth J. Arrow
教授）；A History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主讲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Edmund S. Phelps教授）

科学艺术中心三楼报告厅

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主要活动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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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厦门大学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深化战略合作，
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
心开展战略合作协议书签约仪式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15:00 全球校友大会暨“厦门大学校友周”启动仪式 克立楼三楼报告厅

15: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High Tc Superconductivity -a Discovery 
and Its Impact（主讲人：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J. Georg Bednorz教
授）

漳州校区主楼一楼报告厅

15:00
A Century of Abstract Algebra（主讲人：数学菲尔兹奖获得者Efim I. 
Zelmanov教授）

群贤二201报告厅

16:30 谢希德铜像揭幕仪式 物理馆前

19:30 “南强颂”厦门大学庆祝建校90周年综艺晚会 建南大会堂

2011-4-7

08:00 陈嘉庚科学奖报告会 科学艺术中心三楼报告厅

08:30 海西2011•两岸经济暨金融研讨会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08:30 卢嘉锡铜像揭幕仪式 化学报告厅楼前

08:45 第六次全球“八校联盟”校长联席会议
科学艺术中心二楼第五会
议室

09:00
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重要规划——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解读（主讲
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李守信司长）

建南大会堂

09:00 厦门大学化学学科创建90年暨化工系创办20年庆祝大会 化学报告厅

09:00 南强学术讲座:中国歌曲100年（主讲人：陈晓光先生） 克立楼三楼报告厅

10:45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Click Chemistry Evolving - Destinations 
Unknown（主讲人：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K.Barry Sharpless教授）

化学报告厅

15: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能源，环境与人类的未来（主讲人：1986年诺
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院士）；Nanoelectronics: Molecular Metal Wires 
and Related Molecular Materials（主讲人：原台湾大学副校长彭旭明院士）

化学报告厅

15:30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阅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的领悟（主
讲人：刘再复教授）

漳州校区主楼二楼报告厅

19:00 “南强颂”厦门大学庆祝建校90周年综艺晚会 漳州校区北区田径场

2011-4-8

09: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High Tc Superconductivity -After a 
Quarter Century - Ready for Take Off（主讲人：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J. Georg Bednorz教授）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09:30
南强学术讲座:结构随机振动——兼谈我的研究与人生经历（主讲人：林幼堃院
士）

克立楼三楼报告厅

19:30
大型民族舞蹈诗：侗族大歌《印象 黔东南》（演出单位：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歌
舞团）

建南大会堂

2011-4-9 16:00
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学术报告会：The Beginnings of Cobalt and Palladium 
Reagents in Organic Synthesis（主讲人：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Richard 
F. Heck教授）

化学报告厅

2011-4-10 19:00
庆祝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万杰隆e商城杯”5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男子乒乓
球队热身赛

明培体育馆

2011-4-12 19:30
厦门市“三爱”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舞台艺术精品进高校——高甲戏《
阿搭嫂》

建南大会堂

2011-4-15 19:30
高雅艺术进校园——海峡两岸庆祝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交响音乐会（演出单位：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与台湾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

2011-4-16 19:30
厦门市“三爱”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舞台艺术精品进高校——音乐话剧《停一停，
等等我们的灵魂》

建南大会堂

2011-4-17 19:30
厦门市“三爱”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舞台艺术精品进高校——音乐话剧《停一停，
等等我们的灵魂》

建南大会堂

2011-4-20 19:30 厦门市“三爱”主题教育系列活动舞台艺术精品进高校——歌仔戏《凤冠梦》》 建南大会堂

2011-4-21 08:30 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金桥杯”海峡两岸高校沙滩排球赛 观音山黄金沙滩

2011-6-20 “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办学、依法管理、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科学艺术中心

7月 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 科学艺术中心

9月 “朱子学与现代跨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科学艺术中心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刊刊登的校友们参加母校校庆的文章，本刊刊登《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主要活动安排表》，虽
然大部分没有机会参加母校校庆，但希望读者通过这份安排表了解学校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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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来自美国加拿大41位校友和家人组成的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代表团出席了母校90周年校庆庆典。代表团中有
七位四十年代毕业、年龄八旬以上的老学长。他们是陈承煜学长（４６会计）、朱一雄学长（４７中文）和夫人
庄昭顺学长（４６法律，前美洲校友会理事长）、林幼堃学长（４６土木，美国工程学院院士）、陈振苍学长（
４７建筑）、苏林华学长(48 机电） 、张德光学长（49政治）。林幼堃学长应母校朱崇实校长和母校建筑学院
的邀请回到母校做学术报告（见本刊相关新闻）。张德光学长应母校的邀请，携从事艺术工作的爱女张安麟和张
安骅到母校艺术学院和厦门市参加演出和艺术交流活动（相关新闻另见本刊）。

　　代表团由美洲校友会理事会组织召集。刘伟敏理事长担任代表团总召集人。美洲校友会现任董事会、理事会
成员傅志东（82化学）、刘伟敏（87生物）、王宝华（83化学）、陈玉銮 （85化学）、王奋 （82生物）、辛雅
利（83国贸），及前任理事王美（82化学）和吴光中（81化学）参加了代表团，并参与了组织工作。

　　庄昭顺学长、朱一雄学长、张德光学长，以及校友会负责人傅志东、刘伟敏、辛雅利等先后接受了厦门日
报、厦门电视台、厦门晚报的采访。厦门市新闻媒体多次报道了代表团成员的活动。代表团受到了母校和校友总
会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热情的接待。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副校长陈国凤、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心丽、校友总会秘
书长郑冰冰等领导在百忙之中分别看望、会见了代表团成员，表达了对代表团的关心。校友总会郑冰冰秘书长多
次在深夜亲自前往机场为几位老校友接机，安排食宿。由校友总会及其领导的学生志愿者们为代表团提供了十分
周到的服务。校友总会石慧霞老师、校人事处林旭荣老师、学生志愿者蔡育森、胡诗琪等为代表团的安排接待做
了许多工作，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校庆庆典活动结束后，代表团组织了部分校友到金门岛观光。 （傅志东）

美洲校友会组团出席母校校庆90周年庆典

陈承煜(會計1946）和夫人陈筱华
林幼堃（４６土木）和夫人王英钰

朱一雄（４７中文）和庄昭顺（４６法律）
朱多丽、朱希玲（庄昭顺、朱一雄女儿）

陈振苍（４７建筑）
苏林华(48 机电）
张德光（49政治）

张安麟和张安骅（张德光女儿）
吴光中（81化学）和丁静萍（78外文）、

林斌（81化学）
曾翔飞（81化学）
陶烃（81化学）
董音（81化学）
韩耿（82外文）
徐荃（82外文）
王奋（82生物）
钟衡（82生物）
王美（82化学）

傅志东（82化学）
王宝华 (83化学)
林珊(85化学研）
石川(83海洋)

陈永煌（85化学）
陈玉銮（85化学）
李梅（计算机系）
林海青（化工）
林建兴（85物理）
孙立春（87生物）
刘伟敏（87生物系）
李怀宇（88生物）

刘孟经
庄永泉

李国维（90财金系）
毛杰（97外文）
林晓斌（98英文）
伍海英（84化学）

美洲校友会出席校庆90周年庆典代表团名单
(个别名单可能有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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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光学长的几个第一

　　自从去年底55期校友通讯组稿期间拜读老学长张德
光教授的新年贺词，几次电话交流并向他通报了几个我
所知道的当地校友，老学长非常热情并主动邀请我们到
他家做客，但因为冬天气候不便和后来家添小女的耽
搁，直到最近因事必须前往芝加哥，终于找到回来途中
拜访的机会。很巧的是，电话一接通，尚未退休的86岁
高龄老学长就告诉我周末他和太太会在印城居住，这样
更加方便了我们的见面，而且让我可以叫上当地校友林
大添。大添是我的系友兼师兄，他在印城的一家药厂从
事研发工作，也很热心当地的校友联络和华人教会等公
益事业。

　　6月18日（周六）中午，我和大添到印城一家自助
餐馆赴老学长的约。当我们到达时，老学长已经在餐馆
前台等候我们了，虽然未曾谋面，还是双方都一眼就认
出对方就是自己要见的人。张老学长中等身材，健康健
谈，知识渊博，从长汀厦大，到今年应邀参加90周年校
庆，再到当今国际政治，无所不谈，不知不觉中我们交
谈了两个多小时，大添和我都深感胜读半辈子书。今
赶在第56期出版之前，简要整理出部分访谈，与校友
分享。

“台高字第一号”得以在台大

补修“欠”厦大的6个学分

　　生长在长汀的张老学长，中学时代就得益于战时迁
到那里的厦大，因为当时厦大校长萨本栋有个严格的要
求，不允许夫妻双双在校任教，因此一些厦大教授家属
就到长汀中学任教。1945年考入厦大政治系，本该于
1949年毕业的他由于被怀疑有肺病休学而延期，并于解
放前夕，从炮火纷飞的厦门去了台湾。这样，张老学长
最终因为还差6个学分而没有能拿到厦大毕业证书。到
了台湾，为了毕业文凭，张老学长先是找到当时的台湾
大学校长傅斯年，希望在台大补修厦大学分，但因为他
不愿意转学而被婉拒了。他遂找到当时的台湾教育主管
部门负责人杭立武理论，最终杭下发了“台高字第一
号”，要求台大接收张老学长。不过，虽然后来张老学
长在台大修完了在厦大“欠”下的学分，还写了毕业论
文，但还是没有得到台大的毕业文凭，原因是当时的台
湾教育主管部门认为应该由原院校即厦大颁发文凭。直
到今日，张老学长也还没有拿到厦大文凭。

博尔大学首位以非公民身份获得正式教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是英文系毕业的张老
学长却意外地考上美国人招聘的翻译官。这主要是在厦
大时打下的扎实的英文基础，同时得益于他在长汀中学
的两位英文老师，一位是著名语言学家、厦大教务长周
辨明先生的妻子，另一位则是在全国大学英文比赛第一

名的厦大学生。不久之后，张老学长顺利通过考试赴美
留学。在美国，张老学长先后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
学硕士和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哲学博士，后来应聘到印
第安纳州立博尔大学政治系。张老学长虽在美多年，但
是一直不愿意加入美国籍，这样经过几年工作之后的他
不得不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即当时包括博尔在内的
很多美国大学是不允许聘用外籍人士作为终身教授的。
为此，张老学长找到并说服校长，最终他成为该校第一
个被聘用终身教授的外国人。

免试入籍第一学人

　　众所周知，要加入美国籍的每个人都是需要参加入
籍考试的，一般分为两部分：对美国政府和历史的了
解，以及英文的听、写和说。张老学长的家人早就入籍
美国，就剩他本人长期不愿意入籍，直到后来学术研究
出色，经常会被总统或国务院召见很不方便，加上为了
儿女的前途，才于来美近35年之后的1985年加入美国
籍。他的入籍，与众不同，竟然是免试入籍。在里根时
代第一次去白宫时，他既没有驾驶执照（终身不开车，
都是太太和孩子负责接送他），也不是美国人，门卫不
让进去，最后是高官出来把他接进去的。后来回到印第
安纳州办理入籍时，结果考试他的考官好几个是他的学
生，都知道从事国际政治关系研究的他非常了解美国的
政府和历史，当然更不用说他的英文水平了。就这样，
他可能成为了免试入籍的第一学人。

专注图瓦研究

　　86岁高龄的张老学长已经在博尔大学担任政治系教
授45年，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学者。他目前依然以非同常
人的毅力坚持教学科研工作的第一线，仍任教如常。他
曾为美国选派的富布赖特（Fulbright）教授到上海外
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任教，以及应邀到国内15所大学
及研究机构演讲，也曾被聘在台湾担任国立政治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淡江大学和中原大学客座
教授。他三度获得美国人文基金会奖金，在纽约大学、
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任客座研究教授。张老学长目前仍
担任国际政治学会亚洲及太平洋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图瓦
研究学会会长，是后者世界大会的召集人之一和讨论会
主席。长期以来，他专注于匈奴民族变迁的研究，也即
现在的图瓦研究。他最近一篇关于蒙古的最新研究文章
也将很快发表。

（作者现居俄亥俄州）

白　石　（生物８５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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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九秩华诞见闻录
苏林华（48届机电）

前　言

　　去年(2010)八月间、我1948级级友会主持人吴伯僖
兄来美探亲、返厦前到我舍话别、建议我应于翌年母校
九十华诞期间回校祝庆、我则感举步维艰以应；今年一
月初、新上任之美洲校友会理事长刘伟敏学长来电邮邀
我参加美洲校友会祝寿团、我亦以体力欠佳婉谢之。不
意1月19日忽接母校朱之文党委书记与朱崇实校长联署
之邀请函、颇感意外、因我2007年年中自泰全退休返美
後、已四年未访母校、但校方仍未忘记我、令我感动！

　　经征询在美四十年代老校友、如吴厚沂、陈梅卿、
李联欢及葛文勋学长等，彼等虽已收到邀请函，但均以
本人或家人之健康问题、无法参加。这时、美洲校友会
董事长傅志东及理事长刘伟敏两学长再度号召，而住於
我南加州罗兰岗附近之陈振苍学长，虽尚未收到邀请
函，但仍要与我偕行，我女中慧与中丽也予鼓励，於是
我即决心成行，购下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机票、办妥返华
护照加签等事宜、并与校友总会及美洲校友会取得密切
联系。

　　3月中，美洲校友会返校团名单公布，有37位校友
及眷属参加（後到厦时又增2位、当有39人之多），其
中四十年代毕业者有六人，均曾为对日抗战时期之长汀
学子，多己退休；而八十年代毕业者有二三十人，均为
现社会之中坚人物。

　　按：我4月4夜飞抵厦门後、即见到当天《厦门日
报》第2版上有名记者余峥采访傅志东学长之报导，标

题为“六位元老级校友将从美国返母校——平均年龄85
岁以上，来自美洲校友会”。承列入“元老级”者、当
为庄昭顺（1946年法律系毕业，89岁）、朱一雄（47
年中文毕业，88岁）、陈承煜（46年会计系毕业，足
87岁）、林幼堃（46年土木系毕业，87岁）、陈振苍
（47年土木系毕业，足85岁）及我（苏林华、48年机
电毕业、足84岁）；但到校会合时，增加了在厦门入
学、1949年政治系毕业之张德光、年龄也在85岁上下。
至於美洲其他校友，我除傅志东、刘伟敏及王奋、陈玉
銮原己认识外，现加上王宝华、李梅及多位随行之夫人
小姐们。

4月3日——4月4日

　　4月3晨，振苍兄之公子陈有健开车，先到其父之
家，然後八时半到我公寓接我，一小时内即抵达洛杉矶
国际机场，领到走道旁座之登机证，托运行李直达厦
门，且有轮椅服务，故不久即由机埸人员推送我俩进
入，直接通关而达登机口，免了我们长途步行之苦。

　　飞机于中午12:50 起飞、飞了 13小时又半，上海
时间4月4日下午17:30降落浦东机场（洛杉矶则为晨
2:30），後由服务人员推我们到机场大厅休息，因为下
一班飞厦门之班机要到21:00才起飞，我们在机场内要
在寒冷天气中等候两三小时，才由下一班服务人员推送
到登机口。飞机终於夜间21:10起飞、历一小时半後，
于22:45 降落厦门机场。

　　我们由服务人员代取出托运行李、及推我们通关出
机场，立即看到外面有一批青年学生（按：这次返校者

作者在翔安校区奠基仪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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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人、故大部份由学生“志愿者”接机）持了写上
我们姓名的两面欢迎大牌子，两位学生陪我们上车，
其中之一是化学糸二年级男生蔡育森、另一位是医学
院三年级女生何琪、她这几天要专门照料我们各种活
动与生活者。我们先到逸夫楼以护照登记、取得房门
之钥，然後他俩助我们将行李送上克立楼六楼之两间
房、指点一切，何琪给我们各一面“贵宾证”及他俩
手机号码及今後作息与活动时间表。

4月5曰

　　晨7时准备下楼早餐，即见到己入住克立楼之傅志
东学长，他与我就隔着一个房间。

　　进入逸夫楼餐厅，眼晴一亮，许多相违四、五
年，甚至65年之老友及学长又再唔面。除美洲校友朱
一雄与庄昭顺夫妇、林幼堃夫妇己先期到达外，尚见
到新加坡级友徐其礼与其女季林、新加坡校友会前会
长周纯端（49级），菲律宾庄汉水夫妇、邵建寅夫妇
及佘施淑好女士（其夫捐赠厦大明培体育馆），马来
西亚校友会会长郭南昌，及久违之台湾级友张森忠与
其夫人、及很多原在厦大及来自国内各地之旧雨新
知，欣甚！

　　餐後、志愿者何琪同学带陈振苍兄与我办理报
到，手续很简单，只是校方送我之两大袋包含两套精
装书集及资料等甚重、单只一套精装的《中国最美的
大学——厦门大学》便重达四、五公斤（不过我还是
要带回美国）,我们都提不动、有劳一位男生志愿者
搬上我的房间。十时，我48级级友陈华教授来晤，他
也是我级级友通讯之主编，同时也经管着建文楼三楼
1948级展览室，故我把带来之加拿大级友林为政追思
资料、及我在美将1948级级友毕业45周年及50周年录
像带翻制成之VCD磁碟，交他存展览室。他则顺便建
议，叫我这两天把校方所送书籍挑选一下、次要者寄
存他处、可在其展览室内公开展出。

　　今晨有美国（原来自台湾）之星云大师演讲，台
湾作家李敖大师则4月3日讲过了，他们的讯息在报纸
上都是头条新闻；下午也有诺贝尔奖得主之专题演
讲，但我过去均听过、故未去。11时、我英华高中级
友、也是厦大生物系博士生导师林宇光教授来，我转
上其侄林本铭教授自美托带之CD及信件，我们谈了一
小时。回忆五年前、厦大85周年校庆之夜，他设宴款
待到厦之英华级友与眷属，而今政曾嫂蔡悦诗及级友
李正修均逝世、奥地利严家骙夫妇与清流县陈大镛夫
妇均不再来，真是“往事知多少”！

　　下午四时，因四十年代之旅菲庄汉水学长捐资250
万元人民币，校方特将原“南强二楼”改名为“庄汉
水楼”，因而有此冠名仪式。3:40前，何琪同学陪我
们搭交通车去现场，由於时间还早、外方寒风阵阵，
故来宾纷入楼内教室暂坐，这时我得与许多故旧重
唔。其中有十年前，八十周年校庆之次日同车去长汀
访旧之香港名校友黄保欣学长（45届、化学），他还
记得当时我送他《苏林华文集》事。另有前校长林祖
赓博士，14年前我曾应其邀、在77周年校庆升旗仪式

中对数千学生致词，他便是其时主席；他退休後，我们
仍经常在各种会议埸合上聚唔，他对《机电通讯》等校
友通讯刊物均常浏览，承他关注其上对我体况及在美生
活及欧游之报导，至感！又，仪式刚开始时，我向立於
左旁之党委副书记陈力文致意，提及14年前在升旗仪式
中曾经同台过（其时她任林祖赓校长之办公室主任）、
她即忆及。 

　　捐楼仪式由潘世墨副校长主持，会中将我们这二三
十位站立着的来宾一一唱名出来，继由陈力文副书记讲
话，之後庄汉水学长答词及剪彩而礼成。何琪则一直代
我拍照。

　　接着，交通车将原班人马送到建文楼後方原称　“
大南七楼”之处，据说是校方先买下此民居後、由菲律
宾邵建寅学长（47届、机电）捐了人民币80万元为整修
费用，完工後，去年11月校友总会之办公地点即从群贤
楼搬此，今曰则补行揭牌仪式。下午4:30开始，由陈力
文副书记主持、邵建寅学长答词，然後由立於此“怀贤
楼”匾额两边之各两人将红布幕合力拉开，拍团体照
後，仪式完成。

　　下午6时许即晚餐，7时前搭交通车到建南五大楼
处，然後走下许多层台阶，才到达今夜为“全国政协委
员艺术家专场演出”之上弦场。由於我们这些四十年代
老校友多是双足无力之老人，要下这陡坡可不容易。幸
我右手执手杖、左臂藉何琪之助力，我亦步亦趋，才得
下坡；至於朱一雄夫妇不得不放弃其轮椅，由其两位女
儿朱多丽、朱希玲、还有两位志愿者护送，终也安达上
弦场。

　　但对号入座时，竟是广场右侧方之边远座位，四周
少人，十分寒冷。这时有人在朱一雄、庄昭顺与他们两
女及陈承煜夫妇前面拉开“厦大美洲校友会”大红布、
把他们和後排陈振苍与我及陈玉銮、李梅等全拍进去。
之後、志愿者把我们带到中央地区比较暖和之空位上，
但我们仍是把资料袋内的透明雨衣打开，套在上半身、
，如此“密不透风”、便不冷了。

　　今夜舞台宽大，歌舞与表演节目均属上乘，声光效

“厦大美洲校友会”大红条幅也可“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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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亦佳，成万观众伴着乐音挥舞着手上的五彩光棒为母
校祝寿，气氛美好。——大家共祝厦大永放光芒！

4月6日

　　今晨应校方通知，要提前半小时进入校庆会场，我
们在6:45即到逸夫楼侧面另一餐厅进早点。在其内遇到
泰国来的蔡志伟兄（亡友蔡悦诗之弟），见到美洲校友
会刘伟敏理事长，她昨已入住克立楼、在我之邻室；陈
承煜夫妇也到了。

　　7：40左右、交通车送我们到建南大会场，志愿者
何琪即带我到中央位置处之第22排，她则立在右侧门处
可随时连络。这时我发现、後面一排坐着多位泰国旧
友、即为泰国校友会前两任主席张永青与张祥盛、及现
任主席张祥裕等。不久、朱一雄与庄昭顺夫妇由其两女
及刘伟敏学长以轮椅推进会场，与我同坐一排。由於很
吸人注意、故次日厦门日报第3版便把他俩唱校歌时之
特写镜头刊登出来。

　　8：30大会开始、唱校歌毕、即由校方介绍主席台
上之五十多位贵宾、大致包罗了政府方面之有关首长、
诺贝尔奖金得主、国内外大学校长、捐资厦大之人物、
以及各地校友会代表等。

　　典礼中，朱之文党委书记先行讲话及宣读贺电，继
由朱崇实校长就厦大在这九十年间、在各不同年代时之
演进作一综合性报告。他持别提及四十年代中，萨本栋
校长在战时长汀为厦大创造一新纪元，厦大在1940及
1941年两度夺得全国学术竞赛冠军，并为外国学者誉为
加尔各答以东最佳学府，令我们这些当年长汀学子深感
为荣。继由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
及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爱尔兰大
学校长奥谢及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致词。而这次九十周
年校庆时，有两位校友代表致辞：一是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及生物学科院士陈宜瑜，另一为香港名士黄保欣（香
港回归祖国时、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委）。

　　最後之校庆典礼节目，为褒扬捐资厦大兴学之校友
及社会人士，凡捐款超过人民币100万者均发给奖牌。
而这次捐款总计达7亿元，为厦大近年之最，其中以福
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之两亿元为厦大商学院建大楼居
首；其次为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校主陈嘉庚後代），捐
1.8亿元；第3名为福建正祥投资公司董事长校友吴富
立、捐1亿元；捐3000万元者一位；捐2000万元者2位（
其中之一为校友黄朝阳）、捐1000万元者有3位（其中
一人为校友周永伟）、500万元者2人;此外庄汉水学长
捐250万元、我1948级级友周咏棠兄捐100万元。按：周
咏棠兄四年前捐过人民币150万元为奖学金、这次又捐
了100万元（折合15.29万美元）；他说 “人在天堂、
钱在厦大”，令人感动。

　　大会结束後，何琪带陈振苍兄与我出右侧门到外面
乘车回舍，再在逸夫楼前方大道上之十多辆车中坐上了
美洲校友的那一辆去翔安新校区，故我与傅志东、刘伟
敏等学长同行，朱一雄兄临时不去，庄昭顺学长仍由一
位女儿带着轮椅陪同前往。11时前开车，一路上看到好

风光及厦门市之新建设，最後过了海底隧道抵达会场外
方，历时约半小时。

　　放眼一看，今天翔安校区奠基仪式之会埸比我十年
前所见之漳州校区大太多了。我得何琪之助、兼以自扶
手杖，得以迅速从停车埸走到已坐满观众之会场，与陈
振苍兄均坐在场中央好位置处，听政府高员之演讲。不
意今日天气奇热无比，故我们移到会场左侧之凉棚下，
才免烤晒。不久便开始真正之奠基仪式、即由五位贵宾
执铲堆土于基石上而礼成。我们又拍了许多照片後、原
车返校本部，又开了半小时才抵达。

　　经查厦大校本部面积约为2500亩，漳州校区为2568
亩，而翔安校区则有3645亩之大。闻翔安校区主楼群仍
维持陈嘉庚南洋式之五楼一字排开模式、中央楼较高、
预定为图书馆；将来准备容纳生命科学与技术、现代医
学、药学、新能源等学科为主的学院，其全部在校生规
模将达三万人。校方期望明年（2012）首批校舍可投
入使用、2015年完成第一期基本工程、十年後全部完
成。因此厦大建校一百周年时、亦即翔安校区落成典礼
之顷。

　　按校方去年底之统计资料，全校计有22学院57系，
学生（本科生加上硕士生与博士生）计三万八千多人
（38648人）；十年後加上翔安区者，全校学生总数将
近七万人。

　　午饭时，傅志东学长约定美洲校友们下午一时半到
逸夫搂门口拍团体照，实到33人（全部连眷属应有39
人，有几位眷属未参加），之後自我介绍并互相拍照留
念及交谈。

　　下午3时到克立楼三楼报告厅参加全球校友大会，
我一进门、郑冰冰秘书长带我到第一排之座位处，左为
台湾校友会代表老友周咏棠兄、右为北京校友会理韦长
陈抗甫、菲律宾校友会代表邵建寅及校方主持人等。我
见到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心丽及美洲校友会董事长傅志
东等在场、却未见到前党委书记、现任校友总会理事长
王豪杰，不知他另有公忙或他因，为念！

　　大会开始後，潘世墨副校长、郑秘书长及陈力文副
书记相继致词，然後由北京、上海、菲律宾校友代表报
告、这时台湾代表周咏棠原拟报告厦大第一任校长邓萃
英在台事迹，却未有机会上台，但时间己近散会之下午
四时半。旋陈振苍兄来催我去参加下午4:30 谢希德铜
像揭幕仪式，我便与邵建寅兄搭车先行离开本会场。

　　上到物理馆前之广场，却发觉到很多人还在校友大
会会埸，但我却因而得与相识之赖虹凯副校长、前物理
系黄美纯副主任及新识之系领导等寒喧，来宾并三三两
两在“谢希德铜像揭幕仪式”之红布条前留影。至於正
式仪式时，由赖副校长主持、继以物理系领导讲话、周
咏棠兄报告谢希德学长生平（她系1946年数理系、长汀
毕业之名物理学家、美国总统曾专访之复旦大学校长）
、兼及影响她重大之父亲——长汀时代厦大教务长谢玉
铭博士。後、来宾们在大红布条前拍团体照，继即下坡
到铜像处，由六位校方领导及校友代表分立铜像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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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覆盖着的红布罩拉下而告完成，当然观礼者也纷纷与
铜像合照留影。

　　夜七时许，我们搭车到建南大会堂参加称为《南强
颂》之“厦大庆祝建校90周年综艺晚会”，仍由志愿者
何琪替我们找了靠中央的位子、但朱一雄夫妇则干脆坐
在中央通道之轮椅上。晚会在夜七时半开始，起初有萨
本栋校长在家中开课授徒、及陈景润攻读不懈的话剧式
表演，虽不太像、但其寓意则可取。第13个节目是美洲
校友张德光女公子张安麟教授之钢琴独奏两曲；第15个
节目为泰国校友之歌舞“美好的祝愿”；第16个节目为
泰国校友会前任主席陈汉涛、张永青及秘书长曾心共同
作词的“校友之歌”、由厦大学生合唱团与泰国校友联
合演唱的；这三项演出都博得广大掌声、我也都拍下照
来；後者我後寄去泰国。按：我之所以特别关心泰国校
友，是因我曾应聘该国17年半，与他们相处良好，且现
尚是该会荣誉主席之故。校歌大合唱毕，晚会闭幕，
振苍兄与我由何琪及另一志愿者送回；他们明天恢复
上课。

4月7日

　　早餐时，遇到泰国校友会第二任主席陈汉涛学长，
交谈良久；到餐桌时、第三任主席张永青夫妇和现任主
席张祥裕夫妇特地过来和我话旧、令我感奋。席上还与
庄汉水夫妇与其专程来伴之公子庄惠民、上海校友会副
理事长叶诒平等交谈。陈振苍兄报名参加傅志东学长主
办之金门行、明日前往观光。

　　十时半，我友林宇光教授由褓姆扶持、下山到我处
送别、合影留念，之後他便匆匆去医院体检。我则将校
方所送书籍和资料全部翻阅一遍，将次要者装了一袋，
下午级友陈华带了他的志愿者助手，将之搬到我们级友
会的展览室内。

　　下午3时，1948年毕业之到厦及在厦级友与眷属计
17人在逸夫楼一楼咖啡厅内茶叙，参加者有来自新加坡
之徐其礼与其女季林、台湾周咏棠与张森忠夫妇、美国
苏林华、南昌舒文烈、福州唐汉铮与陈洪湛夫妇，以及
原在厦门之吴伯僖、陈华、纪华盛、何永龄、丘书院、
林龚亮、陈鼎。

　　吴伯僖主持，级友分别报告近况数分钟，而由其礼
之女一一录像，准备将来分送大家留念。但谈到一半
时，大家出厅拍团体照，这时忽见朱崇实校长与校友总
会石慧霞主任路过、故请他与我们合照；之後回厅续谈
至5时半，即移趾到楼侧之大餐室内，17人围坐在一个
铺上黄锻桌锦、中有大红花之大园桌而欢宴及畅谈，并
拍大团园之照，终於在夜七时半，互道珍重声中结束了
48级级友之团聚；也结束了我这三天庆祝母校90周年校
庆之活动。

尾 声

　　4月8晨在餐厅见到美洲校友、亦即美国工程院院士
林幼堃学长，我为今晨因要去福州探亲、无法听他9:30
为校庆南强讲座之专题演讲而致歉。接着即由中强侄陪
我搭乘高速火车去福州。是夜、两妹寄航、寄平与侄中
强三家十余人欢宴我。次晨（4月9日）、三家之人陪我
上三山墓园为家父母及舍弟及弟媳扫墓。

　　4月10日中午，我由寄平妹陪同、与67年前鹤龄英
华高中毕业之级友与眷属聚宴，彼等多有病痛，故只九
人参加，其中级友只有江圣启、施自祥、李挺章与我
四人。4月11曰与厦大1948级福州级友聚宴，也多人抱
病，但仍有11人参加，即赵孟如夫妇、赵景总夫妇、陈
洪湛夫妇、杨位捷、唐汉铮，我与次妹寄航与侄中强。
但以上两会、与会者皆尽欢、并摄影留念。

　　4月11夜，我宴请三家三代亲人，合计有16人参
加，在一大园桌上欢聚，并拍下各种方式之合影。4月
12日清晨、我侄中强亲自开车送我上长乐国际机埸，车
上也有我妹寄平、侄女晓云、甥女苏莉（她也代表其母
寄航）偕来送行；我遂先飞上海、转机洛杉矶，我儿中
弘来接，结束了我这次厦大校庆十天之旅。

　　此次厦大九秩华诞，承校方两度向我发出邀请函，
且回美後，又收到4月15日发来之感谢函，实感校方对
老校友太好了，实际上应表示感谢的该是我！我们目睹
母校校况突飞猛进，且又不断发展、前程无量，谨此以
祝母校万寿无疆！

——2011年5月完稿於美国南加州罗兰岗，文中照片由
作者提供

４８届毕业生团聚，并与朱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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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廈門之行
莊昭顺（1946法律系）　朱一雄（1947文学）

　　我們在三月二十七日由多麗送上飛机，先到北卡州
一家大學停留了三天，一雄作了兩場演講及繪畫；住在
一位教授之家。又承一雄以前的學生遠道來幫忙，供應
作畫寫字的材料並駕車送我們到机場回新澤西的家。當
天晚上由次女希玲接我們在家休息。次日多麗由佛州飛
來新州會合外孫女同在餐館告別。

　　四月二日，我們四人，一雄，昭順，多麗，希
玲同乘多麗昨天租來的車到紐約的JFK机場。當天乘
AirChina到北京机場。經過十四小時的航程又趕著在一
小時內辦完換机到廈門机場。感謝上帝，我們坐輪椅趕
上到廈門的班机。到達廈門己過半夜。校友總會的鄭祕
書長，廈大美州校友會的傅董事長及數位義務協助的學
生送我們到廈大克立樓的706及702號的房間安睡。

　　翌晨，侄兒秉奎帶妻子及女兒蔚婷駕車送我們到漳
卅掃墓。五十多位親戚早己安排鮮花與大陽傘等候我們
四人，許多晚輩紛紛在我雙親墓前獻花；我獻花之後，
為家人禱告，希望在天的雙親安甯。在地的家人和平快
樂。然後到預定的餐館聚會拍照。我與弟弟榮霖是先父
母尚留下的兩個子女；我們同拍一張照片。飯後由秉奎
原車送我們回廈大。他帶我們參觀漳州新建設，我已經
認不出我們的老家！

　　晚餐遇見好几位老同學，約定第二天參加校內的掃
墓，晚上參加大型的遊藝會。五日我們扶著輪椅趕上向
校主陳嘉庚先生及戰時校長薩本棟博士的紀念碑獻花。
下午參加室友謝希德博士与老前輩盧嘉錫博士的銅像揭
幕禮。緬懷先賢，無限欽佩。這一天的遊藝晚會是在露
天，風大，天氣又冷，我們雖然坐輪椅，還要步行經過

許多台階才得坐下。場面十分偉大，五彩繽紛！可惜我
太老了，只好早點告辭。

　　六日一大早便由義工推輪椅到大會堂參加九十週年
校慶大會；我們被推到第二十二排坐下來。主席台上嘉
賓太多，我不管他們是誰，安然坐下聽報告。到了唱校
歌時，我們一腔熱情，為這美麗的母校歡欣！為了參加
翔安新校區奠基典禮，我乘大客車穿過許多新地區。廈
門真大！到了目的地，主席台上已坐滿要人，我的老花
眼只見到處是大紅緞條及花卉。場地上坐滿穿制服的觀
眾。我被安排在涼亭觀禮。奠基儀式完，我又被送上大
客車回校吃午飯。下午參加莊漢水樓冠名禮。遇到許多
由菲律濱來的僑領。好幾位僑領都是過去的學生。看見
他们成為社會棟樑，心中自有愉悅感。這一天的遊藝晚
會是在建南大樓，我坐在舒服的觀眾席，深覺各項表演
都很優美。

　　七日這一天，坐在輪椅參觀美麗的校園；流覽林文
慶校長的彫像，嘉庚樓群及廣場，參觀學校珍藏的書
畫。因年邁無法高攀大樓便回克立樓休息。

　　八日上午參觀陳華在建文樓的書畫室，並听林幼堃
演講。

　　九日我們一早便到机場乘班机回美國，仍到佛州避
寒。六月半才回新澤西州。感謝上帝一路照顧！

《海峡导报》及《厦门日报》大幅报道朱一雄和庄昭顺
学长参加厦大九十周年校庆。更多照片见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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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母校廈大九十週年校慶紀感

張德光 (1949届政治系)

應邀參加校慶，倍感榮幸

　　今年四月，母校廈門大學為慶祝建校九十週年，
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其中以“全球化和學術化”( 
Globalization and Scholarship) 為主題，以促進廈
大發展為“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為目標，舉辦
論壇，邀請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國際傑出學者專
家，擔任主講。

　　我和我小女張安麟、張安驊三人也應邀擔任演講，
安麟並演奏鋼琴，至感榮幸。我們能有此機會，該歸功
於前未見過的校友蕭瀟向母校推薦的結果，她是廈大美
洲校友會的前任副理事長及秘書長，她為我們從介紹、
聯絡、安排及節目全力以赴，對她的熱忱能幹、愛護母
校及校友的精神，至感敬佩。因我是美國印地安納州立
博爾大學擔任45年的政治學教授，我從事蒙古和圖瓦研
究，和擔任國際政治學會亞洲及亞太平洋研究委員會主
席，國際圖瓦研究學會會長。張安麟是美國俄亥俄州立
克利夫蘭大學的音樂教授兼鋼琴系主任，為葛萊美最佳
樂器獨奏獎的得獎人，獲得世界傑出青年獎。張安驊是
紐約時尚設計師，首創“時尚與科技結合設計”，獲美
國“明日之星”獎，及世界傑出女性企業家獎。合乎廈
門大學論壇的標準。

　　安驊從巴黎飛廈門，我和安麟於4月4日从美國飛
抵上海，潘逸表妹及全家到機場歡迎。在機場停留
數小時，在機場書店，發現巴黎的時尚（Vogue）刊
物，2011年四月的中文版，正好刊載Angel Chang（張
安驊）的長篇介紹，還有她設計的時裝，有六個模特
兒所穿的照片，正合時宜，她到中國在廈大演講，所
有中文Vogue的讀者都知道她。我們乘南方航空飛機
到廈門。機上空中小姐，秀麗大方，熱誠服務，至感
親切。抵達廈門機場，受到廈門大學圖書館蕭德洪館
長的歡迎，及志願擔接待工作的學生黃琳琳小姐及王

琳小姐的照料，她們便是廈大的親善大使（Goodwill 
Ambassador），在我們逗留廈大期間，熱心協助我們。

　　我們由機場到廈大校園。看到了廈門這個海島都市
的繁榮。行駛在沿海公路，抵達廈大校區，母校背山面
海，樹林蔭翳，嘉庚樓群和新建大廈林立，沿途棕櫚夾
道，榕樹映影，相思樹與鳳凰花，點綴其間，構成了美
麗的校園。所以廈大有中國最美麗的校園之稱，名符
其實。

新朋舊友相見歡

　　我們入住逸夫樓，我住701號套房，有客廳、臥
室，咖啡桌上一瓶鮮花及一盤各種水果，歡迎我的來
到，安麟及安驊兩人住個人房。面對廣闊的視野，至感
舒適。早餐是自助餐，在對面的樓座，午餐及晚餐在基
層餐廳都是宴席，每桌滿八人便開飯。就在校園和餐廳
以及咖啡廳之間，我們與校友談笑言歡，使我有一種回
家的歸寧之感。承蒙原政治學系主任黃強教授來看我，
他是我於1988年首次到廈大講學時歡迎我的第一個代
表，永感在懷。

　　我很高興和由會長劉偉敏小姐及傅志東董事長率領
的美洲校友四十一人相遇。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非常
親切，我們大家言笑，一起合影。

　　我在早餐遇到了1949級的同學，劉藻文一見就叫我
張德光，我們是在長汀中學六年及廈大四年，一共同窗
十年。她記得我在中學是班長，說起話來，白皙的面容
中，頓時泛紅。我看到蔡厚示和吳仕潭。立即叫他們，
他們覺得奇怪，我怎麼還記得。多麼高興又見到周純端
學姐和她妹妹周純真。周純端在新加坡對我的盛宴招
待，以及他資助1949年“相知半世紀”國內校友與會的
旅費和愛心，是使我至感敬佩。

　　我們1949級特地舉行一次午宴，有19位同學參加，
包括辜聯昆，周純端，劉藻文，潘達夫，湯維強，蔡純
瑜，王艮坤，應漢榮，邱澄振，詹出悌及其子詹雲松,
孫詹通，翁繩週及其女翁毅濱，黃寶奎，鄢慶剛，吳仕
潭，陳素貞，劉惠生，吳宗恩，曾六雍和林碧彩，加上
我和我的兩位女兒張安麟，張安驊。餐會由辜聯昆主持
及擔任報告，各人自我介紹，話舊言歡。

　　我們1949級有幾個特點：

　　第一．我們是1945年抗戰期間考取廈大。抗戰勝利
第一批回廈門在鼓浪嶼的新生院住了一年。1949年畢
業。是“國立廈門大學”的最後一屆畢業生。1950年以
後便改為“廈門大學”了。
　　第二．我們1949級出了第一位廈大畢業生擔任廈大
校長的田昭武和副校長的辜聯昆。
　　第三．我們1949級的校友蔡悅詩，原名蔡碧娥，獨
資捐建廈大最高二十五層樓的“頌恩樓”，居嘉庚樓群

作者应邀会母校演讲，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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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冠。
　　第四．我們1949 級的校友朱伯舜，是由上海法商
學院轉學廈大只念了一個學期，但對廈大特別鍾愛。他
接受我的建議，在廈大政治學系設立“朱伯舜博士獎學
金”以及領導台商捐資，建立廈門大學新的校門。
　　第五．我們1949級的校友周純端資助國內級友旅費
參加“相知半世紀”以及60年的年會。
　　第六．我們1949級的級友黃仰賢，在台灣舉行的全
國性高等文官考試考取第一名。
　　第七．我自己是1949年，唯一沒有領到大學畢業證
書的畢業生。因為我第八學期在台灣大學補修學分，不
是轉學生。我在廈大修滿了七個學期，學籍仍在廈大。
台大把我的第八學期的成績及論文及格，報給教育部，
由原校發給畢業文憑，至今還沒有領到。但我在美國獲
得博士學位，擔任美國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45年，為美
國富布來特教授。受新疆大學和廈門大學政治學系聘為
客座教授以及任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和政治大學客座
教授，及應邀到大陸及台灣20多個大學演講，為研究，
講學，主持國際學術會議及提出論文，到過70多個國
家，獲選為世界性的國際政治學會亞洲及太平洋研究委
員會的主席及國際圖瓦研究學會的會長（圖瓦是匈奴後
裔所建，現在為俄羅斯的一個自治共和國）。。

校慶活動　豐富多彩

　　我在母校九十週年校慶參加了許多活動。我出席了
由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潘世墨所主持的“廈門大學莊漢水
樓冠名儀式”，及“廈門大學懷賢樓揭牌儀式”。我在
校時，莊漢水和我都當選為廈大“學生自治會”的理
事。他到菲律賓留學，發展企業致富，為母校捐獻。懷
賢樓是邵建寅校友捐獻。他以前曾捐獻“亦玄樓”，我
在校時在“學生公社”和他認識，他也在菲律賓留學致
富，後又僑居加拿大。我們相知多年，但我一直不知他
是哪裡人，這次他告訴我說是在“鼓浪嶼”出生，原來
他是地道的廈門人。

　　我又參加了“謝希德銅像”揭幕儀式及“盧嘉錫銅
像”揭幕儀式。謝希德是原廈大教務長、謝又銘博士的
女兒。長汀時期入廈門大學學習，畢業後赴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任復旦大學校長，創辦美國
研究中心。我1988年承中國國務院邀請訪華時，上海就
是第一站，便是由她負責招待。承她盛宴歡迎我全家，
並請我在復旦大學首次演講，由國際政治學系主任王
滬寧主持。當我1994-1995年獲選派為美國富布賴特教
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任教一年期間。承他邀請我到他
創辦的美國研究中心演講，並參加該中心成立十週年紀
念。９４年中秋節，她親自送月餅到我住的上外專家樓
給我。她也是上海廈大校友會的會長，特地設宴邀請我
和廈大校友們相聚。她每次到美國訪問，都打電話向我
問候，我也曾請她到我任教的州立博爾大學演講。我參
加了她丈夫曹天欽博士的喪禮告別式，她因癌症去世之
後，我應邀到復旦大學參加美國研究中心20週年紀念。
參加了紀念她的“謝希德大禮堂”揭幕典禮，瞻仰了她
在校園的銅像。以後又偕同小女張安麟，到他們的墓
園，向她夫婦墓地銅像前獻花。現又在廈大母校參加了
她的銅像揭幕，再表敬仰與悼念心意。

　　我在母校讀書時，盧嘉錫博士自美國回母校當教
授，在校車上相識。我1994年到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富
布萊特教授時，經過北京，受廈大北京校友會的盛宴歡
迎，承蒙理事長盧嘉錫的親自招待，秘書長邱若樵對我
說，盧嘉錫很少參加對外的集會，這次特地出來接待
我，使我深為感激。1998年，我應邀到北京在國際孫子
兵法會議演講之後，特地去拜訪他，及祝賀他的85歲生
日慶會。承蒙他和他女兒盧葛覃的熱忱招待，吃蛋糕。
他親自贈我“盧嘉錫從事科研和教育六十年”一書，並
當面親自題寫“德光老校友存念，盧嘉錫持贈，1998年
十月二十二日於北京”，使我至深銘感。他是中國科學
院的院長，加上其他職位，俻受尊敬。我這次在廈大校
慶參加他的銅像揭幕儀式，聽到了他哲嗣盧嵩岳演講他
父親的生平，尤感榮幸。

校歌感人至懷

　　我於4月6日晨前往“建南”大禮堂參加母校建校九
十週年慶祝大會。受到電視記者的採訪，發表了參加母
校校慶的感想。當晚，我太太由美國印第安那州打電話
到我住的逸夫樓，說在國際電視晚間新聞中看到我在廈
門大學的談話，可見廈大校慶，已成世界的主要新聞。

　　在隆重的校慶典禮中，是我離開母校六十二年之
後，第一次聽到唱母校校歌，使我感動得喜極而泣。

　　自強！自強！學海何洋洋！……

　　母校美好的校歌，字字句句，點點在心頭，一直在
我心中蕩漾。

　　在慶會的許多賀詞及演講中，使我印象最為深刻
的，便是朱崇實校長的致辭。內容充實，包含了廈大的
發展、成就和展望，尤其詞句精美，真是言言金玉，語
語珠璣。

學術研討會

　　我參加列席中外大學校長論壇，是由鄔大光副校長
主持，朱崇實校長報告，以及世界第一流校長們的演

安骅也应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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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對發展廈大為“世界性的第一流研究型大學”至關
重要。在演講之後的討論時間，我就管見所及發言，認
為要發展為世界第一流大學的目標，必須要參加世界性
的學術機構，在世界性的學術會議上提出論文。我以國
際政治學會為例，把我為該會創立亞洲及太平洋委員會
以及促進中國政治學會成為會員國的經驗，提供給母校
參考。我發言不用擴音機，大家仍能聽得到。朱校長問
主持會議的鄔大光副校長，猜想張德光教授的年齡，他
說與他不相上下，中國規定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使我
頓感年輕。我在會中還遇到了台灣大學校長及政治大學

副校長，我於1995年到政治大學演講時，曾在歡宴中遇
到了林碧炤副校長，但是台灣大學李嗣涔校長是第一次
相遇。

　　我也參加了諾貝爾得主列系學術報告會，聽取了原
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李遠哲博士的演講，我到台灣
講學時，與他相識。這次在廈門重逢，至感歡欣。他對
環保與發展，多表感慨。他說二十年前騎腳踏車的上海
要發展為開汽車的巴黎。今天開汽車的巴黎，卻要發展
為騎腳踏車的上海。我在評論發言中便問他，可否將鼓
浪嶼作為環保的模式？因為鼓浪嶼為維護環境不許開汽
車。他說二十年沒有去鼓浪嶼，不知道現在鼓浪嶼怎麼
樣了。

　　我和張安驊的南強學術演講於4月8日下午兩時半在
廈大總圖書館的報告廳舉行，由蕭德洪館長主持。我演
講的題目是“蒙古、圖瓦和中亞發展”。我說今天有機
會在廈大演講應感謝母校的師恩，那便是母校給我奠定
的英文及政治學基礎，才使我能發展成為美國大學的政
治學教授用英語教學。我演講一個小時後，是張安驊演
講“創新與時尚設計”、她於2006年在日本福岡的國際
政治學會世界大會上提出論文。她經常去歐洲演講。今
天她的演講用DVD，幻燈機放映，配合她的演講。便是
她運用科技發展。尤其她引據了前一天李遠哲博士的演
講，以佐證他的觀點，足見她隨時都在吸取新知。我們
演講後，解答了聽眾的許多問題。感到了母校同學的努
力求知的精神。

　　張安麟演講是在美術學院的大師班。由鋼琴系的四
位研究生及本科生示範彈奏，由張安麟指正和講解。我

觀眾，掌聲不停，張安麟便說，她彈一首“月亮代表我
的心”獻給她的父親慶祝他的母校廈門大學校慶。她的
孝心和愛心，全場感動，掌聲不斷，欲罷不能。便一而
再，再而三的一共彈了四次安可（encore），使大家心
滿意足，興盡落幕。

觀光會客

　　我們非常感謝藝術學院蘇力院長為我們安排一日遊

安麟和厦门爱乐乐团一起演出

看到滿堂的學生渴望獲得張安麟單獨指導的機會。我便
問他們有多少人想到美國去獲得她的教導。結果全堂舉
手。他們可以向她的克里夫蘭大學申請入學許可及獎
學金。但學生們必須先把英文學好，把本科學習打好
基礎。

鋼琴演奏會

　　張安麟還為廈大九十週年校慶，舉行了兩次鋼琴演
奏會。

　　第一次，是四月六日，晚上七時半，在建南大會堂
舉行的“南強頌”綜藝晚會。這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表
演，音響和動作都有，好不熱鬧。但當張安麟演奏鋼琴
時，卻鴉雀無聲，洗耳恭聽。可以看出聽眾的樂音水準
都很高。她彈了一首西洋樂曲和一首中文歌曲。全場為
之喝彩。

　　第二次是四月十五日晚上，是廈大九十週年慶賀的
壓軸。在廈門市的音樂廳，由廈門愛樂樂團舉辦的音樂
會特別演出。聽眾滿座。有遠從上海、杭州乘飛機來廈
門，以及我的出生地長汀縣的領導代表七人，和廈門市
潘世建副市長等人，就是要聽張安麟的演奏。

　　音樂會由廈大美洲校友會的前副會長肖瀟女士擔任
節目主持人，她首先介紹了廈門愛樂樂團的指揮鄭小瑛
女士，已經81歲了，仍幹練有勁地指揮，領導這一支由
傑出青年男女演奏者所組成的交響樂團。然後介紹了張
安麟和她父親張德光教授，受到了全場的鼓掌歡迎，音
樂會由交響樂團演奏一支東歐名曲之後，即由張安麟擔
任鋼琴獨奏莫扎特D小調鋼琴協奏曲。演奏完畢，滿座

观众认真聆听安麟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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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前往南靖土樓參觀，派車由該院調音師，是來自
內蒙古的趙琦小姐，陪同我們前往參觀這個聞名世界的
聯合國核定的文化遺產。我們參觀了土樓及到張家祠上
香，遊覽小姐解說，當美國衛星發現這些土樓，以為
是火箭發射基地，雷根總統便派情報人員，以觀光為
由，前往探察。才知道是古蹟，由此報導出去，世界聞
名。乃為聯合國核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聞名的觀光
地區。

　　在校慶期間，我們參加了在海悅山莊舉辦的招待中
外嘉賓的盛大晚宴。另外，陳力文黨委副書記及校友總
會鄭冰冰秘書長在海港餐廳邀請我和安麟安驊午宴的厚
待。最使我們難忘的是，朱崇實校長為我們三人所設的
餞別晚宴，在專家樓的大鴻樓餐廳，還邀請了各單位主
管，包括藝術學院蘇力院長，圖書館蕭德洪館長，國際
交流中心毛通文主任，及余宏波科長，校友總會鄭冰冰
秘書長以及美洲校友會蕭瀟前副理事長等。我對朱校長
說：母校的熱烈歡迎及同仁的熱心協助，使我非常感
謝，尤其林琳女士從發函邀請開始，承辦與我們一切聯
絡事宜，皆神速妥辦，不但英文好，而且行政效率很
高，每次郵件一收即覆，但我到校後給她兩次郵電，說
要去拜訪面謝，問她辦公處在哪裡，何時方便。卻沒有
收到回覆，這是她的敬業精神，只爲盡職，不受言謝，
但我卻耿耿於懷。當朱校長一聽我說起之後，立刻著人
請她來同宴相見，使我非常感激，我感到廈大有英明的
校長，有盡職的部屬，全校同仁就像家庭一樣，相敬相
愛，同心協力，一定能實現把廈大發展為世界一流水平
大學的目標，這便是廈大精神的特色。

　　我平時很少喝酒，朱校長的宴會，都喝茅台酒，當
每位向我敬酒時，我都微表敬意，但到宴終時，朱校長
乾杯，我也只好乾杯致謝。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酒，但
並未醉倒，真是托母校之福。散席握別，各自回家，但
朱校長卻挽著我，由大鴻樓到我住的逸夫樓，其間有相
當的距離。我這次返校，到處都是乘車代步，但朱校長
專程步行送我到逸夫樓，是我在母校最長的一次步行，
也是最難忘的一次步行。

　　我們在四月十六日晨離開母校，搭乘飛機返美。承
蒙鄭冰冰秘書長到逸夫樓送別，蕭德洪館長親自送我們

父女三人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

到機場，把我們許多行李送上飛機之後，才安心與我們
握別。由他到機場來接我們，又到機場送別，真是有始
有終，盛情至感。

銅匾贈母校

　　我為慶祝母校的九十週年在美國特別設計製造一個
銅匾以作禮物給母校做紀念，由朱校長親自接受，上面
有母校校徽，下面有我任教大學的校徽，中間是中英對
照的賀詞，英文動詞都用進行式（ing），以表生動。

　　母校廈門大學九十週年校慶誌喜
自強不息
止於至善
致知充愛
校譽永揚

張德光 敬賀
　　Congratulations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Xiamen University
Pursuing Excellence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Seeking Knowledge Without Limits
Striving for Love Without Bounds
Best Wishes for Your Lasting Fame

Respectfully
Teh-Kuang Chang, Ph.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Ball State University

U.S.A　　

《厦门日报》专门报道，其中照片为赠厦大铜匾
和朱崇实校长合影

（作者现居美国印第安纳州，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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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人，志願者……
陳承煜(46届会计系，现居美国)

　　校友們都懷著感恩的心情，踏上回到母校參加廈大
90 華誕慶典的旅程。我們也巳知廈大校友總會和廈大
美洲校友會董、理事長、會長、以及與會的理事們都會
提供熱情，週到的服務。果其然，慶典是非常成功，而
他們也盡責完成任務，功德完滿，值得嘉許的! 尢其
是，他們安排了一群青春活潑的志願者，為校友們貼心
照料，允稱佳作！我們是都為自己的未來創造了美好的
回憶！
　　去年我參加上海世博會對年青義工們的服務大眾精
神猶留下好印象。先後報載北京奧運會及台北花博會對
年青義工們都享有好評，而對上海世博會年青義工們並
有“小白菜”的親切稱呼。他、她們確也是大會成功的
不可缺因素！而我們廈大人，志願者的年青同學們更加
添了“迎接親人”的溫馨感受！他、她們接待回“家”
校友學兄，學姊們的活動都是貼心安排，由机場開始，
便如影隨形，看護照拂，設想週到，隨傳隨到，已達
至無微不至的境界。這該是這次廈大人、志願者的特
色呢。
　　容為例証：
　　到廈門最先期待的是有好心人接机。不然，我們長
汀時代畢業的校友，要向逸夫樓報到，那是霧茫茫的。
下机時便覺到好多自香港同机校友，一大群走向出口，
曾見大幅廈大歡迎字幅和人們，卻未細辨便昏頭昏腦地
隨港友走出机場，只見有呼喊香港校友上車的呼喚，卻
未見有其他地點的校友.，眼見主客散盡，正想尋電話
時，卻見一年青學生，快步前來，自我介紹為接机人蔡
育森。他說曾見到我們倆人混在港友群中，而我們卻未
見到她舉著名牌，等待著。報到后，方知他和另一位胡
女同學便是接待我們的志願者，他們都是四年級化學系
即將畢業的學生。据說廈大人，志願者有千人之多。
　　當晚在容納有一万五千坐位的体育場，上弦場，
有“全國政協委員藝術家走進廈門大學大型聯歡慰問演
出”。去前，小蔡曾預警夜風增寒，要多加衣著，卻未
料數小時後，有如此之冷。校友們由他們安排好的交通
車，接送上弦場，對號入坐，欣賞精采演出。在熱烈掌
聲中散場，卻已見小蔡在旁待護持我，疾步行走在高低
不平的土路。迎寒風激流，頓感雙腳乏力，一時心悸耳
鳴，只賴外力支撐了。這是十數年未有的劇烈感受。幸
而有蔡同學一臂之力，才免得像另一老校友般摔倒現
場，而送醫檢診。[后悉:他有驚無險，慰甚.]
　　離校前下午5:45蔡胡倆同學到克立樓協辦退房，幫
提行李。他建議我們先用膳，反正汽車未到。晚餐太
早，乃承特別供應海鮮麵，味鮮量豐、齒頰留香增隹
憶。到机場握手道別時，欣悉蔡胡倆同學都各已選定就
業與升學，對廈大畢業生而言，机會一向良好，前途乃
一片光明！祝福并叮嚀……
　　“將來到美國一定要聯絡。國外的廈大人會好好地
協助學弟妹們！”

“失之交臂”之遗憾
吴厚沂(46届教育系，现居美国)

　　今年(2011)
是厦大母校建校
90周年的大日
子，当局准备在
四月六日前后，
举行盛大庆祝，
我俩在二月间收
到校方“邀请
函”(10.11.8)
，便很想回校参
加盛典，但因三
月尾至四月中，
公私事务特忙，
自忖不能与会而
暂未作复。嗣于
三月八日又接校
方快邮寄来“邀
请函”(11.3.1)
，感疚交并，

于是赴厦与会之心顿起，可是需要有人陪伴照顾，才
能成行，苦思焦虑，无计可施，远居加州之女儿，体
贴老父之烦恼心情，毅然答应陪行，并立即高价订
妥来回机票(自美国经南韩到香港，以及自香港到厦
门)和申请签证。于是老怀大慰，便在纽约中领馆缴
费US$170，办妥“即日签证”，准备行装，同时函复
校友总会联络主任石慧霞女士说梅卿须留下来处理公
私事务，不能与我同来厦门，并在“回执单”内“特
殊要求”栏填写“本人年95岁，需女儿陪伴。参观校
区，尤其漳州和翔安两校区。”
　　抵厦情况：4月2日、上午10时，港龙班机KA618等
情，均填写“回执单”内，传真给石主任，嗣后承其
回音说将会妥为办理，令我心感不已。
　　我战后任职之厦门双十中学，得我告知将回厦
门，便由校友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振典校友用电话
告知我：订于四月四日开会欢迎，会晤学校当局及总
会同仁，参观校本部及枋湖校区，当晚设宴联欢。
　　如此看来，令我厦大母校之兴奋行程，将加添双
十旧校之欢乐聚会，其兴奋欢乐之心情，不言而喻！
　　不料三月十一日，日本发生惊动全球之地震、海
啸、核爆、辐射外泄事故，当局虽在苦撑，事态却在
扩大。女儿乃忍心毅然决定取消远东之行，认为“不
想老人家冒此危险”，而我则如一团炽热火焰，遭受
一盆冷水泼淋。不过女儿的观察、推想、决定都没
错，所以我对她起初愿意陪我远行的一片孝心，十分
心感安慰，对她后来慎重考虑而取消行程的一片爱
心，十分欣赏、谅解。
　　回想过程，可叹世事之变幻无常又无奈：大好煮
熟的肥鸭在手，竟忽然振翅飞走，实属遗憾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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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战歌》是怎样写成的？
谢应瑞　（历史系１９５８届）

　　四月的厦门，春风送暖，百花盛开，我荣幸地以校
友身份回国参加母校九秩华诞庆典，意外地得知我五十
多年前作词、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先生谱曲的《厦门大学
战歌》被搬上九十周年校庆综艺晚会的舞台，歌声把我
带回那段在厦门大学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不由得令我感
概万千……

　　《厦门大学战歌》（以下简称《战歌》）是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的产物，那时，海峡两岸处于紧张的敌对状
态，厦门及厦门大学正处于海防的最前线，随时随地都
遭受到空袭及炮击的威胁，厦大校园极不平静，学校的
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当时，厦大人响应中央的号召，学校实行“全民皆
兵”，成立了民兵师，各系各单位均按部队的编制进行
军事化的训练，当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火红
年代。为了赶超英国，甩掉钢铁生产的落后帽子，夺取
１０７０万吨钢的目标而日夜奋战，厦大人和全国人民
一样也投入到这股洪流之中。

　　我是１９５４年进校，１９５８年历史系毕业留校
任教的。大学四年几乎都是在“炮声隆隆”的环境中度
过。１９５４年刚进校，就赶上了“９、３”炮战；１
９５８年毕业时又碰到了“８、２３”炮战，这两场激
烈的炮战都被我们这届同学赶上了，所以同学们都风趣
地说：“礼炮欢迎我们进校，礼炮又欢送我们毕业离
校”。这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是考验，也是洗礼！

　　记得“８、２３”那天傍晚，我们同学相约在中
山路的“绿岛大酒家”举行毕业会餐，却不料警报突
然拉响，炮火连天，有一半先走的同学已到达“绿岛
大酒家”等候，另一半同学却被堵在校园内，赶进了
防空洞出不来，结果我们的毕业会餐只得推迟了一个
多小时才举行。

　　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亲眼目睹、亲身体会到战
争环境所带来的灾难与艰难，同时也感受到了厦大人
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决心，继“８、２３”炮战之
后，９月９日，对岸的炮弹又疯狂地向厦门大学发
射，正在炉边争取多炼一炉耐火砖的化学系谢坚固同
学的胸部和腿部都被弹片击伤了，接着炮弹又落到芙
蓉四楼前的广场，南洋研究所的颜甘沛等几个学生、
及农民也被打伤了。

　　这一切的暴行吓不倒厦大人，一夜之间，所有的
厦大人都变成民兵，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在坑道里
发出民兵师庄严的誓言。每天，民兵迎着黎明的第一
道曙光，在“演武亭”广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练兵
场）上操练救护伤员……，在硝烟中，厦大的下放干
部和农民一道坚持生产，在战斗第一线的厦大农场，
被弹片打穿了许多洞的厨房，仍然不停地飘出缕缕炊
烟……

　　那时，依山面海、风景秀丽的校园，处处都有工
厂：从国光楼的电机厂房到海滨果胶厂；从南普陀树
荫下的铸铁厂到滨海楼的仪表厂和酒精厂；从五老峰

下化学实验室的红楼到西村炼
锰铁、炼钢工棚，处处都有在
炮火中坚持生产劳动的厦大
人。这一切正是我挥毫的墨
缘，也才有我笔下这样的歌
词：

　　“把校园当战场，把教室
当工厂，把烟囱当大炮，把笔
杆当刀枪”，“在火线上教
学，在炮火下生产，在火线上
练兵，在炮火下炼钢”，“
看，我们的战士多勇敢，捡起
弹片再来炼钢”。即使在炮火
纷飞的时候，厦大人始终没有
中断过教学、科研和办公。在
疯狂的扫射和炮击下，我们不
能在教室上课，就把教室搬到
防空洞和坑道里继续上课，当
时的南普陀十八洞就成了厦大
师生上课的教室。

　　那时，当厦大师生被炮弹

四月六日，校庆九十周年综艺晚会在建南大礼堂隆重举行。《厦门大学战
歌》以强大的阵容和高昂的气势把观众带入厦大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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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伤的消息传出后，慰问电、慰问信像雪片一样迅速
从全国各地和国外飞来。福建前线慰问团及全国各地
慰问团纷至沓来。由田汉和梅兰芳为团长的首都文艺
界慰问团赶来厦门和厦大进行专场的慰问演出，大大
鼓舞了厦门人民和厦大师生的战斗情绪，指挥家、作
曲家李焕之先生也随团前来慰问和采风，当他看到了
我写的“战歌”歌词之后，即欣然为之谱曲，很快地
将谱成的“战歌”送到了学校宣传部。随后，《厦门
大学战歌》被刊登在《新厦大》的校刊上，并被收录
到《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的封底
上。在同一《专辑》里，还收录本人撰写的化学系学
生怎样在炮火下坚持办酒精厂的文章。５９年秋，我
离开厦大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据说，当
时民兵在训练时都在传唱着这首歌，以鼓舞士气。

　　时隔半个多世纪，在这样隆重、庄严的９０周年
校庆晚会上，以如此大的阵容和大合唱的形式演唱这
首歌，那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十分意外和荣幸，意外
的是：已经尘封多年的“战歌”是谁的慧眼把它从校
史里发掘出来，重新排练而搬上庆典的舞台？这是我
始料未及的。荣幸的是：新一代大学生虽然没有经历
过那段厦大历史上的非常时期，但他们能以满腔热
情、慷慨激昂地演唱着这首歌，现场观众报以热烈的
掌声欢迎这首歌，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听到新一代大学
生演唱老一代大学生的“战歌”，真是一大幸事。

　　当年身处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校园，我们多
么渴望有个和平宁静的环境，能安下心来从事学习、
教学和科研，让我国科学的卫星能早日飞上天际……
正如《战歌》中所写：“让科学的卫星在宇宙间飞
翔，飞过金门和台湾，掠过白宫、五角楼房”，以实
现我们“强国富民”之梦。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实现
了，我国已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两岸早已结束了敌对
状态，实现“三通”；两岸同胞相互往来、和平相
处；厦大师生再也不需害怕被炮火击伤，能安下心来
从事学习、教学和科研，我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我

也希望两岸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让昔
日的“海防前线”真正成为和平的窗
口，让昔日“战斗的厦门大学”真正成
为科学的殿堂。

　　为了缅怀“战歌”的曲作者、著名
的音乐家李焕之先生，我特地偕同我的
夫人陈馨娥（厦大化学系６１届校友）
漫步来到美丽的厦门海滨“音乐广场”
，瞻仰他的塑像，在塑像前致意留影，
以此聊表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谢应瑞校友退休之前为厦大哲学系教授，
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

（欢迎读者观看大型综艺晚会《南强
颂》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
XMjU2ODI4OTQ4.html，其中第六个节目为
《厦门大学战歌》）

本文作者偕夫人瞻仰位于厦门海滨音乐广场的李焕之塑像

油印的《厦门大学战歌》词谱　（取自鼓浪听涛网）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六期 19

《厦门大学战歌》再一次唱响
谢　军 (化学系８８届)

　　“海潮汹涌浪花翻，耳旁炮声隆隆响，战斗的厦
门大学，挺立在炮火线上。……”

　　今年加州乍暖还寒的一个四月天，当我意外地收
到老同学赵海燕的EMAIL，得知四月六日母校建南大礼
堂《南强颂》校庆综艺晚会中第6个节目是我父亲谢应
瑞作词的《厦门大学战歌》时，这首充满豪迈气概的
歌词伴着那大跃进年代特有的高亢铿镪的旋律，即刻
从记忆中苏醒。

　　依然记得小时侯跟父亲学唱这首歌的情景，尤其
是他写这歌的时代背景。1958年金门炮战正酣，炮弹
曾落到大礼堂前。那时的厦门，凝聚了全国乃至世界
的目光。也就是那年，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先生（李曾
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随首都文艺界慰问团来到阔别
多年的厦门，即兴为《厦门大学战歌》谱了曲。

　　半个多世纪后，父母辈们一代人的声音，再一次
回荡在万人大礼堂的廊柱之间 。“……六千个人一条
心，六千个人一个思想。……在火线上教学，在炮火
下生产，……让科学的卫星，在宇宙间飞翔！……”

　　现在的人们也许已不能完全理解那个“火红年
代”的激情。然而时空的距离，让我学会不再用今人
标准，去评判前人的事业和精神。狂热抑或激情，天
真抑或赤诚，我们的父母辈们穿过炮火纷飞的一九五
零年代，将教育和知识的薪火传递下来。

《厦门大学战歌》曲作者李焕之简介

　　李焕之祖籍福建晋江，1919年1月2日生于香港，早年在厦门双十中学读书。1936年春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
师萧友梅学习和声学。1937年投入抗日文艺活动，作有《厦门自唱》（燕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早期歌
曲。1938年8月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结业后又继续在高级班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留校任教时深深为合唱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尤其恩师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塞克词）、《九一
八大合唱》（天兰词）、《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牺盟大合唱》（傅秉岱词）对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
迪，曾多次指挥《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的演出。此后李焕之毕生以合唱创作为主，并探索“不按照美声唱法而
是真正具有浓郁的民间或古代歌曲的韵味来进行编曲、创作和演唱”。从3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创作了三四百首的合唱歌
曲，如《青春曲》（胡乔木词）、《中国女子大学大合唱》（刘御词）、《我们齐声歌唱——党的颂歌》（贺敬之词）、
《民主建国进行曲》、《大反攻大合唱》中的《终曲——胜利进军》、《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管桦词）、《我们生活
在英雄的国家》（江山野、严辰词）、《生产忙》、《八月桂花遍地香》、《焦裕禄颂歌》（均为希扬词）《红旗颂》（
巩志伟词）、《东方红》之《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友谊的长城》（与科留克夫合作）、《送郎当红军》、《三湾来了
毛委员》、《石油战歌》（与吕远合作、任彦芳词）、《万里征途献丹心》（金帆词）、《沁园春·祝文艺春天》（茅盾
词）、《贺新郎》（毛泽东词）、《长城颂》（王健词）、《新长征颂》（张藜词）等。
　　1958年10月，李焕之参加首都文化界慰问团来到阔别22年的厦门前线，心情非常激动。海防前线军民的英雄气概激励
他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希扬作词、李焕之作曲的合唱《社会主义好》在全国广为传唱。李焕之还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创作和声配器的管乐总谱。
　　《春节组曲》和《天风海涛》是李焕之屈指可数的少数大型管弦乐作品，但质量很高，都堪称中国音乐经典。此外还
作有歌剧《异国之秋》。从16岁到80岁，李焕之从未停止音乐创作，65年的创作生涯中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作品题材横跨群众歌曲、艺术
歌曲、歌剧、西洋管弦乐、民族管弦乐等各个领域。1999年，患晚期癌症并双耳失聪的李焕之，坚持用最后的生命和心血
完成了单乐章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

　　相形之下，有幸负笈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厦大校园，
我们这代人没有了炮火的威胁，焦虑的却是如何追赶世
界的潮流。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我们勤学苦读，怀疑
思考，进而下海出洋，追名逐利，无怨无悔。

　　如今站在这资本繁荣，科技发达，物质充裕，富豪
崇拜的时代，顾盼之余，试问，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标志
是什么？后人们将要如何记得我们这个时代呢？

　　有伟人曾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百世之后，世人依然会向往家徒四壁的陶渊明“採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有谁见过富可敌国的
石崇之“金谷园”景致如何？

　　百世之后，世人依然会吟诵屡招贬徙的苏东坡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篇，有谁在乎
权倾一朝的王安石之“新政”孰是孰非？

　　再过九十年，提起厦门大学，世人依然会景仰陈嘉
庚的慷慨办学，崇拜鲁迅的文章气节，体会林语堂的智
慧幽默，感佩陈景润的寻幽探谜……

　　再过九十年，提起厦门大学，世人将以何为凭，来
认识感知我们这代人的文化和精神呢？

（二零一一年记于加州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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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把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

　　这是大家熟悉的厦门大学校歌，每次校友聚会时，
唱校歌已经成为必然议程。但作为厦门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却从没有听过厦大有什么
校歌，更没有听什么人唱过。

　　第一次听到学校有校歌是在１９８６年的母校６５
周年校庆大会上，当时美洲校友会的李联欢学长代表美
洲校友参加学校校庆，李学长作为嘉宾在庆祝大会上发
言，只见老先生在主席台的一边支上一个白色的大纸
板，在台上手舞足蹈的，我的座位离主席台挺远，老先
生又远离话筒，建南大礼堂又大，远处看去，真以为王
景愚在表演吃鸡呢。后来知道李学长希望大家和他一起
唱校歌，他怕大家不知道歌词，特地用大字报将歌词抄
了出来，立在主席台上，可惜不管主席台上的还是主席
台下的，好像没有人响应李学长的建议，最后只有李学
长在台上唱独角戏。

　　再次接触到校歌是在当年夏天召开的学校校务委员
会上，我作为学校研究生会主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参加学校校务委员会，令人奇怪的是，当时的校长田昭
武教授并未参加校务委员会，会议由王洛林常务副校长
主持，其中一项议程就是要讨论校歌的问题，但是参加
会议的人并未拿到校歌的样本，大概所有参与会议的除
了我和乃文（校学生会主席），其他成员都上了一些年
纪，可能他们知道校歌的内容，所以会议召集者就没有
把歌词印出来。其实讨论校歌的时间很少，只记得王洛
林副校长开了个头，大致意思是：美洲校友会有校友要
求学校恢复唱校歌，但校歌的“自强、自强”比较敏
感，因为海对面的老蒋提出“庄敬自强”，我们的“自
强”会让人家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等等。当时邹永贤教授
提出反驳，邹永贤教授是我的老师邹友思的父亲，据说
是个老革命，曾经担任学校党委宣传部的部长，那时在
哲学系做教授，开会之前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想像
中这样的“老革命”思想大概挺顽固的，不是“马列主
义老太”就是“马列主义老头”，没想到，他的发言却
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们的“自强”比老蒋的“自
强”不知早了多少年，老蒋抄我们的也说不定呢，为什
么因为老蒋使用，我们就不能使用呢？这次会议上，邹
教授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止这些，他在讨论学校章程时
的发言也使每个参与会议的人开怀大笑，为严肃的校务
会议增加了一点色彩：会议有一项议程是讨论修订学校
规章，本以为也是走走过场的，因为这些规章每次校务
委员会都要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一般可能也没

什么人去详细找问题，毕竟从拿到材料到开会只有那么
一、两天，除非某个章程在实践中出现问题，才会有人
提出来修改，就像现在有的组织的Bylaw一样。但没想
到还是邹永贤教授率先向学生规章开炮，他谈到有些规
章实在不合理，连过去国民党的规章都不如，有些条文
又太不严谨，比如说有一条：“学生不得穿短裤、背
心、拖鞋进入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公共场合”，那
时的学生大概都知道有这一条，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拖鞋
去图书馆，都走进去了，还是硬生生的被看门的大爷追
进去、赶出来，所以对这条规定恨得牙疼。没想到邹教
授说，好在我们的学生不去抠字眼，不然来几个学生故
意光着身子去这些公共场所，学校这样的规章又能拿他
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要求他们“不得穿短裤、背心、拖
鞋进入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公共场合”，他们裸体
去应该不违反校规吧！与会的人无不哈哈大笑。现在想
来我是大概没有勇气去故意试探这条校规，其他同学也
没有胆量，不然学生裸奔的新闻也不会等到现在八〇
后、九〇后才有，那时裸奔还不违反学校规章呢！现在
的八〇后、九〇后同学要是裸奔被学校处分了，从我
这篇文章中应该找到苦主了，因为邹教授的提醒，学

从校歌谈起

丁俊琪　（化学８５届）

本刊第十四期上刊登的学校关于校歌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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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学生不得穿短裤、背心、拖鞋进入教室、图书
馆、实验室等公共场合”的规定上加了一个字“仅”
，从而堵住了这条规定的漏洞，也让学弟、学妹没有
裸奔的自由了。

　　回到校歌的讨论，王洛林副校长建议不要讨论用
不用校歌的问题了，反正这个时候不宜恢复校歌，还
是看看怎样回复美洲校友吧。所以校歌的事也就这样
过去了。

　　第一次看到校歌歌词的全文是在四年之后了，当
时我已经留校任教，一天系里找到我，希望我和其他
两位年轻的老师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的校史知识竞赛，
作为复习资料，我们收到了几本学校宣传部出版的学
校校史（现在想起来那几本“白皮书”《校史》应该
划入非法出版物，因为封面上好像连书名都没有，更
不要说书号了，一笑），这是我第一次可以系统的了
解学校历史，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校友那么怀念
长汀岁月、那么怀念萨本栋校长；知道了为什么陈独
秀在《新青年》上发文《厦大也有这一天》，为厦大
学生闹学潮、搞分裂叫好；也第一次看到了校歌全
文。当时离竞赛的时间很紧，组织者为
了让大家有重点，不至于在那好几本书
里迷失方向，就划了一个范围，校歌自
然并不在竞赛组委会规定的范围内，因
为当时学校还没有正式恢复校歌，能在
这个“非法”出版物中让《校歌》重见
天日就已经不错了。我很快就喜欢上歌
词，虽然不知道怎么唱，但很快就把歌
词记住了，没想到这倒为我们夺取竞赛
冠军而歪打了个正着。

　　竞赛是在映雪二教学楼的阶梯教室
举行，有十几个系派出代表队参加，经
过前几轮的必答、抢答部分，有几个队
的分数不相上下，进入决赛阶段，分数
还是分不开，因为这之前的问题都是没
超出“复习大纲”的范围，看过、记性
还可以的应该不会弄错。关键的时候到
了，最后一题是每个队必须回答的书面
问题，要求每个队写出厦门大学校歌的
全文，只听到好几个队抗议，说校歌并
不在组委会的复习范围内，怎么能拿来
考呢，而且还是决定胜负的大题，但抗
议无济于事。我却好比瞌睡得了个枕
头，求之不得，很快将校歌的全文写了
出来，交了上去，所有参赛的队当中，
只有我们队和另一个队答对了这道题，
但由于另一队在前面的竞赛中落后太
多，我们队最终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这
次校史知识竞赛的冠军。

　　最近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借鉴
过去通讯的编辑方法，把网上扫描的美
洲校友会《校友通讯》过去的刊物浏览
了一下，虽然网上的过刊不全，但讨论

恢复校歌的文章还是有几篇，比如第一期李联欢学长汇
报回国参加校庆的消息，比如第十四期的学校回信等（
见照片），都体现了美洲校友会的老前辈为了母校恢复
校歌所做的不懈努力。

　　美洲校友会会员尤其是李联欢等学长应该感到高
兴，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终于正式同意恢复厦门大学
校歌，现在嘹亮的校歌在学校各种场合唱响。

　　从校歌的恢复所经历的过程，也折射出当今中国的
变化和厦门大学所处的特殊位置。厦门因为地处台湾海
峡的西岸，金门岛近在咫尺，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两岸严
重对峙，不仅妨碍了福建的发展，也影响了厦门大学的
发展；八十年代虽说两岸的军事对峙有所缓和，但意识
形态的对立还是十分严重，连“自强”一词，也因为对
岸使用而变成恢复校歌的阻碍，现在看起来很难理解，
但当时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随着台海紧张气
氛的缓和，厦门变成海西经济圈的龙头，地处厦门的厦
大自然迎来了新的机遇，虽然台海的不确定因素还很
多，对厦大的未来发展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但愿那种
因为一个词而废了一首歌的情况不会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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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慰老师
刘再复　（中文系63届）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今天我特别高兴，能够和母校母系的老师同学重
逢，这是我的幸福与光荣。四十八年前，我从这里出
发，先是走向北方，然后又走向西方。浪迹四方，只为
了求索真理，东寻西找，最后找到的还是情感的真理。
这一真理指明：情感是人生最后的真实。因为情感的力
量，我才能回到这个生命的原点，因为情感的理由，我
才飞越重洋，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丹娅、晓红发信到美国，让我代表系友讲话，但我
首先应当要说明的是我无法代表任何讲话。我只代表我
自己，只发表个人的声音。二十一年前，我走出国门的
那一刻，就给自己作了界定：从此之后，我不再有任何
归属，我只是一个独立不移的文学中人。我出身于中文
系，永远是中文母系社会“写作者部落”的一员。我给
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八个字。
从那一刻之后，我不再作国家代言人，也不作大众代言
人，当然，也不作同学朋友的代言人，尽管我从情感深
处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工农大众，热爱自己的同学
朋友。

　　我今天想讲的话很多，可以说是心事浩茫，满腹心
声，但是，我不能占用太多系庆宝贵的时间。我只想用

这一难得的瞬间，向已故的老师和健在的老师问候与致
敬，并说一些久存于心中的感激的话。我要感谢在我就
读厦大期间中文系所有的老师，包括年迈的老师与当年
还年青的老师，我要感谢像父亲、像母亲、像兄长一样
关怀我、培育我、教导我的所有老师。四十八年来，我
多次回忆厦大的生活，觉得四年的大学生活，老师们在
我身上注入的是积极的、高尚的思想情感，是向真、向
善、向美的心灵大方向。今天，我可以告慰老师的是，
我虽然赤手空拳回来，但我带着母校给我的那一颗简单
的、质朴的、对知识充满渴求、对人类充满信赖的心灵
回来。人是会变得，但我没有变，我的心灵依然是厦门
大学老师塑造的那颗既开竅又浑沌的心灵。

　　回望我的人生之旅，我觉得是国光中学给了我文学
的兴趣，而厦门大学中文系则给了我文学的信仰。我常
铭记彭柏山老师对我说的话：“你选择了文学，就像当
年我选择了战争。那是信仰，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牺
牲！”出国之后，我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读到他在给年
轻读者的一封信中说：对于文学，光有兴趣是不行的，
还必须有信仰。彭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话启迪了我：为
了文学，什么都可以不要，权力、财富、功名、荣华富
贵，一切都可以抛却。厦门大学中文系老师给我的综合
教育，总效果是让我确立了对于文学的信仰，也就是对
于心灵的信仰。走出校门之后，我的方向已经认定。我
明白，文学是美妙的，但文学又是残酷的，它会把一个
人的生命全部吸干。但因为有信仰，我认定了，我愿
意让文学吸干最后一滴心血，像蚕那样抽出最后一缕
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了信仰之后，我才了解李
商隐这一诗句的全部意义。

　　在此有限的片刻，我特别缅怀教育过我、关怀过我
但已经离开人世的郑朝宗老师、彭柏山老师、陈敦仁老

刘再复校友应邀回母校演讲

　　著名作家、评论家、校友刘再复应邀越洋回到母校
厦大，参加厦大90周年校庆包括“国学高峰论坛”与“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在内的一系列学术与交流活动。４
月５日，他出现在厦大中文系先行举办的建系90周年华
诞纪念会上。这里是他在纪念会上对中文系师生所作的
演讲。本刊征得刘再复学长的同意，全文发表。同时，
我们刊登刘再复学长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写的公开信，
清华应成为鹰的摇篮，我们何尝不希望厦大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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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陈朝璧老师、周祖譔老师、林莺老师、陈汝惠老
师、黄典诚老师、洪笃仁老师、樊挺岳老师、孙腾芳老
师、何建华老师、蔡师圣老师、庄明宣老师、戴锡璋老
师、蔡景康老师、陈剑淦老师、叶易老师、阙丰龄老
师、陈亚川老师、王礼门老师、陈述中老师。还有张玉
麟老师，他是副校长，但又是我的心灵导师。让我向他
们深深鞠躬敬礼。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觉得他们亡灵的
眼睛一直看着我，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对于我都是永远
的明灯。此时此刻，我特别要再次提起彭柏山老师与曾
是系主任的林莺老师，彭老师是我的写作实习课老师，
他曾对我的作文作过密密麻麻的眉批；林莺老师是我的
古代文论老师，他在临终前到北京看过我，他那“离运
动远点，离文学近点”的教导，我至今铭记在心。我所
以要特别提起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们用生命给了
我两次教育：第一次是知识教育，第二次是死亡教育。
他们的死亡，形成了我内心的大事件，他们的死亡消息
曾在我的心灵深处引起过爆炸，并改变了我的灵魂内容
和灵魂形式。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在他们的亡灵面
前，我还有什么理由计较得失、成败、荣辱、功过？他
们的死亡过程净化了我的灵魂，让我记住，唯一可对得
起他们的是，从今之后，我只能讲真话，只能面对历史
与面对真理，无论走到哪个天涯海角，我都只能捧着这
两位老师给我的良心。十年前，彭老师的小女儿彭小莲
在香港出版书写父母亲故事的《他们的岁月》一书，请
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说：彭柏山这个名字，是我的生命
与我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所负载的革
命、战争、死亡、苦难、眼泪、情谊、智慧、良心等
等，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和道路。又说：世上有一种
生命是不会被任何艰难凶险的命运所击倒的，他们在命
运的打击下，显示着坚贞，显示着正直，显示着人的不
屈不挠与大情大义。这种生命，没有荣华富贵，但高
洁，清白，丰实，伟大。

　　除了感激之外，最后我想告诉在坐的老师和一切听
我讲话的校友。我想说：请你们放心，我现在一切都很
好。刚到异国他乡时，面临着另一种制度与另一种规
范，心理确实发生过倾斜与危机，但战胜了危机之后，
我便进入深邃的精神生活，处于阅读与写作的面壁状态
与沉浸状态。二十年来，我赢得三样东西，这就是“自
由时间”、“自由表述”与“完整人格”。如今，我已
从“害怕孤独”变成“享受孤独”，整个写作状态，不
是走向概念，而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学问的姿态”
，而是走向“人生的深处”。我还想告慰老师与同学，
在当今俗气潮流覆盖一切的时代里，我没有成为潮流中
人与风气中人。我走过了三十多个国家，看到地球正在
向物质倾斜，全人类正在集体变质，人这种高贵的生物
正在变成金钱动物。不同人种正在崇奉同一种伪宗教，
这就是“金钱拜物教”。人间果真像巴尔扎克所预言的
那样，世界正在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人类的精神
境界从来没有这样低过。我要告慰母校的是，在这种大
风气中，我的神经没有被权力、财富、功名所抓住，身
上仍然跳动着曾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这一摇篮里修炼过的
非功利、非市场、非媚俗的血脉。

谢谢老师与同学们！

清华，你好！

    在你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校庆特刊”特邀我说
几句话。我因敬重你，便遵命发言，并衷心祝贺你，祝
福你。

    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都是我国的一流教育重镇和一
流文化重镇。但在我的心目中，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
别。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官办色彩较浓，“官气”较
重，清华大学则由庚子赔款启动，“洋气”较重。北大
从京师大学堂脱颖而出，中外多种知识并置，而清华大
学则一直是追踪世界先进步伐的现代化先锋。一九四九
年之前的二、三十年中，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
人文学术方面，清华的现代氛围都极浓烈。以人文而
言，不仅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国学
院”，而且还有后来的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君临课
座，形而上的最高水平和最先进的学术眼光、学术方法
全在清华。可惜五十年代之后，清华失去生命的第三维
度即人文维度，实际上成了一座缺少灵魂活力的工学
院。按照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
者）的说法，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倘若只有
技术——工艺层面，那只是具有宽度与长度，唯赢得第
三维度即人文维度，才有生命的深度。因此，四九年之
后的清华，最让人惋惜的是她丧失了生命的深度。那个
时代的清华，学校高举的是影响全国的“又红又专”的
旗帜，而所谓“红”，实质上乃是充当言听计从、不能
独立思想的乖孩子。在这种政治第一的红色框架下，自
然产生不了翱翔万里长空的雄鹰，只能产生规规矩矩的
寻寻觅觅的鸡群。没有强大人文素质的支撑，不可能出
现伟大的科学家和各种卓越人才。

　　八十年代里，清华的有识之士（包括领导人）似乎
意识到清华生命中的根本阙如，及时提出“恢复人文”
的构想，并物色了一批人文人才，这当然是有远见的。
可惜时间太短，迄今为止，我们尙未看到清华灿烂的人
文光辉和天才异象。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我要衷心地祝福清华大学在二
十一世纪能成为一座立体的、既拥有宽度、长度又拥有
深度的教育殿堂。祝福从这一摇篮里走出来的学子都不
仅具有生存技能、专业技能，而且拥有最高的生命质量
尤其是灵魂质量。

    清华，你不是座落于清华园，而是座落于大宇宙。
你应是鹰的摇篮，不是鸡的营地。祝你胸怀蓝空碧海，
雄鹰辈出，在新世纪中大放光彩。

                       刘再复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

清华，你应是鹰的摇篮！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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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MIT掠影
陈国进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我于2010年9月开始作为中美Fulbright访问
学者在MIT Sloan管理学院访问，作为Sloan的
IFF（International Faculty Fellow），不仅可以享
受宽敞的办公室和便利办公设施，而且接触到不少在国
内任教时接触不到的人和事。朋友托我在回国之前写点
什么东西，不便推辞，想来想去，就记下一些我生活中
的片段吧，对于已经长期在美国工作或者学习的校友，
这些现象也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访
问”学者，总是有些新鲜感，甚至引人思考，故称之
为“掠影”。

一、乔迁之喜好吃好喝但没有领导讲话

　　Sloan管理学院在2010年秋季搬进了新盖的大楼E62
，很气派，据说用了好几年，也花了很多钱才盖了起来
（按说金融学的教授应该很会记数字才对，但我还是忘
记具体数字了，抱歉），这个大楼有不少新的设计，比
如为了节能，引入了Charles River的水冬天取暖、夏
天制冷，减少碳排放。对于乔迁新居这种大事，庆祝
自然是不可少的。但是他们的庆祝方式却让我感到很
新奇，和国内司空见惯的“领导剪彩、讲话”不同的
是，MIT连续几天给管理学院的师生在大楼的大厅准备
好吃好喝（当然每天接待不同身份的人，如校友，MBA
学生，教职工等）。我参加的那次，看到１９９７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erton教授端着一杯饮料，
拿着一个面包，独自走来走去。这要在国内，会有多少
教授和学生围着他转啊。当然，最让我惊奇的是只有好
吃好喝，却没有领导讲话，但仔细想想，有好吃好喝，
又有谁愿意听领导讲话呢？

二、教授上课风格炯异

　　为了给自己充电，我在哈佛和MIT旁听了一些博士
生课程，这些教授平时只能在教科书或者论文上见到，
要请到厦大给个讲座，肯定是很费劲的事情，现在倒是

可以轻松地坐在教室里听他们讲课。

　　后来发现，这些大牛教授的教书风格截然不同。一
位教授对学生非常nice，不论你提什么问题，他总是先
说：great question，或者great idea，然后非常有耐
心给你回答问题，让提问者觉得很受鼓舞。正是有这样
的老师，他的博士生的论文可以在毕业前被《美国经济
评论》这样的学术刊物接受。

　　另一位教授虽然写了完整的讲义，但是上课从来不
带一张纸片，从头到尾用一支粉笔写出定义和定理，然
后开始证明。因为讲课声音有点低，缺乏一般人说英语
的抑扬顿挫，我好几次睡着了。补充一点，他之所以可
以在黑板上直接推导模型，很多经典金融学的模型就是
他年轻时候提出来的。

　　另一位教授虽然也不带讲义，也喜欢在黑板上直接
推导模型，但是他常常在推的时候卡住，老半天也推不
下去。不是他的功底不行，而是他要推的公式还没有人
正式提出。

三、赛场球员受伤，救护人员处理不慌不忙

　　在哈佛大学的体育场看了一场橄榄球比赛（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搞错的，美国人称橄榄球为football（足
球），而足球却成了Soccer，就象日语中将信件称为“
手纸”，和中文的手纸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是哈佛
大学对老冤家对手耶鲁大学，比赛高潮迭起，有两个球
员空中严重对撞，其中一个队员估计受伤严重，两队队
员都单腿下跪为他祈祷，这时看到救护队拿着担架慢悠
悠走进来，而不是狂奔进入球场，处理起来也不慌不
忙。在国内很少看球赛，我只是想，在国内要是遇到类
似情况，粉丝们会不会骂开呢？救护队狂奔抢救的效果
是否一定比这样慢悠悠的效果更好呢？

四、造价昂贵的校车上没坐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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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school bus样子并不好看，但是很结实，造
价也贵，在马路上有很多特权，比如它一闪灯，其他车
子都要停下来等，让学生可以安全的上下ｂｕｓ以及过
马路，（与国内特权车不一样），但是有时在车上看不
到几个学生。记下这个是因为看到一个报道，说广东某
个市也要引进类似美国的school bus，不管是否新闻炒
作，让“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栋梁”坐安全可靠的车子
上学放学应该是个好事情。

　　一个貌似不相关的经历，我住的位于100 memorial 
drive 公寓有两次响起了刺耳的消防警报，其实都不算
严重（相对严重的一次是因为MIT没有开设如何烤火腿
片的课程，结果一个学生烤火腿片烤焦冒烟了），但
是每次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及相关人员总是同时到
达的。

　　我国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改善民生，还有很多具体的
事情需要做。

五、给了一个seminar

　　受MIT Sloan黄亚生教授的邀请，在“中国经济与
商务系列讲座”上给了一个seminar，该系列由黄教授
和哈佛的Richard Freeman教授共同主持。接受这个任
务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学术会议，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搞
定，后来才发现是正规的一个半小时的seminar，咬咬
牙还是接受下来了。之所以需要咬牙是因为象MIT这种
牛校的seminar都很tough。我选择的题目是人民币升值
对消费品进口和国内消费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认真准备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等到我这只鸭子被赶上架子的时候，黄教授主
持，Freeman教授以他标志性的夹克和鸭舌帽准时出现
（据说他从来不穿西服），Sloan的副院长Allen也准时
来了，架势不小，但是大家对我比想象的要nice很多。
黄教授和Freeman教授给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
议，包括数据本身，估计方法和估计数字背后的经济学
故事，现场讨论也很活跃。

　　感想：（1）困难想象的一般大于现实的；（2）好
的论文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六、校友身在海外，心系母校，心系祖国

　　在MIT访问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得到了在波士顿
厦大美洲校友会许多校友的帮助，在他们家过重要的节
日，受邀到各种各样的餐馆享受大餐，参加校友会的烧
烤活动等，和他们有很多的接触，我感觉他们对厦大的
发展都很清楚、也很关心，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利用各种
方式报效母校。

　　还有我发现他们都尽量让他们的小孩（ABC）学习
中文，更多的了解中国（语言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
口，这是我10年前第一次学日语的时候东京外国语大学
的一个教授说的，至今记忆犹新）。

（陈国进教授，1991年获厦门大学财金系硕士学
位，1997年获经济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
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照片为陈国进教授在MIT 
Sloan管理学院留影）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前身是麻省理工大学1895年
班的Alfred P. Sloan（当时为通用汽车总裁）于1952年捐
助了五百万美金成立了产业管理学院（School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1964年时此学院改名为斯隆管理学院
（Alfred P.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以感谢出资赞助
者。身处在高科技环境之中，是斯隆管理学院最大的优势
之一，同时也有不少的管理学大师在此任教。根据英国伦
敦金融时报公布的2004年全球百大MBA学校排行榜中，斯
隆管理学院排名第九。MIT斯隆管理学院拥有许多顶尖的
学术课程，包括MBA课程，关于创新与全球领导课程的斯
隆院士计划、制造业领袖课程、大学生管理科学课程与博
士课程。此外，还提供一系列不授予学位的经理人进修课
程。
　　麻省理工大学(MIT)，世界上最杰出的理工学院之一。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也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商学院
之一。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在2005年被《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杂志评选为美国排名第四的商学院，仅次于哈
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自从1914年创办以来，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为九
十多个国家培养了一万六千多名人才，其中百分之五十的
人是高级管理人员，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公司企业总裁，另
外还有六百五十多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美国著名大公司
惠普电脑公司，波音飞机公司和花旗银行的总裁都是这所
商学院的毕业生。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创办当初，只是培养工程管

理方面的人才。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的规模越来越
大。现在，这所商学院每年招收大约三百五十名工商管理
硕士生，规模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相似。主要的专业方向
有电子商业、财经管理、信息技术管理、新技术和产品开
发、战略管理和咨询以及制造业管理等。1931年，麻省理
工大学斯隆商学院创立了全美第一个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
全时培训计划。从那以后，在职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成为
这所商学院的重要组成部份。
　　现在，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每年招收大约一百名
公司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为期一年的密集培训计
划。另外还有大量长则几个月，短则几天的短期培训计
划。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MBA项目主任玛格丽特·
安德鲁斯女士说，麻省理工大学在理工科方面有非常卓越
的声誉；和其它综合性大学相比，这里的商学院学生有更
多的机会接触最新最尖端的技术，从而使他们的教育带有
更强的技术性特点。在高科技管理人才炙手可热的今天，
这是一种重要的优势。她说：“商学院从多种方面受益于
MIT的其它科系。MIT是科技创新和新企业诞生的热点。
置身其中，学生有足够的机会来开发他们对科技和创办企
业的兴趣。例如，商学院的企业创办中心每年举办商业计
划竞赛；参加这个竞赛的商业计划得到风险投资家的密切
注意。我们每年奖给第一名的商业计划五万美元，作为实
现这个计划的种子基金。其它参赛的商业计划也很可能吸
引到资金。”
（选自网络资料）

MIT Sloan管理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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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远堂石旗柱的历史作用
——从闽南文化看土楼人家践行重教敬贤风气

张荣仁　（哲学系78届）

　　闽南文化是指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厦门一
带的民众，在长期而富有创造性的生产、生活、社会
活动中，厚积溶汇而又传承衍变富有特色的地方文
化。塔下村的德远堂族人所居住的土楼人家，完全保
持了他们的语言（闽南话为主兼客家语系），文化特
质，风俗习惯，直至今日不变。

　　德远堂位于“中国十大景观村落”塔下村，自从
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这座建于
明末清初，名闻遐尔的张氏家庙门，耸立着23根富有
地方色彩的石旗柱群，是目前中国姓氏祠堂保存最为
完整、最多一处。成为中外游客参观人文历史的一道
风景线。

　　据张氏族谱铭记：石旗柱全用石雕，其结构分为
底座和主体旗身两大部分。底座有方形、六角形、八
角形，高出地面一米，由十块刻有花纹图案的石板组
合而成，它紧抱旗身耸然挺立。主体旗身又分为上、
中、下三段，下段为方形主柱，高约4米，面宽40厘
米，刻有竖旗年代、辈份、学衔、官阶、姓名；上段
之间用方盘石凿榫紧相连接。中段高约3米的圆柱上，
镌雕着形态各异、俯身昂首的蟠龙浮雕，栩栩如生，
再往上段则用圆盘接连顶端，直径约20厘米，高2米
的圆柱，顶端有的雕笔尖，有的镌坐狮，这是中华传
统石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相传文官竖旗柱用
笔峰，意为人才辈出；武官竖旗柱镌坐狮，意有保平
安、镇邪、添财的作用，按闽南民俗有：“家庙竖石
狮，赚钱无人知”，之说。可见，张氏先贤在当时规
划，筹建德远堂既讲风水宝地，又注重立意高远。　  
据考证，这座张氏家庙始
建于明末清初，从清乾隆
至光绪年间120多年，土楼
人家张氏家族人文蔚起，
富商巨贾，经济腾达，进
士举人，人才辈出，旅外
华侨、台胞，百万、千万
富翁相继涌现，追根思
源，石旗柱就是这个时代
的产物。

　　综观23根石旗柱群，
大致归纳为三大类：1、塔
下村德远堂张氏先贤家族
考上进士、举人，竖立旗
柱有7根：如张金拔进士
从父及子及孙四代竖立了
5根，其余两根；2、恩授
岁进士（22人），诰封（3
人），竖立旗柱有7根，如

恩授直隶州司马岁进士十四代张文辉、张文彩同立，等
等迄今230多年；3、到了近代至1995年，那些富商巨贾
及塔下村旅居华侨对家乡建设重要贡献的人和百岁老人
（不分男女），族人也为之竖立共有9根，以示流芳铭
念。如张荣汀公造福桑、梓……功德无量，落款：南欧
乡亲感恩敬立；海外侨胞张万起为其百岁慈母竖立石旗
柱等。塔下村土楼人以“耕读传家、敬宗报本”的理念
不断富以时代新内容，得于薪火相传。

　　石旗柱，作为家族的荣耀与功名、地位的象征。石
旗柱是该族人功名成就感的标志，彰显家族的尊贵和荣
耀。为此,石旗柱的历史作用是尊贵与荣耀的标志。张
氏家庙土楼人家笃意秉承闽南人“爱面子”，或叫“撑
门面”，在体现封建土大夫功名意识的同时，透出闽南
人的土楼人家，勤劳敢拼，立志敬业,重教敬贤，爱老
惜才，敬宗报本，爱国爱乡等价值取向和践行风气；起
到了族人竖石旗柱光宗耀祖，激励后代读书仕进、成才
立业、流芳后世的目的。拼搏、创业、奉献的闽南人文
化特质,“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少年不打拼、老
来无名声、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竞争意识。剔
除糟粕，吸起精华，古为今用，仍具有借鉴作用。

　　如今,福建土楼，故里南靖，世遗品牌效应，这座
浓厚的闽南地方文化，为中外游客了解该地区的人文历
史，民风俗提供宝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
物价值。

（张荣仁1978年毕业厦门大学哲学系理论班，现任南靖
县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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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的经历
林　今　（82 生物）

　　常言说：意大利米兰引导着世界时装的潮流。可米
兰更以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而闻名于世界。每
天千千万万个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游客愿一睹名画的风
采。2011年2月，我表侄女，中国著名的青年歌唱家吕
薇在意大利的米兰开个人公益演唱会，全部的演唱收入
将捐给意大利圣拉斐尔医学研究中心，咱家的殊荣和骄
傲，所以本人义无反顾地千里迢迢从美国赶去参加她的
演唱会。

　　演唱会二月6号举行，我二号从美国出发，凑巧的
是与中央电视台的大批人马一起到，他们是春晚的杨东
升导演，著名主持朱军等。演出之前，我有两天时间参
观购物。久慕达芬奇名画的大名，我想既然来到了米
兰，那就一定要看“最后的晚餐”。我向国旅社的导游
提出了此要求，他一脸抱歉地告诉我，看此名画要提前
三星期到一个月预约，然后在约定时间内凭通知信前往
参观，为保护名画，人数限制的很严。而我既没事先预
约又只有几天时间恐怕很难看到。碰了钉子之后，我想
不看实在是于心不甘，人生有几次这样近在咫尺的机会
呢？我决定想想办法，事在人为嘛，我与宾馆的工作人
员交谈，他们告诉我可以直接去名画所在的教堂碰碰运
气，如有人已事先预约但没来，我们就能代替名额进去
参观。我拉着我的表姐和姐夫说，咱们今天不跟大部队
去购物了，我们自己打的去碰碰运气，中央电视台的

名主持朱军听说我们要去参观“最后的晚餐”也立刻
说他也要去，这样我们四个人要了一部的士直奔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去了。在车上朱军说，临来米兰
时，他老师告诉他，一定要去看这幅世界名画。

　　到了教堂，广场上熙熙攘攘站了许多人，我告诉他
们三，你们先在这儿等，我进售票处看看。售票处房间
不是很大，一进去真是挤满了人，我用英语询问一位看
似负责人的中年意大利女子，她的英文水平有限，似懂
非懂地听着我说，然后领我到另一年轻女子处，原来此
女子是说英文的导游。我看到她手上拿着一封摊开的
信，用眼角瞄了一下，是四位韩国人的预约信。我立刻
向她表明了我不远万里来此看画的目的。她友好地问
我，我的预约信在哪，我老实地坦白我没有事先预约，
她立刻面露难色地说，没预约没票那就不能去看。我
说，你不是马上要带四个韩国人吗？那就再加上我们四
个，八个人也不算太多. 在我的好说歹说之下，又听了
我的“千辛万苦”，她被我说动了，她告诉我，让她去
请示她的上级，只要Boss说可以，我们就能一块进去。
等了几分钟，她跑回来说我今天很有运气，Boss说破例
让我们进去。我立刻兴高采烈地跑出去向站在外面的我
表姐，姐夫及朱军招手，“啊，成了”他们也高兴地跑
进来，我们四个加上那四个韩国人开始了行程。那四个
韩国人颇有敌意地看着我们，他们肯定心想，我们的团

作者（左四）和朋友在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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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美洲校友会理事会讨论，通过了认捐母校翔安
新校区的三号人行桥的议案。翔安校区是母校刚开工建
设的一个新校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总用地面积为
243公顷（3645 亩），与校本部之间交通便利，通过翔
安海底隧道车程仅半小时。翔安校区全部建成之后总办
学规模将容纳三万学生。人行桥建成后将成为新校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捐建人行桥可以帮助母校的建
设，表达北美校友对母校的热爱，同时也能扩大美洲校
友会的影响，且充分体现了美洲校友会的桥梁作用。
　　理事会向全体校友发出募捐的动员以后，校友们认
捐踊跃。目前有27位校友和家属共认捐两万七千美元。
校友会前任董事长葛文勋学长还动员了他的弟弟和亲戚
认捐。母校校友总会表示可以在桥上(或附近碑上）刻
勒捐款一千美元或一千美元以上校友的姓名，作为永久
的纪念。以下是认捐的校友和家属名单（排名不分先
后）。（本刊）

Chinese Name Dept Year
张德光 政治 1949

陈奋 外贸 1983

范义鸣 财金系 1995

傅志东 化学 1982

黄文秀 化学 1982

洪福增 法律系 1938

朱一雄 中国文学 1947

莊昭顺 法律系 1946

葛文勋 电机 1946

葛文杏 洪福增太太

李庆顺 生物 1983

廖谊虹 计算机 1981

徐  静 化学 1981

刘　静 外文系英专 1983

柳清伙 物理 1983

刘伟敏 生物系 1987

毛  杰 外文 1997

王　奋 生物 1982

吴厚沂 教育 1946

陈梅卿 会计 1946

肖　潇 外文 1987

辛雅利 国贸 1987

赵可仿 国贸 1983

颜宇剑 法律 1996

詹世利 生物 1989

张新雄 物理 1983

洪  苹 物理 1983

美洲校友会认捐母校翔安新校区
人行桥向母校校庆90周年献礼

队怎么又莫名其妙地加进了四个亚洲人。

　　开始导游先讲解了教堂的布局和达芬奇如何接受米
兰摄政的委托于1495年绘制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
此教堂当时是多米尼加修道院，而壁画所在的房间是当
时修道院的厨房。能想象吗，一副旷世杰作整天被烟熏
火烤的，掺啊。我们一边看着教堂的布局图，一边听着
导游的讲解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用中文
翻译导游所讲的一切，那韩国翻译用韩语翻译导游所讲
的一切，本该相安无事的结束整个参观。可问题来了，
在整个过程中，导游把注意力都给了我们，说啊说啊，
只朝着我讲，我边听边翻译，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这
时韩国的翻译突然叫停，将导游拖到一边嘀嘀咕咕地说
了一大通。我想坏事了，冒犯了韩国人的小国心态，我
们好像有些喧宾夺主了。事情正如我所料，导游回来抱
歉地对我说：韩国人认为他们是有预约的，而我们只是
插进来的，要把我们赶出去。真有趣都进去了，又被灰
溜溜地赶了出来，大名鼎鼎的朱军可能好久都没受到此
待遇，他说，早知将他的国际记者证带来，哪儿的名胜
都能进。我也挺不是滋味的，立刻又去找负责人抱怨，
她似懂非懂地听了一阵后，将我再一次领到售票处，让
我买当天的票，现在是上午十点，我能买中午十二点
的，两小时后回来参观。因是馆里的头带我来的，售票
小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也就不好拒绝了，我迫不及待
的将我的信用卡给售票小姐，当握着四张珍贵的十二点
参观票时，我感叹地想，啊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告
诉大家，好吧，还有两小时，咱们去玩一圈再回来。

　　当我们四人刚出大门，突然听到有人叫“朱老师，
朱老师”，广场上有许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哪来的亲切
国语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海政歌舞团的政委，节目主
持，演员等几个，他们看到了朱军，大家全认识的。在
当地导游的陪同下，他们正准备进去参观。朱军老师告
诉他们，“我们都进去了，又被赶了出来，现在十二点
的票再来”。当地导游立刻说，要不我去协商一下，看
是否能将你们四人一块带进去。我们听了，高兴极了，
不用等两小时了。原来导游拿着米兰市文化部长的介绍
信，因吕薇在米兰的公益演唱会影响甚大，电视新闻发
布，各大媒体报到，与文化部长挺熟悉的。导游有部长
的亲笔信，有如尚方宝剑，果真一路畅通无阻了。当导
游带着我们这一路人马大大咧咧地进去时，我们经过了
四个人的韩国小团队时，他们直愣愣地看着我们，有些
发呆，他们一定也傻了，咋地？刚被撵走，怎么又杀了
个回马枪，而且还光明正大，大摇大摆的先我们而进去
了。可见，虽然在不同的国度，可国情都有些相似，还
是需要一点点的“走后门”。哈……

　　历史上大概找不到比达芬奇更有成就的艺术家了，
他独具匠心地选择了耶稣在用餐时向众门徒宣布有人出
卖了他，各门徒不同的反应。达芬奇极为传神地表现出
每人的情绪不仅流露在脸上而且表现在手部。他是历史
上第一个用绘画表现人物心理的大师。欣赏大师的画真
让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所有的波折都值得，真的不
虚此行。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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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硅谷厦门大学校友野餐会纪实
王忠霞　（94届外文）

　　2011年5月30日硅谷厦门大学校友在风光秀丽的 
Cupertino Linda Vista 公园欢聚一堂，成功地举行了一年
一度的野餐会。当日风和日丽，微风阵阵。公园里春意盎
然，绿草如茵，鸟儿在树上欢快地歌唱。
　　活动的组织者们一大早就驱车前往活动场地，布置各项
活动设施。这次野餐会的负责人是陈强校友 （82化学），
组织者还有肖潇校友（87外文），陈挺校友（89化学），秦
明德校友（83海洋）和余长风校友（83生物）。他们热火朝
天地设置接待处，悬挂厦大校旗，打扫长桌，清理烧烤炉，
摆放事先已腌制好的烧烤食材。在校友们到来之前，他们就
已经麻利地把准备好的美味食品、新鲜瓜果，饮料和餐具摆
放在长桌上。在和煦的春风中，鲜红的厦大校旗热切地盼望
着校友们的到来。
　　上午11点之后校友们陆陆续续来到活动场地。很多都是
全家一起出动来参加聚会。特别是小朋友们，从车上一下
来，看到不远处有两处playgrounds，都特别的兴奋。活动
的组织者们不光考虑到了活动场地的秀美风景和实用性，还
周到地考虑到了小朋友们的需求，选择了一个绝佳的野餐聚
会场所。
　　除了小朋友，野餐会对于平日埋头于工作的校友们也是
一个难得的放松机会。当天温暖宜人的好天气为校友们增
添了野餐的好心情。当日共有117位校友及家属签到参加活
动。厦大校友同聚首，欢歌笑语乐融融。公园里有老友欢
聚，也有新朋初识，大家相互介绍，在热烈的气氛中尽情畅
谈。看着火红的厦大校旗，大家仿佛又回到了美好的大学时
代，曾经的青春岁月记录着我们诚挚的情怀。美丽的厦大有
风景如画的山峦湖泊，有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更有我们珍
惜一生的良师益友。
　　中午的时候，聚会的重头戏野餐开始了。活动的组织者
们积极准备，购买了鲜嫩的牛肉、鸡翅、玉米，美味的蔬果
和各种饮料，还有适合小朋友喝的袋装水果味饮料。琳琅满
目的菜肴和新鲜可口的瓜果，让大家胃口大开，烧烤架上的
各种美味更是飘散着阵阵诱人的香气。浓郁飘香的小牛骨
肉，清爽的嫩玉米，甘甜的烤红薯，每次出炉的烧烤最受欢
迎，一会儿工夫就被清扫一空。
　　整个野餐会在愉快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校友们欢聚
在一起，一边品尝着丰富的美食，一边亲切地聊天，欢声笑
语不绝于耳。虽然大家从事着不同的行业，虽然处于不同的
年龄层，但是我们同来自厦门大学，厦大的旗帜把我们从四

面八方召唤而来。在火红的厦大校旗下，带着对母校的丝丝
眷恋，我们结交新朋友，问候老朋友，畅叙友情，共话发
展。
　　午餐结束后，大家围聚在火红的厦大校旗周围，合影留
念，留下这一年一度的美好记忆。就在合影留念的当中，三
位去山林间漫步的女校友飞奔而来，生怕错过这难得的一
刻。喀嚓喀嚓我们的音容笑貌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在家长进行交流活动的同时，来参加野餐会的小朋友们
在享用了丰富的美食后，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嬉戏，他们是那
么的快乐。最令人振奋和激动的是小朋友的拔河比赛，它将
整个活动推向高潮。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到草地上，分
成男生队和女生队。虽然年纪不大，小朋友们却体现出高度
的团队默契和良好的竞技精神。在比赛中，他们通力合作，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拔啊拔，绳子中间的红线一会儿飘向左
边，一会儿飘向右边。比赛陷入胶着，家长们更是精神振
奋，大声地给小朋友们加油。有的家长更是摩拳擦掌，想要
加入孩子们的行列。整个比赛激动人心。经过三轮紧张激
烈的较量，女生队以3:0大获全胜。女孩子们兴奋的欢呼起
来。落败的男孩子们在沮丧之余受到大家的鼓励，重新振奋
精神，明年一定要赢得胜利。
　　在这次聚会中，大家对硅谷厦大校友会的反应很热烈，
纷纷表示支持校友会的正式成立，希望能在硅谷有一个真正
属于自己的家。硅谷校友会的正式成立不光能增进本地厦大
校友之间的了解互动，还能增进和其他兄弟院校校友会及其
他社团之间的互动。
　　陈强校友还强调说，希望硅谷厦大校友活动以后每年举
行两次。这样能更好地促进大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并希望更多的校友能参与进来。
　　在晴朗的天空下，优美的环境中，大家度过了轻松愉快
的一天。相聚虽然短暂，但友情是长久的。金色年华里流淌
着我们珍贵的校友情谊。组织者们把一幅幅人气鼎沸情满山
林的画面拍摄下来, 留作永远的纪念。
　　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分别的时刻，校友们都觉得意犹
未尽，久久不愿离去。大家互道珍重，留下联络方法，相约
下次再见，同时对组织者们无私的奉献、辛勤的付出表示了
极大地感谢。相聚野餐会，老少齐欢乐, 气壮拔河场, 情绕
山林间。这次成功的野餐会给大家留下了许多快乐美好的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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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盛顿地区厦大校友春天聚会
余东晖　（89届中文）

　　一年一度的中国
大专院校校友会联合
会野餐聚会活动5月
22日（星期日）上午
11时至下午3时在马
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
黑山公园举行。厦大
校友会参加了这个年
度盛会，有30多名校
友及其家属相聚在蓝
天白云下，芳草青青
间，品尝烧烤，畅叙
友情。

    大专联自1993
年起每年初夏都在黑山公园举办大型野餐文体聚会活
动，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会员情谊，促进相互交
流。这次野餐聚会是联合会登记在册的60多个校友会
和俱乐部的本校校友之间, 各校校友之间, 以及八方
朋友之间进行联谊、交流的好机会。

    5月22日当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上千名来自
大华府地区各校友会的校友和家属们纷至沓来。厦大
校友会被分在I亭，30多名校友和家属陆续到来，他们

带来了各种食品。
几位师兄忙着生火烧
烤，为大家奉献上美
味的烤香肠、烤羊
肉、烤玉米、烤排
骨。美洲厦大校友会
理事长刘伟敏忙前忙
后，张罗照顾新来的
校友。

    厦大校友们边吃
边聊，欢声笑语四
起，大家最后在厦大
校旗前合影留念。厦
大校友还参加了组织

者举办的拔河比赛和沙滩排球比赛。在拔河比赛中，
厦大与浙大、中山大学校友组成的联队竭尽全力，终
因实力不足，败给对手，但大家在齐心协力中增进了
友谊与团结，虽败犹荣。

    此次聚会，又有4名厦大新校友“找到组织”，至
此大华府地区厦大校友会已有73名成员。刘伟敏说，
希望今后多举办一些校友活动，以增进旅居华盛顿和
美国的校友之间的联络与感情。

　　今年二月十九
日亚特兰大地区二
十多位校友和家人
在傅志东（82化
学）、黄文秀（82
化学）家聚会，庆
祝母校90周年校
庆。出席聚会的校
友有47机电系毕业
的苏林翘学长和夫
人Jennifer、赵可
仿（83国贸）和辛
雅丽（83国贸）夫
妇、林小红（86会
计）、郑琳（97国
际会计）、蒋静倩
（88数学）、崔
智（85自控）、
徐春浩（2002海洋）、黄平（83物理）和叶晓云（83
化学）夫妇、谢世明（85数控）和夫人杨玉、林庆华
（92会计）和陈华（92国金）夫妇、关岚（89国贸）
、卜跃（81化学）和张左敏（81化学）夫妇、杨汉清
（82物理）等校友。毕业于97年医大的陈庄勇和毕业
于96年福建农大的蔡云珠夫妇从当地华文报纸上看到

了聚会的消息，也
报名参加。47年机
电系毕业的苏林翘
学长是出席聚会的
最年长者，也是在
亚特兰大居住时间
最长的校友。苏
学长原在Georgia 
Tech当教授，现
已退休，在亚特
兰大郊区Stone 
Mountain 的一个
老年人社区安度晚
年。他们身体还健
朗。他们自己从
Stone Mountain开
车近五十分钟远道
而来。居住田纳西

州的徐春浩校友从当地报纸上获知校友活动的消息，
特地驱车来回四个多小时到亚特兰大。校友相聚总是
有谈不完的话题。大家在一起，回顾校园生活，感恩
母校，交流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经验，并期盼和相约
下次再见。（傅志东）

亚特兰大校友聚会庆祝母校9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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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日報》記者田邊２月２６日華盛頓報道：日
前，大華府廈門大學校友會在馬里蘭州的雲東飯店舉辦
晚宴，歡迎由廈門大學黨委副書記陳力文率領的訪美代
表團。會長劉偉敏和旅居大華府地區的廈門大學校友一
起與母校的官員和老師們愉快暢談，舉杯祝願廈門大學
不斷進步。陳力文特別邀請校友們返校，參加四月初的
廈門大學九十周年校慶典禮。

　　廈門大學代表團是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
辦公室春節期間派出的二十二個藝術、文化交流團之
一。來美訪問，主要是在開辦孔子學院的美國高校進行
演出和交流。團內有琵琶教學老師，中國功夫教練，舞
蹈演員等。他們在田納西州等地訪問演出，在前往德拉
瓦州的途中經停華盛頓。本地校友們聞訊後籌辦了這次
晚宴。

　　陳力文告訴校友們，廈門大學在海外開辦了數所孔
子學院，在美國就有兩所。分別在聖地亞哥和德拉瓦。
我們在土耳其、在南非和尼日利亞也都開辦了孔子學
院。我們之所以能夠這麼大範圍地在海外辦學，一個很
重要的原因是朱熹（1130-1200年，南宋教育家）對孔
子學說的繼承和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福建省的朱子廟
很多。陳力文說，我們這次在美國訪問演出，所到之處
受到熱烈歡迎。在田納西州演出的時候，觀眾把武術教
練周冰幾乎抱著，請他傳授技藝。

　　陳力文說，廈門大學是已故陳嘉庚先生集資興辦

华盛顿、大纽约地区校友分别设宴欢迎陈力文一行

　　另据本刊消息：陈力文率领的母校代表团访问纽约
期间，也和２０多位大纽约地区校友见面，共叙母校情
谊。晚餐会由美洲校友会现任理事许怡雄、卸任理事吴
光中、校友刘其才共同安排。

朱之文一行和大纽约地区从事医药研发的校友见面

　　由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率领的母校代表团一行
七人，５月１１日晚在新泽西Florham Park的天府酒家
和来自大纽约地区的３０多位从事医药研发的校友共进
晚餐。

　　代表团成员除领队朱之文书记外，还有校长助理
叶世满、医学院院长刘祖国、 化学化工学院书记金能
明、海洋与环境学院书记吴立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
长毛通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交流科科长余宏波，代表
团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医药研究与管理经验、寻求国
际合作，从而更好地办好药学院。

　　当天下午，代表团在任职于默克公司的孙永奎学
长（化学８１届，原美洲校友会理事长）的安排下，
参观了新泽西的默克研究中心，除了和Merck's Chief 
Strategy Officer, Dr. Merv Turner见面外，还和在
默克工作的厦大校友午餐聚会，并参观了默克研究中心
的实验室。

　　朱之文书记向参加晚餐的校友介绍了刚刚结束的母

校成立９０周年庆祝活动，并向校友通报了学校的发展
情况，朱书记欢迎还校友们回母校看看。

　　当晚应邀参加的校友来自各大医药公司，有的校友
下班后开车超过３个小时赶来参加聚会，不少校友表示
愿意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天的晚餐得到
一位热心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友的慷慨资助，扣除必
要的费用外，聚会还为即将成立的美洲校友会大纽约分
会募集到１５７０美元的活动经费。

　　代表团第二天还参观了新泽西Robert Woods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并和部分当地华人医
药界专家座谈。

　　代表团是在结束了对North Carolina以及Delaware
的访问后，对新泽西进行短暂的访问。新泽西的行程得
到了任职于诺华公司、山东大学千人计划学人王兴利博
士的帮助。（丁俊琪）

的。他想了一個長久之計，為學校籌措資金。這就是開
設了集美銀行。近期，學校還從該銀行得到了五百萬元
人民幣的支持。可見，陳嘉庚先生是多麼的深謀遠慮。

　　陳力文說，這次校慶的宗旨是弘揚嘉庚精神，凝聚
各方力量，總結回顧歷史。廈門大學自開辦之日起，就
沒有更改過校名，也沒有中斷過辦學。即便是在抗日戰
爭的艱難歲月裏，廈門大學仍然在閩西的堅持上課。培
養了不少人才。這次來美國訪問，一位校友得知後開車
三個小時，趕到田納西州的中部，與我們會合。然後把
我們請到他家裏去做客。大家一起高唱[廈門大學校歌]
，十分令人感動。

　　劉偉敏會長在致詞時說，希望校友們都能在四月初
回到母校，參加校慶。現在預定飛架票比較便宜。

　　這時，有人說[只要把校友的太太工作做通了，一
切就都好辦了]。這時校友們都會心地笑了。

　　席間，代表團的老師們為校友演奏了琵琶獨奏，表
演了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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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上午，我校杰出校友、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俄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林幼堃携夫人王英钰女士，在
克立楼三楼报告厅举行了题为“随机结构振动——兼谈我的人生和研究经历”的讲座。讲座由厦门大学大建筑与
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雷鹰教授主持，副校长赖虹凯教授出席本次讲座。
　　值此厦门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之际，林幼堃院士应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的邀请前来讲学，为厦大学子们带来一
场丰富的学术盛宴。讲座开始前，赖虹凯代表厦门大学为林幼堃院士颁发南强学术讲座纪念牌。
　　林幼堃院士，1923年10月出生，1941年考入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1954年秋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土木工程研
究所攻读结构工程哲学博士学位。曾应聘为埃塞俄比亚皇家工程学院、美国伊诺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新墨西哥
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教授或访问教授，并担任美国太空总署（NASA）、空军材
料实验室、通用汽车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维托直升飞机公司、波音公司、TRW公司等美国政府机构及公司的研
究顾问等职。
　　林幼堃院士是随机结构动力学方面的元老，也是我校知名杰出校友，他于2006年在我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
院设立了“Y.K.LIN院士奖学金”，以激励厦大学子们在学业上不断努力、不断奋斗。林院士丰富的海外留学经
历，卓越的研究成果，传奇的人生履历吸引了诸多厦大学子来到讲座现场，一睹大师风采，领略大师风范。
　　讲座中，林幼堃院士主要介绍了随机结构振动的原理，及该理论在地震、飞机、阻尼、生态系统“捕食者-
被捕食者”模型等方面的应用。林幼堃院士致力于随机动力学理论对工程结构的应用的研究，是该学科的创始人
之一，他所创建的“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随机应用研究中心”已被国际间公认为这一学科最权威的研究机
构。
　　讲座结束后，台下同学们踊跃发言，就专业学习、留学建议等方面向林院士提出问题。林院士鼓励同学们在
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多下功夫，把兴趣当成学习的最好驱动力。此外，林院士还提醒大家注重对物理、化学、数学
等基础学科的学习，夯实基础，扎实学习。　（李曦）

杰出校友林幼堃院士谈研究与人生经历

王美校友荣获“十大华裔杰出女性”
　　据《世界日报》报道，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并表扬女性为加拿大所作出的贡献，温哥华华人妇女协
会三月六日颁发“加拿大十大杰出女性”、“十大BC省
杰出女性”、“十大特殊贡献杰出女性”等奖项予来自
两岸的当地华裔杰出妇女。根据世界日报刊载的获奖名
单，王美大姐（化学82年毕业）荣获“加拿大十大杰出
女性”奖。据了解，该项奖励对获奖者的要求不仅要在
个人事业上取得成就，而且要求获奖者要热心参与公益
事业，回馈社会，为社会尽一份担当和责任。王美大姐
过去多年来一直热心参与社区服务，先后在当地多个华
人社团中担任职务，在公益慈善活动（如为四川地震赈
灾）中尽心尽力，得到了当地华人社区的高度评价。

赴厦门
别过湘潭站，单身赴厦门。
依依慈父影，远远少年心。
千里秋风劲，百川云水深。
夜来听海浪，多有故乡音。

登五老峰
九月几年少，同登五老峰。
高楼红瓦小，远水碧云青。
四海聚如水，卅年流若风。
天涯明月里，犹把浪来听。

观海
独坐上弦场，静观波浪扬。
海风吹远绪，秋色入斜阳。
九月凤凰火，三湘日月光。
蓝天接碧水，云外是家乡。

菽庄花园
仲夏天风里，菽庄月色明。
茫茫鹭江水，阵阵雪涛声。
鼓浪海无寐，卧波桥欲腾。
独听潮起落，心有碧云轻。

培云诗选

培云1985年毕业于化学系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五十六期 33

祝寿纪盛
吴厚沂（1946届教育系）

　　今年（2011）四月中，收到欧阳谧（1944级机电
系）和刘景昭（1945级机电系）伉俪之孪生千金平和安
寄来请帖，为她俩的双亲九十华诞而举办庆祝寿宴，邀
请亲友，同申庆贺。其请帖内涵，具见孝心不匮，朋情
洋溢，欣佩之余，照录于下：

In appreciation of your friendship and help,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celebrate the good

Health and wonderful longevity
of our beloved parents
Mid and Ching Chao

Pam and Ann
On Saturday May 28th at 12:30 pm

At Tres Yan & Wu
(Formerly Tres Elena Wu)

3131 Route 38 at Larchmont Blvd
Mount Laurel, NJ 08054

RSVP by May 7, 2011
Tel: 856-795-2504

　　平与安自从是幼稚园小女生以至成为医学博士，均
住在英国，来美国之后，分别钻研成为心脏与肠胃专

家，卅载以来，成绩斐然。两位之夫婿，均为医生，一
门四医，无怪其“老少皆壮健、阖府永安康”了。

　　是日也，我和梅卿准时到达酒楼，喜见平和安家
人，分立两旁迎宾，而由欧阳伉俪分别简介后，引客入
座，中西宾主六十余人，气氛欢乐热闹而秩序井然。筵
开六席，各置精致客人名单一张，既示来宾各就各位，
又便彼此认识交谈。席上除名单之外，更有美感十足之
菜单一张，（宴后有客人带回留念。）读之令人垂涎
三尺。

　　活动准时开始，首由平致词，精简动听，并介绍其
本人和丈夫以及子女各一位，又及其妹安夫妇和两名儿
子，因为来宾绝大多数为其父母之亲友而为平和安之初
次见面者，经此简介，宾主顿觉亲切非常。

　　平致词毕上菜，冷盘热荤，色香味全，众人大快朵
颐之后，平离席宣告在下讲话，塞责之词，方家谅之：

A SPEECH AT BIRTHDAY
CELEBRATORY LUNCHEON

Ladies and gentlemen,
 First of all, I sincerely wish Dr and Mrs. Ouyang 
a very happy birthday, a birthday of 90 years; and surely 

欧阳谧和刘景昭儿孙满堂，庆祝九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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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many enjoyable returns! With the same hearty 
sincerity, we thank Dr Pam Ouyang and DR Ann Ouyang 
for inviting us to this grand and happy gathering.
 My wife and I knew Dr Mid Ouyang and 
Mrs. Ching Chao Ouyang in 1942. That was 69 years 
ago. We were all in Xiamen University in China. Mid 
was a handsome young student with ver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every subject he took. Ching Chao being 
a tall and beautiful girl with graceful and elegant manners 
and high grade of intelligence was very admirable to many 
many male students, excluding me, including Mid of 
course.
 My wife and I were then good friends and we both 
admired this wonderful and well-known couple very much 
and wished quietly to keep pace with them, but in the end 
we failed totally.
 Firstly, Mid was admitted into the University in 
1940, Ching Chao in 41 and we were left behind in 1942. It 
was our first failure.
 Secondly, Mid and Ching Chao were both accepted 
to atte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ouble E, the most 
academically and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department and 
only the most brilliant students dared to pursue. Together 
they had 2 double E, for a total of 4 E’s, whereas my wife 
and I only managed one E: my wife took Accounting and I, 
Education, thus we failed by 3 E’s. E means Excellence, I 
declare. 
 Moreover, Mid and Ching Chao obtained Tan Kah 
Kee Scholarship every year. This Scholarship was, and 
still is the highest and most honorable Scholarship in the 
University. Fortunately, my wife won that Scholarship in 
her 2nd year; even though I had none at all, it prevented us 
from total failure.
 In 1949, Mid and I won a scholarship from The 
British Council for further studies in England. They 
placed Mid as a Ph.D. candidate. As a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 I was assigned to learn more abou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o they registered me in a post graduate 
course called English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for the 1st year and in an Associateship course for the 
following year. So Mid got his Ph.D. degree and I got no 
degree. Wasn’t it another failure?
 In 1950 Ching Chao and my wife gave birth to 
babies in Taiwan. Ching Chao bore two very adorable 
twin-girls. They are today our most honorable hostesses, 
Drs Pam and Ann Ouyang (Applaud, please!). Two months 
later, my dear wife bore a beautiful girl, who now lives 
with her happy family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and is a 

grandma of a 3-year grand-daughter. Now, considering 
Ching Chao and my wife contributing to the “baby boom 
in Taiwan”, in population increase we failed by half, and in 
order of time we failed by two months.
 As time has gone by, all failures and successes 
seem unimportant to the minds of all old people, like the 
two aged couples just mentioned. They are simply feeling 
content and satisfied, and steadily enjoying their longevity 
and prosperity.
 Now, let me sincerely wish you all,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luck, and live happy lives the way Dr and 
Mrs. Ouyang are living theirs.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God Bless You!

　　讲者语毕，只觉歉惭不已，听者掌声，只是礼貌而
已，随即大菜上席，于是回复平静气氛。

　　菜过数道，安的儿子向众简说公公婆婆之牺牲精
神，养育女儿成才，建立完美家庭，而母亲和平姨亦继
承其德行并传授给他的这一辈，他也希望薪传给他的下
一辈，词意深远可嘉。

　　寿星公在品尝多道酒菜之后，即兴发言，说我在
1984年创立“美洲校友会”有功，（其实他本人就是首
任财务理事，建树不少。）又说我在1987年创刊《校友
通讯》多才，（其实他是建议出刊的第一人，其后襄助
该刊良多。）再说我记忆强、思想灵、口才好。（这全
是因为我刚才报告了他许多辉煌历史而回报的客套话，
千万不可当真，以免误信受骗。）他的话语，夹叙夹
议，亦庄亦谐，博得掌声不少。

　　众人开怀大乐之余，起哄要在下讲笑话，于是应命
说上两则，众人报以掌声，亦是礼貌而已。

　　宾客们饱尝珍馐美酒以后，继以寿面，再加生日美
点，真是酒足饭饱，齿颊留香，于是落力高声合唱《祝
你生日快乐》。这番寿宴的进行过程，气氛和乐、高潮
迭起、宾主尽欢，可说是一次十全十美的欢聚盛事。

（照片为欧阳谧学长提供）

95岁的吴厚沂以幽默的方式祝欧阳谧和刘景昭九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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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组织人才项目到厦门交流洽谈

　　今年4月3日至5日，美洲校友会理
事会借组织校友回母校出席校庆九十周
年庆典的机会组织北美人才和项目代表
团到厦门市参观洽谈。厦门市委组织
部、公务员局、科技局等有关部门的领
导对美洲校友会代表团十分重视。虽然
4月3日和4日恰逢国内清明节假期，但
领导们都抽出时间出席活动。4月3日晚
厦门市公务员局副局长温哲宴请了代表
团成员。4月4日上午洽谈会在白鹭宾馆
举行。厦门市公务员局刘育生局长、市
委组织部人才处陈善志副处长、林卫东
副处长、厦门市科技局发展计划处李波
处长、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陈雪莲
主任以及厦门市专项办、创业园、软件
园、海沧创业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出席了
会议。厦门公务员局刘育生局长代表厦
门市的主办单位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厦
门市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政策，表示
希望更多海外人才到厦门发展。美洲校
友会理事长刘伟敏代表美洲校友会讲
话。她向与会者介绍了代表团，并表示
美洲校友会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家
乡厦门的建设和发展。当天上午介绍的
七个高科技项目引起了与会者得兴趣。
有的洽谈一直延续到了会后。当天下午
市参观考察活动。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
中心主任陈雪莲和她领导下的服务中心
为洽谈会的组织和安排做了大量周到细
致的准备工作，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美洲校友会代表团出席活动的厦大校友
有傅志东、刘伟敏、王奋、辛雅利、赵
可仿、孙立春、李梅、毛杰等。（傅志
东）

　　厦门日报讯 （记者 黄怀）“创新多肽载体靶向抗
癌药物”、“智能光纤报警系统”、“太阳能热水节能
系统”……一个个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项目闪亮
登场，吸引着我市企业的目光。4月4日上午，我市举办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海外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厦大美
洲校友会代表团成员携带各具特色的科研项目来我市，
与我市企业亲密会面，对接洽谈。
　　对接洽谈会由市委组织部、市公务员局、市科技局
共同主办。
　　本次洽谈会是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第一次组团来我
市开展人才与项目对接活动，海外人才项目涉及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内容，有些项目已参与申报
我市的“双百计划”评审。项目负责人已在会前通过邮

件、网络等方式与我市创业园区、企业进行了初步对
接，并在现场开展项目推介，以及一对一、面对面的现
场对接洽谈。
　　在对接洽谈会上，市公务员局局长刘育生表示，人
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引擎，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海峡
西岸经济区战略的规划实施，厦门再次迎来了重大的发
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引进人才的紧迫性，我们迫切需要
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参与厦门的建设。热忱欢迎
海外高层次人才到厦门投资、创业、工作和生活，我们
坚信，拥有“温馨城市，创业沃土”之美誉的厦门，不
但能让海外高层次人才有回家的感觉，更是海外高层
次人才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热土。（原载《厦门日
报》2011年4月6日）

厦门市举办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海外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

《厦门日报》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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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厦门日报》和厦门市“双百人才网”(200.xm.gov.cn) 介绍，  厦门市去年推出高层次人才“双百计
划”以来，申报者十分踊跃。去年共收到147人正式提交的申报。其中创业型100人，创新型47人，工作研究领域
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通讯信息、环境科学等方向。经过第一轮网络评审后，最终进入答辩评审的创
业型人才78人，创新型高层次人才24名。经过专家答辩后，有8位拟入选厦门市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型）
，44位拟入选厦门市首批领军型创业人才。根据厦门市公布的名单，有多位厦大北美校友入选。其中生物系78年
毕业的郑立谋学长的《肿瘤个性化基因诊断系列试剂的研制及产业化》项目和87年生物系毕业的孙立春校友的《
多肽载体靶向抗癌药》项目入选首批厦门市首批领军型创业人才名单。孙立春校友的项目在今年四月份美洲校友
会的海外人才洽谈交流会上引起了厦门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傅志东)

郑立谋、孙立春等入选首批厦门市首批领军型创业人才名单

参观郑立谋学长创办的艾德生物医药科技公司
傅志东 （化学82届）

　　今年四月中旬，我借回厦门参加母校校庆90周年庆
典的机会，到厦门海沧科创中心参观了郑立谋学长创建
的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郑立谋学长带我参观了艾德公司的实验室，介绍了
他和公司在短短几年取得的成就。艾德公司主要从事研
发和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肿瘤个体化用药基因突变
或表达检测试剂盒，为临床医生对肿瘤患者实施个体化
靶向治疗或个体化化疗提供必要的检测手段。据立谋学
长介绍，公司成立以来，已经获得了10多项国内国际专
利，多个自己研究开发出的诊断试剂已经获得了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生产许可。公司现聘用了博士
6人，留学回国人员7人，硕士8人。其中有多位是曾在
国内外著名生物医药企业工作的高级研发人员。

　　郑立谋学长原居住美东地区。他于1977年毕业于母

校生物系，并留校任教。1979年考取生物系细胞学硕土
研究生，师从已故前母校校长汪德耀教授。1982年赴法
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87年到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进行
博士后研究。1992年以后先后在Schering-Plough等大
公司从事新药研究与开发工作，先后担任多种高级研究
与管理职务。他于2008年辞职回国创业。

　　同许多成功的创业者一样，立谋学长在过去几年的
创业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曾预想的困难和艰辛。他在
回顾了创业过程的种种酸甜苦辣和短短几年取得的成就
后，表示对当初毅然辞职回国创业的决定感到庆幸，对
厦门市的创业和人才的环境感到满意，并表示希望能在
厦门看到更多的厦大校友回国创业。

（作者为美洲校友会董事长，现居美国佐治亚州）

傅志东与郑立谋（左）在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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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立谋博士，1953年2月出生于福建省龙岩
市，197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留校任教；1979
年师从汪德耀教授攻读细胞学硕士学位；1982年赴
法国留学，在法国里昂第一大学从事神经生物学研
究；1987年获生命科学博士学位，即前往美国纽约
洛克菲勒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起，先后在
美国跨国药业集团仙灵葆雅制药集团、VION 生物医
药公司担任资深研究员、副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
员、研发部门主任、主管等职，从事新药研发，在
国际一流生物医学杂志发表论文近50篇，影响因子
高达270。为美国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神经
科学协会（ASN）、免疫学协会（ASI）、肿瘤学会
（ASCR）、基因治疗协会（ASGT）、制药科学家
联合会（AASP）会员、北美汪德耀教育基金会董事
长。1993年起被聘为厦门大学海外兼职教授，1999年
被评为海外兼职博士生导师，2006年参与发起创办厦
门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任海外讲座教授、转化医学
中心兼职主任。2010年9月,入选“福建省引进高层次
创业创新人才”。
　　郑立谋博士于2008年2月从美国辞职回国，在厦
门海沧科创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基地投资创建了厦门艾
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任公司法人
代表、董事长兼总
经理。
　　在郑立谋博士
的带领下，公司奉
行以人为本，组建
了一支富有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目前公司有来自美
国、加拿大、新加坡、台湾地区高级职称3人、博士
6人、硕士7人、留学回国人员6人、本科以上的研发
人员70名；创建了超过1200平方米配有国际先进仪器
设施的研发实验室；建起了2200平方米GMP厂房;公
司被厦门市科技局认证为《厦门科技研究开发机构》
、《厦门市个体化分子诊断重点试验室》、《厦门市
自主创新种子企业》、《国家中、小企业创业基金》
、《国家高新科技企业》,是厦门大学《产学研合作
基地, 公司获省、市、区发改委、科技局多项资金的
支持;公司获得国家药监局的GMP厂房认证、生产许
可证、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考核，通过了国标标准-欧
盟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13485考核等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的各种资质,为产品在国内外上市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方面,艾德团队目前已
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子检测核心技术平台,
获得和申请国内国际专利10项，其中核心技术ADx-
ARMS双扩增平台已获中国专利。根据国家专利局查
新结果认定,该技术在“新颖性”、“创造性”和“
工业实用性”等方面完全符合申请全球各国的专利
要求,因此正在申请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专利保
护。由于艾德所核心技术平台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基于该核心技术平台研发的个体化分子诊断系列试剂
盒及其产业化，将填补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使

我国在肿瘤个性化分子诊断水平跨越式地达到国际先
进行列,为厦门、福建乃至我国赢的声誉。
　　在产品研发方面，目前艾德公司共有近20种
产品完成中试和临床考核，6种产品己获国家食品
药物监督局SFDA上市证书，3种产品获欧盟上市
认证（CE认证）; 其中K-ras基因7种突变检测试剂
盒国际上第二个获得批准上市的产品, 而EGFR基
因29种突变检测试剂盒和B-raf基因突变检测试剂
盒是国际上首次获得批准上市的产品。这三种产
品属于目前国内外肿瘤个体化分子诊断市场上紧
缺、急需的产品, 这三种产品的上市,已引起国际媒
体和杂志的广泛关注和报道(查Google.com, 关键词
AmoyDx、EGFR、KRAS、Braf、CE),艾德己成为国
内首个拥有与国外同等技术含量的高端分子检测试剂
的产家(目前仅跨国公司Qiagen 的DxS拥有同类技术和
产品)。根据跨国公司、靶向药物的主要厂商、跨国
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广州人民医院、上海胸科、厦门
科技局专家组与国际公认一流的Qiagen公司严格对比
和论证，表明公司的技术和上述三种产品分别为“国
际先进”和“国际领先。”艾德产品的成功上市填补
了国内外市场的空白，促进了肿瘤个体化诊断高端产

品市场的国产化，有
效地推动了我国个性
化诊断、治疗领域的
发展, 具有重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公司在创始人郑
立谋博士的带领下，

依靠公司较强的产品研发实力、优秀的产品性能，已
经在国内外的个体化诊疗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公
司与国内外数十家知名医院、研究机构、著名药业广
泛建立了协作关系，艾德产品和品牌已经得到行业内
的高度认可；公司合作单位包括：跨国制药阿斯利康
(AstraZeneca)公司(全球五大跨国制药公司之一,该公
司己出资邀请了全国50家知名肿瘤医院的相关人员到
厦门海沧学习使用艾德的技术和产品)、全国最大的
专业肿瘤治疗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全国
最大的肺癌专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全国最大的临床治疗中心-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全球最大的单体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国内最知名的
靶向新药企业－浙江贝达(Beta Pharm.)药业等。艾德
事业的迅速发展，己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和认可；国家、省、市等各级领导，及来自海内外
各种代表团多次莅临公司参观、指导。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公司在郑立谋博士领导
下，已成为国内首家集个体化分子诊断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高科技技术公司。
借助完全自主产权的、世界一流的核心技术平台,企业
有能力和信心在短期内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专
业化个体化分子诊断产品的生物医药科技企业。(厦
门艾德公司提供）

郑立谋博士

及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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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油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博士做客南强谈“对中
国经济与统计的思考”
　　2011年5月27日下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
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博士应王亚南经济研究
院、经济学院邀请做客我校南强讲座，做了题为“对中
国经济与统计的思考”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同时也是
我校统计学系列高级讲座的第二讲，由福建省统计科学
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联合主任杨灿教授主持，经济
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洪永淼教授为邱晓华博士授予
南强讲座纪念牌。
　　邱晓华博士曾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
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国家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等，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
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
员、高级研究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及统计学专家，
在统计学方面具有丰富的从业和研究经验。
　　邱博士此次的演讲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由分析中国
经济的近期走向为引线铺成开来。他首先从国际背景下
分析中国经济，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过
去，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
复苏程度呈现出不对称的特点，发展中国家面临了由原
来的对民生的诉求转变为对民主的诉求的巨大压力，加
上危机后各国在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加剧，
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从国内背
景来看，通胀压力，政策调整压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社会稳定的压力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人口老
龄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必须正确的
看待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邱博士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分析，指出，近期中国
经济的增长态势不会改变。首先从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来看，劳动的红利依然很大，制度的红利没有消失，开
放的红利将具有重大影响，由此可看出，经济增长的基
本动力没有发生改变。其次，从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来

看，城市化进程远没有达到结束的阶段，工业化进程依
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将带来经
济的持续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在近期，中国经济将依
然保持增长的态势
　　接着，邱博士就“提升中的中国经济—中期走向”
进行了详述。他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新阶段。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这
一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矛盾：第一，低
收入阶段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有可能导致市场出现竞
争力和容纳力减弱的风险；第二，低收入阶段以政府为
主导，靠投入和资源消耗为驱动力的经济动力结构有可
能出现失调的风险；三，以解决温饱为特征的制度安排
有可能面临失衡的风险。因此，在中期，中国要实现
中等收到高等收入的提升，必须要谨慎的处理好以上
矛盾。
　　在演讲的第三部分，邱博士与大家探讨了“跨越中
的中国经济—远期走向”。他分析指出，中国目前已经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人均年收入仍然较低，为使
中国由大国变成强国，我国应从农业、制造业、风险抵
抗力，价值观，海洋控制力等几个方面加强提升。
　　最后，统计科班毕业的邱博士简要论述了“变化中
的中国统计—现状与未来”，邱博士指出在国家发展
中，统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统计发展呈现出以
下特征：总体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
居于前列；体制，观念仍然较落后。改革开放中的统计
发展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催生了统计的巨大变革；统计领域开始转向物质生产与
非物质生产并重，统计方式开始发展为全面报表和抽样
调查相结合；统计技术开始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主，
统计理念也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总的来说，未来中
国统计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
是曲折的，我们仍然需要结合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行提
高。（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邓晶晶）

邱晓华博士做客南强

谈“对中国经济与统计的思考”

　　日前，荷兰蒂尔堡大学研究统计的“全球经
济学研究机构排名”（https://econtop.uvt.nl/
rankingsandbox.php）正式公布，统计显示2005-2009
年间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位
居全国三甲，仅次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与“国
立”台湾大学并列亚洲（包括以色列高校在内）第20
名。当统计区间缩小为2007-2009年时，厦门大学在亚
洲高校的排名上升至第14名，如果单独考虑2009年度的
论文发表数量，厦门大学在亚洲高校的排名上升至第11
名，并跻身世界150强，位列第139名。从排名情况看，
近年来厦门大学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呈
强劲的上升趋势。
　　上述排名是蒂尔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2005-2009
年间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的贡献情况进行统计的，排名共涵盖了5年的时间跨
度，而且每个年度的排名均可单独查询。研究人员使用
的数据来自ISI Web of Knowledge(v.4.6.)，涉及计量
经济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等领域的68个主要的国际权威
经济学学术期刊。由于“影响因子”通常表现出严重的
波动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批评，所以蒂尔堡大学
研究人员在本次统计时不使用“影响因子”或其他权
重，以使排名呈现简单性和和透明性的特点。蒂尔堡大
学研究人员研发的“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首发于
2010年，并在发布后立即获得了世界主流经济学研究机
构的认可。该排名被公认为目前较为全面、系统的世界
各大学研究质量的评价，对于提高各高校经济学科研究
质量和水平、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邓晶晶）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位居全国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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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营造厦大南强品牌，真正迈向一流研究大学
毛  杰　（1997外文）

　　九十周年华诞，海外游子对母校的巨大发展惊叹不
已，为母校的成就由衷自豪。我也想谈谈几点建议，希
望对校各级领导在深入推进厦大品牌战略建设，迈向世
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能有所帮助。

一、国际化

　　目前国内高校的竞争要差异化，厦大要发挥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校方可以在短期内（2-3年）把厦大建设
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特点的重点大学，从而让厦大确立
海内外在此领域的主导地位。

　　1、利用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比如美国总统奥巴
马的呼召更多的美国学生到国外学习，厦大应结合这一
呼召，在美国设立招生和宣传的网络，吸引最多的美国
留学生来华攻读学位或做交流学生。我们的海外学院，
嘉庚学院经过多年的建设，正虚位以待。同理，可以效
仿并扩展到欧洲等地。

　　2、在未来2-3年和中国汉办加强合作，争取能成为
中国在全球各地承办最多孔子学院的中国大学，扩大厦
大及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3、选派更多的学生去海外名校做交流学生，甚至
建立美洲、欧洲分校，直接在当地教学或搞有特色的短
期培训。厦大EMBA在国内四面出击，也可以在美国的纽
约、波士顿等地开个班，开国内大学在海外开办学位教
育的先河。

二、产业化走出去

　　走出厦门，走出福建，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当
前国内的著名大学，都在全国各地依托自己的品牌优势
和研发成果，开设各种研究院、研 究中心、科技园、
孵化器、产业园等等产研一体化实体，例如“清华长三
角研究院”，“清华启迪科园”等。厦大也可以借鉴此
模式，在外地，主要是广东、浙江等南方较发达地区，
设立有特色的产业园、研究院，一方面推动科技强国、
产业转型的大趋势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厦大扩大影响，
推进自身科研成果转化的需要。

三、培养广大师生的领导力

　　培养自强不息，敢于接受挑战，富有使命感，敢于
争先的校园文化，和敢于争先，积极进取，真正认可止
于至善的新一代厦大人，包括教师队伍和广大学生。

　　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都要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
才，精英人物才能有所发展和壮大。有鉴于此，我们母
校的领导、教师，更应注重加强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参
与意识、竞争精神，积极进取争当第一的人文精神。

　　倡议设立重点校级奖项，重点奖励在非学习、学术
领域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和教师，例如优秀学生干部、社

团领袖，省市级或国家级各类创业、 表演、体育、文
化类奖项获得者，树典型、立榜样；加强厦大艺术类、
体育类、文化类团体的扶持工作，营造健康活跃、精彩
纷呈的校园文化氛围。

四、资产盘活，打好经济基础

　　以上各项建议开展的基础，与学校雄厚的经济实力
是分不开的，没有经济基础就无法全面地、充分地实施
上述的发展战略。

　　为此，建议母校广开财源，盘活存量资源。可以借
鉴海内外一些高校理财增值的成功经验，推进校产管理
公司的工作力度，一是对现有存量现金类资产优化配
置，积极地保值、增值。例如可以像海外的校产基金那
样，多元化投资在股票、地产和私募股权投资等领域，
各类资产都适当配置，实现增值。

　　二是可以借鉴清华控股集团的做法，开展商业和科
研成果产业化的经营，将厦大旗下的出版社、高科技公
司、孵化器、产业园、风险投资公司等等校产充分地市
场化经营，赢取应有的商业利润，也争取能有些优质的
资产版块可以上市发行股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以上是我一些不甚缜密的思考和建议，仅供各级领
导和国内外校友参考。

2011-4-6   于厦大90周年校庆之际

小图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市值

选自：Yale Endowmen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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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厦门大学为在校生和校友备下了6万份免
费午餐。在校庆日招待大家，这是厦大的传统，90华诞
当然不能破例。

　　这个小细节体现了厦门大学“爱学生”的大传统。
从上世纪20年代陈嘉庚先生散尽家财办学，到上世纪30
年代萨本栋校长为学生鞠躬尽瘁透支健康；从上世纪50
年代王亚南校长用翻译《资本论》的稿费设立专用基金
为贫困学生添置冬衣、棉鞋，到现任校长朱崇实倾心为
学生办实事……

　　大至教书育人，小至生活琐事，厦大都用心去关
注。爱渗透在学校每一个角落，润泽到每一个学生的心
田。很多人称厦大校园为“最美丽的校园”，称厦大学
生是“最幸福的学生”。

是老师也是朋友

　　“我家两年来已请来了300多名学生，和他们探讨
社会热点问题，交流为人之道”

　　经济学院2008级本科生刘岳曦清楚地记得选修《海
洋科学入门实验》课的情形：“一个学期下来，我对火
山岩石、海洋生物等知识有了新的了解，还体验了解剖
墨鱼、出海考察等不一样的上课方式。”

　　在这门课上，经常看到文科和理工科学生共同讨论
的场景。能这样“大跨度”按兴趣选课，缘于一项教学
改革：2008年起，厦大“打破选修、必修界限”，学生
可以选修学校的任何一门课程，原来的200多门选修课
变成了2000多门。厦大教务处副处长吕子玄说：“如今
选课是‘必修中有选修，选修中有必修’。”

　　2004年始，厦大取消了职称评定，实行岗位聘任
制。学校规定：凡60岁以下的教授，每年必须给本科生
上一门主要课程；对55岁以上的教授和副教授，科研上
不做硬性要求，但是对教学有要求，达不到要求的教师
不能聘用。

　　本科生导师制也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公共事务学院
的刘祺在导师陈振明的指导下，参与了国家课题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化学化工学院的李清彪老师则被学
生亲昵地称作“彪哥”，一名学生给他留言：“因为彪
哥，我们爱上了化工专业；也因为彪哥，我们不会离开
化工专业。”

　　在厦大，处处有课堂。我国教育学界泰斗潘懋元教
授已届耄耋之年，他家的“学术沙龙”闻名遐迩，每星
期六晚上准时“开演”，20余载雷打不动。沙龙是漫谈
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几乎无所不谈。参加沙
龙的同学们都感觉到学术沙龙也有“家的温馨”。潘先
生说，教育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

　　这种家庭式的学术沙龙在厦大已经蔚然成风。厦大
老教授协会与学生社团共同举行“走进老教授之家”活
动。协会挑选一批热心教书育人的退休教授志愿者近20

人，把学生请到老教授家里做客。两年多来，已有600
多名学生从中受益。该会副会长、历史系教授孙福生年
近八旬，他说：“我家两年来已请来了300多名学生，
和他们探讨社会热点问题，交流为人之道。”

　　厦大校团委从2009年开始主办“名师下午茶”，由
学生开名单，邀请自己喜爱的老师来座谈，每月一场，
场场爆满。厦大校园里还有许多咖啡厅，形成了独特
的“咖啡文化”。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教授们带着自
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泡在咖啡厅，谈学问，谈
人生，所谓“朋辈教育”也就蕴含其中了。

用魅力延揽人才

　　“回到母校，最重要的是厦大待我的那份真诚”

　　高质量的教育源于高质量的师资支持。秉承着“自
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和理想，厦大走过了90个风
雨春秋。90年间，厦大用魅力延揽人才，用胸怀接纳人
才，至今在校园里还流传着许多佳话。

　　洪永淼，厦大经济学院院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
长，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终身教授，“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谈及“落户”厦大的原因，他说：“首先我
是厦大学子，最重要的还是厦大待我的那份真诚！”

　　洪永淼是厦门本地人，2002年，他的父亲在厦门生
病住院，洪永淼无法随身服侍。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医
生，询问病情并叮嘱悉心照料。老人辞世，学校派车派
人料理后事。

　　2005年，厦大决定将国家拨给“985工程”二期项
目的2000万元悉数投入“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建设。
朱崇实校长力邀洪永淼出任该院首任院长。5年过去
了，“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成绩斐然。2009年12月，该
研究院申报的“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
学）”正式获批，这是全国首个文理交叉的经济学科重
点实验室，提升了厦大传统经济学科的实力和国际知
名度。

　　李宁，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终身研究员，
国际公认的重液态金属冷却技术和材料领域的带头人之
一。2008年，他回国度假，厦大校领导就该校能源学科
的发展虚心向他讨教，介绍福建核能开发利用前景，并
向他发出了执教邀请。2009年2月，李宁从世界顶尖的
美国国家实验室辞职回国，作为特聘教授走进厦大，出
任厦大能源研究院院长。

　　5年来，厦大已引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得者1人，“973计划”首席科学
家3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人，“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4人，“闽江学者”特聘教授40
人。“引进人才挑大梁。”厦门大学人事处处长林培三
说，“我们引进人才组建团队，培养出一大批中青年教
师，发挥了学科建设上的优势。”

将爱学生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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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吾爱于无疆

　　“在每月的‘校长早餐会’上，校长邀请20名同学
共进早餐，听取学生的意见”

　　“充吾爱于无疆”是厦大学生最喜欢的一句校歌歌
词。对于学生的爱，渗透在厦大的每一个角落。

　　在每月的“校长早餐会”上，朱崇实校长邀请20名
同学共进早餐，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听取同学对学
校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在“鼓浪听涛BBS”上，朱校长
也是著名的“潜水员”。学生们频发“朱校长请看过
来”的帖子，反映问题。对于这些意见，朱校长都会安
排尽快处理，有的还亲自解决。

　　这样的“贴心”随处可见，哪怕是学生吃的米饭，
喝的开水，甚至是厕所用的手纸。物价上涨，厦大决定
让所有学生都享用免费米饭；学生宿舍“热得快”屡禁
不绝，学校了解到原因在于学生喝水不方便。于是，厦
大在学生宿舍、图书馆、教学楼等地设置饮水机，提供
免费矿泉水；有外籍教师提意见，厦大的校园很漂亮，
可是厕所的卫生状况“不敢恭维”。厦大花钱改造包括
学生宿舍在内的所有旧厕所，安装马桶、感应式的冲水
器等，还在所有厕所放置卫生纸。

　　有学生提意见说，校内实训条件不好，影响了实践
能力的提高。于是厦大耗资5000余万元建立了大规模、
综合性的教学实习实训基地，设置了机械加工、先进制
造、电力电气、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5个实训中心。

　　厦大还一直坚守“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
承诺。为了让家庭贫困学生有尊严地得到帮助，厦大特
设了“迎新应急补助金”。新生入学，辅导员通过观察
衣着和暗访了解，认定贫困生并有权决定提供应急补助
金。贫困生无需申请，就会发现校园卡上“凭空”多出
三五百元钱。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4月06日12 版）记者 蒋
升阳）

　　化学生物学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emical Biology）于2011年4月3 - 5日
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为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系列
学术活动之一，会议由化学化工学院和福建省化学生物
学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共同承办，赵玉芬院士担任
会议主席。

　　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近20余位化
学生物学领域顶级专家学者及本校师生80余人参加会
议，来宾包括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参会
代表中有一部分专家曾是厦大学子，而今已在化学生物
学领域已享有声誉。

　　会议开幕式由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黄培强教授主持。
孙世刚副校长代表学校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介
绍，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
大学，也是我国唯一地处经济特区的国家“211工程”
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本次会议主席
赵玉芬院士在致辞中介绍了化学生物学学科发展的历
史，并表示通过这次会议的交流与沟通，可以极大地推
进了我校化学生物学学科的发展。

　　化学生物学是化学与生命科学高度交叉的前沿学科
和国际研究热点，而2011年又恰逢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化
学年，因此此次会议将围绕“化学－我们的生活，我们
的未来”主题展开交流与讨论，共同探讨化学生物学的
发展和未来。

　　借此会议召开之机，福建省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厦门大学）召开学术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会议
由学术委员会主任赵玉芬院士和实验室主任黄培强教授
分别主持。厦门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毛通双代表学校对前
来参加会议的学术委员表示欢迎，并祝会议圆满成功。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科研副院长江云宝教授代表学院
领导班子致欢迎词。

　　实验室主任黄培强教授就实验室在过去三年间的工
作情况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实验室同仁作了汇报。重点实
验室高锦豪教授、韩守法教授、卢英华教授和杨朝勇教
授分别汇报研究工作进展及研究成果。

　　学术委员们评审了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决定对自
由申请中的4项课题予以资助。

　　学术委员们对实验室各方面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的意见，为实验室向更高水平研究基地发展指明了方
向。（化学化工学院供稿）

莘莘学者齐聚厦大

共话化生学科美好未来

　　厦门大学帆船队日前收到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帆船
赛组委会赛会主席阿里奎尔海军准将的邀请函，受邀参
加10月21日至28日在法属马丁尼克举行的世界最高水平
的大学生帆船赛。
　　帆船运动是一种勇士的运动，更是一种绅士的运
动。是与天拼、与海搏的斗智斗勇；是与自然亲密相
处、释放激情后的热爱；是团队协同、紧密合作的团
结。其庞大的知识容量与敏捷的反应速度，缺一不可的
团队精神以及通过帆船运动亲近海洋、热爱海洋、保护
海洋是厦大学子应该具备的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厦
门大学大力开展帆船运动，组建三支帆船队，其中包括
全国首支女子帆船队；并且成立厦门大学帆船协会，以
推广帆船运动，践行海洋保护，而此次受邀参战世界大
学生帆船赛，则更是对厦门大学帆船运动的肯定。

厦门大学帆船队

受邀出战世界大学生帆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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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厦门大学中文7701
的同学好友和弟弟的鼓励支持，这
部小说或许不会在祖国出版。这部
小说的第一稿在10年前完成，并曾
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连载。

　　1998年我随公司的代表团踏足
中国广州（但并没有回家乡），算
来我挥泪离开祖国，离开美丽而又
让我伤感的家乡，已经有15年多
了。在快车上第一眼看到的祖国土
地上的人，是一位穿着白衣白塑料
凉鞋的年轻女子，不知怎么的我的
眼泪就管不住的留下来，我让自己
趴在车窗边静静地但尽情地哭，就
像我当年离开祖国时那样……我的
美国同事好朋友格蕾丝轻轻地抚摸
我的头发和后背，什么话也没说。

　　广州一闪便又回到了美国的夏
威夷岛屿。

　　那个清晨，对着蓝莹莹的太平洋，黄澄澄的沙
滩，白花花的浪潮，紫红红的三角梅，温湿湿的海
风，咸鲜鲜的空气，我想家乡，想起过去的岁月，那
种情怀是没有文字能描写的。我蹲下来捧起一把海
水，轻轻地舔尝那苦涩的鲜咸，我想我尝到了家乡的
味儿了。我对自己说，全世界的海原是相通的，这海
浪曾经拍打过故乡的沙滩。母亲的故事，家乡的朋
友，还有那似水流年的点点滴滴，像潮水一样在我
脑里涌来退去，忽前忽后，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这时候，一点朝阳从遥远的海平线跳出，染红了一
片云天。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的臆想与现实景
象幻化成一幅幅色彩斑斓而又朦胧诗化的印象画，
我最喜欢的英国女作家，孜孜不倦坚持自己的意识
流和诗化画化散文化小说创作追求的弗吉尼亚 伍尔

夫(Virginia　Woolf)仿佛在海浪
中，在看不见的灯塔上对我轻轻地
吟咏。于是我的脑里渐渐地飘出了
玫、兰、菊、莲、冰雪、欣欣、露
露、晓菲、罗伯特、郝江河、大卫
和无数在我生活中匆匆而过却又令
我不能忘怀的明慧女子。她们像诗
像画像散文，用婉转的南音，飘逸
的箫声，悠扬的钢琴曲，向我，向
湛蓝浩渺的大海和清透广袤的天宇
诉说她们的心声，这些神秘的声音
和斑斓的色彩萦绕在我的意识中，
流淌到我的血液里，挥之不去……

　　我想记下这些印象这些意识，
用什么方式呢？我想长篇小说的肚
量最大，能同时容下最美的和最丑
的；能是远古的，也能是现代的；
能很长，也能极短；能传真，也能
掺假。对同类也绝不排斥，能容

下散文信笺、诗词歌曲甚至辞赋民谣；可以有古文今
文，也可以有中文外文。我计划像伍尔夫那样采用意
识流、梦幻、象征和印象派油画的手法，唯美唯心地
去写我脑里的那些人物景色、神秘声音和斑斓色彩；
我要让我意识想象中那些飘逸的美、神秘的美、传奇
的凄美和壮美以及时光流逝和空间变换的美流溢在这
本书上。我设想让全书外在时间只有主人翁冰雪在夏
威夷的四天，而内在的心理时间跨越将近一个世纪。
内在和外在时间交错呈现，时间空间跟着思绪跳跃回
环，自由自在地表达我对人与命运、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的冥想与思考，以及对真善美的憧憬与梦幻。如
果说上卷是纵向的，通过外在时空的变换和比较大的
历史事件来描绘玫、兰、菊、莲这三代个性不同的女
性；那么下卷则是横向的，更多通过人物的内在时空
和比较日常的生活事件来画出冰雪、露露、欣欣、晓

《何异飘飘》自 序
李　盈

　　编者按：参加今年母校成立九十周年校庆的嘉宾，收到了一份由母校馈赠的特殊的礼物，这就是旅
美校友李盈女士的力作《何异飘飘》。《何异飘飘》是一部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描写一个华侨
华人家族母系的四代女人的历史的长篇小说。该书通过一个家族母系的四代女人的百年沧桑，描绘了她
们在不同年代的爱情，婚姻，战争，动乱，远嫁，迁徙，漂泊，人生的喜悦与苦难，心灵的创伤和梦
境，表达了历史风云穿透个人生命带来的生命创伤，穿透代代相传不能融化的故乡之爱之情。而女性的
细腻、敏感的观察，遣词造句的精到，人物个性的独特质感，以及诗意而神秘的氛围营造，都强化了小
说的可读性。
　　出生成长于福建厦门的李盈校友，是中国恢复高考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母校中文系，1983
年赴美留学，1988年毕业于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现居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管
理工作之余，她从未放弃对文学的钟情，曾著有散文集《流淌的记忆》。《何异飘飘》是她第一本在中
国出版的长篇小说。
　　本刊征得李盈校友的同意，刊登她的自序、叶之桦校友的序言、王永志校友的《何异飘飘》介绍，
以及选载书中章节，以飨读者。
　　李盈与叶之桦两位校友曾就文学有过非常深入的通讯讨论，限于篇幅无法在本期选登，下期将选登
部分通讯，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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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郝江河和大卫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我很幸运，在中国我学习古雅优美的中国音韵学，
在美国我学习日新月异的电脑科学。我所处的时代是电
子信息技术翻天覆地的时代，美国硅谷每一天都有激动
人心的新创举，也有不幸爆破的美泡沫。不管是新发
现，还是美泡沫，都是一个传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
个时段那些传奇的。我更不会忘记，当西方古典传奇名
画《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被电脑用几千个当代人头摄
影按照颜色拼排成一张当代传奇的电脑图片画时，我的
心快要跳出来了。对了，这就是我要运用的小说形式。
我要努力争取让每一节是一个短篇或微型小说，一篇散
文，一首诗，或者一段思考;每一章是许多小节合起来
的中篇小说，每一卷又是若干中篇合起来的长篇小说。
白天，我从事赖以为生也很喜欢的软件工程开拓与管理
工作，我生活得很“理想”很“美国”；晚上，我倾注
于我的小说创作，生活得很“记忆”很“中国”。那是
一个很美也很感伤的过程。用意识流手法的表现形式让
我有时变成所创造的人物，用他（她）们的脑袋来想问
题，用他（她）们当时的能力来解决问题；用他（她）
们的语气来叙述他（她）们的故事，和他（她）们一起
喜怒哀乐。这种过程也使我跟着书中人一起成长成熟。
我感觉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流畅连贯的，很享受的———
即便写的是悲剧故事。一旦失去流畅与连贯的感觉，小
说那部分一定不好，我会停下来。重新拾起来的时候，
有时是大幅度的重写。写的时候没想到发表不发表，我
只要这个很美的享受的过程。

　　两年以后《何异飘飘》第一稿完成（当时用的是《
冰雪在夏威夷》）。当我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抬头往
窗外一瞥，邻居的小女孩赤着脚，专注地走过一弯跨过
小小集雨溪流的雪松独木桥，独木桥是她和她年轻的妈
妈刚刚搭起的，木色鲜新，我仿佛可以闻到雪松特有的

森森香味，桥边有一棵小柳树
刚刚插下，枝上有几叶嫩绿在
晨光下闪闪烁烁。

　　再过10年，我重新改写《
何异飘飘》，打开电脑；抬
眼，看到窗外当年那小小雪松
桥已经木色苍茫，那枝插柳已
经长成10尺飘柳，像绿色的伞
默默地呵护着那弯小小独木
桥。我想起女孩刚刚读大学去
了，我还想起来我曾经梦过的
一幅画：我独自一人静静地走
在这已不再泛香的灰色独木桥
上，脑里一直飘着冰雪和她的
故事，集雨小溪倒映着金色的
夕阳，溪畔有几许淡蓝的星辰
花轻轻摇曳。

附注: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Woolf)是西方文坛
的一个重要的女作家和文学理

论家，她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她终身致力于
诗化画化散文化小说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

　　我认为她的小说不像传统小说那样着眼于人物的
刻画，也并不局限于叙述故事情节事件，或表现人物
的悲欢离合，而是用诗的语言，诗的技巧，诗的透
视，诗的抒情性，诗的象征性，通过对人物思想感情
流程的再现和景物描写的印象效应，来表现她对人类
命运的哲理思考和对于理想的憧憬。她的诗化小说代
表作有《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
等。

　　英国评论家彼得•伯拉说:“读她的作品，不能像
读许多其他的小说那样，仅仅为了读故事而走马观
花，而是要像读诗那样，仔细地去品味，这样，那些
象征和叠句———决不是随意地而是精心构思和相互
联系的———才能为读者所辨认，并铭记在心头。”

　　爱•默•福斯特说:“她属于诗的世界，但又迷恋于
　　另一个世界，她总是从她那着了魔的诗歌之树上
伸出手臂，从匆匆流过的日常生活的溪流中抓住一些
碎片，从这些碎片中，她创作出一部部小说。”还有
人说:“她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
面黑暗;一面冰冷，一面火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
灭;一面闪耀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是唯美的，带有很浓的学
术和沙龙味，常常为较高文化文学层次的人所偏爱，
而被多数普通速食文学读者冷淡。她也一度遭到文学
批评界的围攻，认为她不关心社会疾苦，躲在象牙塔
上写中上层女性。

（作者７７年入学、８２年毕业于中文系。现居美国
密苏里圣路易斯）

李盈不但对文学有着执着的追求，也是瑜伽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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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和他再相逢已是17年后的事了。那时冰雪已经结婚
并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城工作了。
　　省城这地方不像冰雪出生的岛城那样神采飞扬，千姿百
态，声色浪漫，诗意盎然；相比这个文化古城是那么平淡素
雅，老成实在。
　　省城没有旖旎浪漫的三角梅，却有暗香浮动的白茉莉，
它们不管有多小多稀多不起眼，都弥漫着扑鼻的清香；它们
不仅香，还挺实用的，能插在女人头上，更能炒茶。
　　省城也没有艳丽张扬的凤凰木，却有总是那么沧桑老成
的大榕树，它们不管长得多高多壮也不愿意把头抬起来让美
丽的须发浪漫地飘扬飞舞，而是实实在在地往地里扎，让所
有的须发变成紧抓着地的根，好尽其所能地得到泥土里的营
养。
　　省城更没有那万国风味的洋房别墅，也没有那穿西装戴
斗笠的雄性建筑群；有的是白墙灰瓦雕木门窗———像穿绣
花布衫，带着竹编斗笠的小家碧玉般的三坊七巷。那些老屋
古巷的夜晚也不会有袅袅娜娜的钢琴小夜曲，却有人捧着杯
白开水在说书……
　　省城没有沙滩白浪蓝海洋，却有一条碧玉般的闽江，可
以给这个老城供电，给市民供水。
　　省城甚至看不到什么漂亮的鸟，更不用说那仙姿神韵的
白鹭鸟。
　　省城的主要街道也有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叫“中山
路”或“东方红大街”，它没有岛城的那条那样有着下雨不
用带伞很具有伦敦韵味的楼底人行道，但却要宽多了，人行
道有遮荫的榕树、梧桐树。夏日的晚上，这条大道上最有趣
精彩的街景，莫过于榕树下的摇着芭蕉扇穿着睡衣裤的伊爸
伊姆和飞车而过年轻小伙子们。住在大街附近巷子里的市民
们不堪老房子的拥挤闷热，便都搬着躺椅，小竹凳，短腿小
木桌呵什么的到这路上的榕树下乘凉、聊天、喝茶，甚至吃
晚饭、睡觉什么的。当然，他们多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伊
姆、老伊爸们，年轻人还是不太好意思这么做。而那大街
上，时不时地会有一群群外来的“干部子弟”骑着擦得亮闪
闪的凤凰牌自行车炫耀地兜风，看到路边背影美丽的姑娘们
就会刷地一起把头一回，然后吹口哨。回头率高的姑娘们也
多是外地来的。
　　省城这地方，外地人和本地人仿佛是油水不溶，外表一
眼就能认出，更不用说开口说话了。如果说鹭岛的浪漫激发
人的幻想、创新和热情，也很容易让人冲动、轻浮、虚荣，
那么省城的实在悠慢则可以让人反思和舔伤，从而变得深沉
淡定，当然也容易让人变得慵懒、平庸、无所作为。
　　如果说鹭岛的商气袭人，可以让你变得猥琐寒酸，那么
榕城的官气逼人，可以让你变得渺小无奈。
　　当然这一切都是白冰雪眼里的省城和鹭岛，而这一切仿
佛都与冰雪无关了。白冰雪已经和一个蓝眼睛的美国小伙子
登记结婚了。她正在办去美国的手续，她远离浪漫，远离父
母亲朋的不解，社会的指责，独自在省城这个实在的城市里
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她有几分惊喜的发现，这个今日不怎
么样的文化老城其实是很宽厚很包容的。
　　她常常到这个外表不起眼的但却有很多藏书的“省立图
书馆”享受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她总是那样平静地却不无兴
趣地绕过在大榕树下摇着芭蕉扇乘凉、喝茶或小眠的伊爸伊
姆，有时还会偷眼看看他们的小短腿桌上摆的是“黑色腌橄
榄”，还是“红色的豆腐乳”。然后让自己的自行车加入长
长的停车队里，再把两毛钱交给看车的伊姆，换一张有号码

的小纸牌子，然后耐心地等待看自行车的“伊姆”把另一张
同样号码的牌子挂在冰雪的自行车上。说是“伊姆”，其实
她顶多40岁，瘦得很厉害，脸被太阳晒得很黑，眼下、唇
上、额头，甚至脖子上都过早地刻上了很深的皱纹。但是伊
姆没有本钱管什么老不老呵，美不美的，她总是那么眼观
四周，招呼吆喝着，“来，这里，这里”，生怕落下一架
车。“嘿，靠紧点，靠近点!”伊姆总希望能在有限的地盘里
多放几辆车子。有人来取车了，她便把客人手上的牌子接过
来，对对车上小牌子的号码，挺认真的。要是有停车的和取
车的同时发生，伊姆肯定先照顾好停车的。但是伊姆对冰雪
却有点例外，因为冰雪总是自愿的给她两毛钱，而停车费其
实只有一毛钱。
　　到了图书馆，冰雪总是喜欢到三楼的外文室里，找个靠
窗的位子坐下。休息时可以饶有兴致地看省城这条最宽敞最
热闹的飞车街景，听到有男娃的口哨声，就知道一定有个背
影姣好的女孩心里正美滋滋的，脸上却一本正经地假装没听
见，或是假假地啐骂道:“小流氓!”这种时候，冰雪会在心
里静静地愉快地偷笑，心里说，“浪漫是要付出代价的”。
其实，当那些被吹哨的女孩子暗暗自喜的时候，那是飞车的
男孩们早就无影无踪，哨子余音未了，“浪漫”已经结束，
之后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只是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心里各自留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女孩子们知道有人欣赏自己。男孩子们更多的是得意自己的
勇敢风流，而并不在乎女孩子怎么想，更不会去“流氓”女
孩子。没有人会为这一道那个时段特有的美丽街景付出什么
代价。在这个实在的城市里，浪漫的故事是不经意的无声无
息的毫不张扬地发生的。
　　有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冰雪看完书出来，伊姆就热情的
迎上来，丢下一个正要停车的高个儿小伙子，“等等，等她
出来后，你停到这个位子上吧!”伊姆好像挺有逻辑地说。
　　“怎么啦，好像是我先来的……就停这儿了，那么麻烦
干什么呀!”小伙子有点不满地说，头也不抬，两手将车子把
子往前一送，右腿一提毫不费劲地往那擦得亮晶晶的靠车腿
上轻轻一敲，潇洒而漂亮地完成了他停车动作，但车就停在
不是伊姆要他停的位子上。
　　冰雪也很不以为然地取好了车，和他擦肩而过时，突然
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蓦然回首，一双闪着异样光亮的眼睛直
逼冰雪，那神情似曾相识，又何等陌生，冰雪和往常一样对
这种惊鸿一瞥的小伙子的目光总是抱以略带歉意而又意在回
避的淡淡一笑。然后推着车走自己的路。可是这一次，第六
感官告诉冰雪，那个年轻人就跟在冰雪后头，冰雪不像往常
一样加快脚步离开是非之地，而竟不由自主地回头。
　　就在这霎那，冰雪顿悟出了，那个似曾相识的是那能让
冰雪“安然、自然、定然”的目光……
　　“小雪儿?”“小小江?”一个带着惊叹号和问号的呼唤
从各自的心里，从遥远的过去飘出来……他们的目光相遇，
心灵相撞……
　　“白冰雪!”“郝江河”他们不约而同，冲口而出地自我
介绍，仿佛都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要定位今天的奇遇!
　　郝江河不由分说地接过白冰雪的自行车，往停车队里一
靠，就拥着白冰雪绕过乘凉的伊爸伊姆走了。看车的伊姆看
得目瞪口呆，却仿佛有点自作聪明地心领神会，她没有过来
给白冰雪和郝江河停车牌，而是憨笑着目送着一见如故的白
冰雪和郝江河走远……
（节选自：《何异飘飘》209-212页）

相　逢
《何异飘飘》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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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中的冥想与追寻
——《何异飘飘》序言

叶之桦

　　小说《何异飘飘》
的作者李盈是我的大学
同学。

　　2008年新年，厦门
大学举办“纪念恢复高
考30周年”盛大活动，
海内外的77级校友都
回来了。“77级大学
生”是一个非常有特殊
意义的名称，这是从
1966—1977年因“文化
大革命”停止了全国高
考10年后，由邓小平主
持，中国恢复全国高等
院校招生考试，10年间
断断续续毕业或未毕业
的中学生们一起参加了
高考。年龄参差不齐的
年轻学子们一起涌进了
大学校门。他们共同的
经历就是刚刚经历过“
文革”的大动荡大破
坏，“文革”开始的时
候，有的刚刚念小学，
有的已经是高中生，都
属于还在懵懂中的一代，这一级大学生还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渴望知识，渴望读书。在文化的大破坏
之后，他们渴望走进科学的殿堂和文学的殿堂。

　　李盈是厦门大学中文系77级的成员。她属于年轻
的那一拨学生，梳着两个小辫子，闪着一对亮晶晶的
大眼睛，走进了校门。入校的第二天，我们同宿舍的
四个女生拉着手一起逛校园，走到高高的建南大礼堂
前，看着绿草荧荧的演武场，海风中摇曳的棕榈树，
眺望校园铁栅栏外的绿树、沙滩和蓝蓝的海湾，对未
来一片憧憬。

　　2008年新年，阔别26年之后，厦大7701（中文系
77级的入学编码）欢聚在海边的校园里。中文系又举
办了联欢会，李萍（香港）和王岚（日本）的二重唱
《山楂树》又一次让我们沉浸在曾经的浪漫情怀中。
李盈出现了，依然是那么高挑，轻盈，一头黑亮的齐
腰长发，静静地笑着。她的出现引起了一场骚动，男
同学的目光全部投射过来，几个女同学，当年的“闺
密”，跑来和她拥抱，很快她被大家围住了———这
个女孩子，当年在班上就很特别，很引人注目，后来
她走得最远，求学到了美国，一去几乎杳无音讯。现
在她回来了，依然那么美丽，笑盈盈的脸上几乎看不
出岁月的沧桑。

　　后来不久我到了美
国，我和李盈夫妇、几
个老同学一起驾车去科
罗拉多落基山。这是一
次难忘的美国中西部荒
原之旅。归来的路上，
我们决定把三天的旅程
缩为一天，一口气连续
在高速公路行车20个小
时。夜里为了让开车的
朋友不瞌睡，我们决定
聊个通宵，每个人轮流
主讲自己人生中最难忘
的事，最难过的事，最
怀念的事，讲一个对朋
友从未讲过的事，讲很
久很久以前的事。讲着
讲着，我们走入了心灵
的旅程。四周是无边无
尽的黑夜，我记得在美
国中部的大平原上，我
看到了夜幕中一道又一
道的大闪电持续半个多
小时，大约20多道大闪
电像霹雳一样炸开。在
旅途中的讲述，和夜

幕中的闪电一起，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在那次旅
行，我才知道李盈的人生漂泊和她的人生感悟。

　　李盈的长篇小说《何异飘飘》写写改改了10年，
小说的名字改了好几回。她在独自冥想中写作，流着
泪，哭着，笑着，写了白冰雪的故事。在对其母亲的
身世之谜的追寻中，写了一个家族母系的四代女人的
历史：爱情，婚姻，战争，动乱，远嫁，迁徙，漂
泊，人生的喜悦与苦难，心灵的创伤和梦境。时间展
开了一个世纪，百年的沧桑；从中国的故乡厦门，到
缅甸的仰光，从抗战中的云南边境到中国的福建，从
蓝色的夏威夷到云雾缭绕的武夷山;空间时间随着意识
流跳跃着转换着。一个个美丽的女性悲伤动人的故事
和离奇曲折的命运展现开来。在深夜，我靠在枕头上
读完了这部小说。简直是中国的《飘》嘛！我由衷地
赞叹。

　　20世纪古老的中国经历了最惨烈最艰难的从苦难
中崛起的历程。李盈写的是一个华侨家庭一代代女性
的故事，这些女性是柔弱的又是异常坚强的。她们在
命运中漂泊着，又在命运中抗争着。作者赋予这些人
物很深的情感和赞美，一一展开她们美丽的形象和美
丽的心灵。她写得十分真切，以致很容易让读者产生

叶之桦与李盈于2010年感恩节在加勒比海度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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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的家族故事的印象。“如果你把贾宝玉当作曹
雪芹，那就大错了。”李盈说，“书中的有些故事是真
实的，但却是用我熟悉的很多人的故事捏成的。你可千
万不要认为‘白冰雪’就是我。”

　　李盈是以她的家族的故事为蓝本的，那些故事不是
凭空编出来的。白冰雪确实有作者的影子。小说《何异
飘飘》超越了时空，反映了几代人在巨变的生存环境中
经历的漂泊生活和心灵的疼痛———张颐武谈北美作家
张翎小说的话，也许可以移用于此:“那种历史穿透个
人生命带来的生命创伤，那种代代相传不能融化的故乡
之爱之恨，远远超出了张爱玲当初急功近利的政治理念
的图解。”没有经历过战争、动荡和漂泊远方的生活是
读不懂杜甫的，读不懂杜甫在漂泊中的心境和感悟。李
盈告诉我“何异飘飘”的书名。取自杜甫的诗《燕子来
舟中作》: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常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身在漂泊，心在诉说;在漂泊的孤独中，沉浸在冥
想中，回忆中，情感中，省悟中，走入了心灵的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革”中的经历，反映在小
说中白冰雪的童年经历。这是“文革”中受到心灵创伤
的孩子们，他们一生带着幼年的心灵创伤，带着“‘文
革’后遗症”，带着对“善与恶”永远的叩问。白冰雪
对家族历史的探寻就是起源于母亲的血缘秘密，起源于
对母亲家族的秘密的寻问和追究。随着外婆———年轻
美丽的兰穿过时空走来，白冰雪的命运也展开了，她们
两人很相像: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另类，她们都是孤独的
孩子，爱独自幻想、冥想的女孩。白冰雪的生命就像是
兰的生命的轮回。她们走向远方，是她们对逃离命运的
摆布的追求，也是对不可知的未来情不自禁的追求，以
及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

　　解读这部小说的钥匙是一首诗——美国现代派诗人
爱伦•坡的《孤独》，下面是李盈的改译：

童年时起，我便不同于
别的孩子———我的视域
漂泊中的冥想与追寻
和他们的不同———我不会
为寻常的春天激动或忧伤———我也不会
为单调的韵律欢乐心跳;
我爱的一切———都是我独自去爱———
于是———从童年———人生的前夜起———我便在
善与恶的深层———摄取了
一种秘密，至今风雨
半生，我仍然为它束缚;
从湍湍激流，泠泠清泉———
山峰上的红岩丹壁
从环绕旋转的太阳
秋日灿烂的金光
从掠过我头顶的闪电———

千变万化的云雨雷霆中
(当远天依然是一片蔚蓝)———我看到了，魔影与精灵

　　李盈在孤独与宁静中写作，倾听着过去的诉说，无
数个夜晚她沉浸在情感的风暴和波涛中，意识流像一道
道电闪雷鸣掠过她心中的世界，她飞快地敲击着电脑键
盘，就像书中主人翁白冰雪的曾外婆在教堂敲击着她的
钢琴。

　　记得曾和李盈一起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看印象派的
画。我们俩都特喜欢莫奈的《花园》，池塘，柳枝，睡
莲，那些跳跃的光芒。莫奈给了我们一个视角，一个此
前从未有过的视角。在他的画里，世界在怒放，水中的
每一缕波纹、柳条的每一轻清颤，都在画中热烈地展
现，甚至每一抹微弱的运动都呈现出自己特有的色彩：
波纹自己的色彩，颤抖自己的色彩……可是一眨眼的工
夫，它们已在画中消失，画面上只留下异常绚烂而不知
所以的色彩。莫奈在他浓烈的点彩中，闪烁着他的幸福
和他的忧愁。在那些美丽的形式之后，他看到了什么？
他必须眯起眼睛来——世界的背后什么都没有，凝视会
把生活粉碎。

　　小说《何异飘飘》中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场景，给我
的印象就像莫奈的画。作者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一个线
条清晰的人物和故事，也不是她在冥想和追寻中的得到
的结果，她就是画了一幅又一幅印象派的画给读者看。

　　“印象派不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一种看待生活的
态度。”我对李盈曾经这样说过。可是李盈的小说很像
就是用印象派艺术手法写的，或者说明显地受到了印象
派画风格的影响：追求美丽的色彩和形式。她也是如莫
奈一样，眯起眼睛来透过那些美丽的形式，凝视着生活
和爱情。（作者７７年入学、８２年毕业于中文系。现
居美国西雅图）

环，她综合运用意识流、独白、记忆等手法，让人物的
思绪随心所欲地自由漫游，看似无序实则有方，很好地
表达了一个百年家族几代人与命运的抗争，人在时代潮
流中浮沉和漂泊，以及与生俱来对美的憧憬和梦幻。尤
其她那女性的细腻、敏感的观察，遣词造句的精到，人
物个性的独特质感，以及诗意而神秘的氛围营造，都强
化了小说的可读性。

　　我和李盈都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在校时接
触不多，在班网里知道她有“冰美人”之称。后来两次
同学聚会，再加上小儿曾拟出国留学，求教于她。觉得
她是一个重感情、重同学情分的人。她曾鼓励小辈：“
飞过的人生与不飞过的不一样。”我觉得，李盈用了大
半生的时间相许，苦苦追问世间情为何物，苦苦追问家
族百年秘辛，把十年磨一剑的小说重新修订，也在于显
示飞过的人生大不一样。我相信，这样一本有着跨越百
年时空、异国情恋、寻根探幽、隐秘唯美多种元素的小
说，即将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母校九十周年庆
典的献礼，是名至实归的，并将会得到不同年龄段读者
的青睐。（作者７７年入学、８２年毕业于中文系。现
居北京）

上接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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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李盈小说《何异飘飘》，脑里突然跳出元好问的
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粗粗浏览，
觉得全书充溢着一个“情”字，爱情、亲情、人情、乡
情、侨情、国情、世情，一个也没有少。其中浓烈的爱
恨情仇，让人欲罢不能，非从头到尾一睹方休。

　　这部小说通过主人翁冰雪在夏威夷四天的休假时
间，寻访那个与冰雪家族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且“她
最想见到而又最害怕见到的谜一样的罗伯特先生”，引
出跨越将近一个世纪来冰雪家族的百年沧桑，以及悲欣
交集的命运奏鸣曲，而那些冰清玉洁的女性命运在她们
所处的时代跌宕起伏、花开花谢，却有着不可不然的内
在逻辑。

　　小说分上下两卷，反映一个华侨家族的百年史、情
爱史，其中涉及冰雪家族四代人在动荡而多变的时代驱
使下，去达成他们在“冥冥之中一切早都有所安排”的
宿命。同时，对于研究华侨华人历史，乃至国共两党恩
怨、“海外关系”，以及折射到具体的家庭、人物的悲
欢离合、人生际遇、酸甜苦辣，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感
性史料。 

　　上卷讲述了罗伯特与冰雪家族不同寻常的联系。书
中先从老罗伯特在中国旅馆老板的“西施之计”强占了
送茶女子，尔后有了小罗伯特写起。而无巧不成书，小
罗伯特在中学时代又与正在缅甸读书的白翌明歃血为
盟，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兄弟情义，永世不移。
随着时空嬗递，白翌明回故乡厦门娶亲，新娘便是冰雪
的外祖母阿兰，后来又有了大女儿白菊，二女儿白梅，
三女儿白菏，四女儿白莲，分别以橙儿、红儿、紫儿和
素儿为别称，冰雪的妈妈白莲是素儿。而阿兰和素儿在
伦敦开一个玉馆，经营高档的缅甸玉，素儿则认罗伯特
为“教父”，特别的亲。而罗伯特更相信素儿是他生
的，因此一直有着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情愫。

　　冰雪的外公以缅甸为大本营，珠宝生意做得很大很
广，北欧南欧多有些分店。但是，华侨华人的命运，也
离不开时代和居住国的风云变幻。1940年，缅甸的“独
立自由之父-昂•桑为了争取缅甸的独立自主，和日本人
联合，要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缅甸临时联合政府传言
要没收所有英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在缅甸的财产，排
华的浪潮席卷全缅甸。夹缝里生存的缅甸华裔大祸临
头，小素儿也准备举家迁回故乡。但是，还没有走了，
小素儿的阿爸就被害死了，而这又与罗伯特一起喝酒
有关。这种恩怨、因果关系正好说明“不是冤家不聚
头”。

　　在迁徙道上，“六辆大巴士的大家子在逃亡的路上
死的死伤的伤，最后申陵堂仰光一族在昆明散了”，可
谓家破人亡。但是，幸存的家人还是回到了故乡的怀
抱。因此，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墨叙说“中国人的乡土

观念”。并通过母亲之口传达这样的思想：雪儿，听妈
妈的一句话，在外面无论如何不要骂唐山，无论如何不
要做对不起唐山的事。世界风云变幻，在你最困难，当
你无家可归可归的时候，只有你的祖国——唐山会收
容你。

　　冰雪的母亲回到厦门，经历了读书、抗战、参加革
命和拒婚、结婚的历程，并引出郝大山和郝小小江的纠
结缠绵。

　　而罗伯特也费尽千辛万苦，找回了他深爱的兰，陪
伴她走完人生的旅程。那种美丽的忧伤、单纯而复杂的
情愫，贯穿始终，足以让人动容。

　　在下卷，作者更多的是通过冰雪、欣欣、露露，晓
菲、大卫、郝江河这些同代人关于理想、生活、爱情、
友谊而展开，并穿插父辈、祖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沉
浮、命运而编织情节，其中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带给冰
雪一家很多伤害、屈辱。而所有这些，又让她对家族的
命运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动力。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冰雪搭上了恢复高考的首班车，成为厦门大学中文
系的学生。也因为有这种的经历，也才有与“蓝眼睛的
鬼”大卫相识相知相爱，而至定情拿了结婚证的故事。
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碰撞，一如外婆和罗伯特的邂
逅，展露缘分和命道的无所不在。而妈妈拒婚的对象郝
大山的儿子郝江河，也在命运的驱使下，与冰雪重逢，
演绎一曲甜蜜而忧伤的罗曼史。

　　李盈自称，“我很幸运，在中国我学习古雅优美的
中国音韵学，在美国我学习日新月异的电脑科学。”由
于她熟谙中国文学，同时在异域又有机会阅读当代经
典，她的小说，既有很传统、很中国的篇章，像第三
章“白玫”中，描绘凌家老爷与八个姨太的生活，带出
了“大奶奶让人把七姨娘那白色的三角钢琴都移出来
了，二姨娘抱出琵琶，三姨娘取出紫竹箫，五姨娘研起
香墨，六姨娘铺开白绢画纸……”的图景，当是苏童《
妻妾成群》的另一版本。而对于茶道，南曲，诗词歌
曲，辞赋民谣，乃至鼓浪屿、武夷山的情景交融，均十
分中国，十分传统，同时又很自然妥帖，与故事情节水
乳交融，浑然天成。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时空跨度是如此之大，如
果用中国传统平铺直叙的手法来表现，再增加一半的篇
幅，也难以容纳。而李盈则在自序中给我们披露了此中
的秘辛：“我想像Virginia Woolf那样采用意识流，梦
幻，象征和印象派油画的手法，唯美唯心地去写我脑里
的那些人物景色，神秘声音和斑斓色彩；我要让我意识
里飘逸的美，神秘的美，传奇的凄美和壮美，以及时光
流逝和空间变换的美流溢在这本书上”。应该说，通过
内在和外在时间交错呈现，时间空间跟着思绪跳跃回

问世间情为何物
——读李盈《何异飘飘》随想

王永志

下转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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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莲子已经好些年了。她是个天真善良的朋
友，是他的丈夫世雄的好太太。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她是个好脾气的朋友，她使我想起厦门大学。我们的许
多朋友，包括莲子、世雄和我都是厦大的校友。莲子喜
欢唱歌。朋友们聚会时，她常常唱歌，沉浸在欢快悦耳
的歌声中；歌声让我们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她唱的许
多老歌把我们带回久远的日子和过去的好时光－那时我
们在中国，大家都很穷，但也都很快乐。受到她的歌声
的感染，我也会和她-起放声歌唱。莲子、世雄、我太
太蓉桂、我，亦即很多其他朋友们真的在一起享受过好
一些快乐的聚会！

　　我-点都不知道莲子也是个诗人！

　　2008年3月的一个傍晚，莲子给我打电话，说她准
备出版一本中英文双语诗集，问我可不可以帮她校对英
文版本。我实在不知道她会写诗，但当时也不觉得太
奇怪，因为我的好几位朋友不时给我送一两首诗，抒
发对人生沉浮的感慨。我对莲子说，“没问题。我可

能需要-段时间才能完成，因为我接下去要连续出几趟
差，但我会在旅途中抽空来校对。”我当时并不知道莲
子的诗会给我漫长乏昧的飞行旅途增添许事乐趣。我也
想不到莲子会写出一首又一首如此优美而且富有哲理的
诗歌！

　　我在审阅莲子的诗歌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从她
的诗歌得到意外的惊喜之余，忍不住写下我对这些诗
歌的-些感受。我告诉莲子，读了她的诗以后，我对她
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莲子的诗歌饱含了真诚的爱心，深沉的情感，亦即
甜蜜和伤感的眼泪。这本小小的诗集包容了不同方面的
爱：年轻女子天真的初恋与失恋，单相思，美满的爱
情，手足之挚爱，亦即对宇宙人类和天地万物的博爱。
莲子在好几首诗中满怀热忱地书写这些平凡的情感，例
如：“爱之诗”，“单恋的人”，“你和我的世界”。
在“单恋的人”一诗中，诗人把她的读者带到如此孤独
遥远的地方：

 你和你自己的身影
 是孤独的影迹
 夹林道那头传来的歌声
 像醉汉打响的呼哨
 你的孤独/是夜港深不可测的归宿

 孤独的单恋人
 在被雨帘分割得破碎不堪的世界里
 不知道爱在哪里
 在春风远远地离弃的时节
 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独自行走在泥泞的黑暗中
 靠的只是一颗摇曳的心
　　这些令人心碎的诗行可以唤起每个曾失恋过的人对
自己一厢情愿的爱恋的伤感的记忆。

　　莲子的诗歌充满着丰富多彩的形象和生动的想象
力。读者不时会看到出人意料的意象和比喻，比如：“
你不泯灭的笑意／在花的位置上／盛开，”“在彩灯和
礼花的辉映中。同性的舞伴合着／倾泻而来的浪涛。起
伏。尸首和舞，”亦即“你在天空散步。”诗歌“等候
班机”和“回到厦门”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件平凡的
事情，生动的比喻和丰富的意象使两件本来平淡无奇的
小事蕴涵哲理，令人难忘。

　　莲子的诗歌中敏锐的观察兼容着多彩的想象亦即诗
歌的灵感。她用诗人细心的眼睛来观察；在她的眼里既
有微观的宇宙世界，也有宏观的宇亩世界。她看起来是
用很普通的手法来写诗，可是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作
者的字里行间蕴涵了一些最重要的生命哲学。我建议读
者留心以下富有哲理的诗歌：

为莲子诗集《小月亮》所作的序
江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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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应博士，教授，一九八二年二月至一九八四年八月
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及英语辞典编纂
学硕士，毕业后赴美深造。现任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
学商学院组织和管理系系主任。

选自莲子诗集《小月亮》

 “一万年”
 “你和我的世界”
 “浮云”
 “假设”
 “这不是真的”
 “生与死的距离”

　　……亦即其他更多的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莲子的两首诗描写了她自己诗歌的创作过程：“一
首诗的由来”和“水笔的记录。”后者这样写道：

 笔停在桌子上
 若有所思
 ……
 文字着了魔
 在稿子上到处蔓延
 ……
 稿纸忍不住呻吟起来
 它被急促的笔尖划得生疼
 ……
 笔记下突如其来的寂静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再次阅读这首诗时，我意识到我的想象中的“水
笔”应该就此停下，让读者可以开始真正来欣赏莲子的
诗歌。祝大家阅读愉快，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通过阅
读莲子的诗，对莲子有所了解。

从前，你和我之间的距离
是眼睛和眼睛之间流浪着的无知
是不懂世事的嘴巴说出的轻慢
是我们之间相隔的陆地和海洋
是你和我各自所属于的太阳和月亮
是每一个我们无法相聚的节目
是眼睛无法看见眼睛的
无数有太多缺憾的电话里
那些苍白无力的问候与祝愿
是你和我，我们注定要分离的命运
是我的笑容无法到达你关闭的心扉
是我把挽留的双手伸给你
却不知道如何阻止你滑向黑暗

如今，你和我之间的距离
是我今后不再有你的岁月
我将用我的每一个白天和黑夜
来丈量你离开我的长久
是我恳切的寻问永远得不到回复
是我的深深的怀念追赶着时间向前走
却永远追赶不上你离我远去的脚步
是我为你祈福却看不见你快乐
是你看着我，我却无从知道你在哪里

如今啊你和我之间的距离是生与死
一条我不愿意理解也不愿意承认的分界线

2007年5月31日
与Saratoga家中，美国加州

生与死的距离
莲子诗选：

Long ago,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me
Was the ignorance drifting from eyes to eyes
The contempt spoken from a month not knowing about life
Was the land and seas that kept us apart
The different suns and moons that you and I belonged to
Was all the holidays that we could not reunite on
The numerous phone calls with too much imperfection
And too many pale greetings when eyes did not see eyes
Was you and me, our lot that destined our separation
Was my smiles that could not reach your tightly closed 
heart
Was me extending my hands to you, yet not knowing how 

to hold you back
From the darkness that you were slipping into

Nowadays,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me
Is those years and months that I will not have you
I shall use every day and night of mine
To measure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you are away
Is my solicitous enquiries that will never get a response
My deep love for you forging forward chasing after time
Yet will never catch up with your footsteps ever far away 
from me
Is that I pray for you but I cannot see your happiness and
That you are looing at me, yet I have no way of knowing 
your whereabouts

And now,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me is life and 
death
A boundary line that I don’t want to understand nor accept

May 31, 2007, California, USA

The Dista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的莲子，多年来没
有放弃对诗的追求。由国际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诗集《
小月亮》收集了莲子从８０年代到２１世纪的作品。
如果你对莲子诗选《小月亮》有兴趣，请与本刊编辑
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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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對維生素D 的認識不甚清楚，對缺乏時所產
生的不良後果也不甚明瞭，作為一名專業醫生，又有多
年研究和治療的經驗，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知
識和心得。

　　我要先從我最近的一位病人說起，凌祚錕先生，八
十三歲，是一位退休藥劑師，他因為腿痛來我的診所看
病，下面是他寫的經歷：

　　腿抽筋的經驗 

　　腿抽筋雖不是什麼大病，然而也是頗為惱人。回想
起來，從年輕記事起，往往睡到凌晨時分，常因腿抽筋
而痛醒。那時痛在小腿肚，肌肉突起一塊，痛楚難忍。
後來學得一法，伸直小腿，大腳趾用力往後及足跟向前
挺，一下就止痛平復，屢試不爽，倒是不藥而癒，所以
也就不以為意了。

　　近幾年來，年逾八旬，腿抽筋竟改變了部位，移到
小腿外前側，肌肉甚薄的部份，而且疼痛延伸到大腿根
處，再用前法用力伸腿，不生作用，痛楚不已。求救於
家庭醫師，囑食用富含鉀的食物如柑桔，Avocado，香
蕉等，又說可能是足部受涼，晚上穿了袜子入睡，以及
白天走路較多，足部肌肉疲勞所致。囑少走路，並處方
用增進下肢血液循環的藥物如Quinine。試行之下，均
未有積極有效的幫助。我加以思考，腿抽筋是無預兆地
偶爾發生一次，而每天服藥預防也不是好辦法，真是困
擾得很。

　　去年(2009)四月，因腰背疼痛而就診於阮建如醫
師，阮醫師認為身體各種痛症都與血液中維生素D含量
有關。為我抽血檢查，維生素D含量祗有38納克／毫
升，所以處方服用維生素D3 50,000單位，每週一次。
服用三個多月之後，血中含量增至50納克／毫升，而
且腿抽筋的痛覺減輕不少。我同時也發現，50，000單
位的維生素D3 需要處方自費購用，Medicare PartD不
給付，價格較貴。而Walmart藥架上有不用處方購買的
2000單位的維

　　生素D3，200膠囊瓶裝，相較之下，價廉不少。每
日服四膠囊8000單位，等於每週服用56，000單位，效
果也相當。服用至今已年餘，維生素D3血含量達65納
克／毫升，而腿抽筋的痛楚，若不提及，幾乎已經忘
了。 

維生素D簡介

　　維生素D是目前醫學界及媒體上最熱門的維生素。

為什麼？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在過去幾年中有許多
研究報告，關於缺乏維生素D時產生許多非傳統維生素
D缺乏症的疾病：例如癌症，冠心病，代謝徵侯，高血
壓，心臟衰竭，自體免疫性疾病如多發性血管硬化症與
一型糖尿病，傳染性疾病如流感和肺結核。兒童佝僂病
和成年人軟骨症的是傳統的維生素D缺乏病症，但今天
已經罕見。第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維生素D缺乏
和不足是當前美國的一個流行病。最近的一項研究報
導，70％的美國兒童維生素D缺乏（9％）或不足（62％
）。由於維生素D的多個重要功能，如果不及時治療，
對健康所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是不可想像的。 

維生素D來源 

　　維生素D是“陽光維生素”。B紫外線輻射的波長
為 290至315納米，可以刺激皮膚生產我們的維生素D。
照射最小紅斑劑量的陽光，這是使皮膚發一點點紅斑
所需的劑量，可以產生 20000 IU的維生素D 。不幸的
是，21世紀在美國的大多數兒童和成年人都沒有照射足
夠的陽光，不能夠獲得足夠的維生素D。

　　維生素D的世界專家邁克爾霍利克博士說：“90%
的維生素D是來自平常的陽光照射……在血液中，由
皮膚上產生的維生素D比吃入的維生素D持久兩倍。”
（Michael F。 Holick： the VitaminD Solution： a 
3-Step Strategy to Cure Our Most Common Health 
Problem，Hudson Street Press 2010 New York，NY）
。 

　　大家經常問的問題是：我需要照射多少陽光才能得
到足夠的維生素D？ 

　　有許多因素決定你從陽光照射得到多少維生素D： 

　　•你住在哪裡？生活從在北部（美國東北部和加拿
大）的人得到較少來自太陽的維生素D。 

　　•什麼季節和什麼時間？你的皮膚在夏季生產更多
的維生素D。對於白種人，霍利克博士建議是：在春夏
秋三季，上午11時和下午2點間，5至10分鐘的陽光照射
在臉上，胳膊或腿，每週 3次。這樣子住在北緯42度的
人就有足夠的維生素D過冬天。 

　　•你是否使用防曬霜？太陽保護指數（SPF）為8或
15的防曬霜，使你的皮膚維生素D降低則超過 90％或
99％。 

　　•你的年齡？年齡較大的人的皮膚和腎臟不容易產
生維生素D，只有年輕人的25％。因此，老人的陽光照

維生素D對健康的影響
阮建如 (內科醫生，內分泌及臨床藥學專家)

阮建如博士是廈門大學已故教授阮康成先生的公子、阮康成教育學獎學金的捐助人。在加州山景
城 (Mountian View) 執業，是內分泌及臨床藥學專家。這是他撰寫的中英文醫學小冊子，本刊徵得
阮博士的同意，發表其中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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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時間和頻率都應該增加2至10倍，以得到年輕人同樣
的維生素D。 

　　•皮膚的顏色？深色皮膚的人產生的維生素D少。相
較於白人，非裔美國人需要增加10倍陽光照射，才能在
皮膚上得到同樣數量的維生素D。 

　　•你的食物？ 請記住，我們的飲食是不是維生素D
的主要來源，只有少數的食物中含有維生素D，如下表
所列： 

　　食物 份量 維生素D含量 
　　鮭魚，煮熟 3.5盎司 360 I.U. 
　　鯖魚，煮熟 3.5盎司 345 I.U.
　　金槍魚罐頭 3.0盎司 200 I.U. 
　　油燜沙丁魚罐頭 1.75盎司 250 I.U.
　　維生素D強化牛奶 1杯（8盎司） 100 I.U. 
　　維生素D強化橙汁 一杯（8盎司） 100 I.U.
　　生香菇 10盎司 76 I.U.

　　養殖魚的維生素D比捕撈的野生魚少。大多數在美
國銷售的麥片每份添加了大約 40至80 I.U. 維生素D。
並非所有的乳酪，酸奶都添加了維生素D。蔬菜中沒有
維生素D。 

維生素D的代謝 

　　我們體內的流通維生素D百分之九十來自於我們的
皮膚。暴露在陽光下，特別是B紫外線（UVB）的輻射
產生維生素D3（cholecalciferol）。大約 10％的維
生素D是來自飲食中的維生素D2（ergocalciferol）
。維生素D3或維生素D2然後由肝臟轉化成25羥基維生
素D（25-hydroxyvitamin D 25OHD），這是在實驗室
常規檢測到的維生素D。 25羥基維生素D再由腎臟轉
化成最活躍的維生素D，1，25二羥維生素D（1，25 
Dihydroxyvitamin D）。1，25二羥維生素D的作用受到
維生素D介導受體（VDR）的影響。一旦在細胞核中，1
，25二羥維生素D和維生素D介導受體鏈接到維甲酸 X受
體（retinoic acid X receptor RXR），RXR與一小部
分DNA結合，這些DNA稱為維生素D反應元件（vitaminD 
response elements VDRE）。VDRE在我們的身體中負責
50多個基因的轉錄，最終帶來維生素D多樣化的功能。

維生素D缺乏及不足 

　　血液中25羥基維生素D的濃度低於 20納克／毫升時
是缺乏維生素D；20-32納克／毫升是維生素D不足；32-
100納克 /毫升時維生素D是足夠的了。 

　　由於維生素D的主要作用是促進腸道吸收鈣，以及
由鈣間接控制的神經肌肉功能，25羥基維生素D最佳的
含量大約為 87納克／毫升。如果血液中25羥基維生素
D的濃度超過 150納克 /毫升，這就被認為是維生素D
中毒。 

　　最近的一項調查（第三次全國健康和營養調查
NHANES III）顯示，美國在1988年至2004年期間維生素
D不足的病例在上升。在此期間，病人的25 羥基維生

素D低於 10納克 /毫升（維生素D缺乏）由2％增加至
6％；有25 羥基維生素D 30納克／毫升或更多的人（
維生素D足夠）由45％下降到23％。此外，在非裔黑人
中，25羥基維生素D小於 10納克／毫升的人由9％上升
到至29％。同樣，在英國超過 50％的成年人口有維生
素D不足；16％的人則是維生素D缺乏。

　　維生素D缺乏或不足的風險因素是：

　　1、陽光照射不足，包括深色皮膚的人

　　2、衰老，使皮膚和腎臟中維生素D產量下降

　　3、從食物中維生素D的攝入量不足

　　4、肥胖，維生素D被脂肪組織吸收

　　5、母乳餵嬰兒，因為母乳中維生素D含有不足

　　6、妊娠，產婦和胎兒需要更多的維生素D

　　7、脂肪吸收不良症侯，如囊性纖維化和膽汁淤積
性肝病，都阻礙維生素D的吸收

　　8、發炎性腸道疾病，如克隆氏症，阻礙維生素D
的吸收

　　9、藥物阻止維生素D的代謝（苯妥英鈉，噻嗪類，
西咪替丁，利福平），或阻止維生素D的吸收（瀉藥，
奧利司他，消膽胺，考來替泊）。

　　10、過度使用防曬霜，包括各部分的裸露的皮膚。

　　11、嬰兒在出生時母親的維生素D缺乏，多胞胎，
深色皮膚，短間距連續出生。

　　缺乏維生素D的徵狀 

　　嬰兒和兒童： 

　　1）低血鈣抽筋（新生兒，青春期）
　　2）佝僂病（6個月以上）
　　3）煩躁，發育遲緩（兒童）。
　　4）易感染呼吸道疾病，佝僂病肺;
　　5）心臟擴大和心臟衰竭 

　　成人： 

　　1）疼痛（腳，腿，骨盆，臀部，肋骨）
　　2）肌肉無力；
　　3）四肢及背部肌肉疼痛；
　　4）骨質疏鬆（低骨質密度）
　　5）骨軟化

缺乏維生素D的疾病 

　　1、骨質疏鬆 

　　在動物和人類研究清楚地証明，維生素D（尤其是
維生素D3）是骨骼，腎臟，副甲狀腺和腸之間相互作用
的關鍵部分，它精確調節血中的鈣質的水平，是一個重
要的細胞的生理過程，維持骨骼的健康。低維生素D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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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骨質疏鬆症確定的危險因素。在調查2600多名婦女
的絕經後骨質疏鬆症顯示有64％維生素D水平低於 30納
克 /毫升。一個在美國追蹤72，000名絕經後婦女18年
的研究，表明每天攝取60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的人，骨
質疏鬆性髖部骨折的危險，比攝取低於 140國際單位的
維生素D的人，降低37％。在婦女健康運動（Women’s 
Health Initiative）對36282絕經後婦女的研究表明，
每天40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3，加上1000毫克鈣，並沒
能減少髖部骨折的危險。大多數研究表明，每天700至
80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3，加上1200毫克的鈣，才能夠
防止老年人的非脊椎和髖骨骨折。維生素D對骨骼健康
的改進，開始在36-40納克/毫升。

　　2、預防跌倒

　　肌肉無力是缺乏維生素D的重要體現，尤其是維生
素D3不足，這在慢性腎功能衰竭患者和服用抗癲癇藥的
癲癇患者。在老鼠研究表明，維生素D3直接影響骨骼的
生長和肌肉細胞的分化。在美國的一項研究，4100個年
齡為 60－90歲的人，下肢肌肉功能和維他命D濃度成正
比。儘管維生素D的血液水平在22。5－40納克／毫升
時，可以改善肌肉功能，如果上升到40至94納克 /毫
升，就有更顯著的改善。有五項研究，總共有1237個60
歲以上的人參加，每天補充400－1000國際單位維生素
D，跌倒的風險降低了22％，並且這種作用與補充鈣的
量，維生素D的種類，維生素D攝入持續的時間和性別都
沒有關係。

　　3、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

　　腎素控制我們的血壓。動物和體外研究顯示維生素
D3抑制腎素的生產，而且可以減少血管平滑肌細胞的增
殖。降低維生素D的合成，如深色皮膚的人或生活在寒
帶地區的人，患高血壓的會增加。在一項研究中，18個
高血壓患者在冬季照射紫外線，每週三次，在六個星期
後維生素D水平增加，收縮壓和舒張壓都顯著降低。從
衛生專業研究（613人）和護士健康研究（1198人），
追蹤4－8年，以及另外兩個大型研究，包括16到18歲的
38388男人及77531婦女，都顯示D水平和血壓是呈反比
的。在對Framingham家族研究中，有1739人參加，維生
素D水平低於 15納克／毫升時，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都會
增加，如心臟病，中風，心臟衰竭，心血管死亡和各種
原因的死亡率，都比那些維生素D水平較高的人要高。

　　4、癌症

　　癌細胞進行快速的分裂增殖。細胞因分化而取得特
定的功能。分化的細胞越多，他們就越不可能會快速的
分裂增殖。生長和傷口癒合都需要細胞增殖，可是細胞
增殖失控就可能導致癌症。體外組織培養研究證明維生
素D能夠抑制細胞增殖，並促進和正常細胞和癌細胞的
分化。在衛生專業人員的追蹤研究中，有1095人，維生
素D每增加25納克／毫升，癌症的病例總數就減少17％
。在另一項研究中，維生素D有 80 納克／毫升的人，
比只有50 納克／毫升的人，大腸癌的危險減少72％。
維生素D顯著降低女性乳腺癌，有52毫微克/毫升維生素
D的人，比只有13納克／毫升的人，乳腺癌的風險降低

50％。

　　5、糖尿病

　　動物和體外研究顯示，維生素Ｄ控制胰島素的分
泌，和胰腺中β細胞表達的VDR。護士健康研究計畫
中，多年追蹤83779個沒有糖尿病，心臟病或癌症的婦
女。 比較608位新診斷 2型糖尿病的婦女和559位沒有
糖尿病的D水平。有33。4納克 /毫升以上維生素D的
人，比只有14。4毫微克/毫升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風
險低得多。每天攝取 1200毫克鈣和800國際單位的維生
素D，比每天服用少於 600毫克鈣和400國際單位維生素
D的人，得2型糖尿病風險降低33％。 

　　6、普通感冒和流感

　　維生素D是一種強力的免疫系統支撐器。維生素D
受體存在於大多數細胞的免疫系統中，包括T細胞，樹
突狀細胞和巨噬細胞。動物和體外研究顯示D可以提高
免疫力，抑制。維生素D的影響不僅可以防治傳染性疾
病，如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而且對自體免疫疾病也
有療效，如多發性硬化症和類風濕關節炎。 在一項研
究中，208美國非裔絕經後婦女，一半服用維生素D（第
一二年800國際單位，第3年2000國際單位），另一半接
受安慰劑。沒有補充維生素D的人得感冒的風險增加300
％。在一個對167名兒童的研究中，服用1200國際單位
的維生素D3對甲型流感有的顯著保護作用。 

　　7、多發性硬化症

　　早期兒童多接受陽光照射可以減少後續發展多發性
硬化症的風險。在一項研究中比較維生素D在103個多發
性硬化患者與 110個正常兒童對照組，每增加10納克／
毫升的維生素D級，多發性硬化症在婦女發展的機率減
少了19％。在另一項非常大的700萬人口研究，每增加
50納克／毫升的D減少 41％多發性硬化症的風險。在一
項研究中，257美國軍事人員，維生素D 有99。1納克／
毫升的人，發展多發性硬化症的風險降低62％。在美國
的護士健康研究計畫（92253婦女，1980-2000年）和護
士健康研究計畫II（95310婦女，1991至2001年），補
充維生素D（通常是每天400國際單位）多發性硬化症的
風險降低了40％。 

　　8、肥胖

　　肥胖與缺乏維生素D的關係有以下幾個因素：缺乏
運動，缺乏陽光照射和脂肪累積。217個肥胖兒童，年
齡範圍 7至18歲，55.2％的人維生素D不足（維生素D低
於 20納克／毫升），21.6％的人嚴重缺乏維生素D（維
生素D低於 10納克／毫升）。同樣，肥胖的成年人也是
缺乏維生素D。44位41歲肥胖婦女，經過二十週的節食
體重減少10％，缺維生素D則從 15.4納克 /毫升至18.3
納克 /毫升。在200個超重，缺乏維生素D的人，服用維
生素D（每天83微克）12個月，維生素D增加至55.5維生
素，同時減少許多心血管的危險因素。 

　　9、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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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生素D是能夠控制炎症細胞因子，這是產生許多
慢性疼痛的原因。從動物和體外研究見到，維生素D可
以調節神經肌肉功能和促進神經細胞生長和分化。許多
研究都証實慢性疼痛與低維生素D之間的聯繫。在一項
267慢性疼痛患者的研究中，比較阿片劑量和持續時間
和維生素D水平的關係。值小於 20毫微克／毫升（維
生素D缺乏症）和那些大於 20毫微克／毫升（維生素D
就足夠了）。在缺乏維生素D組（維生素D小於 20毫微
克／毫升），使用阿片的時間是72個月。然而，在有足
夠維生素D組（大於 20毫微克／毫升），使用阿片的時
間是44個月。缺乏維生素D的人的身體功能和健康，都
不如維生素D足夠的人。在另一項研究中，51例2型糖尿
病具有典型的疼痛（即燃燒，刺痛，麻木，跳動的感
覺），維生素D只有18毫微克／毫升，他們的疼痛基數
是 3.3（非常痛苦）。每日服用 2059國際單位的維生
素D3，三個月後，維生素D上升到30毫微克／毫升，與
疼痛基數顯著減少到1.7（輕微不適）。

　　10、抑鬱

　　冬季是焦慮和抑鬱的高峰期。季節性情感障礙
（SAD）或冬季抑鬱症的特點是缺乏維生素D。在一項
研究中15 位SAD的病人，8位服用10萬國際單位的維生
素D，7位做光療。治療前後1個月的抑鬱測量顯示，74
％的維生素D補充組和36％的光療組，維生素D水平升
高，抑鬱症也顯著的改善。在另一項2070老人（65歲以
上）的研究中，9。8％嚴重缺乏維生素D（維生素D不到
10毫微克／毫升），這些人也都有抑鬱症狀。另一項
研究441超重和肥胖者，結果表明，維生素D值低於 40
納克／毫升的人有較多的抑鬱症狀。每週給予受試者 
20，000或40，000國際單位維生素Ｄ或給安慰劑 12個
月。在這兩個補充維生素D組，抑鬱症狀顯著地改善。 

　　11、老人失憶症

　　在組織培養的研究顯示維生素D幫助神經細胞的生
長以及神經生長因子的生產。此外，維生素D受體被發
現在老鼠和人類的海馬區（邊緣系統的一部分，在大腦
中參與長期記憶和空間導向）中。在阿爾茨海默氏病人
上，大腦的海馬區是最初受影響的地區。在一項225例
確診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病的研究中，用簡易精神狀態檢
查，只有維生素D的水平與認知功能呈正比關係。在另
一項研究中，老年癡呆症患者的維生素D比沒有癡呆症
的人低。

維生素D補充劑 

　　邁克爾霍利克博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維生素D專
家，這裡是他對補充維生素D的建議（Holick M：The 
VitaminD Solution。 Hudson Street Press 2010 New 
York，NY）： 

　　1、最好的維生素D是來自太陽的照射，因為： 

　　•光合作用製成的維生素D在我們的身體中維持的時
間超過了來自食物或補充的維生素D。 
　　•陽光可以幫助人體產生維生素D的光異構體，這可
能也有利於健康。 

　　•日曬沒有維生素D中毒的風險 

　　2、霍利克博士對補充維生素D的建議 

　　條件 維生素D劑量 安全上限 

　　0-1歲 每天4 00-1，000 I.U. 2000 I.U. 

　　1至12歲 每天1000-2000 I.U. 5000 I.U. 

　　13歲以上 每天1500-2000 I.U. 10，000 I.U. 

　　肥胖 以上劑量2-3倍 

　　孕婦 每天1400-2000 I.U. 10，000 I.U. 

　　哺乳期婦女* 每天2000-4000 I.U. 10，000 I.U. 

　　*哺乳期的婦女誰想要確保她的寶寶從母乳獲得足
夠的維生素D應每天進服用 4000-6000 I.U.。 

　　3、不要忘了鈣，飲用橙汁和牛奶。 

　　4、如果您有維生素D缺乏症，你應該： 

　　•在未來 3個月每天增加6000 I.U.的維生素D，加
上多種維生素丸中的400 I.U.，即每日劑量為 6400 
I.U.或 

　　•每週一次服用50，000 I.U.的維生素D2，至少8週
（相當於每天服用6000 I.U.）。 

　　隸屬於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的萊納斯波林學院，建
議如下： 

　　•健康成年人包括老年人應該每日補充2000 I.U.的
維生素D。大部分的多種維生素丸中只有400 I.U.的維
生素D 

　　•根據美國兒科科學院 2008年的建議，嬰兒，兒童
和青少年應該每日服用 400 I.U.的維生素D。 

維生素D的毒性 

　　根據目前的定義，維生素D中毒是血液中的25羥基
維生素D超過 150納克／毫升。維生素D中毒通常不會發
生，除非你每天服用10，000 I.U.的維生素D，超過 6
個月。如果你有肺結核，結節病或其他肉芽腫病，你會
對維生素D敏感，因此，你的醫生要密切監測，避免維
生素D的毒性。維生素D的毒性症狀 主要症狀是由於高
鈣血症：厭食，噁心和嘔吐。其次是多尿，煩渴，乏
力，神經過敏，瘙癢，最終腎功能衰竭。 可能發展蛋
白尿，尿結石，氮質血症和轉移性鈣化（尤其是在腎
臟）。 

結論

　　根據美國的調查，一般美國人均缺乏維生素D，時
代雜誌 (2010 年8月30日) 也指出，經過多年的研究，
對於癌症，心臟病，自動免疫系統病症以及憂鬱症患
者，維生素D 都有助益，至於劑量和用法，就要與你的
醫生商榷後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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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早有她的式样，我唯有临摹
——追忆我的恩师应锦襄先生

李晓红

　　我认识应先生，是1985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大
二的时候。那一年，我们83级在同安楼102上课，隔壁
的101是应锦襄先生给82级开《小说分析》的课。我记
得每次课间，在走廊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学长学姐们围
在应先生的身边，众星拱月般，向她请教，和她聊天。
彼时，优雅、睿智的应先生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肤色洁白，气质出众，腰板笔直，有很好听的声音。
我在心里惊叹：怎么有这么优雅又有学问的老师啊！我
常常站在旁边听应先生和学生们聊天，满心期待着有一
天应先生也给我们班级开课。但是应先生并没有给我们
班开课，很让我失望。大三时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与
应先生联系，希望能做应先生的弟子；到大四选择毕业
论文指导老师，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请求应先生做我的
导师。从此，二十岁的我即很幸运地有了人生中最重要
的学识、精神与生活的全方位导师——应锦襄先生。

令我敬畏的先生

　　在厦门大学，我不知道有多少女教师被师生们尊称
为先生，我只知道，在中文系，只有应锦襄一位女教师
被尊称为“先生”。在“先生”这个称呼的背后，是对
她学问和品格的肯定。

　　先生邹振东每每跟我开玩笑：应先生是那么地和
蔼，我们可以与她无话不谈，可是怎么每次你给应先打
电话时都是毕恭毕敬的，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给应先打电话时下意识的动作是不是流
露出我对她的敬畏，可是我是一定对她充满了敬畏之心
的。这种敬畏之心，来自于站在应先面前，总觉得自己
不够用功，对问题的思考太过表面，书卷气总是不够

浓郁！

　　无论是在做学生还是毕业以后，与应先生聊任何的
话题，都会很迅速、很自然地聊到最近读了什么书、关
注哪些学术或社会热点问题上。因此，每次见应先生都
一定会很紧张，为自己读的书不够多，对一些热点问题
的关注不够深入，担心自己无法和应先对话。每位和应
先生聊天过的学生都一定有这样的感慨：一位七、八十
岁的老先生，思想居然如此之敏锐，对问题的看法居然
如此之深刻，让人望尘莫及！应先生退休之后，也常常
有学术研讨会请应先生参加，她每每成为那次会议中思
考最睿智、发言最犀利的学者，引得在座学者纷纷打
听：这位头发雪白的老先生是谁啊？！正因为应先这种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使我们这些弟子们不敢懈怠，不
然无颜面去见先生呵！每次见应先生的过程，是一个精
神愉悦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告诉自己
回去后赶紧补课的过程！因为你只要和她聊过天，就一
定会感到读书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思考是多么重要的
一件事，而不断地学习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当她和你
侃侃而谈读书、谈学问、谈生活时，你一定会感到她是
多么迷人的存在，你是多么想有一天能够和她一样，和
她一样的迷人呵！因此，只要你与她见过一次面，你就
不好意思偷懒，不好意思停下脚步，因为她的一辈子就
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度过，而她以她的人生、她的生活昭
示给你的就是：像她那样活着，才是美好的一生！她用
她的生活告诉你：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学习已经成为她
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她用她强大的
气场，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聚集在她不大的白城客
厅，流连不已！应先生退休之后，还在家里开“私塾”

2007中秋，应锦襄先生（中）与芮鹤九先生（右２）、朱水涌、李晓红（本文作者，左２）、吴立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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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去她那里听她分析小说、分析文
本，开那种在大学课堂上老师们多不愿意开的，既需要
扎实的功力、又需要很长备课时间的课程，所以，我让
我的学生、研究生去跟应先生上课，八〇后的、九〇后
的陈浩、李洋、雅卿、丽陈、静雯、胜余、岩芳他们就
这样也与应先生成为了忘年之交。

　　所有听过应先生课的学生们都知道，她学识的渊
博，对文本细节的把握与解析，至少在我看来，是无人
能及的。

　　有一天，应先生和我谈起我硕士论文研究的对
象——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她说：《金锁记》里有一段
写七巧心理的复杂写得真好。季泽来向七巧借钱没借
着，生气地走了，七巧扑到窗前看着季泽离开，“季泽
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
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
子。”张爱玲借景写的却是七巧对季泽又爱又恨的绝望
心理。应先生就是这样细腻地引导你阅读每一部作品，
在我们眼中只有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之类，在她眼中，
却都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就是这样，被应先生引入一个
奇幻的文字世界。

　　而应先生让我们敬畏的，不是只有在她与你谈学问
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让你充满敬畏之心。

　　大约在1992年，那时个人电脑就是286、386那种才
刚开始面世，应先生就向我们打听电脑到底是怎么回
事，然后马上买了一台回来。当时应先已经六十多岁
了，大家都很惊讶她去玩就是年轻人也不太懂得电脑。
她说自己两千度的高度近视，如果有电脑写作起来就比
较不那么费眼睛了。于是应先生成为厦大最早使用个人
电脑的老师之一。

　　与应先生接触越久，这种认识就愈来愈强烈：应先
生从来不认为什么样的年纪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是只
要你想做你就去做，年龄不是问题。这也就是她永远让
你感觉不到她的年龄的原因。就好像她将近八十岁时，
还一个人到马来西亚大学去给那边的学生上《中国文
学》课，去了一年，我们也觉得没什么；就好像她八十
多岁时，还经常一个人飞美国，我们不觉得奇怪，如果
是别的老人，我们一定会不放心的；就好像她这一次，
八十多岁了还要做心脏支架，我们也不觉得要阻止她，
如果是别的老人，我们一定不会同意。但这次，我们这
些弟子们都很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阻止她……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读研究生的目的就是
要脱离家庭妇女的命运，不要头发上有妈妈头发上常常
有的油烟味，我要成为像应先生那样远离油烟、优雅的
知识女性，做沙龙的女主人。1987年，我跟应先生读研
究生，男朋友邹振东也考入厦大中文系师从郑朝宗先
生、林兴宅先生读研究生。那年厦大中文系只招收四名
研究生，所以很多课程我们都是一起上，邹振东他们选
修了应先生开设的课程。每次到应先生家上课时，大家
很雀跃，不仅是精神享受，而且先生常常有好喝的茶、
好吃的茶点招待我们。而且应先生还经常请我们这些研
究生打牙祭，她知道我们少油，知道大家喜欢吃红烧
肉，故每次都一定会有好吃的红烧肉。有一次我惊讶地
发现沙龙的女主人应先生居然在厨房里忙碌着，我问
她：应先，您也会做菜呀？！怎么我以前都只看到您在
客厅里与我们聊天呢？应先生说：你们是我的客人，当
然是我来接待你们呀！如果芮先生的客人来了，就是我
在厨房里了！她马上严肃地和我说：振东这么喜欢吃红
烧肉，你一定要学会做给他吃！当时我听了这话，着实
大吃一惊：怎么应先居然鼓励我学做饭，这不是和做学
问背道而驰吗？应先居然又紧接着说了一句更让我吃惊
的话：“如果你爱他，你就应该为他做一切，包括他喜
欢吃的菜！”这么家庭妇女的话，竟然出自我所景仰的
大学者之口，我真是不明白了！如果我只要学会做菜，
那我读什么研究生呢？读研究生，不就是为了脱离家庭
妇女的趣味吗？而多年与应先生接触下来后，我才明
白：生活中到处都是学问，不是捧着一本书做研究才叫
做学问。生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正因为应先生把生活
中的一切都看做是学问，我想，这也就是她在任何时候
都洋溢着书卷气的重要原因。

　　记得有一天，我和应先生去百货商场逛街，看到一
件蓝色的衬衣，应先生说：这件衣服的蓝色真好看，我
想像中张爱玲《心经》里的小寒穿的那件孔雀蓝的衬衣
应该就是这样的蓝色。应先生就是这样，生活中的一切
与书本中的一切是不隔的，她随时可以穿越在生活和书
本之间，这也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在用心地读每一个字，
才有这样的境界吧！

　　应先生家的私房菜是所有有口福吃过的人都一定会
赞不绝口的。我和先生从1987年开始读研究生起，就不
停地应邀在应先生家用餐。我记得，这么多年吃下来，
每一次都有新的菜色。应先生每每在外用餐，如果认为
桌上的某一道菜大家都觉得好，她就会细细研究，从食
材、调味料到火候的掌握，所以她的餐桌上永远有新鲜

少女时期的应锦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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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式。她的学习精神，就这样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
层面。

　　应先生的很多弟子都写过应先生爱猫的故事，应先
生自己也写过许多爱猫文字。这个世界上爱猫的人很
多，包括我自己，但是应先生爱猫，不是把猫咪当宠
物，而是把他们当做一个个需要人疼爱的小生命。应先
生的家里，总是猫儿成群，我记得她最高纪录，是同时
养了十只猫。应先称呼每只小猫都是“乖孩子”，她说
猫很聪明，你叫它乖孩子它就真的很乖。她爱每一只
猫，带很多的流浪猫去治病、做手术。有一次，她手上
戴了一只别致的小猫戒指，我女儿小婴子很喜欢，也想
要。应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是世界爱猫协会会员戒指，
只有爱猫的人才有资格加入，才可以戴上这枚戒指。小
婴子告诉应先生：我经常喂流浪猫，每天带吃的给它
们。我们家后来收养了一只小猫，我给它取名“噩梦”
，因为如果我没有带吃的给它就觉得对不起它，就好像
做了噩梦一样。经过严格的考察，应先生觉得小婴子有
资格加入，于是也送给了她这枚爱猫戒指。我的女儿从
此觉得自己对猫咪们更有一份责任感。应先生就是这
样，任何时候都在传递着她的大爱精神！

述而不著

　　应先生在自己的遗言中说：我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我看到这句话，很是心痛！我知道，应先生内心里
一定有更强大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才有了这样令人
心痛的话语。

　　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来定义成功的，在我心中，应
先生是最成功的人，因为她超越了自己生存环境局限。
这在我看来，就是成功!

　　让我最钦佩的是，应先生参加了三次《鲁迅全集》
的注释工作，1973年版，1981年版，特别是2005年的最
新版她是厦门参与注释的唯一专家。全国的鲁迅研究专
家有多少，能够参与全集注释的都是有相当的学术研究
底蕴和成就的大家。而且在厦门这样一个处于学术边缘
地带的大学，可以多次入选去为《鲁迅全集》作注，是
多么不容易的事！但这样的“成就”应先生从不和我们
说起，或许，她不把这些看做是“成就”吧！

　　应先生194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外文系的助
教，之后又考取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现代文学大家
吴组湘先生的弟子。先生做学问的风格，很有清华风
范，即“述而不著”。应先生常教导我们：文章千古
事！我们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如果不是真的有真知灼
见，是不能写成文章去发表的。应先生自己就是这样来
要求自己的。她给我们上课或平常聊天时，常常有很多
新颖的见解，在我们看来，那都是可以写成有一家之言
的文章，但应先生总是觉得还不成熟与系统，不能写成
文章。所以，先生一辈子，入了她师门、或自己要入她
师门的弟子无数，我们无数次在课堂、在她家的客厅领
略她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对人生世界极具启发性和思
考性的解析，但她写出的文字却很有限，因为她的学术
背景是“述而不著”，她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接受学术训

练的。

　　应先生总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对她的师
长、她的朋友、甚至她的学生，她却不吝笔墨，为他们
不惜气力地付出与介绍，并写过许多的让人感到特别温
暖的文字。

　　我在读研究生时，应先生便让我整理彭柏山先生的
文稿，当时的我对彭先生一无所知，只是机械地抄写。
应先生屡屡告诉我：你知道吗？你所抄写的，是一个具
有伟大灵魂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她一直希望能将彭先
生的文字尽快整理出来，为之出版文集，让更多的读者
去领略彭先生的伟大，可惜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应先生
的愿望未能达成。1990年，她在《新文学史料》第一期
上发表了《彭柏山传》，较早向世人介绍彭柏山先生伟
大的一生。她开篇即这样写道：“作为作家的彭柏山的
传记，实在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三十年代，他真象文坛
上的流星。在闪烁的星群中，他倏忽出现,一闪而过，
然而那划破夜空的光彩，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凝视。在
现代文学史上，少有作家象他这样以文功武略在革命战
争史上写下如许胜利的篇章；也少有作家以如此之少的
遗作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有自己一席之地的记录。”对
彭柏山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应先生也给我们多次说起陈汝惠先生。她说陈汝惠
先生对三个孩子（陈佐洱、陈佐沂、陈佐湟）的教育真
是好得不得了，每次孩子们要外出，陈先生都领着他们
来向应先生他们道别：芮先生、应先生，我们要外出一
段时间。回来了，陈先生也要领着他们来向应先生他们
报告：芮先生、应先生，我们回来了！应先生感慨地
说：那是七十年代哎！她常常向我们说起这样的故事，

应锦襄先生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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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这样高贵的灵魂有更多的后辈来了解。

　　有一年，《厦门日报》开设“读书版”，编辑南宋
请我写了开版文章《衣香鬓影张爱玲》。我发现这个读
书版办得很好，很有书卷气，于是我让南宋邀应先生写
回忆故旧的文章，应先生欣然答应，从此每周一篇，写
了介绍她与吴组湘先生、王瑶先生、艾芜先生、程俊英
先生等交往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入到文集《三人
行》中。那时，我每周都等着看应先的文章，听她娓娓
道来那些我们只有在书籍中才能看到的大家。应先的文
字，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是清新的、书卷气的，她有很
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她把这种底蕴像空气般化在她的文
章中，所以，你读她的文字，虽然是白话的明白与晓
畅，却又是文言的雅致与蕴藉。而越到晚年，应先生的
文字反而有了少女的青涩，通脱却又清新，在字眼的选
择上非常特别。她的文章，是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去
看的。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
大家不过只有鲁迅、张爱玲等不多的几位，而应先生的
文字，就是可以给我这样的感受。

从容、淡定、优雅的生活态度

　　和振东聊起应先生时，每每我们的话题总是这样结
束：如果我们能学到应先面对生活灾难时那种从容和淡
定姿态的百分之一就好了？！我们常常感喟的是：应先
生的那种勇气到底来自于哪里？

　　应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得了乳腺癌。那时的
厦大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癌症”一词吧？那时的姗姗姐
姐和小弟哥哥不过十多岁吧？应先生到上海去住院做手
术，那时的治疗手段很初级，就是把病人的病灶全部挖
干净，挖得越多越好。因此，医生把应先的整个胸部全
都挖空了。应先生说：我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只想
赶紧好了可以回家。应先生后来成为医生们的最佳助
手，医生们说：我们劝慰病人都没有用，只有你这个比
他们都严重的病人才有说服力！所以应先生一边自己积
极治疗，一边帮医生们辅导其他病人。

　　说起这些事时，应先生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
的人物，她从不觉得那是传奇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对我
们来说，就是传奇呵！

　　后来我自己又亲历了应先生以及他们家族的传奇！

　　有一年，应先把她的姑姑（应先按上海人的方式称
她为好叔叔，我们称她太婆婆）接到厦门来度晚年。太
婆婆堪称四十年代上海的名媛，我在应先家中看到一张
她当年穿泳衣的照片，她的先生曾经做过上海交大的校
长。太婆婆的先生很早就过世，她一直和独生女儿和女
婿英若诚先生住在一起，女儿七十年代即去世了，九十
年代，太婆婆就住到了应先生的家里。

　　太婆婆虽然九十多岁了，耳朵有些聋，可是眼力还
很好，不戴老花镜就可以看书看报。太婆婆每天头发梳
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小髻。太婆婆关心一切的
事情，应先生和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她都希望能参与。记
得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在社会上
引起了大讨论，应先和我们学生也多次探讨这部作品，

太婆婆看我们讨论得这么热烈，居然也把《废都》认真
地看完了。太婆婆不看书时，就自己玩一种一个人可以
玩的麻将，或者给应先织毛衣。太婆婆给应先织过一件
玫红色的毛衣外套，针法很复杂，针脚很平顺。应先说
颜色有些太艳太嫩了，太婆婆说你肤色白，穿玫红色好
看。果然，毛衣织好后应先穿上身，不仅把应先的白皙
的肤色衬得好看，连她的一头白发也好像变得让人称羡
一般。

　　太婆婆其时是不得不到应先家的，但她完全没有那
种悲戚之感。也许因与应先情同母女，所以适应起来也
容易些。但是，太婆婆的兄长（即应先的父亲）曾任复
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丈夫曾任上海交大校长，女婿
英若诚又曾任文化部部长，这样的背景绝对是千金之
身，但她遇到任何的变故泰然处之，就犹如这次，如果
是另外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就一定会感到是寄人篱
下，可是她平和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让人要同情的地方，
反而激起你无限的尊敬。

　　九十年代初期，应先生家中遭大变故。当我和振东
听说后心急如焚、火急火燎地赶到应先生家时，发现他
们一家人生活如常，就是应先的儿媳妇小鸣也是平静如
常。面对我不解的眼神，小鸣说：难道我要痛哭流涕才
正常吗？那时应先已经把好叔叔（她的姑姑）接来养
老，小鸣和孙女小圆圆因为变故也住到了她家。每天，
应先要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然后和小鸣一起在外奔
走。我和先生也多次陪他们到处寻求解决的方法。这样
的内外交困，但应先从没让人感觉她被打倒了！

　　也是九十年代，有一天我听说芮先生被查出得了癌
症，自然也是心急如焚、火急火燎地赶到应先家里时，
发现老爷子悠闲如常。那时应先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我问芮先：应先知道了吗？她什么时候回来？芮先生
说：应先知道了。但我不让她回来！没有必要！

　　我和先生常常说：为什么我们听到癌症时吓也吓死
了，为什么应先他们可以这么勇敢？！

　　想起了1997年，我怀孕要生产了，因为害怕疼痛，
整天和应先生说：我要剖腹产！应先生说：生孩子是一
个自然的过程，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地自然。我现在想：
应先生应对所有的问题时，是不是总是认为那是一个自
然的过程，那是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是必须经历
的，有欢乐，也有痛苦，无论是欢乐与痛苦，都是作为
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所以她才可以那么宁静呢？无论
怎样的可怕的病痛，无论怎样可怕的劫难，似乎都不能
让应先生笔直的腰弯下去，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
到应先生家去吃饭，她的餐桌上餐具也许不能精美、精
致，但永远成套地整齐，永远有摆筷子的筷架。再怎
么艰难困苦的生活，都不能让应先生失去优雅的生活
姿态。

　　我的研究对象一直聚焦在上海、上海女子，尽管应
先生曾经多次跟我说她不愿被人认为是上海人，但我还
是觉得她是个上海女子，她是上海的金枝玉叶，也更是
同样是上海女子张爱玲所形容的“地母”，是张爱玲说
的上海“蹦蹦戏”中的女子，那个蛮荒世界中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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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整个世界崩塌掉了，唯有她还活
着。因为应先生的影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
文、博士论文全都是以上海女子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她
和她们一起令我着迷不已。我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女
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后记
中写道：“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应锦襄教授对我多年的鼓
励与支持，是她这样一位高贵、优雅、睿智、坚韧的
上海女子，令我多年来一直对上海的知识女性着迷不
已。”很可惜的是，我本希望应先生能为我的书写序，
写下她对上海女子的理解，可是因为她眼睛的原因未能
写成，但应先生本身就向我诠释了上海女子、其实还不
能说是上海女子，应该说是现代女性所应有的形象与
品格。

　　应先生成为这样一种象征：老没有什么可怕！老了
思想也停滞了那才可怕！所以我们从未觉得应先生老
去。我记得一位学姐发自肺腑地说：应先生的那头白发
真让人羡慕！让我觉得老一点都不可怕！应先生就是
用她自己的生命向我们昭示了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
意义！

　　2007年，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疼我爱我、视我如己
出的伯父（其实是我父亲的战友）走了；2009年，从小
把我抚养长大、疼我爱我、视我如己出的伯母（我都是
称呼她“妈妈”）走了；2011年，在我45岁时，我的学
问、精神、生活导师应锦襄先生也走了……我曾经哭着
一遍又一遍地问振东：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这样的，那
些疼你爱你、当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向他们求教求救
的人，一个一个地会离你而去？！人到中年就是这样地
忧伤和哀伤吗？！当应先生也离我而去时，我真正地体
味了人到中年的哀恸。那天姗姗姐姐打来越洋电话，我
哭着对姗姗姐姐说：我以为应先生永远会在那里的，永
远会在你需要时她就等在那里，永远让你心安让你以为
有问题随时就可以向她求教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离
我们而去，我一直想的是如她走时所言：秋天我就回厦
门了！电话那头的姗姗姐姐也泣不成声：是的，是的，
我从来没想到她会离我而去，我也以为她会永远永远在
那里的！！！

　　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也是这样的吧——
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应先生虽然走了，但
是她就是我的生命前行的式样，面对她，我唯有心甘情
愿亦步亦趋地临摹。

　　应先生曾经多次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这辈子
很幸福，因为我的职业就是与文学作品打交道。籍由那
些伟大的作品，我可以进入到一个又一个丰富的心灵
世界！而应先生就是这样一部大书，令我此生都低回
不已！

（李晓红，198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87年至
1990年师从应锦襄先生、柯文溥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
生。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

　　

至爱亲朋：
　　我们的慈母应锦襄因病于2011年1月9日住院，经多
方治疗无效，痛于公元2011年6月24日12时于纽约市布
朗士黎巴嫩医院安详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依照她的生
前意愿，遗体已捐赠医学科研机构。该单位将为她的遗
体火化并以纪念仪式进行祭奠，骨灰撒入大海。因此不
再举办任何悼念仪式。
　　在她生病期间，我们一家，父亲、子、女、婿、媳
和孙女均在侧侍奉。外孙女也从上海来纽约探望。另外
还有她的学生和朋友叶之桦，陈松钦，陈志丹，陈焉特
地远道来纽约医院探望。这五个多月，她的亲友和学生
经常发来函电表示关爱和鼓舞，家属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应锦襄子女：芮茵，芮菁同上
2011年6月24日

　　应锦襄教授，浙江永康人，1927年10 月12日生于上
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48-1949年任复旦大
学外文系助教。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吴组湘先
生、吕叔湘先生。后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从
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1952-1958年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任文化教员，1958年起在
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从1970年开始到2005年，分别参与了
《鲁迅全集》1973年版、1981版和2005年版的注释工作，是
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
　　1982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与乐
黛云、姚芃子、倪蕊琴等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四女将”。1986年发起组织福建省比
较文学学会，先后任学会的副会长，会长。
　　九十年代曾经到美国哈佛等学校做访问学者。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主持了教育部博士点科研项目
《中西小说技法比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格局中的
中国小说个性研究》，出版了学术著作《世界文学格局中的
中国小说》（与林铁民、朱水涌合著），与林铁民、朱水涌
合著文化随笔文集《三人行》，与朱水涌、俞兆平、巫汉祥
等合著随笔集《白城夜谭》。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中
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作品选》、《现代小说分析》
、《现代小说流派》、《中西现代小说比较研究》等课程。
　　1949年2月与芮鹤九先生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应锦襄教授因病医治无
效，不幸于2011年6月24日12时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
84岁。依照应锦襄先生生前意愿，丧事一切从简，其遗
体已经捐赠给医学研究机构，该机构将为她的遗体火化
并举行纪念仪式进行祭奠。
　　特告知应锦襄先生生前诸位亲朋好友！

厦门大学　　　　
2011年6月27日　　

应锦襄教授不幸逝世

应锦襄教授生平

应锦襄教授的子女给亲朋好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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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林太太及全家人、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起来到这里送别敬爱
的林为政学长。在此，我谨代表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
会、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厦门
大学加拿大校友会，向林太太以及全家人表示沉痛的
哀悼。

　　林为政学长生前曾任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理事
长、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等职，他热爱母校、关心
校友，热心校友会工作，为人谦和慷慨、做事认真负
责，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为政学长1948年毕业于母校经济系，曾在福建长
汀和厦门校区各生活两年。受萨本栋校长和汪德耀校长
的教育和影响，他十分热爱母校。他曾长期工作居住在
香港， 80年代美洲校友会成立前期和初期，因为当时
北美和中国大陆来往不便，美洲校友会委托他在港代办
事务及接待北美往来的校友。如1981年母校校庆60周年
的时候，吴厚沂、葛文勋等31位校友以美国加拿大校友
的名义委托林为政学长代购大英百科全书一套，赠送给
母校。

　　林为政学长九十年代移居温哥华后，热心参与温哥
华校友会以及美洲校友会的工作，对青年学子关心爱
护，乐于助人，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
喜爱并珍惜每一次校友会的活动，不仅亲自参加还常慷
慨赞助活动经费，十分关心校友会的发展。他曾担任美
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委员多年，协助葛文勋学长为教
育基金会的募捐和管理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98
年-2000年，林为政学长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负责温
哥华地区的会员联络工作，修订校友会的通讯录等，为
美洲校友会做了许多工作。

　　林为政学长的去世是厦门大学校友会的重大损失。

　　这几天我还收到了许多校友会和美国、加拿大、奥
地利等地校友们的慰问唁电，他们是：

　　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前会长及现任理事王美、厦
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理事陈勃、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
长郑冰冰、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长傅志东、厦门大
学美洲校友会理事长刘伟敏、厦门大学加拿大校友会
会长竺伟源、温哥华校友黄华英、温哥华校友会前会
长萨丹、温哥华校友会前理事长现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陈玉銮、美洲校友会前董事长葛文勋学长、苏林华学
长、美洲校友会首任会长吴厚沂-陈梅卿夫妇、温哥华
校友会和美洲校友会前理事骆耀光-詹亦红夫妇、厦门
大学1948级级友联络组、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前董事长
李联欢，以及现居奥地利维也纳的严家揆（Chia-kuei 
Yen）夫妇等。他们都希望通过我向林太太和家人转达
哀痛怀念之情。

　　今天到会场送别的还有：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创
会人刘藻琴学长、章秀贞校友、骆耀光校友、黄华英校
友的先生严峻、王美校友的外甥孔扬、温哥华校友会前
会长陈军、池致念校友，以及其他自发前来参加林先生
追悼会的校友。

　　祝林为政学长安息！我们永远怀念他！

送别林为政学长——悼词
闻  清　（中文８７届）

１９４８年毕业于母校工商经济系的林为政学长，不幸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在温哥华皇家哥伦
比亚医院去世，享年８６岁。美洲校友会为失去一位热心校友而深表哀痛，这里刊登闻清理事代
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厦门大学加拿大校友会在
林为政学长的追思仪式上所致的悼词，以表纪念。

林为政学长与温哥华校友会校友们聚会合影

悼念与祈望
陈梅卿（４６届会计系）

　　昨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７日）接陈振安学长（４８届土木系）电话，惊悉其夫人柯桂英女士，不幸于２０
１１年６月１２日在加州息劳辞世，深为悼念！回忆陈学长曾任美洲校友会编辑理事及顾问有年，建树不少，多
得其夫人之襄助，鹣鲽情深，更为侪辈欣羡，于今祈望陈学长，善自珍卫，以慰夫人在天家之灵，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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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本基金会财
务活动的总结报告：

1. 捐款：这半年来，本基金会共收到8笔捐款，共
计$5508。捐款的学长们分别为：李梅 $2000,汪莱庆
（William Wang）和夫人Camellia Guo $1000,郑立谋 
$1000，王奋 $500，李里焜 $500,李联欢教授 $200，
刘丹（Lulu Liu）200加币（$208），关家震 $100 。
本基金会感谢上述各位学长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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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自成
立以来奖励学品兼优的清寒学生共计40名。今年我们将
颁发第八届生命科学基金会。

3. 财务现状：2010年11月1日基金账号余款为
$53095.98，5月31日账号余款为64950.05。除捐款
$5508,本期投资收入为$6346.07。本会存款和共同基金
投资由康州Merrill Lynch New Haven办事处管理。

　　今年一月，汪德耀教授的夫人，我们敬爱的汪师母
王文铮女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
位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长辈而深感悲痛。汪师母生前
全心全意地支持汪先生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几十年如一
日。先生仙逝后, 师母为本基金会的创办、发展出谋划
策，为基金会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缅怀汪师母崇高
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的一生，本基金董事会已决定将基金
会的名称由“汪德耀生命科学基金会”更名为“汪德耀
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鉴于这一新的名称变化，
今后所有捐款请注明“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
。以下为人民币、美元和其他外币捐款的具体做法：

　　人民币捐款支票请写“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并注明“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 支票请
寄：中国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南路422号，邮编：36100 
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王学军收。由中国境外邮寄
在地址后面请加“P.R.China”。为便于本基金会捐款
记录管理，本会财务将衷心感谢捐款的学长用电子信件
通知捐款信息（时间、款数），信件请送：Likun Li, 
likun_l@yahoo.com。

　　美元及人民币以外的外币捐款请寄本会财务李
里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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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nzheng 
Wang Life Science Scholarship Fund.  

谢谢各位对本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奖学金
财务报告

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财务：李里焜 　　经理事长刘伟敏提名、理事会同意，任命李建良为
教育基金主任。

　　教育基金今年还未收到为教育基金的捐赠，为自强
奖的募捐经美洲校友会普通帐号查收，达一万余美元（
见陈强：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教育基金收转化学８１级（８５届）北美同学为母
校９０周年捐款，总计美元4184.93，详情见附表。

　　教育基金今年继续资助美洲校友会在学校设立的各
项，包括：

自强奖  4名 每人400美元，小计1600美元

曾玉山助学金　８名　每人３７５美元  小计３００
０美元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1名 ４4０美元 小计４4０美元

　　其中曾玉山助学金虽然将在秋季新生入学后发出，
但为了节省汇款等开支，和自强奖及阮康成教育学奖
学金、化学系８１级同学捐款（收4184.93，寄出4183
，于US$1.93）一起寄出。共汇出9248美元（含经纽约
中国银行中转费用25美元）。额外费用包括People's 
Bank的３０美元Wire费。

　　上次报告（十二月十五日），教育基金结余
US$53125.14，开支US$5095.00，收入1.93。至六月十
五日，教育基金结余US$48032.07。

姓名 金额(US$) 备注

陈永春 1000

高宏　潘伟涛 333

陈玉銮 150

陈元牧 50

汪海友 200

程恒淼 150

黄苇 150

胡晓蕾 150

戴忠义 1000

秦玫芳 150

丁俊琪 200

叶顺琼 500

蒋培云 151.93 150 Canadian $

合计 4184.93

教育基金报告
教育基金财务　丁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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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2008年难熬而又难忘的考研生活，我有幸成
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一员。2011年即将毕业的我，
再一次幸运地成为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的候选者。这一
荣誉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鞭策。我想对三年来的研究生
生活和对教育学的几点感受谈谈自己的想法。

　　2008年秋，我阴差阳错地成为教育史专业的硕士
生，那时的我可以用懵懂无知来形容，对本专业知之不
多，对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还是不甚了解，对以后的学
习生活也是不知所措。好在研究院有那么多可敬可亲的
老师，热心而无私的帮助像我这样的无知学生。新生座
谈会，先生和蔼可亲地向我们诉说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学术圣地是怎样筚路蓝缕一
步步走到今天的；刘院长旁征博引、严谨的学术风范引
领我们遨游在学术海洋；我的导师郑若玲教授对我无微
不至地关怀和谆谆教诲更是令我如沐春风。是他们这样
的可敬可亲地好老师让我深深领悟到韩愈所谓的“传
道、授业、解惑”的师道，也让我对教育者更加尊敬，
对投身教育事业充满了信心！

　　这一奖学金系阮建如博士及阮康成教授其他亲属为
纪念热心教育事业的原厦门大学教育系教授阮康成先生
而捐资在设立的。阮康成先生是潘先生的老师，潘先生
多次提及恩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及奉献，鼓励我们后学
向阮先生学习，潘先生自己也以“板凳敢坐十年冷，文
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态度与“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
神要求自己，为教育事业和学生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教
育研究院时时感受到先生和各位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以
及处处为学生、为学院着想的高风亮节的熏陶，正所
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愿像历届师兄师姐一样在
学院时努力学习好本专业的各项知识，毕业后在工作单
位勤奋工作，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增光添彩。

　　虽然学术之路如同“苦旅”，但是正如刘老师一直
强调地“学问之根苦学术之果甜”。我相信在教育研究
院各位先进的指引和带领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在教育
这条路上一定会继续前行！

学问之根苦学术之果甜
吕建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学研究生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2011年得主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我校2011年校庆期间奖教金、奖学金评选工作已经
顺利结束，并于4月5日在“厦门大学2011年奖教奖学金
颁奖大会”上为获奖者颁奖，现将“厦门大学自强奖学
金”、“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获奖者名单发送给贵会
以备查询（名单附后）。

　　再次感谢贵会、美洲校友会及美洲各位校友长期以
来对母校各项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厦门大学办公室
2011年4月28日
附：
一、“厦门大学自强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共2名，每
名奖励400美元）
 祁正兵(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生)
 林  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
二、“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获奖者名单（共2名，每
名奖励400美元）
 鲍  峰（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王秋泉（化学化工学院）

教育基金资助的

各项奖学奖教金颁发

厦门大学办公室关于“自强奖”的来信

　　曾玉山奖学金是由旅美校友曾庆沅捐赠设立的，用
于资助厦大的家庭有困难的长汀籍学生，每年资助８
名，每人375美元。

姓名 系别 入学时间

钟伦昌 经济学院财政系 2007

赖盛明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 2007

邓丽萍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 2008

曹力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系 2008

叶伟强 经济学院经济系 2009

丁风正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航空系 2009

童文星 法学院法律系 2010

阙　靖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系 2010

2010学年曾玉山助学金颁发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颁发
教育研究院在学研究生吕建强为2011年度得主，得奖感
言见本页。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由厦门大学阮康成教授
的家人捐赠，每年奖励一名从事教育学的在学研究生，
金额3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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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UAAA Operation Account Overview (1/1/2011 - 6/30/2011 )
From To Begining Balance Income Expense Ending Balance
2011-1-4 2011-6-12 $14,121.77 

2011-1-4 2011-6-12  $24,211.00 

2011-1-4 2011-6-12  $9,919.10 $28,413.67 

Name (English) Name (Chinese) Dept & Year Total 
Amount

Annual 
Fee

Donation Check Date

Chen Y Chen 陈承煜 会计/1946  $20.00  $20.00 1/6/11

Bichung Tsang  $20.00  $20.00 1/8/11

Peter Shao 绍志文 海化/1983  $200.00  $200.00 1/10/11

Triway Enterprise, Inc. 厦门广告费  $8,771.00  $8,771.00 12/30/10

Xinzhun Su 苏新专 生物/1981  $300.00  $300.00 2011-1-14

Guowei Li 李国维 财金/1990  $20.00  $20.00 2011-1-17

Haitao Zheng/Xiaojun Lu 郑海涛/陆晓钧 物理/1983，生物/1986  $130.00  $30.00  $100.00 2011-1-24

Jia Luo 罗佳 化学/2008  $20.00  $20.00 2011-1-18

Shili Zhan 詹世利 生物/1989  $100.00  $100.00 2011-1-25

Chen Huang 黄辰 化学/1981  $100.00  $100.00  2-6-11 

Zhen C. Chen 陈振苍 土木/1947  $20.00  $20.00 2011-2-1

Zhen C. Chen 陈振苍 土木/1947  $200.00  $200.00 2011-2-17

Chen Y.Chen 陈承煜 会计/1946  $100.00  $100.00 2011-2-14

Yao Cheng 承瑶 海生/1993  $100.00  $100.00 2011-2-14

Ye Xu 徐晔 数学/2006  $10.00  $10.00 2011-2-4

Zhidong Fu/Wenxiu Huang 傅志东/黄文秀 化学/1982  $200.00  $200.00 2011-2-14

Sen Wang 王森 计算机/2010  $10.00  $10.00 2011-2-15

Lin-Hua Su 苏林华 机电/1948  $250.00  $200.00  $50.00 2011-2-24

Yi-Luan Chen 陈玉銮 化学/1985  $200.00  $200.00 2011-2-20

Yiming Fan 范义鸣 财金/1995  $200.00  $200.00 2011-2-22

Yu Sheng Yeh 叶雨生 机电/1948  $20.00  $20.00 2011-2-25

Mid Ouyang/Ching C. 
Ouyang

欧阳谧/刘景昭 机电/1944,  机电/1945  $30.00  $30.00 2011-2-27

Lisa Liu/Baochun Ge 刘伟敏/戈宝纯 生物/1987，海洋/1983  $230.00  $30.00  $200.00 2011-2-26

Bin Lin/Xiangfei Zeng 林斌/曾翔飞 化学/1981，化学/1981  $130.00  $30.00  $100.00 2011-2-22

Qingshun Li/Yining Hong 李庆顺/洪艺玲 生物/1983，生物/1984  $530.00  $30.00  $500.00 2011-2-28

Jianmin Chen  $100.00  $100.00 2011-3-1

Hou I Wu/MeiChing Chen 吴厚沂/陈梅卿 教育/1946，会计/1946  $100.00  $30.00  $70.00 2011-2-28

Name(English) Name(Chinese) Amount Note:
Baohua Wang 王宝华 $361.00 代厦门市支付“双百计划”广告费 

Zhidong Fu 傅志东 $1,121.26 校友通讯55期印刷费

Zhidong Fu 傅志东 $8,410.00 代厦门市支付“双百计划”广告费

N/A N/A $26.84 XMUAAA BOA帐号支票本

$9,919.10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美洲校友会财务：陈　强　（化学８２届）

开支明细表

收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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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uo Liu/Tong Li 柳清伙/李彤 83/物理，87/外文  $230.00  $30.00  $200.00 2011-3-3

Ken Han 韩耿 82/外文  $50.00  $50.00 2011-3-3

Chingyuan Tseng 曾庆沅 49/化学  $320.00  $20.00  $300.00 2011-3-3

Shi-Yi Chen/Xue-Ru Xie 陈世义/谢雪如 48/教育，48/教育  $30.00  $30.00 2011-3-5

Jianliang Li/Lizi Wu 李建良/吴丽姿 87/生物，89/生物  $130.00  $30.00  $100.00 2011-2-27

Chen Y.Chen 陈承煜 会计/1946  $300.00  $300.00 2011-3-5

Jen Kuen Chen 陈贞堃 46/会计  $20.00  $20.00 2011-3-3

Song Qin Chen 陈松钦 82/中文  $30.00  $30.00 2011-3-6

Yingxia Jiang 89/化学  $100.00  $100.00 2011-3-8

I. Tsiung Ju/Chow Soon 
Chuang

朱一雄/庄昭顺 47/中文，46/法律  $200.00  $200.00 2011-3-9

Zhisheng Chen/Wenjing 
Chen

陈志胜/陈文静 81/数学，81/数学  $30.00  $30.00 2011-3-10

Sean Q. Xu 徐荃 82外文  $300.00  $300.00 2011-3-10

Qiaofang Davis 丁悄芳 93数学  $20.00  $20.00 2011-3-14

Lieng-Huang Lee 李联欢 47化学  $150.00  $50.00  $100.00 2011-3-17

Xiao Xiao 肖潇 87外文  $1,020.00  $20.00  $1,000.00 2011-3-11

Wen-H. Ko 葛文勳 46电机  $100.00  $100.00 2011-3-23

The-Kuang Chang 张德光 49政治  $1,000.00  $1,000.00 2011-3-24

Yihong Liao 廖谊虹 82计算机  $1,000.00  $1,000.00 2011-3-26

Jean Xu 徐静 82化学  $1,000.00  $1,000.00 2011-3-26

Jiazhen Guan  $100.00  $100.00 2010-12-31

Charles Yu/Caroline Yu 余长风/林红斌 83生物/86生物  $300.00  $300.00 2011-3-31

Vanessa Sheng 盛峻丽 96旅游管理  $20.00  $20.00 2011-3-30

Qiang Chen/Shan Lin 陈强/林珊 82化学/86化学（研）  $200.00  $200.00 2011-4-6

Bo Shu Ru 茹博树 04财金  $20.00  $20.00 05-07-11

Daniel Fen Chen  $20.00  $20.00 05-03-11

Yu Kueng Michael Lin/
Ying Yuh

 $50.00  $50.00 05-03-11

Jun Xie 谢军 89化学  $20.00  $20.00 05-05-11

Yali Xin/kefang Zhao 辛雅利/赵可坊 国贸/1983  $30.00  $30.00 05-03-11

Yan Zhu 朱艳 09海洋  $20.00  $20.00 05-02-11

Zhijing Du/yuehong Xu 杜子劲/许月红 82海洋/82化学  $30.00  $30.00 05-29-11

Qinghuo Liu/Tong Li 柳清伙/李彤 83物理/87中文  $1,000.00  $1,000.00 05-02-11

Zhexing Xu 许哲行 94海洋  $120.00  $20.00  $100.00 05-04-11

Xu Lin/Nancy Tian 林旭/田力 82化学/82化学  $50.00  $30.00  $20.00 05-02-11

Likun Li/Chengzhen Ren 李鲤鲲/任承贞 82生物/83生物  $30.00  $30.00 05-02-11

Kenneth Guo/Virginia G. 
Ren

 $30.00  $30.00 05-05-11

Wen-H. Ko 葛文勳 46电机  $1,000.00  $1,000.00 05-17-11

Rui Zhu 朱睿  $10.00  $10.00 04-30-11

Yiming Fan 范义鸣 财金/1995  $1,000.00  $1,000.00 05-29-11

洪福增  $1,000.00  $1,000.00 05-16-11

葛文杏  $1,000.00  $1,000.00 05-16-11

Hong Liu 刘红 86 生物  $20.00  $20.00 06-02-11

小计 （6月12日）  $24,211.00  $1,350.00  $22,861.00 

*Total Donation includes $9000 special donation for the bridge

6月12日余额 $28,413.67 

收入明细表（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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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琪和宁伉俪：
　　久未通候，谅必阖府安泰！凡百顺遂！
　　第55期《校友通讯》编得忒好：封面封底，都显
特色；整本印刷、纸质，明亮清晰、可喜可读；还有
我俩的“封面男郎与老娘”和封底彩照以及里面的黑
白照片，都亮丽明晰；您那篇《导读》灵活顺畅，“
引人入胜”；内容多元：报道、实用、应时均备；我
粗阅整本一遍，未见错别字，难得难得。所以这期《
通讯》，多获好评，您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也得到
了回报，我常说，“编务编务，亦甘亦苦！”
　　高宏的《学车记》，妙文也，成语冒用，情趣幽
默，令人边读边笑。补白所选漫画和笑话，与该文融
会得“天衣无缝”。因而联想到第52期有邱小刚的《
洋下岗》，也是一篇上好佳作，我把它当作短篇小说
连看两遍，它有直叙，有伏线，亦庄亦谐，文从字
顺，更有为人处世的正确原则，我曾函请竺伟源（兼
编辑）用电话代我（我没有他Tel.No.）向他谨致敬
意。他在第53期有一篇《考“内语”》，同样地风趣
幽默而有内涵深意，可惜第54、55期
都没见他的文章，渴望不久会读到他
的佳作。
　　由于高、邱两位的佳作的启示，
我以为本《通讯》除登载一般硬性的报道文字之外，
也应刊登软性作品，如游戏文字，幽默写作，以及诗
词歌曲、逸事、趣闻、谐谈、笑话、谜语、对联、绘
画、漫画、木刻、摄影、篆刻、书法、园艺、烹饪、
医药、保健、运动、娱乐等等软性载体，以调和那些
枯燥乏味的报道、报告文字，还可提供给会员发表作
品的“开放场所”，并使刊物增加姿采，展现活力，
如此应会广受欢迎。放眼见到有些刊物，呆板僵化，

编读往来

编者颟顸，读者轻蔑，因循度日，自无前途，诸位以
为如何？
　　顺便谈谈版面的编排，不过我的意见，未必妥
善，只供您考虑考虑而已。每页最重要且显眼的位
置，是第一、二行，应留给一篇文章的题目、副题、
作者姓名之用，例如：P.11的下大半部《新一届理事
会的工作方向和目标》的全版，可以和其上小半部的
三、五行文字，上下对换位置，中间以横线划界。读
者看完P.10最后一行，自然会转看P.11下半部的文
字，而本页上半部则是堂皇的文章题目及作者姓名（
并示尊重）而非零零落落的三、五行文字，使得版面
整齐醒目。又P.33的下半部《双重国籍与人才争夺
战》可以和其上半部双行文字，上下对换位置。又
P.40的下半部《俄罗斯科学与技术》和其上半部几行
文字，亦可互换位置。又P.48的下半部《和孩子们一
起亲近自然》和其上半部文字，亦然。这样全部都调
整过来的版面，使得整本的每页，都整齐醒目，于是
读者眼悦，作者心悦，编者大悦，一笑！

　　随函附上剪报六件，虽是旧
闻，但增加吾人见闻，对编务间或
有益。
　　哆哆嗦嗦说了些心腹话，您不

见怪吧？
　　您事忙，不必回信，祝

工作愉快！
阖府安泰！
                                                                                        

沂和梅卿同启　
2011年4月10日　

　　2010岁暮出版的第55期《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真
是一席视觉上的盛宴。当我点击链接下载本期通讯时，
我的眼前首先是一片温暖华丽而恰到好处的桔橙色，随
着《校友会通讯》字样及校徽和整个封面的下载完毕，
我的视线和心底已被绚烂的橙色洗涤并充满了，一头扎
进校友世界作片刻逃逸的急不可待。
　　当我再三翻阅本期通讯时，才意识到所有的照片和
插图这次均为彩色，每一页都有色彩的调剂及其层次和
立体感，力现了校友的真实生活和场景。当然，黑白图
片也有黑白纯色的强大魅力。偶尔再仔细瞅瞅，还发现
了封底内页的背景图案上有中英文的校友总会恭贺新年
的字样及建南楼群的轮廓；而封底的母校颂恩楼群及芙
蓉湖的照片上部是五八届历史系谢应瑞学长的遒劲漂亮
的书法题字，表达了海外校友对母校九十华诞的祝福。
　　本期的通讯处处体现了编辑们的匠心巧用！

范义鸣（财金９５届）　

　　感谢校友会刊编辑人员在节假日的努力工作，让我
在国内的家人朋友能第一时间读到我在校友会刊发表的
第一篇文章。我的厦大同窗们第一次意识到年轻的校友
也有机会在会刊发表文章，表示以后会积极投稿。

朱艳（2009届海洋与环境学院）

编辑小语：
　　感谢各位读者的来信，尤其是校友们尊敬和爱戴
的吴厚沂、陈梅卿学长的鼓励及建议。你们的关心给
了我们编好刊物的动力和信心，我们只能以加倍的努
力来回报你们的支持。
　　我们在这一期征稿启事中就已经吸纳了吴、陈两
位学长的建议，增加了“欢迎各种软性作品，如游戏
文字、幽默写作、诗歌散文、趣闻逸事、子女教育、
医药保健、对联绘画、摄影书法、厨艺园艺、最新科
技……”的字样，我们欢迎更多的校友关心、爱护《
校友通讯》这个园地，多给我们提建议，更为重要的
是，多为我们写稿。
　　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校友通讯》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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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Articles for XMUAAA Newsletter
We are inviting articles for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XMUAAA) Newsletter (Chinese ver-
sion), which is published twice annually (June and December). The deadline for the June issue is usually May 
31 and the deadline for the December issue is usually Nov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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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T 
Any	editable	document	such	as	MS	Office	File,	OpenOffice	File,	Google	Document,	Plain	Text	File,	etc.	
Editable	pictures	with	high	resolution	(usually	>150DPI)	such	as	JPEG,	GIF,	PNG,	PSD	or	PDF	files
If you cannot provide electronic document,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 or other related document to the address 
in the bottom of this announcement.
Please provide your full nam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graduation year or current grade and department from 
XMU, title, organization or company if applicable. Please also provide the original place if the article was pub-
lished before. If you did not hear from us in a reasonable period, please contact us. It is because we have re-
ceived	massive	amount	of	SPAM	e-mails	and	your	submission	might	be	auto-filtered	by	the	anti-spam	engine.

Please send your articles and/or pictures to our e-mail address: newsletter@xmuaaa.org or to:
Junqi Ding, 15 Spring Valley Rd., Woodbridge, CT 06525, junqi_di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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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校友通讯每年出版两期，分别于每年六月和十二月出版，截稿时间分别为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
日。

    来稿文体不限，可长可短。也欢迎各种软性作品，如游戏文字、幽默写作、诗歌散文、趣闻逸事、子女教
育、医药保健、对联绘画、摄影书法、厨艺园艺、最新科技……

　　本刊还将开辟编读往来，你对本刊有何意见、指教等等，也请和我们分享。

　　电子文稿以可编辑形式发送如 MS	Office	File,	OpenOffice	File,	Google	Document,	Plain	Text	File
　　照片请单独发送，分辨率不得少于150DPI，请在文稿中提供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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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qi Ding, 15 Spring Valley Rd., Woodbridge, CT 06525, junqi_di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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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在别处发表，请注明原发表出
版物相关资料。

　　作者请自留底稿，由于垃圾邮件泛滥，阻挡垃圾邮件的工具难免伤及无辜，如在两周内未收到本刊编辑的回
函，请与本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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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理事长(兼华盛顿DC会务):  刘伟敏 (87生物) 301-518-8270      lisa.liu50@gmail.com

副理事长(兼多伦多会务):  王宝华 (83化学) 905-770-0436 brucewangbh@hotmail.com

理事(财务兼北加州会务):  陈 强 (82化学) 408-830-9486 qiangc@gmail.com

理事(波士顿会务) : 陈玉銮 (85化学) 847-636-1528 yuluanc@yahoo.com

理事(大纽约会务):  丁俊琪 (85化学) 203-903-4640 junqi_ding@yahoo.com

理事(俄亥俄会务) : 李碧荣 (85生物) 614-808-4665 birongli@gmail.com

理事(佛罗里达会务):  李建良 (87生物) 352-505-3320 ljlifz@yahoo.com

理事(秘书兼北卡会务): 李 彤 (87中文) 919-489-7633 ms.tongli@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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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西雅图会务): 莫丹华 (83数学) 425-890-2688 dmo_haha@yahoo.com

理事(休士顿会务): 王 奋 (82生物) 713-662-0768 fwang@ibt.tamhsc.edu

理事(温哥华会务): 闻 清(87中文) 604-722-5818 sqwen@hotmail.com

理事(加拿大财务兼多伦多会务):  吴德华(87生物) 416-499-7568 dehuaw@yahoo.com

理事(亚特兰大会务): 辛雅利(83国贸) 770-97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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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Qiang Chen, 1218 Heatherstone Way, Sunnyvale, CA 94087

加拿大 (Payable to Dehua Wu)

            Mailing Address: Mr. Dehua Wu, 1 Tournament Dr., Toronto m2p 1k1

教育基金 (Payable to XMUAAA)

            Mailing Address: Dr. Junqi Ding, 15 Spring Valley Rd., Woodbridge, CT 06525

汪德耀基金(Payable to XMUAA, 并另注明 Deyao Wang Life Science Scholarship Fund.)                 
  Mailing Address: Likun Li, 3910 Clarestone Drive, Pearland, Texas 77584 

顾　　问 庄 隄 (81物理) 703-409-4324 zhuangti@yahoo.com

顾　　问 张新雄(83物理) 626-422-2235 xzhang@auxora.com

法律顾问 陈小敏(82哲学) 201-962-2565 chenxm99@yahoo.com

财务顾问 林庆华(92会计) 404-200-8559 blin988@hotmail.com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顾问名单 (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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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 门 大 学 美 洲 校 友 会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XMUAAA) 

厦 门 大 学 美 洲 校 友 会 会 员/ 会 费 / 捐 款 登 记 表 
XMUAAA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 Membership Fee / Donation Form 

您将本表用于： 

Purpose of the Form (Please check all that apply): 

  新会员登记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改地址                     改电话号码                            改 EMAIL 地址 

    Change Address         Change Telephone Number      Change Email Address   

 交会费                     捐款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ship Fee        Donation                                    Other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Mr./Ms. 

毕业系别 

Department 

 毕业年度 

Year of Graduation 

 

如您的配偶也是校友，请填 

If your spouse is also Xiamen University alumni,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 of your spouse: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Mr./Ms. 

毕业系别 

Department 

 毕业年度 

Year of Graduation 

 

通讯地址 

Mailing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ephone # 

 

(H) 

  

(W) 

EMAIL 地址 

Email Address 

 

 

年度会费金额 

Annual Membership Fee 

 普通会员 $20/年            夫妇 $30/年             学生 $10/年 

    One Member  $20/yr        Couple $30/yr             Student $10/yr     

年度 (Year of)  ____________ 

捐     款 

Donation: 

   美元        加元   

    US$          CAN $ 

日期 

Date: 

 

 

校友会美国收款人、地址 
For XMUAAA in United States, 

Payable to: XMUAAA 

Mailing Address:  

Dr. Qiang Chen (陈强) 

1218 Heatherstone Way, Sunnyvale, CA 94087 

 

校友会加拿大收款人、地址 
For XMUAAA in Canada, 

Payable to: Yi Ding 

Mailing Address:  

Mr. Dehua Wu (吴德华) 

1 Tournament Dr., Toronto m2p 1k1,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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