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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  

www.xmuaaaa.org                                                                                                                     info@xmuaaa.org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2014年双年会通知 

厦大美洲校友会订于 10月 3日至 5日在美国芝加哥市举办 2014年度双年会暨庆祝美洲校友会成立

30周年。我们将在双年会上举行新一届理事会换届交接仪式, 总结校友会过去两年来的工作，进行校

友职业发展、创业、海归等方面的经验交流, 探讨校友会今后工作的发展方向。届时母校及总会领导也

会向大家介绍母校近年来的办学成就以及最新发展动向，海内外兄弟校友会的嘉宾代表会和我们分享交

流各地校友会的成功经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时间：10 月 3日至 10 月 5日  
 

2. 会议地点及酒店：芝加哥近郊/Oak Brook的希尔顿酒店  

Hilton Chicago/Oak Brook Hills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3500 Midwest Road, Oak Brook, Illinois, 60523 USA TEL: +1-630-850-5555  

Hotel website：www.oakbrookhillsresortchicago.com/ 
 

酒店订房：请直接打电话到酒店预订并告知 Discount Code: Amoy University 

  价格 $109/night (+11% Tax); Reservation Deadline: 09/19/2014 
 

其它附近酒店信息：附近有两家经济酒店与状元楼餐馆紧邻，只需一分钟步行可到。 如需要，请直接与酒店 

预定。http://www.bestwesternoakbrookinn.com/    http://westmont.clubhouseinn.com/ 
 

3.聚会日程安排： 

10 月 3日下午及 4日上午入住酒店及报到 

10 月 4日上午 10:00 – 11:30校友自由交流 

10 月 4日下午 1:00 – 3:30主题会议 

   内容：开幕式，唱校歌，会务报告，理事会换届交接，母校/总会领导讲话，来宾代表讲话等 

10 月 4日下午 3:40 - 5:30 专题报告及交流（求职讲座，经验交流，青年论坛等） 

10 月 4日下午 5:30 - 6:15校友自由交流 

10 月 4日下午 6:30 - 10:00 晚宴及联欢（餐费$20/人） 

10 月 5日芝加哥自助游  
 

4. 晚餐 (距离会议酒店 3-5分钟车程)：Yu's Mandarin Restaurant （状元楼）  

  餐馆地址：665 Pasquinelli Dr, Westmont, IL 60559  

   Tel:  1-630-325-7800 

   website: http://www.yusrestaurant.com 

 

5. 登记注册：请于 9月 25日前在校友会网站直接报名. http://www.xmuaaa.org/ 
 

6. 本届联谊会筹集人： 

 
刘大为 (86 计算机)  Tel:  1-630-853-1271 email: davidliu@wwshipping.net 

 骆  胜 (86 海洋) Tel:  1-847-372-1627 email: logansluo@gmail.com  

     许盛强 (07 数学) Tel:  1-312-404-0210 email: shengqiang.xu@gmail.com 

     陈玉銮 (85 化学)  Tel:  1-508-361-7203 email: yuluanc@yahoo.com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illinois/hilton-chicago-oak-brook-hills-resort-and-conference-center-CHIBHHH/index.html
http://www.oakbrookhillsresortchicago.com/
http://www.bestwesternoakbrookinn.com/
http://westmont.clubhouseinn.com/
http://www.yusrestaurant.com/
http://www.xmuaaa.org/
mailto:davidliu@wwshipping.net
mailto:logansluo@gmail.com
mailto:shengqiang.xu@gmail.com
mailto:yuluanc@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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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建校 93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4-04-06） 

 

 
 

  4 月 6日上午，学校在建南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建校 93周年。校领导、院士、海内外校友、嘉宾、

师生代表共两千多人参加大会。大会上，学校接受了一批社会捐赠，表彰了翔安校区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

了 2014 年校庆“南强杰出贡献奖”等各项奖教金、“嘉庚奖章”及各项奖学金。 

  8 时 30分，校庆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领导和来宾有：校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朱崇实，校原党委书记、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

杰，中国科学院院士田昭武、唐崇惕、黄本立、赵玉芬、张统一，著名经济学家邓子基，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

嘉里集团主席郭鹤年先生代表叶龙蜚、中国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钰涵，马来西亚 IOI集团执行主席、丹斯

里拿督李深静，厦门大学附属眼科中心董事长苏庆灿、厦门海澳集团有限公司郑金泉、厦门日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南存钿、香港道德会会长何腾、副会长徐煜全、香港道德会内地扶贫助学总督导张宪民，香港道德会董

事麦森，马来西亚 YTL集团董事主席、丹斯里拿督杨忠礼，马来西亚金狮集团董事长、丹斯里拿督钟廷森，马来

西亚顶级手套执行主席、丹斯里拿督林伟才，马来西亚华总总会长、丹斯里拿督方天兴，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

会长、拿督林国璋，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署理总会长、拿督戴良业，马来西亚锦记五金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拿督

方天福，马来西亚雪兰莪永春会馆顾问、拿督李平福，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金门大学校长李金振、俄罗斯

国立莫斯科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瓦列里·马卡洛夫（Valery Makarov）、俄罗斯当代著名雕

塑家格里高利·波托茨基先生（Grigory Pototskiy），校主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曾外孙曾文正，厦门大学

菲律宾校友会名誉理事长邵建寅，我校校友、菲律宾著名实业家佘明培先生夫人佘施淑好，福建省侨办原主任曾

晓明，我校原校长、“田昭武学科交叉奖励基金”代表林祖赓、工行厦门市分行副行长曾桂华、中行厦门市分行

副行长吴文萍、建行厦门市分行副行长黄惠玲、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奕培、厦航副总经理蔡城堡、厦

门象屿集团总裁陈方、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潘金龙、宜信财富投资理财部区域总经理陈永旗、望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思东、厦门市立方艺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戴茹萍、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谢志刚、福建省黄仲咸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助理刘清影、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康永松、“张亦春奖教奖

学基金”理事会代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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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海内外校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

愿，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厦门大学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朱崇实还代表学校向所有为翔安校区建设付出心血和汗水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向今年“南强杰出贡献奖”获

得者田昭武院士、唐崇惕院士、邓子基教授、潘懋元教授，“嘉庚奖章”获得者、化学化工学院 2010 级博士生

朱从青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为实现厦大梦而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模范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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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崇实说，厦门大学在 93年的发展中，始终得到社会各界的无私关爱、支持与帮助。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

一种“爱”，才使得厦门大学有大楼、有大师，还充满了大爱的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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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崇实指出，93年前，陈嘉庚先生由马来西亚回国创办厦门大学，93 年后厦门大学将在马来西亚建设校区

开办分校。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厦门大学感恩之情的必然表露。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的建设，得到无数

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正在积极而有序地向前推进，厦门大学一定

不辜负各位的期望和嘱托，一定要把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建成马来西亚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为马来西亚和东南

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为中马友谊的不断发展添砖加瓦。 

  朱崇实最后说，今天，厦门大学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面对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机遇，每个厦大人都

应该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厦大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牢记“自强不息、止于至

善”的校训，弘扬厦大特有的“爱国、革命、自强、科学”四种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定自信、奋勇争

先，为全面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而努力奋斗。 

  大会举行了捐赠仪式。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赖虹凯宣读关于表彰翔安校区建设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决定。学校授予厦门大学

翔安校区建设指挥部“突出贡献单位”奖，李初环等 3人“突出贡献个人”奖，后勤集团翔安校区绿化项目部等

2个单位“优秀单位”奖、陈荣生等 8人“优秀个人”奖，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 4个单

位“优秀参建单位”奖。 

  副校长邬大光宣读 2014 年度各项奖教金、嘉庚奖章、各项奖学金的获得者名单。获得“南强杰出贡献奖”

的是田昭武院士、唐崇惕院士、邓子基教授、潘懋元教授。学校对“《长征组歌》赴新马交流演出团”、厦门大

学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代表团、雏凤团队（获 2013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最高奖“高教社杯”

奖）、化学化工学院 2010 级博士生朱从青给予通令嘉奖，其中，朱从青获得“嘉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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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英国纽卡斯尔

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代表和嘉宾；校领导、机关各部门、各学院和研究院的负责人

和师生代表。（文:陈浪 图:潘万华） 

 

2014 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欢送 7670 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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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0-21日，学校在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四场 2014 届毕业典礼，欢送今年毕业的 4558 名本科生、

2817名硕士生、295 名博士生。校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朱崇实，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建发，校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赖虹凯，校党委副书记林东伟，副校长邬大光、叶世满，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校长助理李初环、

邱伟杰等出席毕业典礼。校长助理张建霖、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陈支平、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翁君奕，自然科学学

部主任、中科院院士万惠霖分别主持各个场次的毕业典礼。 朱崇实校长致辞，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圆满毕业、

即将踏上新的人生旅程的 2014届毕业生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福！向所有为你们的成长付出辛

劳、默默奉献的师长、亲人和朋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朱崇实今年与毕业生分享的是主题是

“担当”。他说，在厦门大学 90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担当”二字已经融入厦大人的血液之中，“担当”二字

已经成为厦大人的精神追求。（根据厦大新闻网，2014-06-21新闻整理。《担当，是一种使命》见下文 ） 

担当，是一种使命 
                          朱崇实校长 （来源：《光明日报》 2014-06-30） 

 

 

   凤凰花开，骊歌唱响。每到这个季节，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我跟每位老师一样，心中总会生出一种难

以言说的复杂情愫。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与学生代表座谈，他的通篇发言充满了对中国青年

一代的期望和关爱，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担当”二字，我的一个体会是，他对当今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最

大期望，是期望你们都能成为勇于担当、敢于担当的一代；期望你们学会担当社会责任，能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历史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担当”二字，对于厦大人而言从不陌生，因为厦大历史上从来不乏敢于担当之典范。陈嘉庚 17岁时远渡南

洋谋生，历经艰辛，经过几十载的奋斗事业有成。陈嘉庚事业有成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祖国。当时祖国正处在

危难之中、亡国边缘，陈嘉庚怀着救国之志，创办集美学村、创办厦门大学。在为厦门大学建校募捐的大会上，

他个人一次认捐 400 万洋银。后人把陈嘉庚创办厦大誉为“倾资办学”，也誉为“毁家兴学”。陈嘉庚这样的一

种作为，就是一种担当，这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   

  1921年，年仅 16岁的罗扬才从广东考入集美师范学校就读，1924 年师范毕业又考入厦大预科，第二年预科

毕业升入本科。在当年，能够成为大学生的可谓是凤毛麟角、人中豪杰。但年轻的罗扬才更多的是看到社会的黑

暗，因此，他抛开个人的似锦前程，为理想奋斗、抗争，反饥饿、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1927年 5月 23

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 22岁。罗扬才的这样一种作为，就是一种担当，这是一种对理想对信

念的担当。   

  我们厦大人还熟知王亚南。王亚南在 20世纪的 30 年代就开始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1938 年，他与

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资本论》的全译本。20

世纪 40 年代，他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长期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

一。我想，在座的各位同学都知道，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公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这是需要

多大的勇气！王亚南的作为，就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对科学对真理的担当。   

  同学们，你们是肩负重任的一代。因为你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将在你们

这一代人手中实现，要依靠你们这一代人去实现。因此，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对于在座的各位就有着更重的分

量、有着更高的期望！ 

  一个人在成年之前，他（她）理所当然地要得到他人更多帮助与照顾，一个人在成年之后，他（她）也就理

所当然地要更多地帮助和照顾他人。在座的各位能有今天的成长，是家人、朋友、师长、学校、国家、社会给予

你们帮助和哺育的结果。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每一个帮助过你们的人，你们要常怀感恩之心，要有大爱情怀，当

他人、社会、国家有需要时，你们要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伸出双手、贡献力量。我由衷地期望，在你们的人生

字典中，没有冷漠、无情和懦弱，热情、勇敢和善良是你们的本色。我由衷地期望，不论何时、何地、何人需要

帮助，伸出双手去相助的，肯定有厦大学子的身影。（载于 2014年 6月 30日《光明日报》第 5 版“毕业季•校

长致辞”栏目。本文为朱崇实校长 6月 20日在厦门大学 2014 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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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实再次连任厦大校长 
                                                                （2014-06-06 厦门日报 记者 佘峥) 
 

    国务院昨日任免一批大学校长，朱崇实继续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这也是朱崇实连续三届就任厦大校长。大学

校长一任一般为五年。朱崇实 2003年被任命为厦大校长，2009 年继任。 

    今年 60 岁的朱崇实出生于福建建瓯，1978年考入厦大经济系，之后留校任教至今。 

 

爱管小事的校长：要求厦大厕所要备卫生纸 

    在厦大，朱崇实以爱管“小事”而著称。据说有人曾给朱崇实提意见: 作为一校之长，要集中精力管大事，

比如盖大楼，抓科研……而不应该整天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朱崇实管的“小事”小到厕所卫生纸——他要求厦大厕所要备卫生纸，一方面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借此培

养学生卫生和节俭习惯。 

    2008年物价经历一次上涨，据传朱崇实拎着一袋大米去开校长办公会，为的是提议厦大为学生提供免费米

饭，他还要求食堂要准备免费菜汤——这样家境贫困的学生即使一分钱不花也可以填饱肚子。后来，厦大成为国

内第一所免费为学生提供米饭的高校。 

    朱崇实承认自己爱管一些“小事”，但他说，他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最多花两个小时管“小事”。 

事实上，朱崇实爱管“小事”的同时，也没耽误什么大事。过去 10年，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厦大办学一直

在前进。 

 

理想主义的校长：给导师津贴带学生泡咖啡厅 

    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校长常常会有一些突发奇想。譬如说，在厦大开设高尔夫球课和爬树课。耐人寻味的

是，时间往往证明:他的确看得比我们中的很多人更远一些。 

    几年前，朱崇实“鼓动”厦大各院系开设咖啡厅，还给导师发津贴，用途之一是：供他们带学生“泡”咖啡

厅。他认为，咖啡文化代表自由文化。他设想: 教授们带着自己的学生泡在咖啡厅，探索高深学问，也讨论身边

事。另外，朱崇实还有一个考虑:咖啡厅可以让学生团队承包，在实践中锻炼他们的能力。 

    现在，厦大校园里有 20多家咖啡厅，大部分由学生团队经营。越来越多厦大师生渐渐习惯在咖啡厅里天马

行空地讨论学术、人生，或是在那里放空思想。 

 

宠爱学生的校长：为学生提供免费矿泉水米饭 

    在朱崇实的 10年任上，他在学生中的声誉居高不下。 

   “朱哥”之所以赢得学生的心，是因为学生们感受到他对他们的热切关注。四年前，厦大学生开始可以从网

上申请和朱崇实“吃早餐”，朱崇实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倾听学生的心思。 

    朱崇实一度被认为太“宠”学生，譬如说，为学生提供免费矿泉水、米饭等。不过，朱崇实接受本报专访时

曾道出其中缘由:“给学生最好的，他们也会去追求最好。”他举例说，学生们在学校喝的是矿泉水，出去后就

一定不喝脏水，如果他喝不到干净的水，他也许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大学的影响。 

    当然，他也会这样教育学生:在大学，你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甚至懒散、任性一点都没有关系，这座校园

会包容你。但是走出校园，如果你不能遵守社会的约束或规则，你就一定会碰壁或失败。 

 

至情至性的校长：在一家理发店理发几十年 

    这位个头不高的大学校长的魅力还在于:长久仕途并没有磨灭他的一些真性情。 

    今年厦大校庆大会，上台领奖的学生中有位叫“朱从青”，名单宣布后，台下笑成一片——“朱从青”和

“朱崇实”发音很像。朱崇实对这一巧合也乐得不行，已经回到座位上的朱崇实特地跑回台上，握着朱从青的

手，“强行”和他合照一张。 

    厦大校园内有一家古早理发店，店长陈师傅最引以为自豪一点是:朱崇实学生时代就在这儿理发，一直到现

在。每逢有重大活动，朱崇实都会到小店理个 9元的发，然后走上国内甚至国际讲台。 

不过，老陈爆料说，不要看校长满头黑发，那都是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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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奠基 纳吉布总理出席 
 

(来源：新华网，发布时间：2014-07-03)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奠基典礼 7月 3日在马来西亚雪

兰莪州雪邦市隆重举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中国教

育部代表陈舜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等出席奠基仪式。 

 
  纳吉布在致辞中表示，厦门大学是中国著名大学，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建立，不仅将吸引国外高水平

学生来马留学，也将会为本国学生提供在当地上世界名

校的机会，有助于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本

国、乃至东盟地区培养更多综合性人才。马来西亚政府

将会对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建设和运营给予全力支持。 

  朱崇实说，厦门大学由著名侨领陈嘉庚创办，今

天，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创办分校，是一种历史的回

馈，是对陈嘉庚、对马来西亚人民的一种感恩。他说，

厦门大学将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把马

来西亚分校建设成一所一流大学，为马来西亚的繁荣发

展作出贡献。 

    陈舜表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建设，是中马

两国交往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

晶。 

  据介绍，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位于首都吉隆坡西

南约 45公里，占地约 6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将达

47 万平方米，总体风格将沿袭嘉庚建筑风格。厦大马

来西亚分校的教育理念和学位授予都将与厦大本部保持

一致，所授学位也将获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教育部认

证。  

  分校将使用英文教学，预计最早于 2015 年秋季招

生，首批计划面向中、马和东盟等国家招生 500人。 

  （新华社记者：胡光耀 王大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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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高教泰斗 学人典范 
(来源：《光明日报》 2014 年 09 月 11 日 01 版） 

 

 

 
 

 潘懋元在学术沙龙上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供图） 

 人物名片：潘懋元，男，汉族，生于 1920年，中共

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科资深教授，2008 年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9 年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12 年获得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

荣誉称号。今年教师节前，94岁的潘懋元教授当选 201

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习近平主席接见(见

下图)。潘懋元先生从教近 80 载，严谨治学、爱生如子，

数十年如一日躬耕于教学科研第一线，为中国教育的研

究和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的

倡建者和奠基人，他大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立，用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独创

的教学方法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高等教育人才。 

 

 

    名片朴素干净，头衔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教授。 

  人亦如此。一袭经典的白衬衫、灰西裤，未到采访

时间，94 岁的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就早早等在房间里。

见到记者前来，坚持站起身和每个人握手，双手递送名

片。 

  一派传统文人的端方姿态。自 1935 年初登讲台的

那一刻算起，整整 79年与学生为伴，这仿佛成了他的

“职业病”：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却又禁不住地把他

们当孩子般照料。 

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校长，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

基人再到教育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60年前，面

对中国无高等教育学科的窘状，他振臂发出了“大学生

岂能像中学生、小学生一样教”的诘问，为中国高等教

育学科的建立开疆拓土。今天，他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

坚守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埋首教案，驻足课堂。 

 

治学之道 

板凳敢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潘懋元的书房里挂着这样一句箴言，“板凳敢坐十

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他一生秉持的治学之道，

也是每届学生初入师门时必须牢记的“潘氏守则”。他

告诫弟子，做学问，必须“自强不息、自甘寂寞、自讨

苦吃”。 

  20世纪 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教育

研究领域却一直沿用普通教育理论来研究高教。从厦门

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的潘懋元敏锐意识到“不能把大

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他力倡建立高等教育学

新学科，并第一次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

程搬上课堂。 

  有人用“60岁出成果”形容潘懋元——别人 60退

休了，他却偏偏开始和时间赛跑。1978 年，58岁的潘

懋元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

研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广阔

前景。此后，他又先后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

研究机构；筹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出版了中国第一部

高等教育学专著《高等教育学》；申请到全国第一个高

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被评为首位高等教育学博士

生导师等。 

  他强调学科发展“要第一，不要唯一”，积极谋划

和支持其他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建设，先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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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四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他以

辛勤的工作和开拓性的探索，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

的一个又一个“第一”。 

  他的学生说：“先生常向我们提起，理论研究中切

忌‘大、空、洋’。‘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

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

的；‘空’即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空话

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而真正的理论，必须是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在近年的社会调查中，潘懋元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坐

火车、坐大巴，先后去过长沙、宁波、成都等地，取得

大量第一手材料。他认为，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

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如果不研究社会现实问

题，不投入到实践中，仅是纯思辨，就不符合学科的性

质，这一学科就很难有新的发展。 

 

授业之道 

学术上坚毅严谨 精神上自由开放 

 

  潘懋元在学术上有颗坚毅执着的心，在教书育人上

亦是如此。在他的心里，学生、课堂比任何荣誉都宝贵。 

  几乎他教过的每个弟子都感叹，“先生对学生要求

严”，“他总觉得要对每一个学生负责，而严格是出于

对学生和学术的尊重。” 

  已是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的吴岩回忆道：

“我们对待学业一点也不敢懈怠，经常会为学术问题激

烈地讨论到下半夜。当时觉得很苦，相比别人的生活没

那么丰富。可现在来看，正是那时的扎实学习奠定了一

辈子工作的基础，我们现在能做出一些成绩，全都得益

于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艰苦训练。” 

  严格，却绝不是“一言堂”。潘懋元在为每年新生

上第一课时，总会提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

弟子”，他激励学生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倡学

生在学术上展开论争，鼓励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

潘懋元总是说：“不吵，哪来的思想碰撞，哪来的火花？

还叫什么交流研讨？” 

  “潘先生的客厅”在厦大校园里赫赫有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每星期六晚上，只要潘先生在家，

其家庭学术沙龙就会准时“开场”。沙龙是漫谈式的，

由潘先生开头，提起一个话题，接下来，学生们充分讨

论。学生发言时，潘先生往往手拿一支香烟，半举在空

中，一任清烟袅袅，笑眯眯地认真倾听，时而点头不语，

时而妙语释疑，或风趣幽默，或亦庄亦谐。 

教育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这正是潘懋元皓首穷经苦

苦寻觅的答案：“为师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在此基

础上，还有一个境界，就是发现‘人的价值’，发现学

生的价值，尊重学生的选择，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

力。” 

 

育人之道 

“他把学生当儿子，把儿子当学生” 

 

  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潘世墨在他的博士论文后记

里这样写道：“我父亲‘弄错了’一件事，他把学生当

儿子，把儿子当学生。” 

  爱生如子，不只是弟子们对先生的中肯评价，更是

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用爱与行动躬身践行的人生操守。 

  吴岩至今记得 2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我有

一个硕士师弟，家境贫寒。先生就把我叫到家里，给我

一个信封让我转交给他，里面是厚厚一沓人民币。先生

就是这样把每个学生都牵挂在心里。” 

  年轻学子则更爱讲起“年夜饭和红包”的事。2012

年，福建省授予潘懋元“杰出人民教师”称号，奖励了

一辆车，老人直接把车卖了，将卖车的 20万元大部分

平分给院里的老师，剩下的过年时请全院吃了顿团圆饭，

还给每个人发了红包。2013 年，厦大又授予他“南强

杰出贡献奖”，奖金也是 20 万元。这次老人先拿出 10

万元分给全院 50位师生，再拿出数万元资助给贫困学

生。 

  这样的“小事”，潘先生还有很多。每年新生入校

时，他总要见见新生，话家常，说学习，还用学院师生

的名字制作谜语，让大家来猜。有一次去武汉考察，先

生非要和学生一起坐火车，学院党委书记郑冰冰劝说他

乘飞机“他就不高兴了”。 

  “在他身上，‘权威’有了新的诠释，不是利用

‘权’来发‘威’，来对别人的东西指指点点。真正的

权威应该是治学品德上的权威，用学术品德来服人、凝

聚人。”一位采访过先生的记者对他作如是评价。可先

生自己，却一再推却着别人送给他的这些“宗师”“权

威”称号。“我只是个普通教师。我一生最欣慰的事，

是我的名字能名列教师的队伍中。” 

  以矍铄精神和睿智头脑默默躬耕在高等教育广袤的

田野上，每年仍以不计其数的思想成果服务于他为之毕

生奉献的事业。这一切，正如他入选“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评选时，主办方给予他的推荐语：人不下鞍，马不

停蹄。        （记者 邓 晖 马跃华 通讯员 高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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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举行第四届全球校友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 
（来源：厦大新闻网，发布时间：2014-05-26） 

 

 
 

  5月 25日，以“凝聚校友力量，共筑‘双百’辉煌”

为主题的第四届“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

议”在科学艺术中心音乐厅开幕，来自海内外的 73个厦

门大学地方校友的 150余名会长、秘书长代表欢聚母校感

受变化，畅谈交流校友工作经验。 

 校长朱崇实，校友总会理事长王豪杰出席大会并先后致

辞。校友总会副理事长潘世墨主持开幕式。 

 朱崇实代表学校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广

大校友长期以来对母校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回顾了学校 90多年的光辉办学历程，介绍了学校发展概

况以及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并

向校友们描绘了学校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愿景。 

  朱崇实表示，一代又一代厦大人秉承“自强不息，止于

至善”的精神，艰苦开拓，奋发向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

“大楼”、“大师”和“大爱”，厦门大学大规模基本建

设已经基本结束，接下来我们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内涵建

设、质量提升中去，瞄准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坚持走国

际化办学道路，全力以赴建设“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信在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在广大校友的鼎力支持下，厦门大学一定能按照既定目标，

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发展，最终实现“两个百年”

的“厦大梦”。 

 王豪杰全面介绍了目前校友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校友工

作的基本理念以及我校校友工作的主要做法。他表示，校

友是母校最忠诚、最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世界名校都把

校友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将其作为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校友工作本质上说是要发挥好联系校友和母校的桥梁

作用，更好服务校友、更好服务母校发展，与以往相比，

当前的校友工作更加注重主动服务，密切联系，为校友提

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更好凝聚和联络校友感情。他希望校 

 

友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把母校当成自己的家，经常回家看

看，将母校作为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为了更好凝聚校友力量，搭建校友与母校互动平台，为

在校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学校拟推出“厦门大学校友

励学金”和厦门大学校友导师计划。副校长、校友总会副

理事长詹心丽就“厦门大学校友励学金”以及厦门大学校

友导师计划的实施背景、方案设想和运行模式做了介绍说

明。 

 大会还特别举行了厦门大学“校友卡”首发仪式，朱崇

实和王豪杰共同为首发的校友卡揭幕。参会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将成为校友卡的第一批拥有者。校友们有了“校友

卡”，就能像在校师生一样，自如进出校门、出入图书馆、

参观校舍展馆、持卡购物用餐。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参会会长、秘书长以及校友代表

通过参加主题发言、分组讨论等多样形式，探讨“厦门大

学校友励学金”实施方案以及厦门大学校友导师计划的具

体细节，并就“围绕学校‘双百’战略目标，更好服务校

友、服务母校发展”、“创新校友会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校友工作与大学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进行讨论。 

 5月 26日，翔安校区旅港校友会香港校友林、美洲校友

会三号人行桥、台湾校友会校训石、上海校友会“爱国”

精神浮雕、印尼校友会“革命”精神浮雕、广东校友会

“自强”精神浮雕、澳门校友会“科学”精神浮雕等多个

校友会捐赠项目建成仪式举行。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赖虹凯，校党委副书记林东伟，

校长助理李初环，校友总会副理事长黄良快、廖益新，学

校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处、招生办、教务处、研究生院、

校友总会秘书处、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校团委负责人，

各学院分管校友工作负责人参加了联席会。此次联席会由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主办，由厦门大学厦门校友会承办。

（文：赖炜芳 图：潘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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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淮院士任厦大副校长 
（来源：厦门网 2014-08-20） 

 

 
 

【人物名片】韩家淮 1960年出生，安徽淮南人。历任美

国著名研究所 Scripps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01年

11 月至 2007年 7月兼任厦门大学特聘教授；2007年 8月

起任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并兼任美国著名研究所

Scripps 教授；去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对炎症反应机理

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前沿，他的研究和癌症有关系。 

   厦门网(微博)-厦门日报(微博)讯(记者 佘峥)中科院

院士、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韩家淮昨日被任命为厦大副

校长，54岁的韩家淮对炎症反应机理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

前沿，他的研究和癌症有关系。 

   厦大昨日召开会议，宣布新一届校行政领导班子，其

中，国务院已经在六月份宣布朱崇实连任厦大校长；会议

还宣读教育部八月初下发的文件，任命李建发、杨斌、邬

大光、韩家淮、金能明、詹心丽、叶世满为厦大副校长，

其中六位连任，只有韩家淮是新任。这是厦大五年一次的

校级行政班子换届。 

 

去年刚被增选为院士 

 

   韩家淮是继厦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蔡启瑞和田昭武之

后，厦大历史上第三位院士校领导。蔡启瑞在 1978年到

1982年任厦大副校长，田昭武在 1982 年到 1989年任厦大

校长，他们当时的身份均是“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在

1993年转为中科院院士。在其他高校，院士出任校领导虽

然不多，但也不是罕见。 

这位厦大新副校长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他并非厦大

“出生”—这位安徽人本科和硕士学位都在北京大学取得，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西南医学中心读完博士后；之后，进入美国顶级研究所

之一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工作。 

   2001 年，韩家淮到厦大任兼职教授，2007年，已经在

国外学习工作了 20年的韩家淮决定全身心到厦大工作，

当全职教授，去年，他当选中科院院士。 

研究成果居世界前沿 

 

   韩家淮对炎症反应机理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即

他所发现的一个信号通路-p38 通路在炎症反应中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学术界的评价是，估计世界上约有两千余家

实验室涉足 p38信号通路的研究，但韩家淮在厦大实验室

的成果被公认为做得最好的。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维

持健康和疾病的平衡之间，炎症反应是十分重要的，炎症

反应的失调将导致多种慢性疾病，例如关节炎、肠胃炎、

哮喘等。而肿瘤也可以由炎症引起，炎症在癌症的恶变中

起着关键作用。 

发挥学术高度等优势 

 

   在七位副校长中，韩家淮虽然是新增，但排名第四。

厦大高层表示，韩家淮出任副校长，绝不在于“学而优则

仕”这样的表层意义，校方希望有院士级别的人进入校级

领导班子，发挥其学术高度、国际视野、一线科研的优势。

有消息说，厦大从去年就开始酝酿此事。昨天的会议并未

对副校长分工做出布置，不过，有消息说，韩家淮可能分

管科技，这也和他长期在一线科研摸爬滚打有关。 

   厦大行政领导班子曾在 2012 年进行“大换血”，新任

命五位副校长，不过，当时，人们也发现，六位专职副校

长，虽然也有行业专家，但是，行政“出身”居多，此次，

“非干部出身”的韩家淮的加入，被评论可以权衡学术力

量，韩家淮曾形容自己当过最大的官是“学习委员”。 
 

【对话】“第一身份还是教授” 
 

韩家淮昨日接受本报采访，以科学的严谨来回答“院

士副校长”今后要发挥的作用—他不断地说：“可能”，

“也许”，“很难说”。 

    问：您出任厦大副校长，一些人觉得“有点怪”，觉

得这不像是您。但是，吃惊过后，更多的人对您寄予厚望，

他们认为您是“搞学术”的，会让教授的声音更多地进入

上层。 

   韩家淮：说实话，校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最初也犹豫，

觉得我不是干这种事的人。不过，我也想，毕竟我的第一

身份是教授，一直在一线工作，我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

教授们都会遇到的，如果这些问题能被带到校级领导班子，

会有所帮助，毕竟教授的困难是学校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学校的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不

过，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会发挥多大作用，可能会有点作用，

但很多事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所以，也很难讲。 

   问：您被称为是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号教授”，不喜

欢应酬，不拉关系，不把时间浪费在请客吃饭上，目标是

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当了副校长后，您的目标怎么

办？您会不会因此没时间搞科研？ 

   韩家淮：我估计我主要精力还会放在科研上，我的第

一身份还是教授。不过，会对科研有影响，但是，也不一

定，取决于我怎么安排时间。不过，我现在也不知道，因

为我也没做过。学校领导都说，会照顾我的。有时，有些

活动，我也会“耍赖”(笑)。 

http://www.xmnn.cn/
http://e.t.qq.com/xmxwsd#pref=qqcom.keyword
http://www.xmnn.cn/
http://e.t.qq.com/xiamendaily#pref=qqcom.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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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圣彩教授课题组找到 

体内细胞调控代谢“开关” 
   

(7月 7 日《科技日报》头版)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林圣彩教授课题组近期的一项研究，找到了体内细胞调

控代谢的一个“开关”，由它可以“下达”细胞合成代

谢或分解代谢“命令”，从而解开了细胞能量代谢研究

领域的一个谜底。  

  能量代谢是细胞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当

能量水平下降时，细胞能通过其感应因子加快能量产

生；当能量充裕时，细胞则通过另一感应因子加快耗能

的活动，从而维持总体能量平衡。   

  林圣彩介绍，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发现，能量代谢平

衡调控是由多个与之相关的信号通路所介导，其中最为

重要也最被广泛研究的有两条：AMPK 信号通路和 mTOR

信号通路。简单说来，AMPK 信号通路开启的是分解代

谢通路，mTOR信号通路开启的则是合成代谢通路。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下达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命

令”的“指挥官”是谁，又何时下达？林圣彩课题组破

解了这个谜底。7月 3日，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顶尖学

术杂志《细胞》子刊《细胞•代谢》在线发表。他们发

现了控制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代谢路径的“开关”。让人

诧异的是，它还竟然是同一个“开关”。这是一种分布

在细胞内膜的名为“v-ATPase-Ragulator”的蛋白质复

合体。通俗点儿说，当细胞内能量水平降低时，这个蛋

白质的形状会发生变化从而让能激活 AMPK的复合体与

其相互作用，使之被激活。激活后的 AMPK最终下达分

解代谢“命令”。反之，当细胞内能量水平较高时，

mTOR将与“v-ATPase-Ragulator”的蛋白质复合体相

结合并被激活，开启合成代谢通路。（记者张建琛） 

 

厦大经济学科实力获

评为全国 A++级 
  近日，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主持完成的

2014中国大学各学科排行榜显示，厦门大学经济学的

实力获评为 A++级，较之去年提升一位，是厦门大学唯

一获评为该等级、也是唯一进入全国前十的学科门类；

厦门大学综合实力获评为 A+级，其中，由理学、工

学、农学、医学 4个学科门类组成自然科学的实力获评

为 A+级，由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管理学、艺术学 8个学科门类组成社会科学的实

力获评为 A++级。 

  据悉，武书连 2014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全国 734 所

普通高等学校 12个学科门类等级，指的是以创新能力

为代表的各学科门类学术水平，评价采用百分比法，用

A、B、C、D、E共 5等 11 级表示各大学的实力，前 10%

为 A等，其中实力最强的前 2%是 A++级，介于 2%～5%

（含）之间的是 A+级，5%~10%（含）为 A级。此次，

各大学社会科学的排名体现了各学校社会科学 8个学科

门类的综合实力，因此，仅在社会科学某一两个学科门

类领先的大学，不一定能在整个社会科学排名中领先；

同样，自然科学的排名亦是如此。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4-04-16） 

 

   

 

全球知名钢琴家齐聚厦大 
  （来源：海西晨报  发布时间：2014-07-01） 

 

 
    晨报讯（记者 陈巧恩）说起时装周，意大利米兰

不得不提；谈及电影节，怎能绕过法国戛纳？那么，钢

琴艺术节呢？美丽的厦门或可为其代言！为期一周的厦

大首届国际钢琴艺术节今晚开幕，10多名全球著名钢

琴家将陆续飞抵，用精湛琴艺共同编织浪漫的仲夏夜之

梦。   

  厦大艺术学院院长苏力在昨日傍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让全球顶级音乐家们像候鸟一样，每年夏天都

“飞”来厦门，在最美的海滨玩最棒的音乐就是他们的

愿景。第一届已热情出发，超强的国际大师阵容国内罕

见。“今后每年都要办，而且每遇双数年就办钢琴艺术

节，单数年则向管乐、弦乐等其他类型的器乐主题延

伸。”苏力说。   

  本届艺术节包括 6场音乐会及 10多场专家大师班、

讲座。包括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教授 Julian 

Jacobson；英国纽卡斯尔大学音乐学院波椰柯娃教授；

德国柏林音乐学院 Hiroko Fukui；中国音乐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鲍蕙荞女士在内的

大师们都来了。今晚开幕式后，将由 Daniel Epstein

领衔独奏，来自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的 Daniel 

Epstein 是第一位演奏中国名曲《黄河》的外国演奏家。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艺术节的大师班和讲座无需门票，

免费向厦大师生及所有爱好音乐的市民、游客开放。在

最火爆的音乐会部分，因演出场地座位有限，采用网络

申请、随机抽取的方式，申请网址为

http://210.34.12.153/（厦大艺术学院）

http://210.34.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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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通过验收 
 

  6 月 7 日，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在翔安校区组

织召开应激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的

验收会议。验收专家组由 7 位专家组成，组长为军事医

学科学院张学敏院士。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基地建设处、

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主管部门教育部、厦门市科

技局、依托单位厦门大学等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 

  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负责人杨晓秋副处长首先

简要通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方向和

目标，要求严格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

办法》、《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等相关文件规定

进行实验室验收。  

  验收专家组认真审阅了实验室的建设计划任务书和

建设验收申请报告，听取了实验室主任的建设报告，实

地考察了实验室。经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细胞应激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 2011 年 11 月批准建设以来，

实验室以细胞应激反应为主线，重点围绕“细胞应对外

界刺激的应激反应生物学”、“细胞应对自身癌变的应激

反应生物学”、“细胞应对代谢状况变化的应激反应生物

学”三个方向开展研究。实验室定位准确，方向明确，

符合国际生命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的需求。   

  实验室在建设期内，共承担各类科研基金项目 135

项，合同经费总额 12317.53 万元。在 SCI源刊物发表论

文 183 篇，其中以国重实验室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IF > 10

的 SCI刊物发表论文 18 篇，包括发表在 Science、Cell 

Metabolism、Nature Chemical Bi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Cell Reports 等权威杂志的论文 10 篇。

1 项成果入选“2012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1 项成果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福建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30项。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成

效显著，已经建立一支结构合理和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

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1 名、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 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 5 名。1 个创新研究群体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延续资助，1 个创新团队入选科技部 2013 年“重点

领域创新团队”。培养博士生 91 名，硕士生 228名，入

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提名”1篇。实验室建立了良好的运行机制，学术交流

广泛。共设置开放课题 24 项；举办国际大型学术会议 3

次；实验室成员应邀在国际和国内学术大会作报告 27

次；邀请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国内外学者讲学报

告 100 次。 

  实验室在建设期内，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对实验室

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依托单位共投入建设经费 8360

万元，完善和加强了大型仪器平台、实验动物中心、转

基因/基因敲除技术平台的建设。搬入新校区后，实验

室的用房面积增至 12000平方米，实验动物中心面积扩

大为 7000 平方米。这些举措为实验室长期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硬件支撑。 

验收专家组认为，实验室圆满完成了建设计划任务

书规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建设目标，一致同意通过建

设验收。   （来源：厦大新闻网 2014-06-07） 
 

 “自强思源”优秀学生 

  培养计划导师招募公告 
 

“自强思源”计划简介：2013 年，我校与中国光

华科技基金会共同开展“自强思源”优秀学生培养计划，

每年选拔 30名优秀学员，通过为期三年的课程培训、

社会实践和公益服务等，进一步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与

跨文化沟通能力，拓展学员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增

强学生的助人爱心、服务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目前,

该计划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

学和我校共 5所高校同时开展。 

思源，是一种理念；思源，是一种精神。在受助的

路上，心怀感激；在自助的路上，自强不息；在助人的

路上，永不停歇。 

每年，30余名本科生经过层层选拔，从 4000名新

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思源的学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学院，

是各个专业的优秀本科生代表。现在，他们置身青葱校

园，视阈有限，却心系社会，憧憬更广阔的世界。他们

渴求知识、渴望成长，既希望徜徉于校园里的知识海洋，

也渴望汲取更多校外资源的精华。  

为此，我们真诚邀请各界校友加入思源大家庭，为

思源学员组建一支强大的导师团队。您可以与思源学员

分享国情社情、行业前沿，也可以交流职场经验、人生

感悟，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发挥领路人作用。无论

您身居何职，从事哪一个领域，我们都期待您能分享所

从事行业的点点滴滴。通过座谈交流、沙龙活动等各种

形式向思源的学员传授知识，交流经验。 

如果您也赞同“受助、自助、助人”的思源宗旨，

如果您也想践行“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的校友情怀，如果您也拥有满腔的热忱和一颗奉献的真

心，请您加入思源计划导师团项目，我们需要您的指导

和帮助，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同感受思源的活力，传承

思源的精神！ 

有意者请于 4 月 15 日之前将您的姓名、工作单位、

职务、联系方式、就读厦门大学的学院和年份等信息发

送以下指定邮箱，并标明“‘自强思源’导师报名”。 

联系人：周民钦   电子邮箱：alumnixm@xmu.edu.cn     

联系电话：0592-2187700 

   (厦大校友总会,学生工作处，2014 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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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校友聚力量  共铸『双百』添砖瓦 
——第四届厦大全球校友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侧记 

(旅港校友会理事长   徐兰芳) 

 

 
 

第四届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成员合影 
 

 2014 年 5 月 24-26 日，由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主辨、

厦门校友会承办，以“凝聚校友力量 共铸『双百』辉

煌”为主题的“第四届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会会长秘书长

联席会议”在母校本部隆重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回家的感觉真好 

几多回回母校，每回都有不同的感慨和激动。 

24 日下午 2 点多，当我们香港校友会的代表刚出

现在厦门机场门口，就有一批年轻的志愿者高举牌子，

热情高呼：学长欢迎您们！请到这边来，接着很快就安

排了车子把我们送到报到地点，同样又迎来了一批年轻

的志愿者带领我们办理报到事项。让我想起，数日前尚

在香港就接到了本次活动的志愿者，李嘉琪同学热情、

周到而又十分温馨的短信提示，当时我好像又一次收到

了母校的入取通知书，非常激动，更多的是感动。据说

这批志愿者都是品学兼优、而且是百里挑一的年轻校友。

谢谢母校对校友的重视，对海外学子的厚爱。 

一踏入校门，看到被誉为全球最美丽校园之一的厦

门大学，已是初夏，却依然充满着春的气息，一眼望去，

绿意盎然。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红砖绿瓦、绿草如茵、

湖水碧如蓝，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秀丽风光尽现眼前，真

是秀色可餐啊！ 

是晚，欢迎晚宴由母校校友总会潘世墨副理事长主

持。杨振斌书记致欢迎词，他的讲话热情洋溢、风趣幽

默、妙语如珠，获得阵阵掌声。曾国斌秘书长安排各系

别、各不同组别合影留念，又新增了不少难忘的记忆。

19:30 点之后还安排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到建南大礼堂观

看厦门大学第二届校园合唱节的经典节目《长征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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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全球的 73 个校友会、150 多位校友代表满怀

喜悦的心情，欢聚一堂，再次领略母校的青春亮丽，感

受母校亲人般的温暖，回家的感觉真好。 

 

凝聚校友力量  共铸『双百』辉煌 
 

 
朱崇实校长致词 

 
王豪杰理事长致词 

             

25 日上午，以《凝聚校友力量 共铸『双百』辉煌》

为主题的“第四届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会会长秘书长联席

会议”，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的音乐大厅隆重揭幕。 

母校校友总会潘世墨副理事长主持会议。朱崇实校

长致词，他介绍了母校发展的愿景规划，介绍母校新的

亮点。朱校长说，三天前，马来西亚首相府向厦大母校

咨询:他们在厦大吉隆坡分校动工典礼上的讲话应从那

里讲起 ?厦大考虑后提出，要从陈嘉庚讲起。93 年前，

厦大校主陈嘉庚带着他在马来西亚赚到的钱，回国创办

厦大，陈嘉庚曾经在马来西亚土地上生活、工作，某种

意义上，是马来西亚给予陈嘉庚创办厦大的力量。厦大

到马来西亚办分校，是“历史的反馈”。他还表示，我

们要将马来西亚分校办成“像厦门大学一样一流的大

学”。据悉，分校位于马首都吉隆坡，占地 900 亩，预

计在 2015年 9月迎接首批学生。 

朱校长还说，厦门大学的基本建设项目将告一段落，

接下去的工作重点是大学的内涵和文化素质的建设和提

高，一座完善的大学必须具备“大楼、大师和大爱”三

要素。朱校长还强调校友会工作是大学文化传承中不可

或缺的工作指标，并再次强调要凝聚校友力量，共铸

『双百』辉煌。 

曾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的王豪杰理事长对学校的教

职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十分关心，担任校友总会

理事长之后对校友和校友会的工作更加重视。他在大会

现场高度评价校友会与母校的关系，赞扬和肯定了校友

在母校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列举了许

多校友感恩母校的生动实例。他动之以情的一席话感动

了所有听众。会后有校友表示：听王豪杰理事长的一席

话，泪眼汪汪，感动的想哭出来。王豪杰理事长对旅港

校友会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支持。前不久，他为旅港校友

会新一届就理监事会赠送了墨宝：“南强学子 圆梦香

江”，给旅港校友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众称史上最美丽的副校长、母校校友总会詹心丽副

理事长，当天就像一位美丽的天使，在介绍“厦门大学

校友励学金计划”方案和 “厦门大学校友导师计划”

之后，频频上台报告各地校友会、校友的各项认捐喜讯。

这股“喜气”一直延续到“鹭岛夜游 校友联欢”的晚

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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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美洲、香港校友会，以及

管理学院的校友代表在“联席会议“上介绍校友会的工

作经验。各校友会发言代表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向与

会者汇报了校友会工作的管理、体会和探讨各自所面对

的一些疑难问题；并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开展多种形式

的敬老活动和迎新活动，在各校友会中形成了一种弘扬

中华民族敬老的优良传统，和培养扶持青年人成长的新

风尚，既融洽了“校友会是我家”的和谐氛围，又焕发

了校友会的青春活力，增强了各校友会的凝聚力。这是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在各地校友会的最佳演绎。 

 

永不褪色的船票 

在 5 月 25 日的会议现场，大会还特别举行了厦门

大学“校友卡”首发仪式，由朱崇实校长和王豪杰理事

长庄严而隆重地为厦门大学“校友卡”首发仪式揭幕。

承蒙厦门校友会为我们首批领卡者赞助制作费用,参会

校友会会长、秘书长将成为校友卡的第一批拥有者。校

友们有了“校友卡”，就能像在校师生一样，自如进出

校门、出入图书馆、参观校舍展馆、持卡购物用餐。每

位拿到“校友卡”的校友们都非常兴奋，有的立马通过

微信传给各个群组，顿时四面八方的校友，纷纷向校友

总会咨询“校友卡”的登记及相关事宜，反映十分热烈。 

有人把母校比喻成“厦大人”之巨轮（肯定不是鐡

达尼号），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船长，我们手中持有

的这张“校友卡”，就是一张永不褪色的船票。在这张

船票上烙有我们共同的名字：厦门大学，您曾经的学号

就是您在这膄巨轮的座位号码，终身不变。这张船票可

陪伴您直至永远。您哪天想上“厦大人”之巨轮，想念

厦大的家人的时候，您就凭着这张永不退色的船票，享

受您荣为厦大人应有的权利。 

25 日当晚，我们凭着这张船票上了那晚属于“厦

大人”的游轮，游览鹭江，欣赏鹭岛迷人的夜色。数代

同堂，欢聚一堂，欢声笑语，歌舞升平。潘世墨副理事

长一腔“大海我的故乡”十分应景。临时组合的诗歌朗

诵：“我是厦大人”，激情高昂，声情并茂，如果这一

刻您在现场却无动于衷，那就得检验您那张船票的真假

了。现场组合的《沙家浜》，比阿庆嫂更有智慧的詹心

丽副校长演唱得有声有色；由东道主厦门校友会的黄欣

秘书长饰演的福态型刁德一，配合的十分默契；京腔京

调，京剧功底深厚的单明饰演胡司令，那真够胡司令，

演得太好了！据现场观众评论：如果当天晚上要评选最

佳角色，那么最佳男主角一定是我们的船长之一、多才

多艺、能歌善舞、平易近人的杨振斌书记，最佳女主角

无疑是舞姿优美、身段玲珑、舞技高超的赵蓓教授。 

由厦门校友会编排的联欢节目精彩连连，高潮不断，

此刻的“厦大一家人”都失去了年龄段概念，大家都

Hi 到极点，此情此景只能浓缩为一句话：致厦大人心

中永不逝去的青春。 

 

嘉庚精神 四海弘扬 

26 日，我们乘坐由厦门校友会姚明会长捐赠给母

校的豪华巴士来到了翔安新校区。新校区总建筑面积为

115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为 35 亿元人民币，校区占地

总面积 3,645 亩，比厦大校本部还要大。一眼望去，壮

哉美哉！在这美丽的校园里，因有各地校友会添砖加瓦，

感恩母校的浓浓情愫所在，故母校特意安排了捐赠项目

落成剪彩仪式，并安排与捐赠项目有关的香港、美洲、

台湾、上海、广东、印尼和澳门的代表发表感言及参加

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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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项目落成典礼剪彩仪式 
 

无论是香港校友会“香港校友林”、美洲校友会

“三号人行桥”、台湾校友会“校训石”，还是上海校

友会“爱国精神”浮雕、广东校友会“革命精神”浮雕、

印尼校友会“艰苦精神”浮雕、澳门校友会“科学精神”

浮雕，每一处景点都是校主嘉庚精神的体现，都是五湖

四海厦大人弘扬嘉庚精神的结晶，都是厦大人思念母校、

感恩母校的一片真情。 

 

香港校友和美洲校友等在“香港校友林”石碑旁留影 

 

在本次各个项目的认捐过程中，澳门校友会的曾志

龙会长和谢广汉理事长发挥了濠江豪杰的豪爽豪气，现

场不但以 50 万元人民币认捐了“科学精神”浮雕，还

争取到了 2016 年“第五届厦门大学全球校友会会长秘

书长联席会议”的承办权。厦门澳门，门对门心连心，

全球校友更齐心，南强学子一家亲。 

26 日校长答谢的晚宴上，在朱崇实校长、詹心丽

副校长、潘世墨副理事长、黄良快副理事长及有关校友

会代表们的共同见证下，厦门校友会姚明会长和澳门校

友会曾志龙会长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简单而隆重

的下一届“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承办权”交接仪式。仪

式中用了一支点燃的烛光进行交接，意味着：薪火相传，

星火燎原。她象征厦大学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

神，历久弥新、四海弘扬的嘉庚精神，冀望厦大不断发

展壮大。 

 

“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主办权”交接仪式 

 

厦门大学的校友会之花已在全球各地渐渐开放，我

们真心地期盼着全球校友会之花遍地盛开，全球都有我

们厦大人共同的家，温馨的家。我们感谢母校校友总会

和厦门校友会为本次活动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母校恩、

校友情。让我们共同为母校在建校一百年时全面建成世

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力争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厦大梦”而共同努力！ 

(写于 2014 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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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厦門大學旅美加校友會 
莊昭順 （46届法律） 

 
 

 
莊昭顺学长（92 岁） 

 

(一) “為妻為母的校友” 

    

   一九四六年的初夏,我把畢業論文交給陳朝璧教授.

還没有喘口氣,便接到堂兄莊南屏從菲律賓寄來的信,要

我立刻到廈門辦理出國的手續,到馬尼刺的中正中學教

書.原來堂兄知道我即將畢業厦大,替我找工作,移居馬

尼刺.菲國學校四月就開學而中國學校六月才結束;他很

勇敢替我教了兩個月的功課,現在急得很,要我立刻到馬

尼刺報到.我才放下筆桿,就要我立刻出國再執筆桿.我

來不及向師友告辭.跟情人朱一雄趁小木船順流回漳州.

我與家人見面,當然歡喜.但是心情也很沉重.我要到一

個陌生的地方教書又要遠離一雄.在千頭萬緒中, 一雄

到上海回家去.我孤身跨上一艘舊的輪船,名叫“恩典

号”,是當時到馬尼刺唯一的交通工具.乘風破浪,經過

香港避風浪才到達馬尼刺.聽説這隻輪船回到厦門就壊

了! 

   到菲的第二天,就到學校當教員.面對年紀相差不多

的學生,他們因為抗日戰爭停學四年,現在求學的心情十

分高昂.我依靠父親贈送的兩本辭源,教教初中的文史,

公民是没有問題的.學生尊敬我,我也盡力教導.第二年,

一雄來菲,我們組織一個小家庭,雖然辛苦,卻慶平安.當

時的同事有年長的校友林覺世和林雪英兄妹,還有同輩

的校友陳士奎,陳振興,莊漢水,邵建寅等校友,但對於母

校遷回厦門的情形所知有限.我除了教課改作業外還要

管家照顧孩子.難得參加校友聚餐,沒有空閑作別的事.

後來喜歡寫作,把空餘的時間寫專欄,編副刊,小有名氣,

也增加收入.當時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校友. 

 

(二) “為校友會呼喊賣力” 

 

   一九六八年我們第二次移民;這次到美國.一雄應聘

到維真尼亞州的華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任教.我們同時買了一座農莊,創辦“藝苑

”(ART FARM),為傳揚中華文物的中心,教授中國書畫烹

飪插花等科目.來學習的人數很多,需要購買一些“中國

貨”因此與吳厚沂,陳梅卿校友交往比較多.厚沂伉儷熱

心聯絡校友組織校友會,我們也多認識更多位校友,尤其

在黄開祿老師號召之下,一雄與我參加了幾次的聚餐或

聯誼會. 

   後來聽説厚沂伉儷出版校友通訊可以多用助手，我

們便自動參與工作.起初只協助抄寫,後來協助出版.三

十年前電腦不普及.吳兄用鋼筆在臘紙上賸寫然後複印

而釘成專册.小規模的複印還算方便,大規模則不方便.

如有錯誤需要更正,則更麻煩.當時國内或南洋香港的校

友聞風而索討美洲校友會出版的通訊越來越多,為了節

省錢我們只好找華李大學幫助.學校印刷品雖多,卻有專

人管理.油墨紙張我倆可自已買而印刷時間有限定,我們

只能利用機器空閑的時間做事;人情與法規都要兼顧.以

後還得利用維州大學的機器.這大學離開我們住家七十

多英里,複印一期,來回要幾個鐘頭.回家又得貼通訊處

與郵票.我們住的地方比較偏僻,很難找到校友幫忙.就

在這段時期.昭順要把電話機放在床邊,三更半夜如有外

地的電話,我們不必下床收聽.開始册数少,自掏腰包没

有問題,後來費用越來越大只好問校友們收費;吳兄在這

方面很有辦法,捐了不少錢以推廣會務.校友參加編輯,

出版的人數也多了.陳中柱,謝雪如,陳振安等人大力協

助;朱一雄,莊昭順就退下來. 

 

(三) “促進校友聯誼” 

 

   校友通訊不但鼓勵校友聯繫也鼓動各地校友會成立.

朱一雄因教授的工作不能為校友會担任重職,而由昭順

繼續四年的文書,又担任四年的理事長.一雄在背後協助

為眾所知;八年的服務不足一提,我們愛母校也愛我們的

師友.因現任理事長陳玉銮要我寫一點當初的情况,我欣

然應命. 

   初期,本會除出版校友通訊,也舉辦五次厦大旅美加

校友聯誼會.現將首五次集會情况列表如下:（請參考本

會出版的文件匯編 48頁)  

   1992年,第一屆校友聯誼會在我家(中華藝苑)舉行(

請參考校友通訊第十六期，28頁-52頁).我們先在校友

通訊上誠懇建議,先得到各位理事贊同,並認為應該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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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地校友,並鼓勵遠道來參加的可以申請補助旅費.

通知發出後,報名參加的人逐日加增;這要歸功於當時的

名譽理事長吳厚沂極力鼓吹,熱情邀請的結果. 

 

屆別 日 期 地 點 出席人数 主持人 

(第一人為 

總主持) 
會員 親屬 

1 
92-4-

3-5 

維州萊

辛頓 
30 13 

朱一雄 莊昭順 

劉永鍇 趙清華 

2 
93-8-

6-9 

加州屋

崙 
53 24 

陳中柱 陳文楚 

劉永鍇 謝雪如 

3 
94-8-

5-7 

加州洛

杉磯 
54 15 

黃士惶 陳安祺 

范廷玨 陳振安 

4 
95-7-

28-30 

加國溫

哥華 
52 15 

盧傳曾 駱耀光 

藍利貞 王  美 

5 
96-8-

23-25 

馬州巴

它土達 
92 19 

力伯珍 莊  隄 

趙清華 廖誼虹 

     

    到了報名截止日;報名超過四十人,没人申請補助. 

    早在四月二日,余麗華由德州,謝雪如由加州啓程先

後飛到維州羅安諾市,離中華藝苑五十英里;由朱一雄駕

車迎接這兩位先鋒. 

    麗華與雪如一下車就安排大家住宿的床位,男女生

分開,每個房間可以多睡幾人.第二天一早,先鋒部隊到

超級市場採購準備當天的晚餐.這時候,盧傳曽劉藻琴從

加拿大駕車南下,陳振安柯桂英由馬里蘭州趕來.桂英會

同麗華雪如在厨房工作,振安繕寫名卡以供大家佩帶.一

雄率外甥到七十多英里外的火車站接吳厚沂陳梅卿,劉

永鍇葉在蘭,方子儀陳淑貞,李詠棠,黄金鏗八位.四時左

右,葛文勳陳蕙芳,陳承煜林筱華打電話説半小時後到達.

五時左右趙清華陳少華與女兒,黄峨鄭仲麗與女兒也駕

車來到.六時另一批乘火車來的校友也都到齊.七時開飯,

坐滿兩張大圓桌,邊吃邊談,熱鬧非凡.八時左右,蘇林翹,

曾璧中邱婉英乘飛機從亞蘭達到羅安諾市再租車到中華

藝苑;立刻加排碗筷請他們一同進餐.噪雜声中,忽接電

話説:寥誼虹徐静帶兒子連同林斌曾翔飛將於晚上十一

時左右到達. 

    這一頓晚餐,由各位女生與夫人合力烹煮,又香又好!

不久廖誼虹一行人趕到.飯後大家商議一番,分別到旅社,

到畫廊或在主樓休息就寢. 

    第二天,天空飄着微雪,又冷又陰濕.但是大家熱情

似火,分乘五,六輛車參觀這山城: 有两百年前蓋的華李

大學,維琴尼亞州的軍官學校,馬歇爾紀念館,李將軍的

墓園等勝地.華府的賴善桃田中維帶兒子,吳師摩李雅雅

帶女婿女兒孫子都趕到藝苑.莊隄也不落後加入了陣營. 

    這第二天下午,藝苑客廳坐滿人;紅布大橫匾寫著“

厦門大學七十一週年校慶,美加校友東岸聨歡會”又有

講台擴音機的設備.先演奏陳中柱寄來的校歌錄音帶,再

由謝雪如指揮大家合唱,歌聲震蕩,有些校友禁不住流淚

.本人代表校友會與藝苑歡迎大家並介紹座談會主席吳

厚沂(這時由紐約凌晨駕車來的林雯等六人匆匆趕進會

場).座談的主題是:母校的今後.大家爭著發言;如果不

是時間限制,談到天黑也不會停.接著是拍照,嘻嘻哈哈

又是一陣吵,鏡頭真是多.拍錄相帶是趙清華,主持攝影

的是廖誼虹.晚餐後又到畫廊舉行同樂會.由劉永鍇主持

:節目豐富,式式俱全.會後分享葛文勳太座親自製出的

各色甜品,大家又共嘗校慶的大蛋糕. 

   第三天早上,好多位校友到 李將軍紀念堂禮拜或留

在藝苑聽盧傳曽劉藻琴指壓療病的大道理.下午有些同

學就回家去. 

   第四天仍有校友分批参觀附近的勝地.最後大家依依

不捨地告別,並約定明年再團聚. 本來要由朱一雄莊昭

順招待與會校友,結果陳梅卿向各校友收費,共計

＄828.98.現款尚餘＄35.02以及没有吃完的冷藏食物;

我們不但分享,尚有餘糧“囤積”.最重要是眾議一定要

繼續舉行校友聯誼會,奠定廈門大學旅美加校友會的基

礎. 

旅美加校友會除了聯繫校友也曽捐贈八塊大理臥石

雕刻“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校訓;加潻一座人行

橋於翔安新校區,使學生多一通道,並提倡薩本棟科研基

金及汪德耀教育基金,也参與教師與學生獎助金,及贈送

教學用途的各項獎金. 

 

(四) “喜看母校校譽日日增高” 

 

    翻閱厦門大學旅美加校友會出版的通訊,百感交集.

這三十年中,旅美加校友會向政府登記,修改過章程,一

切依法為法人.初期人数不多,做事比較困艱.現在校友

人数多了,得分區舉行各種活動.最為可貴是大家遵守章

程,每两年改選一次,由全体會員投票選舉適當之人才為

董事及理事,與母校取得密切連絡,出版之通訊記載了歷

屆校友可歌可泣之故事及成就,盼望今後不止三十年,繼

續與校友聯係,為母校增光,尤其希望有時間有才能之校

友,貢献兩年或四年之時間,担任董事,理事,為校友會服

務,使校譽更輝煌. 

   這三十年來,旅美加校友會經過幾位老校友慘淡經營,

已俱規模.中間自有困難尤其因年青的校友越來越多,大

家不容易互相認識交誼,這是各種社團的普遍現象,希望

不要灰心,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互助合作必可更上一層

樓.本人為校友會服務,曽奉献数年的時間,現已是白髮

滿頭九十一歲的老人,喜看母校信譽高，真是南方之強! 

旅美加之校友們,請再接再勵使這校友會日益増長,不止

三十年! 還要繼續推動各地校友會協助母校使之更光耀. 

    

 

（注：本文为纪念美洲校友会成立 3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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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本会三十週年华誕 
 

李联欢  （47 化学) 

 

   
                     李联欢学长（89 岁）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于 1986年 4月厦大 65年校庆时，我与内人秋蘋路

过厦门，并代表美加校友会向母校献上校歌镜框一台，

当时见到母校，从文革之后，多年不知何故，停唱校歌。

所以在校庆庆祝会中公开讲话，并正氏冒昧请求母校恢

复校歌（1）。后来果然得到校方批准恢复校歌（2）。

这是讲学之外的意外收获，终身不忘。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自从 1984 年 11月在美国新

泽西州成立以来已有三十年历史 （3）。首任理事长

是吴前厚沂学长，他对本会基础，作了不少贡献。吴前

学长今年七月二十日不幸因病去世，享年百岁，在他退

任期间，不时对各届理事会关心指导。本会的確损失一

位真正的名誉理事长。 

 

    本会会员人数，年年增加。创会之时，不过五十位

而已。据最近统计，大約已经增加到 13倍之多，一共

有 710 位（2）。（注：最新统计，已有登记会员逾

1300多位。） 

 

   想起当年(1990-2000)， 本人也曾担任两任本会

理事长。吴前学长也不时对我忠心指导。当年，各地成

立分会，每年在美加大城市举行年会，主持者就是当地

分会负责人。有时邀请母校师长来美参加藉以与母校交

流。主提过分会有纽约市，洛杉磯，旧金山，华盛顿，

波士顿，加拿大多倫多，及加拿大温哥华等地。 

 

   编辑之时，最大困难是简体中文，后来也就学了基

本常识，可以应付而已。好在，接任是傅志东学长，他

当了几年主编及编辑顾问，丁俊琪，及本届会长兼主编

陈玉鑾学长，把本会校友通讯变成为校友会中主要的刊

物。通讯之外，本会也有罔站 www.xmuaaa.org, 随时

可以与会员联络。当年会员人数较少，不时出版校友通

讯录（3），以增进校友之间的联系。希望有一天，能

恢復印发。 

  

本会董事会曾主办各種奖学金， 最早支持母校恢

復嘉庚讲学金。1994 年 8月,校友会在过去十年积存的

约 2万美元基础上，成立了教育基金委员 会。近几年

来，教育基金会除了继续资助母校颁发若干奖教奖学金

外，还多次资助母校组织国际性学术会议和对外学术交

流，资助母校图书馆 建立微型计算机室等。2001 年母

校校庆 80周年 前后，44 级政治系毕业的陈茂铨将军

捐款$25000，设立陈茂铨奖学金，用于奖励母校法学院

品学兼优的学生。46级化学系毕业的曾庆沅先生先后

捐 款$32000，设立曾庆山助学金，奖励母校优秀学生。

基金会历任主任还有晏健和傅志东。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由旅美校友何宜慈（已故）、

旅美校友葛文勳、旅美旅泰校友苏林华、旅菲旅加校友

邵建寅等发起成立。基金会于 1998年 12月 18日向俄

亥俄州政府注册。随后，基金会又获美国税务局批准为

501(c)(3)类的非盈利机构。 

 

    基金会的宗旨是：“辅助萨本栋校长抚育成长的厦

门大学的教育和科研，使她成为一个国际性知名大学，

在科学、工程和其他重要新兴学科里，为人类社会的美

好未 来作出杰出的贡献”。基金会的资金，全部由对

萨校长怀有深厚感情的校友自愿捐献。款项的用途是：

购置萨本栋微机电研究中心设备；资助教师留学美、欧，

培植 教研人才；选聘美、欧教授及工程师驻校共同建

设中心。 

 

   基金会成立几年来，募集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资金，

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 经基 金会倡议，在厦门

http://www.xmua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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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厦门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萨本栋微机电

研究中心，设在邵建寅捐建的亦玄馆内。设备购置安装

调试后，进入正常运转。目前， 已经接受校内物理系、

机电系、化学系研究生做课题，并与福州大学等兄弟院

校协作开发项目。 2. 资助若干位教师到美国留学进

修考察。 3. 经基金会发起，与厦门大学、中国微纳

米学会共同主办的“环太平洋地区传感器及微/纳米技

术研讨会”。 4. 引进优秀人才在国内工作。  

   

   本会主要联络工具是本会校友通讯。当年会员人数

较少，有时每年出版四期。我当主持时，我一向尊师重

道，我想报答恩师汪德耀校长为我献台湾第三糖业分公

司吴卓经理，于毕业后介绍工作。乃于 2003 年发动向

海内外校友募款创办奖学金，捐款成功后，在美州校友

会之中，设立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基金董事会，每年由

母校生命科学学院遴选六名品学兼优，贫寒的本科生获

得奖学金。我当过两任该会董事长。近年在三任董事长

郑立谋教授领导之下，已改名为汪德耀及王文铮生命科

学奖学基金，同时纪念年前过世的汪师母王文铮女士。 

 

    最近现任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基金董事长王奮博士

再进一步，响应李梅董事的最近发动（ 5 ）: 在厦大

翔安校区图书馆设立汪德耀校长的展览室，这个建议也

是苏林华学长早也提过（6）。他也同时希望考虑在翔

安新校区为汪德耀校长树立一个雕像。 

 

结束语 

 

   我藉这个机会，报告当年为本会服务心得，并建议

利用本会恭贺三十年华誕机会，（如蒙美洲校友会理事

会通过），希望大家（特别是国内及未参加前两次奖学

金捐款者）考虏响应本会生命科学基金会董事长王 奮

博士的号召，筹建汪校长展览室 及汪校长的雕像，作

为永久庆贺的纪念。据估计雕像的材料 （石像或是铜

像）是由捐款多少而定。在本奖学金董事会特别公告发

出之前，如有建议请寄陈玉鑾理事长或王奮董事长，我

们对此两事的成功也可表现我们毕竟有南方之强的抱负。

如有慷慨优先捐款者，请寄会计李里焜博士。 

地址如下： 

Dr. Likun Li, 

12601 Fall Branch Lane  

Pearlland，Texas 77584 

Tel: 281-486-4288 

E－mail：likun_l@yahoo.com 

               

（吁嗟呼，南方之强！。。。。。。 
                     吁嗟呼，南方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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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李联欢学长新的通讯信息 

     Dr. Lieng-Huang Lee 

     Atria Longmeadow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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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Lienghuanglee102@gmail.com 

 

     (2014 年 9月 16日完稿) 

（注：本文为纪念美洲校友会成立 30周年而作） 

 

 

*王奮博士致厦门大学朱校长的信，全文附此： 

 

朱校长， 
 

    别来无恙。欣闻学校将在我们汪德耀与王文铮生命

科学基金会以及汪德耀的学生故友及亲属将会配合学校

图书馆，在充实展览室材料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时，

我们恳切地希望学校能考虑在翔安新校区为汪德耀校长

树立一个雕像。我们认为汪德耀校长雕像的树立不仅可

以表达我们对已故恩师和校长的缅怀之情,也可以帮助

现在和未来的厦大学生全面地、完整地了解厦门大学九

十余年的历史,激励全体师生和校友热爱祖国、热爱科

学、热爱厦大的崇高热情,努力奋斗，建设一个更美丽、

更杰出的“南方之强”。 

李梅将作为我们的代表特地前往母校与您商量此

事， 还望校长能尽力予以支持为盼！ 

 

 恭祝暑安！ 

 

 王 奋 

 

汪德耀与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董事长   

Tel. 713-677-7520

https://us-mg6.mail.yahoo.com/neo/b/compose?to=likun_l@yahoo.com
http://www.xmuaaa.org/
https://us-mg6.mail.yahoo.com/neo/b/compose?to=Lienghuanglee1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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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纪感 
苏林华 (48 届机电) 

 

 
苏林华学长（87 岁）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n 

Alumni Association, Inc.,  简称   XMUAAA) 之前身

是 “厦门大学旅美校友会”(Xiamen University or 

Amoy University) U.S. Alumni Association, Inc.), 

于 1984年 11月 10日在美国新澤西州（New Jersey）

成立。 

    第一届理事长由 1946 年教育系毕业之吴厚沂学长

担任，欧阳谧学长为财政理事（一年後由陈承煜学长接

任），葛文勋学长为文书理事。1984 年 12 月且经俄亥

俄州（ Ohio ）批准为合法社团。 

    1987年 5月起 发行 《厦门大学旅美校友會校友

通讯》，前十期由 1944年机电系毕业的陈中柱学长主

编。七年後，即 1994年 4月间之第二十一期起，改名

为《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可知＂美洲校友会＂

是取名于此时或该年年初。到了 2014 年春季已出到第

61期了。 

    吴学长连任两届理事长计六年（1984-11 至 1988-7，

1988-8-至 1990-7），到 1990年 8月起由葛文勋学长

接任第三届，他则任名誉理事长，也有十年之久。他手

创本会，并积极推动会务，功劳甚大。惜他于今 2014

年 7 月 20日病逝，得年一百岁。我现要在此向他及陈

梅卿学嫂与其家人致深切的悼意；想来所有厦大美洲校

友也有此念。 

 校友间之互动 
 

    其实我早于 1980年 1月即应聘宾州之福乐公司

（Fuller Co.）并移民美国，不久与新泽西州的欧阳谧 

刘景昭夫妇取得联络，他们不但是我在厦大机电系的学

长，也是我在台湾水泥公司高雄厂的前辈。他俩邀我前

往一敘並午餐。由于我初到美国，自行开车越州没有把

握，遂搭公车前往，相见尽欢。 

    过了好几个月，他俩的双胞胎次女欧阳安医师和一

位美籍男医师结婚，接到他俩的喜帖要我参加。这时我

有了经验，遂自己開车到其府上。原来美国婚礼是由女

方主办，就在欧阳夫妇新州 Cherry Hill 镇内自宅大

厅举行。他俩所邀请的来宾几乎都是厦大 40年代的校

友。典礼毕，就是婚宴，是很别致的美国方式，即他们

在费城（Philadelphia）一家牛排店包下二楼桌位，叫

我们这些宾客自己开车去，自行点餐，最後由欧阳兄付

账。欧阳兄要我開车送原搭公车前来的吴厚沂学长去餐

馆，到此时我们两人才“认识” （按：他在厦大是名

人，我早就知道他，但他到此时才认识我也）。 

    在餐馆见到好多位校友。坐在我对面的沈维基学长，

是出身自清华大学，原是萨本栋校长在长汀时代的电机

学助教，其时任宾州大学电机系教授。他还是我在福州

鹤龄英华中学的学长及老师辈哩。 

    1982年年初，我到南加州任职，公司派我出差到

沙地阿拉伯。1984 年初回闽探亲，也曾回访厦大母校，

为 36年後之创舉；是年 10 月—12月间，我应联合国

之聘到中国讲学。故 1984 年 11月 10 日“厦大旅美校

友会“成立时，我人还在天津水泥设计研究院内。 

    故我到 1985年初才入会。至是年 10月，我回聘宾

州 Fuller Co., 因人在美国东部，和旅美校友會之總

部较近，故所有活动都尽量参加。 
 

美东岁月 
 

    1985年 10月後重晤吴厚沂学长，知他和陈梅卿学

长是家在新泽西州 Cliffside Park 区内，工作则在纽

约华埠内。由于梅卿学长之兄陈霖是华埠巨商，开了好

几家“金”字号公司，擁有好几家超级市场 及酒公司

等，所以他俩是高级参赞人员。 

    我遂而要介绍家也在新州，工作在该州三里島核能

发电厂为工程师的李齊崑兄入会。李兄虽是南京中央大

学机械系毕业，但他的大一和大二是在长汀厦大读的。

吴学长遂邀他周末顺道来纽约金国食品公司一晤，我就

开车自宾州先到李兄家，由他开其车到纽约，吴兄则在

金国二楼招待，遂入会了。之后，吴兄每有聚会，必邀

李兄与我。而我的搭车方式也照此次模式。 

    到了 1986年 8月 2日吴厚沂夫妇邀请美东厦大校

友到其新州住宅聚宴，由陈梅卿学姐亲自主厨，多位学

长夫人协助，烧出好菜来，宾主尽欢。我和李齊崑兄同

车到达。是日除眷属外，校友有 18人参加，（即： 陶

树人 葛文勋 陳梅卿 吴厚沂 陳人信 李聯歡 陈至德 

曾慶沅 潘曉和 蘇林華 李齊崑 黄克剛 游達 莊隄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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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  林星  歐陽謐  陳文淵。）曾合影，刊于校友通讯

第一期内。 

    1987年 12月初，忽接吴厚沂学长来电，说该星期

天，即 12月 5日，原厦大汪德耀校长要到纽约市，嘱

我夫妇和李齊崑夫妇是日 11 时前到达其金国食品公司。

遂自宾州先到新州李兄处，再由他开车带我们三人前往，

在金国公司二楼处拜见汪公。不久校友们到齐，遂整理

好三楼会计室，汪校长和学生们计 14人用我的相机拍

个合影，後黑白者刊在校友通讯第三期上，彩色者刊在

第五期上。（按拍照时，左起前排  李聯歡 陳梅卿 汪

校長 吴厚沂 陳至德 蘇林華； 後排  曾慶沅  李齊崑  

黃鳳池  林回今  陳文淵  潘曉和  莊隄 李戎 。） 

    後安步当车走到临近之大上海饭店，由厚沂夫妇作

东，席开两桌。女校友陈人信此刻到达，四十年代学子

们都陪汪公坐一桌，餘者和夫人们（ 有文渊嫂、慶沅

嫂、至德嫂、齊崑嫂和内人）等陪汪公子莱慶和女公子

汪敏、戚友等同桌。大家聆听汪公别后四十多年屈折生

涯之报告。事後，我在旅美校友通讯第三期写了《厦大

美东校友欢迎汪前校长蒞臨纽约纪实》一文。又，汪校

长的手书在第二期上也可看到。 

    到了 1989年 5月 14日前几天 ，吴厚沂理事长来

电，说長汀时代担任厦大法学院院长的黄開祿教授夫婦

自美西来纽约，举行八十双寿及其金婚庆宴，邀厦大学

子参加。我们去了，庆宴开始前有 15人之合影，今附

于此。即拍照时，左起 前排  曾慶沅  吴厚沂  黄师  

黄师母李家斌  陳梅卿  鮑春英；後排  陳文渊  林回

今  黄弈聰  鄭立謀  蘇林華  潘曉和  陳至德  王振

華  黃鳳池。 

 
    其实我 1980年刚到美国时，是在宾州伯利恒市

（Bethelehem, PA）工作，得知黄開祿师也在该市住居，

并担任当地 Moravian College 经济学教授，曾造访其

府上，并常一同参加当地中国同学会活动。1982 到

1985年间，我到南加州工作，他全家也搬到此州，先

住蒙特利公园市，後在河边市(Riverside City)买了一

栋大房。他与夫人经常和南加州厦大校友会聚，记得有

两次在蒙特利公园市谢慎初学长家，参加者除黄师与师

母、谢兄与我外，还有黃滬生  朱博能  楊文骐  范廷

玨  蘇元章等，另一次十来位学生分别开了一小时车到

其河边市新宅聚餐。又，他给 厦大旅美校友会手写的

信曾刊在第四期校友通讯 上。 

 

泰美厦间之生涯 
 

    1990年 1月起，我应泰国级友校友丁政曾蔡悦诗

之邀，为泰国侨领廖氏集团兴建一世界级的大水泥厂来，

并予监管，前後达十七年又半。由于和厦大距离近 ，

每有大典与会议均飞往参加。 

    但与美洲校友会的联系并不中断，尤其是投稿给校

友通讯写长篇文章，每期有一两篇，甚至有三篇之多者。

母校八十周年和八十五周年校庆，美洲校友会组团参加，

我也是成员之一。（现附照片以示） 

    旅美/ 美洲校友会自 1992年 4月起，即开始有联

欢会之举，第一届由莊昭顺 朱一雄夫妇学长主办，在

其維金尼亚州莱辛顿艺庄内举行。其时我因路途遥远，

且不敢独自从宾州开车去，故未参加。 

    到了 2000年 7月 22日在南加州 蒙特利公园市之

林肯大酒店内举行第九届联谊会，由理事长李联欢学长

主持，陈申学长总联系。 当日的“创业讲座”由何宜

慈、張新雄、陳申及陳師雄諸学长開讲，另邀我代表泰

国校友会讲《厦大与我的水泥生涯》，我并以投影机将

泰国建厂期间之雄伟土木工程和巨大机械的照片放映出

来；周詠棠兄则代表台湾校友会讲《環球之旅》。当日

厦大并由潘世墨副校长代表校方前来祝贺并致辞。会中

并举行下届（2000-2002年）理事会选举，选出九位新

理事及推举傅志东学长为理事长。会中有大合照。有关

此次联谊会活动详见 2000 年 10 月出版的《美洲校友

通讯》第三十九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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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理事会的换届，可以说是由七、八十岁四十年

代老校友交棒给八十年代青年才俊校友的一个新创举。 

 

退休返美岁月 
 

    2007年 6月底，我已八十足岁，自请退休自泰返

美。次年迁入一公寓中，过那美式孤云淡鹤生活，但与

厦大级校友和美洲校友会保持密切联系，故每期《厦大

美洲校友通讯》都有一二篇长文蒙其刊出。 

到了 2013年 10月，我应洛杉矶世界日报之邀，出版

《蘇林華新文集》一书，其 12篇文章中便有 9篇曾在

《美洲校友通讯》发表过的。 

 

        
 

    2008年 12月初，新泽西州的吴厚沂 陈梅卿俩学

长到南加州圣地牙哥女儿安宜家避寒三个月，特邀厦大

校友于 2009 年 1月 3日新春时节 到蒙特利公园市利苑

海鲜酒家大团聚。我因已不再驾车，承 1947 级的陈振

苍夫妇陪我搭公车才得到场；吴学长夫妇则由女与婿及

家人护送前来，宴开二桌，参加者计 19人，宴毕合影

留念。（即左起，前排  蘇林華 黃士煌  吴厚沂  陳

梅卿  蘇元章  陳仲益；後排  黄滬生  陳振蒼夫婦  

士煌嫂  滬生嫂  陳吳安宜  李任亞麗  陳振安夫婦  

元章嫂  陳承煜夫婦  葉雨生）。但自這次後，我就再

无法见到吴学长之面了。 

    2009年 9月《美洲校友通讯》第 52期刊登了陳振

安兄之《老友聚会记》和我的《厦大南加州校友新年联

欢散记》便是报道此次聚会。 

    2011年 4月 6日厦大建校九十周年庆典，美洲校

友会由傅志东董事长和刘伟敏理事长推动下，有 40位

校友与眷属参加，包含了 “七老八十” 的阵容（按: 

有七位超过八十岁的老校友参加。 即：莊昭顺, 朱一

雄, 陳承煜, 林幼堃, 陈振苍, 张德光及我蘇林華）值

得纪念（附照片）。惜朱一雄学长已于 2013 年 3月间

在新泽西州过世了。 

 

理事会（及董事会）与通讯编辑 
         

    多谢傅志东董事长应我要求，二月间把他库藏的老

校友通讯寄来一大包 29本，又承陈玉銮理事长发来好

多期之校友通讯电子版，补上我手上的不足。我得以重

头到尾把新旧版校友通讯浏览一番，读到许多前未看到

的文章和报道，也得以了解历届理事会的主要结构。 

    现将历届理事长和通讯主编姓名和时段列之如下

（限于篇幅，理事们之大名略而不示）： 
 

第一届（1984,11-1988,7）及第二届（1988,8-1990,7）  

              理事长吴厚沂，主编陈中柱。 

第三届（1990,8-1992,7）理事长葛文勋，主编陈振安。 

第四届（1992,8-1994,7）及第五届（1994,8-1996,7） 

              理事长庄昭顺，主编谢雪如。 

第六届（1996,8-1998,7）及第七届（1998-2000年） 

              理事长李联欢，主编 李联欢 张新雄。 

*至 2000年时，吴厚沂学长辞名誉理事长。此时有董事 

               会之组织形成，由葛文勋担任董事长。 

                           

第八届（2001-2002 年）理事长傅志东，主编傅志东。 

第九届（2002-2004 年）理事长晏健，主编晏健傅志东。 

第十届（2004-2006 年）及第十一届（2006-2008年） 

               理事长孙勇奎，主编 孙勇奎  卢宏韬   

               傅志东。 

*至 2008年时，葛文勋辞董事长，由傅志东接任至今。 

 

第十二届（2008-2010年）理事长竺伟源（加拿大）， 

               主编 傅志东 竺伟源。 

第十三届（2010-2012年）理事长刘伟敏， 

               主编 丁俊琪 。 

第十四届（2012起-现今 ）理事长陈玉銮， 

               主编 陈玉銮 李彤。 
 

    于此我对历届理事会及董事会上下一心的表现，既

尽心尽力支持母校，又照护美洲校友，不胜感激。由于

过去理事长和理事会有过四次连任记录，我个人甚望本

届亦能连任一次，以带领我们参加厦大建校九十五周年

庆典，董事会亦然，盼美洲学长们声援。 
 

结  语 
 

至今年 11月 10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之成立即

达三十周年，现特撰文贺之。深信本会当能继续配合母

校之发展，不断发热发光，谨以为颂! 

（2014 年 8月于洛杉矶郡罗兰岗） 

（注：本文为纪念美洲校友会成立 3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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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风范，校友楷模 

-- 沉痛悼念吴厚沂学长 

 

 

吳厚沂先生生平 
      吳厚沂之父，吳渭漁公，原籍閩侯，厚沂之母潘氏，原籍廣東番禹。厚沂於 1915 年出生廣州，幼返福

州，嗣往廈門。1935 年春畢業於同文中學，留校任教。1936 年獲福建省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甲級修業證

書。1938年 5月倭寇侵廈，違難香港，仍執教鞭。1941 年 12 月，日佔港九，間關回閩。1942 年到長汀，考

入國立廈門大學教育系，1946年夏畢業，受聘為助教，隨即在漳州設立廈大復員轉運站，任副主任，完成安

排職教員、學生及圖書儀器自汀至廈之工作，略著勞績。 1946 年秋，廈大應允雙十中學校董會之請求，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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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予該校，出任廈門雙十中學校長，復校於敗垣之野，更始以新興之貌，篳路藍縷，始奠根基，卒成著名重

點中學。 

      1949 年夏，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 (The British Council) 獎學金，派往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 University) 進修兩年，得益良多。1950 年德國 Comburg Academy 暑期

班修業。1951年秋，受聘於香港教育司，直至 1972 年秋，秩滿退休。期間曾任中學副校長，督學，成人教

育官，教育學院講師及在職教師班導師，獲發退休嘉許親函。 1972 至 76年 任香港樹仁學院高級講師，仍

致力僑教。1976年秋移居美國，在紐約參與金門集團企業之金國、金城、金山超級市場及金國酒公司之經營

，後嗣以年高，退出商場。 

      厚沂性好合群，熱心服務，曾任同文中學學生會理事，國立廈大第一屆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香港廈

大校友會，香港同文中學校友會，菲律賓雙十中學校友會，漳州廈大校友會顧問。1984 年組織，美國廈大校

友會，任董事 第一屆至第三屆（1984-90）理事長，名譽理事長。1984年倡議並集資恢復嘉庚獎學金，以首

先響應母校之號召，卒底於成，當時集資即成為本會之教育基金。1987 年 5月創辦廈大校友會之˂校友通訊˃

，冀與母校緊密聯繫，並藉以聯絡國內及海外校友會及校友，增加情誼，互勉熱愛祖國母校。 

      於 1949年夏，厚沂與廈門大學校友陳梅卿（會計系）結婚，自知一生致力事業與服務校友，夠略有成

，均賴其襄助之力。倆人育有一女兩男，均已成家，女兒安宜適陳，為美國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D.) 碩士，前任 General Instrument 電腦公司高級部主任 (Senior Director)。長男維寧為

美國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牙醫及法律雙博士，自行開業，娶妻蒋氏。次子維定畢業於香港大學 

(Hong Kong University)，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企業碩士(MBA)，現任紐約森美進口公司董事長

兼總經理，娶妻程氏。倆人膝下共有內外女六名，男孫一名，年長者 1999年大學畢業，最幼者 1999 年才出

生。 厚沂，梅卿共享天倫之樂，兩人世界亦安靜歡樂。 

   厚沂 2011年，在紐約受洗歸主。自述：“試想八年抗戰，數載內戰，我自幼及長，顛沛流離，羈居港美

，隨時都可能發生不測，但終歸履險如夷，屢過難關，豈非神助也？所以我常在感恩之中也，然此絕非資質

平庸如我之個人能力所能致，實由上帝憫其忠誠善良恩賜者”。 

  吳厚沂於 2014年 7月 20日之清晨離世歸主。      （注：“吳厚沂先生生平”由吴先生家人提供） 

 

母校及校友总会唁电 
 

惊悉吴厚沂学长逝世，噩耗传来，母校师生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而深感悲痛、哀思绵绵，

特致电表示深切哀悼！ 

吴厚沂学长 1946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出任厦门双十中学校长，复校于

败垣之野、更始以新兴之貌，而成著名重点中学。1951-1972 年受聘于香港教育司署，期间曾任中学副校长、

督学、成人教育官、教育学院讲师及在职教师训练班主任等职。1976 年移居美国，参与金门集团企业经营，

颇有建树。吴厚沂学长桃李满园，商誉卓著，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尊敬。 

吴厚沂学长与陈梅卿学长缘结厦大，对母校感情深厚，热心校友工作。他曾任香港厦大校友会、漳州厦

大校友会顾问，于 1984 年组织美国厦大校友会（后更名为美洲校友会），曾先后担任董事、第一届至第三

届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为校友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倍受海内外校友和各界人士高度赞誉。而

今学长遽然逝世，悼惜殊深，专此驰唁，遥寄哀思。尚祈陈梅卿学长及家属节哀顺变。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二○一四年七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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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吧,校友的典範 
  

(莘人 作) 

 

 
    我與先夫朱一雄由菲律賓移居美國, 已是中年的媽媽, 飽嘗了抗日戰爭, 國共紛爭的苦難,好不

容易到此擁護民主的國家, 想做一番事. 一雄應邀到維真尼亞( Virginia) 的華李大學任教, 我倆

因此在學校附近購地產,經營藝苑 (Art Farm) 傳揚中華文物。 當時需要一些中國貨, 得悉吳厚沂

陳美卿伉儷在紐約赫赫有名的“金門”辦事, 便趨前請教, 得吳兄伉儷熱烈招待, 並介紹多位厦大

的老同學. 我們採購日用品,包括餐桌碗筷, 油鹽醬料, 來往的次数多, 不但是 “金門” 的顧客也

是吳家座上不速之。 吳兄熱心聯絡校友. 在黃開祿老師號召之下我們參加幾次校友聚餐，更認識幾

位前輩之校友. 一談起長汀的大學生活, 則有說不完的故事. 這時我才知道吳兄是當時廈大旅美加

校友會的第一屈理事長,更加欽佩。愛祖國, 愛母校, 大家都一樣,但沒人像吳兄那麼認真。 

    他當過校長, 又做過督學, 當然條規很嚴, 對校友會也不例外,校閱文件, 一字不拘, 連標點符

號都不肯有錯.他待人却是寬容,溫和可親。 大概他不願人家說他嚴謹, 因此而想盡方法說笑話, 這

實在不容易。 

校友會常常經費不夠, 他有方法使朋友慷慨捐贈而維持下去。 他為校友會籌募捐款, 既誠懇又

忠實, 這种信譽不是一天可得. 他不求自已的功名, 只求團体的福利, 這是他為人的態度, 令人佩

服. 他是新時代的君子。 

近來我已年邁, 尤其一雄逝世之後, 很少參與各種活動,但仍念念不忘吳兄伉儷, 幾次想面訪而

罷。 最近因允現任理事會之會長玉銮老弟寫紀念厦大旅美校友會三十年之慶典一文, 打電話請教吳

兄。吳兄破例回應,他激動地叫我的名。再次表達他不喜歡標榜自己。 我想不到才過幾天, 由電郵

公布了他逝世的消息。 天啊! 眼淚向内流,我扶著助行器, 到殯儀館看他最後一面。 遞上紅玫瑰而

說：“安息吧! 校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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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厚沂学长 
 

傅志东 （82 届化学） 

 

厚沂学长不幸离我们而去了。 7 月 20 日上午我接到厚沂学长的女儿安宜从新泽西挂来电话，报来噩耗，

我不禁悲从中来。 尽管此前我已经知道厚沂学长的身体状况， 已经有些思想准备。 但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我仍然在那瞬间被巨大的哀思充满心胸。 

厚沂学长是一个广受校友们尊敬爱戴的前辈学长。7 月 20 日晚美洲校友会发出讣告以后，许多校友表

达了深切的悲痛怀念之情。 认识他的校友们都无不为我们失去这么一个令人尊敬的学长感到惋惜和哀伤。 

和许多的厦大校友一样，我和厚沂学长结缘于厦大校友会。 尽管我们生长和求学在不同的时代，但我

们因拥有一个共同的母校--厦门大学而相识、相知。 

我们怀念厚沂学长，因为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长者。我第一次注意到厚沂学长的大名是在筹备

美洲校友会 96 年华盛顿校友联欢会的一个会上。主持筹备工作的力伯珍学长（化学系 1949 届，已故）在

活动安排时说到校友会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吴厚沂学长的讲笑话。果然名不虚传。 在那次活动的晚宴上，

厚沂学长讲了几个笑话，引得同堂都是笑声。 其中一个笑话我至今依然记得。 他的笑话绝不低俗，总是靠

智慧幽默来赢得笑声。 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厚沂学长那时带给大家的欢笑，仿佛仍在眼前。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这几个字用在厚沂学长身上再贴切不过。 厚沂学长为我们留下了不少

文字。 他的文章，一如他的为人，思路清晰简洁，又富有内涵。文字表达既严谨周到又妙趣横生。他的文

章少有长篇大论，但字字珠玑，绝无多余的字句。 

在追忆学长的时候，许多校友都为他的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 每次校友活动中，他不仅对过去经历的

往事如数家珍，而且还能够记得许多新认识不久的校友的一些细节情况。听梅卿学长和安宜姐回忆，他今

年住院的时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对年届百岁的他的记忆力感到惊讶。他能够用英文准确地说出他吃

的各种药的药名。 

我们崇敬厚沂学长，因为他是校友们的楷模。他从母校教育系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卓有成

就。退休以后，他从事经商，也颇有成就。他和梅卿学长的结合组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他和梅卿学

长在子女教育培养上也十分成功。他的三个子女以及孙子女都事业有成。 

       厚沂学长广为校友们所爱戴，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一生做了许多的好事。他十分热爱我们的母校 --厦

门大学。为了母校，为了校友们，他领衔发起创办了我们的校友会。为我们校友会的发展，贡献许多宝贵

时间和金钱。美国加拿大地大校友分布区域广。在过去通讯不那么发达的年代，要联系上一个校友，不是

那么容易。他有时为了联系上一个校友，要写上好几封信。我们许多晚辈的校友，都曾收到过他的信。他

不仅经常为校友通讯撰稿，而且为校友通讯向海内外组稿。我现在随手翻起手头的校友通讯，往年的几乎

每一期校友通讯都可以看出他付出的心血。看现在，斯人已去，悲哉，哀哉！ 

哲人其萎，惟愿安息。厚沂学长一路走好。 

 

（注：本文作者傅志东，现任美洲校友会董事长，现居亚特兰大）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二期-- 27 -- 

纪念吴厚沂君 

 

庄 隄 （77 级物理） 

 

吴厚沂君于 2014 年 7月 20 日清晨在其新泽西家中,

在亲人的陪伴下驾鹤西去。 

参加完厚沂君的追思仪式后, 时任厦门大学美洲校友

会理事长的陈玉銮校友对我说, “你与吴厚沂先生的关系

不一般, 你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 发表在校友会的校刊

上”. 略微思考, 我答应了玉銮兄的邀请。 

吴厚沂君享年 99 岁, 我与他岁数相差近半百.  但我

有幸在厚沂君的人生轨迹上与他有三次相交. 前两次相

交不在时间上, 亦不在空间上, 而是在情义上.  在第三次

相交时, 我有幸与他见面, 并得知有前两次相交。  从此, 

我与厚沂君相识, 领略了他的风采才华, 他的为人处世。   

第一次相交是在厦门双十中学。 厚沂君在 1946 至

1949 年间任厦门双十中学校长. 我在 70 年代毕业于厦门

双十中学.  厚沂君是我的校长. 第二次相交是在厦门大

学.  厚沂君与 1942考入厦门大学, 1946 年毕业. 我在 77

年进入厦门大学, 82 年初毕业. 厚沂君是我的校友, 学长.  

第三次相交是来美国后的在一次聚会中,  我们见面了, 

并从交谈中知道我们曾经在双十中学和厦门大学相 “处”

过, 非初次见面, 已是熟人。  

厚沂君为人热情, 善交朋友,豪爽慷慨. 他极有才华, 

富有幽默,出口成章, 经常妙语连珠, 让人捧腹大笑不已。

他愿为他人服务, 做事心细, 为人着想, 热心为他曾求学、

工作过的地方出力,赞助. 厚沂君与夫人陈梅卿(亦是厦门

大学校友)为厦门双十中学设立一个教育基金, 用于奖励

优秀的初三学生毕业生, 每年有十几位初三毕业生受益

于此教育基金的帮助. 厚沂君倡议并集资重振嘉庚奖学

金, 得到许多厦大校友的相应, 所筹资金成为厦门大学美

洲校友会的教育基金.  1984 年厚沂君与几位厦大校友, 

一同组织创立了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他出任董事, 理事

长, 名义理事长多职, 在其间, 他与夫人多次出巨资捐助

校友会以维持校友会的运作, 为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的

成长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有一小事, 足可从中看出厚沂君的用心、细心。 在

校友会成立之前, 厚沂君写信给我(那时还没有手机,短信

或微信, 一般的通讯还是靠邮递信件), 邀我在校友会成

立当天到他在新泽西 Cliffside Park 的住所, 与其他几位

校友一起, 共同欢庆. 他在信中说到(我只记得大意):  其

他几位校友均为 1949 年前毕业的校友, 而我是 1980 年

后毕业的校友, 他认为校友会应有所代表, 老新都有, 是

为承前启后造势, 今后还会有更年青的校友加入. 他还在

信中附上手画地图一张, 标明如何从纽约经华盛顿大桥

进入 Fort Lee, 在何处出口, 如何从出口到他在 Cliffside 

Park的住所, 在何处停车, 等等, 地图细腻, 明了, 令人感

动.  因受其情所感, 我约了当时亦在纽约和新泽西的 77

级物理系同学李戎、遊达, 一同前往。 当天到场的有吴

厚沂, 陈梅卿, 李联欢, 葛文勋, 苏林华, 陈至德, 庄昭顺, 

朱一雄, 欧阳谧等几位老校友及我们三位年轻的校友 (在

场的还有另外几位, 现已记不清了名字了)。    

吴厚沂先生是我的校长, 也是我的学长, 而更确切说, 

他是一位君子.  吴厚沂君已找到了他一直追求的地方, 

在那里安息、长眠。   
 

 今日是中秋节, 作此文以悼念厚沂君。 
 

         (2014 年 9 月 8 日) 

 

上图摄于 2010 年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年会, 在 Washington 

DC/Virginia (Marriott at Worldgate, Dulles) 举办. 左一是笔者, 

左二是吴厚沂学长, 左三是陈梅卿学长(吴夫人), 左四是庄昭

顺学长, 左五是李戎 (77 级物理), 左六是廖宜宏(77 级化学). 

 

上图亦摄于 2010 年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年会, 为吴先生做     

95 寿诞. 左一是厦大校长朱崇实, 左二是陈梅卿学长, 左三是

吴厚沂学长, 左四是王昕(中文系,年级不详), 左五是刘伟敏 (83

级生物系, 时任校友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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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厚沂学长 
 

范义鸣 （ 95 届财金） 

 

  第一次见到吴厚沂先生和陈梅卿学姐，是在 2008 年十月十日晚，我从波士顿赶去纽约参加厦大美洲校友会

年会。年会前夜，傅志东带我去纽约哈德逊河对岸的小苏州酒楼，吴先生梅卿姐在此设宴欢迎来自母校的赖虹凯

副校长，王豪杰理事长，及郑冰冰女士。吴先生梅卿姐早定好单间及丰盛菜肴不说，更记得当晚吴先生和梅卿姐

都非常地彬彬有礼且神采奕奕。当我们宾客间讲讲当下的笑话且插科打诨时，吴先生和梅卿姐都始终谦和地微笑

着，一路听着，不打岔也不多嘴，长者风度尽显。而后吴先生说也要给大家讲两个笑话，真没想到年逾九旬的吴

先生声音洪亮且抑扬顿挫，引经据典还中英文并用， 幽默口才逗得大家开怀大笑！随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去

吴先生梅卿姐住所去接他们参加年会活动，车还未到住所公寓前，已见两位老人精神抖擞地站在楼下翘盼我们的

到来了。吴先生应场合之要求着白西装系领结，梅卿姐也衣饰讲究合宜。 一见到我们，吴先生赶忙说辛苦我们

开车来接他们了。那年的年会是在纽约东河上的一条大游轮上举办，期间我本应负责陪伴二老左右以确保他们上

下走动安全，但之中我离职多处，甚觉愧疚；但吴先生和梅卿姐毫无微词，反倒细腻关注我彼时之感受，并关心

问询我的情况，当得知我已做了两年的财务及理事时，吴先生感谢肯定加鼓励我的工作。吴先生还不时抖出点当

年跟梅卿姐年轻时的趣事，穷究于细节时，梅卿姐说不过他，只好嗔怪一番，逗得众人都很开心。两天后曲终会

散，等下船道别时竟有些不舍，跟吴先生和梅卿姐挥别再见多次后看见两位老人转身挪步后我才移步走远。 

    其后我继续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及财务的两年中，吴先生多次亲笔手书，对我们校友会所作的工作和努力表

示大力的支持，并切中要害就当时我们所面临的建立校友通讯录及办通讯期刊等几件大事难事出主意想办法，言

辞每每真切中肯，且吴先生信末总会加上注释说明鄙人意见仅供参考等。每逢过美国大节或中国新年，我也必会

收到吴先生梅卿姐的问候与祝福，温馨的卡片上还会告知他们的近况及行踪，让我们勿念担心。1984 年吴先生

创办美洲校友会，任首届及第二届理事长，并于 1990 年后任名誉理事长至 2008 年请辞成功。尽管吴先生在美洲

校友会资格堪称极老，但他老人家从来不倚老卖老，提的建议总以校友会团体利益为第一，娓娓叙以情理，并又

设身处地体谅大家的难处和不便。还记得从纽约年会回来不久，收到他们两位的例行会员年费捐款，信内附言让

我不必寄回收据，以便节省我的工序和时间。 

    吴先生也是美洲校友通讯的创刊者，创刊之初排版印刷撰稿等事均亲力亲为。感谢美洲校友通讯的创办及延

续，北美东西南北及全球厦大校友之精神纽带才得以维系，从上个世界 40年代至今老中青校友们穿越时空的记

忆才得以穿掇起来。然而这些年来每逢美洲校友通讯出刊，吴先生只要求给他寄上两本，自己留一本，把另一本

收集好定期亲自邮寄给母校图书馆收藏。近几年他还不顾年岁已高颇费周折地到处打听收集差缺的几本校友通讯，

一心一意想为母校收集一套完整的包括从第一期到最新一期的所有美洲校友会的校友通讯。 

    吴先生和梅卿姐也是忠实的会费缴纳者和捐款人。我任财务四年中，每年两次他们上百的会费及捐款一定会

及时寄达，从未间断过一次！且任何时候美洲校友会有任何事项的捐款活动或奖学金设立等，吴先生和梅卿姐总

是积极响应甚至呼吁，并数百上千地捐助。 

    在我们美洲校友会无数期的校友通讯上，吴先生文才流淌，写有数篇佳文，其上妙语连珠！有的是半文言回

复老友书信的，有的是助人为乐代写“寻人告示”的，有的是言辞谐趣忆厦大旧事的。但凡吴先生写校友聚会感

言时，他必周到地提及所有参与人的名字，并常加注“如有遗漏，请补充，并原谅。“ 

    吴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我相信他走时内心是平安而幸福的。多年经营成功的事业，刚柔并济堪称完美的

婚姻，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敏捷幽默的个性和精彩的故事人生。更甚之的，是吴先生的助人为乐，体贴人心，凡

事为他人着想，对待校友们像亲人般温暖；是吴先生视年轻辈为平等，平实质朴，实实在在，有一说一，有几分

光发几分热；是吴先生对生活的热诚，不因高龄而无所为，而是继续积极地参与，为我们这个校友会及社区奉献

心力。吴先生是我们美洲校友会的粘合剂，他的德高望重和可亲可敬把北美和全球的厦大校友都包融到校友会这

个大家庭，他的身体力行和持之以恒的付出让我们更加懂得付出的快乐！吴先生是北美校友们的楷模，为我们指

点人生及意义！ 

    很感动于吴先生在 2007 年请辞美洲校友会名誉理事长时写的一段话：“本校友会为鄙人极深爱护之组织，

亦为校友们精诚团结之团体，无时不在我关怀之中；今后自当继续尽会员之职责，期望会务之蒸蒸日上。” 

    同时一直想向梅卿学姐问好，看到吴先生追思会上梅卿学姐强忍悲痛的照片心里也非常难过。望她老人家节

哀并多多保重！ 
                                                           （范义鸣 2014-09-10 写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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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与吴厚沂学长的几次相见 
陈玉銮（85 届化学） 

 
    7 月 20 日中午时分从志东董事长处得知吴先生与世长辞

的消息。噩耗传来，心情无比沉痛。7 月 26 日我和志东，俊

琪，庄隄等几位赶到新泽西，代表美洲校友会出席了吴先生

的追思告别仪式，送了吴先生最后一程。我和吴先生夫妇相

识已有二十二三个年头了，除了一些书信往来及电话交谈外，

还有几次令人难忘的见面。在此，和大家分享本人幸会吴先

生夫妇的几个片段，藉以寄托对吴厚沂学长的哀思。 

   第一次和吴先生和陈梅卿夫妇相见是 1992 年深秋季节，

地点是在南京。吴先生夫妇访问南京，专门安排时间和南京

校友会理事会见面座谈，旨在扩大美洲校友会的影响以及推

动海内外校友会间的相互交流。因时任南京校友会理事长正

是我所任教的南京化工大学校长魏宝明教授，近水楼台的我

自然得到了一次近距离接触美洲校友会创始人吴厚沂学长这

位大人物的机会。吴学长的睿智与幽默，以及他的个人魅力，

凝聚力和感染力，从第一次认识他开始，我就深深领会到，

至今依然深刻烙印在我的心底。来访次日受魏校长“差遣”

又得到了护送吴先生夫妇上火车的机会，因为吴先生夫妇是

外宾，所以我也首次享受了进入“贵宾候车室”的待遇。 

 
 

    再次见到吴先生夫妇是 1995 年 7 月在美洲校友会的大聚

会上，地点是在加拿大温哥华。那次聚会会场设在 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当时我刚从国内来

到该校攻读博士。很荣幸赶上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温哥华

举行的美洲校友大聚会。会上又一次见到了吴先生夫妇并结

识了很多新老校友（注：李联欢，朱一雄，莊昭顺等长辈校

友，之前也曾在南京相见，这次又在加拿大重逢，甚感庆

幸！）。会上有一个节目是为几位老学长祝八十大寿，吴先

生正是寿星之一（附照片为证）。第二天聚会校友大多已经

离开或外出游玩，吴先生夫妇却来到我们学生公寓花了大半

天时间和六七位厦大留学生一起包饺子，因此我们得到了一

次很好的机会和前辈交流。在这次和吴先生的交谈中发现了

吴先生过人的记忆力，他不仅记得三年前在南京和我的短暂

相见，而且还记得我在送他上火车时不经意提到过当初我正

准备投一论文到美国学术会上的事。三年后在温哥华相见他

即问起我 93 年有无到美国开会的事。他的超群记忆力和对晚

辈的细致关心厚爱，令我感激涕零。 

 
    第三次见面是 2011 年 4 月在母校 80 周年庆典上。因为

母校安排美洲校友代表团在逸夫楼用餐，我们得到几次同桌

进餐的机会。篇幅所限，不予赘述。（照片见本期第 21 页） 

 
    最后一次见面是 2014年 2 月 4 日在吴先生府上。记得春

节刚过，带上两本头天刚收到的“校友通讯”第 61 期，我对

吴先生说：您是除我之外第一位看到本期通讯打印版的。他

盛赞通讯之质量，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新春大礼，高兴万

分。交谈中，他拿出一本硬皮笔记本，逐页翻给我看他所记

录整理的美洲校友会大小事记。百岁老人，还在为校友会努

力工作，深受感动。当我要告辞的时候，吴先生坚持要做东

请我上“小苏州”餐馆吃小笼包。我本要赶到宾州并已安排

公务晚餐，几次向吴先生解释，且让陈梅卿学长帮忙，但都

未能奏效。陈学长只好反过来劝留我，说“吴先生决定的事

情，不会改的，你就依了他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赶

紧电话取消宾州的晚餐安排，静下心来享受吴先生夫妇的宴

请。“小苏州”餐馆不大，但菜肴不错，小笼包更是正宗。

因我们是”Early birds”，餐馆很安静，很适合我们享用美

餐和交谈。最后让服务生用 iphone 帮我们 拍照留念。餐后

送吴先生夫妇回府，道别时说下次我们还去“小苏州”，不

过我说下次一定要让我请俩位长辈。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

不可能有“下一次”了。但很庆幸当天我接受了吴先生的坚

持！那个晚餐，令我终身难忘！ 

 

     谨祈祝吴厚沂先生安息！ 
 

                  （2014-09-19 夜,于波士顿，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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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顶尖律师」陈小敏的成功轨迹 
（发布: 镜报 2014年 8月 11 日 |来源: 莫利亚） 

 
镜报编者按：陈小敏 (注：厦大 78级哲学)和他领导的

高质素、高水准、专业化的团队，在办理华资公司在美

国的商业活动中碰到的法律事务过程中，谱写卓尔不群

的傲人业绩，奠定了在美国律师界享有的影响力，并跻

身於美国主流社会的先进律所行列。 
 

    总部座落於北京市金融街核心区的德恒律师事务所，

是中国司法部批准建立的中国最大规模的合伙制律师事

务所之一。是全球网络化服务体系和海外分支机构最多

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2001年陈小敏所在合伙制律

所正式成为德恒律所全球五个国外分所之一，也是德恒

律所全球合伙人之一。陈小敏拥有中国、纽约州、美国

最高法院和美国国际法院律师执照，是中国贸促会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和国际商会仲裁法庭案件仲裁员。 

    德恒律师信守「德行天下，恒信自然」的理念，遵

从「勤勉尽责，竭诚服务，追求公正」的宗旨。德恒律

所纽约分所主任合伙人与他的团队，先后成功地参与众

多大型的跨州和跨国界的复杂的法律业务；为在美国的

中资企业／公司、合资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业务需求，出

色地提供了一站式、全方位、经验丰富、优质高效的

「全程护航」法律服务，赢得了稳定的一流客户群。历

经历练，实践证明，陈小敏和他领导的高质素、高水准、

专业化的团队，在办理华资公司在美国的商业活动中碰

到的法律事务过程中，谱写卓尔不群的傲人业绩，奠定

了在美国律师界享有的影响力，并跻身於美国主流社会

的先进律所行列。 

    因其功绩，陈小敏被国际主流杂志汤姆森路透社出

版的《超级律师》连续三年(2012-2014)评选为「大纽

约地区商法／公司法顶尖律师」。在《超级律师》十多

年来的评选中，由留美华裔律师陈小敏博士首开先河获

「大纽约地区商法／公司法顶尖律师」荣誉称号，是德

恒的骄傲，也是华人的骄傲！况且，自 2002 年起陈小

敏应邀担任镜报月刊纽约分社常年法律顾问，更是倍感

骄傲，值得称道。 
 

       「顶尖律师」的产生及评选的要素 

    为追寻陈小敏律师的成功轨迹，探讨他成功的秘诀，

他欣慰地应邀来到纽约分社接受了笔者专访。首先，让

我们了解「顶尖律师」的产生及评选要素有哪些? 

    已开展十年的「顶尖律师」评选，由美国汤姆森路

透社出版的《超级律师》杂志举办。汤姆森路透社是加

拿大媒体巨头 The Thomson Corporation 与英国老牌

通讯社路透社集团 Reuters Group PLC 合并组成的商务

和专业智能信息提供商，全球三大资讯提供商之一。一

年一度评选「顶尖律师」现已推广到全球，旨在评选出

获当地同行推荐，主流同行认可，再由专家根据候选人

公开的律师执法业务记录进行评估，对每位候选人从

12 个要素进行考量，以得分高的当选。美国大纽约地

区是律师最集中、评选竞争最激烈的区。根据笔者理解，

现将 12个评选要素结合案例综合报道如下： 

    1. 能够参与大型和复杂的案件。在美国，除特殊

原因，交易和案件都是公开有案可查的。比如上市，作

为主管律师签名，都会在上市公司各种报表中出现；在

代表客户的诉讼文件中都会体现。 

    2. 有扎实的基本功。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律师的

基本功是否扎实非常重要，即要知道某法律原则的来源

和产生的背景。如不扎实，经验再多，仍不会知道某惯

例或做法的所以然。只有基本功扎实才不会被时髦的做

法迷惑。如：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陈小敏曾经代

表某一中资银行给某 500强公司几千万美元的贷款。当

时市场上贷款非常容易，是借方市场。因此，当时一些

代表借方的美国大律所开始将租赁协议中的「萎缩条款」

(Contraction Rights)运用到贷款文件中，即借方可以

在业务突然或大规模萎缩或下降的情况下，可随时解除

贷款协议，或要求更优惠利率。借方律师一定以该条款

当时通行为由，放到贷款文件之中，很多律师也许因为

大所律师都这么做，也许认为没问题。但陈小敏坚决反

对，认为不管甚么时候，银行贷款最基本的传统性保障

是不应该变的，不能跟风。这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理，

否则合同就失去了作为合同的意义。果然不久后发生的

金融危机，不少商业银行因其贷款合同有这样的贷款，

贷款协议被借方取消，银行无法执行担保资产，损失不

少。又如，陈小敏在 2006 年代表一家公司在美国上市，

想挤入上市前投资的基金有近 40家。在过户的最关键

时刻，代表众多投资基金的著名美国律师坚持要在融资

协议中加入一条款，即美国的判决必须在中国执行。德

恒纽约所的案件律师是美国律师，无法说服那位著名律

师。最后陈小敏亲自出面从法理上指出，国与国之间要

执行对方的民事判决，必须要求有如下几个前提：一、

双方有互相执行判决双边协议；二、双方国家都是某跨

国民事判决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三、中国有这种执行外

国民事判决的先例。律师是执法者不是立法者，在任何

文件中要保证合同条款是可以在所在国的法律制度下是

可以执行的，否则超出了律师的责任范围，做了应该是

立法者做的事。因此，在本案坚持上述条款是没有意义

的，而且还将律师置於误导客户的风险之中；如果客户

在美国的判决不能在中国执行，客户有可能指控他失职。

除非对方律师能说服中美两国的立法者让他们修改现有

法律。当然对方律师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最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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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对方被陈小敏说服，放弃那一条款，使上市计划按时

进行。虽然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基本常识，但在复杂的事

务中，即使大名鼎鼎的律师往往也会忘掉最基本的原则

而犯同样的错误。 
 

         中美烟草官司中显杰出领导能力 

    3. 陈小敏作为各种案件的团队负责人，显示出杰

出的领导能力。例如：2003 年开始，中国烟草总公司

以及数家子公司在美国 34个州被诉，因所谓的违反销

售香烟所在州「托管基金法律」。根据这个法律，任何

烟草制造商，必须根据所销售每根香烟的价钱比例，为

销售所在州设立一笔「托管基金」，持续 25年。受益

方是所在州的香烟受害人。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进口

国的法律问题一般由进口商负责。但是由於许多美国香

烟进口商没有交纳或没有及时缴纳上述基金，所在州检

察官当然就根据法律找上中国生产商。虽然实际上并不

是中国烟草生产商的过错，而且他们确实不知道美国的

上述法律。但美国是一个不能用「不知道」为理由而

「违法」的国家。更复杂的是，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

当时既不是生产商，也不是出口商，各地烟草公司都是

独立法人。被美国州检察官拉进诉讼，纯粹是因为中国

的专卖体制。这是一个巨大的诉讼工程，不仅要协调各

被告、根据不同州法及时应诉，还得在各州建立当地州

律师团队，并且和全国检查官协会协调。陈小敏及时地

在短时间内和北京德恒总部确定了应诉方案，以德恒纽

约所作为全美的指挥中心，同时物色和落实案件所在州

当地律师，首先将中国烟草总公司脱出诉讼，然后以各

烟厂名义和各州和解。在这样复杂的诉讼工程中，任何

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前功尽弃。出问题并不可怕，

但必须立即拟定解决方案。仅仅管理办案律师就是一件

麻烦事，因涉案律师多，分散在各州且脾气不同。作为

团队负责人，陈小敏不仅要监督办案质量，还要协调纽

约律师和各州律师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应对方式。

此外，要严格对各州律师原已同意的费用预算进行把控。

有个州律所因远超预算，客户不可能支付，就单方面撤

出，撒手不管。幸好陈小敏早有预料，及时补上，以致

没有影响案件结果。另外，陈小敏花大量时间说服各地

检查官以及全美检查官协会，利用充分的证据和公司法

理论案例，表明中国烟草总公司不应成为诉讼当事人，

最终他们同意由各责任烟厂签署和解协议。案件的结果

正如原定计划，德恒纽约代表的案件所涉的 13个州都

顺利和涉案烟厂签署和解协议。 

    4.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充分显示陈小敏解决问题

的智慧和能力。在律师行业中，好的律师能够把复杂的

事情简单化；差的律师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客户雇

律师，多半是希望律师能够促成客户委托的事项，而不

是搞砸。律师如果没有基本功，无法在法理上说服对方；

而有了基本功，但没有智慧，说服不了对方，找不到解

决方式也不行。 

    5. 律师要竭尽全力为客户争取利益。一椿复杂的

交易或诉讼，涉及客户不同方面的利益。一个好的律师

在能够把事情做成或相对较好诉讼结果的前提下，应该

尽量为客户争取各方面的利益。比如，2004 年德恒纽

约分所代表长江三峡在美国执行中国贸促会仲裁委员会

数百万美元的仲裁案，起初他们虽然成功地要求美国法

院执行根据《纽约仲裁公约》执行中国仲裁裁决，但法

院忽略了他们要求法院同时执行违反仲裁判决的违约惩

罚性利率，以及没有按照美国判决时的货币汇率将人民

币换成美元。因为从中国判决到美国判决期间，人民币

已升值许多，如果兑换率按照中国的判决时的汇率算，

判决的本金将损失几十万美元。这时，也许有的律师认

为，既然大的方面都赢了，何必计较小的利益，而且还

得要求法院修改判决。但陈小敏坚决认为，这些利益和

本金比较，确实是小利益，但是这是客户应该得到的；

而且，法院疏忽应该纠正。更重要的是，应该让违约者

尝到违约的后果。因此陈小敏又递交了要求法院修改判

决的动议，对方对此拼命反对。但法官认为：德恒纽约

分所的动议有道理，便修改了判决。 
 

         结合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思维方式 

    陈小敏能够在美国纽约这样一个律师多如牛毛的世

界首都打出自己的一块天地，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

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日渐扩大

的贸易和投资往来给像陈小敏这样有着中美教育和文化

背景的人才，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挥才能的机遇和

平台。陈小敏表示，2004 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国企业走

出去政策以来，中国业务随之不断扩大。据 Rhodium 集

团报道，中资公司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在 2013 年达到

140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加两倍。今年头 5个月，中

资公司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超过 20多亿美元。特别是

2007 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比如，如果不是通用汽车在 2009

年的破产，后文提到的中资公司不会那么顺利地兼并其

子公司；即使通用汽车同意，也比较难获得美国政府主

管机构的批准。 

    陈小敏经过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教育，再

加上哲学本科的思辨训练，他感觉到这种背景对他的业

务和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表示，大陆法系的哲学思

维是从抽象到具体；而普通法系的哲学思维是从具体到

抽象。前者如黑格尔的结构，然后将具体的东西在结构

中对号入座。后者则从具体的案例中抽出原则。如果没

有很好的思辨能力，在大陆法系中就无法建筑正确的系

统结构，从而无法将具体的东西对号入座；同理，在普

通法系中，会被众多似是而非的案例迷惑而无法抽象出

原则的东西或关键的问题所在。两种法系思维方式的结

合，使陈小敏能够清楚地认识案件的本质，避免被一些

表面现象迷惑。 

    陈小敏是有信仰和社会责任的帝国州杰出公益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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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经历了「9.11」事件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他认

为，一个社会的稳定不仅要靠法律，还得靠信仰。当一

个社会没有了信仰，人们所为就没有底线了。他每年都

花几十甚至上百小时为社区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免费法律

服务。从 2004年开始到现在，只要在纽约，每两星期

一次，他都会到法拉盛的角声社区服务中心为社区贫困

人士提供免费法律谘询。他曾任首届美中律师协会会长，

担任纽约众多社团和非营利机构的法律顾问。2007 年

纽约律师协会授予陈小敏「帝国州杰出公益律师」称号。

这荣誉称号是专门授予那些一年超过 50小时为贫困人

士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律师。 
 

            山区经历养成刻苦耐劳性格 

    自小立志，超过同龄人的睿智、修养、思辨能力和

思想境界。探讨陈小敏成功的秘诀之际，不妨先追寻他

成功轨迹。1956年小敏出生於浙江温州市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父亲在农业系统工作。因父母 1956 年自愿报

名支援山区，从一岁到考上大学，他一直在浙江最偏远

落后贫困的浙南山区度过。昔日的山区生活他至今记忆

犹新。他很感激这段成长经历，使他得到锻炼并养成了

吃苦耐劳的性格。目睹文革期间的反常现象，当时他虽

没悟出甚么道理，却暗自立志：读好书跳出山区。父母

的藏书《反杜林论》、《红楼梦》、《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那时读来似懂非懂，却成了汲取知识和

养分的精神食粮。 

    出类拔萃，名师出高徒；著书立说，学术造诣高。

他先后获厦门大学哲学学士、国际经济法硕士，获美国

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法硕士、J. Reuben Clark (杨伯翰

大学)法学院博士。1978年首次全国高考，他以所在地

区文科第三名报考厦门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之际，跨

学科考外交学院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在数百名应试者中

成绩进入前十名。因听力不佳错失良机。哲学本科毕业

被分配到南昌江西社科院《江西社会科学》任编辑。

1983年以第 1名成绩考取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研

究生，师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创始人著名权威陈安教

授，在名师严格训练下，参与翻译美国著名国际经济法

专家巨著 6本系列丛书，奠定了法律务实学术造诣高的

扎实根基。还先后参与陈安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

该书填补了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空白；另一本《国际金融

法》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法学教材。期间，他还担任

《美国法律通讯》主编之一。2000年陈小敏等合著

《美国银行法》，该书成为唯一全面介绍美国银行法专

著，2013年再版，陈小敏主编增加了最新法律发展和

案例。 

       在美最早在法律方面从事中国业务 

    运筹帷幄，百战不殆；深藏不露，迈上新台阶。陈

小敏从二十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创业，是在美国最早一

批在法律方面从事中国业务(China Practice)的律师。

1996年他和几位同道创办了纽约首家留学华人涉华业

务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二号楼租下

办公室，办理和中美商业往来有关的法律业务。当时中

国大陆对美国的商业活动主要还是在贸易方面，量也不

是太大，把律所的业务前途压在中国业务方面是比较冒

险的。但他们坚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肯定会鼓励企业向外发展；而美国因先进技术和良好的

投资法律及市场环境，它将成为中资企业对外发展的首

选。陈小敏义无反顾决定走这条路。当时吸引了世贸中

心里不少中资企业，如：中化美、北京外贸、中资银行、

中石化及浙江广东民企都成了他们的客户。 

    90年代末，随着中美之间经济交往的扩大，陈小

敏和同道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业务迈上一个

新台阶，于是决定和一家大规模的中国律所合并或联合。

最终，陈小敏决定加入中国前三大律所之一的德恒。有

关事务正在合作之际，纽约「9．11」事件发生，彻底

摧毁了律所的一切财产。陈小敏没有气馁，决心重建美

国分支机构。 
 

           发奋图强抓住机遇迈上新台阶 

    在陈小敏发奋图强的生涯中，每经历一次转捩点，

他就抓住机遇迈上一个新台阶。每当考验他的智慧和能

力时，他都能运筹帷幄，百战不殆。在德恒总部支持下，

在社会和客户的支持下，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四

处寻找失去联系的客户以及恢复档案。2001 年正式成

为德恒律所纽约分所，一切业务终於走上正规。2003

年他在纽约下城租了约 3500 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组建

了 20多位包括全职、兼职及顾问律师在内的经验丰富

的精干律师团队。2013年陈小敏经营的律所业绩不断

上升，办公室面积扩大到近 5000 平方英尺，团队成员

增加一倍左右。2014 年 5月 1日陈小敏在分所举办了

「乔迁之喜，迈向新十年」招待会，来自中美各界包括

商界、法律界及社会贤达百余位贵宾欢聚一堂，把酒言

欢，庆贺分所更上层楼，再创佳绩，祝贺陈小敏双喜临

门再创辉煌！ 

    德恒纽约分所在陈小敏领导下，十多年来，成功地

参与了众多大型的跨国界业务。诸如：农业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河南众品、中国建筑的上市、长江三峡和厦

门国贸在美国的仲裁执行、中国烟草公司在美国数十个

州的诉讼和解、中建美国巴哈马 36 亿美元的开发项目、

北京亦庄兼并美国通用汽车子公司 Nexteer、北京亦庄

和中关村科技竞标豪客比齐飞机公司、南都集团兼并硅

谷科技公司、江苏舜天集团太阳能投资、中国银行、国

泰银行以及中国交通银行的商业贷款协议、香港中播控

股并购纽约四个无线电台…… 

    陈小敏谱写的一页又一页的华彩篇章，使他荣获

「大纽约地区商法/公司法顶尖律师」荣誉称号，实至

名归！他为我们树立了「德行天下，恒信自然」的楷模，

为我们树立了「劝勉尽责，竭诚服务，追求公正」的律

师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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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林华新著《梦回鹭江滨》即将面世 
 

（编者按：近日获悉苏林华学长（48 届母校机电系）十月中旬将推出其第五本中文书--《梦回鹭江滨》。全书共

188 页，前 38 页为照片。新著所录文章照片多与厦大有关；全书共 15 篇文章（附目录），其中至少 9 篇曾在

往期《厦大美洲校友通讯》发表过。） 

 

 
 

 

 
 

自    序 
 

    1990年 1月至 2007年 6月之間，我應聘泰國石油

寶麟公司十七年半、擔任資深副總經理兼水泥廠廠長。

建廠期間轄員工八千，六年中在荒野中建成三套最现代

化之水泥生產設備來。繼應公司留任仍駐廠，為之監管。

生產階段員工維持四千，我仍夙夜匪懈，密切監督，使

生產不輟、不生故障，是以每夜均至午夜十二時後才得

入眠。 

    由於上半夜時間尚有空閒，遂萌寫作之心。且因泰

國不但工業水準高，且近年華文教育、甚至出版事業亦

甚蓬勃。故 2000 年 12 月應「泰國華文作家协會」之邀，

出繁體字版 《蘇林華文集》，印一千册；2006年 9月

應「泰國留學中國大學校友總會」之邀,出簡體版《共

飲長江水》、印一千冊；2007 年 5月，自出繁體字版

《雨雪霏霏集》、印三百册。以上所有费用均自行負擔，

書则分贈親友。 

    2007 年 7 月初退休返美，在子女三家輪流居住後，

2008 年 4月起、照美國習俗在洛杉磯郡羅蘭崗鎮一老

人公寓租屋獨居，子女適時訪候。由於生活清靜，故不

時為大中學校友會撰寫文章。去年洛杉磯市世界日報社

發起「大家來寫書」運動，長女中慧（EmilyChang）及

婿张國興 (Kenny Chang) 均鼓勵我參加、並予資助；

次女中麗 (Julie Mok) 及婿莫思危 (Simon Mok) 在電

腦操作及核校方面協助良多。該書 <蘇林華新文集> 於

2013 年 10 月出版，照規定只印 100 册，以之贈送親友、

尤其是同年代之級校友，彼等均留下好印象。 

    由於去年時間匆迫，許多文章未及全部整理完成，

故现重加挑選，取出 15 篇文稿，偏重敬師及懷舊方面。

其與母校廈門大學有關者 9 篇，取其首篇《夢迴鷺江濱》

為書名。另，與鹤龄英華中學有關者 4篇，懷念家父儒

善公者一篇，及<休士頓太空中心之旅>一篇。且由於去

年照片部分之印刷不盡理想，故今年改由台灣一高檔印

刷所行之。 

    此書之印出，仍得長女中慧與擔任華興保險公司總

裁之婿张國興支持及資助。次女中麗雖南遷休士頓，但

仍在電腦操作及校核方面遙為處理。此書之印出，則得

華興市場部鄭筱嵐 (Tracy Cheng) 經理之妥善籌劃，

紀懿庭(Vivian Jih)小姐之封面設計、照片和文章之精

細排版，極盡辛勞。謹此一併致謝。 

                

    （蘇林華   2014年 7月於美國洛杉磯郡羅蘭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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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厦门 
任冶静（2011 届计统） 

 

    时别三年，我第一次回到厦门。 

    刚下飞机，那潮湿并夹杂着大海气息的热浪扑面

而来。我忍不住深深地呼吸，心中默念，“厦门，我

回来了。” 

   在我的认识里，厦门与厦大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因

为我所有对厦门的记忆都是围绕着厦大展开的。出了

机场，在校友会的安排下乘车来到厦大逸夫楼。这次

回来，不仅仅是看看老师和朋友，也是与付志东学长

一同代表了厦大美洲校友会来参加第四届厦门大学全

球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联席会

议。虽然我似

乎是全体参会

人中辈分最小

的，但无论是

会务接待的志

愿者和领导或

是来参加会议

的学长学姐，都非常热情地与我问候交谈。我突然有

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亲切并充满温馨。在欢迎晚宴上

大家互相认识，热情地交流并合影，甚至桌上富有厦

门特色的美食都被抛在一边无暇顾及。晚上校友会安

排校友们去听大合唱《长征组歌》, 厦大学子与音乐

家们将合唱与交响乐相结合，歌唱出厦大梦，青年梦

与中国梦。 

   第二天上午， 

以“凝聚校友力

量，共筑‘双百’

辉煌”为主题的

联席会议在科学

艺术中心音乐厅

开幕。会议开幕

式由校友总会副

理事长主持，朱校长与王理事长分别致辞。印象最深

的是朱校长的一句话，他说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三个

基本条件是“大楼”，“大师”和“大爱”。我认为，

这三个要素是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大楼大师是基

础，而大爱是灵魂。开幕式后，全体与会人员在科艺

中心门口合影，然后校友会给各位校友分发校友卡，

我也因此特别荣幸地成为了校友卡第一批持卡者。这

张卡跟以前 的学生卡很像，上面印有照片，学号等信

息。有这张卡就可以不用登记进入学校，并且充值后

可以在食堂、超市吃饭购物，也可以进入图书馆借阅

书籍等。 稍作休息之后，会议正式开始，几个校友分

会代表发言，介绍各地校友会情况。付志东董事长也

代表美洲校友会发言，他介绍了美洲校友会与董事会

的成立和校友会工作与各项活动的开展情况，使在座

的领导与校友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美洲校友会。 

   下午是小组会议，所有参会校友们被分为几组具体

讨论校友会提出的有关导师计划和奖学金募集等议题。

我所在的组里大家都踊跃发言，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茶文化项目的提议与陕西校友会代表提出的建立奖

学金基金，利用厦大的资源、校友的财力和金融界杰

出校友的智慧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奖学金募集机制。听

了校友们的发言，我看到了校友们对母校的关心与热

爱，也看到了大家回报母校之心。时间不知不觉流逝，

到会议结束时很多人都表示很遗憾没有时间讲几句。 

  小组会议之后，在厦门校友会的组织下，大家一起

到轮渡坐船夜游鹭江。在船上，校友们互相交谈，合

影留念，一边品尝厦门美食，一边欣赏鹭岛绚丽夜景。

一些校友们还编排了一场生动有趣的文艺演出献给大

家，有歌曲、舞蹈、诗朗诵、古琴演奏等节目。这美

好的一天就在欢歌笑语中缓缓落下了帷幕。  

  第三天早上，校友会组织校友们去翔安校区参观，

因为我的行程比较紧，就没有一起去了。那天我回到

经院见了见老师和还在学校的朋友们，然后去走了走

自己曾经熟悉的路，看了看脑海中念念不忘的地方。

我不知不觉走到芙蓉隧道，发现里面多了很多新的涂

鸦，但还是那句“我爱你，再见”最能打动也代表我

的心。虽然这次回来觉得厦门不似以前的安逸宁谧，

学校里也多了很多喧嚣与嘈杂，但是无论如何，我的

回忆还在，我对母校的深厚的感情不变。友情、师生

情、母校情都时刻提醒着我厦大就是我第二个家。我

想我也应该像

一个校友跟我

说的那样，

“要常回家看

看。” 

  再一次相见，

却又要说再见，

我心中充满不

舍，后悔自己

安排在厦门的时间太短了。不过，我很庆幸自己回来

了，让我不仅见到自己尊敬的老师和要好的朋友，看

了看母校，还有这次机会参加校友会会议，认识各行

各业的杰出校友。 

  千言万语仿佛都无法记录我此次的见闻，但是我知

道，这是一次宝贵并难忘的旅行。 
（注：作者现任厦大校友会印第安纳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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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 
 

（来源：厦大中文樱宁，2014-08-19，有删节）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在嘉庚像前留影

纪念。我会穿蓝衣黑裙布鞋，追一追典雅的民国风，

你为我发髻簪上一朵花，一个镜头定格一朵笑颜，蔚

蓝的天际衬着挺直的铜像，石碑上的刻字历久弥新，

校主风采依然。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担当奉献的教

诲淌过你我心间，嘉庚精神永存。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每天相约去老图

书馆读书。四层书库好书最多也最幽静，我在书架间

翻找查阅，你捧了一本书靠窗细读。风卷窗帘，一米

阳光照你侧脸轩昂，刹那间书卷静默……发现我的目

光，你调皮眨眼，我故作认真，埋头沉入书海，抬头

已近黄昏。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去演武场跑步。

夕阳把我们的背影拉长，树影斑驳都披上迷人的金黄。

我们踩着相同的节奏踏过一圈又一圈的红色跑道，期

许能够相互陪伴，直至时间的尽头。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在西门前的青

石道上散步。古老的嘉庚建筑上青檐突起，火红的凤

凰花风中绽放，有很多人在身边来来往往。我在你面

前站定，稍微踮起脚尖就能吻到幸福。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那么，我们一定要去芙蓉

湖畔，背靠背坐在嘉庚广场前，晒着太阳听着歌，看

黑天鹅自在地游过，扳起指头细数一起做过的傻事，

那是多么宁静美好的时光。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在清晨去思源

谷朗读。青山、绿水、小船、亭子、湖面、花草、闲

鱼，静谧清幽，鸟儿藏在林子里欢唱，和我们比赛谁

的发音更加标准。只此一刻，我们已在天地间诗意地

安居。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勤业

食堂吃一次早餐。你为我排了好长的队伍，从拥挤的

人群里挤出来跑到我面前，递过一盘“明星馒头”。

我从里面尝出了幸福的味道。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去上弦场看场

足球比赛。远方是蓝天碧浪的辽阔，涛声和船笛时时

伴奏，足球场上是厦大学子矫健的身姿，拉拉队员不

忌日晒的大声助威，厦门大学，南方之强，在这里看

见力量！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去建南大礼堂

看一场电影。恢弘大气的礼堂、简朴大方的座椅，肃

静的黑暗中我偷偷牵紧你的手。荧屏上的完美故事我

不羡慕，我愿和你追逐属于我们的幸福结局。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我们一定要去芳草天涯品

一杯醇香的茶。这是校园里最有人文气息的茶舍，石

阶下苔痕依然，红木旧式桌椅、手作陶壶瓷杯、弥漫

于空气间的淡淡檀香，我一袭碎花长裙，用南国女子

的婉约为你沏茶，你浓眉若醉，似品非品，突然说：

前世，我们来过这里……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晴天我们坐拥上弦场，阳

光斜斜里有清风拂面，一团蒲公英不知飘向何方；雨

天我们执伞从古雅的芙蓉宿舍走过，看雨水顺着青砖

檐顶滴下，汇集成人间细水长流。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清晨我们一起攀登五老峰

等待日出，傍晚我们一起去白城海滩踏浪。你挽起裤

腿我牵起裙边，我们手牵手在细软的沙滩上漫步，回

头能看见两排歪歪斜斜的脚印，静候夕阳。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春天我们沐浴轻暖的阳光，

听蜜蜂幸福地翻译百花开放的声音；夏天我们去思源

谷赏荷，一茎花的姿态就能舒展出夏天的风骨；秋天

我们捡拾一片落叶当书签，让诗歌的潇洒和秋天的况

味在书页间邂逅；冬天我们在嘉庚主楼的天台上数星

星，万物和爱在这个季节里沉寂，转眼奔向新生。 

   如果，我在厦大遇见你，所有的时间都为你停驻，

所有的角落都为你珍藏。这一刻不早也不晚，遇见你

就是最美的时光。 

 

   相见是缘，这一刻不早也不晚，遇见你就是最美的

时光。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芳草天涯人文茶舍 

                询址电话：0592-218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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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地区校友 2014 年夏日聚会 
蒋亭叶（2009 级经济） 

 

 
 

       2014 年 7 月 26 日，时隔小半年， 新英格兰地区

的厦门大学校友在弗莱明汉姆的荷花饭店再次相聚。

这次大约有 50 多位新老校友及其家属们欢聚一堂，现

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大家或者抚今追昔，回忆在

厦门大学度过的青春岁月，或者互相询问对方的工作

和生活情况，热切交流来美国的感受，并向新来的校

友传授在美国的生活

经验。厦门大学的毕

业生们来自五湖四海，

今天在新英格兰的波

士顿地区相聚，让我

深切感受到身为厦大

人天涯比邻的幸福。 

     这次聚会安排也让

组织者颇费周折。原

计划大家在
Cochituate State 

Park 野餐。但是天公

作美，这天和风习习，

阳光明媚 ，结果公园

内外堵得水泄不通，

公园不得不于上午十

一点左右提前关闭，而这时候很多校友还在赶过来的

路上。谷胜学长当机立断，统筹安排大家移师荷花饭

店。 在公园门口，我们看到了前任波士顿地区校友会

负责人范义鸣在车流中穿梭，热心地召集校友们，一

见到中国面孔就赶紧上前询问，生怕错过一个校友。

此情此景，分外感人。 

      在荷花饭店的两个多小时里， 新老校友们聊得热

火朝天，丰美的食

物也没有分走他们

半分的注意力。在

我们的饭桌上， 

就有来自化学系

1979 级的校友叶

艺华和 1999 级的

校友闫杰，相隔整

整二十年的校友系

友共同回忆化学系

的往昔今朝，相谈

甚欢。而这次聚会

最年轻的成员，则

是月初毕业于母校

艺术学院，刚刚抵

达波士顿数周的黄

兆楠校友，现在就读于波士顿音乐学院。在跟她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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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的感触时，她感到很欣慰和幸运，这么快就在遥

远的异国他乡找到“组织”并且感受到校友会大家庭

的温暖。 

      饭后，由谷胜学长组织，闫杰学长操持，大家在厦

门大学的旗帜下合影留念。今次活动，未见厦门大学

美洲校友会理事长陈玉銮，茶饭间垂询其他学长，得

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创会人和首任理事长吴厚沂百

岁高龄逝世，陈玉銮学长已经专程前往吊唁。1984 年

吴厚沂学长组织成立美国厦大校友会，并担任董事及

第一至第三届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任期内集资恢复

嘉庚奖学金，创办校友会通讯，增进校友间情谊。观

当今厦大美洲校友会的盛况，思先辈学长筚路蓝缕开

创这样一条联系我们最宝贵光阴和记忆的纽带，尤觉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斯言信哉！

 

 

2014 俄州哥城校友夏季野餐会 
黄建斌 (93 届财金) 

 
      2014 年 8 月 9 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在厦大美洲校友会理事兼俄州会务的组织下，俄亥俄州哥伦布

市厦大校友在哥城近郊的 Glacier Ridge 公园举行烧烤野餐会。大家欢聚一堂，认识新老朋友，一边享受大家

带来的各种美食和俄州会务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烧烤，一边畅谈在美见闻和厦大人文趣事，怀念厦大校园的一

草一木，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校友们在聚会期间决定建立“厦大俄州哥伦布校友会”微信群，以方便

和增进校友们更好的交流和分享，为校友提供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很遗憾很多校友临时有事未能加入这次

的聚会，大家决定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中秋或国庆再举行一次聚会，让大家可以认识更多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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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厦大硅谷校友元宵聚会 
王忠霞 （98届外文) 

 

   2014 年 3月 8日，厦大硅谷校友元宵聚会在 Fremont 

的 Culinary Center 隆重举行。这次聚会以室内聚餐的

形式举行，同时也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包饺子大赛。 

   这次活动办得非常圆满，感谢吴建国、刘海云、戴光

明、岑辉、王帆、路遥等校友在活动经费上的鼎力支持。

校友戴光明夫妇热心地为我们预租了他们社区豪华的 

Culinary Center, 作为我们这次聚会的活动场所。在

活动开始之前，戴光明校友还亲自到现场勘察了一番，

并在四周路口放了几个指引，又在入口附近挂了几个气

球，想得真是周到。 

 
   这次活动得到了校友们的热烈支持，大家都拿出了看

家的本领来展示自家的厨艺。活动当日是 3月 8日，恰

逢“国际妇女节”，学姐学妹们也开天辟地的头一回在

美国欢渡三八妇女节。同时又有这么多师兄师弟们一起

庆祝，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早在聚会举办之前，肖潇就在网上发布了趣味横生的

招聘启事，诚挚聘请包饺子大厨和帮厨。这则很有意思

的招聘启事得到了校友们的热烈反响，大家纷纷报名应

聘各个岗位。招聘圆满结束，各位应聘的校友真是高端

大气上档次：高学历，高素质，高度工作责任心，高度

团队合作精神。我们的校友来自四面八方，大家纷纷带

着各自的绝活加入两大阵营：北派水饺和南派水饺。两

派都信心满满，在饺子大赛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只等到 3月 8日到来，届时大展伸手，拔得头筹。 

   活动当日，两派阵营的队员早早就赶到现场，为饺子

大赛做足各项准备工作。北派阵营以秦明德校友为首，

帮厨有肖潇、谢晓薇、陈挺夫妇、包利源夫妇、杨文节

和她的洋丈夫-超级饺子粉丝 Kent；南派阵营以廖宇松

校友为首，帮厨有吴丹健、谭宏东夫妇、郑明夫妇、游

晨涛夫妇和杨成隆夫妇。两派的大厨威风凛凛，身怀绝

技，运筹帷幄，指挥有度。两派的队员信心满满，踌躇

满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另外我们的包子大师谢煜

夫妇也赶来捧场，准备一展谢氏包子的风采。 

   Culinary Center真是一个包饺子的好场所。厨房很

宽敞，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花岗岩台子，平平整整，似乎

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摆放在上面。冰箱很大，还有 5个炉

头， 并配备有洗碗机。校友们带来了包饺子的各种必需

品，面粉，擀面杖，大锅，大盆。。。大家分工合作，

和面的和面，切菜的切菜，拌馅的拌馅，忙得不亦乐乎。

现场紧张而有秩序，两派都铆足了劲儿，要为校友们献

上最好的手艺。 

 

 
   北派准备了韭菜虾仁鸡蛋三鲜馅、猪肉西葫芦馅及猪

肉大葱三种馅。考虑到有人对香菜、姜等原料过敏或忌

口，北方组的饺子不用香菜也不用一粒姜末。南派不光

准备了多种猪肉馅，还准备了纯蔬菜的素馅。两派都考

虑到不同人群的需要，作了充分的准备。 

   傍晚时分，校友们陆陆续续到来。这时台子上已摆满

了水饺和包子。一个个饺子矗立在台子上，高昂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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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齐齐，好像列队的士兵，时刻准备着去冲锋陷阵。

大包子则憨厚地站立着，圆圆鼓鼓，摆出很讨喜的样子，

好像白白胖胖的棉花团。陈强会长亲自掌勺煮饺子，第

一锅饺子很快就出锅了。饺子真是太受欢迎了，不一会

儿功夫就被抢光了。接着第二锅，第三锅。。。一锅锅

饺子出炉了，煮熟的水饺丰盈饱满，味道鲜美，校友们

这次真是大饱口福。 

   大家对两派水饺都赞不绝口。南北两派真是各有千秋，

各显神通。北方组采用传统的手工擀皮，包出的饺子超

有嚼劲，让人想到小时候妈妈包的饺子。南方组则别出

心裁采用三色饺子皮：红色，黄色和绿色。红色混合了

面和 Beets，黄色混合了面和南瓜，绿色混合了面和菠

菜。北派的风格粗矿豪放，南派的风格精巧细致。两派

真是不相上下，让人难以取舍。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南北

两派都是饺子大赛的冠军。 

   除了饺子，校友们都带来了自家的拿手菜。桌子上摆

满了丰盛的食物，饮品和水果。凉拌三丝，红烧豆腐，

烤鸭卤味，热菜凉菜，荤菜素菜，琳琅满目，色香味具

全，令人垂涎欲滴。另外还有香喷喷的小蛋糕，银耳汤，

西米露等各式甜品和五颜六色的水果拼盘，让人目不暇

接。校友刘炜夫妇精心准备了令人怀旧的黄泽和花生汤。

饺子大餐加上各式美味佳肴，这次聚会太有过节的味道

啦！林敬农校友还带来了铁观音，绿茶和咖啡，并现场

为大家展示他投资研发的新产品即热烧水器。校友们围

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聊天叙旧，现场一片其

乐融融，一阵阵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上次为厦大美洲校友会 2012 年会演唱的著名歌唱家

杨民昇先生和著名声乐教育家杨天昱教授夫妇俩非常喜

欢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欣然答应我们的邀请来参加

聚会。杨民昇先生现场为大家演唱了两首歌曲，歌声高

亢激昂，响彻在整个大厅，极大的调动了现场的气氛。

夫妇俩并为喜爱唱歌的校友们解答了有关发声方法，演

唱技巧的问题。 

   在聚会当中还穿插了每次活动都不可缺的抽奖项目，

由陈强会长主持。这次活动奖品特别多，种类也很多。

有可爱的小羊毯子，葡萄酒，Ipad Case, 丝绸围巾，还

有小朋友喜欢的风筝。。。每次抽奖大家的情绪都特别

高涨，抽到奖品的校友们喜笑颜开，今天运气真不错！

王帆校友及其父母还带来了南京浦口开发区为此次活动

赠送的大蛋糕。在品尝了美味可口的饺子大餐之后，再

吃上几口香香甜甜的蛋糕，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厦大

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在 UC-Davis合作科研的周朝晖教

授也闻讯前来参加，并带来了家乡的铁观音给校友们品

尝。 

   肖潇夫妇带来了卡拉 OK机子、音响、话筒和歌曲。

晚饭后，卡拉 OK开始了。肖潇和吴丹健首先合唱了一曲

《鼓浪屿之歌》，接下来陆续又有校友为大家献唱。厦

大悠扬的歌声随风飘荡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之中。 

校友们阔别故土多年，逢年过节，都感觉不到过节的浓

重气氛。这次的元宵聚会让大家重温了多年以前在国内

热热闹闹过节的氛围。感谢组织者们的精心安排和各位

志愿者的辛勤劳动，这次聚会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美好的

回忆。
 

亚特兰大校友聚会庆中秋 
 

        9 月 6 日晚，亚特兰大 20 多位厦大校友在 Super Hibachi Buffet, Duluth 聚会，共庆中秋佳节。会上大家互相认

识，交流在美国的求学和工作经验，回忆在母校度过的美好时光，大家在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了夜晚。这次聚会由

赵可仿（83 届外贸）和林庆华（92 会计）校友召集。美洲校友会理事赵可仿主持活动并在会上讲话。(志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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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府厦大校友欢聚贺新春 

余东晖 （89届中文） 
 

 

   大华府地区厦门大学校友会的近 70位校友和家属

2月 8日晚欢聚会长闫榕平的家里，庆祝马年春节。

大家互致新春祝福，共祝马年吉祥，马到成功。 

尽管今年华府的冬天格外冷，8 日还飘起小雪，但是

住在大华府地区的 41位厦大校友仍踊跃携带家人，前

来相聚，甚至还有两位校友从纽约赶来。  

  当天下午不到 4 点，就有校友前来报到，主人夫妇

与若干校友摆开阵势，七手八脚地包饺子。闫会长的

女儿说，爸爸妈妈为准备当天的聚会忙到凌晨。随后

校友们陆续带来各自的拿手菜和甜点、水果等，满满

当当摆满一大桌。 

  2007年才成立的大华府地区厦大校友会，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留学生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人气日趋旺

盛，现在已有 120 多位会员。正在大华府地区留学的

年轻校友，为厦大校友会增添了青春朝气与活力。 

  新老校友问寒问暖，海阔天空地拉家常，交流在华

府生活、学习、工作的心得体会。中年校友携家带口，

喜见厦大校友的下一代茁壮成长。一时间，闫会长家

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晚上六点半，校友聚餐在热闹欢快的气氛中开场。

闫榕平会长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祝所有校友马年工作

顺利，学业进步。前任会长刘伟敏感谢主人的精心准

备，希望厦大校友发扬团结奋斗、互助友爱的精神，

让厦大校友会在华府越来越红火。大家吃着自己包的

刚出锅的热腾腾饺子和各式美味佳肴，看着电视重播

的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沉浸在过年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 

 
 

    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博士生、校友何玉祯演

唱《乘着歌声的翅膀》，乔治·华盛顿大学统计专业

博士生、校友韦冠豪钢琴演奏《虞美人》，把现场气

氛带向高潮，大家喝彩欢呼，称赞新一代校友多才多

艺。最后大家合影留念，相约开春马州黑山公园大陆

大专校友会大聚会时再相聚。 

http://www.washingtonchinesemedia.com/index.php/community-news/5093-xiad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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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地区校友夏季烧烤聚会  
牛 倩 （2001 届生物） 

 

 
 

8 月 3 日大纽约分会参加烧烤聚会的校友合影 (背后是雄伟的华盛顿大桥) 

 

     忆往昔,岁月峥嵘, 思绪万千。看今朝, 欢聚一堂, 笑谈

当年。 

 2014 年 8 月 3 日,厦门大学纽约地区的校友欢聚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 的 Ross Dock 公园,参加由厦门大

学美洲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主办的校友聚会。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 是沿着 Palisades 公路两旁的带状跨州公

园，北属纽约州，南至新泽西境内。这座公园交通方便，

设备完善，是野餐赏景的好地方。Ross Dock 公园临哈

德逊河而建，正上方即是东连曼哈顿西至熊山的雄伟的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这样的场景竟与厦门大学依

山傍海的风景有几分相似。 选址也应对了此次参加聚

会的校友分布，校友多来自纽约市和新泽西州，也有从

宾州驱车 2个小时赶来的校友，更有从 Stony Brook早

晨五点起大早倒几趟火车、汽车来的热心校友。 

  聚会由大纽约分会会长丁俊琪校友发起，全程由厦

大校友志愿组织，从采购到注册，从交通到摄影记录，

大家无缝合作，体现了超强的团队意识。一年一次的夏

季烧烤聚会旨在为新老校友提供交流平台,让厦大校友

即使远在海外, 来自不同系别专业, 也能互相帮助支持,

为彼此在美东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丰富资源。  

     丁会长欢迎了新老校友并向大家介绍了美洲校友会

的历史和现状,并介绍了当前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丁

会长尤其缅怀了刚刚去世的美洲厦大校 友会创始人、

百岁老学长吴厚沂校友的生平和他热心厦大,创办《校

友通讯》的传奇经历。吴厚沂校友加入厦门大学前一直

致力于中学教育，1942年到长汀并考入厦门大学教育

系，1946 年夏毕业。毕业后他继续投身教育事业，曾

出任厦门双十中学校长并为其发展成重点中学发挥了重

要作用。移居美国后吴先生在 1984 年组织美洲厦大校

友会，1987年创建《校友通讯》。聚会的新老校友及

家属约 70 人,既有毕业于 1946 年法律系的、美洲校友

会创建成员之一的庄昭顺学长、也有去年刚从厦大毕业

后来美求学的多位年青校友出席，还有正在哥伦比亚大

学访问的厦大教授。在剩下的时间里,校友们进行自由

交流,大家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认识新友相聚老友,气氛融

洽而热烈。参加的校友纷纷表示希望以后能多参加类似

的活动,希望美国各地的分会都办的红红火火的。  

 
厦大美洲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微信群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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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校友交流，在聚会的过程中，建立了厦大美

洲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微信群，短时间之内参加微信群的

校友已近百名，大家交流各种信息，寻求帮助的，介绍

工作机会的，分享聚会体会的，等等，十分热烈，这个

群让校友的联系更加紧密。（如你想加入纽约分会的微

信群，请扫描本页的二维码，加入群后请自行改成实名

及毕业年级，群主将定期清理不遵守这一规定的成员）。 

 

(摄影：周晶  98届生物） 

 

 

 

温哥华厦大校友组织夏日野餐聚会 
闻 清（83 级中文，现居温哥华) 

 

 
  

2014 年 7 月 26 日大温哥华地区校友在 Barnet Marine Park 聚会合影 

 

   每年夏天都是温哥华最美的季节，非常适合呼朋唤

友到户外郊游野餐。我们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每年都

会选在这个季节举办至少一次活动，给新老校友们一个

自在舒服的空间欢聚，既可以走到户外活动活动，也可

以展示一下大家的拿手百家菜手艺，热热闹闹地度过一

个美好的周末。 

   2014年 7 月 26日，继今年 2月 1日的校友春节大

聚会之后，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滨海公园 Barnet Marine 

Park的树荫下，又迎来了校友们 Potluck 聚会时刻。

每一次都能看到不少多年参加活动老校友们熟悉而亲切

的面孔，也总有几个新来的校友加入，让大家又多了不

少新鲜话题。孩子们随着父母来参加活动，也借此机会

找到了小伙伴一起玩耍交流，打羽毛球、观察海洋生物、

述说着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等，真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家

庭感觉。 

   更难能可贵的是，创会老校友刘藻琴校友 20多年来

一直坚持组织和参加校友们的聚会，几乎从不缺席。她

今年已届 90 高龄，却依然神采奕奕，与大家谈笑风生。

最近这两三年才放弃自己开车，每次活动由就近校友接

送。我们校友会准备今年秋天为刘大姐筹备一个祝贺

90 大寿的特别聚会活动。 

   从去年夏天开始温哥华厦门大学校友会在许国进校

友的促进下开辟了微信群，一下子就拉近了大伙的距离，

校友们因此可以常常在一起交流分享生活里快乐的点滴，

讨论母校和校友间的各种话题，组织活动通知很便利，

微信群里气氛非常愉快而热闹。现在校友会里法律系和

化学系的同学特别多，他们也时而举行一些小组活动，

增进友谊促进了解，校友间更加亲密无间。喜欢步行旅

行的校友也不少，大家纷纷要求陈勃多组织些 Hiking

活动，小范围的经常联络一下校友感情，在空气清新的

户外空间拉近校友之间的距离，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认

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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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厦大校友聚会欢庆新春 
严凌霄 （2012 届海洋） 

 

 
 

   2013年 2 月 1日，来自北卡三角地区以及夏洛特的

数十名校友以及家属齐聚一堂，参加厦大北美校友会北

卡分会在位于 Cary的 Super Asian Buffet 举行的马年

新春聚会。除了长期居住于北卡地区的老校友外，还有

刚刚来到北卡的新生以及来美国交流访问的厦大师生共

同参加，大家欢乐融融，共度新春。 

     早在约一个月前，北卡校友会的各位学长学姐就开

始对这次的聚会进行精心的准备，并帮助没有车的新校

友们安排接送。活动开始后，校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一

边品尝正宗的中式美食，一边与身边的人热烈交流。席

间，各位校友，特别是第一次参加校友会活动的校友们，

逐一进行了自我介绍。而各位老校友也对在美国，特别

是北卡的生活工作情况也进行了介绍。 

   程灿东学长主持了这次的校友会聚会。其中，李彤师

母向大家介绍了北卡厦大校友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伍

林宪老师，作为创始人之一，为大家介绍了北卡华人企

业家协会的情况，同时欢迎各位新校友积极参加，更好

地开展自己在北美的职业规划。聚会中，大家还选出了

校友会在北卡各个学校的校友代表，方便日后更方便的

规划通知校友会的活动。此外，校友会还决定建设自己

的 google group和微信群，利用新技术更好的实现校友

间的交流与互动。 

   聚会活动接近尾声时，大家合影留念，依依惜别，相

约下次再见。新老校友们期待着日后更多的活动，结交

更多来自美丽厦大，在美国奋斗的朋友们。 

 

全球大学排行榜：厦大猛升 105 位！ 
 

(来源： 海西晨报 2014-09-17) 

 
    2014年的 QS世界大学排名日前在伦敦发布。今年中国有 27所高校进入世界前 800 名，排在中国第一名的

是清华大学（位居全球第 47位），其他依次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南

京大学等，上述七所均进入全球第 200名。 

  在进入全球前 800名的中国大陆高校中，有 19所排名提升, 提升最为显著的是厦门大学(上升 105位, 至全

球 441 名)， 在大陆高校排名第 14名。 

在全球排名中，排名世界前十的高校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剑桥大学，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美国

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美国的普林斯

顿大学，美国的耶鲁大学。 

javascript:view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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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地区校友会马年新春聚会 
 

肖文强（2011 届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4 年 2 月 8 日，正月初九。 

 

在美洲校友会陈玉銮理事长和新英格兰校友会负责人谷胜学长等组织下，来自麻州，新罕布什尔州，罗

德岛州和康州的近三十位厦大校友及家属欢聚在波士顿华埠的酒楼，欢庆新春佳节，共话校友情谊。 

 

       虽然受到多日的暴风雪影响，波士顿持续低温天气，但却丝毫没有降低校友们高涨的热情，新年的

气氛依然热闹和温馨。陆陆续续赶到聚会的校友接到陈玉銮学长亲自赠送的第 61 期美洲校友会会刊以

及中文新年挂历，大家对这份精致的新年礼物赞不绝口。美洲校友会会刊内容丰富，精美的图片和严谨

的编排让校友们都深深感受到校友会的用心。同时陈玉銮学长谷胜学长和每一位新老校友都进行了亲切

的交流，老朋友们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大伙也交换座位认识新朋友。 

 

 
 

     在上一次欢迎新英格兰地区新校友的午餐会上，年轻校友们建立起大波士顿地区的微信群，以加强

即时通讯的交流和沟通。这次新春聚会中陈玉銮学长在年轻校友蒋亭叶的指导下，下载安装微信 APP，

并加入了年轻人的微信群当中。更多新兴的通讯工具让校友们的联系更加及时，更加紧密。 

 

另外一份惊喜是陈玉銮学长带来的厦大风景的创意书签，里面有依山傍海的本部全景图，厦大“一主四

从”的嘉庚主楼群，群贤楼前的校祖陈嘉庚铜像等等。熟悉的场景让人不禁想起自己往日在厦大学习生

活的点点滴滴。已经是两位小朋友妈妈的陈薇学姐拿着一张书签对小孩们说“看，这就是爸爸妈妈十几

年前住过的漂亮校园。” 

 

     对母校厦大的感情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在一届又一届的校友们，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传递下去。在

新的一年中祝大家马上成功，心想事成！感谢校友会学长们的精心组织！衷心祝福母校繁荣昌盛！校友

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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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的同班同学 永远的厦大情怀 
             --七九史专三十周年同学会 

 

郑明飞 （83届历史） 
 

 
 

   今夜无眠，不为别的，只为了捕捉三十年同学会的回忆。 

 

   相约厦大，风雨无阻。二 O一三年金秋十一月，来自北京、安徽、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广东、福州、

漳州、泉州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厦大七九史专五十八位同窗同学日夜兼程回到厦大的怀中，共同畅谈同窗思念

之情，尽享同学欢聚之乐。同学会，我们仿佛年轻了三十岁!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前在厦大四年的甜美与苦涩都成了我们骄傲的回忆。我们祝福七九史专唯

一一对同学间修成正果三十年来恩爱有加的黄顺力与叶赛梅伉俪。我们感谢留校厦大的顺力、方青、仁显、李非

及在厦门工作的红燕、玉秀、赛梅、本祝、兆星、新团、育林、流泉、义明、祺良、梁坚等同学为同学会的顺利

召开与圆满落幕做了大量工作。 

 

   人间有真情，温暖在厦大。厦大七九史专象个大家庭。我们有六十三位兄弟姐妹。班主任庄解忧老师就象慈

母一样，关照着六十三位子女。慈母抚育我们，给我们温暖的生活，有的小男生体重从入学时 110斤到毕业时长

成 135 斤，有的身高从一米六五长到一米七三。同学座谈会我正巧坐在庄老师对面，难忘八十二岁高龄的庄老师

在座谈会上回味我们班曾获得过福建省省级优秀班集体光荣称号时陶醉在光荣岁月中的幸福神情。老师于精彩瞬

间流露出对逝去年华的感怀与写意让我恍然间领悟到经历过师生之情而溶入生命之中的柔情与深刻。是厦大母校

给了我们一个家，让我们共同拥有。厦大的校舍、礼堂富有特色。西式花岗石楼身建筑风格与传统的中国拱顶状

屋顶溶为一体，别具一格。那靓丽独特的嘉庚式建筑群便是我们在学海中畅游四年的港湾。美丽的校园，我们的

家。无怪乎柯兆星同学一家两代有六位都是厦大的。我们在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座落于海岛上素有＂南方之強＂

美誉的校园度过了难忘的四年。老家在江西乡下的郭红燕同学七九年高考总分上了北大线，由于家庭贫穷，考虑

到上北京车费需八元多而到厦门只需五元，为给父母省钱，她毅然放弃北大而选择厦大。她在刚跨进校门时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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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厦大同学的热情接待，还有辅导员辛明兴老师的特别关照。（辛老师于 2003 年英年早逝，这是我们全班同学

的一大遗憾。）温暖的南国、美丽的校园、师生的和谐、同学的情谊让郭红燕无悔弃北大而上厦大。三十年来，

我们在各自岗位拼搏并快乐着，没有母校的培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不论是政府官员、银行、企业集团高管、

大学院长、教授还是私营老板，同学中不论位子高低，不论事业顺否，平淡风光，不管搏击长空抑或流于平庸，

同学会上我们只有一个共同身份：厦大七九史专同班同学。当初我们都是无靠山、无背景不拼爹，凭着自身的努

力，凭着高考高分跨进厦大校门的。厦大四年，我们靠得是厦大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靠得是厦大老师传

授的知识；靠得是同学间互帮互助的精神在社会上立足、拼搏创业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云彩，一缕阳光。 

 

  晚会精彩纷呈，好戏接连登场。我们的活动安排得紧凑有序。11月 8日，厦门环岛南路 3068号金沙湾宾馆

报到。11月 9日上午：8：30在金沙湾酒店大门口集合，前往厦门大学嘉庚主楼前合影留念，紧接着到厦大公共

事务学院会议室参加师生座谈会，中午在厦大逸夫楼一楼餐厅与老师们共聚午餐。下午岛内观光。5：30PM  启

程返回金沙湾宾馆。 6：30PM 晚宴，晚上， 联欢活动。晚会上，我们叙旧拍照、忘怀畅饮，尽情欢歌跳舞。

晚会在欢歌笑语声中落下帷幕。我所在的老二组同学们意犹未尽，回到宾馆客房又进行了小组聚会。 

 

   忆同学少年，妙趣横生。老二组有十位男生，三位女生。那年代，女生是稀有高级动物。小组聚会唤醒了我

对小组生活会开导小女生蔡玉秀同学的记忆，当初落后分子蔡玉秀曾接受过全组同学＂内部批斗＂。同学们在会

上批评、帮助她。会后，老班长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一个人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将来怎么走向社会?怎么自

立? 现如今她却是个同学间自我创业的强者，也祘是个事业有成者。她热情奔放，她那土豪式并兼有几分柔中带

钢女汉子式的处事作风给同组同学留下了特别印象。忆同组同学昔日往事，少了深沉回顾，多了谈笑玩味。三位

女生成了同学们调侃的重点对象。同学们逼问我对蔡同学的印象，我说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女生看，一直把她当作

哥们儿。＂那么，宋方青同学呢?＂老二组同学接着追问。＂她是我永远的大姐＂我实话实荅。大学时代，我把

她看作具有宋庆龄风范的影子，不是因为她现在是带博士生教授，厦大法学院付院长。原来她就一直是我心中敬

重、仰慕的大姐。＂郑英呢?＂同学穷追不舍，似乎觉得海外回来的人都少了一根筋，心直口快，可以挖出一些

陈年风流韵事供大家逗乐。三十年前，可能是她那细嫩美白的肌肤，惹人爱怜的形象，曾经有好几位同组男生向

她流露过爱意，我不加思索回道：＂她是大家的共同情人，也是我的情人!＂唉，这都都马年猴月的事了，她现

在拥有了幸福家庭，独生女儿已从北大毕业。三十年了，经历了风风雨雨，该有的不该有的都发生过，往事如烟，

旧事重提仍然隐含着一番无奈的感慨，一番多情的激荡。 

 

   老二组男生各有各的精彩。当初腼腆的小男生朱仁显同学，因害羞不敢接受女生伸出的花生而留下了＂我家

也有花生＂的笑谈。现如今，他已经是敢独闯北京并拿到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的厦大公共事务学院付院长。我尽

其所能地追忆老二组同学终将逝去青春所留下的不老痕迹。老二组组长，现为赣州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陈晓平同学

谈起大二时暗送女同学情书一事已经没有太多难堪表情。曾几何时掌管过百万人口大县县委书记的许广斌同学现

已高就某巿纪委书记。由于职业原因，他已经修炼成在官场荣辱不惊、深沉稳重、老谋干炼品性。以前他与同学

交流不时会插入几个段子，现在或多或少有意无意会把表现的机会让给其他同学。现在苏州市高就的吴晨潮同学，

在厦大时多次表达入对了校门进错了系，现在终于把儿子送到加拿大大学学他当初口口声声想学的经济学。本人

出国二十来年凑合着写两篇介绍女儿、儿子双双被哈佛大学提早录取的文章，多亏厦大美洲校友会董事长陈玉銮

校友关照分别刊登在巜厦大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与笫六十一期。这算是了却了师长、好友的美意。算是

如愿与大家分享自己心目中仅以两篇文章汇成的巜哈佛两姐弟》。岁月的馈赠，让我们学会了为自己骄傲，为别

人喝彩。而身为非主流类带愽士头衔的厦门市政府官员洪本祝同学在工作之余舞文弄墨，他的《一梦五十年》散

文集中录有《老二组的那些事》，文中对以＂我家也有花生＂扬名的朱仁显等老二组同学有一番精彩描述。 

 

   作为同班同学，我们都牢牢记着自己是从厦大走出来的。我们为这三十年来各有各的精彩感到欣慰。我们不

会忘掉那四年一起渡过的苦涩与明媚的青春岁月。今生有约，十年后再聚。分手时互道珍重，我们在岁月静好中

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重逢的日子!  

（作者郑明飞，现居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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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 94 级北美部分同学 

聚会拉斯维加斯庆祝入学 20 周年 
王 英（94 级化学） 

 

 
 

    2014 年 1 月 25 日，厦门大学化学 94 级部分同学在拉斯

维加斯聚会，共同庆祝入学 20 周年。 

吴红孙玲两位女神，岁月在他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美丽如昔，和他们合影我压力很大，不过我为两位美女当绿

叶。乔容远渡重洋，还给每个人带礼物，这份真心真是让人

感动。竟新一家幸福到流蜜，老婆温柔娴熟，漂亮女儿人见

人爱，还给大家带了海南特产。出机场一眼就看到俊峰来接

机，温馨啊，感动啊，俊峰标准好老爸，对竟新的小宝贝爱

不释手噢。大石头（注：梁晓容），人如其命，说话依底气

十足，铿锵有力，还是牌棍，见到老朋友真好。赵老，依然

沉着稳重，对我们的八卦看的云淡风轻，一杯下肚面红耳赤。

扬波，一如当年幽默，能言善道，不过日理万机，前尘往事

皆忘。方宁教授，依旧温文尔雅，几年教授生涯，循循善诱

的本领炉火纯青。扬波方宁，一杯交杯酒，同窗情谊仍在啊。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只嫌聚会时间太短。置于我的老公，成

功和众男神打成一片，成为兄弟，荣幸加入亲友团。祝大家

一切都好。期待下次再聚首。 

 
 

（左起）梁晓容，李峻峰，赵坚，王英，吴红，方宁， 李竟

美国质谱年会校友聚会巴尔的摩 
陈玉銮（85 届化学） 

 

 
   今年美国质谱学会第 62 届年会于 6 月中旬在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市会议中心举行。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六千

多名质谱学界的同行出席。每年都会有 30 多位厦大校友参加

这一学术盛会。每次年会的周二中午，都是厦大校友“法定”

的聚会时间。这一优良传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今年自然也

无例外。近午时分，参会的厦门大学校友行近 20 人到附近的

P.F. Chong 餐馆聚餐。我们的好传统也为许多其他学校的校

友所“妒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校仿效我们也开始了他

们的质谱校友聚会。午餐会间，大家一边享用美味佳肴，一

边抓紧时间和新老朋友畅谈叙旧，交流经验，交换信息，一

同回忆在母校的青葱岁月，美好时光。一个多小时的午餐会

很快就过去了，餐后大家依依不舍，合影留念，并相约明年

会上再相聚！    （2014-6-17） 
 

校友苏林华先生今年第三次 

向母校捐赠收藏书刊 
 
 

 
 

      （母校档案馆 林秀莲，20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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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 

2014 年度董事会议纪要 
 

时间：2014 年 4月 7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十五分。 

地点：厦门大学亦玄馆 302 会议室。 

出席董事：邵建寅、施淑好、林祖赓、吴伯僖、田中群、吴晨旭。 

请假及委托代表：葛文勳（委托田中群代表）、庄汉水（委托邵建寅代表）、 

郑兰荪（委托田中群代表）。 

主持人：邵建寅主席。  记录：许乔蓁。 

议     程 
 

1、林祖赓总裁：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情况。（1）设立萨本栋讲座教授奖以来，今年申请人的质量比较高。

（2）何宜慈讲座教授奖评选范围扩大到全校包括文科。但是，今年的文科申请人，没有被评上。（3）为了铸造

萨本栋校长铜像，几位董事包括 80多岁的吴伯僖教授都曾经几次到做模现场与美术系吴荣华教授一起商酌修改

泥土大样。最终使得泥土大样获得萨校长公子萨支唐院士的认同，开始铸铜。萨校长铜像终于在 2013 年 9月 12

日中国物理学会学术年会期间落成揭幕。（4）资助中国物理学会学术年会在厦大召开。（5）本基金会的经费，

今后怎么使用，希望董事会制定一个方向。 

2、许乔蓁秘书：报告 2013 年度经费收支平衡情况。本年度的收入，全靠存款利息；本年度的大笔支出有铸

造萨校长铜像 32万元、资助中国物理学会学术年会 5万元。截至 2013 年底，本基金会经费余额为 371万元多；

其中绝大部分为银行的定期存款。 

3、吴伯僖审计：对 2013年度收支情况的审核，认为账目、凭证、金额，三者都清楚。没有什么意见。 

4、田中群院士：汇报有关组建石墨烯工业技术研究院事宜。石墨烯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先进材料之一，是一

种由单层碳原子组成的平面薄膜，只有相当于人类头发直径十万分之一厚度的二维材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知

的材料中最薄、强度最大的材料。它具有超薄、超轻、超高强度、超强导电性、优异的室温导热和透光性，可望

带来触摸屏、储能、机电、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革新。鉴于石墨烯的独特重要性和巨大市场应用前景，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石墨烯的发现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安德烈·盖姆教授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目前，英

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都在这个科技前沿下大功夫。我国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地提出积

极投入开发石墨烯材料。厦门市将石墨烯新材料列入《十二五重大项目规划》。·今年厦大校庆之际，BGT

（Bluestone Global Tech）Materials Limited、厦门大学、福建辉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共建石墨烯工

业技术研究院的框架协议。为了只争朝夕尽快上马，该研究院需要使用现在的萨本栋微纳米研究院“亦玄馆”的

洁净室。董事们经过讨论，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转机，应该大力支持。董事们也提出补充意见，建议学校在人事

安排上，考虑增加物理机电学院已经在做石墨烯研究的人才。 

另外，1937年侵华日寇制造“卢沟桥事件”前夕，清华大学年轻教授萨本栋博士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改国

立后的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校长励精图治、披荆斩棘，在抗战八年的最困难时期把西迁到闽西山城长汀的厦

大办成享誉国内外的“南方之强”。老校友们对于劳苦功高的萨校长都非常敬仰、缅怀，于 1998 年自动组成基

金会、慷慨解囊，辅助厦门大学发展建设。2002年老校友捐建亦玄馆（内设高等级的洁净研究室）、瞄准当时

世界科技前沿设立萨本栋微机电研究中心。董事们认为，这个亦玄馆的洁净室的使用范畴无论如何发展，都应该

保持怀念萨校长的初衷，所以在 2011 年 MEMS 中心与一些机构一起组成微米纳米研究院时还保留了“萨本栋”三

个字，董事们非常满意；在 2012 年的董事会上受到董事们的充分肯定。因此，董事们认为，将来在亦玄馆内的

“石墨烯”研究院也应该保留“萨本栋”三个字。 

5、关于何宜慈讲座教授奖的评委人数，仍然保持 6人。今后评选过程中，如果再出现申请人的得票数（同

意和不同意）为 3比 3的情况，请林祖赓教授和吴伯僖教授商量确定取舍。 

6、关于本基金会的资金今后的一个使用方向，董事们认为萨本栋校长本身就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者之一

也是首任秘书兼会计，本基金会的资金，今后可考虑在中国物理学会设立“萨本栋奖”。具体事宜，请本董事会

董事、物理机电学院的吴晨旭院长和中国物理学会联系（奖金额度，大约每年五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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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秘书 许乔蓁) 

薄书一册叫《丰碑》 

郑启五 (77级英语) 

 

  我赶到厦大建文楼的时候，六大包图书刚好运到，

一包 100 册，书是很重的东西，但我还是主动扛起

一包，压在肩头，艰难地向三楼爬去，现场有一老

者问我是什么人，我说了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名字。

老者有点吃惊，随即满脸欣慰。 

   在建文楼三楼的东侧，有一间神秘的大房间，

这里是“厦门大学 1948级校友活动室”，当年捐

建此楼的校友蔡悦诗就是这一级的同学，按捐建协

议，这一大间房子是给他们那一级的同学会专用的。

我十分吃力地把这一包书扛到了这一神秘的房间里。 

   在 1949年之前，“级”的概念就是现在的

“届”，所以“1948 级”其实是 1944年进校的，

是厦大在长汀时期萨本栋校长麾下的最后一届学生，

如今健在者都已经是 90高龄的老人了！令人感慨

万端的是，建文楼的这一房间里，该届校友编印的

《厦门大学一九四八级级友通讯》已经坚持 20年

了，陈华教授从 70 岁一直编到了 90岁，在最新的

“迎接马年”的这一期里，陈华老先生表示还要继

续编下去，这真是校友刊物的世界奇观！ 

   这里不仅是厦大 1948级校友活动的中心，而且

还是厦大 1937-1944 年全部在长汀时期的厦大校友

的活动中心和资料中心，一个个书柜里珍宝无数，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这一特殊时期的厦大学子，今天，

我是替我的父亲（1944级）和母亲（1946级）的

在天之灵来这里做义工的，我心甘情愿以这样的方

式来尽孝，且非常自豪！ 

   在厦大 1948级海内外学子的不懈努力下，厦门

大学于 2013年 9月 9日于思明老校区安放了一尊

萨本栋校长的铜像。随后，1948 级同学马不停蹄，

编撰《丰碑——萨本栋校长铜像落成纪念文集》，

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本《丰碑》很薄，全书只有 5万多字，含 6

篇文章：1948级的邵建寅、陈华和许乔蓁三教授

各一篇，来自萨本栋母校清华大学的朱邦芬院士一

篇；厦大校长朱崇实写了开篇，而压轴的是厦大土

著郑启五《瞻仰萨校长铜像》，谁说博文不能登大

雅之堂？！ 

   这本书中有两张非常珍贵的黑白老照片，一张

是 1937年 7月底新校长萨本栋和老校长林文庆等

在“映雪楼”三楼阳台的合影，这是历史的交接。

另一张是 1939年 4月 21日，萨本栋校长在长汀被

日寇炸毁的厦大校长办公室的废墟里的留影，国恨

校仇，岂能遗忘？！ 

   通过这本书，我才知道这尊萨本栋的铜像是厦

大艺术学院吴荣华教授的作品。虽然同在一校，但

隔行如隔山，我与吴教授仅有一面之缘，2013年

夏天，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的孔夫子雕像落成，

我以曾经的孔子学院院长身份应邀出席揭幕，并即

席讲演，而吴荣华作为雕像作者，一并出席，我们

在仪式上有短暂的交流。 

   我在《丰碑》里放言：萨本栋是厦大历史上最

伟大的校长，这是厦大草根的声音，这草根的根在

厦大扎得很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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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厦大校园 你不知道的 20 件事 

（来源：厦门旅图  2014-01-10） 

 

 
 

1 厦门大学是唯一仍然采用拉丁名的大学；是唯一迄今

没有同其他学校合并的大学；是唯一没有选用“毛体字”

或“郭体字”作校名题字的老牌大学，是唯一没有改过 

名字的大学，是唯一每年要祭奠校主的大学，唯一一所

地处经济特区的国家重点大学，其门匾是鲁迅先生的笔

迹，他曾在这所学校教书，校名是从先生书信中摘出 

的。 

 

2 厦大是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 

 

 第一所把创办人称为“校主”并且每年祭拜的大学； 

 第一所校区间跨海的高校； 

 第一所所有宿舍都免费安装空调、热水器的高校； 

 第一所在学校里开设高尔夫球课的高校；当然，厦大

实行的米饭免费，据说也是全国高校首例。 

 

 2010 年高考后，一则网络版招生广告悄然传播：她

是 985+211，不断电，不断网，不禁校园亲热，米饭免

费，免费纯净水，公费医疗，气候适宜，师生和谐，性

取向与政治倾向自由，言论宽松，5A 级校园，5星级图

书馆，国际化办学，国防前线，面向太平洋，氛围浪漫，

美女如云，靓仔一片，请认准代码 10384，欢迎报考厦

门大学。 

 

3 厦门大学成立于 1921年 4 月 6日，与中国共产党同

岁。而这座风景旖旎、位于温暖南国的大学骨子里并不

柔弱。抗战时期，厦大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被迫撤离，

辗转迁移至大山深处坚持办学。解放之后，全国高校终

于等 到了和平发展时期，而位于东南沿海的厦大却没

有那么幸运。炮轰金门的无数炮弹都是在厦门岛呼啸发

出，而彼岸的炮弹更是时不时落入厦大校园。厦大的师

生在枪 炮声中又度过了许多年，一手抓战备、一手抓

学习，直到 1979年停止炮轰金门的命令下达。 

 在硝烟战火中，厦大骨子中多了一份阳刚之气。 

 

4 陈嘉庚首选的厦大第一任校长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

就任厦大校长似乎已万事俱备，只等厦大已成立便可走

马上任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时局再一次发生变化，

1921 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了第二

次护法运动，汪精卫再次陷入繁忙的政务中，他无奈的

写信向陈嘉庚请辞了厦大校长的职务。 

 

5 国立厦大首任校长萨本栋是 世界非常之著名的物理

学家，抗日战争时他用九辆卡车把厦大运往长汀，拆了

自己的汽车为学校发电，在长汀时厦大的 51 个教授中，

47 个来自清华，连续两年的 全国大学生竞赛，厦大全

是第一，因此赢得了“南方清华”的美称。诺贝尔奖获

得者李政道痛快同意做厦大名誉教授，也和其从小喜欢

撒本栋著的《普通物理学》有 关。而萨本栋校长 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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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病逝了，很多厦大学子认为萨校长是为了厦大而累病

的。 

 

6 厦门大学化学院现在有八位中科院院士（其实还有一

位外国的两院院士，不算在其中），和北大化学院院士

数量同居国内第一。 

 

7 西村的田径场又名演武场，因为郑成功曾经在那里操

练兵勇。在那里，发现了郑成功亲笔石碑“练胆”。白

城虽在厦大门外，但是却属于厦大管辖。 

 

8 天上有两颗小行星，闪烁着厦大的名字。一颗叫“陈

嘉庚”星，编号 2963，一颗叫“余青松”星，编号

3797，余青松是厦大天体物理学教授。 

  

9 厦大成立时就高悬一口大钟，在很多大学都把古老校

园的钟声换成现代铃声时，厦大现在依然敲着这口钟召

唤者师生们上课、下课、在学海中畅游。 

 

 
 

10 厦大有很多广为人知温情的一面，例如，它曾长期

为学生提供免费菜汤，为的是减轻家庭贫困学生的负担，

后来，索性连米饭都免费了。校方还在教室、宿舍为学

生提供免费矿泉水，为学生宿舍装空调。过年的时候，

校领导会和没有回家的学生一起过年，挂灯笼，铺红地

毯，吃年夜饭，年夜饭超级丰富，并且送每个学生三天

的餐券和餐补。 

 

11 你知道吗？厦大 85周年校庆时请来了 6 位诺贝尔奖

得主、四五十所世界著名高校校长级嘉宾、国内名校校

长、国际学术牛人等 n多人，厦大学生见到有志愿者陪

同的外国人时，就先争相合影，因为那一天来到的也许

都会是牛人。 

 

12 高晓松《同桌的你》是因为在厦大邂逅了一个新闻

系女生创作而成。1990年落魄中的高晓松来到厦门，

在厦大校园中的“东边社”租房而居，这座美丽的校园

给了他无数灵感，在半年时间内，《同桌的你》《白衣

飘飘的年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无悔》等歌

曲诞生了。 

  歌后王菲当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厦大生物系，只

是旋即为了学习音乐，而全家移民香港，因此没有入学，

这也算是厦大很多王菲歌迷的一个遗憾吧。 

 

13 厦大多美女，厦大有浪漫的情人谷，厦大依山靠海，

万石植物园更是自家的后花园，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是

一所充满浪漫和爱情气息的校园。浙江大学的郑强教授

在 全国演讲出名，但担任浙大党委副书记的他在全国

多个地方的演讲中却毫不吝啬地为厦大代言，赞叹厦大

的校园如此之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不让人谈恋爱。 

  但是厦大似乎美女太多了，以至于很多女生都在为

供需失衡而发愁。自 2008年起厦大本科新生中女生首

次超越男生，达 51%，并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网

上流传这样一句话：“如果女生是星星，那么厦大星光

灿烂；如果男生是白云，那么厦大万里无云”。 

 

14 厦大的西门在正西面，厦大的“南门”却在西北角，

这让很多游客很诧异。其实南门全称为“大南门”，紧

靠南普陀寺，由于位于原先的大南片区而得名。 

 

15 厦大与其他高校的一些血缘关系： 

  1951年 5月，厦门大学等高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

设立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后独立组建为北京航天航空大

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厦门大学海洋系师

生转入青岛的山东大学，组建为山大海洋系。 

   1958年，山大迁往济南时，海洋系留在了青岛，以

此为基础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海洋大学。 

  1952年，厦门大学与南京大学等高校的水利专业合

并，在南京成立了华东水利学院，现称河海大学。 

  1952年，厦大的土木建筑并入同济大学。 

  1953年，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被调整到上海财经学

院，即上海财经大学。 

  而今，这些当初被划出的专业都成了以上这些学校

的招牌学科。 

 

16 鲁迅当初才曾在厦大任教，但似乎他并不喜欢这所

海岛上的学校。当时，他正与许广平热恋，在给许的信

中他写道“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 

上……，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甚

至晚上他还把夜壶中的小便直接泼向楼外。但是艰辛酝

酿浪漫，他和许广平一封封的情信后来被编成了一本文 

集，也很有名气，曰《两地书》。此外，他还在这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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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喜欢的三层楼上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藤野先生》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17 从百家讲坛上一炮走红的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是当

时的厦大校长陈传鸿教授挖来的。当时易中天还只是武

汉大学一个副教授。而此外，更让人感动的是，易中天

刚到厦门时买房缺钱，陈校长就把私人存款借与他——

这是陈校长 2010年仙逝后，易中天在自己博客中透露

的。 

  陈景润当年在北京教中学，整天只顾搞研究，且不

善于交际，为校方所怠慢。为了心爱的研究，他辞职回

到福州老家，生活困顿，据说，有时还要上街摆摊。时

任厦大校长王亚南先生（中国经济学大家）专门找到陈

景润，将其聘至厦大，供其安心钻研他的“哥德巴赫猜

想”。 

  鲁迅在 厦大时的林文庆校长则就有些争议了，据说

是由于鲁迅与林校长不和，甚至传言“林校长限制鲁迅

用电灯的时间”。因为这些不清不白的纠葛，在全国推

崇鲁迅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这位对厦大发展功勋卓著

的林校长也被人刻意遗忘。但是客观地说，林校长也是

无愧于鲁迅的。当时鲁迅在北京教学，常常拿不到工作，

还因为去教 育部讨薪，被警卫打下一颗门牙。而就在

此时，遥远海岛上的厦大向他伸来橄榄枝，提出了 400

大洋月薪的优厚待遇，并且未等鲁迅动身，又直接给他

寄来了 500 大洋，作为提前发放的薪酬和路费。1926

年的 400大洋，对一般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据考证，

当时一般人每月的基本花费仅 2-3个大洋足矣），以 

至于鲁迅去银行兑换支票时，职员怀疑他的身份。 

 

18 毛泽东曾 经差点来厦大教书。1921 年，厦门大学

成立伊始，厦大校长林文庆求贤若渴，给梁启超等贤达

写信，让他帮助推荐一批优秀教员（又是这位林校

长！）。梁委托 其他人寻找，其中列入视野的就有湖

南籍的一位师范生毛泽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终未

成行。不知道毛当初如果真的来到厦大，享受着 400 元

大洋的月薪，会 不会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轨迹，也改变

了整个中国的历史？ 

 

19 厦大校园中最靓丽的莫过于独特的嘉庚式建筑群了。 

（当初陈嘉庚先生指挥工人建厦大时，并没有找专业的

设计师，而是自己动手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建筑）括号中

是原文章原话，可是据历史系老师说其实有设计师的， 

还是世界知名设计师，只是设计的风格陈嘉庚不喜欢，

所以陈嘉庚自己设计了一种模式：这种建筑屋顶是传统

的中国拱顶加燕尾式房脊，而下面楼身却是西方式的花 

岗石建筑。由于造型独特，中西合璧，因此被人称为

“嘉庚式建筑”。有人说这是“戴斗笠、穿西装”，更

有人说这是寓意“东方压倒西方”。 

 

20 厦大人喜欢用“芙蓉”这个词：芙蓉湖、芙蓉餐厅、

芙蓉隧道、芙蓉宿舍（其实住着男生）。而就在几年前

厦大校园时常游荡着一位中年旗袍女，头戴花环，手捧

一打 A4纸，或许因为她经常在芙蓉湖小岛上朗诵诗歌

吧，人们美其名曰：芙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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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乡情叫“博饼” 
(来源：中骏置业 2014-08-25； 有删节) 

 

 

      秋风起，满月圆，又是一年思乡

时，桂花香，月饼甜，家家户户思

团圆。 

      一样的中秋，不一样的风俗，在

闽南，有一种风俗叫“博饼”，那是一

种乡情的象征与寄托。 

      博饼”风俗的由来，让人回想起

300 多年前的厦门，那时，民族将领

郑成功正屯兵于此。每到中秋月圆

夜，战士们思乡心切。为解士兵乡

愁之苦，首领采纳了部下发明的“博饼”游戏。 

      郑成功亲自批准中秋节期间，军中按单双日轮流赏月博饼：六个骰子和一只碗，每人轮流掷骰子，叮叮当

当，好不热闹！根据掷到的点子数，可中：状元、对堂（榜眼）、三红（探花）、四进（进士）、二举（举

人）、一秀（秀才）。 

     博中不同的奖项，就会获得味道不同的会饼，其中“三红”饼味道最好，这源于一个有趣的传说：永乐年

间，状元名孙曰恭，“曰”、“恭”合一起为“暴”，不吉利，明成祖便将第三名的邢宽易改为状元。因此，“三红饼”

才是真正的状元，味道就最好吃了。 

    “博饼”文化，代代相传，现已成为闽南中秋的象征。很多外乡人来到闽南，都会被这种带有浓厚节日色彩的

风俗所打动：围一桌、齐赏月、共博饼、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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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土耳其的汉教传奇 

郑启五 （77 级英语) 

 

2013 年是我国的“土耳其文化年”，来自土耳其

的艺术家们为中国多个城市的观众展现土耳其灿烂的

古代文明和优秀的现代艺术作品。2013 年 11月 25日

是厦门大学参与的土耳其第一所孔子学院——中东技

术大学孔子学院创建 5周年的纪念日，我身为该所孔

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再度不负使命,向我的中土两国的

同事和学生们捧出我心血的结晶——《红月亮——一

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汉教传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于 2013年 10月 1日海内外公开发行，这不

仅是“土耳其文化年”书香园地里一花独放的奇葩，

也是我国 400多所孔子学院第一部院长个人散文随笔

选。 

   我在长达两年的汉教实践生涯里，尝尽了事业开拓

的酸甜苦辣，积极尝试多彩多姿双语教学模式，积累

了丰富的办学和讲课体验；每当夜深人静，我又把亲

历亲为的域外生活逐一进行了博客记载，这为日后的

出书进行了精心的铺垫和准备。我这次精选了其中的

57篇，图文并茂组成“初来乍到”、“孔院传奇”、

“再接再厉”、“深入‘北塞’”和“依依惜别”等

五个部分，不仅全方位地展示了自己在安那托里亚高

原上进行文化传播的豪情和激情，也极为生动地介绍

了土耳其的风土人情以及灿烂的伊斯兰文明，真实、

生动、可信、难得。 

   最是《深入‘北塞’》，我首次向读者揭开了“北

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神秘面纱，描述了作者如

何在地中海这个迤逦的岛屿上向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

大学生传播汉语的奇妙经历，并介绍了鲜为人知的北

塞邮票。武汉著名知青作家、湖北审计学院刘晓航教

授为该书深情作序——《郑启五教授的“土耳其进行

曲”》。 

   我是资深邮迷,在土耳其的教学和生活中也始终有

中土两国的邮票靓影的相随,《土邮的盛宴》、《救急

的中国邮票》、《回国前的打点》等篇章细说了域外

集邮的体会和见闻，更不必说在《孔子学院》邮票发

行后，《湖北集邮》对我的土耳其孔子学院散记进行

了连续三期的连载。 

   题材，独家拥有，角度，别开生面，此书对从事对

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和志愿者是绘声绘色的经验之谈,对

喜欢域外散文随笔的读者是五彩缤纷的精美抒情。 

   我想你啊，我的土耳其，我想你啊，我的土耳其同

事和男女学生们，让这一册小书，再度建起连接欧亚

大陆的心灵之桥吧！   

   

（郑启五：361005 厦门大学 101号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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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高唱校歌的时候 
(陈世义 48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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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如何培养竞争优势？ 
--来自多位哈佛教授的建议 

 

(来源: 朝九晚五 于 2014-05) 

 

 

问题 1：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学生的主要区别？ 
 

Fernando Reimers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

项目主任、比较教育与国际领导力教育专家)：从哈佛教

育学院的申请者来看，我觉得中国学生大多在某一个领域

做得很好，但是比较缺乏广泛的阅历。大部分中国学生在

大学毕业后选择直接读研，而很多美国学生会选择先工作，

再考虑要不要申请深造。这段工作的经历让美国学生变得

更成熟，更明确自己的目标，在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

也会更为顺利。 
 

Helen Haste 教授(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主席、哈佛教育

学   院访问教授、英国巴斯大学心理学名誉退休教授)：

我认为中国学生“注重和谐”，而这利弊参半。一方面，

中国学生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社会中，都会考虑到别人的

感受和看法；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中国学生容易墨守陈

规，很少思考现状以外的其他可能性。中国学生需要更开

阔的视野、更强的批判性思维，并不只是努力做一个“好

人”就好。还要懂得娱乐、运动，多去体验生命中不同的

可能性——这些正是西方学生更擅长的。 
 

Robert Selman教授(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教育与人类

发展学专家)：总体来说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非常好。我

带的中国博士生、或是参与答辩的中国博士生逐年增多，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不成功的，学术研究都非常厉害。也许

夸张了，但事实就是如此。问题是，哈佛教育学院的博士

申请越来越难。600人申请，但录取名额只有 30个。所

以，在申请时你一定要知道如何突出自己的特点。 
 

Richard Weissbourd 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及肯尼迪政

府学院教授、儿童及家庭心理学家)：每一个学生都有自

己的特性，中国学生同样如此。但是在我印象中，中国学

生普遍承受了较重的学业压力，他们参与学习非常主动，

渴望在学习方面得到认同。同时，中国学生对于道德问题

也十分关注。比如这学期，教育学院许多中国学生都选修

了我开设的“道德问题与家庭教育”一课。 
 

Joseph Chen(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项目主任)：如果

比较中美学生的话,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是学习

动机的不同。中国学生追求成功，注重按部就班取得成绩，

喜不喜欢都要做；而美国学生从小慢慢培养自己的兴趣和

动力。如果可以将中国的自律和美国的兴趣结合起来最好。 

第二是世界观，对成功的定义不同。中国学生对成功的定

义比较物质化，认为成功的路径较为单一，认为宏观上比

较难改变世界。而美国学生从微观着手，认为只要做好自

己的事情就是在改变世界，对成功的定义也是多元化的。 
 

问题 2：中国留学生应如何更好地适应美国的学习环境，

为日益国际化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Richard Weissbourd 教授：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学校

和学生两方面入手。首先，学校应该更加主动地了解中国

学生群体，他们的特性和需求，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的教育

和生活；另一方面，中国 学生在入学前，应该尽量熟悉

美国社会的情况，比如利用在线资源关注美国时事。另外，

适当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之后再来读研，也能帮助中国学生

更加明确学习目 标，更好地利用学校资源。 
 

Helen Haste 教授：中国学生需要学会在一种结构更为松

散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学会自主批判性思考。他们需要更

深入地融入西方的环境，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 
 

Joseph Chen：要有四点：第一，了解课堂文化：认真做

好课前阅读，学会问有启发性和批判性的问题，学会记笔

记，能够融入课堂讨论；第二，要有独立批判的能力：学

会从更广泛的渠道科学地吸收知识，不道听途说；第三，

为人际交往做好前期准备：要善于观察美国人在交往中释

放的信号，了解美国人的兴趣点，了解美国的文化背景，

打破思维定势。第四，积极培养自己的职业技能：关注细

节，比如如何接受指令、如何和同事相处等。多参与活动，

在实践中慢慢学习。 

 
 

问题 3：中国教育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Fernando Reimers教授: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者应该告诉

学生：不要着急，放慢脚步，鼓励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去更

广泛地接触社会、积累更多的经历、增加阅历、经验和成

熟度。 
 

Helen Haste 教授：我认为教育系统要从应试性逐渐转变

为自主性，中国应该有很多学者正在朝此努力。 
 

Robert Selman 教授：我认为需要有更多中国学生承担

起国际研究的工作。美国大学中应该有更多中国背景的

老师任教，担任起中国或亚洲事务研究的工作。我认为

这很重要，意义长远。 

 

http://members.wenxuecity.com/members/index.php?act=profile&cid=%E6%9C%9D%E4%B9%9D%E6%99%9A%E4%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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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了解北美就业 

第二篇： 金融、统计类专业 

 
       厦大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一直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每年来北美深造的厦大学生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经院、管

院毕业的。这些学生很多都会选择在金融行业工作，因为相对而言，金融行业的收入好，地位高，见效快。

但正是由于现在金融类人才供给增加，导致竞争日益激烈，找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总体来讲，金融领域的收入高于其他很多领域, 而且比律师、医生这样高收入的职业收益相对更快。然而

金融领域细分起来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比如金融工程师，注册会计师，精算师，咨询师，交易员，数据分析

师等等各种台前幕后的工作。虽然每份工作需要应聘者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能力素养，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相通

之处。下面就是两位厦大年轻校友近期找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对有意于找金融类工作的学弟学妹们有

一点帮助。 

 

 

如何敲开美国金融业大门 
贾鹏磊  （2011 届物理） 

 

       我是

厦门大学

2011 届

物理与机

电工程学

院与王亚

南经济研

究院的本

科毕业生

贾鹏磊。

厦大四年

的学习与

生活承载

着我们青

春最美好

的回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也时常回响在我

耳边指引着我努力拼搏，不断进取。从母校毕业后，

我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继续深造，并于两年内完成

了金融工程与应用数学双硕士学位。现在于美国芝加

哥的某期货期权金融集团任职固定收益衍生品的交易

员。 

        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一同分享下我留学美国找

实习和全职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对准备或正

在找美国金融实习和全职工作的师弟师妹有所帮助。

此外，从最初的申请实习四处碰壁，到最终拿到全美

前十期权期货交易公司的全职工作，一路上失败的心

酸与成功的喜悦想必也能引发许多同学的共鸣。 

       我们先从找实习谈起。大部分美国的金融硕士项

目都在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左右，是否能在项目期间的

暑期找到好的实习是决定找全职工作成败的关键。美

国公司的实习选拔十分严格，暑期的实习往往也是公

司对候选人的进一步面试。如果在实习期间表现出色，

公司有可能会直接发全职工作录取书。许多刚来美国

读书的同学有时申请实习过于盲目，大量的网申都近

乎石沉大海。其实并不是你不够优秀，而是美国大部

分公司只有低于 10%的招聘来源于网申。下面我就和

大家分享下我认为最有效的找实习途径。首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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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名公司都会和学校有联系，所以最直接也最有

效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学校的职业申请服务机构获得

面试，并在与同校学生的面试中脱颖而出获得终面机

会进而获得实习。其次，尽一切可能尝试拓展对你找

工作有利的人脉资源，通过公司内部人员的推荐拿到

初面从而获得实习机会也是美国较为常见的招聘途径。

具体说来可以利用自己本科及研究生校园的人脉，以

及如 LinkedIn 等网络职业招聘网站等等。当然，一份

出类拔萃的简历是最基本的前提。美国学校一般都会

有专门的机构帮助学生修改简历，一份简历修改十遍

二十遍都不为过。多阅读其他同学或者自己意象公司

员工的简历也会对你的简历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如果

你已经拥有了一份优质且相关的暑期实习经历，但是

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获得全职工作录取书，请不要气

馁。由于美国同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及层层技术壁垒，

大多数公司都会对在其竞争公司实习过的申请人情有

独钟。相对其他竞争者，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拿到初面

机会甚至轻易进入终面。美国公司的终面则是对申请

者全方位的考察，从专业知识到性格面试，从各部门

VP 到公司 MD，从早上面试到晚上。我们不仅需要有

过硬的专业素养及对行业的深入了解，更需要体现出

团队合作精神及领导能力等潜在品质。我建议同学们

在校学习之余可以多阅读相关领域的书籍，广泛结交

在同行业工作的朋友。这些日积月累的经验有时能够

成为赢得面试官好感并获得最终工作机会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们在校读书期间要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努力结交各国朋友。来美国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学习，

也要学会体验美国生活。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够提

升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也能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

从而为今后顺利找到实习乃至全职工作奠定基础。 

      以上是我的一些在美找工作经验及心得体会，希

望会对学弟学妹们有所帮助。祝愿你们在找工作的道

路上一切顺利。 

 

统计与金融在美国就业小谈 
陆 彤  （2011 届统计） 

 

      我是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现已改名为统计系）

2011 届毕业生，本科毕业后我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统计

系硕士的 offer. 自此我也加入了在美国求学／就业的

中国留学生大军。 

      在美国

的两年求学

时间当中，

除了课业学

习以外，对

找到一份称

心的工作最

重要的恐怕

就是

networking

了。在完成

第一年必修课程后，我开始收集跟 trading firm 相关的

行业信息，在这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已经在该行业中有

所涉猎的厦大校友的帮助。于此同时，我在上学期间

跟几个已经在金融行业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美国同学

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们给了我很多求职方向上的

指导。我也幸运地得到了他们对我能力地认可，所以

当他们知道有合适我地机会的时候就主动提供帮助，

虽然这当中也几经坎坷，并且在通过实习接触 trading

这个行业之后，觉得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行业。 但是

得益于学校当中建立的校友联系，在实习期结束前，

我有幸与一个在 consumer finance 领域有过成功创业

经历的团队结识, 并且最终改变了原来的职业规划，加

入了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及新兴的 machine learning 挑

战传统金融行业的 startup. 

        除了 networking 这个变数较大的方面，自己可以

持续努力并且积累的莫过于面试的准备过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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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试风格可能有很大差别，形式也很多变，对于

在本科阶段没有很多求职经历直接出国读书的同学来

说，刚开始接触面试的准备过程时难免会觉得繁琐而

没有头绪。我的经验也许不能适用于所有行业，但就

trading, 银行业和 startup 这几个我面试过的不同行业

而言，trading 更加偏好使用 brain teaser 和编程算法

来考核应试者在承压情况下的反应速度和沉着，银行

业则着重考察综合素质，其中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与

不同背景员工交流的能力；而 startup 更看重技术能力

和个性是否与团队文化适合。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

startup 的情况，因为 startup 本身工作时间相对较长，

前景未知因素大的特点，往往有技术背景的面试官会

着重考察相关技术能力以及解决全新问题的思考能力，

而管理层则会通过 case study 或 behavior questions

来考察你的性格是否能够跟团队其他成员融洽相处。

于此同时，在每次面试完后，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该

建立自己的面试小文档，将每次面试的得失以及映像

深刻的面试题及时记录下来，举一反三才能够在下一

次的面试过程中有进步。 

       面试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从

面试官那里得到的对公司和团队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

好的了解这个行业，最终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以及喜欢

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即使没有得到当时心仪的公司的

offer，不必灰心丧气而放弃尝试，调整自己的努力方

向后最终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最后祝在美国求学的各位校友在求职路上越走越

好，有缘再在凤凰花开的时候在厦大聚首。  

（任冶静 编辑） 

 

 

 

厦大“传奇外教”英健昨日在美国去世 

（来源：2014-08-23 厦门晚报） 

 

 

 
 

  人物名片：英健，美国纽约州大学传播学博士，

1988 年 9月，经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教授、厦大新闻学

院筹建者余也鲁先生的引荐，40 岁的英健来到了当时

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任教，一待便是 18年。2006

年，英健因患病不得不回美国接受治疗。 
 

（编者按：英健教授不幸去世，母校师生及海内外校

友深感悲痛。在此组织三篇文章纪念这位传奇教授。

以肖潇校友的来函作为按语：玉銮学长，您好！我昨

晚也从郑小瑛教授的电邮和厦大老同学的微信上得到

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尽管我从去年起多次电话联系

不上英健（Jan）和护理陪伴她的好友 Trisha，就开始

担心她的病情是否更加恶化，但今天知道她走了的消

息，心里还是十分的痛惜。英健是位全心全意热爱中

国，并把她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给厦门、厦大

的珍贵的美国朋友。愿她安息!  在此附上郑小瑛教授

寄给我的她和英健（通过 Trisha）的最后通信及她写

的一篇悼文。我至今还深深地敬仰着她和英健由热爱

音乐而建立起来的这份特殊真挚的友谊！让我们一起

来缅怀这位如此热爱厦大的传奇外教英健教授！） 

 

javascript:view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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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晚报记者 吴笛）厦大有一位“传奇外教”。

20多年前，她来到厦大当老师，并设立奖学金资助贫

困学生；2011年底，远在美国的她病重无助，向她最

深爱的厦大求助；2012年，厦大学生自发为她发起全

球募捐。 

  美国时间昨日凌晨，她在美国病逝，走完了 66岁

的人生。她叫英健，原厦大美籍教师，从 40岁到 57

岁，她把 18年的时光献给了厦大。而她身患类帕金森

神经官能症的日子里，是厦大师生的支持和鼓励，伴

她走完最后的人生。“她是下到人间的天使，使命完

成后回天堂了。”她曾经的学生这样回忆说。 

  生活却跟英健开了一个大玩笑，她的身体并没有

像她的名字一样永葆健康。2001 年，英健发觉身体一

侧部位的关节在逐渐僵硬，医生怀疑她患了帕金森症。

得知病情后，她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坚持留在中国，

一边教书，一边接受中医治疗。但病情没有好转，病

魔不断侵蚀她的身体，她迅速衰老。2006年，英健不

得不回美国接受治疗。 

  现在的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佘绍敏，曾经是英

健的学生，她曾回忆说:“我仍然记得 2005 年她上最

后一节课的样子，当时因为她剃了光头，就戴了一顶

帽子。在黑板上写字也写得不顺了，走路也有点歪。” 

  回美国后，英健进行了大量检查和治疗，但情况

越来越糟，一度恶化至生活无法自理，需要 24小时接

受看护。英健依然保持乐观，她相信有治愈的可能，

并尝试各种治疗方法。 

  英健每个月的医疗费高达 9500美元，高额的医疗

开支不仅花光了她的所有积蓄，还使她背负许多债务。

即使自己患病后经济困难，英健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要

向学生和老同事求助，直到有朋友去看望她，了解她

的情况并告知一些学生后，才陆续有人自发为她捐款，

并请她写一个需要帮助的声明书。 

  得知英健的窘境后，厦大师生立即发起为英健募

捐的活动。英健的学生们和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我们

爱英健”的网页和微博，为英健募捐。倡议引起强烈

反响，不少学生纷纷捐款。英健很多目前定居海外的

学生也热烈响应，加入了募捐行列。 

  2012年 1月 1日,英健在给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发来的新年电子邮件里这样写道:“这星期和许多遍

布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又联系上了，我特别开心。新近

建立的‘我们爱英健’博客送来的温暖和关心，使我

获得爱的源泉和康复的力量。 ” 

 

治学严谨 

  认真批改每个人的作业，并写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厦大的新闻传播系刚成立不久，英健是为数不多

的在信息传播沟通领域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教师。她

的教学颇为严格，佘绍敏在微博里她这样回忆: 

  “每个同学的作业，英健都会认真批改，写上密

密麻麻的批注。当时的学生喜欢用巴掌大的小卡片做

读书笔记，英健会在卡片上写上成绩，默默地保留下

来。等到有学生申请出国留学需要写推荐信时，她就

把小卡片找出来，根据上面的内容写推荐信。” 

 

爱心助学 

  设立“英健奖学金”，专门用来资助贫困生 

  1994年，一名 92级的学生因自行车刹车失灵撞

伤，英健捐了 1万元。当时捐款没有用完，英健就表

示成立“英健助学金”。刚开始在厦大任教时，每年

圣诞节，英健家里都要开一个大 Party（派对），请

学生和老师来做客。后来，她停止了晚会，把省下的

钱放入“英健奖学金”，专门用来奖励国际新闻专业

家境贫困的学生。 

  佘绍敏曾说，英健的工资并不高，但她却不断地

帮助学生，2001年生病以后依然如此。患病初期，一

些学生准备为她捐款，但英健认为自己还不需要，就

提议用这些钱买书，设立“英健英语角”。 

 

性格开朗 

  和摊贩都很熟悉，喜欢赤脚跑到白城沙滩打太极 

  在熟人眼里，英健是个可爱、开朗的人。据佘绍

敏介绍，患病前，英健充满活力，喜欢赤脚跑到白城

的沙滩上打太极拳，还常常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拍

了很多照片。英健住厦大白城时，附近还有菜市场，

摊贩都跟她很熟悉。假如你跟英健提前约好 10分钟后

在厦大南门见，有可能半小时后她还没到。因为她从

白城的家一路上走来可能碰到很多人，她会一路跟人

家聊天、打招呼。 

  英健从小热爱音乐，爱弹钢琴、管风琴，也喜欢

吹单簧管、萨克斯管和大管。来到厦门后，她成为厦

门爱乐乐团的忠实粉丝，并与当时乐团的首席指挥家

郑小瑛成为了挚友。 

 

他人眼中的英健 

  厦大新闻传播学院 86级 周女士: 

  她一生没有孩子，却把学生当孩子 

  她一生没有孩子，却把我们学生当做她的孩子。

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她特别爱学生，而且相当

幽默。她戏称所有男同学就是她的男朋友，所有女同

学都是她的姐妹。 

  当时她给我们上新闻传播史的课，没有教材，都

是她自己打印讲义给我们。最初来中国她不懂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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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是全英文的，同学们听得有些吃力，她就不厌其

烦一遍遍地讲。即使下课了，我们还会去骚扰她，围

着她问个不停，她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我当时口语比较差，在沟通上有点不自信，我会

躲着她，怕她跟我交流。她估计是看出了我的胆怯，

主动来找我，跟我交流。在交流中，她还跟我们学中

文，慢慢地，她的中文越来越好。每到放假，她还喜

欢到处旅游，感受中国文化。 

  我们做学生的其实一直都记挂一件事:就是把她嫁

出去。当时我们还暗自在学校里寻找合适她的对象，

但是最终都没有成。 

 

   厦大新闻传播学院老师 庄鸿明: 

  资助钟点工孩子上大学，还给孩子辅导英语 

  我和她在厦大共事 17年。她是个好人，特别乐于

助人。她请过一个钟点工，因为家庭困难，孩子读书

成了问题。英健知道后，出钱资助孩子上大学，还帮

这个钟点工的孩子辅导英语。 

  英健来中国后，虚心学习汉语。她还拜人文学院

一名老师为师，学习汉语。在厦大几年后，她的汉语

水平突飞猛进。 

 

   厦门晚报编辑 陈小姐: 

  如果不是她，我不会进入新闻行业 

  我虽然只见过英健一次，但这一面之缘却改变了

我的人生。2003年，我从大学毕业，到厦门日报《双

语周刊》应聘英文编辑。面试时，英健是三个考官之

一。后来我如愿被录用。 

  进入报社后，有一次和周刊主编聊天，才得知我

面试的时候差点被刷掉，因为她说我几乎没有媒体实

习经历，又非新闻科班出身，面试前连《双语周刊》

的报纸也没看过。所以，当时主编并不想录用我，但

是英健说服了她。英健说，我的英文不错，更重要的

是整个面试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她说，正是这

一点打动了她。所以，英健是我的“伯乐”，如果不

是她，我就不会进入新闻行业。 

 

 

 

英健，走好！ 
（郑小瑛教授） 

 
     我们亲爱的“乐迷”，美国的“客家人”，厦门大学

新闻广播学院的英健教授走了！ 

     她才 66 岁，可是已与疾病奋斗了 10 年！她－这个自

称为来自美国的“客家人”为中国、为厦门献出的真心，

真情，历历在我眼前浮现：我为她的离去心痛，但是千

里迢迢，我只能用这点文字，来寄托我的哀思，为我最

真挚的美国朋友送行，愿她的心灵平安。 
 

她真心爱音乐 
 

1999 年 9 月 22 日我收到了英健教授的第一封电子

邮件，她为 9 月 4 日偶然听到的厦门爱乐乐团的一场音

乐会无比惊喜，她说，那是她来厦门 11 年来最高兴的

一个晚上，她说：谢谢你们伟大的音乐，谢谢你来到这

里。落款是你的“大乐迷”。 

从那时起，在美国经常购买套票去欣赏纽约爱乐乐

团的她，又成为厦门爱乐乐团的头号“爱乐之友”，在

音乐厅里她有一个固定的位子，每场必到，音乐会后我

总会收到她相当内行的乐评和感受；而且她不接受我们

的赠票，因为她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经费困难的乐团。

她的支持也表现在不断向她的中外朋友宣传乐团，并把

他们带到音乐会上来。记得 2001 年 3 月为了纪念她来

华 15 年，并感谢厦大的领导和同事们 13 年来对她的关

照和友谊，她买了 100 张 100 元的门票，请她的中国朋

友们来欣赏交响乐。又一次，在鼓浪屿草坪上举行大众

音乐会，我又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见了她。后来我问

她：你何必来这里呢？她说：第一，因为我从小就玩各

种乐器，我爱音乐；第二，因为我爱你，我不能错过任

何你的音乐会；第三，我要带我的朋友前来；我说：今

天的露天音乐会主要是为那些从来不敢走进音乐厅，不

知什么是交响乐的民工和农民们的呀，她说：我今天带

来的正是这样的朋友。原来她一直想带曾经帮她料理家

务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嫂前来听听音乐，但又怕坐在

音乐厅里会使她们感到拘束，现在机会来了，她请了大

嫂的全家前来坐在草地上听音乐，当她看到他们专注的

目光里流露出了惊喜，感到非常满足。我从这里不止看

到她对音乐的真诚，也看到她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诚

感情。在美国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英健教授对音乐的认

知和热爱，启迪影响着她身边的中国人。 

      2002 年厦门爱乐乐团演奏的一部表现“客家人”史

诗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强烈地震撼了她的心灵，她

当夜就给我发 E－mail 说： “世界各族人民的历史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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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似！我的祖父母本是德国人,19 世纪末,为了追求

政治和宗教的自由，反对凯瑟•威廉政权对平民百姓生

活带来的威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土地, 离开了富庶的家

园,举家迁移到新大陆美国, 沿着密西西比河来到了密苏

里，在那里找到了一处有层峦叠翠的大山、奔流的大河、

肥沃的山谷，一块与他们的家乡有些相似的地方定居下

来, 她的父亲就在这片土地上出生，融入了当地社会。

我的父辈们勤恳劳作，使我们四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

教育，我在纽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在厦门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开始了我更加有意义的

新的生活。今晚，我在中国的一个现代音乐会上，竟听

到了自己家族历史的回响，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

身处异国的移民来说的，的确有着太多的感动。我祖辈

的经历和这部作品所赞扬的客家精神是一样的，因此

‘客家之歌’也是我的歌。它为我们所有这些远离家乡、

为寻求新生活的人而唱，为了更好地教育我们的后代而

唱。――我就是一个美国来的客家人，现在我属于这

里。” 

她真情为中国 
 

     英健教授是厦门大学新闻广播学院的一位深受学生爱

戴的教授，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帮助这个中国的第一个

民办乐团，甚至为厦门的音乐环境、音乐厅的纪律撰写

文章，提出种种建议，还以“一个吉普赛乐团”为题，

为当时还没有固定排练厅的厦门爱乐乐团进行呼吁。 

  2000 年秋天，她认真地对我说：我对下学期的课程作

了一些调整，每周我可以有半天为乐团作志愿者的服务

了，请给我安排工作吧！于是乐团每一期节目单上的英

文和我们所有 CD、网上和宣传材料上的英文都由她来

修改校正了。她称呼我的童年昵称“大猫”，我亲昵地

称她为我的“鼠秘”，也就是“属鼠的秘书”。 

     特别是在厦门主办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国际音乐比赛期

间，所有厦门市政府的邀请信、比赛章程到包含评委、

选手、比赛日程和各组织机构介绍的大秩序册和节目单

的英文部分，都经过了有音乐知识的她的校对。有时为

了赶时间，没有来得及送给她看，她都会非常激动地说：

为什么不给我看看？要知道译文的错误会影响你们的文

化形象啊！在紧要关头，她不仅 24 小时在家待命，最

后有一次干脆 16 小时就蹲在印刷厂，为最后的校对把

关。 

      由于厦门爱乐乐团承担了全部比赛的协奏任务，却

严重缺乏原版乐谱，英健老师在 2001 年暑假回国时便

主动垫钱替我们购买。我向她表示，我们申请的经费还

没有批下来，这样做有些冒险；可是她说，万一没有批

准，就算她的赠与好啦。果然，我们收到了她替我们购

买的 70 来部、总价值约为 US $ 4500 的乐谱，保证了比

赛的顺利进行（后来我们为她做了报销）。她是完全站

在了主人翁立场的一位外国志愿者，为了她的热情奉献，

厦门市政府授与了她“贡献奖”。 

      2004 年英健的病情已开始妨碍她的行动，1 月她回

到美国治疗，半年多后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回到了厦门。

可是一年以后，病情又有发展，西医诊断为帕金森病，

但疗效不明显，她就非常坚定地要到中医就诊，那时，

就只能由我来为她安排了在北京就医，还让我们的朋友

秀华，在春节期间陪她在北京租房治疗了 1 个多月，直

到最后 2006 年 6 月她才同意通知她的弟弟前来接她回

国。关于这一段，英健还感恩地写道：“我经常想，当

初秀华给我的照顾是多么的重要，您们俩是多么的慷慨！

秀华一整个月春节的假日里陪伴在我的床边，做出了多

大的牺牲。我对您们一辈子感激不尽！”  

      由于英健是由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派到中

国来的，离开美国 20 年了，现在医疗费用和护理人员

都成了问题，但是她带着重归厦门的梦想和信心，勇敢

地与病魔做了顽强的搏斗。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她得

到了厦门大学校方和师生，还有许多热爱她的厦门朋友

们对她的关怀和支持，但我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给予她

最大帮助和关切的是她年轻时的一位同事，朋友――

Patricia Dair（特丽莎 Trisha），她也是花甲老人了，可

是 10 几年来她对这位虽然离开了近 20 年，可是现在需

要帮助的老友，始终不离不弃，下面是英健以感恩的心

情向我谈到的她： 

“让我的一切密集治疗和护理成为可能的是我的朋友

Trisha。您可能不知道，她是我在去中国之前，在媒体

改革和公共政策工作时的同事，她在我需要的时候接纳

了我，就像接纳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样。在我失去自我照

顾的能力后，她挺身而出，成为我的全职的陪伴、护士

兼建议者。 

       我只需给您这样的一个画面：Trisha 研究我的医疗

方案，在大雪天开车 12-14 小时陪我去见医生，协调我

的治疗计划，整理我的药物，担任我个人的教练， 并

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她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得到了

最先进的医疗护理。我无法低估 Trisha 在我康复过程中

的作用。她好几次救了我的命。我祝愿每一个遭遇到病

重的人都能有一个像她那样的支持者，十一年前当我不

愿意屈服于帕尔金森疾病时，她倾听我，并陪伴我走过

每一步。为了我的康复，她做了很多个人的牺牲。现在

她也已 60 多岁了，如果我有更多的经济来源来雇佣别

人，就可以把她从这个担子里解脱出来！” 

       英健走了，愿她安息！但她留在她中国朋友心中的

亲切美好形象会永存，她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

中国的教育事业，她让我们体验了一个普通美国人对音

乐的爱，对中国的爱，对人类的爱，那样质朴真诚，动

人诚恳，也使我们对结交更多美国朋友充满了期待，正

如英健曾经与我共勉的：“你那份客家人的真情与灵魂，

让我铭记于心：‘你有心来我有情，不怕山高水又深，

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开路者和造桥人

都在健步向前，所以不要放弃您那乐观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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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美国客人”英健走了 
     

（文：Patricia Dair，葛杨中 译） 

 
英健(英文名：Janice Engsberg，1948－2014)：在厦大新闻传播系执教 18年。这些是在她弥留的最后时间，

护理了她 10几年的好友 Patricia Dair（Trisha） 给我（郑小瑛）的来信。 

 

2014-8-20  2：40 (from Trisha) 

亲爱的郑小瑛：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Jan 已经进入了她人生的

最后阶段。她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

里辞世。最终，她的自主神经系统还是彻底崩溃了。 

我们希望您知道，您为我们亲爱的朋友 Jan 带来的

巨大帮助，让她在身患恶疾的这么多年里，还能过上她

本人都不敢奢望的、得到备至关怀的生活。 

Jan 一直追随着您的荣光，她与您之间有着深厚的

友谊。如果你们没有相隔这千山万水，那将会留下更多

美丽的回忆。她是如此爱您！ 

如果她去世了，我会给您消息。 

悲伤而感恩。 

 

2014-8-20  8：30 (郑小瑛回复) 

亲爱的朋友 Trisha: 

你的来信收到了，虽然不祥的消息我早有准备，但心

情仍然非常沉重而无奈。 

  我已将不幸的消息转给了 Jan 原来单位的领导，也

让他们有所了解和准备。 

  附上几张 4月里我在北京再次执棒中央歌剧院的《卡

门》的照片，如果 Jan还能看见，她会高兴，会安心，

这也是我送她平安上路的最后祝福。 

  再次赞赏你对她这些年忘我的友情，我相信她会满怀

着朋友们的温情和思念离去。如果方便，我希望得到一

张您和她的照片，作为美好情谊的永久纪念。 

  多保重！  

     

2014-8-23  8：29 (from Trisha) 

亲爱的郑小瑛： 

   当 Jan侧耳倾听着您邮件的词句，当她的目光深深

凝望着您的三张照片，这种感觉很美妙，美妙得难以言

表。您是对的。您的话语和照片为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带

来了安详和快乐。昨天上午，她的神智很清醒，眼神很

清澈。虽然那时 Jan 已无法说话，但她却让我们明白，

她收到了来自您的祝福和敬意。她点燃了生命，也点燃

了她眼中那美丽的微笑。 

   夜已经很深了，我必须得去睡了。Jan 大概就在一

天前的这个时间去世了。在她去世的前三天里，朋友们

将她围绕和拥抱，为她唱歌，替她祷告。我们请了一位

负责临终关怀的医疗护理员来和我们一起照顾 Jan。每

天她都会陪伴 Jan 好几个小时，也会和我们一起在夜里

陪护她。这位护理员说，多年来，在她照料过的弥留的

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像 Jan 这样，在辞世的一刻如此清

醒地感知周围的一切。 

   在弥留之际，Jan似乎在注视着她自己，也注视着

我们。她在尽最后的力量与我们努力地告别，努力地放

下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她一次一次地转身离去，又一次

一次的回来拥抱我们，倾听我们的祝福，也把她最后的

祝愿带给我们。 

   她是我们这个“收养”家庭的一员，这是多大的荣

耀啊！这儿有一张 Jan的照片，摄于 2013年 6月。照

片上是我和我的孩子 Ben与 Maya。这两个孩子都是优

秀的音乐家、作家，他们很有思想。而这都应该归功于

Jan。我们难以想象，照片中的 Jan，我们的 Jan，就在

今天与我们永别了。 

   在 Jan 美丽风华的岁月里，在她艰难苦痛的日子里，

郑小瑛女士，是您与 Jan的友谊带给了她荣耀和温暖。

对您，我们只有不尽的感激。 

有您，我们是幸福的！ 

敬爱您的 Tr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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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纳百川” 

 高端人才聚集计划 

（2014-2017 年）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各类优秀人才聚

集，加快推进我省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促进主导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

模化，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建设更加优美更加和

谐更加幸福的福建，现制定福建省”海纳百川“高端人

才聚集计划（2014－2017 年）。 

  一、总体目标 

  坚持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

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切实加大人才

工作力度，推动福建人才工作走在全国前头，经过 5

年努力，实现人才资源总量、人才素质、人才竞争力

和人才贡献率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位次相适应，

为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二、主要任务 

  1．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团队） 

  着力引进一批创业创新能力强，学术技术、经营

管理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能引领和带动我

省某一领域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文化繁荣、社会发

展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力争全省每年引进 1000 名

以上重点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数量、人才综合竞争力居东部沿海地区中

上水平，引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所

突破。 

  实施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百人计划”

（以下简称省引才“百人计划”）。每年评选 100名福

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落实《福建省引进高

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分别给予入选省引才

“百人计划”的团队 300 万元、海外人才 200 万元、国

内人才 100万元补助。引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及发达国家院士按一人一议原则，给予不低

于 300 万元补助。按照《福建省关于奖励高层次人才

引进的暂行办法》兑现引才奖励。实施留学人员来闽

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对经评审确定的重点创业项目和

优秀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创业支持资金 50 万元和

20 万元，各设区的市给予配套支持。 

  2．支持一批领军人才 

  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一批在产业发展、自

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够代表全

省一流水平、具有领军才能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

重点支持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企

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才。力争今后 5 年内，省内高层次人才

规模和综合竞争力居东部沿海地区中上水平，入选“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以下简称“国家特支计

划”）数量居全国前列，入选“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

的数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大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力度。重点培养 35 周岁以

下，具有特别优秀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潜能，课题

研究方向和技术路线有重要创新前景的青年拔尖科技

人才；40 周岁以下，运用自主知识产权创（领）办科

技企业，创业项目符合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并处于全国或全省领先地位，核心技术的产品年销售

收入增速和产值利税率明显高于全国或全省同行业水

平的青年拔尖创业人才。力争 5 年内成为国际、国内

一流高级专家的青年拔尖人才分别达到 5 名、30 名，

全省入选“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达 40 名，青年

拔尖人才创（领）办的上市企业达 5个。 

  实施福建省特殊支持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以

下简称省特支人才“双百计划”）。每年评选 200名科

技创业人才、科技创新人才、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等各类高层次人才，作为福建省特殊支持的

高层次人才由省人才专项经费给予特殊支持，其中科

技创业人才、科技创新人才每人 80 万元，企业高级经

营管理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每

人 50 万元，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每人 30 万元。直

接入选“国家特支计划”的，自然入选省特支人才“双百

计划”，由省人才专项经费按 1:1配套；入选省特支人

才“双百计划”后入选“国家特支计划”的，省级配套资

金按国家标准追加差额部分。 

  3．激励一批优秀人才 

  遴选表彰一批各行业各领域中长期在一线工作、

有突出贡献、有创新成果、有同行业较高声望、能代

表全省同行业一流水平的优秀人才，激励和引导全社

会各行各业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

好局面。 

  实施福建省优秀人才“百人计划”。每年评选 100

名文化名家、技能大师、优秀农村实用人才、优秀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等福建省优秀人才，由省人才专项经

费奖励每人 10 万元。 

  统筹省内重大人才工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

入选对象实行“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福建省杰出人

民教师、杰出健康卫士、突出贡献企业家、软件杰出

人才纳入省优秀人才，按现行办法和资金渠道单独评

选。杰出科技人才、海西产业人才高地领军人才、海

西创业英才整合进省特支人才“双百计划”，原已入选

的人才按福建省特殊支持人才管理。省教育厅负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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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高层次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四项目”，作为福建省

“海纳百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入选

人才纳入相应高层次人才按现行办法管理，其中入选

省引才“百人计划”及省特支人才“双百计划”的由省人

才专项经费列支，其他项目经费在现行渠道列支。其

他相关部门目前已经实施的人才计划继续按现行办法

和资金渠道执行。 

  三、重点工程 

  1．打造厦门、平潭人才特区 

  厦门人才特区以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契机，

以推进两岸人才交流合作为特色，围绕两岸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两岸金融中心、东南国际

航运中心和对台贸易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实行人才

发展特殊政策、特别机制、特事特办，培养造就一批

推动厦门产业升级发展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及团队，

用 5 年时间，初步建成高端人才聚集、对台优势明显、

科技创新活跃、人才效益彰显，带动“厦漳泉”，辐射

海西经济区的“人才特区”和人才创业港。 

  平潭人才特区以“四个一千”人才工程为抓手，5

年内面向台湾引进 1000名专才，面向海内外招聘

1000 名高层次人才，从省内选派 1000 名年轻干部到

平潭工作，培养 1000 名实验区人才，以特别开放的胸

襟、特别优惠的政策、特别灵活的机制、特别优良的

环境推进人才资源优先开发，把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

成为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区、海峡西

岸人才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实验区、海内外创业创新

人才宜居宜业聚集区。 

  2．建设福州等８个特色人才聚集区 

  在推进厦门、平潭人才特区建设的同时，鼓励和

支持其他设区的市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主体功能区布

局，研究确定重点人才工程。福州建设闽都人才聚集

区，支撑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漳州建设重化工业人才

聚集区，服务大项目和城市建设；泉州建设民营企业

人才聚集区，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莆田、宁德分别

建设湄洲湾、环三都澳海洋和临港产业人才聚集区，

服务福莆宁城市联盟和港口群建设；三明建设海西生

态工贸人才聚集区，服务绿色腹地产业振兴；南平建

设武夷新区人才聚集区，支撑生态闽北跨越发展；龙

岩建设红土地人才聚集区，支撑闽西老区加快崛起。 

  3．建设 20 个产业人才聚集基地 

  研究制定加快产业人才聚集基地建设意见。围绕

县（市、区）、各类园区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加大

人才工作力度，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广泛凝聚产品研

发、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类高层次人才，建设具

有明显产业特色、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充满活力的产业人才队伍，形成具有明显产业竞争优

势的高端人才聚集基地。 

  4．培育 25 个企事业人才高地 

  重点培育人才聚集度高、贡献率大，科研成果居

全国前列或核心技术产业化市场前景开阔的企事业人

才高地。其中，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才高地必须拥

有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研领军人才，组成若干个

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灵敏高效的科研核心团队，科

研方位居世界前沿，科研成果具有领先性、创造性和

突破性。企业人才高地必须拥有国内或国际领先的核

心技术，核心技术产品年增加值达 1亿元以上，成长

性和人均利税明显高于国内同行业水平。 

  5．搭建 6 大工作平台 

  坚持高端引领、整体开发方针，完善高端人才工

作机制，创建高端人才工作特色品牌，着力打造闽台

人才合作交流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人才孵化平台、

人才创新创业投融资平台、覆盖发达国家地区的引才

网络平台、人才资源市场公共服务平台等 6 个平台，

探索建立人才投资基金，推动人才与资本、科技、项

目、企业、产业有机结合，确保高端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用得好，充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每年评选 1 个人才特区或人才聚集区、4 个福建

省产业人才聚集基地、5个企事业人才高地，结合人

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给予表彰鼓励。人才特区、

人才聚集区的评选，重点对人才工作力度及人才资源

规模、人才综合竞争力、人才贡献率增长提升情况进

行综合考评。海西产业人才高地评选整合进企事业人

才高地评选。 

  四、保障措施 

  1．加强人才工作组织领导 

  实施“海纳百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在省委统一

领导下开展。省委组织部要切实担负起牵头抓总的责

任，当好参谋，创新实践，整合资源，示范引领。各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按照分类管理的原

则，切实承担起本部门人才工作的职责，同时要抓好

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各市、县（区）要根据重点产业

发展需要，健全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积极推

进高端人才聚集。 

  2．加大人才资金投入力度 

  省、市、县要将人才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

保障，根据人才计划实施情况，逐步加大人才资金投

入力度，以满足我省人才发展需要。5 年内，省、市、

县三级财政共投入人才经费 100 亿元以上。 

  3．切实开展人才宣传工作 

系统宣传科学人才观，广泛宣传人才工作好的做法和

成效，集中宣传人才工作先进典型和优秀人才典型，

为加快高端人才聚集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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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双百计划” 
第七批引进高层次人才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创新型城市和人

才特区建设，厦门市于 2010 年制定出台《厦门市引

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建设海西

人才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

两个政策文件，计划用 5-10 年引进 100 名海外高层

次人才和 300 名领军型创业人才（简称“双百计

划”）。经研究，决定开展厦门市第七批引进高层次

人才“双百计划”申报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一、申报对象： 

  2012 年 7 月 1 日以后来厦门工作、创办企业的，

或有意来厦门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

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高新、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

域的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一）海外高层次人才 

  应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每年在厦门的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6 个月，

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

国际先进，能填补国内空白、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

业化生产，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者海外跟进的

风险投资不低于其所创办企业注册资本的 30%，具

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或担任知名国际企业中高层管理

职位 2 年以上的科技创业人才；2.在国外著名高校、

科研院所具有博士学位、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以上职务，学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水平的专家、学者或学科带头人；3.在国际知名企

业或机构中，担任中高级职务 2 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

才或经营管理人才；4.主持过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

有较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

5.厦门市急需紧缺的其它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领军型创业人才 

  一般应具有五年以上国内外技术研发或项目管理

经验，自带技术、项目和资金到我市发展，为所在企

业控股人或拥有不低于 20%股权，并符合以下条件

之一： 

  1.创业项目带头人是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内的学

术或技术带头人，拥有市场开发前景广阔、高技术含

量的科研成果； 

  2.创业项目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技术

水平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具有市场潜力并可进行产

业化生产； 

  3.创业项目能引领我市重点领域产业的发展。 

  （三）说明 

  1、已入选外地创新、创业计划并获资助的，不

再享受我市相应资助。 

  2、同一人（团队）或同一项目可参评 2 次；申

报不满 2 人的行业领域，当批暂缓评审，申报人可保

留评审资格至下一批；答辩评审项目与网上申报项目

须保持一致。 

  三、申报办法： 

  登录厦门市高层次人才网

（http://200.xm.gov.cn），进入“申报窗口”，

网上填写申报书，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电子版或纸质材

料。 

  四、申报时间： 

  2014 年 9 月 15 日截止。 

  特此公告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办公室 

 

母校发布 2014 年度教师招聘计划 
 

  厦门大学发布 2014 年度教师招聘计划，从 5 月 5 日起面向全球公开招聘，诚邀四海精英加盟厦大。 

  

  此次招聘，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及新兴交叉等领域相关学科。根据

计划，共有三类岗位，一是高端人才岗位，即依托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高

层次人才项目，面向海内外招聘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良好学术声望的学术大师和杰出领军人才；

二是教授、副教授岗位，三是助理教授岗位。招聘程序分为个人申请、应聘学院院长提名、教授委

员会评议等。（详情请见：http://rsc.xmu.edu.cn/s/137/t/722/44/06/info148486.htm） 

http://rsc.xmu.edu.cn/s/137/t/722/44/06/info148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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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教育基金继续资助下列三项奖学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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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美洲校友积极参与蔡启瑞基金会的募捐，上期《校友通讯》已公布捐赠者芳名，收到的加元捐款

也由银行兑换成美元，扣除邮寄费用，教育基金向蔡启瑞基金会汇款共 $13,293.27。 

教育基金上半年收到谢军、谷胜校友的捐款共$500。在此感谢他们对教育基金的支持，并希望更多的校

友为教育基金捐款。 

教育基金收支表见下： 
收 支 说明 

38,276.85  去年７月余额 

13326.17  蔡启瑞基金捐款 

 (32.90) 邮费等 

 （18438.27） 转账厦大教育发展基金，含自强奖、曾玉山奖学

金、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蔡启瑞基金、以及中转

银行费$35，去年欠费$10 

 (55.00) 银行 Wire费 

500  捐款：谢军($300）谷胜($200) 

 

余款 $33576.85 

 

母校关于“自强”奖颁发情况的来函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我校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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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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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4月 22日) 

    附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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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勇（数学科学学院） 

杨  旸（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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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远（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博士生） 

姜一鸣（化学化工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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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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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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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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月 22日 

 

附：“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共 1人，奖

励 500 美元）黄延梅（2011级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阮康成奖学金”获奖者感言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

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从 2007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我与

教育事业即结下不解之缘。高中毕业时期因为对

“教师”职业的偏好，毅然决然地报考福建师范大

学。在大学本科阶段，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的

专业知识，深感专业知识的广博以及提升自身专业

水平的迫切性。三年前，怀揣着那份执着的梦想，

才有了坚持的动力和决心，并如愿以偿地进入厦门

大学教育研究院。 

教育研究院有那么多可敬可亲的老师，他们深

厚的学养、治学的严谨、对学术的热爱与执着以及

谦和儒雅的风度，让我充分领略何为“学术之美”。

也是这些可敬可亲的好老师让我得以成长和进步，

让我深深领悟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真正内涵，

让我对教育者更加尊敬，对投身教育事业充满了信

心！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系阮建如博士及阮康

成教授其他亲属为纪念热心教育事业的原厦门大学

教育系教授阮康成先生而捐资在设立的。阮康成先

生是潘先生的老师，潘先生多次提及恩师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及奉献，鼓励我们后学向阮先生学习。潘

先生自己也为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巨大的

精力和心血。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这句话：“我一

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正是因为如此热爱教育事业，先生倾其一生奉献给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教育的发展道路上躬耕不辍，

已近八十载。学者典范，砥砺后学。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  

2011年我庆幸自己成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

院的一员，2014年即将毕业的我，有幸成为阮

康成教育学奖学金的候选人。这一荣誉既是对

我的鼓励也是鞭策。让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在

教育这条路上继续前行，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黄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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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January 20, 2014 - September 8, 2014 ) 

詹世利（校友会财务） 

收支总表 

     Reporting Period Balance Sheet       

From To Begining  Income Expense Ending Balance 

1/20/2014 9/8/2014 $18,989.67        

1/20/2014 9/8/2014   $9,010.00     

1/20/2014 9/8/2014     ($1,950.76)   

1/20/2014 9/8/2014       $26,048.91  

开支明细表 

     Name(English) Name （中文） Amount Note: 

Shili Zhan 詹世利 $16.78 Paypal fee Expense (1/20/2013-9/8/2014) 

Shili Zhan 詹世利 $650.00 Prof. Yan donation to Qing Yan 

Yu-Luan Chen 陈玉銮 $283.98 Newsletter 61 Postage etc Paid to Yu-Luan 

Shili Zhan 詹世利 $1,000.00 曾庆沅's donation to Education Fund Sent to Junqin Ding 

Periodic Total Expense: $1,950.76   

收入明细表 

     Name (Chinese) Dept & Year Total Amount Annual Fee Donation Note 

苏林华 48 机电 $50.00 $20.00 $30.00   

李联欢   $50.00 $20.00 $30.00   

谷胜 95 化学 $50.00 $20.00 $30.00   

曾庆沅   $20.00 $20.00     

曾庆沅   $1,000.00   $1,000.00 代收 Education Fund 捐款 

刘静 83 外文 $50.00 $20.00 $30.00   

肖 潇 87 外文 $100.00 $20.00 $80.00   

张德光 49 政治 $50.00 $20.00 $30.00   

林幼堃 46 土木 $100.00 $20.00 $80.00   

陈玉銮 85 化学 $200.00   $200.00   

李 彤 87 中文 $200.00   $200.00   

李 彤 87 中文 $150.00   $150.00   

陈 奋 83 外贸 $20.00 $20.00     

陈承煜 46 会计 $20.00 $20.00     

郑海涛/陆晓钧 83 物理/86 生物 $30.00 $30.00     

王似凡 92 化学 $20.00 $20.00     

葛文勳 46 电机 $50.00 $20.00 $30.00   

许哲行 94 海洋 $50.00 $20.00 $30.00   

范义鸣 95 财金 $100.00 $20.00 $80.00   

Bristol-Mayers Squibb Foundation $50.00   $50.00 王似凡 company matching 

Prof. Yan Total Donation $650.00   $650.00   

Genentech $3,500.00   $3,500.00 傅志东为厦大代收捐款 

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 $2,500.00   $2,500.00 傅志东为厦大代收捐款 

小计 （2014 年 9 月 8 日） $9,010.00 $310.00 $8,700.00   

2014 年 1 月 20 日余额 $18,989.67       

2014 年 9 月 8 日余额 $26,048.91       

另注：厦门市政府为感谢美洲校友会作为“厦门海外人才工作站”多年来对厦门“双百计划”的宣传和支持，今年五月份奖励美洲校友会

10 万元人民币。目前这笔款项暂留厦门。将和美洲校友会为母校代收的美元捐款或本会将要颁发的奖学金兑换。然后统一入账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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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订阅号“厦大人”今年 4 月 4 日正式启动 
 

  4 月 4日下午，微信订阅号“厦大人”启动仪式在大南七会议室举行。校友总会王豪杰理事长、校友总会秘

书处曾国斌秘书长、继续教育学院郑文礼院长、学生工作处宋友良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余自忠副主任、部分学院

校友工作负责老师及厦门大学校友文化交流协会的学生代表共同参加启动仪式，仪式由校友总会秘书处石慧霞副

秘书长主持。 

  曾国斌介绍了启用微信订阅号“厦大人”的目的、意义及该订阅号的功能。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

端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下，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化的重要渠道，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获取各类信息，越来

越为广大移动用户所推崇。为了紧跟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更好地为广大校友服务，学校设立微信订阅号“厦大

人”。世界各地的校友，只要在微信订阅号里搜索“厦大人”，或扫描“厦大人”二维码，即可关注这一订阅号。

在这个便捷快速的平台上，广大校友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母校最新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母校校友总会及全球

各地校友会的工作进程。 

  仪式上，王豪杰理事长按动微信消息发送键，标志着厦门大学校友工作的新平台——微信订阅号“厦大人”

正式启动。 

我们希望全球各地校友会及全校各单位的校友工作者，大力宣传微信订阅号“厦大人”，让更多的校友加入

到“厦大人”这个大家庭来，积极支持并参与母校的建设发展。相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微信订阅号“厦大人”

定能有效促进全球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成为联接校友和母校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总会秘书处 李启忠） 

 

 

 

 

 

 

 

 

特别鸣谢：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为大家奉上了文章精彩内容丰富的四期“美洲校友通讯”，即第

59，60，61和 62期。借此本届理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之际，我谨代表本届理事会及美洲校友通讯编辑部向各位作

者，编辑，以及广大读者表示衷心谢忱。也对全体校友对美洲校友会各项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一

如既往，继续支持，并为校友会的发展献计献策，为把美洲校友会以及校友通讯办得更好贡献您的才智和力量。 
 

（美洲校友会理事长 陈玉銮，2014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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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年轻校友联络员名单 

茹博澍 （08 金融） 现居北卡 boshu.ru@gmail.com  312-533-8705 

杨  格 （09 电子） 现居加州 youngercool@gmail.com  408-418-6526 

江  帆 （10 企管） 现居北卡 jiangfanmsu@gmail.com  517-580-9165 

王  帆 （10 软件） 现居加州 wangfansz@gmail.com  650-678-0633 

任冶静 （11 统计） 现居印第安纳 serenaren2011@gmail.com  812-361-0056 

肖文强 （11 国贸） 现居麻州 wxiao1130@gmail.com  774-232-7590 

江  垚 （11 化学） 现居麻州 ajohnares@gmail.com  857-265-5923 

张  琪 （12 计统） 现居北卡 zhangqi.angela@gmail.com  314-808-1434 

曹竞存 （12 数学） 现居印第安纳 nthutom@gmail.com  812-369-2067 

李世泽 （12 数学） 现居纽约州 krisli0511@gmail.com  734-262-5746 

陈亚晶 （13 数学） 现居亚特兰大 yajingchen@gmail.com  404-698-0051 

陈敏骎 （13 统计） 现居纽约州 cmq859@gmail.com  631-745-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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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联系方式/CONTACT 

意见和建议请送:  xmuaaa-ec@yahoogroups.com 或上页表格所列理事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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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