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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 92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3-4-6） 

 

 
 

    4 月 6日上午，学校在建南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

庆祝建校 92周年。校领导、校长助理、院士、文科资

深教授、海内外校友、学校机关部处、学院和研究院的

领导、师生代表共两千多人参加大会。 

  9 时，校庆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领导和来宾有：校党委书记杨振

斌、校长朱崇实，原校党委书记、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

杰，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教授田昭武、黄本立、万惠

霖、焦念志，经济学家、我校教授葛家澍、邓子基、教

育学家、我校教授潘懋元，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校长

ElliotHirshman，招商局集团副总裁胡政，校友、厦门

大学菲律宾校友会名誉理事长邵建寅，校友、菲律宾著

名实业家佘明培的夫人佘施淑好，厦门大学新加坡校友

会会长蓝伟光，香港道德会会长何腾、香港道德会副会

长徐煜全、香港道德会内地扶贫助学总督导张宪民，养

生堂有限公司代表高永忠，校友、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校友、维信企业代表李志彬，生物学科校友

代表张伟，中国银行厦门分行行长袁龙、象屿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龙雏、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

副行长曾桂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副行长林华、中

国电信厦门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怡平、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行长助理谢滨侨、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副行长吴文萍、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区总经理杨保银、厦门市海

沧区大阳慈善会副会长杨俊清、厦门市立方艺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力永、宜信公司总裁助理刘大伟、吴宣恭教

育基金会代表余云辉、林鹏生态奖教奖学基金代表李振

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丁辉，在校的其他校

领导。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建发主持庆祝大会。 

  校长朱崇实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代表学校向全校

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向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厦门大学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校庆活动的

陈嘉庚、陈敬贤、李光前、陈爱礼的后人们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朱校长还代表学校向今年首设的学校教工最高奖南

强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蔡启瑞院士和葛家澍教授表示崇高

的敬意，向首颁的嘉庚奖章获得者生命科学学院学生李

阳和材料学院学生刘倩表示热烈的祝贺。 

  朱校长说，厦门大学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各

界和广大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各位校友、各位朋友给予

厦大的每一点每一滴的捐赠，不论大小，不论多少，都

饱含着他们的一片爱心和一片深情。 

  朱校长指出，中华民族百年来为着民族的伟大复

兴，为着实现中国梦而英勇奋斗。厦大从建校时起始终

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代又一

代的厦大人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为己任，秉承“自强

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断地为中国梦的实现而贡献

着力量。我们一定要把厦大的传统与精神传承下去，发

扬光大。我们的目标是要到建校百年时把厦门大学建设

成为一所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在此基础

上，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国梦

作出我们新的贡献！ 

  大会接着举行了捐赠仪式。 

  副校长邬大光宣读 2013年度各项奖教金、嘉庚奖

章、各项奖学（助研）金的获得者名单。领导和来宾分

别为获奖者颁奖。校庆大会在深情的校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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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厦门大学首提“双百”发展战略 
 

（来源：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厦门 6月 19日消息（记者 陈庚 通讯员 

李静）在昨天开幕的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第十次代表大

会上，厦门大学首次提出了“双百”战略发展总目标：

在建校 100年时全面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力争在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在代表中共厦门大学第九

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时指出，厦门大学将遵循高等教

育发展规律，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战略部署，分步实施

推进，经过三个阶段的努力，力争到本世纪中叶跻身世

界一流大学行列： 
 

  第一阶段是经过 8年左右的努力，到 2021年厦门

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形成一批学术竞

争力进入世界前列的高水平学科，产出一批代表国际先

进水平的重大标志性科研成果，各学科领域都有一批能

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专家学者，全面建成世界知名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再经过 15年左右的努力，到 2035年前

后，服务国家发展的能力更加突出，国际学术地位显著

提升，更多优势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各学科

领域都有一批世界级的专家学者，主要办学指标和整体 

实力接近世界一流大学。 
 

第三阶段是再经过 15年左右的努力，到本世纪中

叶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厦门大学的办学声誉和办学水

平获得国际公认，主要办学指标和整体实力跻身世界一

流大学行列。 
 

杨振斌还全面回顾了厦门大学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

各项工作，其中，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增强格外抢眼。

科研经费年均递增 21.6%，在《科学》和《自然》期刊

上以第一作者单位发表的论文数居全国高校第九位，论

文总被引次数居全国高校第四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立项数保持在全国高校前十位，2013年居全国高校

第六位…… 
 

  杨振斌表示，九十多年来，厦门大学始终与祖国同

呼吸、共命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厦门大学各项

事业也实现了跨越发展，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与世界一

流大学的差距逐步缩小，一批学科已基本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这一切，都为厦门大学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厦门大学校旗设计方案征集启事 
 

    校旗是各种仪式、典礼、重要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学

校象征，是学校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和文化建设的重要

载体。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校形象标识系统，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和形象建设，提升学校文化品位，增强全校

师生员工和校友的凝聚力，扩大学校影响力，经学校研

究，决定在庆祝建校 92周年期间公开征集校旗设计方

案，具体如下： 

  一、作品要求 

  1．旗面图案设计新颖、美观醒目，能够体现厦门

大学鲜明的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厦门大学优良

传统和精神。 

  2．含有厦门大学校徽、中英文校名等标志性元素，

易于辨识。 

  3．校旗按横挂式设计，长与宽的比为 3:2，设计

尺寸一般为 2号旗 240×160CM。 

  4．提交色彩稿（注明 CMYK 色值）及电子版

（300dpi，JPG格式，规格小于 3M），300字以内设计

创意说明，并签属作品原创承诺。 

  二、征集对象 

  面向全体厦门大学在校师生、校友，也热情欢迎关

心和支持厦门大学的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三、征集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3年 6月 10日 

  四、提交方式 

  1．邮箱：flagxmu@xmu.edu.cn 

http://news.xmu.edu.cn/s/13/t/542/05/0a/info132362.htm
mailto:flagxmu@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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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邮寄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号 厦

门大学办公室（注明：校旗征集）邮编：361005 

  五、评审方式 

  组织专家对校旗设计方案应征作品进行评选，评选

结果将在厦门大学网站和《厦门大学报》上公布。 

  六、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1名，奖金 5000元；二等奖 3名，每名

奖金 3000元；三等奖 5名，每名奖金 1000元。 

  七、其他说明 

  1．凡是入围和被采用的应征作品的知识产权和使

用权均归厦门大学所有，学校可根据需要自行用于学校

形象的宣传展示，以及在印刷品上标记和使用等。 

  2．应征作品的标志图案和相关内容等不得对他人

的注册商标、外观设计专利及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其他

文本构成侵权。学校不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3．来稿不退，如作者有特殊要求，请在来稿中说

明。 

  4．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者视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本

启事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 

  5．如果需要了解厦门大学的有关信息，请登录厦

门大学网站（www.xmu.edu.cn）。

 

 

陈嘉庚等厦大先贤铜像落成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3-4-6） 

 

      4月 4日至 5日，陈嘉庚先生等厦大先贤铜

像落成典礼分别在我校思明、翔安和漳州三个校区

举行。校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朱崇实，代表李氏

基金主席李成义先生出席校庆活动的李光前先生长

媳、李成义先生夫人李张治华女士（Dr Della 

Suantio Lee) ，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厦门大

学菲律宾校友会名誉理事长邵建寅、陈嘉庚先生长

孙陈立人、孙子陈君宝共同为铜像落成揭幕并敬献

花篮。全体人员集体向铜像三鞠躬。 

  为弘扬嘉庚精神，彰显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

厦大先辈爱国爱校、重教兴学的光辉业绩，学校决

定于今年校庆之际，在翔安校区和漳州校区的主楼

前广场树立陈嘉庚先生铜像，在翔安校区医学院成

义楼前树立李光前、陈爱礼夫妇塑像，在思明校区

敬贤亭树立陈敬贤先生，在建南大会堂东侧树立李

光前先生铜像。其中，翔安校区和漳州校区的陈嘉

庚先生铜像为思明校区嘉庚先生铜像原样复制。 

  朱崇实在致辞中介绍了陈嘉庚等厦大先贤们的

生平事迹和光辉业绩。他说，在校主陈嘉庚先生身

上，我们看到他牺牲自我、爱国奉献的崇高精神，

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嘉庚先生

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也是我们向师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教材。 

  朱崇实表示，陈敬贤先生、李光前陈爱礼伉俪

等先贤们始终以陈嘉庚先生为榜样，继承和发扬

“爱国爱乡、慈善为怀、乐心教育”的传统，鼎力

支持嘉庚先生，倾资兴教、奋斗不息。他们关心厦

大、支持教育的伟大事迹将永载史册，永远留在厦

大人的心中。先贤们辛勤创业、正直谦虚的高尚品

格，一生坚持“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博大胸怀，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道德情操将永远激励厦

门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在前进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朱崇实表示，厦门大学承载着嘉庚先生“教育

兴国”的伟大梦想，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要学习嘉庚精神，弘扬嘉庚精神，更要实践嘉庚精

神。相信在嘉庚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在全校师生

员工、海内外校友和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厦门

大学一定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早日实现建成

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校领导、校长助理，校友总会等机关部处、学

院负责人，师生代表等参加落成仪式。校领导李建

发、赖虹凯、林东伟、杨斌、韩景义分别主持了典

礼。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

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

生爱国爱乡、兴教兴学、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1921年，他倾巨资创办厦门大学，开创了中国近

代教育史上华侨办大学的先河。嘉庚先生独立担负

厦大的几乎所有经费达 16 年之久，即使面对世界

经济危机，仍然抱着“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

大”的信念，直至 1937年，他又将厦门大学无偿

http://news.xmu.edu.cn/s/13/t/542/05/0a/info132362.htm
http://www.xmu.edu.cn/
http://news.xmu.edu.cn/s/13/t/542/03/1b/info1318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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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国家。在嘉庚先生的感召下，许多华侨纷纷捐

资兴学，蔚然成风。 

  陈敬贤先生是陈嘉庚先生的胞弟，是嘉庚先生

创业兴业、倾资兴学的忠诚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

他不仅与嘉庚先生共同出资创办厦大，而且在

1922年至 1934年，陈嘉庚返回新加坡经营企业期

间，负责管理集美各校和厦门大学，为厦大的建设

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尊称为厦门大学“第二

校主”。 

李光前陈爱礼伉俪是陈嘉庚先生的女婿女儿。

李光前先生一生追随嘉庚先生，全力支持厦大的建

设与发展。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光前先生

捐建建南楼群等 25栋校舍，使厦大建筑面积扩大

一倍，至今，这些校舍仍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

年，李光前先生用他大半财产设立了新加坡李氏基

金，积极资助包括厦大在内的文教、医疗卫生及慈

善事业。李氏基金至今依然遵照李光前先生“取诸

社会、用诸社会”的遗愿，积极支持科技文教及医

疗卫生事业。进入 21世纪，李氏基金多次捐巨资

为学校翻修建南楼群和成伟楼群，大力加强了对厦

门大学医学学科的建设与帮助，捐巨资建设厦门大

学医学院与护理学院，维修各种基础设施，馈赠珍

贵书籍，资助开展学术交流，设立奖助学金等等，

为此，学校决定将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分别命名为

“光前医学院”、“陈爱礼护理学院”。 
（陈浪 曹熠婕）（铜像图见封二，潘万华/陈浪摄） 

 

 

百岁院士的特殊捐赠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3-7-1） 

 
    6 月 30日，中科院资深院士、我校化学化工学院

蔡启瑞教授终于如愿将所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

进步奖”奖金全部捐给学校。 

校长朱崇实代表学校接受捐款，感谢蔡先生一直以

来对学校发展的全力支持，并表示要认真用好每一分钱。

捐款将纳入化学化工学院刘树杞教育发展基金，用于支

持学院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发展。那一刻，蔡先生脸上

露出欣慰的笑容。 

一场捐赠跨越十余年 

 

  1999年，蔡启瑞院士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并获奖金 20万港币。拿到奖金，蔡先

生最先想到的是学院。还没到家，他就直奔学院，与学

院领导商量，想要将这笔钱用于人才引进。时任化学化

工学院党委书记的林永生回忆，当时蔡先生工作工资不

高，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又逢师母生病，需要昂贵药费。

学院想让蔡先生留着奖金，却终究拗不过蔡先生的坚持，

便商量决定悄悄以蔡先生的名义先存起来，以备他急用。 

    蔡先生有 4个儿女，上世纪 90年代，先生一家还

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学校几次分配大些的房子，都被他

谢绝，直到后来学校兴建大批教工宿舍，他才搬进新居。

搬家时，学院把存着奖金的存折送还，蔡先生推辞不过，

只得留下，却不肯动用一分。 

今年 6月，蔡先生在与家人商量一致后，委托学生

万惠霖院士，再次向学院提出捐赠奖金的想法。学院最

终决定接受这笔特殊的捐款。当年的存折，原封不动地

被保留至今。按照蔡先生的意愿，家人将奖金兑换成人

民币，加上利息所得，共计人民币 216000元，全部捐

出，用于支持化学化工学院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发展。 

 

无私奉献的大爱情怀 

 

  蔡先生不只一次把大笔的个人积蓄和奖金捐给学校

或学院、系里，支持学科建设。每遇各种灾难，他是捐

款最多的人。而他自己，生活却极其简朴。 

  在学校，蔡启瑞三次谦让职称的故事被传为美谈。

他刚回国时，学校根据他的学识和成果，决定给他定二

级教授待遇，他执意要求改为三级，成为厦大有史以来

第一个自请降级的人。1977年提职称时，僧多粥少，

他坚持把名额让给系里其他教师。1978年系里一致给

他评上一级教授，他仍坚持与自己艰苦创业的同事们一

样的待遇，将提级时补发的工资作为党费上交。 

  蔡先生“何梁何利奖”奖金捐赠跨越十余年，化学

化工学院前后三位党委书记作为其中的见证者，感慨不

已。他们表示，蔡先生对教育、科研事业的挚爱之情、

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让人感动、令人敬佩，这种精神

更是无价的宝贵财富，先生为我们每一个厦大人树立了

非常好的榜样。（赖炜芳）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期  -  5  -  

物理学会主办，我校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承办 

纪念萨本栋诞辰 111 周年学术报告会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3-9-14） 

    9月 13日下午，萨本栋先生诞辰 111周年纪念专题学术报告会在科学艺术中心三楼报告厅举行。

报告会由物理学会主办，由我校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承办。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萨本栋先生之子萨支唐，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技术总监

暨研发副总裁孙元成，我校物理系讲座教授揭斌斌应邀作主题演讲，分享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化学等

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赖虹凯参加报告会。 

  “一机在手，操控所有，随时随地买票、付款、控制家电、智能诊断病情”，“海量信息在云端整

合分析，为个人提供定制化服务”……在主题演讲中，孙元成生动勾勒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深刻剖析了半导体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机遇，孙元成就摩尔定律等提出许多创新想法。半导体是所有

电子装置的基础，因而半导体对生活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趋势有很多方向，一个重

要体现是行动装置的升级换代，最便捷地实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的联系。孙元成认为，合作

创新是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只有靠大家互助合作、互利共生的创新才能继续把技术推到

一个更高的层次，才能最终造福社会和未来生活。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萨本栋先生之子萨支唐，我校物理系讲座教授揭斌斌就

“液体化学的半导体观”、“半导体化学”等进行了精彩的报告。（赖炜芳） 

母校举行萨本栋校长铜像揭幕仪式 
 

尊敬的厦大校友：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在 2012年的董事会上一致通过，由基金会出资铸造萨本栋校长铜像，安放

于亦玄馆前面的广场上，以缅怀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萨校长对厦大做出的巨大贡献。 

随后，学校办公会议也讨论同意了基金会的这项决定。 

接着，基金会的同志、萨校长公子萨支唐院士，经过努力收集挑选了萨校长当年的许多照片、聘

请美术师进行设计铜像的泥捏小样、大样。并且经过多轮的沟通修改；本来计划在 2013年校庆期间，

把铜像铸造完毕安放到位。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耽搁了，铜像没能及时完工。 

现在，恰巧在 9月份，全国物理学会的学术年会在厦大召开。 

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萨校长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任秘书长兼会计（1932--

1937）。此际举行萨校长铜像揭幕仪式，确有重要意义。 

这次全国物理学会的学术年会的领导，安排了预备会（全国各校的物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

会议）于 2013年 9月 12日下午在亦玄馆会议室举行。 

会后，5点 30分，就近在亦玄馆前面，举行萨本栋校长铜像揭幕仪式。 

因为时间紧迫、而且校内住宿紧张（物理学会学术年会参会人数较多，把校内客房全包了），我

们没能邀请敬仰萨校长的老校友们返校参加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此，我们仅仅是给你们报告这一件好消

息。你们以后还是有机会瞻仰萨校长的铜像的；当你们以后返校参加校庆活动时，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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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英国校友会正式成立 

 

周民钦(校友总会秘书处) 
 

5 月 19日，我校第一个欧洲校友会——英国校友

会成立大会在伦敦隆重举行，近 200名旅英校友出席大

会，气氛温馨而热烈。校长朱崇实，副校长、校友总会

副理事长詹心丽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刘晓

明发来贺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丛培武、教育处

公使衔参赞沈阳等驻英大使馆官员、伦敦华埠商会主席

邓柱庭爵士等英国华人华侨代表、英国中国学生学者联

谊会负责人、清华大学英国校友会等兄弟校友会负责人，

我校国际处、校友总会秘书处、南方基地/孔子学院办

公室、相关学院负责人，以及新华社、中国日报、BBC

中文网、星岛日报、英中时报等 14家主流华人媒体共

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大会在激昂的厦门大学校歌中拉开帷幕。 

  大会审议通过了《厦门大学英国校友会章程》和第

一届理事会名单，83 级财金系校友、中国银行（英国）

有限公司曼城分行代行长林秋婕当选首任理事长，04

级自动化系校友、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在读博士生高

钦泉当选首任秘书长。朱崇实、丛培武、詹心丽、沈阳、

邓柱庭、林秋婕共同为厦门大学英国校友会揭牌。 

  朱崇实代表厦门大学对英国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

的祝贺。他说，厦门大学目前在海内外共有 69个校友

会，每一个校友会都是一座桥梁，紧紧地将校友和母校

连接在一起。他由衷地希望英国校友会也成为一座坚实

的桥梁，能够促进英国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同时使英国

校友会既是校友们的精神家园，又是增进中英两国友谊

的平台。 

  朱崇实指出，厦门大学 92 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

厦大旅英校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卢嘉锡等老一辈留英

学者回国后，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以及厦门大学的发

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今，厦门大学已明确了战略

发展目标，到 2021年建校百年之际要全面建成世界知

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此基础上，继续奋斗，到

2049年新中国建国百年之际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

行列。 

  朱崇实强调，厦门大学从创办的第一天开始，就把

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厦门大

学正在筹建马来西亚分校，正是要回馈、传承校主陈嘉

庚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的伟大精神，把中华的优良

传统文化，把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世界的爱传播得

更远。他表示，厦门大学已是国内外公认的一所最美的

大学，厦门大学还要成为一所最好的大学，也就是一所

最“美好”的大学。他很高兴看到新一代学子，正在茁

壮地成长，殷切希望大家为实现母校的奋斗目标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詹心丽代表校友总会向林秋婕授予会长牌，并赠送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书法作品。随后，她向

英国校友们做了母校人才招聘和国际招生的推介，重点

介绍了母校培养与引进并重的做法、求贤若渴与尊重人

才的良好风气以及美好温馨的工作生活环境，欢迎留英

校友学成之后返回母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针对许多与会者是正在英国留学的年轻校友，詹心

丽还分享了自己当年留英的心得体会，希望留英校友们

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更多地了解英国社会、文化、历史

传统以及风土人情。她强调，祖国日益强盛，希望大家

珍惜机会，发挥留学生的桥梁、窗口作用，积极宣传中

国的语言文化和优良传统，让更多的英国朋友了解中国、

走近中国。 

丛培武带来刘晓明大使的亲笔贺词并发表致辞，祝

贺厦门大学英国校友会的成立。刘大使在贺信中说，厦

门大学英国校友会的成立，既体现了母校对校友的亲切

关怀，更体现了校友对母校的赤子情怀。他衷心希望厦

门大学英国校友会今后成为联结在英广大校友的纽带，

成为增进校友与母校和祖国情谊的桥梁，成为促进中英

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平台。 

  林秋婕代表英国校友会致答谢词，表示校友会要时

刻关心支持广大校友，为校友提供相互交流、继续学习

的优良平台，促进校友事业和母校事业的共同发展。 

  仪式后，嘉宾和校友们在宴会厅举行庆祝酒会。校

友们自由交流，回首美好的大学生活，感谢母校的用心

栽培，他们还积极同母校领导以及所在学院领导交流，

进一步了解与关心母校、母院的最新发展状况。 

  英国校友会筹备近一年时间，她的成立旨在为广大

旅英校友提供一个同舟共济的平台，为海外游子适应异

国生活、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帮助与支撑，同

时增进旅英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把对母校的感恩热

爱，化作勤奋进取的动力，促进母校与校友的事业繁荣

兴旺。 

  重视校友工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之一。我

校代表团在纽卡斯尔大学洽谈战略合作期间，校友总会

秘书处秘书长曾国斌还与纽卡斯尔大学校友关系发展经

理 Tania Angelopoulos开展了深入的工作交流，为进

一步做好我校校友工作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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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副校长杨斌一行访问北卡三校 
 

江帆（2006 企管） 

 
    5 月 10 日到 11 日期间，厦门大学杨斌副校长、

研究生院陶淘常务副院长、人事处吴立武处长及国

际处郑照阳老师一行四人参观访问了坐落在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北

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以及北卡

州立大学（NCSU）。 

   杨斌副校长一行充分表达了厦大对海外人才的

重视和需求，以及为让更多的厦大学子接受更好的

教育并且将来回报母校和社会所做的努力。此行不

仅是为了吸引在海外求学的人才回厦大以建设高水

平的师资队伍，同时也是为了参观学习北美的十余

所高校，让厦大学子有机会通过公派留学和交流项

目到顶尖研究型大学来深造。 

   在 5月 10日于杜克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上，人事

处吴立武处长就厦门大学的概况及地缘优势、招聘

条件、相关待遇、岗位需求等问题，一一与在座博

士生和博士后进行互动交流。 

   来访期间，访问团和三校在校学生热烈的讨论

了中美高校建设的对比，包括校园文化，校友精神，

校舍规划等，访问团都表示美国高校有许多值得学

习和借鉴的地方，可作为厦大发展的参考。除此之

外，访问团一行在北卡厦大校友的陪伴下走访了杜

克大学的华人教职员工，参观了包括杜克教堂、北

卡教堂山分校老井、两校的图书馆、教学楼等，对

古老且美丽的校园印象深刻。 

   5月 10日晚上，来访的访问团一行和北卡地区

的校友在 Chapel Hill的中餐馆共进联谊晚餐。学

生们和已经工作的校友们因为见到了母校的领导和

老师，在异国他乡的他们感到分外兴奋和亲切。大

家围坐一桌，畅叙母校的往事和发展，其乐融融，

不禁感慨厦大有这么好的校友网络，真令人倍感温

暖。饭后北卡校友们还收到了访问团万里迢迢从母

校带来的厦大纪念品。 

   此次访问加快了厦门大学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的进程，加强了与北美各高校的校际交

流与合作关系；密切了母校和北美校友之间的沟通，

让海外的学子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校、思念之情，

也感受到了厦大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大学的诉

求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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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西藏校友会正式成立 
 

李启忠(校友总会秘书处）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7月 20日上

午十时，激昂的厦门大学校歌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城

市——拉萨的上空唱响。近百名来自西藏各地的厦

门大学校友汇聚一堂，隆重召开厦门大学西藏校友

会成立大会。我校党委书记杨振斌，校友总会秘书

处、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及医学院相关负责人

参加大会。我校新疆校友会、山东校友会、广东校

友会、武汉校友会、上海校友会、陕西校友会、四

川校友会派代表出席。另有我校全球各地 22个地

方校友会为西藏校友会的成立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

贺电。成立大会由我校首批藏生、2001级英语系

益西旦增校友主持。 

  会议听取了西藏校友会的筹备工作报告，审议

通过了西藏校友会章程及校友会首任理事会名单。

西藏民族学院原副校长、我校 2002级高等教育学

博士王学海当选为首任会长；拉萨市直属稽查局副

局长、我校继续教育学院 2011 级校友强久等 6名

校友当选为副会长；西藏财政厅副主任科员、我校

财政系 2004级校友吴琼当选为秘书长。 

  杨振斌为首任会长授牌、赠送校训字幅，并致

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和朱崇实校长，对西藏校友会

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奉献在祖国西南边疆的校

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愿。他说，美丽的

雪域高原让世人景仰，但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艰苦

的自然条件却阻挡了不少人在此扎根创业的脚步。

而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一批“厦大人”正在各自的

高原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母校“自强

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之光在辽阔的雪域高原上

发扬光大，令人十分感动。 

  杨振斌把对西藏校友的敬意和期待融为一句题

词——“白鹭随雄鹰翱翔，芙蓉伴雪莲盛开”，激

励校友们扎根西藏、不畏艰难、积极融入祖国西部

大开发战略。他说，校友们为西藏的建设、民族的

团结和国家的繁荣所做的积极贡献，直接体现了厦

门大学作为一所国家的重点大学所应该承担的社会

责任。西藏校友会的成立，为西藏校友及校友与母

校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联络的桥梁，必将有助于

校友们更好地投入工作，奉献西藏，奉献祖国，开

创出更为骄人的业绩。 

杨振斌还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再现了伟大的

“嘉庚精神”；用学校关心关爱学生的种种举措，

阐述了“关心在校生即关心未来的校友，关注校友

即不忘过去的学生”的理念；用学校精心培养少数

民族学生的事例，阐明我校对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输

送人才的高度重视。 

  武汉校友会副会长左敏代表兄弟校友会致贺词。

他说，西藏校友会是目前我校最年轻，也是最有活

力的校友会，全球厦大校友会愿意与母校一起，持

续支持帮助西藏校友和校友会的发展，让厦大校友

会的旗帜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会上，部分兄弟校

友会还为西藏校友会的成立献上贺礼。 

  王学海致答谢词。他感谢母校领导及兄弟校友

会的关心和支持，他说，我校西藏校友将继续弘扬

嘉庚精神，凝聚校友力量，服务西藏，服务母校，

进一步提升母校在西藏的影响力，为母校早日建成

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贡献力量。 

  西藏校友会是我校第 70 个地方校友会，是继

去年 7月 7日新疆校友会成立之后，我校在祖国边

疆成立的又一个地方校友会，也是至今西藏为数不

多的中国高校校友会之一。在校友会的筹备过程中，

从校友信息的搜集、校友会理事会的架构到成立大

会的会务组织，都得到学校主要领导的直接关心和

指导。对于奋斗在西藏、新疆这些祖国边疆的校友，

学校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重视在这些地区开展校

友工作，既是对校友的关心和支持，也是我校支援

祖国边疆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一所有社会责

任感的高校，我们会继续从国家发展建设的宏伟大

业出发，通过校友会这个平台，为边疆校友的事业

发展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广大校友为祖

国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厦大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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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校友工作会议 

暨 2013 届年级联络员聘任大会 
 

6 月 26日下午，学校校友工作会议暨 2013届年级

联络员聘任大会在化学报告厅举行。校友总会理事长、

原校党委书记王豪杰，副校长、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心

丽，校友总会副理事长潘世墨，学校办公室、宣传部、

学生处、人事处、研究生院、教务处、招生办公室、国

际处、校团委负责人、各学院分管校友工作的领导和工

作秘书以及各学院毕业生年级联络员参加了大会。会议

由校友总会秘书处秘书长曾国斌主持。 

  王豪杰在致辞中从校友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校友工

作的重要性，回顾了近年来我校校友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对我校今后如何做好校友工作提出了方向。他强调，

校友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和声誉的重要指标；

校友是母校最忠诚、最宝贵、也是最不可替代的财富。

他进一步指出，校友工作已越来越为中国的大学，特别

是重点大学所重视，我校校友工作也发生了一系列可喜

的变化。 

  围绕今后的工作思路，王豪杰指出，要继续健全和

完善校友会组织建设；要创建更好平台，实现校友事业

和母校发展的共赢；要强化校友工作在大学文化传承中

的重要作用；要在实践中探索新时期校友工作规律，继

续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校友、服务母校的水平和能

力，努力提升校友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材

料学院分别结合学院的实际，向大家分享了各自学院在

校友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潘世墨宣读了厦门大学 2013 届年级联络员名单，

法学院 2009 级本科生潘金梅代表全体联络员作了讲话；

出席大会的领导向联络员代表颁发聘书。 

  最后，詹心丽作总结讲话。她代表学校对获聘为

2013届年级联络员的同学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她充分

肯定了校友总会在联络地方校友会，联系海内外校友，

促进母校各项事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结合我校

的工作实际和特点，对我校今后的校友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她指出，要充分认识校友工作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的推动作用；要营造“人人都是校友工作者”的良好氛

围；要发挥校友资源在育人工作上的独特优势；要把校

友力量凝聚到服务母校发展上；要加强与海外校友的联

系，使我校的校友工作与学校国际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詹心丽强调，校友是一所大学的尺度，无论什么指

标，都没有用校友来衡量精准；校友是一所大学的名片，

大学因哺育的人才而熠熠生辉。校友在各行各业的表现，

直接体现了大学的集体品格。因此，校友对社会、对国

家的贡献直接与学校的美誉度紧密相连。 

  詹心丽深情地指出，校友工作是一项细水长流的工

作，需要我们有大眼界；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工作，需要

我们有大胸怀；是一项潜力无限的工作，需要我们有大

作为。她号召大家共同做好校友工作，把眼光放长远，

着眼第十次党代会绘就的蓝图，最大程度地凝聚最广泛

的校友力量，为母校早日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而共同奋斗。 （曹熠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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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党政管理干部第二期美国培训班圆满结束 

7 月 28日，母校派出 37名各部门和学院的党政管

理干部前往美国特拉华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教育培训。

主要内容为学习国外高校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办学经验，

提高党政管理干部的英语听说和口语交流能力，这是母

校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培训期间，

学员们听取了特拉华大学校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所做的

专题讲座，内容涵盖美国高校财政预算管理、美国高校

教师聘用评估晋升管理机制，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管

理、大学生心理咨询和发展、美国大学校友关系与大学

发展等等。学员们结合各自专业背景和自身岗位职责，

与讲座嘉宾进行了积极有效地互动。周末，学员们参观

了乔治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点军校、普林斯顿大

学等高校，通过对以上高校的访问，身临其境，感受美

国不同类型大学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气质和校园文化。培

训班成员纷纷表示：美国之行收获巨大。 

培训班结业联欢会上，在美洲校友会理事长陈玉銮

和校友总会秘书处的共同联络下，特拉华州及新泽西地

区 14位校友赶来与学员们共庆学习培训圆满结束，会

上校友们专程带来了母校校报、美洲校友通讯等，营造

了浓烈的厦大氛围，校友们对母校在推进国际化进程方

面的举措表示高度赞赏。（总会秘书处  石慧霞）

 

  母校校友总会及四川校友会联合倡议 

            为四川雅安地震募捐 
尊敬的海内外校友： 
 

    4 月 20 日上午 8 时 2 分，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 7.0 级强烈地震，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与此次地震震中芦山县仅一山之隔的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镇中心小学是我校四川校友会的扶贫助学单位，自

2012年起，四川校友会每年向该校 30名贫困学生提供援助，直至他们完成中学教育。据了解，震后碧峰峡镇交

通基本中断，只有抢险车辆冒险通过，农村房屋损毁严重，详细损失情况还在不断统计中。 

强震发生，立即揪起厦大四川校友的心，校友们一边多方打听灾情，筹集救急物资，一边商议组织援助，发

动各界捐赠。同样被灾情牵动着的许多厦大校友得知后纷纷表示要伸出援手。为有效集中救援力量，母校校友总

会决定联合四川校友会，向海内外校友发起募捐倡议。募集善款主要用于四川校友会资助的碧峰峡镇 30名贫困

学生家庭，有余力的情况下再扩大至其他受灾家庭。四川校友会将组织人员亲自把善款送到需要的受灾家庭中去。 

校友们！乐善好施、帮困助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校主陈嘉庚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让我们伸出温暖的双手，献出我们的爱心，在灾区同胞最需要的时刻贡献出厦大人的力量！ 

捐款帐号：庞文庆 6216613100018824717 中国银行成都宏济中路支行。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及厦门大学四川校友会 (201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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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情·中国梦—厦大校友在行动 
 
（编者按:四川雅安大地震牵动了海内外广大厦大校友

的心，转载本文，以飨读者。文章来源：厦大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3-05-14） 

 

4 月 20日上午 8时 2分，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里氏 7.0级强烈地震，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强震发生二十多天以来，厦大校友的心一直与雅安

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心连心，充爱于无疆 

 

  突如其来的地震，让全国人民的视线全部关注到雅

安，而对厦门大学来说，其实早已与雅安结下了不解之

缘。雅安市人民政府陈越良市长系我校 1979级计统系

校友，他自 2011年 8月调任雅安市工作以来，一直奋

斗在雅安的第一线，为雅安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2012年 11月，厦门大学四川校友会在雅

安市碧峰峡镇中心校举行捐资助学仪式，对 30名在碧

峰峡镇学校就读的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每位受助学生每

年可获得由四川校友会提供的 1600元学习和生活补

贴，直至考上大学。 

  “4·20”强震一发生，厦大师生及广大校友深感

震惊和悲痛。学校与校友总会在第一时间向陈越良校友

发去慰问电，表示全校师生及海内外校友密切关注灾

情，将始终和陈学长在一起，尽学校所能为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厦门大学校

友总会决定联合四川校友会，向海内外校友发起募捐倡

议，募集善款主要用于四川校友会资助的碧峰峡镇 30

名贫困学生家庭，有余力的情况下再扩大至其他受灾家

庭。 

而身在震区的四川校友会更是无时不刻地牵挂着雅

安灾情，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打听 30名受助学生

的受灾情况，一方面与母校校友总会保持密切联系，及

时沟通信息。据悉，虽然厦大分布在雅安市的校友很

少，但四川校友会的扶贫助学单位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

镇中心小学与震中芦山县仅有一山之隔，受损十分严

重，这 30名受助学生与家人都流离失所，原本就贫困

的家庭再度雪上加霜。 

 

手牵手，普渡驾慈航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校友收到倡议书后积极

响应，踊跃捐款。除了四川校友会，上海校友会、广东

校友会等也积极发动本地校友捐款，集腋成裘，为灾区

重建尽自己的一份爱心，目前共筹到 8万余万元人民

币，捐款名单已公布在四川校友会 QQ群。四川校友会

还为此专门成立雅安助学行动小组，并从校友中招募志

愿者，把助学行动落到实处。新疆校友会也在第一时间

进行了募捐，善款主要用于资助在新疆工作的雅安人回

到雅安重建家园。 

  厦门大学 EMBA校友及校友企业在第一时间纷纷捐

款捐物、出人出力，心系雅安，积极赈灾。安踏体育、

七匹狼、乔丹体育、贵人鸟、利郎、九牧王等 EMBA校

友所在企业以及 EMBA贵州校友会在震灾发生后三天内

为雅安灾区总计捐款超过 4000 万元和物资食品若干

车。 

  1986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友联系福建环科集

团董事长严国民校友筹集了一吨压缩饼干，发往四川校

友会以提供给雅安地区，还组织福建沙县儒商联合会，

用创会周年庆节省下的资金购买了 200床军用棉被，目

前正在发往四川途中。著名时事评论家杨锦麟校友（78

历史）的“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也把雅安定为下一站计

划，已委托四川校友会在做项目前期调查，预计很快就

会实施；“担当者计划”理事长左敏校友（85会计）

及副理事长陈坚校友（89法律）表示担当者读书慈善

项目也准备向灾区提供几十万元的图书。 

  许多企业家校友还利用自身的企业优势，亲力亲

为，支援救灾重建工作。崔维星校友（88会计）创办

的德邦物流公司得知严国民校友向灾区运输食品后，主

动免费承担运输工作。不仅如此，德邦物流于震灾发生

后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免费托运，全力支持

赈灾善举，一批批物资陆续从全国各地运往灾区。蓝伟

光校友（81化学）创办的三达国际集团，拥有海水淡

化、饮用水安全、污水处理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此次专

门捐助了一批便携式净水杯，以保证雅安灾区同胞能喝

到洁净的水。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无论是有钱出钱，还是有

力出力，背后都蕴含着厦大校友对雅安共同的无尽爱

心，期盼雅安人民早日度过难关，重建家园。 

  截至发稿前，广东校友会正通过多个渠道继续发出

《关于向雅安地震受灾的碧峰峡镇 30名贫困学生家庭

募捐倡议书的补充通知》，呼吁校友继续奉献爱心，将

支援工作进行到底。 

  其实，支援雅安只不过是厦大校友共筑“中国梦”

的一个小小缩影。“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各地校友

将秉承母校“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校训，继续关心、

支持雅安的建设和发展，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应有的

贡献。               （校友总会秘书处 周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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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积极响应倡议 

向雅安灾区献爱心 
 

    四川雅安“4·20”强震发生不久，厦门大学

校友总会决定联合四川校友会，向海内外校友发起

募捐倡议。美洲校友会收到校友总会及四川校友会

的倡议书后立即转发给北美各地的厦大校友。校友

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送去美洲校友的爱心和

慰问。为方便校友们献爱心，美洲校友会也设立了

网上捐款服务，为大家统一收集捐款。然后由美洲

校友会财务将校友捐款转给四川校友会。到目前为

止，我们共收到爱心捐款两千三百七十美金。校友

捐款已经及时通过四川校友会负责人，发送到四川

校友会的扶贫助学单位本次受灾严重的雅安市雨城

区碧峰峡镇中心小学学生手中。本次通过美洲校友

会捐款献爱心的校友是尹毅，程灿东，范义鸣，许

月红，谷胜，陈玉銮，刘焱, 岑辉，刘静，朱奎炯,

曾翔飞/林斌等。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在此感谢各

位校友的支持！捐款校友名单及捐款数目详见附表： 
 

美洲校友为雅安抗震救灾捐款名单 

   

Name  Dept & Year 

Donation 
Amount 

（US$） 

刘   静 83 外文 $100.00 

许月红 82 化学 $100.00 

Waters Corporation (许月红) $100.00 

谷   胜 95 化学 $100.00 

Biogen Idec (谷胜) $100.00 

尹   毅 85 生物 $500.00 

朱奎炯 83 计统 $20.00 

程灿东 97 物理 $500.00 

范义鸣 95 财金 $300.00 

曾翔飞/林斌 82 化学 $50.00 

岑   辉 84 生物 $100.00 

刘   焱  91 中文  $200.00  

陈玉銮 85 化学 $200.00 

合计   $2,370.00 

 

曾国斌任校友总会秘书长 
 

2013年 2月 21日上 午，詹心丽副校长在校

友总会秘书处主持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宣布学校关

于校友总会秘书处秘书长的任免决定：经校党委、

校行政研究决定，曾国斌同志任厦门大学 校友总

会秘书处秘书长，免去其厦门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

理职务。曾国斌，男，1965 年 6月出生，福建晋

江人，中共党员，1987年厦门大学海洋系毕业，

同年留校工作，曾在厦门大学人事处、科教委、资

产处、物业管理中心、后勤集团工作。郑冰冰同志

不再担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秘书长职务，就

任中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总支部委员会书记。 

 

吴厚沂陈梅卿伉俪 

向学校捐献史料 
 

    近期，我校美国老校友吴厚沂、陈梅卿伉俪将

珍藏的《厦门大学旅美校友会校友通讯》、《厦门

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厦门大学 1946级

级友通讯》等史料共计 42 册，通过快件邮件方式，

分六次陆续捐予母校档案馆保存。 

 

  吴厚沂、陈梅卿学长均为我校 1946 届毕业生，

虽旅居美国，长期热心母校校友工作，关心支持母

校的建设发展。两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为了丰富我

校档案馆馆藏，多次外出邮寄史料，拳拳爱校之情，

令人动容，实为后生晚辈楷模。 

 

    校档案馆收到史料后，立即复函并将捐赠证书

邮寄给两位学长，以表感激之情。同时，这批捐赠

史料已独立建档，并将永久保存于校档案馆中，以

供研究校史之用，也可让广大师生、校友更好地了

解前辈们的学习经历与人生轨迹。 

 

（档案馆 林秀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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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的精神气质与校园文化
 

陈飞鹏 (78 级历史) 

 

 
 

（按：作为生活在母校身边的老校友，甫抵北美，应厦

大美洲校友会陈玉銮理事长之请，向美国校友说说近年

母校的见闻，因手头无资料，信马由缰，匆促草成，错

谬难免，敬祈校友教正。） 

 

 
         

    近年，厦大“高烧”不退。一方面是游客汹涌如潮，

以致学校不得不基于师生教学生活考虑下限客令，周一

至周五中午、晚上每天限入一千人。于是校门口常现百

米蔚为壮观的游客排队长龙，成为中国高校少见的景观；

另一方面是连续多年厦大在本科和研究生招生都是全国

高校名列一、二的报考热门院校！在各省录取分数持续

稳步攀升。比如，按各高校在各省市录取分数排名，厦

大在北京文科录取分数在 10至 12 名左右、上海文科录

取分数在 9至 11名内，其他各省十名内的不少、十一

二名都稀松平常（理科录取分稍低）。倘按国内某些院

校综合排名榜，厦大几乎一直徘徊在 20名左右。这使

很多人大惑不解、也大跌眼镜。比厦大名气大、排名高

的大学不少，何以厦大风景这边独好？ 

    我们姑不论排名是否科学、有没有猫腻。我觉得之

所以出现这个“厦大现象”，有四大原因。 

    第一、所有高校排名均未客观地把一所大学的精神

气质和独有的校园文化内涵作为权重计算在内。 

    第二、厦大由于在大学兼并潮里不曾兼并任何其他

院校，虽然规模、体量、资源相对少了，反而保留了自

身原有的质量。 

    第三、厦大作为中国最美大学，在网络自媒体时代

其美名得以图文并茂方式快速传播放大。但校园环境也

是大学排行榜权重所忽略的。（去年被英国《每日电讯》

选评全球十六所最美大学，厦大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大学，

一时间网络暴红。如今厦大成为厦门仅次于鼓浪屿的旅

游热点，备受国内文青、小资的追捧，在未限制游客入

校之前，每天到厦大旅游的游客多达 2-3万人。） 

   第四、厦门作为中国最温馨美丽的滨海旅游城市，

在国内知名度高涨，多年来一直是国内游目的地名列前

一、二的热门旅游城市，这也是厦大名气加持的正能量。 

       

   本文只谈第一点，对其它三点恕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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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厦大的精神气质和校园文化？我认为是学校

在管理上富于人性温暖与人文关怀，体现在厦大学子身

上特点是:懂得感恩，心中有爱。校主嘉庚先生的乡邦

家国情怀和毁家兴学的无私境界、高尚的人格德操无疑

是厦大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在这种精神烛照下，学

校和老师真正关怀学生、为学生着想；在这种精神文化

的长期陶冶熏染下，校园弥漫着一种爱意浓浓的氛围，

加上大学青春活力与浪漫气息，校园充满人情温暖、清

新气息，从校长、老师到学生心中都有一种温润柔和的

情怀，这就是厦大的校园文化显著特点。厦大的精神气

质和校园文化乃一体之两面。 

 

一 

 

   厦大学子被其他高校同学羡慕地誉为:“生活在新闻

联播里”。首先是指厦大学生住宿条件好，有空调、卫

生间，甚至有海景房。但收费公平合理。连宿舍的外观

也颇受赞誉，尤其像芙蓉一、二、三、四这些五十年代

建的闽南民居风格的老房子，红砖白石，飞檐翘脊，古

朴典雅，非常养眼，十分入画。其次是食堂对学生有特

别的优待。这一点也特别让外校来访学生感受颇深。菜

金便宜、米饭免费、食品可口。厦大的馒头、油条也是

众口皆碑（一度要限制校外购买厦大食堂的馒头数量，

以保障学生的正常需求）。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

国恢复高考后不久，厦大就因为食堂引入竞争机制办的

好，《中国青年报》还特别报道过，可谓其来有自。厦

大是国内第一所对学生免费供应米饭的大学；第一所所

有宿舍都安装空调的大学；第一所开办学生练习高尔夫

球的大学；第一所开办爬树锻炼生存技能的大学。虽然

这诸多第一也曾遭误解物议，但厦大对学生的好，是真

的，也是有传统的。 

    厦大在抗战迁校长汀时期的校长萨本栋先生：“为

了解决同学们的肚子问题，萨本栋跑政府、求富户，派

人到产粮区采购糙米，总算让同学们吃上糙米饭，给学

生提供早餐配黄豆、中餐配青菜的食谱。长汀没有电，

萨校长将政府配给自己的小汽车上的发动机卸下来发电，

向教室和阅览室供电。教材不够，学生轮流阅读。中文

类的教材干脆让学生自己抄上一遍，以强化记忆。学生

可以申请战区学生贷金，每月八元，毕业后就业时清还。

萨本栋把学生介绍到校外兼职工作，解决他们的燃眉之

急。政府经常不能及时拨下经费，萨本栋率先执行减薪，

按三至五成支领校长薪俸。为节省经费，规定领导和教

授不得安插自己的亲属在学校工作。萨本栋带头遵守规

定，让太太担任完全义务性质的女生指导员，不领一分

薪酬。”（吴尔芬《厦门大学在长汀》）据说当年王亚

南校长对学生也是关怀备至。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因

在北京某中学未合使用，王校长特意把困顿中的陈景润

调回厦大，让他继续从事自己擅长的数论研究，从此陈

景润开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宏伟征程。还听过一位老师

夸过：王校长曾于散步时不经意发现一学生蚊帐破旧不

堪，次日默默买了一床蚊帐让人给送去。 

厦大也是少有的能倾听学生声音的大学。芙蓉隧道

是近年厦大一道特别的风景。原是厦大本部与学生公寓

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则渐渐成了学生抒发离情别绪

场所，久而久之，长达近一公里半的隧道墙壁画满了各

种各样的涂鸦字符词句，不小心成为厦大一景、校外游

客的必游之地。学校某部门年初忽发奇想涂掉其中一段

拟改为廉政宣传栏，引起学生极大反弹，群声鼎沸。有

一位离校多年的校友在微博撰写长文尖锐而又恳挚地向

校方陈情，极言芙蓉隧道涂鸦墙不可变更的种种理由。

文章才华横溢，理据充分，母校情怀浓得化不开。在学

生、校友的恳挚呼吁下，学校从善如流，立马改正，恢

复原样。     

 

                                                     
 

二 

 

   懂得感恩，心中有爱，是厦大学子突出的群体特征

之一。        

   在中国大学中，只有一所大学有师生共仰的校主，

那就是厦门大学。对校主的褒扬，其实官方早已定性：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我对嘉庚精神内涵的诠释是：

世界视野、家国情怀，高瞻远瞩，教育立国，诚毅养德,

自强不息。 

厦大人对校主的那份敬仰、对母校的那份爱，可说

是中国任何大学都无法比拟的，每一个厦大学子、校友

无不对校主毁家兴学的大义肃然起敬。这份敬重，植入

心田、融入血液。忆起旅居泰国的已故著名校友蔡悦诗

大姐曾说过捐赠嘉庚楼群主楼颂恩楼的一段往事。当年

她就是被校主的这句话感动的：“夫公益慈善固不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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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而为，如欲待富后而为则终生无可为之日”。蔡大姐

在 97 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就下定决心，捐巨资回报母校，

并把所捐款项悉数存贮银行。97 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时，

学校有点担心，因东南亚各国富豪资产大量缩水，一时

风声鹤唳，泰国更是重灾区。就算蔡大姐答应了又怎样？

慈善捐赠向来讲求的是行有余力的自愿原则。蔡大姐得

知母校的担心后立即写信给校领导，请他们放心，捐款

在金融风暴来临前已经兑换成美元了，自己的财产并未

受影响。如今矗立在芙蓉湖畔的厦大最高楼颂恩楼就是

蔡大姐及其夫君对母校的深情回馈（蔡大姐之前还以父

亲的名誉捐建了建文楼）。还有一位曾为香港回归鞠躬

尽力的黄保欣先生，也以夫妇的名誉捐赠建造了保欣丽

英楼（即嘉庚楼群之一），其实，若以财富论，他们夫

妇并非大富大贵，但他们对母校的那份感恩、爱戴更显

得弥足珍贵。回报母校的学子，其理由也许各不相同，

但对校主的感恩敬仰，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潜藏心中。 

    厦大学子的爱还不仅局限于爱母校，他们胸中还有

大爱。厦大学生近年还成立了“爱心社”——“是由众

多厦大爱心人士自发组建而成的非盈利性的学生机构”。

宗旨即为：“凝聚爱心，拭去每一滴无助的眼泪……我

们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社员，我们更要考虑贫困孤寡的老

人、山区里渴求知识的孩子们；我们不是为了做社团而

做社团，我们是为了做公益而做社团近年来。” 

    有关厦大学子扶贫帮教、捐助希望小学、献爱心的

事迹不胜枚举。比如为雅安地震举办捐款活动、为西北

地区孩子捐赠冬衣御寒活动、彩云之南的支教活动、为

厦门地区外来子女支教活动及敬老活动、组织厦大手语

社……。举一件今年高考后发生的事。厦大微博：“山

西太原女孩王越，今年以高出一本线整整 100分的成绩

被厦门大学金融系录取，但却不幸被查出罹患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泪]。目前她的同学们正奔走呼吁组织募捐，

希望帮助这个坚强的女孩实现她迈进大学的梦想。”呼

吁一出响应者众，据说单厦大 EMBA山西校友会已经捐

出十万元爱心款。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九名厦大学长

代表，到医院探望未曾入学的小师妹王越。“他们带着

大学书籍、明信片及学长的祝福，为病重的王越传递着

一份能量。王越这一刻切实感受到厦门大学的温暖，她

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厦大的生活。”      

                                      

三 

 

    厦大学子爱校护校的情怀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说达到

“自恋”的地步。 

经过校园精神文化的熏陶、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浸

润涵育后，他们感动于校主的高贵情怀、因而懂得人间

恩义、感知厦大的精神赠予是一笔享用终生的财富。所

以厦大人具有一种罕见的爱校护校情结和难得的自豪、

自信、雍容的情怀。它绝不会因为世俗的高校排名而生

自卑和仰慕。大学最重要的还是养育身心健康、成就大

写的人！而不是雕塑成两脚书厨、知识工具。在这一点

上，厦大学子是有福气的，他们绝大多数人内心也是终

生铭记住的:他们在厦大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远

为丰盈的精神价值、人生定位。所以他们对母校爱的如

痴如醉。 

 

 
     

   举个例。有位写过小说《晃晃悠悠》（其中部分涉

及厦大校园情景）的著名作家石康赴美后，对比中美高

校，不经意在微博写了：“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厦门

大学，缺乏运动设施，学生宿舍脏乱差，以往四人住一

间阴暗小屋，冬冷夏热，不堪居住，大一大二的新校址

被建在一个岛上，地大了，运动场也有了，却没有配套，

学生们犹如被放逐，校门儿口是不卫生食品摊贩，若是

再对比普大与厦大的教室及图书馆，只会令人徒生悲愤

及痛苦之情。”虽然石康写的可能是大十几年前的厦大，

但跟美国的一些名校比环境硬件有差距也是正常的。不

成想此论一出引起厦大学子的愤怒声讨，让石康无法招

架。同学们的理由是：“母校是自己可以骂一万次，别

人不能骂一个字。”他人既无权置喙，更不能容忍歪曲

不实之词。我想这是石康始料不及的，哪有一所大学的

学子对母校痴心如此？再举一个例。上海电视大学鲍鹏

山教授撰文炮轰厦大建学生海景房宿舍是暴发户思维，

连带嘲讽厦大之前的高尔夫球练习场是贵族运动，等等。

原本可能想吸引眼球，至少也博得厦大学子的同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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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遭到厦大学子微博群起攻击。有一位毕业多年的校

友还在《南方周末》专文 PK鲍鹏山：题目是《厚待自

己的学生，就是厚待学校的未来》，文中列举了厦大对

待学生的种种好，指出鲍文的基本事实错误：厦大建海

景宿舍、建高尔夫练习场皆是为学生非为权贵。文章的

结论是：“拷问一所大学是否有良心，不是看它如何对

待权贵、富豪、大师，而是看它如何对待学生”。文章

立论是否有足够高度位且不说，那份浓郁的爱校护校情

怀则殷挚感人。这就是典型的厦大人。 

 

四 

 

    厦大的精神气质、厦大的校园文化以及厦大得天独

厚的美，使得厦大成了一本“励志书”。这也许是谁都

不曾预期的意外收获。我们常常从微薄上读到访厦大游

客这样的观感（摘录无法联络到博主，请谅之。）兹录

一组以饗海外校友：        

    b 小调雨后 LY：为了顾及你对母校的热爱，请慎重

考虑去厦大，太美了吧！我们要考博！厦大你听到来吧。 

   努力变的更好的 miss徐微博会员：厦大的美是一种

文化与精神的美，这里充满了文学与时代进步的特征，

却不失个性，让现在此时此刻现身与厦大的我感到一种

精神的励志！我要努力！奋斗！前进！我要最终的成功！  

    河施悯：厦大美到有让人想考博的冲动……。 

    S3akurasi：我喜欢厦大，这样的人文关怀在中国

其他大学中算少见的。 

    王小溪在进步：当时应该考研去厦大 ，一辈子留

在厦门 。南京真是一座让人悲伤又厌倦的城市 。我要

考博。 我要去厦门。 

    MacaronVintage：……复旦的同学来厦门的时候说

她在厦大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友爱的人文力

量。我一直为自己生活在厦大浓郁的人文关怀下感动，

我希望厦大能让我一直感动下去。 

    HyukHae 妖精：去过厦大才能体会真正的人文情怀， 

是个让人心醉的地方， 只是缓缓走过 ，也无比幸福 。

祝福厦大。 

   步步 sunshine_on_my_shoulder：排了长长的队伍

进入到了厦大参观，这几天不知说了多少回这才是校园

这样的话，看看这满是林荫的街道，有黑天鹅的芙蓉湖，

人文气质的图书馆，还有夜晚篮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哎，

要是高中努力写，这些年何至于还是女光棍呢. 

   看雲的背影：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报考厦大，

但是厦门真的有一种非常动人的美。还记得昨天下午等

待复试时，从人文学院三楼的窗户向外望去，海、島、

天浑然一体，让现在快要离去的我有种好想再回来的期

待。 

   NONO_1980：有人说厦大不是国内最好的大学，但却

是最美最舒适的大学！！走进校门绿树成荫，充满厦大

的人文气息！跑上了厦大的情人谷，环境优美，不知成

就了多少情侣，来厦大一定要去下芙蓉餐厅～各地的美

食兼有，重点是很便宜，4个人海吃了一顿 85元一大

杯鲜榨果汁 5元解渴又营养 。 

    还记得曾在厦大校友通讯上，看到一篇历史系女研

究生写的散文，大意是为了报考厦大，她从初三开始用

功，然而本科无缘厦大，几乎痛不欲生，于是下定决心

考研，终于如愿。字里行间流溢着那种梦想成真的幸福

激动,让任何厦大人读了都情不自禁地感动、自豪！    

    说了母校这么多好话，作为校友大有王婆卖瓜之嫌。

其实厦大学子何尝不知厦大的诸多软肋：各学科院系、

师资、科研力量参差不一，文理不平衡，工科医科极薄

弱。就算文科各院系也是差别极大、院系师资科研力量

也不均衡，当然还有新建校舍布局不太合理、个别建筑

风格与总体不和谐等问题。厦大学子私下也调侃：一流

校园、二流学生、三流教师。当然调侃似乎有点过了，

但至少说明厦大学子有自知之明，并非妄自尊大，也说

明厦大要成为学子心中的圣殿、建成世界知名大学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但厦大的大学精神与独特的校园文化则

是厦大学子终生的骄傲和汲取不尽的心灵营养，每一位

厦大学子无论天涯海角，都一生伴随着一份浓浓的母校

情节，都会为母校默默祈祷、真诚祝福。     

    最后，让我们再回望一眼曾经生活的母校，借此再

次感知校主当年擘划厦大的苦心与英明。 

巍巍五老峰绵延拱卫于北山、山下有千年古刹晨钟

暮鼓梵呗喃喃的庇佑；胡里山炮台守护于南部巨岩崖岸、

白城沙滩月牙般蜿蜒舒展坐拥一片碧海——好一块天地

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雄伟的建南大礼堂楼群，骄傲地

俯瞰万顷波涛、遥望浩邈的远方天地；洁白的演武桥像

环岛路景观带的长龙之首、有卧海凌波展翅欲飞之

势……芙蓉湖、情人谷，白鹭翩跹、天鹅悠然、蜿蜒曲

折的上山小径、优雅精致的乔木灌丛小角落；矗立于起

伏变化小山坡的住宅区、学生宿舍，红砖白石绿瓦镶嵌

着的老教学楼老学生宿舍：群贤、集美、同安、芙蓉，

掩映于四季花木葱茏的绿荫中；屹立挺拔的南国植物王

棕、盘根美髯四季常青的老榕树和各种不知名的花卉，

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那富于浪漫色彩的凤凰

花，如今已成了厦大不朽的传奇。因其花开恰巧在老生

毕业季、新生入学季，殷红灿烂如霞锦，引无数学子游

人驻足流连、留影存念。有人说凤凰树是有人性的，它

夏天撑开如一把遮阳绿伞，冬天落叶泄一地温暖阳光。

凤凰花成了厦大的一个象征符号，这符号被岁月打磨演

绎成一篇神秘浪漫的童话故事 ……当然，母校还有让

北方同学大惊小怪的台风、还有漫长而潮湿的夏天、还

有激情澎湃豪气干云的青春、还有那个默默暗恋的凤凰

花样迷人的女孩、还有每一人心中自己的童话…… 

 

     童话是不会老的，你我心中的厦大情怀会老吗？ 

  2013 年 8 月 16-22 日 于纽约昆士（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谢！E-mail: chenfp1959@163.com）

mailto:chenfp195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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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瘁厦门大学的汪德耀老校长 
 

苏林华(48 届机电) 
 

 

 

 

 
 

     1944 年（即民国 33年），中国对日抗战进入了第

七个年头，也是最艰钜困苦的一年，日军则在中国战场

发动疯狂性的进攻。这时我在迁往顺昌县洋口镇的福州

鹤龄英华中学读高三下毕业班，春间校方收到国立厦门

大学萨本栋校长发来公文，称今年度英华可再保送优秀

毕业生，嘱提名并附成绩单送审，我们慕厦大与萨校长

盛名，欣然应征并获通过，到长汀报到者有五位，即：

土木系严家骙，会计系丁政曾，机电系李齐崑、陈世菼

和我苏林华。 

     夏间毕业後，搭船到南平，住伯父家，遇到刚修毕

厦大机电系大一课程的堂兄苏林翹，得悉厦大详况，他

对萨校长十分敬佩，但说五月份时萨公已被美国国务院

聘去讲学一年，校务由理工学院院长汪德耀博士代理；

他说汪公曾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为有名的生物学家，

当是一适当的代校长人选。 

     在此期间日军对湖南长沙发动大规模攻击，国军奋

勇反击，是为第四次长沙会战，我军不幸失利，日军遂

席捲南下，整条粤汉铁路为其占领。于是我国东南半壁

河山，包括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我们福建，及

湖南与广东的右半侧地区全和大後方的陆上联繫隔绝，

我们是在一个大孤岛上了。 

     七月间得厦大通知，保送生须于八月中抵达长汀厦

大, 参加 “甄别试”，考国文、英文和数学三科，不及

格者要成为旁听生。我遂从战时省会永安很艰难地买到

车票，夜宿朋口旅店，次日抵达长汀。庆幸的是我们英

华五人全都通过甄别试，而且均享有公费待遇。 

长汀岁月第一年（1944 年秋---1945 年夏） 

 

      九月初，厦大正式开学，校方为我们大一新生

（Freshman）举行三个晚上的 “訓練” , 都在孔庙改成

的大礼堂内行之。所以要在夜间，是为減少日机空袭的

可能性，因去年礼堂旁边的同安堂宿舍，日间曾被炸过。

这三夜分别由谢玉铭教务长讲如何利用图书馆，陈德恒

訓導长谈战时大学生生活，而汪代校长则从整个大时代

中着眼，教导学子们应如何配合着国际情势而求学、修

身与处世。 

     战时礼堂內没有椅子坐 （连在餐厅也是站着吃的），

我们几百人全站着听，但他也是全程站着讲，不用草稿，

一口气讲了两个半钟头，台上没有扩音器，也不备饮料

水，他仍是用标准国语，洪亮的声音，把大学的宏观意

念传送给我们，令我们这些新生都折服不已。 

      在我们心中，萨校长出国期间，汪代校长只要萧规

曹随，在安定中再求进步，或維持原有学制与善良学风

便可； 但他是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要带领全校师生

员工，采取各种应变措施，以渡过难关。此所以他一直

是位任劳任怨的领导人物。 现举数例为证： 

     刚开学不久，就有刚迁入闽北的江苏学院把厦大的

几位名教授聘走，如政治系一教授，中文系一教授等三

四位，似乎他们是为同乡关系及条件较好而应聘，但本

校内就有人认为是汪代校长威望不够，故留不住人，说

的有点不近人情。 但后来汪公也从其他大学挖人补上

了。 

     到了十月份，长汀机场终于落成了，美机可以升降，

并以此为基地主动出击日军占领区，而且运输机可直达

抗战大後方的四川成都。 这时校方与駐汀美国空军颇

打成一片，如美军篮球队多次挑战，厦大校队和体育老

师球队都常与之作友谊赛，一团和气；而机电系的实习

工厂也不时协助美机提供配件，合作无间。只是后来留

英的王牌教授李庆云师，为了敦睦邦交，带了几位女学

生参加美军舞会，却被守旧的男学生写匿名信痛骂有损

国体，李教授憤而将信交给汪代校长，要他查案，并重

罰此生，在不得要领下， 李师开始罢课；後经汪公一

再疏勸，李教授一周後才恢复我们大一 A 组英文课。 

你说汪公不是任劳任怨吗。 

     由于长汀机场三面环山，故美机曾撞山失事，这时

就有大批厦大学生越过警戒线前来失事现场，有些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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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就地取材，从机体残骸上拿些纪念品。事情闹大了，

在地的最高长官福建省第七督察专员公署罗尔瞻专员 

“约见”汪代校长，要他管管学生，不要在警戒区生事，

否则他要依法从事。汪公灵机一动，称厦大和美军交情

好，美方已答应将失事軍机贈送本校, 作为工学院研習

教材，学生们只是上山作接收的准备而己, 倒然令罗专

员哑口无言. 但他返校後立刻向美空军地面指挥部取得

同意，後来我们将之解体，将引擎搬到实习工场，机翼

之铝合机板在机工场制成各种成品，余下碎片收集回炉，

作铸工场翻砂实习之用. 汪公的应变急智给我们带来一

大收获。 

     但战事的发展不可予料。长汀机场虽好，却只能停 

B-24 空中堡垒（Flying Fortress）中型轰炸机，对日军

威胁不大；故中美空军在江西省遂川、新城和赣州三地

兴建可停 B-29 超级空中堡垒（Flying Super Fortress）重

型轰炸机，航程之远可直接攻击日本本土及日据的台湾

和南太平洋岛屿。在三大机场将次第完工时，日军发动

总攻，而国军之主力于长沙第四次会战後已西撤，粤汉

路之东已无得力部队，故此三地均被占领。这是 1944

年年底之事。 

     但赣州和长汀只隔着一座山脉，日军如乘胜攻击，

长汀便危在旦夕，汪代校长遂即召开校务紧急会议，决

定立刻派员前往不在公路干线上的上杭和武平县勘址，

并将重要档卷、图书仪器立刻以小船运去，厦大师生作

第二次迁校的准备，随时可迁。汪公如此指挥若定，使

全校师生安下心来，课照上，周考照样，仍然弦歌不绝。

所幸因日军在南太平洋岛屿战失利，日本本土并开始被

炸，故赣州的日军为保全实力，不作东侵长汀之计。 

     至 1945 年初，日军改变战略，集中兵力，自湖南进

攻广西，折而北上，攻占贵卅要隘，兵锋直逼我国抗战

司令台重庆，全国震驚，幸自他处空运重兵，始在贵州

独山处击退敵寇。这时国府中枢感到原有国军已师老兵

疲，要注入新血才可，故有 “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

山河一寸血” 的口号，号召大中学学生及社会青年从

军，以提高军人素质，好接受新式武器。汪公与诸院长

都极力宣导此大业，故报名从军者甚为踊跃。他还在入

伍前为从军学生保健而备营养餐；并取得教育部认可，

从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後可即续学，毕业班同学尚有

某程度的优待。 

     3 月底时，从军学生近百人搭船往上杭县入伍受训，

汪公发动全校师生欢送，绕市一周後才出发；之後，校

方还特地组团前往营地慰问。8 月中抗战胜利，他们开

拔到福州，继而浙江绍兴受训，1946年 6 月才全部退伍

回到厦门本校续学。----从开始至终，汪公都替从军学

生寄以关怀与援助。 

     这期间，汪公常聘外界学者来讲学，其中最有名的

是来自战时省会永安福建研究院，以共译资本论著名的

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大师为代表人物。下半年後，他俩

便成为厦大的经济系正式教授。 

长汀岁月之第二年（1945 年秋---1946 年夏） 

 

      1945 年 9 月我成为二年级学生 （Sophomore）; 是年

中，我国各战线开始反攻，甚有进展；至 8 月中，美国

在日本长崎与广岛掷下两枚原子弹後，日本终於投降。 

      9 月中，萨校长从美国回到南京，向教育部提辞，旋

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部方亦即发表汪代校长正

式接任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这时汪公最迫切的

事是如何把在长汀八年的厦大搬回到到厦门原校址。 

     然而实与事违，我国军方和厦门市政府看上了厦大

石砌的楼房，把所有投降的日军和日侨 收容其中, 使易

於管理, 却不让我们产杈者插足；至於这些收容者何时

遣返日本，要等美方有船才可。因此我们这 1946、

1947 和 1948 三个年届者只好在长汀多待一年，九月份

如期开学；而一年级新生则在鼓浪屿取到一些日本人楼

房，及租借了本地中学校舍，且要从长汀拨一批教师，

12 月份才到位；新生院由文学院周辨明院长担任，终能

开学。 汪公则两地照料，有时还要到南京教育部公干，

京沪聘教师，其忙可知。 

      这时在长汀的人事也有点变化，如法学院院长兼经

济系系主任的黄开录博士应聘为联合国驻华救济总署江

西分署署长而辞职，其系主任一缺便由王亚南教授接任，

到厦门时，他便接长法学院院长。 

     这时颇有一些教职员因要回到家乡而离职，汪校长

都尽力设法补上。正好有刚从美国归来的卢嘉锡博士，

汪公立聘之到长汀授课；卢博士居然从厦门花了三天大

部徒步时间走到长汀为母校效劳，精神可佩。由於他到

达时间是期中，所以临时分出一些课程给他主讲，例如

我们工科三个学系二年下期必修“普通化学”，他是主

授“有机化学”部分，但他则把美国最新原子能科学新

知传授我们，使大家受益不浅。到厦门後，卢公接任化

学系系主任，後升理学院院长，我毕业离校若干年後，

闻後升任副校长，继而到福州大学，开办物质研究所并

为所长，继而被中央拔擢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国内新政权成立后，王亚南教授接汪公为厦大校长，

汪公则专职于教研。时至今日王公为厦大奉为四大精神

代表人物之一；而在厦大 85 周年校庆期间，王公和卢

公肖像都上了纪念邮票上，他俩都是厦大历史人物了。

但大家应记得，当初引进他们两位者则是汪德耀老校长。 

 

厦门风云 （1946 年秋----1948 年夏） 

 

      1946 年 2 月，经汪校长一再交涉，厦大校产终于归

还，迅即大修，并添建了好一些楼房，如临海的工学馆，

机电实习工埸，白城教师宿舍，校本部内的女生宿舍，

单身助教宿舍，扩大东膳厅，甚而基督教的学生公社等。

而且在校区邻近租了一些房屋，配合使用。 

      8 月底我搭鱼雷艇改造之船“飞驶”抵厦，因 8 小时

关在密闭船舱内，全程呕吐不堪，抵厦後大病一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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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厦大環境之美，气候之佳，心中欣然。我为三年级生

（Junior ）时住博学楼二楼，四年级生（Senior）时住

映学楼三楼。 

     这时汪校长为我们加聘了不少知名学者来，如我之

机电系除原有黄苍林、朱家忻、陈福习、张稼益教授外，

又请了从上海交大聘来之寿俊良教授(後任电机系系主

任) 、方大川师等；航空系请了留法叶蕴理博士为系主

任，教授有留美的林士谔博士，留义的丁履德博士等；

土木系有王文修师等；新成立的海洋系聘唐世凤为系主

任，教授有郑重，郑沅等；中文系有洪深大师，教育系

有林砺儒，历史系林惠祥教授等，均负盛誉。 

      在这种优越情况下，国内却连续发生了许多大事，

学生们常对政府表达抗议，而身为国立大学校长的汪校

长，一方面要遵照政府指令，另方面要极力保护学生的

安全，实处於两难之境。 

     1947 年初，由于美军在北平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

引起国内各大学的抗议游行，厦大学生亦不例外，遂在

群贤楼前大操场处集会，由陈景汉为主席， 他在露天

讲台上大声疾呼後，陆续有多位主持者（包含着朱一雄

等）上台讲话，痛斥美军、旁及政府；之后，进入市区

游行，再绕到厦门码头，新生院的同学也参入，環岛後

始返校本部。 

      对于这次罢课游行，汪校长并不阻止及干涉，但市

方军警界已将这些学运的领头者列入黑名单内。不久后

陈景汉即曾被捕，经校长力争才放出。 

      但类似的学运层出不己，至 5 月底，全国各大学掀

起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厦大学生也起

响应。6 月间，政府当局欲来校逮捕 13 人，为汪校长所

拒，後改为“传讯”7 人， 包含了过庚吉、朱一雄、苏

仁骊等，是夜消息传出，全校学生譁然，遂群起前往校

长公馆前抗议，汪校长在其公馆二楼阳台处和下面小广

场处的学生隔空对话，但经汪校长保证不会让军警带走

学生，名单上列名者，留在他家过夜（如朱一雄者即如

是；苏仁骊则当天人在泉州）後，请愿之生遂散。 

     不过，这里有个插曲，即当夜我回映雪楼三楼宿舍，

却整夜不见室友林坚冰归来；经查询才知，他在群贤楼

前草场上猛敲校钟，想召集更多的群众时；不意汪校长

见到，当场拦腰一抱，嘱其司机将坚冰送到市区“厦大

旅社” 免费暂住一夜。汪校长固然为免坚冰继续敲钟，

但也为保护他，免得被军警看上了抓去。次晨，汪校长

又派车接坚冰回校，一夕无恙。 

      学潮事写到此为止, 但大家可以看到汪校长任劳任怨

之一面。---很多事可能要百年後，历史当会还人清白的。 

      到了 1948 年夏，我们厦大第 23 届 1948 级（按：这

是 40 年代及以前班级的标准称呼法）学生要毕业了，

级会有个别致的谢师方式，即在市区最大的思明戏院举

行电影放映，汪校长参加了，并上台致辞。到了毕业典

礼时，在群贤楼二楼礼堂汪校长为我们两百四十多位毕

业生发“毕业证明书“。-----後因内战激烈，更永久性

的 “毕业证书“在 教育部到处搬迁况下失踪；在台湾及

诲外者，这 毕业证明书经加条盖章後就永久有效，故

甚为宝贵。 

      我经机电系朱家忻系主任保荐，汪校长签章，为当

时最难被录取的资源委员会选用，派到台湾水泥公司，

开始了其后长达 59 年的水泥生涯。 

 

改革开放时期汪公海外之旅 

 

     1980 年，我于服务台湾水泥界 30 年后，得美国宾州

富乐公司之聘前来工作，并移民美东。1987年之某日，

忽得厦大美国校友会（按：若干年后改名为“美洲校友

会”）理事长吴厚沂学长通知，嘱于该星期天到纽约金

国食品公司会聚，欢迎到美访问的汪德耀老校长，闻讯

欣喜异常，因这是我离校近 40 年後得以重谒汪公之时

也。我遂於该日自宾州开车，先到新泽西州我级友李齐

崑兄之家，换乘他的大车由他开往纽约市区。不久从美

东各州赶到之校友已齐，遂在金国公司 3 楼会计室整理

好场地，而有 14 人（在场者为：  汪校长、吴厚沂、陈

梅卿、李联欢、陈至德、苏林华、曾庆沅、李齐崑、黄

凤池、林回今、陈文渊、潘晓和、庄隄、李戎）之合照，

今附此。  

 

 
 

      继而，各人开车到吴学长安排的餐厅，这时汪公子

莱庆和女公子汪敏等也到，他俩坐在第二桌，而在长汀

待过者大半与汪公同坐一桌。 

     汪公应学子之请，先从文革时受长期迫害说起，说

他与训导长汪西林教授都被无理控告，说他俩都是左手

拿手枪，右手拿武士刀，迫害进步的学生；在最严重时，

他还被踢打成傷；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汪公平反了，打

他的人来道歉，汪公却未予追究 。（按：汪校长尚话

有保留，未尽倾诉。据後其女公子一文，知他在文革期

间常被拖去批斗，头上戴高尖帽、脸上涂墨水游街示众；

同时还得打扫楼上男厕所，把尿水粪使挑下楼浇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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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肩膀都压驼了；还和其他教授被迫拉大车送货到远处

的火车站、----真是那种折磨智识份子的年代！） 

      他谈话兴致很浓，一谈两个半钟头，毫无倦意，这

时汪公子在他耳边轻说，因另有约会要赶路，他才结束。

而我们得以了解他之历经迫害，终能无恙，为之庆幸，

相信今後之路是坦然的。 

     之後，汪公更专注教研，并常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法国还再授他一个博士学位。1993 年时，他与夫人

王文铮女士同到美国宾州费城女儿汪敏教授家，和女儿、

女婿胡友纪、儿子汪莱庆五人有个大团圆照片，今附此。 

 

 
1948 级毕业 45 周年及 50 周年庆典 

 

      1944 年秋，我们 1948 级同学入学时，汪公是代校长，

校长虽是萨本楝博士，人却在美国讲学一年，故我们绝

大多数级友终身未与萨校长见过面；第二、三及四学年，

则汪公为正式校长，所以我们间之关系特别密切。 

     1993 年 10 月，我们 1948 级级友在母校群贤楼二楼

大厅举行毕业 45 周年庆典，邀请所有教过本级的教师

参加，而汪公则是唯一坐在主席台上的贵宾，并请他致

辞。典礼后，所有参加者在厦大大校门前拍团体照，汪

公当然是被恭请坐在第一排的中央；到了下午，我们每

一学系同学都轮番与汪校长在群贤楼前合照，大约拍了

十几张，汪公在烈日下仍欣然就座。 

      中午在餐厅聚宴，我有幸排在与汪校长一桌，同桌

者还有内人陈金珠，自北京专程来的舍妹苏寄漳（厦大

1953 年化学系毕业生），级友新加坡之徐其礼，台湾周

咏棠等。我们为校长“敬茶”时，汪公顺手指着桌上放

着保丽龙装的矿泉水说，这水当年是应他建议而研发出

来的，因厦大的水源地有此泉水也；为此他畅谈良久。 

     到了 1998 年的 10 月，我们 1948 级举行毕业 50周年

庆典，且与老机电系第二次大团聚之会合并举行，称为

“两会”之庆，并公推我为开幕式的主持人，在克立楼

三楼会议室举行。坐於主席台上之贵宾有八位，汪老校

长与林祖赓校长居中，两侧分别是校友总会陈孔立理事

长，美国吴厚沂、泰国蔡悦诗、台湾丁世杈、菲律宾邵

建寅，均是各分会主持人；另萨前校长公子萨支唐因有

急电外出。我献辞时，首先代表两会向汪老校长致敬，

然后才向林祖赓校长及其他贵宾致意；林校长循例先行

致辞後，便是汪公讲话，他除对本级致贺外，特别对其

时大贪污的北京市长陈希同予以痛斥，并认为田汉的义

勇军进行曲改成中国国歌後，其歌词应配合时代予以修

改，令人感到很特别。 

     中午所有与会者到上弦埸拍团体照，汪公坐第一排

中间是不变其位外，其他人在司仪陈德辉同学指挥下，

作队形变化五六次；在烈日当空之下，近 98 高龄的汪

校长神色自若，而萨支唐夫人却当场晕倒。 

      之後我们 要出  《1948 级（23 届）毕业 50 周年特刊》 

我建议级友会主编陈华兄出面向汪老校长请求题字，终

於得到汪公墨宝，作为 1948 级及其他受教学生们的永

久纪念。为了证明这是汪校长真迹，现将此封面印在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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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思 

 

      参加 1948 级庆典时之汪老校长看来身体十分健朗，

不意两年後他竟然于 2000 年 10 月 12 日病逝，痛哉！--

---距 1903 年 2 月 8 日出生日算来，他实足 97 岁 8 个月，

但照中国人算法应是百岁寿星。 

     不久，1947 年化学系毕业的李联欢博士发起成立 

“汪德耀生命科学基金会”，由他任第一届理事长，汪

夫人王文铮为荣誉顾问（按：我等几人亦列名此中），

每年给厦大生命科学院系学生颁发奖学金。汪夫人逝後，

改名为“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若干年後

基金会改选，由郑立谋博士继任董事长，其任期至今

2013 年 7 月届满，8 月间再度改选，由王奋博士接任。 

      2011 年汪校长女公子汪敏教授自美回厦，自宅内整

理出汪老校长所有遗著、讲义、手稿、论文、报告、书

信等等，悉数捐赠给厦大图书馆，萧德洪馆长也向海内

外汪公的学生辈们征求有关汪公的资料，我们在美国者

都纷纷响应，故此 “汪德耀前校长文档馆” 终于 2011

年 12 月中在厦大图书馆二楼成立，并举行 “前校长汪

德耀教授珍藏资料纪念展”；而将来之永久馆址是在翔

安校区。 

     萧馆长在纪念展小册 “后记”上，除对陈小慧副馆长、

刘心舜主任等同事感谢她们对此次展出做出大量工作外，

也特别提到 “我也要表达对远在北美的李联欢学长、苏 

林华学长、刘伟敏学长的感谢，是他们让我们明白了什

么是一种永远学生对师长的感情。” ----是的，由于这种

永远的学生感情，我今已 86 足岁，愿意花上两个月时

间完成这篇永久怀念的文章！ 

 

汪老夫人王文铮女士 

 

      2004 年为了与 李联欢理事长讨论有关 “汪德耀生命

科学奖学金” 之颁发细节时，得以认识在美国宾州大

学担任医学教授之汪老校长女公子汪敏，从而得知其母

汪老夫人已年近九十，却是单人住在厦大宿舍内，但每

日汪敏会自美东来电向她问候。时我仍在泰国大水泥厂

内不得分身，遂请在厦大的级友陈华教授将拙作《苏林

华文集》一书面谒汪老夫人送她并代致意； 因本书内

有汪老校长 1987 年访问纽约时与学生们的合照等。其

後她即作函给我，其中有三封（即她 2004 年 9 月 11 日，

11 月 7 日及 12 月 27日所写者），因意义重大，我得其

同意，都转送 《厦大机电系友通讯》刊出。 

      汪老夫人自我文集中看出我是来自福州，说她的祖

籍也是福州，遂而引起她提起其外祖父的动人故事。按：

她的曾外祖父原只是一个箍桶匠、兼卖豆腐，常在马尾

船政学校外方叫卖，后经人指点，叫两子报考该校而被

录取，其一学驾驶者即汪老夫人的外祖父刘冠雄，他毕

业后在军舰上服役，又考上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

1890 年学成归国，任巡洋舰副舰长并参加甲午中日海战；

清宣统三年（1909年）统领江防舰队，辛亥革命後，

1912 年起，任民国时代的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但

他不忘本，在客厅墙上挂一个竹圈，用以告诫子孙，其

祖辈是箍桶匠，要後代知道发奋图强。  

在第二封信中，她设法从马尾亲戚处找到一张刘冠雄

的事迹照片寄送予我，我也设法将之放大送回。（她说

汪校长和她的十几本像册全被文革时的红卫兵抄走，迄

不归还，这些造反小将们总想在相册中找出汪公的罪行，

可笑可叹吗？）。 

      又，汪夫人说，其外祖父率江防舰队时，常到厦门，

迄今在南普陀大雄宝殿内石柱上还有其外祖父题字对联，

下款题名海军上将刘冠雄，故後其北京表姐妹与家人来

时都叫之去南普陀留影。 

 

 
       

     第三封信主要说的是有关其父系方面的事，他们多

是留学法国者，包含了祖父王福昌、叔祖王寿昌、伯父

王景歧（原名王庆骥）、父亲等，都很有成就。（其父

留法学无线电的，但 32岁早逝）。她接着提到她如何

和汪校长结缘经过。由於汪校长当年在海内外都很照顾

王家亲人，引起注意，但因年龄相差 14 岁太大，王家

大多不肯，後却是汪老夫人在瑞典的伯父王景歧的一言

九鼎而成的。（按：王景歧曾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十年，

后任驻瑞典、挪威公使），因他当年在比利时任所见过

当时是学生会会长的汪校长，见其谈吐不凡而加赏识。 

      我虽然和汪老夫人多次通信，但没见到其人。但两

年后，即 2006 年厦大举行建校 85 周年庆典发函邀我，

遂自泰国前往，次日中午在逸夫楼大餐厅内与奥地利前

来之级友严家骙同桌，餐毕将离座时，严兄忽见远处有

其当年土木系王文修教授在焉，左侧为其夫人，右即其

姐汪老夫人，遂前往问候，并有一张五人合影作为永久

之纪念，今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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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记 

 

      2011 年时，有厦大校友、也是汪校长夫妇在凌峰楼

邻居的李梅老师自美返厦，欲往他俩墓园祭拜无着，向

我探询, 我转问汪敏，承她 12 月 15 日以英文电邮回答，

（她说这事家人只告诉过叔婶，我当是第一个外人知

此），经译之如下： 

      “家父母是火葬的，故无坟墓。2000 年家父过世时，

我们将骨灰分成 3 份。第一部份是撒到大海，我们从厦

门政府借到大船, 驶到大担岛正对着厦门大学方向撤下，

使他仍能在永别之後看到厦大。第二部份是埋在我们在

厦大宿舍对面松树底下，那是 2000 年他逝世时的事，

如今那己是一棵大树了。第三部份则由我带回美国，放

在家中一个美丽景泰蓝花瓶（cloisonne vase）中, 内有

经过真空处理、密封在一个管筒（tube）内的骨灰，可

防止细菌侵入。 家母的骨灰和家父完全同况处理。他

们俩人永不分离！” --由此可见，汪老校长对厦大是有

其永恒的感情！ 

 

      溯自 1943 年 3 月，汪老校长入厦大担任理工学院院

长起，而迄 2000 年 10 月病逝，将近 60 年时光，他都

与厦门大学同在。我们应记得在对日抗战时期，他作为

代校长如何带领全校渡过难关，在复员期间他作为校长

如何使厦大迈入新境界，并在内战时期如何保护了学生，

在改革开放时期后之科研时代，他如何栽培了厦大新生

代。 

      厦大自 1921 年建校以来，除第一任邓萃英校长只任

职半年，故少有人提及外，第二任林文庆校长、第三任

萨本栋校长及第五任王亚南校长身後都受到适當的表扬

与立像，而大家似乎忘记了尽瘁厦门大学近 60 年的汪

德耀老校长，我现谨以晚年的回忆唤起各位的注意，深

盼校方及校友们也给他一个永久性的纪念. 多谢! 

                      

                        (苏林华 2013 年 8 月于美国南加州罗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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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厦大人 永存厦大情 
任冶静（2011 届统计） 

 

按：很荣幸应陈玉銮理事长之邀，将自己在美国的一

些经历与感触发表在校友会会刊上。然而文笔大不如

前，而且有太多感情无法用文字表达，姑且将所遇之

人之事和自己的厦大情简单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来美国求学已经两年了，虽然平时很忙，但每当我

自己一个人静下来时，总会单曲循环着《凤凰花开的

路口》这首歌，思绪也经常回到在厦大的那段日子。

想想这两年自己在美国的经历与成长，似乎这一路上

我每迈出的一步都有厦大人的扶助，厦大情的陪伴。 

 

曾经的学长，永远的学长 

 

    刚来美国时一切都需要时间适应。 但很庆幸，在

我所在的系里就有一个厦大的学长。他叫金昊，厦大

金融系毕业。虽然他看上去是一个很低调，话也不多

的人，但是他的稳重、仔细和热心肠的确让我这个初

来乍到的厦大学妹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很多温暖。 

   从我刚到美国到现在，我一直是“有困难找金昊！”

不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中的问题，找他准没错。第

一年我自己没有车，在小镇里出行很是不便，金昊就

是我免费的司机，只要一个电话，不论多晚多远他都

随叫随到。还有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沮

丧的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找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他带我去了学校旁边最好的一家中餐馆，一边吃饭一

边聊了些系里的情况，还有第一年要怎么学，怎么准

备考试等等。他告诉我不要太难过， 鼓励我说只要坚

持下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自那之后，我总去找他

借各种学习的资料，有不明白的问题也去问他，遇到

一些需要做决定的事情也总会找他问问意见。想想自

己顺利通过了 Qualifying Exam， 并逐渐适应了美国

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金昊的帮助。 

   金昊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厦大人，因为厦大情，

我在生活和学习中少了很多跌跌撞撞，也因此拥有了

一个在学校最可以信任，最可以依靠的朋友。 

 

找到组织，找到方向 

 

   来美国之前我就知道有厦大校友会北美分会这个组

织。但是那时对它的认识就是那些有所成就的校友聚

在一起给母校捐款什么的，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来了

几个月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员。

而这一切改变都是因为骆胜学长。 

   骆胜学长以前是美洲校友会负责芝加哥和中西部联

系的理事，是骆胜学长的一封欢迎新校友的邮件让我

找到了组织 。当时他发邮件邀请所有在美国中西部的

厦大校友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校友聚会。虽然因为出

行不便，我并没有去参加那次的聚会，但是我特别兴

奋地发现原来校友会离我这么近。此后，我一直跟骆

胜学长有邮件联系。2012年寒假，我去芝加哥参加

AEA 的会议，第一次见到了他。那天我还约了好几个

厦大的朋友，我们跟学长一起在中国城吃了顿饭。尽

管见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在交谈中我看出了他的

平易近人和对我们年轻一代厦大人的关心。今年暑假，

我又在芝加哥见到了骆胜学长，令人吃惊的是，他居

然记得很多我们这一届留学生的名字和情况。 但其实

更让我感动的是 2013年春节时意外接到他的电话。 

当时我在 Facebook上改了状态说有些想家，他看到后

居然打电话来安慰我。我们聊了很久，他讲了一些自

己在美国的经历，说慢慢习惯了就不会太想家了。  

   也许骆胜学长原本就是一个比较关心别人，细心又

热心的人，但是试想如果我是他，人入中年，工作压

力很大，还要照顾家庭，再要分心去关照下一代的学

弟学妹，真的不是一件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想正

是对母校的爱，才有他对后辈厦大人如此的关怀。这

或许正是他纪念青春，回报母校的方式吧。 

 

偶遇校友，如获亲人 

 

   在我所在的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很热心校友活动的

老校友张德光教授。 他是很有名的政治学教授，虽然

已是耄耋之年，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现在还

在 Ball State University教课。 张教授喜欢与人交

流，是一个心态很年轻，十分积极活跃的人。  

   与张教授结识其实是一次很偶然的邮件联系， 而

第一次见面是我 2012年暑假路过 Indianapolis时，

他热情地邀请我和几个厦大朋友一起吃饭。刚一见面，

他就送给我们每人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他的名片，他

和家人的介绍，他出访世界各国会见当地领导人的照

片和他近期的著作等等。席间，他跟我们聊了很多自

己在厦大以及之后怎么去了台湾，又如何在美国发展

的事情。他成功并富有传奇的经历让我不禁赞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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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的一句话，“虽然我没有从厦

大毕业，但是我就是热爱厦大。”当时我并没有意识

到这句话的分量，是在后来跟他更多的交流中逐渐体

会到了他对母校深厚的感情。那天快要告别时，他提

议我们成立一个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印第安纳分会， 

 

让我担任会长，以后要经常组织活动，让更多的厦大

校友找到在异国的家。 

  

   虽然我和张德光教授在同一个州，可住得也很远，

第一次见过后我只去看望过他一次。但是我们经常有

邮件联系，他有时会发一些文章给我，节日里我们会

互相问候，他也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总

之，尽管以前我们素不相识，尽管他已然是爷爷辈的

人，但是因为厦大，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也让我在远

离家地方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缘于厦大，谊在四海 

 

   厦大的朋友，永远是最值得信赖的依靠。因为有他

们，在哪里都不会觉得无助与孤单。 

 

   2011年寒假时，我去华盛顿和纽约玩。每去一处

都有厦大同学热情的招待，感觉再陌生的地方都变得

熟悉了。 2013年暑假我去加州旅行 ，又是多亏了在

UCSD 读书的一个厦大学长伊锦旺的照顾。 他不仅热

心做地陪，还组织了一下 San Diego 校友聚会， 让我

不仅见到了好几个以前认识的学长学姐，还认识了很

多新的厦大朋友。 

此外，在我男朋友到芝加哥工作之前，芝加哥就

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和舒服的城市。不仅仅是因

为美丽的 Lake Michigan，现代的 Skyline，壮观的

Magnificent Mile, 好吃的 Deep Dish Pizza，而是

这里有我好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厦大朋友。以前每次来 

 

芝加哥，从来不用愁没的吃住，没的玩儿。 现在大家

有的在这里工作了，有的还在读书，有的在找工作，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一起聚一聚。渐渐地，认识

的就不仅仅是最初的几个厦大朋友了，我们的圈子越

来越大，感情也越来越好了。如今，我的厦大朋友们

遍布全世界。有了他们，在哪里就都有依靠。 

 

执子之手，与子同行 

 

   我总是觉得厦大离我很近也许是因为我的男朋友。

因而我的厦大情里面，也许还掺入了一些爱情。 

   我和男朋友是厦大同一级不同系的同学，大四时走

到了一起，后来又一起来美国读书。因为我们相隔两

地，所以每天打电话是最幸福的时刻。而我们的话题

里，总也少不了厦大。 

   我们会一起回忆。“好想在芙蓉湖边散步”，“好

想去厦大水库旁边的亭子里看书”，“好想去环岛路

骑车”，“好想吃芙蓉三楼的炒米粉”， “好想去吃

芒果冰，烧仙草，还有沙茶面，肉粽，烧烤，大排档” 

“哦？你以前也喜欢在四号楼的二楼自习？”“我也

觉得厦大的钟声特别好听” ...... 

   我们会一起经历。比如议论各种厦大的新闻，“厦

大开爬树课了”，“芙蓉隧道的涂鸦要被清除了”，

“厦大又被游客攻陷了”，“厦大排名靠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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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被大水淹了” ......  比如一起认识厦大的朋

友，“明天一起去跟厦大的朋友吃饭吧？”“今天我

又认识一个厦大毕业的。” ......  又比如谈论老朋

友们的近况，“A在上海找到个好工作”，“听说 B 

 

也想申请出国”，“好像 C要结婚了”...... 

   我们会一起憧憬。“明年暑假我们一起回趟厦门怎

么样？”“等我有钱了，给厦大里捐个楼！”“等我

事业有成了，我要在厦大设立一个留学奖学

金！”  ...... 

   在美国，我们相互依靠，相互鼓励，一起欣赏人生

路上的风景，一起追寻最初的梦想。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人人网的头像照片都是上面的这张。因为每次看

到这张照片，就仿佛可以看到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 

 

厦大之情，代代相承 

 

   以前的我，比较少跟比我年纪小的人一起玩。总喜

欢跟着大人或者哥哥姐姐的身后。可是，有了校友前

辈们的榜样，我渐渐意识到我的一些经验也许会帮助

到别人，我的一些奉献或许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来美国的第一年，在一位以前我的教授的邀请下，

我写了一篇关于本科生申请出国留学的文章，被上传

到经院和亚南院的网站上。我在美国读书的一些感悟

也在我本科所在系的改革中起到了一点点作用。上个

学期，我收到厦大寄来的海外招生宣传资料，我就拿

到了我所在学校的 International Center去，希望能

让更多的美国学生认识厦门大学。虽然做这些事情会

占用一点我自己的时间，但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做这

些事情时候我是快乐的，做完后也特别欣慰，因为自

己终于可以做些回报母校的事情了。 

   此外，在美国我所在的系下一级来了一个厦大数学

系毕业的学弟曹竞存。我就学着金昊学长的样子，尽

量帮着他一点。我将自己的经验讲给他听，让他少走

些弯路，有时间的时候找他出来一起聚一下。虽然系

里有不少中国来的学弟学妹，但可能因为同是厦大人，

我跟竞存在一起时就会更自然和坦诚 。现在他顺利升

入二年级，我也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很热心校友

活动，又很有领导组织能力的人，因此也许竞存也可

以在校友会今后的发展中做些事情吧。 

   正如陈玉銮理事长跟我讲的那样，校友会需要新鲜

的血液才能不断壮大，我也期望着有更多厦大新校友

们可以找到这个在北美的家，在这里找到家的温暖，

并且参与进来让这个家变得更美更温馨。 

 

心存感恩，不忘回报 

 

   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和与厦大人的缘分，我不禁在想

到底什么是厦大情，为什么说到厦大，心里就会觉得

暖暖的。 现在我明白，对母校深深的爱是厦大情的源

头，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那个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厦

大有我们最好的年华，最美的回忆，最难忘的成长和

最珍贵的收获。 

   然而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比起上辈的厦

大校友们，我心中对母校的那些感恩似乎就变得渺小

了。且不提校主陈嘉庚和各行杰出校友们对厦大建设

与发展的贡献，就看看我身边的厦大校友前辈们，也

比我做了更多。 

   亲者，生育之源也；师者，教我之人也。 无亲，

我无以为人；无师，我难以有智。感恩，是一种心境，

也是一种素质。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有宁静的心灵，

愉悦的生活。感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只

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豁达的态度，不求回报的给

予。忆母校，念尊师，思挚友，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珍惜现在所有，奉献自己并追求更好的明天。 

 

（注：作者现任厦大校友会印第安纳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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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外文系的课外活动及其它 
 

黄希哲（1950 届外文）

    笔者 1946年考取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1947年

（第二学年）转系到外文系二年级。从 1946年至

1949 年（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期间，外文系的课外

活动有三点很值得提一下。其一，课外活动全部使用

英语，作为课堂英语教学的补充。其二，寓教于乐。

有别于课外的英语教学。比如，不包括举办英语口语

班这一类的课外活动。其三，所有课外活动都面向全

校，都不局限于外文系。上述第三点同拙作《周辨明

师与李庆云师为外文系留下的办学经验》一文所阐述

的第三点办学经验是一致的，即“既致力于外文系的

英语教学，也致力于全校其它各系的英语教学”。

（该文刊载于厦大出版社 2009年 3月出版的《老厦大

的故事》一书 P.131至 P.138。）该文写道，“当时

外文系的英语教学是向全校各系开放的，外文系最优

秀的周、李两位英语大师是向全校各系开放的”。课

堂教学是这样，课外活动也是这样。当时外文系的各

项英语课外活动都是面向全校的，都是在周、李两位

教授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 

 

  顺便插话，周辨明教授是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

（1923 年至 1941年？），李庆云教授是第二任系主

任（1945年至 1958年）。但是本文着重提到他们两

位老师，并非由于他们曾经是系主任，而是由于他们

对外文系的课外活动、对厦大外文学会所作的贡献。 

   本文的题目，除了“忆外文系的课外活动”以外，

接下去还有“及其它”三个字。意思是，除了“课外

活动”，有一些同“课外活动”有关系的事，不论是

关系密切或是不很密切，也都写下来，因为如果不趁

此机会把一些老厦大的故事、老外文系的故事追忆、

记录下来的话，以后知道这些老故事的人就越来越少

了。另一个原因是征稿启事说过，来稿的字数不限。 

 

(一) AUES Constitution (厦门大学英文学会章程) 

 

   当时全校性的英语课外活动是由“厦门大学英文学

会（A.U.E.S.）”主持的。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英文学会”，现将该学会 1946 年修订的“章程

（A.U.E.S. Constitution）”全文刊载于下。英文学

会章程共有 9项条款。现逐条补充说明如下： 

   章程第一条。“A.U.E.S.”的全称是“Amoy 

 

 

 

 

 

 

 

 

 

 

 

 

 

 

 

 

 

 

 

 

 

 

 

 

 

 

 

 

 

 

 

 

  

University English Society”。自十九世纪中叶至

二十世纪中叶，厦门的英文译名是“Amoy”。据此，

厦门大学的英译是“Amoy University” 或“The 

University of Amoy”。厦大校徽上的拉丁文名称也

是“UNIVERSITAS AMOIENSIS”。（就修饰语的语序而

言，拉丁文是后置的，而英文原则上是前置的。） 

A.U.E.S 

Constitution 

(Revised 29
th

 December, 1946) 

1. The name of the Society shall be the “Amoy 

University English Society”. 

2. The aim of the Society shall be to promote 

fellowship among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by mean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Membership in the Society shall be open to any 

undergraduate of Amoy University. 

4. The officers of the Society shall be the President, 

the Secretary and the Treasurer, all to be elected at 

the end of each semester. These may appoint Sub-

Committees to help carry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Society. The three chief officers and the Chairmen of 

all Sub-Committees shall together for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5.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se committees shall be 

one semester. Any vacancy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filled by the vote of its 

remaining members. 

6.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invite teachers of 

the University to be advisers to the Society. 

7.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called at least once 

each semester. 

8. All members are in duty bound to contribute 

towards such expenses of the Society as may be 

need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to pay the 

membership fee of which the amount shall be fixed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each semester. 

9. The Constitution shall be read before the first 

General Meeting of each semester for ratification or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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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第 2条。学会的宗旨是通过使用英语的各种

活动来促进全校人员之间的友谊。全校人员指的是全

校的学生和教师，以及职工，都欢迎参加英文学会的

活动。 

章程第 3条。凡是厦大在学的学生均可申请加入

学会，成为会员。在这一点上，外文系的学生和全校

的其它各系的学生完全没有区别。 

章程第 4条与第 5条。凡是英文学会的会员都有

被选为各级理事或委员的同等权利。外文系学生加入

学会，成为会员，在选举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特殊性。

每学期举行新一届的选举，是通过每位会员一人一票

的民主方式进行的。事实是，确是有非外文系的会员

被选为学会各级的理事或委员。 

章程第 6 条。当时学会聘请本校四位教师为顾问。

当时外文系的三位英语教授周辨明、李庆云和林玉霖

（林语堂先生的亲大哥；林语堂先生原来的姓名是林

玉堂），以及商学院院长兼银行系系主任朱保训教授

受聘为英文学会顾问。 

笔者 1950年毕业于外文系，经系主任李庆云教授

举荐，1951年来系任教，至 1990年退休。1951年至

1962 年期间，有幸与李教授在系里共事。我曾经请问

他，外文系以外各系当中，哪几位教师的英文水平够

得上担任外文系的英语教授。李教授答道：有两位，

商学院的朱保训教授和教育系的李培囿教授。1951年

抗美援朝期间，我奉派到龙岩教公共英语，有幸在朱

保训教授领导和指导下工作，深受其教诲。由于当时

的形势，厦大工学院和理学院搬迁到龙岩，朱教授奉

派往龙岩主持公共英语教学。 

章程第 7条。学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员

大会。每次大会，周、李两位顾问都出席指导。 

我着重谈谈 1946 年我还是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生，

参加过一次英文学会会员大会的情况。当时一年级各

系学生都在鼓浪屿新生院上课、住宿。（周辨明教授

兼任新生院院长。）因此，参加上述会员大会的多半

是一年级学生。我同好些学生一样，当时都不是会员，

只是想去看看热闹而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

大会各项活动中，在与会的一年级学生当中，英语口

语最流利、最自然的竟然是一位电机工程系一年级的

学生，名叫谢羲。他在电机系二十名正取生当中名列

第二。厦门大学 1946年入学考试，考取正取生的最低

成绩如后：工科平均成绩 45%以上；理科、文科、法

科平均成绩 35%以上；商科、政治系平均成绩 25%以上。

谢羲同学在电机系正取生当中名列第二，英语又拔尖。

其他同学能不见贤思齐吗？ 

章程第 8条。实际上，会费非常有限。 

章程第 9条。每学期第一次会员大会都要宣读学

会章程，征求修订的意见。据记忆，曾经请顾问周老

师宣读章程，因为会员们都喜欢听他用纯正英语诵读

文件。 

（二）Society Song（英文学会会歌） 

 

接下去，谈谈“英文学会会歌（Society Song）

”。这首会歌的曲调，采用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的诗作“Auld Lang Syne”所用的苏格兰民歌的曲调

。这首歌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叙别歌曲。中文译名是

“友谊地久天长”。正由于它是世界性的叙别歌曲，

每逢英文学会开会，最后的节目都是全体合唱会歌。 

歌词是李庆云教授根据 Auld Lang Syne的曲调，

为英文学会会歌填词。这首歌词是一首诗，每个小节

中，包括主歌、副歌和终曲，第一行与第三行的步格

为四个节拍，第二行与第四行的步格为三个节拍；第

二行与第四行末尾押韵。作者李教授的英文名是

Arthur，但他的法定签名不是 Arthur Lee，而是

A.H.Lee：A.是 Arthur的 initial，H.是广东话“庆

云”（Hinyuan）的 initial。李教授的原籍是广东省

中山县。 

   以下是“英文学会会歌（Society Song）”的全文。 

 

 

 

 

 

 

 

 

 

 

 

 

 

 

 

 

 

 

 

 

 

 

 

 

 

 

Society Song 
 

Words by A. H. Lee        Tune: Auld Lang Syne 
 

1. May Shakespeare, Shaw, and Ibsen too, 

                  Be never brought to mind; 

                  Let Tolstoy, Poe, and Maupassant 

                  Be also left behind. 
 

               REFRAIN: 

                   Four years of college life, my friend, 

                   Will very soon go by: 

                    Let’s make the most of happy times, 

                    Ere life’s young blood run dry. 
 

                2. Let moods and tenses, finite verbs, 

                    To limbo be consigned; 

                    Be Nesfield, Sweet, and Jespersen 

                    In darkest Hell confined.        REFRAIN — 
 

                 3. Exams, professors, monthly tests, 

                     All nuisances designed 

                     To plague our lives and spoil our rest — 

                     Of them do not remind.        REFRAIN — 
 

                FINALE: 

                    Four years mid books and friends we’ll spend: 

                    The college left behind, 

                    Our days together ne’er forget, 

                    But always bring to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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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理解英文原作的寓意和风格（而不是为了

唱中文歌），紧接下去刊载会歌的中译文。  

 

 

 

 

 

 

 

 

 

 

 

 

 

 

 

 

 

 

 

 

 

 

 

 

 

 

 

 

 

 

 

 

 

 

 

 

 

阅读了上面刊载的英文学会会歌的歌词（指英文

原文），以及其中译文，想必理解这首歌词的涵义了

吗？这里笔者要谈谈对歌词的几点看法。 

 

其一，歌词体现英文学会的精神：“寓教于乐”。

虽然学会的活动都使用英语，没有像使用汉语那样轻

松、自如，但是，学会的课外活动都是增进友谊的文

娱活动，重在一个“乐”字，完全没有压力，并非课

外的英语教学。英谚说，“Work when you work, 

play when you play.”；又说“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有着相似的意思。

学会的活动是一种文娱，当然要完全放松，把平日学

习的负担百分之百地置之脑后。会歌的副歌唱道，

“尽情享受美好时光”。 

其二，歌词体现着英式幽默。上面所说的平日学

习的负担有三个方面：英国与世界文学、英语语言、

教学体制。当时的外文系只有一个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其中有英国文学和英国语言两项。教学体制指的是如

何保证学习的有效性，以求达到教学目标，具体地说，

是演讲课与个别辅导课（“导师制”）相结合，作业

与测试相结合。歌词提到六位文学大师是有代表性的，

但是代表性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方面还要考

虑歌词的格律（步格、轻重音节、押韵等）。英文歌

词同中文的词很相似，都是诗的一种式样，都是要根

据曲谱来填词的。总之，英国文学、英国语言、教学

体制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三大支柱，但是歌词分别

对这三者贬得一文不值，一方面为的是强调学会的课

外活动要“寓教于乐”，要 play when you play，另

一方面，难道不是道地的英式幽默吗？然而，正由于

英式幽默的手法，更深刻地反映平时一贯英语教学紧

迫，对学生的压力那么沉重。事实是，外文系功课繁

重，学习紧张，是全校闻名的。 

其三，除了教学紧迫和课外活动要“寓教于乐”

以外，会歌的终曲着重提到四年大学在书堆中形成的

同窗情谊永志不忘，作为会歌的结束。 

其四，从现在的要求来看，歌词的思想性是有很

明显的欠缺的。歌词没有提到爱党、爱国、爱民，也

没有提到为党、为国、为民努力学好专业，以便学成

之后更好做贡献，等等，然而，却也没有明显的异议

和反调。这首歌词准确的创作年代不很清楚，估计是

作于抗战初期，因为李教授经周教授引荐于 1935年来

厦大任教，而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当时政府指令

全国国立大学暂停招收外文系新生，但在学外文系学

生仍将继续学习到毕业。从创作年代而言，那是远在

解放战争开始之前。 

其五，李教授为英文学会所作的会歌歌词好不好？

笔者不敢妄加评说。现只举一位名家的评语：“很

好”。1948年年底，当时我在外文系三年级就读，英

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主管 Miss 

Grier（姓 Grier，名字不记得）访问厦门；英文学会

邀请她来学会演讲。据记忆，Miss Grier当时已将近

80 岁。英文学会特地邀请学会顾问周辨明教授主持会

议，致欢迎辞及答谢辞。顾问李庆云教授当然也出席。

同往常一样，会议最后节目是全体合唱会歌。唱完会

歌，Miss Grier说：“Very good”。我们对西方文

 

英文学会会歌 

 

   李庆云（A.H.Lee）作词    调寄 Auld Lang Syne 

 

  1. 莎士比亚也罢，萧伯纳也罢，易卜生也罢， 

      但愿把这些大师统统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那托尔斯泰、爱伦坡和莫泊桑们， 

      也让那些大师从记忆中完全消失吧。 

 

 副歌： 

      朋友们，四年大学生活 

      即将一晃而过; 

     让我们尽情享受美好时光， 

     趁着青春热血还在流淌。 

 

   2. 什么情态呀，时态呀，限定动词呀， 

       都滚到垃圾堆里去吧； 

      语言大师纳斯菲尔德、斯威特、叶斯柏森们， 

      也全部给关进地狱里最黑暗的角落。 

—副歌 

 

    3. 测试、教授、月考， 

        全都是坑人的玩意儿， 

        就是要让我们过得不安生，休息得不顺心, 

       此时此刻，我们一概不要去想起它们。 

—副歌 

 

  终曲： 

      我们将要在书籍堆里和友谊之中度过四年岁月,             

      大学生涯终究要成为过去， 

      但我们相聚的美好时光永志不忘， 

      而且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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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西方人是不随便评说的，不论是

赞赏或是批评，尤其是有水平的人士，更是这样。 

 

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是英国派驻

外国的国级机构。当时英国派驻中国的 British 

Council常驻南京。为什么 1948 年底它的主管会到厦

门来？由于当时首都南京岌岌可危，国民党中央政府

正准备南迁。当然 British Council 也会随之南迁。

它的主管来厦门访问不久，就南迁到厦门。这一迁徙，

对于厦大、及其外文系，以至厦门的影响很大。首先，

British Council 的讲师 Dr. Drake（姓 Drake，名字

忘记）1949年初受聘来厦大外文系任教，担任当时三

年级下学期“English Poetry”课程和四年级下学期

“English Prose and Composition”课程。（二年级

担任什么课程记不得。）Dr. Drake 确是一位很好很

好的英国文学的教师，英国语音之纯正更不用说。其

次，British Council为厦大和厦门提供三名留学英

国的名额：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周辨明教授提供一级名

额，被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一年；为厦大中文系

郑朝宗先生提供二级名额，到英国留学三年，攻读博

士学位；为当时厦门双十中学的校长、厦大教育系

1946 届毕业生吴厚沂先生提供三级名额，到英国留学

两年，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其后，吴厚沂学长在美国

创建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历任该会会长，后来又被

选为终身名誉会长。 

British Council为厦大和厦门提供如此优惠的

机会，这与当时的时局促成南迁厦门有关，也与

British Council 主管惊奇地发现厦大外文系竟然有

了周辨明教授和李庆云教授两位如此优秀的中国籍的

英国学者，并重视他们的举荐，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英文学会的经常性活动 

 

上面说过，按照学会章程，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

英文学会会员大会，并在第一次大会上宣读并修订章

程。也提到学会邀请有关人士来学会演讲，这些人士

有中方的，也有西方的（但中方人士都用英语演讲）。

因为当时在厦门的西方人有一定人数，比如， 在鼓浪

屿最多时有二百多名西方人。另外，还有来厦门短暂

访问者，包括西方和中方。凡是合格者，学会都会设

法邀请。这就是学会的经常性活动。 

此外，学会有些非经常性活动。这里列举三项非

经常性活动：其一，“Tongues of the World”

（“世界各国语言朗诵会”）；其二，“How to Play 

Bridge”（“如何打桥牌”）；其三，“English 

One-Act Play”（“英语独幕剧演出”）。详如后。 

 

（四）“Tongues of the World” 

    （“世界各国语言朗诵会”） 

 

1948年下半年的一个星期日上午，英文学会在群

贤楼三楼的大厅里举办了““世界各国语言朗诵会”

（“Tongues of the World”）”。与会者有全校各

系的学生、教师和职员，整个大厅坐得满满的。 

学会主席赖仕长主持会议（赖学长是外文系 1949

届毕业生，当时是四年级学生）。记得他在开幕词谈

到两个要点（当然用英语发言，学会的活动全部使用

英语）：其一，会议名称是“Tongues of the 

World”，但世界语言众多，我们哪能都涉及呢，只能

按照我校的条件和可能性尽量发掘更多种语言而已；

其二，各种语言的朗诵，如果采用同样内容的选段，

会更加有利于作比较，以体现各种语言的异同；因此，

我们选用《圣经》马太福音书第 5章第 3至 10节关于

耶稣“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的经

文；选用《圣经》的经文，并没有任何色彩，而是由

于《圣经》是全世界译成各种语言中最为广泛的一部

书籍；别的书籍找不到这么多种语言的译本。 

会议由下列教师朗诵同一段落，即上述的《圣经》

马太福音书的有关经文的不同译本。周辨明教授（当

时文学院院长）朗诵英语与厦门话（《圣经》有厦门

话译本）；朗诵后，他说，厦门话是保存中世纪汉语

的语音最多的现存的方言。（周教授是留学德国的语

文学（philology）博士，精通德语，但为了更多人士

参加朗诵，他没有朗诵德语。）李庆云教授朗诵古希

腊文和拉丁文。（其后得知，李教授在悉尼大学就读

英国文学系时，曾获得古典语言（希腊文与拉丁文）

优秀奖。）余骞教授（当时中文系系主任）用古汉语

朗诵。（闽南人听起来真像厦门话。）汪德耀教授

（当时厦大校长）朗诵法语。接下去，工科、理科、

文科等各科的教师分别朗诵德语、俄语、日语等等。

最后是外文系三年级的几位学生各朗诵英文诗歌一首。 

外文系 1949届毕业生当中，有上述的学会主席赖

仕长，其后得知，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到公安部任

职；陈世民，也是地下党员，1949年以后一直在外文

系任职；还有蔡碧娥，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转系到教

育系，其后到泰国创业，改名蔡悦诗，为厦大办公大

楼 21层的颂恩楼捐献两千万人民币。 

外文系 1950届毕业生当中，先后回到外文系工作

的人数最多，有四人；刘贤彬（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

一年级，1947年转校到厦大外文系二年级）、张叔谋

（教育系一年级，1947年转系到外文系二年级）、崔

盈达（政治系一年级，1947 年转系到外文系二年级）、

黄希哲（笔者，土木工程系一年级，1947年转系到外

文系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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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ow to Play Bridge”（“如何打桥牌”） 

 

如果说“桥牌”是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尤其在

知识界更是如此，这样说看来是合适的。 

自从我 1946年入读厦大以来，就听高年级的同学

说他们在长汀听了李庆云教授“如何打桥牌”的讲座，

山城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周末、假日，大学许多人

都打打桥牌，作为很好的文娱活动。他们还说，萨本

栋校长也很爱好桥牌，而且是高手，高手只有同高手

对阵，才能发挥彼此的牌艺，否则，就索然无味；于

是，李教授经常被邀为萨校长牌桌上的座上宾。我们

新生请学长们指导，于是我们新生也开始打起桥牌来

了。 

1947年下半年（当时我在外文系二年级就读），

英文学会恭请李庆云顾问再为不懂或不很懂桥牌而又

对英文感兴趣的厦大人做一次“How to Play Bridge”

的讲座。李教授接受学会的邀请。为了适应广大听众

的时间，也为了能找到教室（当时厦大教室甚缺），

讲座安排在星期一至星期六中午 1时至 2时的午休时

间，但即使是这样不方便的时间，在两星期的讲座中，

大教室每天中午 1时至 2时都座无虚席，可见厦大人

对于桥牌，以及对于学习英语的热情。听众中有各系

教师、学生，也有职员，包括每课必到的笔者，作为

这次学会活动盛况的见证人。 

学会顾问李老师传授的桥牌是按照 Culbertson的

桥牌体系，正规一些，应该叫“contract bridge”。

李老师从初学者的水平出发，从最基本的组队、发牌、

叫牌、赢牌（输牌）、记分，以至于基本策略和一些

较高级的策略，循序渐进，体系完整。在语言的使用

方面，他选用基础词汇、基础语法，说话速度适当，

较多地使用图解，使英文水平不很高的听众也能基本

上跟得上。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午休时间听讲座，大教

室总是坐得满满的。 

然后，周末或休息日，在学生宿舍里，在教职工

家中，经常会听到：“one heart；three clubs；

four diamonds；five spades；you deal；you cut；

you bid；you lay down；you play；you take；pass

；double；re-double；game；rubber；vulnerable；

non-vulnerable；down one；down three；game；

slam；grand slam；pre-emptive bid……”等玩桥牌

的行话，尽管语音不一定十分准确。 

英文学会推广桥牌的活动可说是应了本文开头提

到的有关的课外活动三点：1.使用英语；2.寓教于乐；

3.面向全校。 

桥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用不着赢钱、输钱，

兴趣依然不减。我打了好些年桥牌，没有一次是赌钱

的。据我所看到、听到的，也没有人打桥牌赌钱，但

是，玩起桥牌，总是兴致勃勃。桥牌是智力的牌戏，

完全可以不是赌博的牌戏。 

    英文学会终止于 1949年。但是，之后，厦大的学

生宿舍里、教职工家中，时不时还是有人在玩桥牌，

作为很好的文娱活动。 

     李教授这位英语大师，怎么会又是桥牌大师呢？

笔者作为学生时，只发现李老师记忆力非凡，每个学

生的学号他都记得很准。打桥牌需要记忆力强：玩牌

的过程中，能够把 52张牌的分布全都记住，这是贏牌

的重要条件。到了我来外文系任教，对于李老师为什

么也是桥牌大师，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49 年以前及其后几年间，厦大实行＂五长制＂：

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图书馆长。（还有

教授会是教师的组织，该会的主席也很有影响力。）＂

五长＂由五位教授担任，当时图书馆长由商学院院长

朱保训教授兼任，但他只管图书馆的方针大计，具体

执行、运作都是由图书馆主任陈贵生先生总负责。陈

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该大学早就列入世界大学 50 强、

100 强），博学多识，精通英语，对于像我这样的后

辈，非常关照，我对他也非常尊敬。 

    一直到 60年代以后，非但没有电视，更谈不上有

计算机，連收音机都不普遍。当时，好书和好的期刊

是学术科研最重要的资讯来源。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

独俱慧眼，慷慨出资，既认识到图书馆主任这个岗位

的重要性，又设法聘请像陈贵生先生这样的人才来担

任该项重要职务。 

    笔者在 1951年到厦大工作以后，每到图书馆，总

是找机会请教陈贵生先生，他也很乐意指教。他同李

教授和周教授是至交，多次对我谈起李教授和周教授

与图书馆的亊。据记忆，主要有三点。其一，陈先生

说，图书馆釆购图书的经费是有限的，怎样才能把有

限的经费釆购到最好、最有用、最急需的图书，把有

限经费用在刀刃上，就是为学校最有效的节约，为教

学科研最好地服务。在协助图书馆选购外文图书这个

重要的环节上，李教授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学识渊

博，非但在文科，即便在理科，他也很了解；周教授

对外文图书和中文图书的选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

们两位为厦大节约图书经费，为教学科研作了重大的

贡献。在上述拙作「周师与李师的办学经验」一文中

之第二奌经验写道：＂（二）（外文系）力求与国外

先进的英语教学同步，并创造性地引进国外先进的英

语教材。＂该文继续写道：＂周教授和李教授很重视

国外英语教学的动态和信息。在他们协助下，校图书

馆及时釆购到最新出版的好書，为他们提供与国外先

进教学同步的条件。他们着重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著名的语言学家 0tto Jespersen 和外语教学法家

Harold E. Palmer。＂其二，李教授博览群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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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极强，记忆力超凡。陈先生说，在每年漫长的暑

假中，在每年寒假中，李教授每天阅读一本書。陈先

生说，图书馆中好的英文书刊，可以说每一本李教授

都读过，而且都记住其内容，有时还借阅数理的书籍；

借书卡上都有 A.H.Lee的签名。（如果那些借书卡还

保存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物。）关于

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桥牌大师 Culbertson 的重要著作，

一出版，就被釆购到图书馆，而李教授及时阅读，及

时总结。于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李教授的桥牌造诣

这样深。我还回忆起，我在外文系就学时，李教授讲

授＂英文小说＂课，为我班每个学生上＂导师制＂的

个别批改作文课；每个学生自选一本英文小说，每星

期阅读至少 100页，据此写一篇阅读报告；就是说，

每个学生都阅读不一样的小说，不一样的章节；我记

得，李教授批改时，对每一本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性格，

不同的人际关係，不同的情节都了如指掌，可見其深

厚的文学水平和超强的记忆力。其三，陈先生说，当

时图书馆使用的杜威（Dewey）的编目体系是十进制的

编目体系；李教授对杜威的体系很有研究，能够指出

图书馆每本书刋的编号。（註：这里所指的杜威是

Melvil Dewey，是美国图书馆专家；另一位杜威是美

国教育家和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叫 John 

Dewey。）于是，我请教李教授关于杜威的编目系统，

并认真学习，这对于查阅图书资料有很大的帮助，对

于今后藏书的爱好也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以后，廈大还有人玩桥牌。外文系教师当

中有三个人玩桥牌：李教授，佘坤珊教授，还有我。

佘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回国后不到 30岁

就当杭州芝江大学外文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

芝江外文系下马，他调到厦大外文系。由于不便扯得

太远，只谈一点。就我所接触到的英语专家而言，在

英国文学的造诣这方面，（British Council 的

Dr.Drake除外），能够与李教授并驾齐驱者，唯有佘

教授一人。遗憾的是，1957年他患癌症病逝，年仅 60

岁。外文系失去佘教授，简直是＂泰山崩，樑木坏＂。 

    清华大学同厦门大学是很有缘分的。清华对厦大

的支援是巨大的。最令人敬佩的首推薩本栋校长。在

外文系有佘坤珊教授，还有周辨明教授也曾经是清华

大学的英文教师。 

    为了更加有效地表达薩本棟校长对厦大的伟大贡

献，以下摘引一些亲受萨校长教诲的老学长们的话。

李联欢学长在「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40

期撰写「厦门大学简史」一文（P.11），写道：

“...1937 年 7月 1日正式改为国立厦门大学。...著

名物理学家萨本栋博士出任校长。不久日寇侵袭，砲

击厦门。只好于当年 12月开始迁校至闽西山城长汀。

当时环境简陋，以廟宇祠堂为课室宿舍，经费困难，

图书设备不全。学生生活困苦，糙米黄豆以饱饥腹。

好在校长呕心沥血，从严治校。...教授们竞竞业业，

认真执教。...学生囊螢映雪，勤奋好学，形成优良学

风。...在首屆，二屆全国各大学学业竞赛中，破纪录

荣获第一。......＂抗日战争八年（1937年至 1945

年）厦大皆由萨本栋任校长，真乃＂受命于危难之

中＂。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创造如此辉煌之业绩。

厦大出版社 1990年 10月出版的「厦门大学校史（第

一卷）」叙述抗战时期的厦大，在该书 P.122有一整

段这样写道：＂厦门大学成绩斐然，吸引了许多中外

人士前来参观。1944年春，英国纽凯索大学英国文学

系教授雷立克，到中国考察高䓁教育，在重庆闻厦大

之名，不远万里，特地来长汀，在校逗留十余日，与

师生进行广泛接触，并作了五次演讲。当雷氏尚在长

汀时，美国地质物理学家葛德石也接踵而至。他们通

过参观访问，对厦大极备赞扬。葛德石氏且谓＂厦大

为印度加尔各答以東之第一大学。＂ 

    接着，请看亲受萨校长教诲的老校友们是怎样回

忆老校长。在「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42

期 P.35〜P.36刋载「台湾校友庆祝厦大建校八十年」

一文，报道中央电视台记者釆访前来参加母校 80周年

庆典的在台湾的厦大老校友，并于 2001年 4月 16日

20：30分在中央电视台四套播出。该文写道： 

   「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会长金世添：长汀的时代，

没有一个人不钦佩萨本栋校长，凡是他请不到的老师，

他自己想办法来教，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时候什么都

难，他自己编教科书，一个是微积分，一个是教电工

原理，一个是交流电路，这些呢，都是他亲自一个字

一个字编的，编完以后再印给同学，当做教科书，在

那个时候，这个教科书应该算是权威的教科书，他在

教书的过程中，他身体就不好了，我们的同学远远看

他驼着背，一步步地到学校来，所以每提到他，我们

就很激动。...是萨本栋的精神使我们很努力，我们这

些人没有背景，没有后台，都是靠学校传给我们的精

神，努力工作...」而让这些台湾校友们敬佩的萨本栋

校长却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 46岁。真是为厦大呕

心沥血呀！ 

    在上述「台湾校友庆祝厦大建校八十年」一文中，

中央电视台记者继续釆访记述如下：「台湾新竹科技

园区创始人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校友何宜慈：我四年

都在长汀，我想可以代表那个时候的同学一种覌感，

我们总觉得，最主要的是萨先生的，萨本栋校长的这

种鞠躬尽瘁、无我的、奉献这种精神，这也使我们将

来做事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责务，如何尽责把它做

好，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二位，所以在这个所谓，所得

了，在这个工作上是不是可以取巧了什么，这个就不

会进入我们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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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宜慈学长敬佩萨校长＂无我奉献＂的精神，不

由得我们不记起萨校长和他的小汽车的亊。当时的中

央政府规定，提供给大学校长一辆小汽车，供其乘用。

当时的长汀当然没有供电照明。大家知道，晚自修对

于大学的师生是何等重要，这是保证教学科研的重要

环节，而晚自修需要照明。于是，萨校长把政府供他

乘用的小汽车的发电装置取下来，夜间发电，以供大

学师生晚自修之用。不用多说，他自己没有小汽车可

乘用了。这难道不是嘉庚精神在他身上之再現！ 

    文革前在厦大就读的校友们可能还记住当时物理

系的教师当中有刘士毅学长。他也是长汀时代由萨校

长亲自调教出来的大才子，并且同萨校长有一件輓亊。

此事如果不记下，以后知道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少。上

面说到厦大台湾校友会会长金世添学长说，＂萨校长

自己编教科书，一个是微积分，一个是电工原理，一

个是交流电路，...＂。他非但自己编教科书，还自己

执教。（除上述三门课，还有＂微分方程＂。）萨校

长在长汀讲授＂微积分＂课时，从修选该课程的学生

当中亲自挑选出少数尖子学生，作为学生助教，协助

他改作业和辅导，其中有刘士毅学长。有一次，在谈

话中，刘士毅谈到他接到入学通知的时间。（註：当

时厦大先发入学通知书给各系的正取生，过些时候，

视正取生报到的情况，再发入学通知书给某些备取生。

刘学长所说的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间，是在正取生接

到入学通知书之后的某个时候。）刘学长是萨校长亲

自手选的尖子学生，萨校长听刘学长说他接到入学通

知书迟于正常时间，立刻脸无笑容。他立即往教务处

查询刘士毅学长入学的情况，过程曲折，简述如后。

刘士毅作为厦大考生，在数学答卷上得零分，答卷上

五道题全都零分。这样，当然连备取生的资格都没有，

彻底失败。原来刘士毅用微积分的方法解题，过程简

化，但是最终得数当然是正确。据说，评卷者认为得

数正确，但过程不对，因此评为零分。据说，当时厦

大生物系顾瑞严教授是招生委员会委员，他去查阅考

卷，不意抽阅到刘士毅评为零分的数学答卷。不阅不

知，一阅竟然明明是满分的数学答卷，却被误评为零

分，顾教授立即改为 100%，并责成教务处尽快发入学

通知书给刘士毅。据说，萨校长查询到刘学长的零分

数学答卷改为满分，而被补取之后，脸上才恢复笑容。

对此刘士毅学长非常敬佩萨校长。 

    在萨校长管理之下，厦大招生入学非常严格，完

全杜绝＂递条子＂。他对于选拔助教也非常严格，当

时的厦大，各系非尖子的毕业生都不留任助教，如果

某一届没有尖子毕业生，就一个助教也不留，完全杜

绝＂递条子＂。＂招生严格＂，选进厦大的学生群体

是＂好种子＂。＂选助教严格＂，选进厦大的教师队

伍也是＂好种子＂。这样，厦大能不兴旺吗？ 

    1953年，教育部邀请全国外语系系主任到北京参

加外语教学会议。经过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保留下

来的外语系比过去少，许多英语精英从各校的外语系

被调职到北京外语学院。据悉，那次外语教学会议的

与会者，除了全国各地的外语系系主任以外，北京的

高等院校（包括北外）近水楼台，因此它们的外语系

教师有机会参加该会议，济济一堂。李庆云教授作为

当时厦大外文系系主任应邀赴北京开会。会议期间，

他的英语发言震惊四座。与会的英语教师纷纷向他请

教，不论是英国语言、英美文学或外语教学法，他都

随即圆满地作答，使与会者十分折服。作为系主任，

这是李教授唯一一次到校外开会。当时校方认为李教

授思想落后。系领导是这样，系里人员当然有所影响。

但是，听说那次外语教学会议以后，教育部对校方说，

厦大有如此优秀的英语专家，为什么以前没有向部里

汇报。之后，校方对李教授的看法有明显的改变。作

为外文系的成员，也随着系主任的改观而比较好过。 

    文革前高校的英语专业统一釆用教育部统编的＂

大学英语教科书＂，主编是北外的许国璋教授（也毕

业于清华大学），因此他成为国内外语界无人不晓的

人物。 

    1987年，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召开大学语言学教材

编审会议，笔者有幸在会上首次見到许国璋教授。会

议休息期间，许教授邀我一起在校园散步。他问我，＂

你是厦大的，应该知道李庆云教授吧。＂我答道，＂

他是我的业师，也是系领导。＂他说，＂我 1953年在

北京外语教学会议上見过李教授，记忆犹新。他也可

以当我的老师。＂我问他，＂厦大外文系的佘坤珊教

授也毕业于清华呀。＂他答道，＂他是我的学长，是

清华的才子。＂ 

    每逢周末、 假 日，每逢三缺一的情况，李教授

总会要我去玩桥牌，同他结对或对阵，四人一桌，座

上常常有佘教授，也常常有一些理科的精英教师们。

经李教授指导，通过实践，我牌艺有所提高。 

    1955年和 1956年是比较宽松的年代。工会的活

动比较活跃。每天下午下班以后一个小时（下午 5：

30 至 6：30），在工会俱乐部举办各项文娱活动，其

中包括桥牌。先是邀请李教授再次为工会作一次＂How 

to Play Bridge＂的讲座。那次讲座我没参加听讲，

没有第一手资讯。听说那次讲座听讲的人数众多，除

教职工以外，还有学生；讲座还是用英语讲解，但那

时李教授多学了一些汉语，也应用到讲座中去，总之，

英中兼用，效果很好。 

    在桥牌热潮再次兴起以后，过些时候，工会决定

举办全校教职工桥牌比赛，并请教李教授怎样组织桥

牌比赛。李教授指出，可以两人（一对）一队或四人

（两对）一队组织比赛，但不论是两人队或四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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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要尽可能保证参赛各队在机会均等条件下展示各

自的牌艺，将所谓＂牌运＂降低到最低。工会进行摸

底，结论是，要组成两人队较易，四人队较难，于是

决定以两人队形式报名参赛。 

    工会还郑重聘请李教授为桥牌比赛的总指挥和总

裁判，并派一个人员专门协助他。在参赛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保证＂机会均等＂而又尽可能＂发挥各队

的牌艺＂，主要通过以下三项做法。其一，每队所持

的牌，机会均等。比赛中第一轮，参赛的 24队通过抽

签组成四人一桌的 12桌，发牌、玩牌，但四手牌完整

地保留下来。这样，就有 12付牌完整地保畄下来（每

付分为 4手牌）。然后，通过科学的运转、结合，每

队都会玩那些同样的 12付牌，以决胜负。其二，每队

（每队两人中每人）科学地安排东西南北的座位，科

学地安排那个座位开始叫牌，以求机会均等。大家知

道，打桥牌有东、西、南、北四个座位，座位怎样定，

哪个座位开始叫牌，都对胜负颇有影响。其三，每付

牌（含有 4手牌）都规定是＂vulnerable＂或是＂

non-vuInerabIe＂，规定＂有底分＂或＂无底分＂，

但是，这些规定对参赛各队是相同的，因此，同样是

机会均等。上述规定是要让参赛各队在不同的竞赛条

件下打牌，才会充分发挥各自的牌艺。其后，我得知，

Culbertson 对桥牌比赛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有着详尽

的论述。 

    那次工会举办的桥牌比赛，全校参赛的有 24队，

其中外文系一个队参赛，由佘教授和我两人组成。组

织比赛的技术含量很髙，但秩序井然。总指挥李教授

虽然有专人协助，还是自始至终忙得不亦乐乎。比赛

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日上午。最后由总裁判李教授宣

布比赛结果：外文系参赛队得冠军，......。 

    当时的工会很节约，桥牌冠军的奖品是一只不大

的活鸡，重量不超过一斤半市斤；而且只奖冠军，连

亚军都没有奖品。 

    1957年之后几年间，神州接连发生了几件惊天动

地的大亊，启示着涉及西方文化的亊物总是弊多利少

的。于是，同桥牌告别了。 

 

（六）＂English One-Act Play＂ 

    （＂英语独幕剧演出”） 

 

    作为新生，听学长们说，英文学会好几次在长汀

演出英语独幕剧；演员选自各系的学生；只有一次，

周辨明教授（当时是教务长）参加演出，而且是演主

角；剧本取自＂大学英文＂课的教材；每次演出都由

李教授和周教授执导。每次英语独幕剧演出都轰动厦

大全校。 

    2001年，厦大 80周年校庆。厦大美洲校友会创

始人吴厚沂学长从美国返校参加庆典，与笔者在母校

相聚。吴学长对我谈起英文学会抗战期间在长汀演出

英语独幕剧的盛况，同上述学长们所说的基本上一致，

只是更加详细、更加具体。据记忆，他说，演出三次

或四次（我记不很清楚），他是演剧的积极分子，每

次演出他都扮演角色，而且是主要角色。他还提到演

出哪一些独幕剧，現在我记不清丁，只有他提到他同

周辨明教授同台演出＂Meredew's Right Hand＂这出

英语独幕剧，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 1946至 1947学

年修习＂大学英文＂课的教材＂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编选了＂Meredew's Right Hand＂这出独

幕剧。他还说，演剧由李教授和周教授执导，参加演

出的学生得到他们亲自指导，在英语语言和西方文化

方面都有很明显的提高。  

    英语独幕剧演出是课外英语活动同课堂英语教学

密切结合的典范。当时的＂大学英文＂课是每个厦大

学生的必修课；演出的独幕剧选自＂大学英文＂课的

必读的＂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所编选的教材，

每个厦大学生都读过；演员是各系的同学；每位演员

都经过周、李两大师严格培训；主要的覌众是全校学

习过这些独幕剧的同学，以及教职工。这难道不是课

内、外英语学习完美的结合吗！ 

    萨本栋校长非常重視英语教学，重视提高全校的

英语水平。据理解，就中国人而言，英语当然是一门

外语；然而，英语也是地球村的普通话，是走向地球

村的必备的媒介。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不以人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中国从国内诸方言中，参照

历史和現状，确定北方话方言为全国的普通话。＂地

球村的普通话＂〜英语，灌溉各个专业，协助它们开

花结果。何宜慈学长，1944年毕业于厦大新创办的机

电系，直接受业于萨校长。其后，他赴美留学，在斯

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职，成就突出。

1959 年回到台湾，担任台湾＂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他把美国硅谷的火种引到台湾新竹，创办高科技

园，并任新竹高科技园管理局首任局长。开放改革以

后，何学长频频访问祖国大陆，担任北京中关村、厦

门火炬科技园等众多科技园顾问，还回母校厦大讲学。

这其中，没有当年厦大传授的英语基础能行吗？张德

光学长，1945年毕业于厦大政治系，2001年在新加坡

校友会特刋撰写「感怀周辨明教授和朱秀峦老师」一

文写道：＂我在美国印地安纳州立博尔大学担任政治

系教授三十四年来，每日看的是英文书籍，授课讲的

是英语，发表著作写英文，学术演讲用英语......饮

水思源，便当感激我的启蒙老师，教我初中一年级英

文的朱秀峦老师、及教我大学一年级英文的周辨明教

授。＂抗战期间，英美大学考察团赞赏地称厦门大学

为＂印度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这同厦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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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重视提高全校英语教学水平是有密切关系

的。也同厦大的萨校长和周辨明教务长如此纯正地使

用＂地球村的普通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萨校长亲自参加＂大学英文＂课的教学，他是一

位好校长，也是一位好的公共英语的教师。在他管理

之下，＂大学英文＂课是每个厦大学生（不管哪一系）

的必修课：＂大学英文＂课不及格，就不准毕业。而＂

大学英文＂课把关的教师正是周、李两位教授。 

    萨校长重视＂大学英文＂课，一直延续到笔者就

学的年代（1946年至 1949年）。当时＂大学英文＂

课还是每个厦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不及格，就不

准毕业。而必修课最多只能选修三次。因此，确实有

些学生一年级选修＂大学英文＂课，不幸不及格；二

年级再次选修，不幸又不及格；三年级不敢再选修，

因为那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及格，就要退学，

因此只好不选修，但每课都坚持去旁听；到了四年级

再最后一次选修，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及格。笔者

大学一年级修习＂大学英文＂课，这一学年修习该课

程的学生只有三分之二及格。据悉，下一个学年，修

习＂大学一英文＂课的学生只有半数及格。 

    1948年下半年，1948至 1949学年度第一学期期

考时，有些学生第二次或第三次选修＂大学英文＂课，

但担心再次考不及格，于是，请英文成绩好、英文水

平高的同学代考。不知何故，请別人代考这件事走漏

风声，让校方知道了。校方的保密做得很到家，一直

到应考的学生都进入考场，按规定的座位坐下，然后，

校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考场都封闭起来，一个座位一

个座位地、按各考场座位的名册，查对在该座位的考

生和准考证。经过这样细致地查对，竟然查出十几个

替別的同学代考＂大学英文＂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

英语水平不错的，其中有些是四年级的学生，再过一

学期就毕业了。校方的处理非常严厉：十几个代別人

考试的学生，连同十几个请別人代考的学生，一律被

开除，一个也不例外。 

    周教授和李教授怎样严格遵照萨校长办好＂大学

英文＂课的思路处理＂大学英文＂课的教材、教学和

测试。 

    关于教材，上述「周师与李师办学经验」一文之

第二点办学经验：＂力求与国外先进的英语教学同步，

并创造性引进国外先进的英语教材。＂该文还写道：＂

八年抗战期间（1937〜1945年），厦大由厦门迁往闽

西长汀。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周、李两位教授

及时地、创造性地引进国外英语教材，用长汀本地生

产的纸张，由厦大铅印出版英语教科书和参考书，以

填补抗战期间英语教材的匮缺，保证英语教学质量。＂

他们编写两本＂大学英文＂课必读的教科书＂English 

Grammar Notes＂和＂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

该文还写道：＂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李庆

云、周辨明编选。该书是＂大学英文＂课的主要教材，

初版是 1938年，其后，每年出版一冊新版本。选文的

精湛令人赞叹。＂选文的精湛令人赞叹。＂，这句话

就夠发挥一整篇了，但没有时间这样做。只能说每年

的新版都有百分之几十的教材更新，比如，笔者修选＂

大学英文＂课时的 1946年新版＂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有 30%是新教材。上述＂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编选了五篇英语独幕剧：（1）＂

Meredew's  Right Hand＂；（2）＂Fancy Free＂；

（3）＂The Maker of Dreams；（4）＂Two Crooks 

and A Lady＂；（5）＂The Boy Comes Home＂。（插

句话，阅读英语剧本是学习英语口语最佳的方法。）

上述吴厚沂学长提到的独幕剧＂Meredew's Right 

Hand＂1946年版的＂Freshman English Readings＂

保留着。该剧作者是 A.Hamilton Gibbs。剧中有四个

角色：Mr.Meredew（the leading role in the 

play）；Jane（Mr.Meredew's secretary）；Guy（Mr. 

Meredew's son）；Mrs. MerriII（the cook）。该剧

在长汀演出时，周辨明教授扮演 Mr. Meredew，吴厚

沂学长扮演 Guy。 

    关于教学法，上述「周师与李师的办学经验」一

文之第三点办学经验写得比较详细，请参阅。 

    关于测试，这是周、李两位教授的强项。他们着

重研究外语教学法家 Harold E. PaImer，比如 PaImer

所著的＂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等等。（现代的应

用语言学就是从当年的外语教学法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的。）半期考、期考都由周、李两位老师亲自命题。

平时考试由其他老师轮流命题，也都由他们亲自过目。

考题中＂汉译英＂的部份由他们两位亲自改卷评分

（并亊先拟出参考性的标准答案）。 

    由此可見，英语独幕剧演出的课外活动，同＂大

学英文＂课的教学配合得多么密切，可说是课内、外

完美结合的范例。而且是：（1）使用英语；（2）寓

教于乐；（3）面对全校。 

 

    敬希外文系的同仁们都参加到追忆、记录老外文

系故事的行列中来。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既反映经验，

也反映教训，是很有益的借鉴。切盼本文所追述、记

录的老外文系的故事（以及老厦大的故事），能为办

好今日的外文院系略尽绵力。 

     

（2013年 3月 28日于 Brisbane，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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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教育 健康成长 
 

郑明飞(83 届历史） 

 

 

 
 

 

 （编者按：郑明飞校友一双儿女相继进入著名的哈佛

大学深造。校友们一定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成功培养孩

子实现他们的梦想的。在此,郑明飞校友和大家分享在

北美教育引导孩子的点滴故事。） 

 

   近年来女儿、儿子相继被哈佛大学提前寻取，并在

工作与学习中取得了初步成绩。女儿走出校门不到十

个月就被所在公司提为部门主管。儿子今年在哈佛第

一年暑假，被哈佛医学院研究所主任推荐往澳大利亚

大学参与医学试验研究。当地电台采访他时称他为神

童。其实我们家没有神童。他（她）们童年时并非聪

明伶俐，实在谈不上什么神童。只是不时有亲朋好友

向我讨教教育孩子的秘诀。秘诀谈不上，运气有几分。

宽容教育，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

是孩子得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的催化剂。宽容的力量是

无穷的。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不完美才是真实人

生。少批评、少挑剔、多称赞、多欣赏。面对子女的

是与非，不妨用宽容代替指责。在陪伴儿女成长岁月

中，我们家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遭遇。其实，每个家

庭都会有不愉快遭遇。不同在于，应对的心态、技巧。

忍者胜。心地宽容是陪伴子女走近成功的关键。我们

不应忽视宽容教育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所起的高效作

用。让我来谈谈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俩则小故事。 

 

（一）没病称病的病假条 

 

   高中时代，女儿就读于美国波士顿拉丁学校。二零

零六年秋天，美国高考冲刺阶段的一则插曲让我感受

到一路陪女儿走来有莫名其妙的痛楚，也体味到了用

宽容的心态应对难题的高效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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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发生在女儿已经连续苦战了两个星期，每一夜

都熬到凌晨两三点，周一至周五每天才睡四五个小时

就起床，赶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之前到达学校。波士

顿拉丁学校的学业有多重，很多家长是深有体会的。

我们家曾执行过自创的中西合璧教育法: 门户开了走

出家门是美国，按美国方式办事；在家里家门关着就

是中国，按中国方式管理。在十年级及十一年级，我

们规定每晚不能迟于十二点休息。女儿也多能按规定

执行。突然有一天， 约凌晨五点钟， 女儿闯进我和

她妈的睡房， 哭丧着脸， 把我们惊呆了。 她一开口，

就泪眼汪汪地哭着哀求：“爸、妈，能不能帮我签个

请假条？说我病了，没法上学”。“为什么？” 我

感到茫然，先是下意识地一愣，接着才脱口而问。要

知道，女儿长这么大，这可是第一次找借口不去上学

啊。 难道她真的病了？没有。 原来是，她把已三易

其稿，润色过几次的大学申请论文重新修改，定稿后

才觉精疲力尽，睡意甚浓，却不幸发现还有历史课的

作业还没完成。 她即使撑着上学， 也免不了影响历

史课的成绩，更不敢面对老师讨作业的尴尬局面。看

着她哭得那么伤心，同时还信誓旦旦， 保证下不为例。

感受着女儿承受着够多的学业压力，并且她已认识到

自己的错。不该发生的，不该有的，都摆在我面前。

这个时候如果从我嘴里吐出个不字，对女儿会是多大

的打击。勉强上学，万一身体吃不消挺不住就难免在

学校突然晕倒，后果不堪设想。我毫不犹豫地为女儿

签了没病称病的请假条。所幸女儿能从宽容教育中反

省自己，从不再犯，幸运地挺过了申请大学的攻坚阶

段。从此以后，作息时间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二零零

六年底，她以优异成绩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 

 

（二）半夜留便条：对不起，我错了! 

 

    由于在大学中接触了来自社会、家庭背景迥异的

同学，在我们眼中一向是乖乖女的女儿，从大学二年

级开始显露出青少年叛逆本色。她开始质问：为什么

其他同学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可以不听父母的话，自

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得听父母

的? 我们家中不太常有的冲突终于在黑色星期五前夕

爆发了。黑色星期五是美国的圣诞节大采购，一般是

从感恩节之后开始的。感恩节是每年 11月的第四个星

期四，因此它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是美国人大采

购的首日。在这一天，美国的商场都会推出大量的打

折和优惠活动，趁年底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促销。

关于“黑色星期五”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指黑

压压的一片人在感恩节后的星期五去商场排长队购物。

商店的打折活动一般都在感恩节的次日开始，想买便

宜货的人必须半夜摸着黑到商场排队买便宜货。周四

晚上十一点，女儿单方面向我们下通谍，说晚上约了

四五位同学一起去附近商场守夜，以便争取周五凌晨

排队排在队伍前列，待商场大门一开就冲进商场选购

特价商品。这种商家每年一度的传统促销活动，二十

岁的少女大学生犯不着去赶这种时髦，但她心意已决，

而且摆出一付不由你劝说的架势。我们据理力争仍于

事无补，也只好随她去。那一夜，我与她妈都失眠了，

无助、叹息困扰着我们，心中的泪水在暗淌着。在无

言的静黙中我们为女儿祈祷平安，同时我暗中查验门

房以确定女儿一旦回心转意任何时间回家可打开家门。

曾经听说过有位对子女一向严厉的中国家长，因为儿

子外出参加同学的晚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回家，家长

把大门反琐了，以致儿子半夜回来见家门无法打开而

离家出走。祘我们走运，在我们的默默等待中，大约

凌晨二,三点，我们盼来了女儿的脚步声，女儿回家了!

我们没有指责女儿。不作指责，目的是让她在静静的

黑夜中定下心来，自我反省。我们的退让容忍果然灵

验，一大早醒来，我们看到了半夜女儿从我们睡房门

缝塞进的便条。便条上用彩笔写着：亲爱的爸妈：对

不起，我错了! 

 

    其实，不少年轻人参与黑色星期五半夜摸着黑到

商场排队大采购，不是为了省几个钱，更不是为了向

父母挑战，他们只是为了体验特定情景下购物感受。

我们充分赞扬了女儿适可而止，知错就改的行为，用

赞扬代替指责。我们在家里营造了遇事开心交流、融

洽沟通的氛围。叛逆行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插曲。

我们庆幸地躲过了女儿成长中偶尔叛逆产生的烦恼。

教育子女，最忌硬碰硬，试着放下身段，适合时宜地

侧身弯腰低头是为了能在遇到障碍时畅通无阻，能更

好地让子女敞开心扉。从此以后，我们的交流更加通

畅。我们尽可能在潜移黙化中与女儿共享会宽容才会

有大气的道理，把宽容的精神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

面。女儿的心扉打开了，凡事就顺多了。对儿子而言，

有个好榜样好姐姐不时用宽容的心态督促引导着他，

他自然受益匪浅，做父母的也就省心多了。女儿比儿

子大五岁，她在教育引导弟弟方面成了我们非常得力

的帮手。姐弟俩在人生旅途中，见证着宽容教育的正

能量。  

（注：郑明飞校友，现居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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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地区校友元宵节聚会 
 

李强 （侨报周末特约记者） 
 

 

【转载侨报周末报道】2月 23 日中午，40多位波

士顿地区的厦大校友在波士顿华埠喜临门大酒楼

举行了元宵聚会。与会校友纷纷对陈玉銮在去年

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双年

会上当选理事长表示祝贺，并对能够团聚一起欢

度元宵而感到非常开心。部分与会者合影。前任

波士顿校友会负责人范义鸣吿诉记者，陈玉銮服 

 

务北美校友总会理事会多年，来到波士顿之后也

积极参加波士顿地区校友会的工作，任劳任怨，

高票当选理事长是众望所归。陈玉銮表示，他对

当选理事长感到有些意外，感谢校友们对他的信

任，并承诺在任期内和分布在北美各主要地区的

理事们一起领导厦大美洲校友会更好地为北美校

友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友聚会活动。 

 

 
 

   毕业于厦大艺术学院的钢琴教育家张长峰吿诉

记者，他去年参加了闽南同乡联合总会波士顿分

会和美国闽南学生学者总会在波士顿的成立大会。

他表示，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他非常喜欢波士

顿的环境，有很多音乐界的朋友可以交流切磋。

而张长峰之子、钢琴天才牛牛去年夏天在东亚巡

演取得巨大成功，也为校友们津津乐道。 黄野律

师、朱新生医生等校友同多位刚来波士顿不久的

校友交谈甚欢。黄野在去年喜得贵子，得到校友

们的祝贺。多位校友是在两周前参加新英格兰华

人专业人士嘉年华时，遇见范义鸣和张长峰而同

校友会联络上的，他们表示来参加校友会的活动

有回家的感觉。 

   据陈玉銮介绍，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黄田

书记、宋思扬副院长、周大旺副院长等在蛇年春

节前夕来波士顿举行了宣传招聘活动。由哈佛大

学医学院中国专家学者联合会（HMS－CSSA）和厦

门大学美洲校友会（XMUAAA）组织在麻州总医院

举办宣讲活动。厦大校友会在潮州城大酒家设宴

欢迎母校招聘团，有来自康州、麻州的 25位校友

参加了欢迎宴会。母校来宾向当地校友介绍了学

校最新发展情况和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并鼓励

生命科学方面的高端人才到厦大参观考察。有关

详情可查询厦大生科院网站: life.xmu.edu.cn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期－38－ 

硅谷校友会 2013 年野餐会纪实 
 

王忠霞（94 级外文） 

 

    

   2013年 6月 2日，硅谷厦门大学校友在风光秀丽

的 Cupertino Memorial Park欢聚一堂，举行了一年

一度的野餐会，共有九十多位校友及家属参加了这次

聚会。 

   基于去年大家对 Memorial Park的良好反应，今年

的野餐会仍旧选在同一个地方举行。野餐会头一天还

是烈日炎炎，聚会当日天公作美，风和日丽，微风阵

阵。公园里生机盎然，芳草青青，绿树成荫。池塘里

碧波荡漾，优雅别致的小亭子倒印在水面上，别有一

番风味。 

 

 
 

   11 点过后，校友们陆陆续续来到活动场地。接待

台热闹异常，为大家提供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

讯，还有厦大的明信片以及“双百计划”介绍。很多

校友都是全家一起出动来参加聚会。小朋友们来到活

动场地，看到旁边的 play ground，直接就奔了过去。

他们在一起玩的真开心啊！ 

公园里欢歌笑语其乐融融，既有老友欢聚，也有

新朋初识。大家聚在一起，感觉特别温馨亲切。在温

暖宜人的阳光下，校友们谈笑风生，畅述友情，共话

发展。厦大的旗帜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召唤而来，虽然

大家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连接在一

起的。火红的厦大校旗在风中飘舞，把大家的思绪又

带回到了美好的大学时代，难忘意气风发的“青葱”

时代，难忘风景如画的厦大校园，更难忘纯真诚挚的

赤子情怀。 

 

 
    

   在袅袅的炊烟中，野餐烧烤开始了。肉丸，香肠，

鸡翅，鸡腿，小红薯摆满了烧烤台。志愿者们不辞辛

苦，在火红的炭火上，麻利地翻着各种烧烤料，烧烤

架上发出滋滋的烧烤声。没多久，诱人的香味弥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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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场所。在他们辛勤的劳动下，香喷喷的烧

烤出炉了。鸡翅鲜嫩可口，鸡腿色泽金黄，香肠光泽

诱人，红薯小巧甘甜。各种烧烤令人垂涎欲滴，胃口

大开，一会儿工夫就被一扫而光。  

          

   以陈强会长，肖潇校友为首的组织者们还订制了丰

盛的食品和水果。台子上摆满了各式美食：醇香可口

的熟食，美味酥脆的玉米片，沁人心脾的各种饮料，

散发着鲜艳光泽的水果。今年水果的种类特别多，有

爽口的西瓜，新鲜的草莓，红彤彤的樱桃，还有圆圆

甜甜的葡萄。野餐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阵

阵微风中，大家一边聊天话家常，一边品尝着丰富的

美食，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和工作

的劳累，旧日同学校友欢聚一堂，畅所欲言。 

   在校友们尽享美味佳肴之后，抽奖活动开始了。每

次的抽奖活动都备受大家喜欢。陈强会长主持了抽奖

仪式。抽到奖品的校友们个个笑逐颜开，今天运气真

好啊！不仅可以叙旧，还抽到了精美的奖品。 

   抽奖结束后，每年的固定节目拔河比赛开始了。小

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到草地上，抓起绳子，使出吃

奶的劲儿，用力地拔啊拔，一个个小脸儿涨得通红。

虽然年纪小，但他们却全力合作，充分发扬了团结互

助的精神。只见绳子一会儿飘向左边，一会儿飘向右

边，比赛真激烈啊！家长们站在两旁兴奋地为小朋友 

们加油助威。有的家长干脆就卷起袖子，直接加入比

赛。每次野餐聚会看小朋友们比赛拔河都觉得特别过

瘾，小朋友们也都特别喜欢拔河比赛，这可是我们的

传统节目啊！ 

 

 
 

   在风景如画的环境中，大家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天。

相聚虽然短暂，但校友的情谊是长久的。到了分别的

时刻，校友们仍觉得意犹未尽，大家互道珍重，相约

下次再见。这次成功的野餐会又给大家留下了许多美

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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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地区校友夏日烧烤野餐会 
 

作者: 陈逍旸 
 

 

6月 29日中午，老天爷象似特别照顾我们的校友

聚会, 持续了一周多的阴雨天气突然放晴。60多位波

士顿地区的厦大校友及家人朋友在 Natick的

Cochituate State Park 共渡休闲的户外烧烤时光。 

与会校友纷纷感谢厦门大学新英格兰地区校友会负责

人谷胜以及厦大美洲校友会理事长陈玉銮共同组织的

这次户外烧烤活动，同时感谢赵红/梁权胜夫妇、汤涌、

朱侃等多位校友志愿者帮忙采购烧烤食品和西瓜饮料

等，应维桢校友帮助接送新校友，闫杰校友则充当起

我们的摄影记者, 早点抵达公园的姜姝校友则负责起

登记校友及收费之重任。汤涌校友还专门从家里搬来

了大烧烤炉。 这次活动为大波士顿地区的厦大校友们

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 交流信息、增进友谊的机会，

让更多的校友及家人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难忘而

又愉快的一天。 

本次活动延续以往的传统，组织者以及志愿者们

负责采购好烧烤的食物、煤炭、工具等烧烤所需的物

品。其中食物主要有美味鲜嫩的三文鱼、鸡翅、鸡腿，

猪排, 牛展骨,热狗,还有汉堡肉饼，很多家庭还带来

了他们的拿手菜肴，茶叶蛋、香菇菜芯、凉拌菜、炒

面以及各中水果等等，味道甚好。张长峰校友两周前

喜得千金, 带来一大锅香喷喷的五香茶叶蛋和大家分

享喜悦。黄野校友带来他那刚满周岁的儿子,是出席本

次烧烤野餐会年龄最小的代表。大家分头升起了三个

烧烤炉,很快炊烟袅绕,香气扑鼻。 红色的厦门大学校

旗在绿树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 饭后大家还不

忘来个西瓜消脂消暑，相得益彰。更贴心的是带来了

小朋友们爱吃的各种零食和爱玩的玩具。 

一个愉快而短暂的下午，让更多的厦大校友及家

属相聚在一起，放下工作，抛开烦恼，谈谈天，说说

地，吹吹牛，仿佛一切都已经随着烧烤的袅袅炊烟荡

开、散去。无论已经毕业多少年的校友，在异国他乡

的土地上，与拥有共同回忆的校友一起畅谈着过去未

来，都好像回到了那个肆无忌惮还看今朝的年纪，回

到了记忆中的那块依依不舍的美丽厦大校园…… 

78级海洋系的一对校友夫妻与 2011级管理学院

的小校友一起回忆着当年的厦大和如今的厦大。如果

说 3年一个代沟，对同一所大学的共同记忆将逾越这

个鸿沟。厦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了太多太多，但

永远不变的是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将带着对厦大留

给他们的所有记忆奔赴美好的前程。这美好的记忆就

是厦大留给每个人最好的礼物！ 

    最后，大家在鲜艳的厦门大学校旗下合影留念。 

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各位厦大校友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

持，特别感谢各位志愿者们和负责烧烤的校友和朋友

们,是他们默默的奉献才给大家带来一段欢乐愉快的相

聚时光。希望下次校友聚会大家再续此缘。 

 (注：本文刊发在 8月 3日侨报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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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地区校友聚会在新泽西 Thompson Park 
 

陈飞鹏（78 级历史） 

 
    8月 25日，厦门大学大纽约区校友聚会在新泽西

Thompson Park湖畔的一片小树林里举行（ Forsgate 

Drive, Jamesburg/Monroe Township, ），鲜艳的厦

大旗帜张挂在蓝天绿树间，在异国他乡，这面旗帜让

人感到格外亲切，似乎母校离我们非常近。虽然夏日

的暑气未消，但依然吸引了很多热心校友，其中著名

老校友 93岁高龄的庄昭顺先生的莅临，为此次聚会增

加了亮色，朱一雄、庄昭顺夫妇是旅美厦大校友会的

最早发起人，德高望重。庄昭顺先生是在两位女公子

陪伴下专程从普林斯顿赶来与会的。她们还带来庄老

先生的新旧著作与校友分享。与会者约三十多人，除

了纽约新泽西本地之外，也有自东岸各地的，主要组

织者之一的丁俊琪校友夫妇就是从自康州一大早驱车

赶来。校友老中青会皆有，既有像庄昭顺先生这样的

资深前辈，也有 77、78级校友，更多的是年轻一代厦

大学子，有的还是刚从国内到美国求学深造的。校友

里也不乏全家参与者，乐也融融。都说厦大校友母校

情节最浓，此言不虚。难得的是组织者们在百忙中抽

出宝贵时间为校友服务，这是厦大人母校情节深厚的

又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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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倍思亲  校友欢聚迎蛇年 
—华盛顿地区校友蛇年春节聚会小记 

 

黄睿 (2012 届外文) 

 
         2013 年 2月 9 日，中国的农历年三十恰逢周末，

在这个凉风飒爽的初春傍晚，华盛顿地区 38 位厦大校

友及家属在詹世利会长的家里欢聚一堂共贺蛇年新春。 

 

 
 

聚会五点开始，校友们陆陆续续地带着精心准备的佳肴

美酒和满心的欢喜到达，校友朱奎炯的儿子 Will 和校

友许智雄还热心地帮忙接送其他没有车的新校友。距上

一次中秋博饼聚会已经有四个月多，这次春节再聚大家

还是分外亲切，忙不迭的三三两聚在一起：新校友之间

轻松调侃，嬉闹非常；老相识再聚首嘘寒问暖，温情满

满；新老校友互述厦大往事，思绪万千。 

 

 
 

       大约人都到齐之后，晚餐开始，大家无不惊叹于满

桌的佳肴，热干面、酱鸡爪、油爆虾、炸春卷、麻辣鸡、

蒜香生菜等等不胜枚举，当然还少不了春节必备的水饺，

熟悉的家乡风味，吃在嘴里暖在心里。餐后 DC 厦大校

友会创始人刘伟敏校友拿出了特意为春节准备的精美蛇

年大蛋糕，大家围聚在蛋糕旁，共同许下来年的愿望。 

享受完美味佳肴和蛇年蛋糕就进入娱乐时间，与其说娱

乐不如说是校友们才艺展示的 showtime。首先，詹世利

会长和创始人刘伟敏校友带来一曲故乡的云，赢得满堂

喝彩。有前辈们开了头，年轻校友们也开始跃跃欲试，

12 级校友马泽旭和林宁航合作演绎了一首红遍大陆的月

亮之上，引得全场大合唱，也被他们喜感十足的表演逗

得哈哈大笑。接着朱奎炯校友一曲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

热情奔放，校友们也不禁随着音乐律动起来，在小提琴

的伴奏下，09 级何玉祯校友为大家献上音色优美，富于

变化的美声演唱，校友们听得沉醉其中。 

 

  

       表演之余，校友们在詹会长家的客厅里、平台上、

地下室三五成群，一边玩着春节的传统娱乐节目——麻

将，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年轻校友们相互交流着在美

国半年的求学和生活趣事和烦恼，老校友们则把在美国

打拼奋斗的经历与晚辈分享，其乐融融。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从祖国大陆远赴美国求学生

活的厦大校友们个中酸甜苦辣唯有自己知晓，能在大年

三十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里和共同经历这些五位参杂

的留学经历的厦大兄弟姐妹们欢聚一堂迎接蛇年新春直

感心里幸福满溢，身在异国他乡却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

一转眼，相聚也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大家依依拥抱话别，

愿蛇年一切都好，期待来年大华府再一同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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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届美国质谱学会 

厦大校友聚会明尼那珀尼斯 
 

谷  胜（95 届化学） 
 

    2013 年初夏的明尼苏达州十分凉爽, 突来的阵雨

浇落了一街尘土。市中心的会展中心里人流熙熙攘攘， 

在此参加美国质谱学会第 61届年会的代表们在此云集

一堂， 彼此学习和探讨。自从约２００１年起，厦门

大学的校友总是在繁忙的会务中抽空小聚，至今也有１

３年的历史了。 

    从大约０６年开始，周二中午午餐时间渐渐成为大

家约定的时间。今年也不例外，与会的厦门大学校友一

行近 20 人到会场附近的 Ping’s 餐厅聚会。参加的校

友有在学术界潜心钻研的教授学者，有初出国门的学生，

也有工业界经验丰富专家，也有踏入市场开发的新锐。

很多校友通过每年的碰面成为好友，更多的新朋友加入

我们的行列，让人特别地心存感激。虽然我们都分散在

天涯海角，但是每年有机会相聚在异乡，全是因为母校

厦门大学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席间， 大家对自己的面前的美食兴趣不大，都抓

紧时间和新老朋友叙旧畅谈，交流工作上的经验，回想

在母校的时光。厦门大学校友参加美国质谱学会年会上

的人每年都有增长，从十几位到今年大约超过三十位，

多位校友在近年的会议上作了精彩的研究报告和组织教

授课程。 

   短短的的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临别之时，

大家纷纷表示明年相约在 2014 年巴尔迪摩的会议上再

见面。

  

 
 

前排：黄琳（生科 07 博）, 郑雪云（化学 05）,刘艳（化学 02 博）,丁杰（化学 93）,许月红（化学 78）,姚春香（化学 94） 

中排: 陈玉銮（化学 81）,谷胜（化学 91）, 苏永选（化学 90）, 管自强（化学 83） 

后排: 郭庆（生物 91）, 车发云（化学 82）, 郑乃余（化学 80）, 朱侃（化学 88）, 许荣达（化学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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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岸梦留 彼岸花开 
 

李  超 (2012 届金融)  
 

 
 

2012 年 11 月在厦大美洲校友会聚会上年轻校友和朱校长合影 

 

 

 
 

作者 2012 年 4 月于厦门大学芙蓉隧道 
 

   记得有位校友曾经这样说过，除了故乡便是母校。 

 

   大学，其实不知从何说起，四年对于我和每一位小

伙伴都有很大的改变，而我们也把这最纯粹的时光留在

那里。好遗憾毕业一年多都没有机会再次踏上那片土地，

看看迎来送往的凤凰花，享受鼓浪听涛。现在的我说话

少了很多儿化音，饮食习惯也偏清淡，生活中也增添了

许多厦门独有的浪漫小资情调，妥妥地成了半个厦门人。

每每在微博上看到有关厦大的消息，我都会自然留意转

发，像关注闺中密友一样，关注厦大成为我生活的一部

分。 

   记得读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同学的大学梦都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许大城市有着更多的机会和

可能，而我一度也认为来厦大是个错误的选择。大学头

两年的漳州校区生活如同与世隔绝，生活单调，暗自羡

慕北上广同学们丰富多彩的行程。回到本部后，城市的

气息扑面而来，才发现漳州校区那片净土，从此便是求

之不得的。品味着厦大本部的校园文化和厦门的气息，

我也渐渐的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也是为了那么一

个小小的梦想，过一种惬意的生活。相比北京上海这种

硕大而又拥挤的城市，厦门的小巧精致实在是魅力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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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一切还没来得及道别，我们就踏上了美利坚

的土地。去年的三番之行让我们这批 90后的新校友又

有了家的感觉，朱校长一行前来参加北美校友联欢更是

意义重大。我们几个小辈是当天出席校友聚会中为数不

多的四年来都在朱校长领导下的母校成长起来的学生，

所以心情尤为激动，仿佛我们从未从那美丽的母校校园

离开过一样。入学四年，朱校长的教育理念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我们，学会学习同时也享受生活，身在鹭岛也能

眺望大洋彼岸。之所以毕业后这么坚定地选择来美国，

也是因为大三上了一位厦大美籍教师 David 的课。

David 课程非常具有实际应用价值，Case Study我尤为

喜欢。相比之下，很多学校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课堂环境，

所以也非常感谢母校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通过厦大的

课堂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我所在的城市洛杉矶，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虽然洛杉矶地区范围很广，但很多地方和厦门很像。以

前从白城出校门就可以在环岛路骑自行车看海，现在开

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美西著名的一号公路，顺便在沙

滩上晒晒太阳。南加州大学的建筑风格以及主色调也和

厦大极像，有时在 VKC的图书管里就像是回到了本科

在母校的学习时光。Santa Monica 文艺清新的三街，就

像厦门的中山路，可以逛到脚酸，也可以走走吃吃，或

者干脆放弃逛街去看海看日落。 

 

 

 
 

苏珊（08 级金融），李超（08 级金融），梁牧舟（08 级计统）

2013 年暑假于 Santa Monica 

 

     转眼间来美国也一年多了，独立生活，面对各种困

难和选择，迷茫成了一种常态。很幸运还有一群厦大的

小伙伴们在这里一起走过，共同成长。我们带着梦想来

到美国，带着困惑努力前行，同时对未知充满期待。愿

大家此岸梦留，彼岸花开。 

  

（注：作者现就读南加州大学) 

 

 

2013 年度我校 284 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3-08-18 )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发布了“关于公布 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

请项目评审结果的通告”。截至 8月 16日，我校共获得各类项目立项 284项，分别是：面上项目 135 项、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 124 项、重点项目 9项、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项基金项目 3项、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 3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5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基金项目 1项、其他专项基金 3项，立项经费

1.7938 亿元。 

  另据基金委发布的“关于公布 2013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的通告”，我校陶

军、杨朝勇（化学化工学院）两位老师通过了所在科学部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会的投票，目前公示期已结

束，正在等待最后一轮评审。本年度申请的其他类别项目如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项目、部分国际（地区）合作项目等项目也还在评审过程中。 

    在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期间，我校共申请项目 890项，获资助 284 项，平均资助率

31.91%，高于同期全国平均资助率 22.53%约 9个百分点，平均资助率在“985”高校中的排名持续名列前茅。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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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八八慶會簡記 
 

張德光 (48 届政治) 

 
 

 
 

張德光教授手持外孫女張元音畫的賀卡 

 

   今年八月十日，兒女在加州洛杉磯為我舉辦八十八

歲生日慶會，我便藉此機會，邀請親友聚會，電請廈大

美洲校友總會陳玉鑾會長及全體會員，承覆至感。 前

副會長姚敏，蕭瀟，理事李碧榮，賀詞懇切，尤為感激。 

我在印第安那博爾州立大學政治學系任教。於 1925 年

9月 15 日出生，今年八十八歲。我妻張金幗嫦是會計

師，任印地安那州會計師協會會長，獲得美國傳記协会

頒發的“傑出女性獎”，爲美國舊金山及紐約僑團選爲

模範母親。她于 1936 年 8 月 15 日出生，今年七十七歲。

我們在加州洛杉磯（Los Angeles）結婚，育有一男三

女。長子在洛杉磯出生，便以此“天使”為名的城市取

名 Angelo（安麒)。随后三个妹妹取名为 Angelin (安

麟), Angelina (安麗)以及 Angel(安驊)。 

    

  安麒是美國外交官，由國務院升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

處長之後，外派美國在台協會，功成回到華府工作。安

麟是克裏夫蘭大學音樂學院及法學院聯聘的教授，是鋼

琴家，獲得格萊美獎及世界傑出青年獎。安麗是公共卫

生專家，爲南加州医院行政主管。安驊是纽约時尚設計

师，为科技和时尚设计結合的“首創者”，獲得美國時

尚青年獎及世界女性企業家獎。現在貴州設廠，來回于

上海，巴黎與紐約之間，於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聯合國

大會開幕典禮舉行時尚展覽，受到全球嘉賓佳評。 

 

   我們一家三代，十二人，包括安麒，妻廖達玲，女，

元華，子元菁。安麟及安驊未婚。安麗，夫愛世龍，女

兒元英，元菲。子孫為表孝道，每年举办團聚。前年由

安麒夫婦安排乘遊輪去南太平洋墨西哥渡假。去年由安

麗夫婦安排乘遊輪去北太平洋阿拉斯加渡假。今年由安

麟安排到洛杉磯團聚。在好萊塢環球影城的希爾頓旅館

举办宴會，慶祝“八八節”，邀請至親好友于八月十日

在“文華雅敘”餐廳晚宴。這家宴會廳的特色是佳肴豐

富的自助餐，大龍蝦，帝王蟹，各種海鮮，牛排，中西

餐點，西班牙菜，日本壽司，以及世界各地名菜，樣樣

俱全。這些豐盛佳肴，均排列在一樓，供来賓盡量享受。 

    

   慶會大廳，布置優雅，陳列美國總統奧巴馬夫婦寄

給我的賀卡和頌詞。以及美國大律師唐斯文及趙玉蓮夫

婦所送的牌匾鏡框祝壽詞。由書法家陳玄飛繕寫 。賀

客嘉賓五十馀人，包括来自上海，纽约，俄州，旧金山

及南加州各地来到的至親好友 。 

 

   我致辭感謝，解說“八八節”的由來，是上海申報

发行人潘公展以“八八”和“爸爸”諧音，于六十多年

前提議，以八月八日定為“爸爸節”，獲得國人普遍接

受，從而成為中國的“父親節”，與美國的“母親節”。

中西媲美。 

 

   我強調，有一个偉大的父親，必有一個偉大的母親，

所以今天的慶會應該是同慶父母親的“雙親節”，也就

是兒女對父母的“感恩節”，獲得全場的歡迎。然後我

告訴大家，八月十五是張金幗嫦和外孫女張愛元英是同

一天生日，立刻全場掌聲雷動，向祖母和外孫女送上生

日祝福。 

 

   作為政治學者，我解說今天的八月慶會，有特殊意

義，便是抗日戰爭中，于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第一次

擊落日本飛機，因此便定八月十四日為“空軍節”。當

時擊落日本飛機的飛行員賴名湯，便是後來成為參謀總

長的賴名湯上將。所以今天特別邀請賴名湯將軍嗣哲賴

世倫博士夫婦参加慶會以表對賴將軍夫婦的崇敬和感懷。 

   最後，我說八月十五日是日本天皇接受無條件投降

的日子，便是中國抗戰勝利的紀念日，所以今天的慶會，

值得我們全體同歡。 

 

   全體嘉賓，享受盛宴之後，齊唱“生日快樂”，壽

星吹熄蠟燭分享壽桃，賓主盡歡，為了慶祝這次宴會，

安麟特別以她獲得格萊美的磁帶 CD分贈每一位嘉賓，

以表紀念及欣賞，使得全體嘉賓，滿載而歸。慶會圓滿

成功。（奥巴马总统贺信及庆典图片，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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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夫婦寄贈賀卡，祝福張博士生日快樂! 

 

 
張德光教授致辭感謝 

 
張德光與張金幗嫦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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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林华新文集》新近出版 
 

[编者按：德高望重的苏林华学长（48 届母校机电系）最近又出新著《苏林华新文集》，由美洲世界日报社出版。新文集收

录了苏学长 2007 年退休返美後所写文章精选 12 篇，其中 9 篇曾在《厦大美洲校友通讯》上发表；新文集还收录了 60 张不

同时期的珍贵彩色照片。苏学长之才华及过人记忆力更可在各精彩篇章之细节窥见一斑，令人敬佩。] 

 

 

 
 

作 者 自 序 
 

1948 年我畢業於國立廈門大學機電系，時國民政府仍在南

京，承行政院資源委員會選用，分發我到臺灣水泥公司，從而

開始了我長達 59 年的水泥業生涯。 

我先後服務於臺灣 30 年、菲律賓一年、巴拿馬與沙烏地阿

拉伯半年、美國十年（其間曾應聯合國之聘，講學天津，繼技

援中國大陸）；1990 年辭美國經理職，應聘泰國，建成世界級

大水泥廠並予監管，前後 17 年半，至 2007 年，齡屆八十，自

請退休返美。 

我最初 26 年在台泥公司，因須值夜班、工作艱辛，致患嚴

重肺病瀕危，幸靠意志力支持與治療得法而克服病魔，繼即力

爭上游，得以頗有成就。時中華民國仍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我因緣際會，得兩度擔任民間之國家代表，在海外爭光。 

1960 年擁有八個會員國之「亞洲生產力組織」在日本東京

成立，次年初在北九州舉辦「機器維護講習會」，每國選派二

位代表參加，我應台方甄試，以第一名入選而往日本參加。所

過之處，當地官民視我們為國家代表，熱情歡迎。 

1974 年，台泥公司應巴拿馬國之邀，派我以全權代表身份

，為巴國籌建一水泥廠。終於達成協議，與該國工商部長簽約

，當我坐著簽字時，部長站在我背後，黃仁霖大使與巴國政要

則在旁觀禮；是夜全國電視台全程播出，次晨報紙以頭版刊出

。 

我因職務關係，平生訪問過的國家及地區有三十多個。我

曾三度作環球之旅，遍歷歐、美、亞三洲各國。出國任務，除

考察外，並有實際的公務接洽，例如為核定水泥廠之架空運石

索道的可靠性，我曾駐德國哥隆市三週，與對方討論設計細節

並予校核；向美國所購新機，其況亦然。我曾兩度代表泰國公

司率團與德方舉行「開工會議」；也曾參加有 15 國代表的柏

林「水泥製造研討會」及有 30 國代表參加的「全球耐火材料

研討會」。 

我的大中學母校都對我極為關懷；如中學方面，2001 年英

華 120 週年校慶大典時邀我代表全球校友致辭；1998 年廈大

77 週年校慶，我承校長和各領導為我站臺，對四五千名學生演

講。廈大每有大型慶典，都邀我參加，如廈大 80 週年、85 週

年、及 90 週年校慶，及 1999 年在深圳市舉行的「廈門大學全

球校友代表懇談會」等。又，2001 年時，將我列名於《廈大知

名校友傳略》內；2006 年時，列名我為廈大當代 79 位「英才

」之一； 至於《廈門大學校史第二卷（1949 - 1991）》稱我

是「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專家」。 

以上這些事蹟，都錄入我的三本書內，即：《蘇林華文集

》、《共飲長江水》和《雨雪霏霏集》。 

2007 年退休返美後，過去的辛酸與榮耀，這些往事全都只

堪回味，一切重新再來！我遂日夕與電腦為伍，並為大中學校

友會刊物寫回憶性文章，得以保持頭腦清新如昔。 

今 2013 年 2 月我足 86 歲，長女中慧多次出示世界日報廣告，

知該報又開始徵稿，為作者出書服務，她鼓勵我去應徵並允資

助，且我的廈大級友陳華教授早就建議我出第四本書，遂而以

行。繼而次女中麗替我積極打字及校對，次婿為我指點電腦操

作要範。故此《蘇林華新文集》之得問世，應特別感謝她（他

）們。 

   順此報導者，本書之封面照片係 20 年前（1993 年 10 月）

，內人陳金珠和我參加廈門大學 1948 級級友畢業 45 週年慶典

期間，她以鼓浪嶼日光岩為背景替我拍的，但她不久後即於

1995 年 1 月 8 日因胃癌過世，故這張照片就成為這本懷舊錄中

足資紀念的珍品。（蘇林華 2013 年 5 月於美國洛杉磯羅蘭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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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职场新人的 LinkedIn 用法 
 

茹博澍（04 级金融） 
 

     LinkedIn 是一个围绕职场的社交网络。从 2003

年 5 月上线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拓展职场人脉上。截

止 2013年 6月，公司报告称全球有超过两亿专业人士

使用 LinkedIn服务。在美国，很多大学的职业规划中

心以及很多校外的职业辅导机构会组织学生们学习如

何用 LinkedIn。在中文站点如人人网以及逐梦寄托等

论坛也有用 LinkedIn 进行职场社交的成功经验。然而，

这些已经存在的使用心得大多并不适合刚刚从国内毕

业、之前没有职业经验、在美所读学校缺乏强大校友

网络的留学生。我 08年金融危机时来美国留学，无经

验非名校，经过这些年的摸爬滚打，总结出一些经验，

希望能够帮助刚来的厦大校友们用好 LinkedIn 这个工

具。 

 

传统的 LinkedIn 用法极其局限 

 

 之前参加过一个美国职业导师开办 LinkedIn 社

交讲座，他给出了一些关于建立维护 LinkedIn 档案建

议： 

 时刻保证 100%的档案完成度。最大的难度就是

受 F1签证工作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都处

于全职的学生状态，没有任何兼职 CPT，甚至

没有助教助研工作。这种情况下档案只能 90%

完整。那么必须把 Master/PhD candidate of 

XXXX University作为你现在的头衔，把学校

作为你的雇主。 

 每周更新你的 LinkedIn，哪怕没有任何事情发

生，把原来的内容删掉重新一模一样写一遍也

可以。 

 确保档案上的你的关键技能和熟悉的软件名称

最大数目的出现，这点道理上和写简历类似。 

 加你感兴趣和技能相关的小组，关注小组里的

讨论，利用小组做社交和求职（具体后面会有

说明）。 

这些档案维护建议的主要根据就是很多公司的猎

头会用 LinkedIn的搜索功能，而上面这些手段相当程

度最大化你的档案被猎头看到的概率。 

 

另一方面很多留学生和美国人写过他们用

LinkedIn 做社交的方式，总结概括后基本上套路就是： 

 

 设立社交的目标群体，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公司，

一个地域，或者一个行业。 

 搜索目标群体里的潜在联系人，看看有没有校

友，以前公司的同事，以前学校的老师在你感

兴趣的公司或者行业位高权重或者能帮忙找工

作的。 

 加为联系人，认证信息里面说一下怎么知道对

方的，最近有什么打算，求线下电话或者见面

聊。 

 找个地方约谈，可以聊学校聊球赛求职业指导

培养感情，熟了以后递简历，求推荐。 

 周期性（每一两个月）交流联络 

   这些已经广为人知伴随 LinkedIn 成长的使用方法，

有些对于无经验非名校的留学生们不是很实用，也存

在一些局限。 

 

比如说最大化搜索引擎出现率的效果随着

LinkedIn用户群的增长在打折扣。无经验非名校留学

生作为职场食物链的底端，即便把档案维护做到无法

再好，能够在搜索引擎里面排名特别靠前的机会也不

多。另外，LinkedIn 已经充斥很多不正规的咨询公司

专门盯准 F1留学生群体，造成了潜在的欺诈与骚扰问

题。 

 

又如传统 LinkedIn 社交套路的局限。如果所读非

名校，你联系的人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对校友的亲切感

可能并不足以让他或她约见你（除非手头有一个职位

空着），另外那些在用人上有很大发言权的校友数目

可能并不多。另外所有的职场社交都是要求自身的社

交能力以及用自己的时间真金白银付出的。并不是每

个留学生都有相应的社交能力，社交意愿和足够的时

间应付这种套路。另外这种方式比较被动，在

LinkedIn特别繁忙的当今，你寻求帮助的信件可能已

经被其他校友们的信件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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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还可以怎么用 LinkedIn？ 

 

第一：扩充联系人 

 

    刚开始用 LinkedIn，联系人太少了怎么办？好办

，一步一步来，不妨先从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厦大开始

，搜索 XXX University 和 Xiamen University的联

系人，加你在学校的老师，加你在招聘会上认识的猎

头。加兴趣小组，去和别人讨论专业问题，然后在讨

论的帖子里询问你感兴趣的人能否互加好友。这就涉

及到兴趣小组的意义。很多美国人去小组纯粹是讨论

问题，甚至当成是实名制的 Stack Overflow。但小组

对于扩充联系人的意义很大。LinkedIn 的反骚扰政策

通常不允许两个完全不搭界（从来没在同一个学校或

者公司也没有共同联系人）的人联系，也有很多人怕

骚扰设置了特殊的规则比如必须知道邮箱才能建立联

系以及不接受非联系人的站内信。可是小组是开放讨

论的，就算两人彼此不认识，依然可以在讨论的帖子

里相互留言，于是就存在了在留言中要求成为联系人

的可能。 

 

第二：用 LinkedIn指导职业规划 

 

我刚从美国这边学校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总会

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心仪的那一类职位要求的工具，

知识和技能在学校里面完全没有教授过，而且自己真

的一点也不会做。然后瞬间觉得自己过去一两年的时

光蹉跎了。其实并非不努力，但是很可惜没有很好的

渠道得知该怎样在知识和经验上为以后找工作做准备。

在我读第二个 Master 的时候，我发现 LinkedIn在这

方面有非常好的作用。 

 

既然我是一个无经验非名校的中国留学生，那么

我就要在 LinkedIn网络里试图联系那些比我早几年来

美国现在已经在有兴趣的公司或者有兴趣的职位上的

中国人（特指从中国大陆持 F1 签证过来，找工作的时

候没有绿卡的人）。我并不一定需要跟他们谈太多。

我需要的是看他们 LinkedIn 上面写的经历：他们起步

的公司是什么样的，他们第一份职位做的是什么，他

们的技能有哪些。然后去查市场上与他们公司相似的

公司相似的职位有哪些要求，把要求记下来。多分析

一些档案，根据自己的情况总结出几个自己最需要马

上准备知识和技能以及给自己设立一个具体的职业目

标（比如说，知道自己暑期实习要找什么样的公司和

职位）。 

 

    这样做，我们总结出来的东西是建立在广泛阅览

跟你相似已经取得成功者的经历基础上具有代表性。

另外，没绿卡则身份是一座求职路上的大山，而我们

能从其他渠道如学校就业中心等处得到的指导往往只

适用于有身份的人。 

 

第三:   在 LinkedIn 上找工作 

 

LinkedIn最近几年开发了很多新的功能，除了小

组之外还有 Skills Set以及允许别人 Endorse 

Skills。同时，Job Search 的功能更加强大，特别是

在提供与用户可能合适的工作机会方面，我的感觉准

确度已经超过了 Monster和 Career Builder。同时很

多职位贴出了联系人供参考和联系。除了这些改善，

LinkedIn本身可以帮助找工作的过程。 

 

   假设说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一个职位，但是我

们也不知道这个职位是否招满了，那么就可以用

LinkedIn 搜该公司相关部门的自己的联系人，问一问。

另外如果我们拿到了一个面试，但是缺乏对公司的了

解，那么就可以用 LinkedIn 找出在那个公司里的人问

问情况以便面试准备充分。  

    

   第三步的使用往往从毕业前六个月到一年开始，能

否用好之前的积累很重要。如果联络网发达才有可能

联系到感兴趣的公司的人。如果第二步做的够好，在

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手上已经有一份需要主动联系

的对国际学生友好的公司的名单，而且已经按照成功

者的经历把自己的技能和经验攒足了，那么在第三步

必然更有效率。 

后记 

 

   我在美国的五年里，四年在读书，一年全职，两年

兼职工作。最近仍在全力找工作。先前说过，我在美

读的不是名校，赴美前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我写这

篇文章谈不上指导，只是交流，希望能给刚来美国留

学的校友们一些帮助。同时也欢迎新老校友加我的

LinkedIn （Boshu Ru），我在求职路上不算成功者，

经验不多，教训不少，希望与诸位保持联系同时一起

交流找工作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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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厦大人在美国 
 

肖文强 （2011 届国际经济与贸易） 

 
WPI 和厦门大学 

 
2011 年六月厦大的凤凰花像往年一样开得那么艳，

暖暖的海风里不时响起拖箱滑轮摩擦着地面的声音，

学生们正用不同的方式告别这段青葱岁月。 

 
坐在建南大礼堂，朱校长在送给将来的社会栋梁

们以祝福和忠告前，回顾了一遍厦门大学的过去。萨

本栋，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1924 年入学麻省伍

斯特工学院（WPI 前身），1927 年获理学博士学位，

37年至 44年，八年时间呕心沥血在闽西山区建设厦

门大学。追随校长的精神，也是我最后选择伍斯特理

工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厦大入学时候要军训，军训快结束时候是中秋，

会有难得的休息和聚餐。美国秋季入学时候也差不多

是中秋，我看到发在 mitbbs 上厦大校友会中秋聚会的

消息，联系到同在伍村的校友叔叔，顺利找到厦门大

学新英格兰地区校友会。我没出过远门，佳节思亲情

更切，组织的活动让人有家的感觉，那个厦门大学的

家。聚会没有特别浮华的形式，没有矫揉造作的节目，

只是坐在一起分享厦大的记忆，了解厦大的近况，聊

聊在美的厦大人的生活。 

 
   厦门大学真是我们共同的起点和情感的归宿。 

 
美国的学习 

 
   WPI 很小，不过是厦大本部凌云到情人谷那么大。 

 
   在这里上课得格外集中精力，因为商院的教授要

么经常被学生们的讨论思路带走了，要么谈起自己之

前的实战经历总是滔滔不绝。一个模块往往不会在一

堂课里面覆盖得到，学生要求在上课前按照课程章程

进行准备，包括知识，案例和自己的思考。教授告诉

我们，课堂不是用来重复前人总结的想法和案例信息

的，我们要集中时间交换各自的思考和针对特定话题

进行讨论。一方面，即使一个学期三门课，我也需要

每天花非常多时间阅读分析案例，在论坛里和其他同

学进行课前课后互动，还需要抓紧时间完成个人和团

队的作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被逼迫地在课堂上积极

发言，提供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和经历给课堂去讨论。 

 
   在厦门大学念书时候，课余最重要的就是社团活

动，社团纳新，百团大战，一二九活动月等等都历历

在目。在美国一样除了兄弟会，姐妹会，各种专业性

的社团也是非常多。在导师的牵线下，我和几个同学

联系上美国运营管理协会，通过一个暑假制定章程，

向协会总部和学校递交申请材料，和学院院长讨论经

费支持，组建起 WPI 分会；之后通过 Networking寻求

各方面的支持，顺利带领协会去参观当地公司，参加东

北部最大的供应链管理大会，培训派送队伍去纽约参加

比赛，提供和公司管理人员讨论运营的平台。作为第一

任主席，我毕业之际有幸以出色的领导力拿到 Graduate 

of Last Decade (GOLD)奖。 

 

 

   在大多的商学院，小组合作会体现得非常明显，

而且不局限在课堂和校园里。在麻省有最顶尖的技术

大牛，有全美连续十几年排名第一的创业学，有各个

领域最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不断向加州输送的最具

革新的创业产品。在波士顿的剑桥，各个国家来的年

轻人都被聚集在一起，贡献出自己的强项，在共同的

目标一起协作，在前辈们的带领下勾勒着未来的情景。

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了真正年轻人的激情和未来社会中

坚力量的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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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活 

 

   秋天时候，枫叶覆盖了大部分新英格兰地区，悠

悠落下的红叶仿佛能在干燥的空气中摩擦出声音来。

驾着车走在乡间小道上，穿过一幅幅色彩缤纷的枫叶

油画中，很是让人陶醉；有时候一场暴风雨之后，横

跨连绵不绝的群山的彩虹更是增色不少。好山好水的

美国让单调的生活增色不少。 

 
   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听一位在美很久的台湾阿姨

说起年轻人的独立。在美国的年轻人有两件事要独立，

一件是通过赚钱经济上独立，一件是通过开车行动上

独立。2012年拿到驾照后，然后开始大胆地开车，开

过波士顿那两车道莫名其妙并成一车道的市中心；开过

费城市区和高速公路无缝连接的大道；为了和一华盛顿

大学小哥喝杯咖啡，穿过哈佛广场弯弯曲曲的建筑；为

了去一家韩国超市买好吃的开一个小时高速；为了看百

老汇歌剧，开过曼哈顿各种 One Way又禁止通行的下城

区；开过若干次暴风雪突袭的高速，各种打滑和害怕；

开过滨州大学的沃顿商院，路过自由钟；一口气横跨四

个州五百多公里从家开到美国首府附近。 

 

 
 
   融入美国社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仅是语

言和文化障碍。中国学生大多有自己中国人的圈子，

有时候会有一两个对中国好奇的美国人加入，所以不

管是在课堂上，社团活动中，还是在实际项目中，都

会有很泾渭分明的隔阂。所幸我在工作时候带我的意

大利裔美国老板和以为中国通老板对中国很有兴趣，

也很愿意带我多和美国人交朋友，一方面我能向他们

学习工作事务，另一方面我能很大地通过他们广泛的

人际关系，认识很多当地的朋友，更多地了解美国文

化，学习各种俚语。 

 
毕业 

 
   两年时间的项目时间很短，期间我们一直有受到

厦大校友会的帮助和支持。从开始时候找到家的感觉，

到校友们经常发短信发邮件问候，不时的联系，让我

们年轻的厦大学子在美国都依然很强烈地感受着厦门

大学的庇佑，从没有断过和厦门大学的连接纽带，也

维系着和其他校友们深厚的友谊。 

 

 
   在毕业之际时候，有幸请到美洲校友会会长陈玉

銮学长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学长在百忙之中还能抽

空来参加，我已是感动不已，没想学长还特地准备了

最美的鲜花和沉甸甸的毕业祝福贺卡，每次想到那个

情景我都无比自豪身为厦大人。学长的用心一直都让

我想起在 2011 年我们毕业典礼，厦门大学亲自一封封

邀请函邀请家长，让我们对家长三鞠躬的情节。厦门

大学的用心，关心照顾着在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厦

大人。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指引，我选择了厦门大学，追

随国立厦大第一任校长来到 WPI，联系上美洲校友会，

最后在美国认识了女朋友，她爸爸也毕业于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已经在我身上烙下磨灭不去的印记，唯有铭

记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像母校希

望我们做的那样，用自己毕生力量为校友会，母校，

以及社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才能不愧对厦门

大学的培养和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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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来源：中华家庭教育网 2013-09-19，作家刘继荣） 

 

[编者按：“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

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如果健康，如果快

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

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这是作家刘继荣的原话。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感动了无数网友，短短几天，

就被转发了 200多万次。许多人因为读到这篇博文，

而在心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愿天下的父母都来读一

读。] 

    女儿在班上，同学都管她叫 23号。 

  她班上总共有 50个人，而每次考试，女儿都排名

23。久而久之，便有了这个雅号，她也就成了名副其

实的中等生。我们觉得这外号刺耳，女儿却欣然接受。 

 

  （一） 

 

  老公发愁地说，一碰到公司活动，或者老同学聚

会，别人都对自家的“小超人”赞不绝口，他却只能

扮深沉。人家的孩子，不仅成绩出类拔萃，而且特长

多多。唯有我们家的２３号女生，没有一样值得炫耀

的地方。因此，他一看到娱乐节目那些才艺非凡的孩

子，就羡慕得两眼放光。 

  后来，看到一则９岁孩子上大学的报道，他很受

伤地问女儿：“孩子，你怎么就不是个神童呢？”女

儿说：“因为我爸爸不是神父啊！”老公无言以对，

我不禁笑出声来。 

  中秋节，亲友相聚，坐满了一个宽大的包厢。众

人的话题，也渐渐转向各家的小儿女。趁着酒兴，要

孩子们说说将来要做什么？ 

  钢琴家、明星、政界要人，孩子们毫不怯场，连

那个四岁半的女孩，也会说将来要做电视的主持人，

赢得一阵赞叹！ 

  １５岁的女儿正为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剔蟹剥虾，

盛汤揩嘴，忙得不亦乐乎。大家忽然想起，只剩她没

说了。在众人的催促下，她认真地回答：“长大了，

我的第一志愿是，当幼儿园老师，领着孩子们唱歌跳

舞，做游戏。” 

  众人礼貌地表示赞许，紧接着追问她的第二志愿。

她大大方方地说：“我想做妈妈，穿着印叮当猫的围

裙，在厨房做晚餐，然后给我的孩子讲故事，领着他

在阳台上看星星。” 

  亲友愕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老公

的神情极为尴尬。 

（二） 

 

  其实，我们也动过很多脑筋。为提高她的学习成

绩，请家教，报辅导班，买各种各样的资料。孩子也

蛮懂事，漫画书不看了，剪纸班退出了，周末的懒觉

放弃了。像一只疲惫的小鸟，她从一个班赶到另一个

班，卷子，练习册，一沓沓地做。 

  但到底是个孩子，身体先扛不住了，得了重感冒。

吊着点滴，在病床上，她还坚持写作业，最后引发了

肺炎。病好后，孩子的脸小了一圈。可期末考试的成

绩，仍然是让我们哭笑不得的２３名。 

  后来，我们也曾试过增加营养、物质激励等等，

几次三番地折腾下来，女儿的小脸越来越苍白。而且，

一说要考试，她就开始厌食、失眠、冒虚汗，再接着，

考出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３３名。 

  我和老公，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揠苗助

长活动。恢复了她正常的作息时间，还给她画漫画的

权利，允许她继续订《儿童幽默》之类的书报，家中

安稳了很久。 

  我们对女儿，是心疼的，可面对她的成绩，又有

说不出的困惑。 

（三） 

 

   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大家各自做了最拿手

的菜，带着老公和孩子去野餐。一路上笑语盈盈，这

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女儿没什么看家本

领，只是 开心地不停鼓掌。她不时跑到后面，照看着

那些食物。把倾斜的饭盒摆好，松了的瓶盖拧紧，流

出的菜汁擦净。忙忙碌碌，像个细心的小管家。 

  野餐的 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两个小男孩，

一个数理天才，一个英语高手，两人同时夹住盘子上

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愿平分。丰盛的

美食，源源不断 地摆上来，他们看都不看。大人们又

笑又叹，连劝带哄，可怎么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女

儿，用掷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 

  回来的路上，堵车，一些孩子焦躁起来。女儿的

笑话一个接一个，全车人都被逗乐了。她手底下也没

闲着，用装食品的彩色纸盒，剪出许多小动物，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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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孩子赞叹不已。直到下车，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

的生肖剪纸。听到孩子们连连道谢，老公禁不住露出

了自豪的微笑。 

（四） 

 

    期中考试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 

   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不过，他说，

有一件奇怪的事想告诉我，他从教三十年了，第一次

遇见这种事。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

上的哪 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女儿之外，全班同学，

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理由很多：热心助人，守

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得最多的是，乐观

幽默。班主 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她来担任班长。

他感叹道：“你这个女儿，虽说成绩普通，可是做人，

实在很优秀！” 

  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你快要成为英雄了。” 

  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我说：“老师曾

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

路边鼓掌……”她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英

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我猛地一震，默默地打量着她。她安静地织着绒

线，淡粉的线，在竹针上缠缠绕绕，仿佛一寸一寸的

光阴，在她手上，吐出星星点点的花蕾。 

   我心上竟是蓦地一暖。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

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

时渴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中的平凡人。

如果健 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

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长大成人后，

她一定会成为贤淑的妻子、温柔的母亲，甚至，热心

的同事、和 善的邻居。在那些漫长的岁月，她都能安

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父母，还想为孩子祈

求怎样更美好的未来。 

 

 

几岁是中年及中年 20 征兆 
 

（来源：英国每日邮报） 

 
53 岁才是中年的开始 

 

中年，突然变得好遥远！最新研究发现，53 岁才是中

年的开始，较以往认为 41岁就是中年人，晚了足足

12 年。而这 12 年的「青春」，则全拜预期寿命延长，

以及生活方式更健康所赐。英国个人护理服务供应商，

访问了 2,000名成人，发现： 

 

约 75%认为「年轻」和「年老」的界线越来越模煳  

约 80%觉得「中年」变得难界定  

约 80%认为「中年」关乎心态而非肉体  

逾 50%甚至认为已没有「中年」这回事  

50岁以上受访者中，近 50%未有「人到中年」的感觉  

踏入 50岁而觉得进入人生新阶段的人，比 30岁或 40

岁的人多两倍  

84%认为心境很重要，认为自己年纪大感觉自然会变老  

84%指快乐直接影响健康  

受访者认为老了之后，最可怕的是生病和记性差 

生活健康保青春 

调查员指出：「现今的人对『变老』的态度改变了，

年纪对心境的影响，越来越小。健康的生活模式有助

人心境青春，踏入 50岁也不觉得老。」 

人到中年 20征兆 

 

1）讨厌酒吧喧闹，宅在家里好过夜蒲 

2）不明白「年轻人」的谈话 

3）抱怨周身痠痛，弯腰会呻吟 

4）需要午睡 

5）完全说不出流行乐队或流行榜上歌曲名字 

6）搞不懂怎操作平板电脑和网络电视 

7）觉得警察/医生/教师看来很年轻 

8）被时下 MV 那种露骨淫荡风格吓坏 

9）买衣履注重舒适多于款式 

10）放假外出，会用保暖瓶带茶 

11）忘记人名，忘记眼镜/车匙放哪里 

12）爱上邮轮假期，最好是禁止儿童那种 

13）对园艺产生浓厚兴趣 

14）抱怨电视节目不如以前 

15）改听父辈爱听的电台和节目 

16）卖掉家庭车，改买跑车之类 

17）头发渐稀薄，眉毛、鼻毛和耳毛却变浓 

18）强迫性地执行废物循环 

19）小酌一杯红酒就唿唿大睡 

20）放假不赖床，宁愿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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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两依依 
 

谢 军 (88 届化学) 

 
(按：今年是８８届毕业２５周年，寄上一篇当年为８８届化学系毕业纪念册写的前言，望能发表在新一期会刊

上, 算是对海内外的老同学们问候 -- "别来无恙否？＂) 

 
光阴不返 

树木珍存密密的年轮 

良辰难再 

往事镂进历历的记忆 

 

茫茫人海 每一次邂逅都是个小

小的奇迹 

偶然还是注定 
我们人生之旅中一同印下这个站名 

是匆匆的风散淡的云 

是结伴的雁孤独的鹰 

芙蓉湖畔的故事里走入我和你 

有缘今生同行 

共度成长岁月的风风雨雨 

 

无心的风带走了吉它幽幽的旋律 

琴弦依旧痴痴地颤动 

不绝的余韵 

忘不了初次舞会滑步踏过的音符 

忘不了困难的实验尴尬的情景 

忘不了一杯香槟泛出脸上的红晕 

忘不了目光交融会意的瞬息 

在这菁菁校园里 我们认识了生

活塑造了自己 

 

人是多么复杂的有机体 

承受着幻想和现实的一次次撞击 

心与心渴望接近 

影与影却总若即若离 

几多未了的心事难圆的梦 

都已凝成了青春永恒的谜 

习惯了深思懂得了忍耐 

挫折和失意 

我们成长的催化剂 

是天真的老成抑或老成的稚气 

随心所欲挥洒 

青春这支奇妙的画笔 

浑不知流年逝去 

 

莫非时光就在这夜与夜的指缝里 

偷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明天不再拥有 

恼人的试题 

别出心裁的恶作剧 和 

漫山相思树醉人的绿 

 

莫非少年时憧憬复苏在心底 

今朝远行不过是 

昨天追求的继续 

生命又一次起飞 

去寻觅大展宏图的天地 

 

啊 校园的凤凰木 

你火一般的炽烈烘干了我酸涩的

柔情 

我燃烧了 

你却赠我 

落英的真实 

殷红的叹息 

人生这杯酒 

年少浅尝岂知其中味 

这就是别离 

是开始也是结局 

不须缠绵当此际 

 

若是有情 

呼唤一声 

沉默的青山也会远远地回应 

何必回首 

敞开胸襟 

斜阳下暖风自会将所有的日子拥

入你的怀里 

祈一个愿吧 

为了寝室里通宵的晚会沙滩上明

灭的篝火 

为了绵绵的雨季淡淡的闲愁 

为了初次失眠燃起的第一支良友 

为了四度中秋那四轮皎洁的明月 

为了 

曾经共同拥有的温馨 

只祈一个愿 

愿  

往事入梦 

旧情入梦 

故人常入梦 

 

再一次悄立岸边 

等待姗姗来迟的涨潮 

再一次傍依棕榈 

聆听悠悠回荡的钟声 

湿润的双眼溶化了一切的一切 

不知明朝的思念能否找到停伫的

枝头 

 

终归是去了 

飘然而去似一叶扁舟 

且让风鼓满征帆 

斩破万里波涛奔向遥远的天际 

抓住那初升的太阳挂在桅顶 

洒向云天是我们永远热烈的青春

激情 

任泪与笑一起迸发 

待梦想实现的时候 

一路困厄便显出意义 

 

(写于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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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书信往来:吴厚沂学长 5 月 30 日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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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书信往来:陈玉銮 7 月 26 日复函吴厚沂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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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厚沂学长 8 月 5 日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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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厚沂学长 10 月 10 日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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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外人才创业周将于 11 月上旬举行 
                            

各海外人才联络处（工作站）、海外留学人员社团及海外留学博士： 
 

为进一步吸引海外人才来闽创业和为闽服务，推动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福州

市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将于 2013 年 11 月上旬共同举办“2013 年中国 61

福建海外人才创业周”活动，主要有： 

 

（一）2013 年海外留学人员福建（福州）创业项目竞赛； 

（二）2013 年福建（福州）海外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暨创业项目投融资对接会； 

（三）2013 年福建（厦门）海外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会； 

（四）2013 年海外留学博士海峡西岸行； 

（五）2013 年泉州（晋江）海外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会； 

（六）2013 年高层次人才网络招聘会等。 
 

我们将根据 2013 年 福建省部分企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技术需求，围绕电子信息、石油化工、

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轻工纺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福建重点行业发展需求， 面向海外

征集高层次人才和项目；同时将征集的海外人才和项目分批向福建省内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创业园区等单位推介；经过推介和供需双方网上 沟通、对接，于 11 月上旬邀请一批有意

来闽创业、工作或开展智力服务且对接意向明确的海外留学博士，在福州、泉州、厦门等地召开人

才与项目专场对接洽谈会。 

我局将为参加活动的海外留学博士提供部分国际差旅补助，其中留学亚洲的每人补助 3000 元人

民币，留学亚洲以外的每人补助 5000 元人民币，并负责海外留学博士在闽活动期间的食宿交通等相

关费用。“2013 年海外留学人员福建（福州）创业项目竞赛”将另行向海外征集创业项目计划书，与

其他各项活动同属创业周系列活动，参赛者不重复享受国际差旅补助。 

请有意参加活动的海外留学博士直接登陆福建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门户网：

http//www.fjrs.gov.cn 或福建引进人才网：http//www.fjrs.gov.cn/fjrc，站内搜索下载《2013 年中国

61 福建海外人才创业周报名表》，详细填写此表，并附海外留学博士学位扫描文件，发送至

cyy@fjrs.gov.cn。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9 月 10 日。 

 

 

                                                 福建省公务员局  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  

                                                                                2013 年 5 月 14 日 

 

 

【报名】《2013 年中国·福建海外人才创业周报名表》可直接下载填写： 

http://www.fjrs.gov.cn/xxgk/cszy/slxrycyyglzx/gwgb/201305/t20130515_586366.htm 
 

【福建省引进人才相关网站】 

             http://www.fjrs.gov.cn/fjrc/  （福建引进人才网） 

             http://www.xmlx.gov.cn/（厦门留学人才网） 

             http://rc.fjzzb.gov.cn/index.htm(福建省高层次人才网） 

http://www.fjrs.gov.cn/xxgk/cszy/slxrycyyglzx/gwgb/201305/t20130515_586366.htm
http://www.fjrs.gov.cn/fjrc/
http://www.xmlx.gov.cn/
http://rc.fjzzb.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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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国签证新条例问答 
 

   2013年 9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

出境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1986年国务院批准施行

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将同时废止。

中国驻外使领馆亦将于 9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签证制度。

对即将实行的新签证制度，大家十分关注，并提出一

些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汇集具有共性的问题做以

简要回答，供大家将来申请签证时参考。 

     

1、为什么要调整签证制度？ 

  答：原有签证制度已经延续近 30年，已经不能适

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无法针对对外国人

入境后的管理提供执法依据。原有签证仅有 8 个种类，

既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服务。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确保外国人依法正常有序入出中国边境。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配套行政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立足中国国情，秉承服务与管理并重的理念，对外国

人来华签证制度进行新的规范。 

     

2、是否意味着签证政策收紧？ 

  答：科学管理一定是针对性更强。新制度实施后，

该紧的更紧，该松的更松，该便利的更便利。对具体

签证而言，可能开始有些要求会多一些，但随后可能

更便利。因此不能一言以蔽之，说政策收紧或放松。 

     

3、新签证制度怎样体现管理与服务并重？ 

  答：在规范管理方面，完善了签证制度；明确了不

予签发签证的情形；区分了停留和居留的界限；对签

证延期、换发、补发做出了规范；规定了外国人在中

国境内不得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明确

了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具体情形；对难民管理作了原则

性规定，并进一步细化了强制措施和法律责任。   

 在改进服务方面，增设了人才类和家庭团聚类签证；

规定可以为符合国家规定的外国人才、投资者和其他

符合人道主义情形的外国人提供停留变居留的便利；

完善了过境免签制度；从履行国际公约和人道角度考

虑完善了临时入境制度，并为放宽“绿卡”审批条件，

扩大免签范围等预留了空间。 

    

4、如何理解停留和居留？ 

  答：简单地说，入境逗留时间不超过 180天的，我

们称之为停留，超过 180天的，是居留。外国人持标

明停留期限（不超过 180天）的签证入境，无需到公

安机关登记，在合法的停留期内可以在中国境内活动。

如果在中国境内停留时间超过 180天，留学或工作或

探亲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发给相关居留的签证，这

类签证没有标注停留期，持证人入境后要在规定的期

限内前往公安机关换领居留证件。 

     

5、普通签证规定最主要有哪些调整？ 

 答：普通签证保留了原有 8 个基本签证类别，同时

为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吸引外籍高层次人

才并为广大海外华人提供入境便利，增设了 R字（人

才类）、M字（商贸类）、Q系列（探亲类）和 S系列

（私人事务类）等 4类签证，并根据外国人在华停留

时间长短，以阿拉伯数字 1和 2对部分签证类别进行

了进一步划分，1为长期，2为短期（180天以内）。 

     

6、如何知道自己应该申请哪一种签证？ 

  答：新制度的签证类型虽然增加，但对入境目的区

分还是很清晰的，容易判断。比如 F是发给交流、访

问、考察人员；J是发给记者；L是发给旅游者；M给

商贸人员；Q给中国家庭探亲人士； S给外国家庭探

亲人士；R给国家特需人才；X给来华留学人员；Z给

来华工作人员。 

     

7、驻美使馆审理签证申请时要留存人体生物信息吗？ 

  答：新法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可依法留存指纹等信

息，并确保存储、使用安全。采集、存储出境入境人

员指纹、面相等人体生物信息，在出入境管理时进行

比对，可以有效甄别出境入境人员身份，对加强出境

入境管理、保障国家安全和便利人员通关有积极意义。

美国是较早采用留存入境人员生物信息的国家之一，

在降低犯罪和便利通关方面已经显示出成效。中国在

新签证制度实施初期，在采集生物信息方面，将循序

渐进，逐步铺开，目前，驻美使馆还没有采集和留存

人体生物信息的时间表。 

     

 8、新签证制度实施后还能用旧签证申请表吗？ 

  答：为配合新的签证制度实施，自 2013 年 9月 1

日起，签证申请人须填写 2013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签

证申请表》(点击下载)。有关表格可从《中国领事服

务网》和各使领馆网站下载。需特别注意的是，新签

证表需用电脑打印，内容填写要完备，不接受手写和

内容不全的表格。 

     

9、为何要坚持和完善邀请函制度？ 

  答：邀请函是签证审发的重要参考依据，查验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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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是世界各国在签证审查过程中的通行做法。随着中

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邀请外国人来华主体日益多元化，

已不能仅限于“被授权单位”这一范畴。为此，法律

规定，中国境内单位和个人均可为外国人签发邀请函，

但必须对邀请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驻外使领馆将加强对邀请函件的核实，对

提供虚假邀请的予以拒签，并将有关情况向国内主管

部门通报。 

     

10、申请签证一定要接受面谈吗？ 

  答：新条例规定，面谈是签证审核把关的重要环

节和手段，也是世界各国在签证审发领域的通行做法。

法律规定以下 4种情况应按照驻外签证机关要求接受

面谈：   

  ●申请入境居留的；   

  ●个人身份信息、入境事由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曾有不准入境、被限期出境记录的；    

  ●有必要进行面谈的其他情形。   

  驻外使领馆目前不要求所有申请人都接受面谈，

但一旦被要求，须予配合。 

     

11、为什么拒发签证还不告诉原因？可以要求签证官

说明拒签理由吗？ 

  答：签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要手段。国家基于主权原则，可自主决定是否接纳

或以何种条件接纳外国人入境，这也是国际社会的通

行做法。为此，法律规定了 6种可不予签发签证的情

形，并进一步规定“对不予以签发签证的，签证机关

可以不说明理由”。 

     

12、哪些人可获 Q 字签证？ 

  答：Q字签证是专为满足广大海外华人回国探亲

的需求设计的，并根据申请人入境停留期限，分为 Q1

和 Q2 两个具体类别，Q1是居留签证，Q2是短期停留

签证。当然，Q系列签证签发对象主要是中国公民的

亲属，但同时也将发给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

国人的亲属，这是为了体现国民待遇。 

     

13、申请 Q字签证需要哪些材料？ 

  答：申请 Q1 字签证，因家庭团聚申请入境居留的，

应当提交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

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因寄养

等原因申请入境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Q1

签证持有人入境后，可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

理家庭团聚类居留证件，居留证件有效期为 180天至

5 年，外国人可凭此居留证件出境、入境及在华居留。   

  相对于 Q1 字签证，Q2 字签证的签发对象和签发

条件更加宽松，即只要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

之亲属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之亲属，都

可以申请短期探亲签证，且仅需要提供居住在中国境

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出具的邀

请函件以及邀请人的有关身份证明信息。Q2字签证停

留期最长可达 180 天，停留期满后还可向停留地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延期。驻外使领馆将根据申

请人诉求为其签发多年多次入境签证。 

     

14、S系列签证也有探亲事由，如何与 Q系列区别？ 

  答：新增 S（私人事务类）系列签证也存在探亲

事由，只不过 Q系列签证的签发对象主要为中国公民

的亲属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亲属，而

S系列签证的签发对象主要为在华工作、学习的外国

人的亲属。   

  S1字签证颁发对象必须是“因工作、学习等事由

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的配偶、父母、未满 18周岁

的子女、配偶父母”，S2 字签证则为“因工作、学习

等事由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

两者也有区别。   

  此外，S系列签证还包括婚姻、继承、诉讼、医

疗等签证机关认为合理的事由。 

          

15、M字签证与 F字签证有何区别？ 

  答：M字签证系从原 F字签证中分设出来的新类

别，主要是将原 F 字签证中“商贸类人员”剥离出来，

以便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管理。M字签证签发对象主要

是来华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外国人。外国人申请 M

字签证，应当按照签证机关的要求，提供中国境内商

业、贸易合作方出具的邀请函，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签

证机关核查申请人来华事由的真实性。 

     

16、什么人可以申请 R字签证？ 

  答：申请 R字签证，应当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

进条件和要求，如纳入中央“千人计划”的外籍高层

次人才，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R字签证

持有人入境后，凭签证标注的停留期在华停留，如需

在华长期居留，则可向区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直接申请相应的居留证件。 

     

17、赴华短期学习、实习人员申请何种签证？ 

  答：依照新规定，对来华学习不足 6个月者不再

发 F字签证，应改为申请新增的 X2字签证。   

 

（原载 http://us.china-

embassy.org/chn/qzfw/zytz/t1067654.htm ）

http://us.china-embassy.org/chn/qzfw/zytz/t1067654.htm
http://us.china-embassy.org/chn/qzfw/zytz/t10676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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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财务报告 
丁俊琪 (85 届化学) 

 

和往年一样，今年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继续资助母校自强奖教、奖学金以及“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得奖名单及收据见母校来信。 

 

Date Item Beginning 
Balance 

Income 
(US $) 

Expense 
(US $) 

Ending Balance 
(US $) 

1/1/2013 From last year 42,877.07   
 

4/29/2013 Scholarship for 

2013 

  (5090)* 
 

4/29/2013 Intermediate 

Banking fee 

  (35) 
 

4/29/2013 Wire fee   (35) 
 

5/31/2013 
Interest  559.78  

 

7/1/2012 
Balance Forward    

$38,276.85 

 

*奖学金总额为$5100。中转银行（纽约的中国银行）今年提高了中转费（从往年的$25 提高到$35），

这笔费用承办银行从来无法预先知晓，所以我们仍按$25 估算，实际汇出的$5125 厦大实收$5090，还欠厦大

$10，明年补上。奖学金总额为$5100 包括: １、自强奖 4 名 每人 400 美元，小计 1600 美元; ２、曾玉山奖

学金８名每人３７５美元, 小计３０００美元; ３、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1 名５００美元, 小计５００美元。 

 

母校关于“自强奖教奖学金”的来函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我校 2013 年校庆奖教金、奖学金评选工作已经顺

利结束，并于 4 月 6 日在“厦门大学建校 92 周年庆祝大

会”上为获奖者颁奖，现将“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厦

门大学自强奖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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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26 日 

 

 

附： 

一、“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获奖者名单（共 2 名，每名

奖励 500 美元；奖励金额中的 400 美元由美洲校友会

提供，100 美元由厦门大学提供） 

黄宏伟（数学科学学院） 

单文力（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二、“厦门大学自强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共 2 名，每名

奖励 400 美元） 

向路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 

张东旭（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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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教育研究院关于“阮康成教育学

奖学金”来函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我院 2013年校庆“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评选工

作已顺利结束，并于 4月 6日在“庆祝厦门大学建校

92周年暨教育研究院奖教奖学金颁奖大会”上为获奖

者颁奖，现将获奖者名单发送给贵会以备查询。 

再次感谢贵会、阮康成先生家属长期以来对我院教

育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13年 5月 2日 

 

附：“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共 1人，奖

励 500 美元）张玲（2010 级 教育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 

 

“阮康成奖学金”获奖者感言 
 

我是张玲，来自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的一个普通家

庭。自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我

做人做事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想要取得好成绩，

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踏

实肯干。正是坚持着这份信念，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一直担任班干部，得到了老师和同

学的普遍认可。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班主任王老师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建议，他从我的性格、能力、分数

等方面综合考虑，建议我填报山东师范大学，最终我也

幸运的山师教育学院录取。 

 

教育学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这里不仅

有许多博学多才的老师，而且我周围的同学也个个身怀

武艺、非常优秀。进入大学之后，我认真学习了教育学

的课程知识，逐渐了解了教育学这门专业，也打好了坚

实的教育学学科基础。在大一、大二前两年，我的成绩

连续三次位列全班第一，在魏巍老师的指导下，大三时

我所在的团队获得了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大赛山东省特等奖、全国三等奖的好成绩。

可以说，正是这次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继续考研求学的

种子。大三时我分别在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山东省

济南卫生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在讲课兼代班

主任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但

是自己原有的知识并不能有效的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令

我非常苦恼。由于潘先生在高等教育界的崇高地位，加

上我中国教育史的老师多次提到刘院长，我对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心生向往。实习结束之后，经过深思熟虑，

我决定考研。 

2010 年 9 月，我来到了享有“南方之强”美誉的厦

门大学，进入了国内高等教育学发源地，全国高等教育

学重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这里既有高等教育学

学科创始人，九十多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又有着刘海

峰、邬大光、史秋衡等众多知名教育专家。他们的辛勤

授业，使我的高等教育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至今张

亚群老师的博古通今、王洪才老师的严谨求实依然让我

印象深刻。更庆幸的是，我能够成为学术新星覃红霞老

师的弟子，在这三年中，覃老师亦师亦友，在生活上，

她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了我很多开导和建议，树立了我关

于未来生活的基本榜样；在学习上，覃老师对我要求严

格并寄予厚望，在每一次的作业和课题研究中都给了我

很多启发，让我在高等教育这条道路上走的轻松且深远。

除了教育学理论的进步，我的心理学知识和实践也得到

了很大提升，钱兰英老师的授课给了我很大启发和鼓励，

并且从研二开始，我一直在厦大心理咨询中心担任助理，

从各位咨询师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珍贵的经验。 

阮建如博士及阮康成教授，重教兴学，广播恩泽，

倾囊资助有志于从事教育学科学习、研究的莘莘学子，

令我等后学钦佩之至。作为一名教育学硕士生，本人十

分有幸能有此机会沐浴阮氏之教泽。晚辈后学必将铭记

感恩，矢志不渝地热爱教育学科，并且希望日后也能在

这一学科继续耕耘。(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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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留美校友名单 
 (2013 年 8 月任冶静校友联络确认) 

 

姓  名 在校系别 联  系  方  式 

陈  超 软件工程 wolf1st@126.com 

陈缪思 音乐系 miaosi611@gmail.com 

陈齐辉 王亚南经济院 Qhchen85.cn@gmail.com 

陈雪丹 广告学系 cxd.crystal@gmail.com  

陈志  化学系 352421642@qq.com 

程冰然 海洋学系 cassiecbr@gmail.com 

程  蕙 统计系 chenghui516@gmail.com 

池  浩 金融系 l_i0sa@163.com 

戴  颖 计统系 Yale  

邓晓丹 国际关系学院 denisedeng@gmail.com 

杜谷倩 统计系 micki_q@hotmail.com 

冯雅荣 统计系 tracy198912@gmail.com 

付晓雯 化学系 fxw8954@gmail.com 

胡  宇 应用数学系 yu.joshua.hu@gmail.com 

黄  妍 社会学系 fantasyhy@gmail.com 

季  力 物理学系 nmgjili@gmail.com 

贾鹏磊 航空系 pljia.sunelf@gmail.com 

揭  成 统计系 cj2366@columbia.edu 

金浩玥 金融系 haoyuehope@gmail.com 

金  然 应用数学系 773-814-0045  

林  枭 生物学系 fubupingci4444@hotmail.com 

林星程 物理学系 Xingcheng.Lin@rice.edu 

刘  允 化学系 812-369-1409  

陆  彤 统计系 Tong.Lu1988@gmail.com 

罗  树 统计系 luoshu.7@gmail.com 

罗  云 统计系 dtcsnakely@gmail.com 

蒲  坤 英语系 sandypu0428@gmail.com 

邱  天 金融系 qiu30@purdue.edu 

任冶静 统计系 serenaren2011@gmail.com 

桑雨聪 应用数学系 sungyucong2009@gmail.com 

申  婷 财务学系 shentingemma@qq.com 

沈  鹏 航空系 pengshen_max@me.com 

孙叶楠 计统系 shadowynsun@gmail.com 

田玉龙 广告学系 217-979-8032  

王靓妮 护理学系 19267739@qq.com 

王  雪 化学系 850-524-6768  

魏尔默 软件工程 nosyndicate@gmail.com 

夏文韬 英语系 xiawtde@gmail.com 

肖文强 国贸系 wxiao1130@gmail.com 

谢  睿 物理学系 rhyme49@gmail.com 

闫  闻 新闻学系 Washington DC  

杨  春 物理学系 yang2007chun@gmail.com 

杨迪慧 新闻学系 573-489-3969  

杨  凝 化学系 ningyangyn7@gmail.com 

殷  犁 宏观经济研究 ly265@cornell.edu 

郑学瑶 海洋学系 zxyyaoyao@gmail.com 

朱嘉雯 应用数学系 susanzjw@foxmail.com 

邹文静 旅游/酒店管理 wenjingzou950@gmail.com 

张  讯 统计系 213-327-9135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汪德耀王文铮生命科学 

奖学金财务报告 
 

    以下是 2012年 11月 30 日至 2013年 8月 31

日本基金会财务活动的总结报告： 

1. 捐款：这一期间，本基金会共收到 2笔捐款:刘

丹（Lulu Liu）200加币, 郑立谋 $1000。本

基金会感谢上述两位学长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2. 开销支出： MERRILL LYNCH 年度管理费$80，

2013年度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奖学金

$2460,转帐费用$40,总支出$2580。本会自成立

以来奖励学品兼优的清寒学生共计 58名。 

3. 财务现状：2012年 11月 30日基金账号余款为

$62，237.25, 人民币帐号 RMB￥16,500。2013

年 8月 31日美元账号余款为$65,963.5，人民

币帐号 RMB￥16,500。本会美元存款和共同基

金投资由康州  Merrill Lynch New Haven 办

事处管理，人民币存款由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代为管理。 

 

    本基金会希望广大校友继续关心和支持本会的

各项工作,校友中如有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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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捐款的学长寄一份收据的复印件给本

会财务李里焜，信件请送：Lik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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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1 Fall Branch Ln., 

Pearland, Texas 77584 (telephone:  713-563-

9001 (0), 281-466-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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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财务：李里焜

（2013年 9月 14日）

mailto:likun_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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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January 20, 2013 - September 25, 2013 ) 

 

詹世利（校友会财务） 
 

收支总表 
     Reporting Period Balance Sheet 

From To Beginning Income Expense Ending Balance 

1/20/2013 9/13/2013 $16,000.76 
   1/20/2013 9/13/2013 

 
$7,270.00 

  1/20/2013 9/13/2013 
  

($3,624.36) 
 1/20/2013 9/13/2013 

   
$19,646.40 

 

开支明细表 
     Name 中文姓名 Amount Note: 

Yu-Luan Chen 陈玉銮 $23.84 New Year Cards 

Yu-Luan Chen 陈玉銮 $273.65 欢迎母校生科院餐费 

Yu-Luan Chen 陈玉銮 $9.38 Postage for sending New Year Cards 

Shili Zhan 詹世利 $8.86 Paypal fee Expense (3/1/2013-5/3/2013) 

Shili Zhan 詹世利 $2,070.00 Earthquake donation to Sichuang Alumni Association 

Shili Zhan 詹世利 $45.00 Earthquake donation wire fee to Bank of America 

Shili Zhan 詹世利 $36.30 Paypal fee Expense (5/4/2013-9/13/2013) 

Zhidong Fu 傅志东 $893.15 Newsletter 59 Printing and Postage 

Yu-Luan Chen 陈玉銮 $264.18 Newsletter 59 Postage etc 

Periodic Total Expense: $3,624.36 
  

收入明细表 
     

Name Dept & Year Amount Annual Fee Donation Note 

Lieng Huang Lee 
 

$50.00 $20.00 $30.00 
 陈玉銮 85 化学 $100.00 $20.00 $80.00 
 

赵可仿/辛雅利 83 国贸 $100.00 $30.00 $70.00 
 Jing Liu 

 
$100.00 

 
$1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许月红 82 化学 $100.00 
 

$1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Waters Corporation (许月红) $100.00 
 

$1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Match 

谷胜 95 化学 $100.00 
 

$1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Biogen Idec (谷胜) $100.00 
 

$1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Match 

谷胜 95 化学 $100.00 $20.00 $80.00 
 Wanxiang Zhang 

 
$50.00 $20.00 $30.00 

 程灿东 97 物理 $20.00 $20.00 
  BOYA ZHEN 

 
$20.00 $20.00 

  尹  毅 85 生物 $500.00 
 

$5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朱奎炯 83 计统 $20.00 
 

$20.00 Earthquake Donation 

程灿东 97 物理 $500.00 
 

$5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范义鸣 95 财金 $300.00 
 

$3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曾翔飞/林斌 82 化学 $50.00 
 

$50.00 Earthquake Donation 

岑  辉 84 生物 $100.00 
 

$1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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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銮 85 化学 $200.00 
 

$200.00 Earthquake Donation 

陈承煜 46 会计 $20.00 $20.00 
  Ningning Ma 

 
$20.00 $20.00 

  丁俊麒 85 化学 $50.00 $20.00 $30.00 
 吴厚沂/陈梅卿 46 教育/会计 $100.00 $30.00 $70.00 
 苏林华 48 机电 $50.00 $20.00 $30.00 
 陈振苍 47 土木 $20.00 $20.00 

  黄士煌 47 机电 $20.00 $20.00 
  Haitao Zheng 

 
$30.00 

 
$30.00 

 王似凡 92 化学 $100.00 $20.00 $80.00 
 陳翔娜 81 化学 $100.00 $20.00 $80.00 
 陈建敏 87 生物 $50.00 $20.00 $30.00 
 林  今 82 生物 $100.00 $20.00 $80.00 
 许哲行 94 海洋 $50.00 $20.00 $30.00 
 黄辰 81 化学 $150.00 $20.00 $130.00 
 厦门市特别捐款 $3,800.00 

 
$3,800.00 

 小计 （2013 年 9 月 13 日） $7,270.00 $420.00 $6,850.00 
 

     2013 年 1 月 19 日余额 $16,000.76 
   

     2013 年 9 月 13 日余额 $19,6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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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idong_fu@yahoo.com 678-522-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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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李庆顺 （83生物） liq@muohio.edu 513-529-4356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成员名单 

（2012-2014） 
 

理事长 (兼新英格兰会务)： 陈玉銮 （85 化学） yuluanc@yahoo.com 508-361-7203 

副理事长（兼秘书及北卡会务)： 李 彤 （87 中文） 
 

ms.tongli@yahoo.com 
 

919-360-6475 

副理事长（旧金山会务)： 陈 强 （82 化学） qiangc@gmail.com 408-830-9468 

理事（财务兼大华府会务） 詹世利 （89 生物） zhan0089@gmail.com 703-980-3341 

理事 (休斯敦会务): 蔡李波 （88 海洋） lbcai2007@gmail.com 713-304-5214 

理事 (加拿大温哥华会务): 陈 勃 （86 外文） bochen64@hotmail.com 604-872-8738 

理事 (弗罗里达会务) 方志辉 （91 外文） zfang@coe.ufl.edu 352-328-1877 

理事 (波士顿会务): 谷 胜 （95 化学） gusheng@gmail.com 857-998-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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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 (芝加哥会务): 刘大为 (86 计算机) davidliu64@yahoo.com 630-853-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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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 (加拿大多伦多会务): 王宝华 （83 化学） brucewangbh999@gmail.com 905-770-0436 

理事 (大华府会务): 苏鸿波 （84 化学） hongbosu@yahoo.com 301-528-8329 

理事 (大纽约会务): 许文秀 （92 外文) wenxiu@optonline.net 973-570-6075 

理事 (大纽约会务): 于建文 （89 物理） yujianwen@hotmail.com 917-939-2168 

理事 (亚特兰大会务): 赵可仿 （83 外贸） k2zusa@gmail.com 404-797-9379 

理事 (洛杉矶会务): 郑则甦 （82 经济） zheng555@yahoo.com.cn 626-376-8993 
 

联系方式/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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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ww.xmuaaa.org 

 

交纳校友会会员费或捐款: 美国 ( Payable to XMUAAA ) Mailing Address:  Mr. Shili Zhan, 13345 

Regal Crest Dr., Clifton, VA 20124 (也可在网上用信用卡直接付款: http://www.xmua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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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UAAA） 另请注明 Deyao Wang Life Science Scholarship Fund 

Mailing Address:  Likun Li, 3910 Clarestone Drive, Pearland, Texas 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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