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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隆重举行2014年双年会 庆祝成立三十周年 

（校友总会 周钦民 ） 

 

10月4日下 午，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2014年年会暨理事会换届大会在美国芝加哥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各地的130名

校友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回顾美洲校友会的辉煌历程， 祝福亲爱母校和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我校校友总会理事长、原校

党委书记王豪杰，副校长、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心丽，校友总会秘书长曾国斌，浙江校友会副理事长丁建林，北京校友会

副秘书长张秋龙，经济学科同学会会长罗兴平出席了双年会。88岁高龄、1951年毕业于机电工程系的冯荣杰老学长专程

到场祝贺。中国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教育组领事马林兰致辞，副领事陈炳君出席。 

双年会在齐唱厦门大学校歌中拉开帷幕。 

美洲校友会2012-2014届理事长、81级化学系校友陈玉銮代表本届理事会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两年校

友会工作的点点滴滴。随后，美洲校友会董事长、78级化学系校友傅志东回顾了美洲校友会走过的三十年不凡岁月，并代

表董事会对过去三十年来热心服务校友，对校友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校友进行表彰。陈玉銮等30多位校友荣获“杰出服

务奖”或“优秀服务奖”。 

曾国斌宣布美洲校友会2014-2016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介绍新一届理事会成员。78级生物系校友王奋当选理事

长。他十分感谢校友们的信任，表示将在继 续做好联络和服务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母校的沟通和合作，凝聚广大

校友力量，为母校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詹心丽向新任理事长颁授理事长牌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列举了美洲校友会在物资捐赠、人才引进、招生宣传、

国际合作与 交流等方面支持母校发展的实例，充分肯定了厦大校友深厚的母校情结。接着，她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

学研究、国际化办学等方面介绍了母校的最新发展概 况。她还着重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推出的“校友励学金方案”、“校友

导师计划”、校友卡等多项新举措，希望校友们继续支持母校工作，常回母校看看。 

王豪杰向美洲校友会颁授会旗并向刚刚卸任的陈玉銮理事长颁发荣誉证书。他深情感恩校主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

并风趣地用五个“最”、五个“第一个”、四个 “难以忘怀”描述了美洲校友会的成绩和地位。王豪杰强调，校友是一所大学文

化传承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所学校社会知名度和办学水平的集 中体现，是母校最忠诚、最宝贵的财

富。因此，母校对校友工作越来越重视，校友总会秘书处也在极力拓展服务、联络校友的方式。他还从校内外校友工作网

络建 设、宣传校友事迹、开发校友资源、开拓校友服务方式等方面向校友们介绍了校友总会近年来取得的最新成绩。 

听了母校两位领导的讲话，校友们深受鼓舞，对母校的未来充满了十足的信心，会场不时响起阵阵的热烈掌声。为推

动校友事业发展，双年会还举行了求职及职业发展专题报告和交流活动，为刚刚赴美求职和生活的校友指点迷津，得到了

校友们的热烈欢迎。 

站在三十周年的特殊节点上，抚今追昔，畅想未来。此次活动的顺利举行，标志着美洲校友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历史时期。美洲校友会将继续团结全体厦大在美校友，搭建校友间沟通平台，密切校友与母校联系，创造更加辉煌灿烂

的下一个三十年。 

 

• 双年会暨30周年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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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豪杰理事长向傅志东董事长颁授会旗 
王豪杰理事长向刚刚卸任的陈玉銮理事长颁授荣誉证书     

詹心丽副校长、副理事长向王奋理事长颁授理事长牌 

詹心丽副校长、副理事长讲话 

王豪杰理事长讲话 

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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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三十年回顾（之一） 

 

文/图： 傅志东（82届 化学） 

 

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是由一批抗战年代入学、母校内迁长汀时期的前辈学长在80年代创办的。 校友会有着一段值得

我们骄傲的历史。 

        1. 在前辈学长的领导下，美洲校友会创建不久，她的影响很快就超越北美地区，在海内外校友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建会初期，美洲校友会就同国内内地，同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的校友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校友会的联络范围

还一度包括了远在欧洲和澳洲的校友。 在八十、九十年代，资讯交流还不那么便利、海峡两岸交流还有很多限制的条件

下， 一年三期的《美洲校友通讯》，曾经是海内外各地厦大校友的重要精神食粮。 当时的校友通讯除了在北美发行， 还

邮寄香港、东南亚、澳洲等地，还委托母校校

友总会和台湾校友会在内地和台湾代为印刷。 

美洲校友会收到的稿件和捐款，曾有有将近三

分之一是来自美洲以外的地区。 这一切既是

受益于当时北美地区的有利条件，受益于老一

辈学长与各地校友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要归

功于前辈学长们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 

        2. 美洲校友会传承和发扬了厦大人尊师

爱校的优良传统。 尊师重教是中国人的传统

美德。 这种美德在前辈学长身上得到突出的

体现。 萨本栋基金会的设立，汪德耀基金会

的设立，校友们踊跃为卢嘉锡基金会、蔡启瑞

基金会等捐款就是尊师爱校美德的体现。 促使

美洲校友会1984年成立的一个直接因素是嘉

庚奖学金的恢复。当年，为纪念校主陈嘉庚先生110岁诞辰，母校希望能从海外获得捐款，以恢复长时间中断的嘉庚奖学

金。美洲校友会当年的发起是和为嘉庚奖学金的募捐同时进行的。 校友会的创办是厦大人的爱校精神的体现。 

        3. 美洲校友会在促进母校和北美地区的学术交流方面发挥过许多作用。 美洲校友会成立以来，曾经接待和帮助母校

老师到美国和加拿大参加各种会议和交流活动，开展学术访问。美洲校友会曾经为母校招聘、推荐和引进人才，为母校图

书馆捐赠图书，帮助母校接受美国公司机构的捐款。 

        4. 美洲校友会是全球校友会中第一个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组织。 在筹备校友会的同时，就同时开始了教育基金的筹

• 双年会暨30周年纪念 • 

1984年11月10日美东地区校友在吴厚沂陈梅卿学长家聚会欢迎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

锡学长访问美国并开会决定成立旅美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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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美洲校友会的教育基金会以促进、帮助母校的发展为目的。 

        5. 校友对母校的热爱不仅表现在各种捐款，还表现在对母校的积极建言，对母校发展的关心。 前辈学长为恢复母校

建校时期的校训、校歌不断地建言， 为客观评价曾为母校作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建言，为母校恢复工科建言。 校友的

关心和热爱，对母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美洲校友会创会时期的老校友 

        美洲校友会创会时期的会员主要是五十年代以前毕业的老校友。 老校友大多是三十、四十年代从母校毕业以后，先

到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后来来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他们中既有五十年代来北美留学深造，也有退休以后来到北美

的。 据美洲校友会创会会长吴厚沂学长回忆，美洲校友会1984年发起成立时，有大约50名校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

期是老校友退休的高峰。一批老校友在那个时期来到北美。人数最多的九十年代中，校友会在册的老校友达到130多位，

其中美国110多位，加拿大近20位。 

校友会成立的前期（1981-1984） 

        美洲校友会1984年11月成立之前，美国和加拿大校友作

为一个团体实际上已经存在几年。1981年4月6日母校举办六十

周年校庆时,美国和加拿大校友31人以”旅居美国加拿大校友“的

名义联名向母校赠送最新全英大百科全书一套，并赠贺词“校誉

日隆 自强不息”。 当时参与联署的校友有力伯珍、王贞宏、朱

一雄、何建朝、李联欢、吴厚沂、林幼堃、范婷珏、姜致和、

庄昭顺、翁贤淳、徐宗亨、陶树人、陈文渊、陈至德、陈承

煜、陈梅卿、陈寿民、黄士煌、黄沪生、葛文勋、曾庆沅、喻

耕葆、杨佩芬、杨爱华、欧阳谧、刘景昭、谢慎初、苏元章、

林翘、顾瑞岩等。 

        1981年5月，获悉卢嘉锡学长荣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美国

加拿大校友去函祝贺，贺函说“嘉锡学长院长勋鉴：此间厦门大

学校友敬悉学长荣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深庆得人，至感欣忭，

谨此函贺，祈请台安！旅居美国加拿大厦门大学校友谨贺”。 

        1984年10月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母校举办大

型活动，美国加拿大校友以“厦门大学旅居美加校友”的名义致

赠母校一个柚木镜框，上书“爱国爱乡高山仰止树木树人饮水思

源”。 

   吴厚沂学长（46教育系毕业）是那个时期的主要联络人。 吴

厚沂学长为人十分热心，在老校友中有威望。 校友会成立后，众望所归，吴厚沂学长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吴厚沂学长起草，六位美加校友联署的为嘉庚奖学金募捐和发

起成立校友会的号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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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奖学金募捐并发起建立校友会 

        1984年9月24日，吴厚沂、葛文勋等六位美国和加拿大校友联署了致全体厦门大学旅居美加校友的一封信。信中号

召为母校恢复嘉庚奖学金募捐，倡议发起成立校友会。 在信上联署的校友是： 卢传曾（加拿大温哥华，46机电）、李联

欢（47化学，美国纽约）、欧阳谧（44机电，美国新泽西）、林幼堃（美国佛罗里达，46土木）、葛文勋（美国俄亥

俄，46机电）、吴厚沂（46教育，美国新泽西）。 

        发起信说，“今年八月葛文勋校友回母校讲学，得校长、副校长、校友总会会长之嘱，在此成立校友分会，并筹募嘉

庚奖学金。凡曾在我厦大肄毕业之现居美加校友，均为当然员。”，“今年十月廿七日，为陈嘉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

海外校友为能尽早捐得十名以上讲学金名额，则校方甚欲在该时宣布此事，以张校誉，以劝后学，而吾等校友，亦可聊表

饮水思源之心意。”，“...着手筹募嘉庚奖学金之基金，以后即以基金之利息，拨作奖学金之用。”，“关于分会立案手续，即

将进行办理，而以上之 捐款，均可请求政府免税。”，“吾等蒙受母校培育恩德，念饮水思源而欲有所捐献，请通知下列任

何一位，俾集腋成裘，成斯盛举...所望集思广益，众擎易举，各位学长比能共力 以赴也，不胜盼祷之至”。 

        发起信发出以后，经过努力，很快达到初期的募捐目标。吴厚沂学长和葛文勋学长当即于当年十月份告知校友母校。 

1984年10月，母校领导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上宣布，将从1985学年开始， 恢复恢复嘉庚奖学金。 初期的嘉庚

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十人，每人发给奖金三百美元。 1984年11月，田昭武校长至信吴厚沂学长和葛文勋学

长，对美国加拿大校友为嘉庚奖学金的恢复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欢迎卢嘉锡学长与校友会的成立 

        1984年11月，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学长率团访问美国，到达纽约。 11月10日，美东地区的厦大校友

和家属约二十人在吴厚沂、陈梅卿学长家聚会，欢迎卢嘉锡学长。 在聚会中， 校友们讨论了成立校友会的事宜。根据葛

文勋学长当时做的会议记录， 达成下面几项： 

    （1）决定校友会向政府注册为非营利性的组织 

    （2）提名吴厚沂为会长，欧阳谧为财务，葛文勋为秘书 

    （3）讨论了校友会章程的轮廓： 即章程应包括校友会的宗旨，会员条

件，会员费，修改章程的程序，校友会解散的程序等。 

    根据吴厚沂学长的回忆，当天还决定校友会的会址设在俄亥俄州。 这是因

为葛文勋学长住在俄亥俄州。 当时他是 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教

授。葛文勋学长将负责校友会向政府的立案程序。  

     当天参加会议的有吴厚沂、陈梅卿、葛文勋、欧阳谧、刘景昭、李联欢、

曾庆沅、陈文渊、陈人信、陶树人等学长。 

校友会的政府立案手续和章程的建立 

        葛文勋学长为校友会的政府立案和申请501-(c)3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
田昭武校长致信吴厚沂学长和葛文勋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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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三十年前，办理政府手续，都是邮件往来，人工进行，不象现在比较方便。 最初校友会同时向俄亥俄州政府注册了两

个机构，一个是厦门大学旅美校友会，一个是厦门大学旅美校友会慈善与教育基金会。 两个机构于1984年12月10日获州

政府批准注册。 向联邦政府申请501-(c)3组织，因政府对有发放奖学金的非营利机构审查限制严格， 申请过程一波三

折。 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 期间将教育基金会和校友会有两个机构合并，终于在1988年3月获得联邦政府批准为501(c)

(3) 非营利组织。 1988年6月，校友会将章程交全体会员投票表决，并开始第一次选举。  

        校友会的章程1986年由欧阳谧学长起草，吴厚沂、学长和葛文勋学长一起讨论， 征求了一些校友的建议，于1986年

8月发给全体会员表决。 

        1994年，在庄昭顺学长主持下，校友会的章程做了第二次修订。 

校友会名称的变更过程 

校友会最初向政府注册的名称是 Xiamen University U.S. Alumni Association, Inc, 使用的中文名称是厦门大学旅美

校友会。 校友会也间或使用“厦门大学美加校友会”的中文名称。 例如，在校庆65周年大会上，李联欢学长代表美加校友

会讲话。 

1994年校友会修改章程时将名称改为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Inc,中文名称改为厦门大学

美洲校友会。 

校友会的运作经验 

过去三十年，美洲校友会运作与管理上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校友会的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不是本文的任务。根据个人

的观察，我可以想到的有这么几条。 

        1. 严格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校友会过去三十年来严格遵守了联邦政府对501-(c)3 类非营利组织的要求和俄亥俄州

 

       

 

1984年11月10日校友会成立会议上葛文勋学长做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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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要求。政府的要求体现也体现在校友会的章程上，即非营利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慈善性。 校

友会的任何捐款，严格保证用在向联邦政府申报的用途上。 

        2. 财务向全体会员公开。校友会保持在每期的校友通讯上公布公布会员捐款的详细情况，公布全部的财务开支，保

证财务的公开透明。 

        3. 在校友会里避免政治争论。校友会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各异。特别过去在国共、两

岸敌对的情况下，在校友会内因政治问题引起争论，难免会伤害校友感情。在吴厚沂学长倡导之下，校友通讯的征稿启事

上要求“凡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言论，或易引起争论的话题，能免则免”。 

        4. 严格会员捐款和会费的使用范围。过去三十年来，校友会能够严格捐款和会费的用途。会员费只限于出版校友通

讯和校友会必要的开支。校友会从来不将会员费收入用于任何接待方面的开支。校友的捐都是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专款专

用。 

        5. 定期换届，注意培养新人。校友会的日常工作是由理事会主持。理事会定期每两年换届。校友会一向注重培养发

掘新人，使校友会的工作能不断保持活力。 

        6. 重视校友会经验的传承。校友会一方面注意发掘新人，另一方面，在理事会换届的时候，也注意有一定数量的理

事留任，或推选过去有经验的理事回来参选，使校友会的好经验能传承下去。 

        7. 不在校友会内从事商业活动。校友会长期坚持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性和服务性，不在校友会内从事商业性活动，以

保证校友会的公信力。 

 

【编者注】本文作者1998-2000年任美洲校友会理事，2000-2002年任美洲校友会理事长，现任美洲校友会董事长。 

 

 

• 双年会暨30周年纪念 • 

1984年8月美东地区校友聚会欢迎谢希德学长（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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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三十年前的校友会元老吴厚沂学长 

文 / 林今（82届 生物） 

吴厚沂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学长，也是我的表姑丈。1984年，我厦大毕业工作两年后，继续到美国深造读研。在纽约

亲戚聚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十姑丈。他给我的印象是标准地道的绅士，衣冠整洁，背总是挺得那么直，无论是坐着，站着

或走着。让我最震撼的还是他的风趣幽默。哪儿只要有他，那么一定是欢声笑语不断。十姑丈可能说笑话了，他的灵感一

触即发，机智幽默的笑话总能使人忍俊不住，一桌人开怀大笑。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当他知道我是厦门大学的毕业生时，

那一脸的喜悦。他与我谈论厦大的一切，那份情感与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刚大学毕业两年，对母校还没啥感触的年

轻姑娘。 

1985年，我开始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研究生生涯。也就是

85年—86年间，吴先生作为重要的发起人、奠基人之一创办了美洲厦大校

友会。他是我们校友会的元老。他投入的热情、精力、智力及财力使我们校

友会能一步步逐渐成长。记得当初我收到他寄给我的的第一期厦大校友通

讯，真是爱不释手，如雨后的甘露。因为在那个年代，我孤身在肯塔基，很

难看到任何的中文报刊、书籍，收到校友通讯当然如获至宝。接着我写了一

篇有关肯塔基赛马的文章：Kentucky Derby, 寄给他，他高兴地立刻回信，

并帮我逐字逐句地修改。要知道那个年代可没有如今电脑中文打字的技术。

我用我那上不了台面的字迹写的整篇文章，十姑父认真地阅读修改后，寄给

我，我再尽力工整地重抄一遍后再寄给他，最后发表在早期的通讯录里。他

工作的态度认真、负责，对厦大及厦大美洲校友会的热爱从这点点滴滴的细

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去年吴老以一百岁的高寿仙逝。现在想来，很庆幸去年的感恩节我去纽约度假，有机会特意去看望了十姑丈和十姑两

位老人家。他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到访。两位老人那时看上去都面色红润。吴老走路虽不能说健步如飞，却也步伐稳健，还

是那般声如洪钟、思维敏捷。唯一遗憾的是他听力下降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晚餐时仍说上几个笑话。如今这一切还历历

在目，多么精力旺盛、风趣幽默的老人啊。功成圆满、值得纪念的一生，十姑丈，老学长，吴老。 

• 双年会暨30周年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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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至善 — 忆2014厦大美洲校友会双年会 

文 / 杜泫 （12届 新闻传播） 

        从芝加哥回到马里兰已有几日，繁忙后匆匆打开微信一一给在校友会见到的学长学姐们发了迟到的感谢，却不想，收

到的都是一长段一长段的回复，学长学姐们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学业、工作，字里行间充满了温暖。来美国的两年间，

除了亲近的朋友和家人，很少能得到这种关切了，仿佛是一种默契，是一种厦大人之间的真挚，早已渗透入我们的性格，

我又是与校友们重聚之时才感觉到它的愈发强烈。 

还记得十月四日的芝加哥阴雨绵绵，突然的降温让路上的行人都不禁加快了脚步，而在城郊的希尔顿酒店里，却是一片温

暖和欢乐的气氛，伴着校歌那熟悉的旋律，两年一度的厦大北美校友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到场的一百多名校友代表来自美

国各地，既有88岁高龄、1951年毕业的老学长，又有2014年毕业才刚到美国两个月的学弟学妹，大家欢聚一堂， 分享对

厦大各个时期的回忆。 

        会上，美洲校友会董事长傅志东学长向第一次参会的校友们介绍了美洲校友会三十年的建设历程，让我等小辈第一次

了解到老校友们建立和经营校友会的用心良苦，校友会不仅是联络美洲校友的纽带，更是在母校的建设发展和一些重要决

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回想我在马大时常常听到 “ Once a Terp, always a Terp”, 我不禁感叹，老校友们的睿智和

用心让我们不仅仅做一时的厦大人，而是做一辈子的厦大人。  

        这次会议又时逢理事会换届，2012-2014届理事长陈玉銮学长回顾了过去两年校友会工作的点滴，并宣布78级生物

系校友王奋学长担任新理事长。陈玉銮学长在回顾的过程中，展示了过去两年北美各地当地校友会的活动点滴，我也惊喜

地看到两年前我刚来到美国时在詹世利学长家参加的大华府地区中秋联欢会时候的照片，当日我们还延续了厦门的老传统

---博饼，学长为我们准备了丰厚的奖品，此起彼伏的色子声和欢呼声让人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厦大。  

        会议的后半段交给了年轻的校友们，肖文强学长给我们分享了他找工作中发生的趣事，也总结了他的经验给了学弟学

妹们非常中肯的建议。在自由交流的时候，能看到在美国时间比较长的学长学姐在给新来的校友们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经

验，耐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并不断鼓励他们。 

        会议进行到傍晚，全体校友来到了状元楼饭店，晚宴是地道的中餐，还有美酒相伴，自然是不亦乐乎。主办方还在晚

宴中设计了有关校史知识的有奖竞猜小环节，老少校友都当仁不让，掀起了一阵阵的小高潮。最后，晚宴在一起为美洲校

友会成立三十周年切蛋糕、吃蛋糕中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纷纷互留电话，期待下一次相聚。 

        离开状元楼回到酒店，我却还是沉浸在那种欢乐的气氛中，不觉地想起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想，

正是这一“至善”造就了我们厦大人与众不同的气质，不仅是当年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也是学长学姐们的一句

关心、校友会理事们的良苦用心，更是深入我们骨髓的那种追求“善”的信念，一直指引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任何角

落都能凝聚起来。 

• 双年会暨30周年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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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举行 

（来源: 中国新闻网 12/07/2014） 

        中新社厦门12月7日电 (记者 杨伏山 陈悦)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7日在厦门开幕。大会恰逢孔子学院创立10周

年，截至目前，孔子学院已在五大洲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

人。 

        本次大会上，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所在大学校长、孔子学院院长，以及中方合作院校(机构)、有关省

(区、市)教育厅(委)、驻外使领馆、参与孔子学院建设的中资企业代表、外国驻华使节等2000多名代表汇聚一堂，迎接孔

院新十年，探讨孔子学院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在开幕式上致辞，她总结了孔子学院10年的成功经验，并对孔

子学院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希望：加快推进本土化，促进融合发展；不断强化质量建设，促进内涵发展；拓展人文交流功

能，促进多元发展；创新办学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爱丁堡大学校长提莫斯•奥谢，诺贝尔奖获得者、孔子院校学员巴里•马歇尔和非洲内罗毕大学

孔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茹丝等也作为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 

        刘延东并在开幕式上为设在厦门大学的孔子学院院长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大会还为孔子学员10周年特别设立“孔子学院开创者奖”，表彰2004年和2005年最早签署合作协议，一贯运行良好及

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堪萨斯大学、马里兰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等10所大学或机

构。 

        刘延东为开创者奖和2014年先进孔子学校、先进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先进中方合作机构的获奖者颁奖。 

        为期两天的大会上，共将举办7场校长论坛和7场院长论坛。与会代表就过去10年孔子学院的贡献和作用，示范孔子

学院的评选和标准、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功能、建立孔子学院校友会（联谊会）和基金会的可能性，孔子学院

的办学特色与当地经济发展、本土教师培养培训、《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各国本土教材开发等14个孔子学院发展过

程的面临的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大会还举行了国际汉语教材资源展、孔子学院10周年成就回顾展、首个全球“孔子学院日”贺信和图片展、孔子学院、

总部项目咨询会等活动。 

 

孔子学院大会何以偏爱厦门 

（来源: 厦大新闻网 12/11/2014） 

        据【福建日报】12月7日，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召开，这是孔子学院大会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地区举行。大会为

何选择厦门作为举办城市呢？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孔子学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一般由中国的大学和国外大

• 孔院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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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作。 

        孔子学院大会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厦门举行，这其中除了体现中央对福建以及厦门的重视与扶持外，还有

着许多历史文化因素。     

        福建拥有海外华人华侨1200多万，遍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港澳台同胞也有120多万人。福建的妈祖文化、闽

南文化、客家文化等随着闽籍乡亲的足迹，播撒至世界各地。     

        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表示，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角度来说，旅居世界各地的上千万闽籍华人与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华侨华人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传播并予以创造性发展的主要力量。”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表示，据不完全

统计，当前海外有2万多个华侨华人社团，它们自觉担负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厦大具有独到优势 

        厦门大学是本次大会承办方之一。校长朱崇实表示，孔子学院开创性地把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让世界了解、认识、

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厦门大学早在建校之初，校主陈嘉庚先生就把“研究

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定为厦大的办学宗旨，厦大积极参与孔子学院建设，就是在实现和完成嘉庚先生

当初为学校定下的这一使命和目标。     

        作为厦门大学专门从事对外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不仅是中国最早开展对外教育的机构之一，还是

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之一，也是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就率先建立了海外函授部，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汉语和中医的教学，积累了比较丰

富的经验。2007年以来，厦大先后在亚非欧美创办多所孔子学院并在翔安校区建立孔子学院南方基地和孔子学院院长学

院，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大业整体推进中贡献良多。先前，厦大还入选全国十所孔子学院储备学校之一，曾经对外发布了

全球第一款集对外汉语教学、管理和娱乐于一体的“移动孔子学院学习平台”。     

        厦大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6年在泰国皇太后大学建立。迄今，厦大已累计在12个国家共建了16所孔子学院和40个附

属孔子课堂，分布于世界五大洲。厦大也因此成为孔子学院承建数量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中国高校之一。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2008年在厦大设立的孔子学院南方基地，相当于一个集培训、咨询、教学等全方位服务于

一身的汉语国际推广综合性基地，是中国最大的支撑海外孔子学院

运作的基地，最先主要是以支持东南亚国家孔子学院的运作为目

的，而最终的目标是为全球1000多所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的运作提

供服务。       

        今年7月，孔子学院院长学院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奠基。该学

院计划每年轮训3600人次的孔子学院院长或骨干教师，为孔子学院

不断提高质量提供最根本的人才保证。把全球孔子学院的院长放在

厦大进行培训，可见在汉语和中国文化对外推广方面，厦大有着独

到优势。  
中外代表参加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林善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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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大学闭幕 

（来源：厦门网 12/09/2014）     

    昨天下午，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内宾客满堂，为期两天的第九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这里闭幕。2000多名来自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所在大学校长、孔子学院院长汇聚一堂，迎接孔院新十年。     

    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主持闭幕式。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副市长国桂荣等出席闭幕式。     

    为期两天的大会上，共举办多场校长论坛和院长论坛。与会代表就过去10年孔子学院的贡献和作用，示范孔子学院的评

选和标准、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功能、建立孔子学院校友会（联谊会）和基金会的可能性，孔子学院的办学特

色与当地经济发展、本土教师培养培训、《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各国本土教材开发等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

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接受是孔子学院下一个十年的最重要挑战。”许琳在闭幕式上进行总结发言，她说，下一个十

年，要用儒家“和”为贵的理念相处，将着力推动孔子学院本土化，不同国家地区的孔子学院各具特色，更好地了解和融入

当地文化。将加快培养非英语语种教师，开展汉语教师资格证考试，提高孔子学院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时，推动教材本土

化，提升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功能，使孔子学院更加“立体”，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多元文化发展，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贡

献。     

小数据：孔子学院“弟子”345万 

孔子学院创办10年来，已在五大洲12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

和851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 

 

我校再次荣获孔子学院“先进中方合作院校”称号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12/2014） 

  12月7日，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此次大会召开恰逢孔子学院创立10 周年，大会

以“迎接孔子学院新10年”为主题，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等参加了大会。我校荣获孔

子学院“先进中方合 作院校”称号，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为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颁

奖，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代表我校领奖。 

  我校历来重视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在上一年度荣获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颁发的“先进中方合作院校”

称号的基础上，连续第二年再获殊荣，这是我校多年来高度重视，齐心协力，包括海外孔子学院以及外方合作院校共同努

力的结果。今年是孔子学院创立10周年，也是厦门大学参与承办孔子学院的第八个年头，八年来，我校大力推动事业发

展，逐步完善健全校内管理工 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重视发挥我校综合性和国际化大学优势，整合力量，为孔子学院办

学提供坚强后盾和支持保障。2014年，我校共建孔子学院办学取得显 著成绩，共计注册学员24024人，比去年增长了

28%，共举办683场文化活动，承担90多项重点项目。 

• 孔院大会 • 

12月8日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大学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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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级智库掌门人约翰·桑顿： 

孔子学院让世界更懂中国 

（来源：厦门网12/09/2014） 

  “孔子学院坚持这样办下去，30年不动摇，世界将会大变样。” 

 学霸约翰·桑顿： 

 1954年出生于纽约，他是个学霸，就读于几大世界名校——在哈佛大学获

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企

业管理硕 士学位。他曾担任高盛集团总裁兼董事，是世界顶级智库美国布鲁金

斯学会的董事会主席。在中国，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11年前，他辞去年

薪1200万 美元的工作，自带“干粮”来到清华教书。60岁的他曾经说:我愿穷尽

一生继续推进中美对话。   

  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联席主席约翰·桑顿昨天乘坐

私人飞机，到厦门为全球孔子学院的院长们做了一个不到半小时的演讲，他为

院长们鼓劲说，我们正在经过70年以 来最复杂的年代，这将使得孔子学院这种

柔性的人文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是70年以来最复杂的时代   

 桑顿说，我们正生活在过去70年以来最复杂的时代。他所列举的“复杂”的

因素包括，民族宗教冲突、恐怖活动、气候问题，以及“很多人是在移动设备上

感受世界的变化”。   

  桑顿说，智能化手机加快全球化进展，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看起来简单明了的答案，其

实，大多时候，这个答案是错的。在桑顿看来， 世界“这不好，那也不妙”，譬如说，欧盟明年八分之七的国家的GDP增长

将是负增长；日本情况更是糟糕，日本债务已超GDP总量200%，非洲、南美、俄 罗斯、中东等也没有好消息，有的地方

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40%。   

    开展柔性人文交流十分重要   

  桑顿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他列举了一个国际民调公司对全球关于“你认为这个国家

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的问 题的民意调查结果:世界对中国看法分裂，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国家主要集

中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尼日利亚对中国持正面观点的比例最高；中美双方 相互看不顺眼，美国人对中国持

有正面的看法的比例在减少，特别在年轻人中。   

  桑顿因此建议孔子学院的老外院长们要研读习近平在近日召开的中央外事会议上的讲话，他自己在演讲中大段地引述

了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他说，在这种背景下，开 展柔性人文交流的孔子学院就变得十分重要，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

国。   

        他建议孔子学院要邀请各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到孔子学院体验中华文化、语言、文学等等，帮助老外更好地认

识中国。桑顿也是孔子学院总部的高级顾问，在 孔子学院的报道中，他的一句话被广为引用，他说，孔子学院坚持这样办

下去，30年不动摇，世界将会大变样。  

• 孔院大会 • 

桑顿在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闭幕式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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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16所共建孔子学院欢聚厦大 

（文 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孔子学院办公室 李月宝  图/潘万华） 

  12月8日晚，借着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的机会，16所与我校合作承办孔子学院的高校校长、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欢聚

一堂，参加厦门大 学共建孔子学院的“家庭聚会”暨“厦门大学2014年度优秀孔子学院及先进个人颁奖仪式”。 我校詹心丽

副校长出席颁奖仪式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颁奖仪式由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孔子学院办公室毛通文主任主持。汉语

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孔子学院办 公室苏子惺书记、耿虎副主任等参加了颁奖仪式。 

  詹心丽副校长在致辞中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15所孔院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

出此次孔子学院大会 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并首选厦门，是厦门大学15所孔院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詹副校长代表

厦门大学向15所孔院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詹副校长还向15所 孔院特别介绍了厦门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家庭的新成员—菲律

宾大学孔子学院，与会嘉宾用掌声热烈欢迎菲律宾大学校长Alfredo E. Pascual先生和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校长Michael 

Tan先生的到来。菲律宾大学在此次孔子学院大会上正式与厦门大学签约，成为我校共建的第16所孔子学院。此次两校的

签约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了孔子学院的范 围，必将为两国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为了肯定孔院发展成效，鼓励优秀孔院及个人，继2013年首次评优后，我校评选了2014年度的优秀孔子学院和先进

个人，并由詹心 丽副校长在此次聚会上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美国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

院、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荣获本年度“优 秀孔

子学院”，以表彰这3所孔院在汉语国际推广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

绩。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Mark Cranshaw、美国

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陈建国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随着新成员菲律宾大学孔子学院的加入，截至2014年，我校

已累计在亚、非、欧、美和大洋洲的13个国家建立了16所孔子学

院、 40所孔子课堂,我校也成为“985”高校中承建数量最多、孔院

分布最广的中方合作院校，继续在促进语言和文化交流合作、孔

子学院汉语推广事业上发挥重要 作用。 

 

厦大签下第16所孔子学院 全球第476所孔子学院诞生 

（来源：厦门网 12/08/2014) 

  中国的第476所孔子学院昨日诞生—昨日，在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后，厦大和菲律宾大学举行共建孔子学院签

约仪式。此前，中国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设475所孔子学院。 

  这也是本届大会上签署的第一个孔子学院共建协议，也是厦大在国外建设的第16所孔子学院。厦大是孔子学院承建数

量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高校之一，分布在五大洲13个国家。 

  菲律宾大学创办于1908年，现在是菲律宾规模最大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为菲律宾四大名校之首。 

  昨日，在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上举行了孔子学院院长学院揭牌仪式，它是为全球培训孔子学院院长的。孔子学院院长

学院位于厦大翔安校区西南部，占地34公顷，计划每年轮训3600人次的孔子学院院长或骨干教师。它已经在今年7月份奠

基。 

• 孔院大会 •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 18 

 

 

庆祝孔院十周年 厦大艺术团北美巡演 

（孔子学院办公室 何冬梅 李珑） 

  为配合孔子学院总部举行全球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

活动，9月24日校党委书记杨振斌率厦门大学 代表团赴加拿

大、美国访问（9月24日至10月1日，将另文报道）、副校

长詹心丽率厦门大学师生艺术团赴美国巡回演出（9月24日

至10月8日）。厦大艺 术团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特拉华

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州

立大学等众多美国高校展现极具中国

特色的文艺表演，在美国当地反响热

烈，众多在美校友 亦纷纷赶往观看

演出。 

  9月26日上午，“孔子学院日活

动-中国语言文化节”在全美首家孔子

学院所在地马里兰大学广场盛 大开

幕。马里兰大学校长Dr. Wallace 

Loh、使馆官员、当地市政官员、议员、国内外众多新闻媒

体等均出席了本次活动。在传统的中国舞狮舞龙秀中，此次

庆祝活动揭开了序幕，马里兰大学校长 Dr. Wallace Loh和

马里兰大学孔院外方院长/教育学院院长Donna Wiseman分

别为文化节致辞，祝贺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暨全球首个孔子

学院日，随后厦大艺术团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在马里兰大学巡演期间，詹心丽副校长与该校副校长

Ross Lewin、外方院长Donna Wiseman、中国事务主任安

奈德Nathaniel Ahrens等进行座谈，探讨两校将来在双方强

势学科的合作研究、学生交流、联合培训汉语本土师资、联

合培训全英文教学师资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该校副校 长已

确定12月初回访我校。詹副校长还与巴尔的摩-厦门姐妹城

市委员会主席Fontaine Bell等亲切会见。 

  9月26日上午，杨书记一行在结束了对加拿大圣玛丽大

学的访问后，来到美国特拉华大学与我校师生 艺术团会合，

正式开始了对该校的访问及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庆祝活

动。当日下午，党委书记杨振斌和副校长詹心丽出席了特拉

华大学与厦门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生协议签署仪式。当晚，美

国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隆重举办“桥梁•友谊”大型文艺演出。

共有近700名观众进场观看，现场座无虚席。杨振斌书记、

特拉华大学 执行教务长Nancy Brickhouse等出席了本场演

出并致辞。杨振斌书记在致辞中首先祝贺全球孔子学院成立

十周年暨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四周年，他指出以孔子学

院为平 台已促成两校全方位的深入合作，特别是随着两校合

作培养博士生协议的签署，合作关系将更加密切。 

  厦门大学艺术团为本次大型文艺演出献上了舞蹈、民乐

演奏和歌唱等十余个精彩的节目。厦门大学艺术 团有多位知

名艺术家加盟，如画家洪惠镇、琵琶演奏家李昆丽、女高音

歌唱家侯莲娜、笛子演奏家叶飞声、古筝演奏家张垒。值得

一提的是，此次参加巡演的12名 学生分别来自经济学院、

法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和艺术学院，充分展示了厦门

大学学生的艺术水平。 

  演出伊始，一支《中国韵律》群舞瞬间营造出热烈活泼

的气氛。其后，观众们随着一首由梅兰芳先生经 典曲目改编

的琵琶弹唱《贵妃醉酒》回到盛世大唐；清脆的竹笛声带来

《清晨》第一缕明媚的阳光；独唱《玛依拉》、琵琶合奏

《彝族舞曲》等节目则展现了中国不 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

情；一支《剑舞》表现了中国男儿的阳刚之气，而女声独唱

《送你一朵东方茉莉》，优美婉转的歌声带领观众领略了茉

莉的芬芳高洁。最后厦门 大学艺术团的各位演奏家共同演奏

了《水墨江南》及中美观众都耳熟能详的《斯卡布罗集

市》，洪惠镇教授挥毫泼墨，当场完成一幅《墨竹图》，赠

• 孔院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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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特拉华大学， 象征着厦门大学和特拉华大学两校友谊长存。演出在全体演员合唱优美的《鼓浪屿之波》中落幕。本次

“桥梁•友谊”大型文艺演出是“全球孔院日”庆祝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 

  9月27日，在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草坪上举办了“孔子学院日”系列活动，杨振斌书记、詹心丽副校 长等出席了开幕式

并饶有兴致地参观各中国文化展台。由我校艺术团带来的精彩的中国舞蹈和乐器演出，以及洪惠镇教授的国画展更是吸引

了不少外国友人驻足观 赏。当晚，杨振斌书记、詹心丽副校长一行还出席由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和该校音乐系联合主办的 

“1979”中美建交三十五周年暨“孔院日”大型音乐会，我校艺术团李昆丽、叶飞声、张垒三位教授参与演出。 

  9月28日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协办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专场演出在该校博物馆大礼堂成功举办。同时

文艺小分队还随同杨振斌书记一行参加了在圣地亚哥州立巴博亚公园举办的“中国馆”活动并带去精彩的演出。 

  9月29日特拉华科技大学、凯撒罗德尼高级中学专场演出也都获得了巨大成功。特拉华科技大学副教 务长代表校方向

孔子学院总部、厦门大学及特拉华大学致感谢信及感谢状，凯撒罗德尼高级中学校长及该学区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并观看

了演出，对我校艺术家及学 生艺术团的精彩表演赞不绝口，现场还针对前来观看演出的中小学生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

纷纷用流利的中文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此外，9月29-30日，詹心丽副校长还先后访问了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这些学校高层探讨双方感兴趣的合

作，受到两校的热情接待，林肯大学校长计划与10月份回访我校，进一步落实合作事宜。 

  10月初，我校赴美巡演团还先后前往Meade 高中、Barrie学校和Paint Branch小学进行孔子课堂专场演出，当地的

孩子们纷纷用流利的汉语表达对中华文化的喜爱。最后一场专场演出在欧道明大学举行，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 鼓掌，

为我校艺术团赴美巡演划上圆满的句号。 

  多家国内外媒体先后报道了巡演的盛况，包括中新社、新华网、中国日报美国版、香港中评网、中国评论新闻网、美

国华府华语网、美国侨报、美国中文网、世界日报等，收到了良好社会效果。 

（摄影：蔡阳 97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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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本年度第四次HSK考试 

（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 何云韦维） 

  12月6日，清莱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本年度第四次HSK考试。来自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皇家大学美赛光明华侨

公学的221名考生参加了HSK三至六级考试，15名考生参加HSKK初级和中级考试。 

  为了便于清莱地区师生和民众参加HSKK考试的需要，孔子学院积极与皇太后大学积极沟通，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

副校长猜也蓬女士的 共同推动下，清莱皇太后大学HSKK考点顺利确立。目前，皇太后大学孔院已有两个HSKK考点，分

别为皇太后大学主考点和皇家大学分考点，以应HSKK考 试需求。 

  为了确保HSKK考试的顺利进行，孔子学院已于11月22日举行HSKK模拟考试。 

  本次考试分为皇太后大学孔院主考点和美塞光明华侨公学

分考点。其中光明华侨公学HSK考试人数达114名。所有考生的

HSK考试成绩将成为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的重要条件。 

  至此，皇太后大学本年度的HSK考试工作全部圆满完成，

全年参加HSK考试人数达630人，HSKK考试人数达52人，较去

年有明显的增加。据悉，皇太后大学孔院2015年将安排四次

HSK考试，三次HSKK考试，具体报名详情见皇太后大学孔院网

站。 

  汉语水平考试是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工作的重要项目，孔子学院对考务工作高度重视，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的要求认真组织考生报名，并在考前专门召开了HSK考务管理培训会。同时，孔子学院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布置考场、检查

听力播放设备，确保考务工作的万无一失。 

 

孔院大会闭幕式会址——建南大会堂 你了解多少？ 

（摘自：厦大新闻网 12/12/2014） 

作为厦门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群，建南楼群建于1952年至1954年，包括建南大会堂、成义楼、成智楼、南安楼和南光

楼五幢大楼，由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先生捐资、陈嘉庚先生督造。“建南”取意于李光前先生祖籍“福建南安”。2006

年，建南楼群作为嘉庚风格的代表性建筑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南大会堂于

1954年落成，建成时是国内高校最大的礼堂，其建筑面积约为5578平方米，当时可容纳5000

余人，被认为是厦门大学嘉庚风格建筑中最为宏伟壮观的建筑，也是嘉庚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

杰作。 

大会堂正面前楼四层高26米，欧式花岗岩墙面，中式琉璃瓦歇山顶。两翼三层及相连的大

露台两层，逐次后退左右对称，高低错落有致。主入口四根巨大西式石柱，层次多变，造型独

特。闽南古民居“飞檐翘脊”、西洋“白墙石柱”、门窗洞框的精雕细琢……种种对故土的眷恋和对

异国的情愫在这里融合凝固，折射出嘉庚先生“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胸襟和观念。 

• 孔院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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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 

（来源：海峡都市报  2014/10/22） 

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

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据

悉，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9月5日，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集美校友》杂志社代表海内外集美校友、嘉庚学

子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希 望习近平总书记值此时机，向海内外华人、华侨、侨眷发出弘扬“嘉庚精神”的号召，以进一步凝

聚侨心侨力，共同构筑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于10月17日回信。 

 陈嘉庚先生(1874—1961年)，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出生在福建省同安

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区)。17岁随父亲到新加坡学习经商，发展成南洋各埠声名显赫的大实业家。陈嘉庚先生怀抱“教

育兴国”、“兴学报国”的信念，1893年第一次回故乡，即出资2000元在集美开办“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厦

门大学、集美学村、翔安一中、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他创办。陈嘉庚先生一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为辛亥革命、民族

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生前曾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全文如下  

 

    值此陈嘉庚先生诞辰140 周年之际，我谨对陈嘉庚先生

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 

  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我曾长期在福

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

有切身感受。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 争，推动华侨团结，

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

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

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 心，永远值得学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

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

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

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习近平 

2014年10月17日 

在集美学村的陈嘉庚铜像 （sglyzx.com） 

• 陈嘉庚诞辰14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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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筹办厦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来源：厦大公众微信号 10/20/2014） 

 

 
   一九一九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北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战的硝烟刚散去，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

此时身在南洋的陈嘉庚很明白，祖国大地“专 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而让

这一切产生转机的莫过于兴学除弊。他把这个愿望寄托于专门大学的教育，有了专门大 学的设立，实业、教育、政治三者

人才，乃能辈出。于是，他决心回国实现自己“竭力兴学”的梦想。在辞别众人的宴会上，他郑重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产

业逐 年所得之利，除花红外，或留一分部添入资本，其余所剩，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7月13日，陈嘉庚在厦门浮 屿陈氏宗祠发起人会议上慷慨陈词：“今日国势危如垒

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这一天，陈嘉庚认捐100万元洋

银作为厦大的筹 办费用，300万元洋银作为经常费用，分12年付完。在1919年，400万

元洋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陈嘉庚的全部实用资产。 

  倡办厦门大学的理想在他心里萌芽已久，而他也将这股理想的热情化成实践的动力，

走禾山，行湖里，访前埔，在厦门岛内寻找适合建校的理想校址。 

   始建于唐代的南普陀寺，背依秀奇群峰。在其前方东侧，明末清初郑成功练兵的演

武场历经数百年沧海桑田。清初演武场成为清军的阅兵场，鸦片战争后，又兼为 洋人的

跑马场，再后来，洋人将其改造成高尔夫球场。土层之上，人事物的变迁见证着中国屈辱

的历史。这是一块荆棘丛生、荒冢乱岗的土地，是一块仅存残垣断壁 的土地，同时，这

也是一块厚重的土地，一块发人深醒的土地。站在五老峰之上，陈嘉庚划定了未来厦大的蓝图：“西既迫近乡村，南又临

海，此两方面已无扩展可 能；北虽高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观。至于东向方面，

虽多阜陵起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颇为适宜。计西自许家 村，东自湖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

面积约二千余亩，大都为不毛之公共山地，概当归入厦大校界。”现今的厦大实现了校主96年前预言的蓝图。 

 

 
   陈嘉庚原定汪精卫就任厦大第一任校长，汪精卫还与他一起查看了厦大的选址，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就等汪精卫走马

上任。1920年6月，就在筹办厦大如火如 荼开展之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襄赞蔡元培管理校政的蒋梦麟均表示

“厦大不宜速办”，理由是师资缺乏、学校经费无法持续。这确实也是当时存在的客 观问题。8月，陈炯明带领闽粤军从漳

州挥师讨伐盘踞广州的桂系、滇系军阀，请回孙中山主持政局。汪精卫陷入繁忙的政务中，无奈向陈嘉庚请辞厦大校长一

职。 蔡蒋的否定，准校长的临时请辞，让厦大的筹办事宜一度陷入僵局。然而，陈嘉庚这位“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决心

放手一搏：“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 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面对蔡蒋

的质疑，他坚持厦大创办“刻不容缓”。 

  政府划拨演武场四分之 一为大学校址后，陈嘉庚委托上海美国技师绘制校舍图。美国技师设计的第一批校舍建筑图是

“品”字形，并告诉陈嘉庚这样才不失美观。陈嘉庚不以为然，他认为 “品”字形校舍多占演武场场地，妨碍将来运动会或纪

念日大会之用，因此亲自将原先的“品”字形设计改为“一”字形，这就形成了现在厦大群贤楼群的最初模 样。袁世凯政府于

1915年5月9日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后人们将5月9日确定为国耻纪念日。六年后

的5月9日“国 耻日”，演武场厦大校舍奠基开工。陈嘉庚选择该天为奠基日，以示厦大学子不忘国耻，发奋为国。基石镌刻

为陈嘉庚手书：“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九日厦门大学校舍 开工，陈嘉庚奠基题”，至今仍完好嵌于群贤楼中厅墙跟下。 

倡兴学，选址演武场 

二受阻，国耻日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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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大的发展需要后续资金的支持。陈嘉庚计划“二三年后略具规模，即向富侨劝募巨款”，然而，这些资产过百万、千

万的富侨们让陈嘉庚吃了闭门羹。 

   在陈嘉庚的回忆录中，他忆起第一次劝募的场景。通过逐字逐句斟酌，陈嘉庚向一位拥有4万万盾资产的富商发出了

邀请：“凡人有诚意办公益事，当由近处作 始，君祖同安，厦门岛前属同安，请捐五百万为厦大基金。”“抑捐办医学一

科，以为君纪念。”劝募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第八日，寝食难安的陈嘉庚差人从侧 打听，这才得到四个字的口音：“信

收到了。”此后再无下文。 

  第一次的失败并未打击到陈嘉庚的积极性。第二次、第三次他分别向万隆泗水的两位富侨劝募，希望他们为厦大捐建

一座图书馆，而此项耗费不过数万。然而，两位富商断然拒绝了。陈嘉庚愤而慨然：“自助者天助！”他决心发展实业，独

立支撑厦门大学。 

   《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字字句句皆由陈嘉庚推敲而成。每个进陈嘉庚公司的人，都必须熟读章程，在章程中写

道：“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两校之经费，取给于 本公司，本公司之营业，托力于全部店员。直接为本公司之店员，间接为

厦门大学、集美学校两校董事。”“为本公司为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一个人才。” 

 

 
   陈嘉庚的实业兴学道路一波三折，二十年代末，陈嘉庚的公司江河日下。见陈嘉庚公司资难抵债，英国汇丰银行找到

陈嘉庚，愿意帮助陈的公司走出困境，前提是 停办厦大、集美学校。陈嘉庚断然拒绝。位于新加坡经禧律42号的三座大

厦，曾是陈嘉庚和儿子共同居住的私人别墅住宅，那是陈嘉庚在其公司鼎盛时期所经营 的，三座大厦早已承继给儿子，然

而，为了厦大发展，陈嘉庚决定“变卖大厦，维持厦大”。陈嘉庚“毁家兴学”的精神也受到时人的高度赞扬。 

   在厦大举步维艰的日子里，不少仁人志士为她奔走四方。厦大的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将任校长16年来的薪金全部捐

出，创办厦门大学附属小学，临终又立遗言，将 他最后一笔50万存款，10万留家属，10万捐给新加坡华侨中学，30万捐

给厦大。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更是以身作则，鼎力支持。陈嘉庚“告以千苦”，苦苦 支撑中国教育界东南沿海的一隅。然

而，杯水车薪难以挽救厦大办学经费拮据的困境，一时各路厦大将颓的谣言四起。陈嘉庚深感无力回天，只能痛定思痛，

将厦门 大学无条件“奉送”给政府，所有董权一概取消。1937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

立。 

 

 
   尽管不再拥有厦门大学的董事权，但陈嘉庚一如既往地支持厦大的发展建设。在筹办厦大这件事情的财务花费上，陈

嘉庚毫不犹豫，然而，他自己却一直秉持艰苦 朴素的传统，对自己一切从简。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嘉庚任职于中央人民政

府，月薪300元，他每月只留15元作为伙食费，其余尽数捐出，作为教育经费。每逢 宴会吃请，不管是达官显要还是商贾

富人，他一视同仁，皆用番薯粥招待，另添四碟小菜：五香花生、青葱豆腐、油煎海蛎、咸腌芥菜。晚年陈嘉庚因患腰部

酸痛， 不能伏在书桌上写字，他只好请友人帮助购买一把靠手的旧沙发。他每夜十点过后用来照明、写信的烛台，是一个

倒扣的旧茶杯。 

   50年代重建厦大时，他的旧居早已被日本飞机炸毁，然而他并不急于修建自己的房屋，像打游击一样，在几所简陋

的房子里指挥着厦大的重建工作。一日在上弦 楼群工地视察时，陈嘉庚的裤脚不小心被钢筋勾住，绊倒了，顿时左脸血迹

斑斑。众人前去搀扶，这年逾八十的老人竟不把伤口当一回事，接过拐杖，什么话都不说 继续视察。 

  逝者如斯，九十五载斗转星移，厦大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厦大钟声自建校之日起，便在校园中激荡，

向这位大学创建者致敬，向自强不息的厦大人致意；而一代代厦大人，也以厦大为荣，以校主为豪。 

  值此校主诞辰140周年之际，致敬校主，致敬我们永远的爱国志士，陈嘉庚。 

倾全资，独力撑厦大 

十六载，厦大终姓“国” 

穷其生，校主严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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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大型书画展开幕 

（来源：厦大新闻网 10/21/2014） 

  为激发广大师生和校友铭记校史、感恩先贤的深切情怀，10月20日下午，厦门大学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大型

书画展在科艺中心一楼展览厅隆重开幕。我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赖虹凯，党委副书记林东伟，校长助理张建霖，原校

党委书记吴宣恭，原纪委书记卞守耆以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生代表出席开幕式。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徐进功主持开幕

式。 

  林东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此次书画展既是我校师生书画艺术才能的集中展示，也是他们缅怀校主建校 丰功伟

绩、传承嘉庚精神的情感升华。同时，举办书画展对于提高师生员工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营造浓郁的大学文化氛围，

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引导师生深入了解中华优

秀文化传统，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理解同样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广大师生铭记感恩之心，与海内外校友共同

弘 扬嘉庚精神，共建美好厦大。 

  赖虹凯宣布书画展开幕。随后，各位领导来宾和师生共同参观

书画展。 

  据悉，本次书画展为期7天。作为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

的系列活动之一，此次书画展汇集了我校海内外校友、师生和各界

人士的百余幅书画作品。展出的作品既有国画、油画、漆画，也有

书法、剪纸等，风格多样，题材丰富，饱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 

 

 

微活动“你眼中的陈嘉庚”阅读人数突破百万 

（来源：厦大新闻网 09/24/2014） 

  今年10月21日是我校校主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学校将举行系列活动缅怀陈嘉庚先生，9月17日，学校官

方微博发起了“你眼中的陈嘉庚”微活动，自上线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截至9月23日，该活动阅

读人数/次已突破100万，共有1957人次参与了话题讨论。 

  部分留言选摘： 

  @蓝白000：#你眼中的陈嘉庚#喜欢厦大的氛围，喜欢厦大的老师同学，喜欢厦大的一点一滴。校主陈嘉庚的精神始

终鼓舞着我们，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厦大13级公卫贰班团支部：#你眼中的陈嘉庚#卖掉大厦办厦大，自强不息，至于至善，我为自己是一名厦大学子

感到自豪！向校主致敬！ 

  @瑾瑜881：#你眼中的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校主先生实业兴邦，教育为本的理念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厦大学

子。值此陈嘉庚先生140周年诞辰之际，向校主致敬！愿校主的精神引领着广大青年共筑中国梦！ 

  @用户5296040122：#你眼中的陈嘉庚#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

厌心，安能成事哉？！校主含辛茹苦地创业，锲而不舍的办学。自强不息做行为准则，止于至善是奋斗目标。 

  @梳子和李子：#你眼中的陈嘉庚#昨天在国家博物馆看到的照片，很激动，也许没在厦门呆过的人不会明白陈嘉庚对

厦门，对厦大的意义。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虽然已离开厦大，但是嘉庚精神却永远不忘！ 

• 陈嘉庚诞辰14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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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专栏报道 

面朝大海  厦大花开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01月27日 

  依山傍水，跨海而建的厦门大学常被称为 “中国最美校园”。对于很多人来说，爱上厦门大学，在眼里是一瞬间，在心

里是一辈子。 

 

潜水课上的“新奇”体验 

 

  戴上泳帽、防水镜，膝盖微曲，重心向后……翁萱容一个后仰就扎下水去，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不一会儿，她就摇摆

拍打着硕大的脚蹼在水下畅游起来。她并不是专业潜水员，而是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大二的学生，刚刚这一幕发生在

学校开设的潜水课程上。 

  潜水老师黄桑波和同事亲自勘测过漳州古雷潜水基地的每一条潜水路线、每一个海底暗礁。黄桑波说：“上潜 水课的

压力非常大，所有可发生的情况都要摸查演练，以防出差错。”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他总让学生模拟可能遇到的场景：碰上渔

网时，如何用潜水刀摆脱渔网束 缚；水里的氧气不足时，如何共生呼吸；在水下突发抽筋，如何进行有效的应急…… 

  但是，此番开设潜水课却被质疑是“作秀”。校方微信公众号的解释则称：“对于潜水课的目的，我们相信某 一天，哪

怕只是有一个珍贵的生命能通过这项技能得到救赎，那么它的意义便永恒无价。”而实际上，对于需要出海科考的专业而

言，潜水是一门必需的技能，潜水 训练是应对出海险情的预演。 

  潜水课并不是该校第一次开设的“新奇”课程，先后出现的攀树课、高尔夫球课都已经成为广受学生们欢迎的特色体育

课。上过高尔夫球课的大二学生张超觉得，学校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个个体验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他遇到了一群有共同语言

的伙伴。 

 

“最美校园”里的青春记忆 

 

  建校近百年的校园里保留着许多“嘉庚式建筑”，闽南式屋顶、西洋式屋身被形象地比喻为“穿西装、戴斗笠”。在古建

筑的身旁常伴有三角梅、洋紫荆层层叠叠。即使在冬天，校园小道旁的凤凰木、木芙蓉依然郁郁葱葱。 

【厦大新闻网编者按】1月27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刊发题为“面朝大海厦大花开”的通讯，深入报道我校独具特色、生机盎然

的大学文化及校园生活。文章刊发在该报教育周刊的“校园生活”栏目，不仅提到了潜水、高尔夫等我校一些特色体育课，还报

道了芙蓉隧道、咖啡文化、校长早餐会等我校特有的校园文化“风景线”，以生动清新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厦大学生在这个中国

最美校园里的生活剪影。文章说，“对于很多人来说，爱上厦门大学，在眼里是一瞬间，在心里是一辈子。” 《校园生活》为

该报近期新设栏目，力图通过学生视角生动展现各高校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我校为该栏目选定的第一所高校。 

• 母校建设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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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来访的游客问道“那个时光隧道在哪里”时，总弄得厦大师生哭笑不得。实际上，他们找的是“芙蓉隧道”。这条连接

思明校区和学生公寓的 一公里长隧道壁上画满了大幅涂鸦，它们都是由厦大学子一笔一画绘出来的。即将毕业的罗同学几

乎每天都要骑车穿过这条“中国最长涂鸦隧道”，“每一个涂鸦都 代表一个故事，一个个地看过去，就像回放厦大人的青春

记忆”。 

  “在校园文化底蕴和青春气息的交织碰撞中，厦大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咖啡情怀”，和公共事务学院的郭建群一样，很多

人的厦大记忆常驻在嗅觉和味蕾上。近二十家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棋布在校园里。在这里，不仅是学生学习、相聚的场所，

也是教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聊天的地方。 

  凤凰花咖啡厅在图书馆二楼，静谧宽敞。正在备战考研的管理学院的大四学生周同学是老顾客了。一杯咖啡、一份简

餐，一学就是一整天。日光从图书馆半圆形的窗口投射进来，有人埋头书写阅读，有人轻声交谈。 

 

早餐会上，校长“萌萌哒” 

 

  这个学期，医学院研究生小何常去自钦楼，因为大厅里多了一台可以自由弹奏的黑色三角钢琴。这次，一共有十台钢

琴被放置校园公共区 域，供师生自由弹奏。悠扬的《水边的阿狄丽娜》从她指尖流淌了出来。小何略带骄傲地说，有同学

向学校反映无处练琴，得到了校长的“迅速回应”。她口中的校 长正是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而“和校长共进早餐”也被很多

厦大人列为“在厦大一定要做的十件事”之一。在刚刚举行的第24期“校长早餐会”上，来自化学化工学院的胡薛开门见山，

提出了关于体育馆器材、校园安保等五方面问题，都得到了朱校长的正面回应。 

  最让大家津津乐道“免费米饭”的主导者也是朱崇实。从2008年起，该校向全校全日制学生提供免费米饭。当时，面对

上涨的物价，很多贫困学生压力很大。“如果基本生活条件无法保证，又怎能安心读书？”朱崇实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学

生时代的他也常吃不饱饭，“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我当学生时候想做，而做不了的。”自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直到

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厦大。 

  校长早餐会更像一个气氛融洽的“家庭会议”。有同

学曾提出，希望加开往返翔安校区的校车，因为去看女

朋友不方便。朱崇实幽默地说：“如果是真爱的话就应

该骑自行车去看她，以表明真心。” 

  在早餐会快要结束时，朱崇实和每个同学单独合

影，并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的厦大校训。 

芙蓉湖（来源：厦大官网）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 27 

 

厦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优秀原则和创新实践项目” 

（来源：厦大新闻网 11/11/2014） 

  近日，我校收到教育部评估中心“关于确定厦门大学正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质量保障与研究项目的通知”,正式确定

厦门大学作为中国唯一一家成员单位参加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规划所(UNESCO-IIEP)组织的“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

障优秀原则和创新实践项目”（Exploring Good and Innovative Options in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

ucation，简称“IQA项目”）。 

  该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旨在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方面提炼典范案例和优秀原则，推 

动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项目单位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大学挑选。经教育部评估中心严

肃认真考察和推荐，以及通过经竞争性答 辩，UNESCO-IIEP最终确定中国厦门大学作为典范代表入选IQA项目并与德

国、奥地利、南非、智利等国八所示范性大学共同参与该项目研究，成为中 国、同时也是东亚唯一入选IQA项目的大学。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排，项目研究和实践将持续到2016年并最终将以系列文本形式向世界各国介绍所选大学 质

量保障的典型经验和优秀原则。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我校组建了以副校长邬大光教授为首席专家，包括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别敦荣教授等在内的高水平专业团队， 由教师发展中心牵头、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全力配合项目研究工作和具体实施，确

保我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结合再到综合集成的典型示范。 

 

首个“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研究基地”落户我校 

（来源：厦大新闻网 11/11/2014） 

  11月18日上午，由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与厦门大学联合共建的首个“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研究基地”签约挂牌仪

式在我校颂恩楼215会 议室举行。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主任吴岩、我校校长朱崇实、资深文科教授潘懋元共同为基地揭 牌。教育部、福建省教育厅、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山大学有关领导以及我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我校副校长邬大光主持仪 式。 

  吴岩、朱崇实代表双方签署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通过工作互动、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促进高等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究的学术交流与信息共享。 

   吴岩表示，厦门大学历来重视教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在高等教育 基本理论及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上，厦大也

处在全国前列。联合设立基地是希望依托厦门大学的专业优势、资源条件以及内部保障经验，组建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

研 究队伍，合作开展全国高校教学质量报告研制和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建设等研究工作，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

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会上，中山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兄弟院校有

关负责人对厦大近年来在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上所取得

成效表示赞叹，对基地的揭牌表示祝贺，并介绍交流了各

自学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工作的经验和特色。 

   据悉，“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研究基地”建成

后，将瞄准国家重大教学改革发展需求，依托厦门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的力量优势，比较分析世界高等教育质量 发

展的阶段特征，深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和发展

规律，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诊断、监测与评估，为国

家制定高等教育质量的宏观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同时受

有关学校委托，适时开展院校教学质量的诊断、评估并提

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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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友谢毅院士荣获 

“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来源：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01/05/2015） 

  日前，中国科协会员日暨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上颁发了“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我校校友谢毅院

士荣列其中。 

  谢毅，1988年毕业于我校化学系，2013年12月19日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是教育部化学领域第一位女性

长江特聘教授，是迄今为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唯一

一位女性创新群体带头人，是首位获得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

联合会（IUPAC）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的华人科学家。现为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合肥微尺度物

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英国皇家化学会 

《Dalton Transactions》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

《Chem》International Advisory Editorial Board成员。

《Chemistry Central Journal》、《无机化学学报》等杂志

的编委。主要从事无机固体功能材料的制备、结构、理论和

性能研究。 

  据悉，“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协于1997年面向

广大科技工作者设立的奖项，旨在表彰奖励具有爱国主义精

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 团结协作精神，模范遵

守科学道德，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及相关领域做出显著成

绩和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

超过1000名，并从 中评选产生“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从2010年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

次，此称号为被授予者的终身荣誉。 

潘懋元刘海峰入选光明日报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22/2014） 

  近日，光明日报教育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近40位中国

教育领域的著名人士受聘成为首批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

院潘懋元教授、刘海峰教授名列其中。 

  光明日报教育专家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原副主任许嘉璐任

名誉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光明

日报副总编辑刘伟任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与潘懋元教授、刘

海峰教授同时受聘的还有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武

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宁波诺

丁汉大学校 长杨福家、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中国教育学

会会长钟秉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中国职业教

育学会会长纪宝成等一大批国内顶尖水平的教育专家。光 明

日报专家委员会暨教育研究中心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将成

长为教育领域重要的智库之一。 

陈金华:带领厦大漆画团队 全国美展揽金奖 

（来源：厦门网 12/18/2014） 

  陈金华，著名漆画家，厦门大学教授，2006年应厦大之

邀组建教研团队，在他的带领下，学生们都迷上了漆画。今

年，厦大共有29件漆画作品入选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其中

七件作品获得获奖提名并进京展出。经过层层评选，应届研

究生张玉惠的作品《织情叙意》最终摘得“中国美术奖•创作

奖”漆画类桂冠。 

  昨日，连午饭也没顾得上吃，陈金华又迎来一波记者。

从“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奖•创作奖结果揭晓

那天起，他的电话就响个不停。人们发来采访 邀请也发来祝

贺短信，只因全国唯一的漆画金奖花落厦大。而陈金华，正

是带领厦大漆画走上领奖台的人。   

  厦大向著名漆画家陈金华抛出橄榄枝是2006年。当时，

这所综合性大学看到了弘扬漆画这种民族传统艺术的价值和

意义。应邀前来的陈金华立即组建教研团队， 并开始教授学

生。“漆画创

作本身充满着

神秘和愉悦，

金箔、银箔和

大漆等不同材

质的运用能够

打磨出若隐若

现各种颜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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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厚重的神秘感，而且漆画创作的变化性 非常大，该怎么

打磨，打磨到什么程度，都能让作品的色彩、机理和图形有

所变化。”在陈金华教授的带领下，学生们也都迷上了漆

画。用陈金华的话来说，就是被 漆画引进门的人都会爱之

“如漆似胶”。   

  今年，厦大共有29件漆画作品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其中七件作品获得获奖提名并进京展出。经过层层评

选，应届研究生张玉惠的作品《织情叙意》最终摘得 “中国

美术奖•创作奖”漆画类桂冠。陈金华这样解读这个荣誉的含

金量——历届全国美展评出的金奖作品数量都在18件左

右，而本届只评出7件金奖作品，由此 可见本届全国美展获

奖作品竞争的激烈程度。   

  也就在这个“赛场”上，陈金华深刻地感受到后生可畏。

他告诉记者，全国美展颁奖那天走上台的都是年轻人。“张

玉惠是这批获奖者里最年轻的，这次厦大获得铜 奖的本科

生林智勋、黄建坤和优秀奖的杨耀斌也都是青春正盛。往前

看，此前几届在全国美展上获奖的厦门漆画人也都很年

轻。”陈金华对此感到欣慰，他说年轻人 更有精力投身这样

一种智力与体力并重的创作，他们的思维也更为单纯。   

  来到厦大这九年，这个作品进入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为

教授的著名漆画家，他把太多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教学中，

创作反倒需要额外抽出时间。但陈金华还有一个梦 想，就

是赶快积累作品，争取尽快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不

过，陈金华更期待的，是厦大艺术学院建成更好的漆画教学

基地，待那时将有更多学生从这里走向 中国美术的最高领

奖台。 

医学院卜国军、许华曦教授论文 

入选ESI热点论文（ESI HOT PAPERS） 

（来源：厦大人公众微信号  12/18/2014） 

  据ESI最近数据显示，医学院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

授卜国军作为通讯作者和另一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许

华曦于2013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科学杂 志《Nature》子刊

《Nature Reviews Neurology》（JCR 一区，影响因子

14.103）上题为“Apolipoprotein E And Alzheimer Dis-

ease: Risk, Mechanisms And Therapy”的论文入选ESI热

点论文（ESI HOT PAPERS），在近年来以我校为第一单位

发表的论文当中，屈指可数。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即基本科学指标

数据库，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

(ISI)于2001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 发展趋

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是基于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

（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000多

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ESI已成为当今世

界范围内 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

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 

  ESI热点论文是指近2年内发表并且在最近2个月内具有

很高被引用次数的ESI论文，每个领域的前0.1℅的论文得以

入选ESI热点论文。因此，ESI热点论文是SCI近两年被引次

数最高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该领域被广泛认可、最重要的文

章。 

   由许华曦和卜国军领导的厦门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暨

福建省神经退行性疾病及衰老研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在神经

退行性疾病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先 后在

Nat Med、Nat Struct Mol Biol、Nat Rev Neurol、

Neuron、Proc Natl Acad Sci USA等国际高水平杂志上以

厦门大学为第一署名或通讯单位发表了30多篇SCI论文，总

影响因子达260多。该论文入选ESI热点论文对提高我校神

经科学 学科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提升医学院

及我校的国际声誉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实现把我校建设

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软件学子力挫阿里算法团队获100万奖金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26/2014） 

  日前，厦门大学软件学院喜获一则消息——“厦大学生

逆袭阿里工程师获100万支票”。这一位“逆袭阿里工程师”的

厦大学生——柯国霖是厦门大学软件学院2009级本科生、

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阿里巴巴大数据竞赛中，柯国霖等6

名大学生组成的算法团队，历经大赛3个赛季的考验，披荆

• 母校建设成就 •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 30 

 

斩棘，从来自国内外知名院校的队伍中脱颖而出。最后在“双

11”当天，他们设计的算法效果超过了原定15%的竞赛目标

（即在原有推荐算法的技术上优化15%），并因此获得了

100万元的奖金。该6人团队中，除了厦门大学的柯国霖，还

有来自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科学院的学生。 

  柯国霖的6人团队之所以能成功逆袭天猫的算法团队，

最主要是赢在了精确的算法上。为了达到竞赛目标，他们运

用机器学习专业知识建立算法模型，根据消费者在天猫上的

行为日志，更加精确地分析消费者的品牌偏好，预测他们可

能购买的品牌并推荐，最终超过了原定的竞赛目标。 

 

厦门大学将建一艘 

世界先进水平海洋科学考察船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11/18/2014） 

  记者近日在厦门大学海洋开放日了解到，该校将建

造一艘3000吨级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预计在2016年4月完

工。 

  据了解，这艘科考船虽比5000吨级的雪龙号小，但

是它能到达所有冰区之外的深海大洋。无论从科考装备的全

面性和先进性，还是从船上实验室的通 用性和灵活性，科考

船都将达到世界同级别船只的先进水平。它不仅将结束厦大

租船科考历史，而且在未来10至20年内，还将成为我国深远

海科学考察的主力船 之一。 

  该船可承担多学科海上综合考察任务，在所有无冰洋区

开展海洋学研究和教学实习；当它全电力推进，进行海洋观

测时，动力定位精度高，设备收放、操 控能力突出；配备高

性能声学设备，可开展水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球物理、

大气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实时、同步观测和现场科学实验研

究、支持远程信息高速传输。        

（图片来源：厦门大学海洋科学考察船建设简报2014年第2

期） 

 

艺术学院陈胜凯 

获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兰亭奖”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26/2014） 

  12月22日，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名单揭晓，我

校艺术学院副教授、厦门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胜凯获得“兰

亭奖”佳作奖三等奖。这是我校乃至厦门市在书法艺术领域获

得的最高奖。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国文联和

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唯一国家级书法艺术最高奖，是

全国综合性书法专业奖项，与中国戏曲“梅花奖”、中国电影

“金鸡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一样，都是艺术门类的最高

奖，是授予在书法艺术创作、理论研究、书法教育、编辑出

版等领域有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

法教育家和书法工作者的最高奖项和最高荣誉。 

  本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分设终身成就奖、艺术奖、理论

奖和佳作奖四个奖项，共评选出终身成就奖2名，艺术奖10

名，理论奖20名（其中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2

名）、佳作奖（含篆刻、刻字作品）入展作品198件（其中

一等奖5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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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网络大赛 

华南赛区比赛胜利落幕，厦大勇夺第一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23/2014） 

  12月21日晚，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网络大赛华南赛区

比赛在我校建南大会堂举行。厦门大学、闽江学院、广西大

学、中山大学、海南大学的选手当晚集结厦大，一展歌喉，

一决高下。最终，我校“4+X”战队以精彩的表演获得了评委

老师们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华南赛区第一名花落厦大。海南

大学荣获第二名，闽江学院荣获第三名，这三个大学成功晋

级总决赛。 

  “校园好声音唱响中国梦”活动于今年9月15日正式在全

国各高校启动，大赛联合青桔网、新浪微博，为在校大学生

打造一款属于学生自己的选秀节目。“校园好声音”大赛从今

年9月开始，分选拔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将于明年3月总决

赛。 

  当晚的建南大会堂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以愉悦激动

的心情期待五所高校的精彩对决。19点30分，比赛开始了。

首先为五大高校战队 相继联唱。接着，第一轮竞唱就拉开序

幕。许多同学都一掌歌喉，其中来自海南大学的郑惠尹以动

感的节奏、性感的嗓音演唱了《LOVE》。而来自厦门大学

的林 馨蕊同学的《IFeelGood》的细腻猫嗓，撩人心弦。厦

门大学的邓博伦身着一身休闲服带来了原创歌曲《空》，亲

和纯粹的声线与深沉感性的歌词将大学生 独特的气息个性发

挥的淋漓尽致，赢来阵阵掌声，掌声雷动，HIGE翻全场。来

自海南大学的何冠赤也不甘示弱，一曲《Isurrender》动感

十足。最后 上场的厦门大学的李彦锋更是一名实力派唱将，

拥有超高人气，具有空气质感的嗓音将一曲《等待》高低音

演绎的及其出色，给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第二轮竞唱中，各个大学的选手都唱的十分出色，角

逐激烈，火花四射。我校曹嘉虞同学《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的质感声线，独具个性， 唱的激情澎湃，再次引爆全场，青

春的热情伴随着歌声在会堂蔓延。我校的泡芙小姐组合是由

4名各具个性的女生组成，她们热情似火地演绎了《回到拉

萨》，一举 夺得第二轮竞唱中第一名的好成绩。 

  上海教育系统网络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明伦点评

时表示希望选手们在演唱的同时尽情展示自己的校园文化。

他认为海南大学很有民族 特色，而闽江学院十分团结，网络

人气高涨，厦门大学的同学就很好的展示了厦大的文化，5

个高校各具特色。他还表示上海的总决赛音乐阵容强大，希

望大学的声 音传入到网络的各个角落。 

  综合两场竞唱，我校和海南大学、闽江学院挺进第三

轮。最终，我校凭借雄厚的实力以绝对的优势斩获第一名的

桂冠。海南大学以独特的民族风夺得第二，闽江学院第三，

中山大学第四名，广西大学第五名。 

  有许多同学表示各所高校的选手都唱的很好听，非常感

谢他们为自己带来了如此美妙的比赛。一位李彦锋的同学感

慨他当晚的出色表现，他说，李彦锋经常练歌，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表面的光鲜都离不开背后的努力。 

 

第十三届国际华人有机化学研讨会暨 

第十届国际华人无机化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22/2014） 

  由厦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共同承办

的 “第十三届国际华人有机化学研讨会暨第十届国际华人无

机化学研讨会”（“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hinese Organic Chemists and 10th Inter-

national Symposium for Chinese  Inorganic 

Chemists”）于12月19－22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

的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专家、学者和研究生700余人参加本

次会 议。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所长曹

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副主任梁文平分别在开幕式

上致辞。朱崇实校长向海内外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致辞

中，朱崇实校长深情回忆了陈嘉庚先生创建厦门大学的业绩

及其在海内外形成的倾资兴学的广泛影响。朱校长感谢海内

外化学同仁长期以来对厦门大学化学学 科的支持。中科院福

建物构所所长曹荣回顾了卢嘉锡先生创办物构所的历程和近

年由此发展起来的海西研究院。梁文平副主任简要介绍了化

学学科的发展及十三五规 划的思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

学部副主任陈拥军，化学部处长陈荣、郑企雨等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 

  国际华人有机化学及国际华人无机化学研讨会每两年举

办一次，轮流在两岸三地和新加坡举办。旨在为国际华人有

机化学家和无机化学家提供交流化学新思想新成果，增进相

互交流的机会。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院士和福建物质结构研

究所洪茂椿院士分别担任两个国际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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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主题为“有机与无机化学：交叉与发展”。赵玉芬院

士、郑兰荪院士和洪茂椿院士担任组委会名誉主席。会议组

委由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黄培强、夏海平教授和中国科学

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曹荣所长、厦门大学龙腊生教授分别

负责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来自两岸三地的戴立信、游效曾、黄乃正、

彭旭明、程津培、支志明、赵玉芬、林国强等十九位院士，

及陆天尧、蔡明道、沙晋康、南洋理工大学罗德平，麦吉尔

大学李朝军、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余金权和CravattIII、斯坦福

大学崔屹和北京大学施章杰等111名该研究领域顶尖科学

家、知名专家和学者做报告，与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共同探讨

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动态。会议共有杨念

祖纪念讲座奖、包氏奖和SunChan讲座奖三个获奖报告、

19个大会报告、79个邀请报告、10个口头报告和264个墙报

展，与会专家学者就碳氢键活化、纳米材料、化学生物学等

前沿领域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校报多篇作品获2014年度 

全国全省高校校报好新闻奖 

（来源：厦大新闻网 12/22/2014） 

  近日，2013年度全国、全省高校校报好新闻获奖名单公

布，我校校报《厦门大学报》报送的作品获4个全国奖（报

送的作品全部获奖）和9个省奖。 

  本次全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比从今年3月开始，分为消

息、通讯、言论、新闻摄影和版面5类。28个省、市、自治

区的624所高校报送了2974篇作品参加全国评比，最终获奖

作品有1895篇。我校的获奖情况是：陈浪《“炫父”贴炫耀了

什么》获言论类一等奖，赖炜芳《百岁院士的特殊馈赠》获

消息类一等奖，学生记者戴瑞洵、曹磊、夏千惠《芙蓉隧道

有个学生创新“小天地”》获通讯类三等奖，学生记者周佳颖

《不懈努力造就科研牛人——记首届“嘉庚奖章”获得者李

阳》获通讯类三等奖。 

  省里的评比同样分为消息、通讯、言论、新闻摄影和版

面5类，共参评作品141件，获奖80篇。我校获奖情况是：

陈 浪《“炫父”贴炫耀了什么》获言论类一等奖，徐梦秋《敬

畏学术》获言论类一等奖，赖炜芳《百岁院士的特殊馈赠》

获消息类二等奖，陈浪《省委书记尤权慰问我 校教师》获消

息类三等奖，曹熠婕《一项事业 一种奉献》获通讯类一等

奖，学生记者戴瑞洵、曹磊、夏千惠《芙蓉隧道有个学生创

新“小天地”》获通讯类三等奖，学生记者周佳颖《不懈努力

造就科研牛人—— 记首届“嘉庚奖章”获得者李阳》获通讯类

三等奖，陈浪《省委书记尤权了解学校餐饮工作》获图片类

三等奖，赖炜芳编辑的第1020期第一版获版面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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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沉痛宣告 
 

本会前辈学长、1944年毕业于母校机电工程系的欧阳谧学

长于2015年1月8日在新泽西不幸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欧阳谧学长1921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44年毕业于厦

门大学机电工程系。1952年获英国Durham 大学电子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博士学位。移居美国后长期在

GE公司从事高级电力工程技术与管理工作。曾入选 Fel-

low of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UK 和 

Fellow of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USA. 

 

欧阳谧学长和夫人刘景昭学长是美洲校友会的最早的一批

会员。欧阳谧学长是美洲校友会早期发起人之一，曾担任

美洲校友会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欧阳谧学

长为美洲校友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我们谨代表美洲校友会和全体北美校友向欧阳学长的夫人

刘景昭学长和其家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和衷心的慰问。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会、理事会 

 

201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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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千人博饼欢度中秋 

（来源：厦大新闻网 09/08/2014） 

  昔年八月十五夜，俯首填卷案堂边。今年八月十五夜，千人博饼建南前。8日下午17：00，逾4500名军训学 员齐聚

上弦场，一场别开生面，规模宏大的中秋博饼大会拉开序幕。今年军训期间，正逢中秋佳节，我校组织师生一起博饼，体

验闽南传统民俗的喜乐，让各地“今 在他乡”的学子们，以特别的形式团聚在一起，共度中秋。 

校领导助阵博饼现场，掀起欢呼高潮 

  上弦场，明末郑成功操练水师之地，如

今汇聚成一片迷彩的汪洋之带。校党委副书

记、我校军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 东伟，学

生处处长、军训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训

团政委夏侯建兵，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徐进功

及军训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到千人博饼现

场，为2014级学生军训 团博饼活动拉开序

幕。 

  夏侯建兵首先为活动致辞，他表示，博

饼是闽南传统的中秋文化项目，举办本次活

动有助于同学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风 采。目

前，军训已经过半，夏侯建兵充分肯定了军

训团全体官兵战高温、耐酷暑的艰苦奋斗精神，军训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勉励全体军训学员继续保持高昂的 热情，

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军训工作的圆满结束。随后，林东伟手持六枚巨型骰子，向现场师生们致意，为本年度的千人博饼活动

开博。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林东伟 从高台上往巨大的海碗中投下骰子，标志着本次千人博饼活动正式开始。随后，校领

导们来到学生中间，一起加入博饼的大军，师生同喜同乐。 

学生欢乐齐博饼，状元连出专业户 

  现场所有军训学员以十人为一组，按照营、连、排逐次分成若干个小组，一声令下后竞先开博。骰子在大海碗里铿铿 

作响，唱号声、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尽管大部分同学对博饼这一闽南特色风俗并不熟悉，对博饼规则也不了解，但

都充满热情，抢投骰子，骰子的跳跃声清脆 悦耳，每一次“开奖”，同学们都争着对照博饼的规则，宣布自己的“官阶”。 

  来自五营物理机电工程学院的高佳圣同学，一举拔得头筹。他博出了“状元插金花”的最高奖。身为泉州人的他，从 小

就熟悉博饼这项闽南传统活动，尽管今年不在家过中秋，但厦大千人博饼的现场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家乡氛围”。六

营16连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高泽龙 同学一开博便赢得好手彩，也捧走了状元大奖。同个学院17连的廖云芳同学博出了

“5个四点、1个5点”的“开门红”。她的家乡是龙岩，家乡没有博饼这个风 俗，她也是到了厦大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博饼这

种民俗文化，感觉非常新奇，和同学博饼的过程中也非常开心愉快，她感觉这是一次闽南文化风俗的绝妙体验。 

  经过半小时的博饼，博饼的奖品几乎被“瓜分完毕”，但三营外文学子们依旧热情未减，有个女生组仅剩一个“对 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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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品，大家都“虎视眈眈”，轮流博饼争“对堂”，在这过程中，还爆出了多次“状元”“四进士”，但大家对目标都很执着——博

“对堂”。二营6连人文 男生组则频出“状元专业户”，该小组在本次活动中前后博出了7次状元，而6连2排的安徽人王杰，在

短时间内一连博出了3次状元，被组内同学封为“状元专业 户”。尽管也有同学手气不佳，尽拿“秀才”“二举”等小奖，但他们

依旧很开心，他们说：“有没有博到大奖无所谓，玩得是心跳和气氛。” 

带队老师现场教学，奖品丰厚齐分享 

  由于博饼这个民俗活动只在闽南文化圈中流行，不少同学对此活动比较陌生，分好组坐定后，拿出组织方准备的游戏 

规则认真阅读。带队老师们依次参与到各自连队中，为同学们进行现场教学。老师们也都融入到学生博饼的欢乐气氛中，

当组内同学博出大奖时，老师们也与同学一 起欢呼，整个活动现场欢声雷动，高潮迭起。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瑛慧在活

动一开始，便到学生当中指导他们如何玩博饼，而同学们一博出大奖，便兴高采烈地跟 王老师报喜：“老师，我们第六次

博出状元啦！”活动濒临结束时，王瑛慧和辅导员谢媛不断交代同学们要随手捡走垃圾，保持现场整洁。她们也亲作表率，

主动捡 拾同学们剩下的月饼盒、袋子。 

  本次博饼活动由厦大校友企业海峡现代城全程赞助，博饼游戏的奖品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美味月饼，组织方还贴心 

地在月饼的包装上标注对应奖项，方便同学们博奖后自行领取。如此贴心的游戏奖品让同学们惊呼太过丰厚，七营的黄同

学说，这是他今年吃到的第一块月饼，也是 这几年来月饼吃最多的一次，博饼赢来的月饼，吃着格外香甜。不少军训小组

自行改良了奖品机制，发挥互助友爱精神，当有人博到大奖，便现场拆开包装，将月饼 切成小块，每人一块，让每位同学

都能分享到不同月饼的滋味。 

  千人博饼活动是厦门大学的一项军训“传统节目”，当军训期间恰逢中秋佳节，厦大都会举办全体新生共同博饼这项活

动，让出门在外的学子们感受到厦大这一大家庭的热闹与温暖。而在2010年，学生军训在漳州校区开展，厦大更与嘉庚学

院一起，举办规模盛大的万人博饼活动， 

  据悉，博饼是闽南地区几百年来独有的中秋传统活动，相传为郑成功所创。明末清初，郑成功练兵演武场，为了鼓舞 

思乡的将士们，命令其下属发明此游戏，博饼从厦门发源，逐渐传至泉州、漳州、金门等闽南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月饼

文化，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发展，博饼文化 也逐渐推广到台湾地区，成了台湾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中秋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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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实校长会见美洲校友代表 

（来源： 校友总会 10/29/2014） 

  10月27日，我校美洲校友会新任理事长王奋，美南校友会顾问、原会长李里焜访问母校，得到校长朱崇实的亲切会

见。副校长、校友总会副理事长詹心丽，校友总会秘书长曾国斌陪同参加会见。 

  王奋代表美洲校友会向母校领导汇报了美洲校友会建会30周年来的发展历程及近期开展的主要工作。他表示，本月初

双年会及理事会换届大会的顺利召开， 校友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前程一定会更加光明。李里焜代表美南校友会邀请

母校领导明年赴美出席美南校友会及周边厦大校友会的联席会议。 

  校领导感谢美洲校友会长期以来对母校的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发展离不开校友

们的鼎力支持，希望美洲校友会继续为母校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为母校实现 “两

个百年”的美好目标积极贡献力量。校领导还向两位校友介绍了学校已决定将成义

楼（生物馆）重新修缮，将该楼的功能改为永久性的“生物博物馆”的有关情 况。生

物博物馆是学校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生物科普基地，同时也将是保存、整理并介绍厦

大生物学科发展历史的重要场所。 

 

泰国校友会主席卢瑷珊、泰国易三仓商业学院院长米沙到访校友总会 

（来源：校友总会 12/11/2014） 

  12月11日上午，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主席、泰国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卢瑷珊，泰国易三仓商业学院院长米沙到访

校友总会，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助理王磊随行。校友总会秘书长曾国斌、副秘书长石慧霞会见了来访团一行。 

  卢瑷珊学长表示，承蒙广大泰国校友的信任与厚爱，她于上个月月初连任了第九届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主席，她感到

极为荣幸，十分感谢母校校友总会及广大 校友的支持。她说，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已办会十七年，在丁蔡悦诗、陈汉涛、

张永青、张祥盛、张祥裕、许瑜等主席的带领下，校友会规模不断扩大，由最初仅有 的78人发展到当前400多名会员。泰

国校友会不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友联谊活动，效果显著，赢得母校与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她表示，她将携手第九届厦门

大 学泰国校友会全体理事，继往开来，精益求精，不断发展壮大校友会，为母校、为校友提供更好的服务。曾国斌秘书长

介绍了2015年校友总会将与各地校友会开 展的主要活动和计划，并征询了访问团一行的建议。 

  卢瑷珊主席、米沙院长还就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如何设立校友会，怎样开展校

友会活动与我处进行了探讨。 

  泰国易三仓大学，位于泰国首都曼谷，是泰国第一所国际大学，也是泰国最早

采用全英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是泰国最大、声誉最高的私立大学，校内共设

65个学科，其中工商管理、计算机专业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 

• 校友会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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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内蒙古校友会成立 实现国内省级校友会全覆盖 

（来源： 校友总会12/022014） 

  11月29日，100多名来自内蒙古各盟市的厦大校友以及

嘉庚学院校友在呼和浩特市欢聚一堂，隆重召开厦门大学最

后一个国内省级校友会 ——内蒙古校友会成立大会。我校

校友总会副理事长、原常务副校长潘世墨，副校长、巴彦淖

尔市委常委、副市长金能明，校友总会副理事长廖益新、秘

书长曾国 斌，艺术学院院长苏力、副院长张立平、戚跃春，

嘉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必华，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冯文晖出席

大会，氛围温馨而欢快。全球20多个厦大校友会为内蒙古校

友会的成立发去贺信。 

  校友总会高度重视内蒙古校友会的筹建工作，上个月特地赴呼和浩特市召开筹备会议，对成立事宜进行沟通和指导，

还积极引入闽商的力量，充分发挥校友会 吸纳人、凝聚人、成就人的平台作用，短短几天时间里，联系校友数从30多位

跃升至200多位。同时坚持节俭办会、摒弃繁文缛节，注重渲染氛围、激发爱校情 怀，精心特制近两年各地校友会活动风

采视频以及带有厦大字体的台标、麦标，并送去校徽、书签、宣传刊物等“小礼包”，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校友。 

  内蒙古校友会是我校全球第79个校友会，她的成立标志着我校实现国内省级校友组织的全覆盖，标志着我校校友工作

翻开全新的一页。目前，在内蒙古已联系到的我校校友有200多位，遍布内蒙古12个盟市，职业领域涵盖计算机技术、新

闻传播、艺术、经济、金融、法律等。 

 

 

北卡校友会2014中秋野餐聚会 

文 / 江帆 （10企管） 

  又是一年中秋节，九月的北卡还没有很深的秋意，厦门大学北卡校友会在临近中秋的周末于Jordan Lake Recrea-

tional Park举办了校友联欢野餐会。此次聚会沿袭了北卡校友会的传统，选择在九月中旬，既方便了刚到达的新生，也兼

顾了厦门中秋博饼的习俗。9月13日中午时分，聚餐的烧烤炉子上已经飘来阵阵挡不住的香气，校友们就着中西风味荟萃

的烧烤、校友爱心自制的春卷、冰皮月饼，愉快的围坐畅聊。不管是校友会的常客还是新面孔，短短几句介绍和问候就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这也许就是校友之间神奇的亲切感吧！ 

  参与本次聚会的校友、厦大子弟及校友的亲朋好友等共达五十余人，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除了RTP地区的

常驻校友外，UNC夏洛特校区的十余位校友也不辞辛苦，专程前来参加响应我们的活动。下午两点左右，校友们合影，并

依次介绍自己，讲述和母校的不解之缘与未来的规划。北卡校友会会长程灿东简要介绍了北卡地区校友会的历史，每年的

两次常规聚餐，和准备新增的研讨会活动。 

• 校友会动态 / 分会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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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时间，校友们进行了分组活动。这边厢十几位校友欢声笑语博饼抢状元，那边厢由会长程灿东主持，以工业

界经验丰富的资深职业经理人伍林宪博士和在学界拥有极高声望的柳清伙教授主讲，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 Panel Dis-

cussion。年轻校友们根据职业生涯规划的不同路线，

针对他们在实习、找工作，和日常科研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一一与两位主讲人讨论和请教。无论是从职业规划、

人生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如何与年长的上司

networking等细节的问题，以及创业的挑战等等，都

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让在场的所有校友都受益匪

浅。厦大校友会不仅提供了一个友爱的互动的机会，更

是一个前辈提点帮助后辈、鼓励支持大家更好地融入美

国生活与工作的平台。聚会后大家都互留了联系方式，

也纷纷表示会参与到校友会活动的组织与志愿活动中

来。 

 

 

全球孔子学院10周年庆典，厦大艺术团特拉华大学助兴 

文 / 林永顺 （96 生物） 

  为庆祝全球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 成立10 周年，厦门大学艺术团于2014年9月24日 — 10月7日在美国东

海岸多个高校作连续两周的巡回演出。特拉华大学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孔子学院由厦门大学与特拉华大学于2010

年合作创办，也是厦大在海外参与建设的第12所孔子学院，至今已培养2000余名中文学生，在教学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

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月26日晚， 厦大艺术团在特拉华大学Parson Hall 举行了“桥梁 . 友谊”的大型文艺演出，容纳800

人的演出大厅座无虚席，吸引了兴趣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国嘉宾。特拉华大学执行教务长南希 . 布利克豪斯 以及厦门大学党

委书记杨振斌和副校长詹心丽出席演出并致辞。 

  厦大艺术团由12名艺术学院在校学生和多名艺术家教授组成，包括琵琶演奏家李昆丽，女高音歌唱家侯莲娜，笛子演

奏家叶飞声、古箏演奏家张垒以及画家洪惠镇等。在全场两个小时的表演中，厦大艺术家们为来宾奉献了精彩纷呈的来自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風情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包括群舞《中国韵律》，由梅兰芳先生经典曲目改編的琵琶弹唱《貴妃

醉酒》，独唱《玛依拉》、琵琶合奏《彝族舞曲》， 《劍舞》和女声独唱《送你一朵东方茉莉》等。晚会的高潮是在由厦

大艺术团的各位演奏家共同演奏《水墨江南》及中《斯卡布罗集市》的同时洪惠镇教授挥毫泼墨，当场完成一幅《墨竹

图》贈予特拉华大学，象征著厦门大学和特拉华大学两校友谊长存。演出在全体演員合唱优美的《鼓浪屿之波》中落幕。 

  为迎接远方来的母校客人，厦大北美校友会华盛顿地区分会前任及现任正副会长四人分别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长途驱

车前往特拉华大学，先是与特拉华当地校友相聚，并在观看演出后与杨振斌书记，詹心丽副校长及厦大孔院负责人和表演

艺术家们欢聚一堂，追忆母校往事，共述校友情谊。  

• 分会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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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地区校友感恩节聚会 

文 / 朱新生 (93 微生物)   图 / 闫杰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是一个象征全家团聚的日子， 然而对很多刚刚来到美国不久的新生来说，却是一个很难熬的节日， 

一方面， 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念家人之心更切; 另一方面， 在麻州， 感恩节所有的商业几乎全部停业， 什么活动都没

有， 想逛个商店都没地方开门，愈发显得孤独。  

  为了给广大刚来不久的新生一个聚会的场所， 让大家感受到全家团聚的温暖， 同时感受一下美国感恩节的文化， 新

英格兰地区校友分会在校友朱新生家中举办了一个小型2014感恩节聚会， 主要邀请那些刚来不久的新生， 同时也欢迎老

校友参加。 

  感恩节这一天， 虽然屋外天寒地冻， 但屋里却其乐融融。 来自波士顿地区的

十几位校友欢聚一堂， 他们来自于化学， 生物， 临床医学， 金融， 音乐， 物理

等系， 很多刚刚到达美国才两个月。   新来的校友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厦大的最新

变化， 年长的校友则给新来的校友很多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介绍。 大家还分享了每

个人带来的美食。  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感恩节。 

 

厦大美洲校友会特拉华—宾州地区分会正式成立暨校友聚会 

文 / 樊匡斌 （10 新闻） 

          2015年1月17日，数十位来自特拉华州、宾州和马里兰州的厦门大学校友及厦门大学与特拉华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的

老师冒着严寒齐赴特拉华州威明顿市的渝都餐厅，参加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特拉华-宾州地区分会成立大会暨校友聚会。

经投票选举，81届化学系校友张福山当选为第一任分会理事长，97届化学系校友蔡阳当选为副会长，2010届新闻系校友

樊匡斌负责分会财务。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将为服务特拉华-宾州地区校友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举办本次校友聚会，理事会成员及81届化学系校友林晓萍在数月

前便开始筹备，包括联系校友并整理校友通讯录、安排聚会时间、地点和

准备校旗等，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聚会当天，校友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

来.尽管大家毕业于不同的年级和专业，初次见面时却如久别重逢的老友，

在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后，迅速地聊成了一片。特拉华-宾州地区的校友们

奋斗在化工、金融、教育等各个领域，都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了一片天。 

          第一任特拉华-宾州分会理事长张福山在席间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各位校友在异国他乡打拼生活都十分不易，成立校

友会分会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校友间的联系，为在这个地区的校友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守望相

助。大家对这个观点都十分赞同，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聚会的最后，所有与会校友合影留恋，依依不舍地告别。特拉华-宾州地区春节校友聚会已在筹划中，我们期待下一

次的相聚！ 

• 分会活动 •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 39 

 

大纽约地区校友迎春聚餐会 

文 / 唐皑（87届 中文） 

今年一月十七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六，大纽约地区分会的四十多位校友们顶着严寒来到纽约法拉盛的敦城海鲜酒家，

参加筹划已久的校友聚餐会。同学们大多来自纽约本地，也有不少从康州和新泽西赶来。88届计算机的杨晓冬、林理夫

妇，驱车一个半小时从新泽西中部赶来，最早踏进餐会的包间里。 

这是大纽约地区分会第一次在纽约办聚餐活动，也是会长丁俊琪卸任之际组织的最后一次活动。过去三年来，丁会长

在这个校友会悉心耕耘，辛勤服务，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作为接任会长，我从俊琪手里接过移交的

会费支票，心里倍感责任重大。 

校友们第一次结识许多新面孔，大家一进门就忙不迭地

相互介绍和交谈起来。到会的还是80、90后的年轻校友为

多；乍眼望过，屋里充满年轻人的朝气和闯劲。处在纽约这

样一个金融中心，许多同学来自母校的经济、金融、数学和

信息技术院系，有的刚工作不久，有的还在继续深造。一轮

自我介绍、一番合影留念之后，本会的微信群里一下子猛增

许多新面孔，煞是热闹！三个多小时的聚餐结束时，不少校

友还在倾心交谈，期待下次活动再见面。 

 

 

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会致刘藻琴学长贺信 

尊敬的刘藻琴学长： 

 在您九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向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最

诚挚的祝福! 

 我们也借此机会，感谢您对美洲校友会工作的长期关心和大力支持。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成立于三十年前。卢传

曾学长是当年领衔签名发起成立校友会的六位发起人之一。您和卢学长是美洲校友会最早的一批会员。卢学长曾经担任过

美洲校友会理事，发起组织温哥华校友会。您长期关心支持校友会的工作，支持卢学长为校友会服务，为校友会发展做出

了杰出贡献。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学长，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热爱母校，关心校友，关爱他人的榜样。 

校友们对此心存感念，深感敬意。 

 值您九十大寿到来之际，我们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会、理事会 

2014年11月29日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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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2014年校友活动报道 

文 / 柳端（82届 生物） 

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于2006年成立，校友主要分布在休斯敦及其

周边地区，包括大学城（College Station）、Galveston、奥斯汀

（Austin）、Corps Christy等地。自成立以来，每年举办1-2次校友聚

会，现有大约100名校友。 

在4月5日的理事会议上，大家讨论了理事会换届，同时决定2014

年度的春季校友活动于5月4日进行。本次活动由时任会长蔡李波主持，

因为正好是五四青年节的纪念日，所以本次校友聚会的主题是“我们还年

轻”。活动安排到Froberg’s Farm去摘草莓，位于Alvin, Texas，离休斯

敦中国城约30分钟车程。草莓桶$1一个，摘到的草莓$2/磅。 

聚会时间为2点-5点，校友们与家人朋友陆续到达。我们在休息处

的大树上挂上了厦门大学的校旗。当天烈日炎炎，气温约为华氏85°（约30°C），然而大家热情高涨，特别是随行的小孩

们，争先恐后，捡大草莓。到了休息时间，校友们也在评论各家所摘草莓大小。 

休息期间，大家推选林起涌为下届会长。摘完草莓，根据林起涌提议，我们到新开的一家大四川餐馆吃饭。林起涌赞

助为大家提供了一顿可口的晚餐，除了菜单上的内容，各道饭菜都可以与餐厅老板协商定制。在过后的几周内，根据校友

会章程，完成了理事会换届选举，并正式选举林起涌为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会长。 

2014年8月14日，李政校友病逝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享年43岁。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送去花圈，组织校友

们参加追悼会，并鼓励校友们直接向家属捐款。 

校友会决定把中秋博饼活动作为2014下半年的校友聚会。博饼活动于中秋节前一天（9月7日）在休斯敦的名门歺厅

举行。博饼是厦门及其周边地区庆祝中秋节的传统活动，有很强的娱乐性与趣味性。用六个骰子的投掷结果组合来决定参

与者的奖品。身为厦门大学的校友参加中秋博饼，有着特殊的意义。 

       活动开始前几天，理事们分头落实人数，结果到场的校友及家属朋友还是远远超出

预先的估计。与会当天，老少欢聚一堂，博饼活动中欢呼声此起彼伏。 会后大家意犹

未尽，很多校友建议博饼应该成为厦大校友会的传统保留项目。 本次活动由林起涌会

长统一领导和主持，得到了校友会顾问王奋、李里焜、廖岚、方红和蔡李波的大力支

持，他们为活动 捐赠了礼品。柳端、鲍亚群、赵海英、王英、尹怀志等理事们各尽其

职参与组织本次活动。林起涌的夫人陈霞也是多年的校友会成员，帮忙联系预订

歺厅，安排菜谱，并在位子不够的情况下把她为中国妇女幸福读者联谊会预留的

一桌让给校友会，同时准备了丰富的水果奖品。诸多校友纷纷慷慨解囊，为校友

会活动给予资金捐助。特别感谢周建荣校友全额赞助了丰盛的午餐。 

       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在所处地区，为增加校友间的联系，以及加强校友与母

校的感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校友会今后将更加努力地服务校友，扩大母

校的影响力。  

2014年5月4日厦门大学美南校友会在休斯敦南郊组织春

游，到Froberg’s Farm摘草莓。 

美南校友会2014年中秋博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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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厦门到纽约 

文 / 甄博雅 （12届 土木工程） 

我 愿把自己心底的最温柔留给厦门。 

今天纽约算是真正地下了第一场雪，不冷。近几日总是失眠得厉害，想想原来是欠了原本答应交给博澍学长的稿子

很久而心绪不宁，于是和好友约起带着电脑出门了。低着头顶着风在飘雪中行走的时光仿佛只能追溯到很久以前的高中，

但记忆已经模糊，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在厦大读书的四年，历历在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早已把厦门当作自己的第二

故乡。我是个慢热的人，在厦大的时候还是会不习惯冬天没有暖气；而来到了美国之后，我所想念的几乎都是厦门，我的

幸福满满回忆也都是寄存在那里。 

 今年五月中从USC毕业后，我没有多犹豫什么，匆匆收拾好行李就搬到了纽约。回忆不够美好，别人眼中的羡慕

也都是枉然。回答同学和朋友的疑问很简单——不喜欢洛杉矶，转个环境发展而已。纽约很美，也很现实。每每走在夜幕

下的纽约街头，感觉很强烈也很振奋：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有可能。Make impossible possi-

ble. 

 今年十月有幸再次参加厦大美洲校友会双年会，同时和前辈校友一起庆祝美洲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这次聚会和

两年前有所不同的是见到了更多美东和大芝加哥地区的前辈，年轻校友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校友会，并逐渐发挥力量。大

会当天中午见到了陈玉銮学长更是开心。初次与陈学长相识还是在两年前的旧金山校友会，那时的我刚到美国什么都不

懂，来美两年学着独立生活，自己面对困难和选择，成长了不知几多。虽然朱校长这次没有亲自到访芝加哥，但是到会的

母校领导王豪杰老师和詹心丽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母校的新发展和好消息。我们年轻校友坐在一起，听着母校的新变化

心情尤为激动，仿佛这些变化都是昨天才刚刚发生、我们从未离开过美丽的厦大一样。 

 在厦大四年，我想收益最大的就是我们，这是教育的财富和力量。母校一直以来倡导的先进教育理念潜移默化地

感染着我们，我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健康的人格。就像易中天教授说的：“到大

学就是来‘蒸桑拿’的，是来熏陶的，是来感受气场的。”很感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在WISE上课，作业

考试都是英文，所学教材都是和美国知名大学的商学院接轨。WISE的老师都有一定的海外留学经历，通过WISE的课堂我

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在当时也更加坚定了我出国的信念。幸运的是，

我和当年WISE同期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好朋友。虽然大家身在地球的不同地

方，但我们都时常联系，互相关心和帮助对方。相比之下，国内的其他很多大

学并未给学生提供这样的课堂环境和海外交流机会。非常感激母校提供给我们

这样优秀的资源和机会，让我们自身发展具有了很好的竞争力。 

 特别感谢校友前辈和各路好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的鼓励和帮

忙。也许现在你我都在经历着一段hard time，相信我，不必抱怨，不必妄自菲

薄，不必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都好，安静地充实和修炼一个更好的自己，准备

好迎接属于自己的机会和幸运的到来。 

 

 

• 校友文苑抒怀 • 

摄影：詹方平 （12届 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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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厦门大学的陈芝美教授 

文/图：苏林华 （48届 机电） 

 

        1921年（民国十年），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捐巨资在祖国创办私立厦门大学，广聘海内外著名学者，除文科之林

语堂、周树人（鲁迅）为众所周知外，其于教育科者尤为特出，包含了后为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校长的陈芝美教授在内。 

        近潜研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在1987年12月出版之《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和1990年10月出版之《厦门大学校史

（第一集）》后，大有所得。两书互为参证，叙述详尽，对陈公自1924年春而迄1927年底之四年间功绩详为报道，幷予

表扬。尤其是他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在41天时间内率考察团21名毕业班学生到六大城市实地考

察教育之举，为校方与教育界深所称许。 

        据校史所载，陈公是1924年春应聘为厦大教育学副教授（按：1926年下半年起为教授）。继而在「厦大1924-1925

年度主要教员名单」中介绍之为： 

陈芝美（教育学副教授，美国爱乌亚尼哥大学教育科学士，该校教育系副教授）。由此可

知，陈公原就在美国母校担任过副教授之职。又，陈公之博士学位是在离开厦大后所获得

的。 

  而后在「各科教员每周授课调查（1926年秋季）」表中示出教育科（系）4名教授授

课情形是： 

系主任孙贵定：普通心理学（三）、社会心理学（三）共六小时；  

陈芝美：  教学法（三）、教育概论（三），共六小时； 

萧恩承及陈懿祝：  各九小时（包含实习课程）。 

 

陈公率团考察教育 

 

        1926年上半年时，陈公率团考察教育，为厦大建校以来之首举。《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曾作精萃述评如下： 

“社会科学的研究, 以教育科最为突出。1926年4、5月间，第四年级学生共21人，在毕业前夕组织考察团、由副教授陈芝

美带领，前往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福州等地考察，历经41天，参观大、中、小各校50余所。考察的方法采用

特别参观、普通参观及教学法实验相结合。考察的对象首重中等教育， 兼及大学、小学。考察的要点有六： 一。学校之

行政及组织；二。学校之建筑、设备及卫生；三。学校的课程及教学法；四。学校之训育设备及学生课外事业；五。学校

教员之待遇及其位置；六。学校之职业指导。经过考察，了解到各地各校的优点及存在问题，探研了改进教育工作及教育

方法的途径，对毕业后从事教学及教育行政工作大有裨益。” 

        而《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自第121页至130页，以十页的篇幅，独立的章节 《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考察

团报告》详加报道此行。自林文庆校长之《叙言一》及教育科（系）孙贵定主任之《叙言二》，可知校方之重视程度。继

而为考察团团长陈公的「总报告」, 及「考察团日记」，最后附以全团名单。 

        按：厦大自1921年创办以还，最初包罗甚广，有６个“学部”（即今之“学院”），除师范部  法制经济学部  商学部外，

甚至有工学部  农林学部与医学部，但经测试，后面三个学部取消，师范部转为文科  理科及教育科(糸)。林校长在其叙言

第一段内称「本大学于民国十年（1921）舂季创办时，即设立师范部，即今之教育科也。该科第四年級学生，行將于本届

暑假毕业，故特于本年四月，由校选送该級学生，赴江浙等省考察教育，并受教于各地教育界之領袖。借以增長教育学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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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可知林校長重视程度。 

造就教育英才 

        他们首访上海之南洋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 复旦大学  美国学校及若干中小

学与职业学校，參观全国最大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之实际作业。到苏州访东

吴大学 及各师范学校，医科大学与农校及多所中小学校。无锡访別致之通俗

教育社，有博物倌与演讲部，教育民众。到南京，访东南大学与其附中附小   

金陵大学与附中  金陵女子大学  师范学校等。杭州访之江大学  工业专门学校

及各中学  并專访有清一代珍藏四库全书手抄本之文渊阁。後至福州，访协和

大学  华南文理学院  鶴齡英华书院及拜訪福建省教育厅。 

        考察于1926年5月25日完毕，6月中，校方即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典

礼，全校只有3个科（系）有毕业生，计35人（按：九十年前，第一届能有35

位毕业生，已甚可观）。其中 历史社会系只1人，商学系者6人，教育学系者

最多，有28人之多，占全届毕业生的百分之八十，可知陈公贡献之大。 

        第一届教育科（糸）毕业生列名如下:  王镇球  王梓兰  叶嘉隆  叶国庆  

叶国煌  叶培杭 叶松坡 尹日新  蓝洪畴  刘荣 齐贞藩 陈甘棠  陈泗孙  陈鉴  陳

秉仁 李起东 辛宗鑫  张祖荫  郑江涛  郭秉廉 骆文彪 徐诵光 高兴樽  袁国昌  

黄家瑞  黄绍文 黄乃杰  彭傅珍. ----其中21人參加考察。 

        第一届教育科（系）毕业生在教育界甚有作为，其中：刘荣和叶培元(杭)两位后都在鹤龄英华中学任教，叶国庆为厦

大讲师、教授，叶松坡为福建教育厅名督学，齐贞藩为厦大部门主任，彭传珍任厦大教育系教授兼总务长，到台湾后为原

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邀往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总务长。至于其他各位亦各有成就。 

        1926年秋季开学后，陈公已升为教授（按: 《厦大校史资料》第120页示：「教育科 : 其教授原即有孙贵定、丘桩、

陈懿祝、陈芝美四人」字样），继续为教育界造就人才。故1927年第二届十个学系有毕业生者23人中, 教育系仍最多, 计

有七人(即: 刘朝阳  陈义  郑善政  邱子明  邵尔章  洪学琛  贵泰楠  黄傍桂  黄国珍)，占百分之三十，其中郑善政者，后在

台湾新闻界上是个大名人. 

        反观国学系虽在名教授林语堂 , 周树人(鲁迅) 及北京大学南下名教授教导下, 但由于他们任教时间甚短, 故第一届居然

无毕业生, 第二届也只有龚达清一位毕业. (按: 後龚师任教我国历史最悠久之福州私立格致中学, 是我的老师, 诗文绝佳). 而

陈芝美教授任教廈大四年, 栽培学生出色，是实事求是的教育家. 

鹤龄英华中学之福 

        据鹤龄英华中学校史，该校自前清1881年建校以还, 校内行政均由美国美以美基督教会美籍人土主持, 1927年国内兴

起收回教育权运动，经鹤龄英华中学董事会决议，聘厦门大学陈芝美教授为第一任华人校长。八月间，先向厦大张颐副校

长提出，继而行文孙贵定院长及林文庆校长，拟先「借将先行」，但终仍迟至年底，厦大才勉强准辞陈教授教职，12月18

日陈公离开厦门到福州，1928年1月28日正式到鹤龄英华中学上任视事，遂而开创了英华的新局面，使鹤龄英华中学臻于

第一流学校，厉二十多年而不衰。------我们应深深感谢他。 

        在厦门大学方面，也应该记得在学校建校初期，陈芝美教授对学校教育科系之贡献，谨此以盼，无限感铭。 

（苏林华  2014年10月于洛杉矶县罗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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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人在硅谷 

 

文/图：张 弛 （10届 物理） 

写 在正文前：笔者于2006 年考入厦门大学物理系，还

清楚的记得那个9 月份明媚的午后，新生都要在芙

蓉湖边的新生接待点前排队登记，看到大三大四的学生来来

往往穿梭在校园里，当时就想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那样习以

为常地走在校园里，看着每一年新进的学弟学妹甚至全家老

少兴奋地来开学报道。没想到时光如箭，一转眼自己居然大

学毕业四年了，说起来也够再读一遍大学的时间，可是不知

为什么，大学的四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远比其他任何回忆来

得深刻。我想大学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这四年与人生最美

好的年华重叠，甚至承载了一切我们所有年少时的理想和期

待。与厦大结缘整整八年，这些时光里挫折的，经历的，成

长的都浓缩成两个字——青春。 

 2012 年的1 月，我踏上了憧憬许久的大洋彼岸，硅

谷便是远行的第一站，就像一颗种子，从那时起落在这片土

地上逐渐生根发芽。硅谷地处北加州的旧金山湾，作为全球

的科技重镇，这里诞生过无数的传奇。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

到Apple，第一次参观斯坦福大学，第一次途径Google，

每次的初见，看到那些以前只能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熟悉

logo 时，有一种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感觉，令人无比

兴奋。除了理想的工作和发展环境之外，硅谷的自然天气也

十分舒适，地中海气候被公认为全球各种天气环境里最宜人

的一种，既没有西雅图的阴冷多雨，也不至于南加州的阳光

炙热，柔和的阳光把各种植物照得鲜艳翠绿。生活在这样轻

松惬意的环境里，人们的穿着也格外随意，牛仔裤和格子衬

衫成为了硅谷的标配，乃

至乔布斯和扎克伯格这样

的科技巨头也只需穿着牛

仔裤参加各种发布会和媒

体采访。相反的，要是在

路上有人穿着西装领带，

倒是让人觉得特立独行起

来。从学业和事业的角度来说，硅谷和其他城市乃至国内的

北上广最大的区别在于这里是一个真正的技术至上的地方，

所以整个硅谷就是一个巨型的大学，最新的技术不仅存在于

几个高等学府之中，而是广泛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被讨论和应用。其他地方例如国内的北京上海，可能不少人

踏上工作岗位几年，有了一定经验之后日常的工作就成为了

熟练的重复工作；而在硅谷，所有人都在不断的学习，无论

是新入职场的菜鸟，还是有了20 多年项目经验的大牛，大

家都要努力保持自己在技术最前沿的了解，并且转化为经济

效益。能看着自己所研发的产品影响着千万人的日常生活，

这种成就感是每一个硅谷人所不懈追求的。 

 毕业之后我还是会时常关心一下母校厦大的动态，

和同学们保持一下联系，看看学校的网页。大概来了美国半

年以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居然看到北美校友会的双年会

在旧金山举行，可惜那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前的活动，当我了

解到的时候已经是活动通讯都挂到校友会的网站上了，顿时

觉得无比遗憾，错过了认识母校同胞最好的机会。不过既然

知道了组织的存在，我也就赶紧联系上了硅谷校友会的陈强

会长，从那之后就加入了厦大美洲校友会这个大家庭。 

 过去两年多来，硅谷校友会在湾区既接待了来自国

内各级人才引进和招商团体，又在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技术类

或者联谊类的校友活动，还举办了不少硅谷技术交流会，成

为了巩固校友情谊，促进中美科技交流的桥梁。厦门市双百

计划是每年定期来美国各地宣传合作的项目，这一项目旨在

围绕厦门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发展的需要吸引海外

的高技术人才到厦门创业，其中又因为硅谷的自身属性和厦

门软件园的定位吻合，所以硅谷的宣传会受到了厦门市政府

和硅谷校友会双方的重视，我有机会连续两年为此活动服

务。值得一提的是，每一年厦门来访的团体中都不乏厦大学

子的身影，2013 年来访的代表团长厦门市科技局沈局长便

是出身厦大，而刚刚过去的2014 年推介会中，让我感到很

激动的是看到了同样来自厦大物理系的学弟，虽然之前没有

见过面，但是闲聊几句便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是曾经凌云宿

舍的上下楼邻居。在这些的活动里不仅能遇到老一代的厦大 

人，还能认识厦大的新鲜血液，说明我们厦大随着时间的推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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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依旧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人才，推动着各行各业的发

展，这让我们身为厦大人倍感骄傲。 

 各种校友会活动中，最能让各位当地校友热情参与

的便是每年定期举行的全体硅谷校友联谊活动。每一次的活

动都不乏熟悉的老朋友，也有刚来硅谷发展的新面孔，不少

校友都是举家出动三代同行。活动的模式也渐渐不只局限于

大家聚餐一顿，最近的一场我们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南北

饺子厨艺大比拼，大家都能亲身参与到互动中来，况且民以

食为天，关于吃的话题总是大家共同的兴趣，在同队协作和

两队比拼的热闹氛围里，校友们感情也就跟着更加紧密了。 

 说完了硅谷的事儿，下面的自然是要来说说硅谷的

厦大人了。首先借此机会，我必须要感谢一下陈强学长，肖

潇学姐两位硅谷校友会元老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

他们的带领下硅谷的校友会才能组织的井井有条。除了他们

两位，在过去校友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我也认识了许多值

得学习的前辈，而原本以为身在硅谷，厦大的校友们大多会

是严谨但内敛的学者型人才，其实不然，真正接触之后才发

现，我们厦大大家庭的成员们在硅谷用百花齐放这个词都毫

不为过。举两个例子，86 级外文系的刘海云校友是我十分

佩服的前辈，当年外文系的他先转读信息管理，尔后长期担

任500 强公司的数据分析师的职位，08 年又一转身自己创

业成功当起了老板。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海云学长每一次

的转型都能在和之前完全不同的领域成功找到合适的定位。

除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之外，业余他还积极组织起了硅谷的华

人参政团体，热心维护当地华人的权益。前阵子国内网络上

火了一阵子的深泉学院，有着号称比哈佛都低的录取率，一

次偶然的机会居然发现海云学长是这个学院的大陆第一人。

这一系列的发展路线让我很佩服他多面而灵活的处事能力，

同时也被他在实际相处中的平易近人也幽默睿智的个人风格

所折服。另一个前辈是90 级计算机专业的许东华校友，身

为一名资深的软件工程师，有就职于搜索引擎巨头Google 

公司，专业水准自然毋庸赘述。此外东华学长还是个电影

迷，这几年有不少科幻电影，像《盗梦空间》，《星际穿

越》等等着实火了一把，同时也激起了大家对于里面科学理

论的讨论，而东华每次分享在微信里的短文总是能够非常严

谨地把电影的设想和实际的技术原理结合起来剖析清楚，让

同样是作为工程师的我能够从中吸收到很多最新技术的发展

的信息，尤其是看到自己所从事的某些项目也许未来真的就

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更让人感到振奋。 

 除了海云和东华学长以外，还有很多个性鲜明，热

情活跃的厦大校友有机地组成了我们的硅谷校友会这个集

体，也许大家平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

多交集，但是校友会的微信群每天都热闹非凡，既有实用信

息的发布，也有个人感悟，当然还包括大家的轻松闲聊。在

忙碌的真实生活之外，网络群组逐渐成为了维系大家感情的

有效纽带。在群里有着毕业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校友，说

实话，有不少人已经是我们这些00 届以后毕业生叔叔阿姨

辈的资深学长学姐了，但是他们在群里丝毫没有架子，跟他

们聊天也不会感到年龄的隔阂，任何的话题都会得到大家热

烈的回应，因为即使年龄不同，不变的是每一个校友都在芙

蓉湖畔留下来同样珍贵的青春记忆，而母校就成为了我们这

些人不管走多远，不管离开多久，心中永远的牵挂，无论遇

到什么人，我都可以很骄傲的告诉对方，每个人都有青春，

因为我来过厦大，所以我青春无悔。 

 如今80，90，00 的三代厦大人在大洋彼岸用不同

的方式，在不同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而厦门大学

美洲校友会也刚刚度过了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在继往开来

的南强学子不懈努力下，美洲校友会如今风华正茂走向成

熟，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10 年20 年30 年会有更多的

厦大精英涌现出来，为母校增光为祖国添彩。 

 厦大人，一直在路上。 

2015年1月于硅谷 

 

 

 

 

 
硅谷校友会夏季户外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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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人生 

——白岩松厦大演讲实录 

（来源：厦大公众微信 12/09/2014） 

编者按：12月18日，资深媒体人、中央

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作客厦门大学，在科学艺术中心开展了

一场主题为“阅读与人生”的交流会。

小夏整理了白岩松的演讲实录（有删

减），以飨读者。 

 

   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来了之

后才知道不好讲，为什么？年龄层相差

太大，36到42（岁）的一群人，还有年

轻的大学生，你怎么把一家两代人融合

在一起 还要给他讲呢？讲养生上一拨

听，下一拨不听；讲励志，下一拨听，

上一拨不听；讲成功，底下（有）一半

儿人都有经验，很难，所以，聊聊天

吧。 

   这一个月正处在厦门的读书月，我

是受出版社的“裹挟”，来跟大家谈阅读

之美，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悲

哀的事情。今年台里头做一个关于读书

的公益广 告，这几年（都在）做读书的

推广，我总纳闷一件事，你见过国际上

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说到国际

吃饭日，没有。那既然国际没有吃饭

日，那为什么要有 一个读书日呢？对于

人们的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

去，那我很纳闷，对于我们的精神来

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

不下去的一件事吗？那么为什 么现在都

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

样一种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印证

了此时此刻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

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

节，前不久在APEC上，普京送给了总

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完细节之

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

了。是他们 技术很高科技吗？没有。这

个手机是两面屏幕，这面跟咱们的手机

一样是正常的，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样

的、像水墨一样的屏幕。我为什么说中

国做不了？俄 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

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能诞生（这

样）一个手机，一个屏幕是正常的彩

屏，另一个屏幕是墨迹的屏幕，只有爱

读书的国度才可能把它研 发，他才会把

一个手机跟阅读和使用紧密结合在一

起，而我们设计成两个屏幕，一定是为

了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而不

是考虑是否更适合阅读。 

   同样的道理，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国

巴黎的时候，大家知道，八月份的时

候，巴黎人民非常可爱，把整个巴黎全

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见着中国人的可

能性会比见着 法国人的可能性更大，他

们都去度假去了。就在探讨这个度假的

事情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

方的高级官员跟我说了一番话，给我的

触动非常

深。他说该

怎 么看待法

国人像命一

样地捍卫这

一个月的休

假？中国人

经常会觉得

法国人太懒啦，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

啦，都去度假了，海边或者其他（地

方）什么的。我们非常 容易从这个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

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在全世

界，如果论有创造力的国家来说，法

国，是最好的，甚至可以不加之一 对

吗？比如说在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有多

少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法国的

电影，现在我依然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

好者，只要看一部法国电影，当然，也

是他不 错的电影中的一部，我就几乎从

来没有失望过。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

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法国人认

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这个月休假紧

密相关，因为每年他们有一个月去保证

安静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

经常有发呆的时间，让他们了解生命。

每年都要休息一个月，宁可少挣点钱，

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止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

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口号上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其

实我们的实际行径中往往是“活到老，

挣到老”。 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

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

是“忙”。“忙”就是心亡，那你可以仔细

• 校友文苑抒怀 •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 47 

 

追究一下，“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有多少

人心是死的？” 他的这番话触动了我，

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

度，跟他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

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间和

空间对话紧密相关。后来我总结，想要

有创造力，需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

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

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

力，不可能的。 

   去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年，

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发展）几年

就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

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

就从这三 个“由于”来的：由于进行了改

革，大量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

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

余。这种富余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

同时也有了生存的 压力，这就需要更有

创造力和干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

个，当时搞改革，钱制片人可以支配，

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可

以少给，有一点闲钱。第三 个由于不是

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的大脑，优

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

和智慧，创造力就诞生了。那样的几年

时间里，永远是前面在播节目，后面 就

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

都不是领导指令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

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

没让做这个，一看还不错。创造力就是

这样诞 生的。 

  …… 

   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

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就是

牛顿的苹果，发明了万有引力，第三个

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是中国的小苹

果，解决了庞 大的大妈们多余的精力，

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笑）说牛顿

的这个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

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此时此刻的

中国诞生不了牛顿，此时 此刻有几个中

国人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在

一个讲究“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这是

闽南语对这个国度最大的贡献，好多不

会讲闽南话的人都会讲“爱拼才 会赢”的

闽南说法，在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

里有几个人愿意躺到苹果树下去闲呆

着？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

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 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

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

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

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

在抱怨 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内，体制

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

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

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

摘（除）出去了。 其实，你什么样中国

就什么样，你要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

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

题，因此第一个反应就得抱怨，“谁管

的树？你们领导在哪儿？把 他给我叫

来！”一定会演变成为这样一种局面，

这是大比例，还有一定的小比例的人是

吗？ 

   人家说一个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

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

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它掉入哪个省。

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

后再挖出 来。如果掉浙江义乌，就制造

一批模型。如果掉在东北，训练训练上

二人转舞台。要是掉北京，更搞笑了，

“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

（笑）所以我们 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

你就会去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创造力的

时代吗？当你看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

就会看到一种本源，此时此刻有多少中

国人会去做无用的事呢？ 但是创造力就

恰恰跟无用的事联系在一起。 

  …… 

   第一个黄金周，我在厦门。全中国

的第一个黄金周那天我在厦门，带着老

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十

点半的时候就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

的茶室要改 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第

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有想到游客是如此

的海量。等我回到宾馆的时候，大堂里

全是人，在等床位。第二天去鼓浪屿，

噩梦一般的旅程，但 是，到了鼓浪屿之

后没有几分钟我就成为最幸福的人。一

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大家）下船，

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哪

儿是鼓浪屿最有名的？日 光岩呐！旁边

的人也不用问，跟着人流走了。我带着

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满为

患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我

就势拐到了鼓浪屿的巷子里，一个 人都

没有。那一上午直至下午，我们把鼓浪

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那时候还有

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

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属于我们这一

家 人。但是，涌入的人们都在日光岩，

因为他们要照一张相，留言“我到了鼓

浪屿”。从此我几乎不到任何一个景点

去照相，因为生命很短，照相的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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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如留在 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感受。所

有传说中最美的鼓浪屿，比如说钢琴的

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我全听到

了。野猫跑过，张三丰的奶茶等等。这

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 考，我们的生活，

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

哪些问题？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

达目的地，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功利地

直奔目标，过程几乎是可以忽 略不计

的……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

所拥有的所有好处。这句话开始很绕，

但是当我开始想明白了，觉得这句话说

得太好了。无 聊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无聊的时间，只要一“无聊”，

人们下意识地就拿起手机来，“无聊”就

被填满了，看个微信瞎搜一番等等，

“无聊”没了。无聊 之中所临时诞生的某

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都消失

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无聊”

也是创造的一个重要母体，而我们现在

连给它时间的可能性都 没有。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什么是无用

的事，什么叫有用的事？与升官有关

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比

如说在我们的学堂里，现在的学子提的

（问题）跟过 去不一样，现在的学子提

的问题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

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

“你直接告诉我一个什么？”我每次都回

答我不是卖大力 丸的，我治不了“急”

病，只能是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

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要告诉

我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只有一种

药真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就是）剧毒

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

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有，有用

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看名片、递

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没用，撕

了，因为你用不着他。就在一个又一个

筛选名片、把没有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

的过程中，你（错过了）生命中有趣的

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有趣的朋

友越来越少。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

用，包括阅读本身？今天下午有个小伙

子跟我聊，说我特倒霉，本来报了某个

学院的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

文学，它有啥 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

现在12月份了，回去复读可能有点来不

及了，自己考虑清楚。第二条，学校能

转系，试试。第三条出路，大学本科学

的是思维方式的熏 陶，研究生选专业的

时候选择一个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

专业。第四条非常重要，没准你会爱上

它，试着爱上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汉字的喜

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跟我说，谁这年

头还在读诗啊……诗歌里有最浓缩的中

文，我要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中

文是每天面临再次发明的。发 明这个词

是理科啊，怎么会跟文科有关。我说

不，汉字的常用字五、六千字，但是每

天当你落笔要写字写文章的时候，你都

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

可 能。想想我们厦门的诗人，舒婷，很

多年前同样路过神女峰，为什么她能写

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

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

两个字你不 认识吗？但是她把我们熟悉

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诞生了“人人

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

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诗歌里头，同样

存在着看似无用的东 西，但是汉字每天

都可以重新生长，我们要探讨中文的无

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

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

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浓缩的

东西。当一个民族有持续二十多年的时

间不读诗厌恶诗，而且把它边缘化的时

候，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

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些东西开始重

新有用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往往）是无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

无用的东西是什么？戒指。你告诉我一

个实用功 能，它有吗？但是它非常贵。

顶针，几毛钱一个，但是戒指呢？无

限。还有服装，比如说，服装有用的功

能是什么？保暖和遮羞。如果要是满足

它有用的功能，去个 小商品市场，100

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

10000都拿不下，这9999花在哪儿了？

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

子、感觉、样式。它一 点也不会为保暖

和遮羞增加更多的因素，很贵很贵的东

西在遮羞方面反而能力减弱了，（笑）

尤其在夏天。无用的才最贵，（你们可

以）去研究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 事情，

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

候，陈丹青非常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

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请问画家有

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大前

年我去了浙江 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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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居图》的富春，到了那儿之后，我

详细地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九

百多年前到富阳，之后也被边缘化，六

七十岁了才在边缘的山 里画这幅《富春

山居图》，城中心都是领导、企业家、

达官贵人，黄公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

把这幅图在寂寞中画完，画完给了一个

僧人“无用”。一个寂寞文人感 叹自己无

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还喜

欢这幅画，送了。九百多年过去了，城

中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这

幅无用的人画的无用的画可是真有 用，

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

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

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

真没用吗？ 

   今天下午，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

读书的问题，“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

多同学都去看美剧等等，我是不是需要

坚持”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炫

耀读多少书 和炫耀多少财富没什么区

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用“坚

持”这样的字眼去说读书时，已经坏

了，读书是一种乐趣。有人问我，哪本

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 都想得到一个

功利性的结果，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定最

有用。但我觉得对我最有用 的书肯定就

是新华字典啊。（笑）不可能再有第二

个。剩下的、所有的书都像小溪流从源

头出发，长江黄河在开源的地方都是涓

涓细流，然后不断地有水系汇入其 中，

然后不断地、慢慢地壮大到长江和黄河

如此之辽阔。你能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

流、哪条汇入的河流让黄河成为黄河，

让长江成为长江？我当然无法回答，我

这一路上汲取的这么多营养，到底是哪

个营养塑造了我。有人问我读了多少本

书？我说无法回答你一个数字，此时此

刻我什么样就可以反过来告诉你我读了

多少书，因为它变成了我。最重要的

是，读书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不是

我的结果让我得到了乐趣。 

   现在去中国的书店，最显著的特点

是有这样几摞书。第一个是与考试有关

的书，第二个是（关于）养生的书，第

三个是所谓的畅销书。这涉及到人们所

关心的（内 容），要过关，要长寿，要

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具有功

利性。但是有很多好书不是为了功利，

而是为了有过程。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

会得到很多乐趣。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的这本书，一

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

眶我觉得很好，我还有热泪盈眶的时

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当你知道自己

是谁的一个重 要缘由是，知道你还容易

被什么所感动。我来的路上看的是《西

南联大行思路》，是张曼菱写的一本

书。这本书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

方。比如说邓稼先的爸爸是 清华大学哲

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

他的儿子即将要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

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

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 确反

应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

是如果没有哲学系他所拥有的境界，

（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

头，抛离这一家子的传统？最后，邓稼

先（成为 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被炸

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写了一

句话“物质之损失我毫不挂怀，南开之

精神将在这个废墟上永远。”蒋介石决

定彻底 抗日就是在头一天，南开被炸之

后第二天作出的决定，蒋介石讲了一句

话：“中国在，南开在。”张伯苓的儿子

从军学了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

机，在与日本 人的战争中阵亡了。这就

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

校长公子。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这

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藏着这种无用的

阅读乐趣。(而)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

用的事情的一步步熏陶过程中，慢慢健

全独立起来。 

  …… 

   现在应该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去做看

似无用的事……我每周必须跑五天的

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在跑的过程

中慢慢成为一种享受，你跟自己对话，

把自己放空。 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

先想到的是跑步，的确，当我跑完步的

时候，累的是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和

过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辩

证法。 

  …… 

   大学是止于至善，这是我认为大学

最重要的因素，永无止境。创新需要具

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

格，人心的自由。我们过去对自由的理

解是狭隘 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面对

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只要可以探

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

阔，无法掌握的是最辽阔的，人心是最

辽阔的。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

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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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的和无用的

相结合。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

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我

舅舅是中学数学老师，以前每天都跟我

玩一个游戏，每天都给我出一道题，但

缺德的是他 往往先画一条辅助线，让我

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我是一个孩

子，只是每天去完成一个任务，总能找

到，因为任何一个平面几何题都有一条

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辅助 线能把它搞定，

很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深深

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

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

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

候，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

线，创造力和不同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

诞生了。你 要知道，第一条辅助线是功

利的，第二条辅助线是无用的，但是第

二条辅助线提升了我，塑造了我。作为

一个学生，只要我找到第一条辅助线，

得10分，OK啦， 我完全不需要再去找

第二个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的

训练，深深成为了今天的我。我不相信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了答案我

也从不绝望，我再去找第二 个答案就好

了嘛。所以我称之为第二条辅助线，而

它恰恰来自于不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

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一定是有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

与众不同，开始另类，开始有第二条辅

助线，开始做无用的事情都被鼓励。 

  人类的进步是由科学家的好奇推动

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杨振宁

跟我说过，物理学到尽头是哲学，而哲

学学到尽头是宗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

大圈，因此他的话对我是有相当的说服

力的，他是这个 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成为一个大家会看到一个相通的地

方，而不是聚集在这，他之所以给我讲

这句话的缘由在于他经常做无用的事

儿，而且感谢这件事儿，就是 读大量的

金庸小说和各种文学作品。 

谢谢各位。 

 

白岩松 

央视主持人，1968年8月 20日出

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1989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

系，主持《新闻周刊》、《感动

中国》、《新闻1+1》等节目，以

其“轻松、快乐、 富有趣味”的

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欢。出版

作品有：《幸福了吗》、《痛并

快乐着》、《岩松看美国》、

《行走在爱与恨之间》等。 

群贤楼群（来源：厦大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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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梦回鹭江滨》有感 

文 / 林宇光（生物系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梦回鹭江滨》为我校48届机电系苏林华学长近期出版的文集，收有与厦大有关的文章十篇。我校生物系91岁

高龄博士生导师林宇光教授详阅该作，撰此文以抒读后感。 

 

林华学兄： 

大作《苏林华文集》、《共饮长江水》、《雨雪霏霏集》、和《梦回鹭江滨》等四卷均已收到。前三卷藏于厦大家

里。近作《梦回鹭江滨》一册拜读详阅，收益良多。因感怀和浮想翩跹，难以片言几语可尽。故写此长文寄我遐想。 

纵观近作，深感我兄热爱厦门大学母校师友，当然包括英华母校和群生级友在内。其中特别长汀厦大岁月，萨本栋

精神和汪德耀老校长二位生平，增添我对他们的认识。因为我是文革之后，1972年才由下放尤溪二年半后奉令调来厦大生

物系，配合我恩师唐老仲璋院士、教授，重建被解散的寄生虫学研究室。因此我非厦大出身，对老厦大各院系认识不多。

即，如生物系老师亦是所知有限。例如汪德耀教授，我来生物系时他既非校长，亦非系主任。实际我认识汪教授是在1953

年，我在师院生物系时1953年举办科学讨论会，曾邀请汪先生来校参加。当时认为汪老为人豁达奔放，专长细胞生物学。

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从事厦大生物系的教研生涯。1954年厦大生物系举办生物科学讨论会，亦邀请我们由唐老带

领的生物系几位教师来厦大，我这是第一次来厦大和参加科学讨论会。当时汪老是生物系主任，过从中为师院和厦大二校

生物系结下深厚友谊，他同意保送当时1954年级生物系最优秀的学生，尤玉博来师院后成为师大生物系副主任兼福建省动

物学会会长。文革后我来厦大后和他仍保持亲密的老友关系。可惜他已经去世多年了。我与汪老同事数十年，深知他是一

位博学、热情正派的学者。你记述了他在长汀抗日时期在厦大任劳任怨的办学贡献，是我前所未知的事。同时，这表示你

对汪老的敬仰的精神。此外，你对母校厦大解放前“校园忆旧”的描述让我更多认识厦大的旧时面貌，引我追忆1954年第一

次来厦大的远事和1972年调来厦大时依稀留存着一些旧厦大的校舍状况。我来厦大已经42年，而今旧貌换新楼。（我记

得1954年来时尚见到陈嘉庚先生巡视监督集美大桥建设的情景）。你所说的博学楼，我才知即是现在的“人类博物馆”。

1975年我到厦大后原拟由芙蓉四楼（学生宿舍）迁到人类博物馆宿舍住（当时改作教师临时宿舍）。据知旧的生物楼是厦

大最早建在山上平地的一座教师住楼，鲁迅、林文庆、林语堂等名人曾住过生物楼。后被日舰击毁，后再重建的。我们研

究室建成后，才搬入迁到海洋所的海洋生物研究室内。生物楼前萨本栋校长夫妇墓碑地，原来是座小基督教堂这是我前所

未闻。政曾、悦诗、家骙曾在此受洗礼为基督教徒，而且政曾、悦诗是在此结识，后到香港工作而结婚更使我惊讶。引我

记起我亦曾于1937年在仓山三一中学初一时受洗礼为基督徒的情景。这

里我有二个疑问：①廖翔贞是否廖翔华的妹妹？（答：是的）②映雪楼

是否位于旧厦大5大楼最左边的一座楼？（答：非也，它是右2座）曾作

为外语系楼和改作研究生办公楼？（答：此是囊萤楼也）。1948年时厦

大有4个学院。理工学院有7个系，其中我只认识生物系的郑重系主任

（我72年来厦大时）郑重师在海洋生物室）和化学系的卢嘉钖（我到厦

大时，他已离厦大到省物质结构所任所长）。郑重师和我恩师唐仲璋师

友谊甚深，故我也敬仰他的海洋生物学的多才。后来郑重师在浴室洗浴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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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脑溢血而突然仙逝，令人叹息。 

《梦回鹭江滨》用以标题很有诗意，但更显我兄对厦大母校的热爱。此书贵在详记长汀抗日时期厦大前贤的办学精

神长垂不朽，可作厦大后辈人景仰和自强不息。此外，特别感到我兄对厦大机电系的详述，可为机电系前贤办学精神树史

立说的第一人。你不愧是前贤培养的好学生，可慰他们在天之灵。 

君在长汀时代教师陈容描述中，第一位是郑朝宗师的介绍，增添我对郑师历史全貌的认识。我调来厦大（1972年7

月）时，被安排在红卫四楼（即芙蓉四楼）二楼与郑师（下放归来）隔室而住。我是一室祖孙三代同住，郑老一家四人，

也是一室同住。我们二家同病相怜，又是福州同乡，后成为亲密邻

居。他与唐仲璋师也相识。郑老如你所说，博学兼通中西文，确实真

才实学的学者。他的夫人和我的爱人王尔明后成为好友。郑老与唐

老，傅家麟师、王樊和、陈碧笙师等诸家均是好友。我从他们过从

中，深知他们谈古论今，诗、词酬和，实为知己之交。而今他们均已

作古数十年。你描述郑老授课情调和撰写（萨公颂）确可流传千古。 

你对长汀抗日时期的详述，对萨校长治学与办学模式以及学

制、学风等创设，令人肃然起敬。尤其注意并禁止学生以方言组织同

乡会的派别活动，并吸取邵武协和大学学生的福州、闽南方言同乡会

械斗打架的教训令我佩服。我感到你对长汀时期厦大师资阵容，通过

他们开设的课题讲授内容，来表达他们的才学质量十分欣赏并佩服你

的记忆能力。除介绍郑朝宗之外，如王牌李庆云教授，谢玉铭博士等

等十分具体。美机在长汀升降，特别有关飞机失事后，厦大师生可利用飞机残骸，收集可用之材物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等。

我记得1945年初，邵武亦有一次美机失事市郊山旁，当时协大学生有些到现场参观，个别同学捡拾飞机散落件留念，却遭

到邵武姚家恶霸家奴殴打并抢去物件。被打同学回校向学生会哭诉被打侮辱情况，因此引起许多同学公愤，集队到姚家抗

争，大闹厅堂，打碎古董和字画。姚家勾结官府，旨欲逮捕学生首领，激起同学罢课游行示威。 

你对萨本栋校长生平介绍，谈及萨家源于蒙族的由来和福州有蒙古营的居民和名称的历史关系，令我深感兴趣。萨

家在福州和闽侯人皆知是望族，萨镇冰是人尽皆知的马尾创建中国海军名将。2001年4月，你趁回校参加校庆活动后，协

同厦大老校友回访长汀厦大旧址的记述，事隔55年尚记忆故事如此之多，真令我钦佩。特别在参观原校舍和萨校长故居

时，是大雨连天中进行，你看到厦大旧校依稀，令你感慨万千。我也被你长汀回访旧厦大的描述而动容。这引起我联想在

1974年（事隔40年前）首次长汀之行。当时我带4位同仁到长汀河田镇的（河田种鸡场）作鸡（住白虫病）的科研调查。

你说在大雨时拜访萨校长故居，曾仰望北山（现称卧龙山），北极阁仍在其上的描述。令我忆起首次长汀之行时，曾偷闲

同几位同仁，攀登卧龙山瞻仰革命先贤瞿秋白故坟及其纪念亭。可惜当时文革中瞿秋白墓被红卫兵毁坏，尚未完全平反和

修复。亭尚在，而故坟仍堆满污物垃圾，臭不可闻而不忍回顾。我曾留诗一首寄怀，今忆录如下供指正： 

                       游卧龙山寄怀  

                   （1974年10月于长汀） 

 

越上西山日照斜，   （西山即卧龙山） 

白云翠树仙人家。    （山深处有一座白墙古刹的尼姑庵是否北极阁以后改造的尼姑庵？） 

桂城心吊先贤血，    （据知长汀（即桂城）系老区，有不少烈士就义长汀卧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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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水洲开烈士花。     其中就包括瞿秋白。） 

坟毁秽墟秋白恨，     文革中秋白墓被红卫兵毁坏，污秽成墟不看回顾，可恨！ 

岗埋忠骨卧龙誇，     纪念亭犹在，但山岗埋着许多忠骨，卧龙诸葛孔明泉下却会赞美。 

纷纷落叶伤行客，     深秋季节心有怆凉之感。 

一片秋心对晚霞。 

 

         你对德耀师在长汀代理萨校长接办厦大，临危受命，任劳任怨之功绩，令我钦佩汪老校长崇高精神。同时表明我兄

对汪老有深厚的感情。当年汪老大胆聘请郭大力、王亚南大师到长汀任教，令人敬佩。后又礼聘卢嘉钖大师和多位来自各

地后方的名士来厦大讲学任教，使抗日战争时期的厦大，成为名闻海内外的名校。汪老算是功不可没。不愧是一位有远见

的教育家和科学家。 

此外，1946-1948年间，学潮激烈，厦大同学同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学生一道，在全国学联的领导下，一同参加

声讨反动政府血腥镇压的热情、正义和爱国的学生运动。特别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罢课游行的学生运动。当时汪老

不阻亦不干涉厦大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且尚明中或暗里保护同学，拒抗反动军警按黑名单逮捕学生。其中包括保出被捕的

学生会主席陈景汉，暗中送走带头鸣钟的林坚冰同学逃跑等正义爱生活动。你毕业时（1948）尚得以保送到台长期从事水

泥生涯，对你则是再造之恩。难怪1993-1998二次1948年级庆）毕业45年和50年）都恭请汪老参加庆祝会讲话和拍照等

等。汪老豪放爽直品德我亦有所知（我是1972年才到厦大与汪老同事28年有余）。会中公开讲话，大胆提出修改国歌，

足见其豪放性格（不畏权贵）。（这亦是我前之未闻）。你提及1947年化学系毕业生李联欢博士发起成立汪老生命科学基

金会（其中包括你）多是非生物系毕业生，每年给生物系学生颂发奖学金，这是我前所未知事。同时海内外汪老学生尚发

起设立汪德耀前校长文档馆于厦大图书馆二楼。我以前尚未注意到，表明生物系和现在之生命科学学院对此事未加赞扬并

已淡忘，令人感到意外。 

1983-1984年，生物系的细胞学研究室和我们寄生虫学研究室均被国家教育部批作教育部直属研究室。审评汪老、

唐老仲璋院士，我以及唐崇惕等4位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和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批准成立动物学博士点细胞学和寄生虫学

二个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有权授给博士学位。当时这是生物系唯一的博士点，并拥有4位博士导师。此间我系从

未提及汪老有科学基金，可每年颂发学生助学金（包括全校）。直到本世纪初生物系改为生命科学学院之后，细胞生物学

研究室改名，教育部直属寄生虫学研究室的金牌被脱下。（2013年经我回校上述厦大领导，要求重新挂上教育部直属研究

室金牌，2014年现已挂在生科学学院门上）。上述可见后辈尊重前辈之美德十分淡薄了。希望汪老生命基金会和樘馆坚持

长存。目前由我和唐老学生苏新专博士（长江学者兼职我室）正在发起筹建唐仲璋院士奖学金基委会，待有一定数目后公

开上报。这是学生最有意义的纪念先贤恩师的方式。 

有关汪老夫人王文铮夫人美德，是我前所未闻，令人钦佩。尤其祖辈箍桶，自用竹圈悬挂厅堂纪念，启发后辈发奋

图强。祖父、父亲等上辈均有成就。她与汪老奇缘以及汪老夫妇的结局，特别汪老骨灰三份处理：（一）撒大担海（二）

埋凌峰松下（我返厦大必走查看）（三）在女儿汪敏美国家里。厦大历任校长均被表扬或立像，但汪老似被淡忘，只有你

们声援支持抓紧向目前校方领导倡议、给汪老适当的最佳表彰。 

关于郑贞文先生的报道，令我添识不少。郑公是厦大首任教务长，并是厦大校歌作词者我前未闻，也未见校歌原词

（因厦大少唱校歌），更令我惊讶。其中《自强》和《南方之强》更显突出。不知谁定“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校训，

与郑公校歌之词有关？他在厦大时日不长，但其贡献厦大的大计甚大。你是推崇他的第一人。顺便提及一事。我的爱人王

尔明曾到永安省政府幼师任教师二年，是郑公到洋口英华视察时，同情岳父王穆和师家贫儿女多，尔明幼师毕业后因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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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升考大学府，失业在家，暂为龟山小学代课教师。经芝美校长代向郑公上陈此事。郑公即手谕介绍王尔明到永安省府幼

稚园执教。以解岳父儿女多以及贫困之忧。这是1943-1945年之事。抗日胜利后1945年底，1946年初才返榕到毓英小学

幼稚园任教）。你还记写南平中学校歌《紫云钟声永铛铛》，还记全省中小学校歌《山苍苍，水泱泱，绿榕丹荔是家

耶……，青年青年……，复兴民族倚谁任？快起来，努力生产增进富强。这些既通俗，又爱故乡，中国的歌词。对中、小学

儿童青年有重大的爱国爱民的教育意义！郑公在福建任教时期，对我福建人民的贡献，要永记在心。我认为你的有关郑贞

文先生的记述资料十分宝贵，请你多寄几本《梦回鹭江滨》给我，我拟分赠协大、英华校友。如陈世明、施自祥、金章岩

兄弟等分享你的大作。 

你对洋口英华岁月，读及陈芝美校长的一生办学精神（包括执教厦大四年时期），十分珍贵。我是三一中学（1938

-1941）在崇安初中毕业，后到邵武我父亲林振骥（执教协大化学系教授）家，转学格致高一（当时由永泰迁来邵武）。

1942年秋转学洋口英华高二。当时我带着父亲手书给陈芝美校长（我父亦是英华毕业，与芝美校长、林文聪主任等上下班

同学），陈校长笑摸我头，唤文聪主任就在其办公室笔试语文、数学、化学三科，交卷后经他审阅后满意，即嘱我秋季末

来上学高二。我记得高二上沈师姑的第一课时与丁政曾二人同桌椅。沈师姑一见到我是新生，感到惊奇，她笑着叫我站起

来念一段她指定的英语课本给她听，念后她笑着很满意，又叫我坐下。这个印象我十分深刻。记得1989年我第一次去美国

西雅图，是应华盛顿大学医学院R. L. Rausch教授邀请访问其寄生虫学实验室，交流棘球蚴病（Hydatid disease）的科研

工作。（在此之前我曾已邀请Rausch教授三次，带他同去西北、宁夏、新疆棘球蚴病区考察病的流行学问题）。曾谈及我

是沈师姑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学生，他即代我查沈师姑（Miss E. Simester）的电话号码，查对后通话的是他

的侄女，（沈师姑外出不在）。Rausch教授拟可为我开车同去拜访，并说沈家在温高华离此不远，可惜因事烦没有成行。

我在群生通讯（55期，1912/12月）刊读严家骙（怀念沈维德老师）一文，看至最后一段1991年1月沈老师仙逝前许多动

人事迹，包括巧遇希圣，担任志工，设立中美文化基金，省钱积蓄一万美金捐赠英华及其1946年返美后还念第二故乡福

州，直到因病仙逝后动人的崇高风范，令人泫然欲泣。我痛惜1989年没有成行拜访沈师，是我终生遗憾之一事。 

你犹记着芝公亭柱上的对联“山秀当前起，波长不尽流”是陈衡庭师墨宝，此联意义深远，含映英华培育英才共水长

流。只以群生级为例，如君、政曾、坚冰、慰慈、大镛、钦西、敦清、秉瑜、正修……等精英，有科学家、企业家、数学

家、医学家、革命家……等等均可说明。若以英华建校以来，培养的精英更是不计其数，不尽知也。可惜解放初期极左思

潮和运动，英华被停办多年，后虽复办，却遭遇经费、生源、师资、校舍等种种曲折困难，至今元气尚未振兴。如中学部

校舍未得建设，师资队伍仍少名师，职业学院专业多年没有特

色，优秀生源长期不足。想要成如昔日英华中学一流名校，恐

要负重走很长之路。 

我兄在《怀念林观得校长》一章中详述他与苏松珍的“千里姻

缘”。我才知是芝美与世静两校长之撮合。他们夫妇我均十分

熟识的。我和松珍夫人曾同事于福建师院生物系。她在生物系

图书馆任主管，我的许多科研资料文献，全靠观得夫人打字录

自国外各种寄生虫学刊物，如美国之Journal of Parasitolo-

gy，英国的Parasitology，Helminhology，或法、德、日、

加拿大等国寄生虫学专刊等之内。文革之后苏夫人因师院解散

而退休，并在仓山烟台山华南女子学院复校后义务兼职。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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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我曾到仓山华南女子学院参观时，她与华南老友（如陈钟英、刘琼琳等）共聚一起。至今未闻她的讯息（现见你

书，才知她已于2001年逝世。）。观彬是我父好友，曾同到南屿窗下乡我的老家，我幼年时见过，你在洋口高一时曾因鼠

疫而停课三周，当时我在邵武格致高一就读，亦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停市，死人无数，十分可怕。观得师在反右、文革时期

被批斗，以及陈芝美校长文革时被揪斗等我曾亲眼见过，而且我同师院生物系老领导、老教授等十余位同关进牛棚，同样

被游街、游校、拉车、洗厕所、打骂等是常态，而且都是我教过的学生和过去留校的青年教师们天天打骂或勒令跪地、站

椅批斗。你说有陈怀桢师揭批芝美，认为可叹而不平！其实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吴秉瑜在师院历史系因地下党（城

工部）问题，平时被拳打脚踢外，曾被勒站在桌上加椅为台之上批斗，并被拉下跌断脚骨。后下放管制在建瓯小村达5年

（我下放尤溪2.5年）。罗慰慈被批斗后下放甘肃酒泉荒野山村达10年之久。后才平反调回北京。你们几位群生级友1948

年厦大毕业后先后到台湾任职，后到美、英、澳、泰等国深造和任职，可真幸运。若留职国内，也是难逃反右、文革灾

劫。像你之才干，非官即经理之高位，可以想象必遭文革等运动之祸（一笑！）我再引你此书的“哀思”为证，表明你若在

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的形势之下，年青人怎比你我现在过来人阅世之深的见识，不能过严责怪当时的景汉兄的批斗观得校

长，李正修亦在，不能认为是第一线的杀手者；高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批判美帝奴化侵略、赶走美帝国主义代理人及其

走狗……等口号，更会另你痛心及心寒。必须理解当时形势下，有万人的反美情绪和抗美援朝的爱国、正义和热情。英

华、三一、协和大学、文山、格致以及华南女子学院、华南女中等寿归正寝是当时新中国政策下的需要，也是牺牲品，无

法扭转乾坤！当然，从现在的史观认识来看，当年许多极左运动和做法十分的可笑和幼稚，如：教会办的学校就是奴化教

育必须停办，教会学校的校长、教师都是美帝的走狗、洋奴。由教会推荐或热心教育的外国人主动来校执教的都是特务。

记得当时有人传说毕理夫妇是美国的特务等等。又如仓山神学院院长杨昌栋，解放初期即被揪出游街批斗，打锣自喊“我是

洋奴”，“美帝奴才”……等侮辱性做法。 

你1948年厦大毕业之后的赴台工作和经历，我看后感到十分的钦佩，特别从事水泥事业的生涯，使你成为一位卓越

的水泥企业家和杰出的总工程师。同时我对你的奋斗精神和创业才干，以及对老同学（包括厦大和英华校友）的热情和相

互友爱与支持极为感动。例如，你初到台北机场即得到家骙和英华天鸡级友李贤武、更生级翁贤谆学长的指引、带路以及

食宿等的帮助。特别家骙带你拜访名士叶明勋学长，我久闻他是我的协大老师严叔夏（严复之子）（也是家骙同乡亲属）

的女婿并提携许多英华、协大校友介绍工作，如魏培德、苏桁、张文耀、张瑞松、林宏焕等级友（可惜已经仙逝）。初到

高雄，又有李齐崑兄接待并宿其家，而后才到高雄水泥厂报到并工作达20年之久。你在高雄从事水泥生涯经调升，是你苦

干、奋斗的写照，令我钦佩不已！台湾（白色恐怖）涉及以诺（我认识）被判刑，据我所知尚有我的师兄（严侨、叔夏师

的公子）也同样被入狱险死，后得明勋学兄担保才释放。丘以芳、以芝、以芬等我都认识，同我爱人王尔明过从甚密。 

你提及穆霭仁（D.Mclnnis）师，我曾在厦大接待他一天，是以英华厦大分会（当时我任会长）名义。时间大约是

1984年，他说曾于1945年入教洋口英华。（故我未见过）。后又在协大丁汉波家再见一次。他和丁汉波师上海结伴回闽

时遇险之事我已详知。但穆师在台筹建教堂，特别在高雄建教堂、整合英华、华南校友会活动之善举是我前所未闻。穆师

对英华和福州有深厚感情令我钦佩。但至今我未知他的讯息，你后回高雄见故厂破落，2001年所见英华校友后继无人、故

人逝去、教堂钟声杳远、心哀神伤！但未提霭仁师的下落，他尚在否？或回天国？ 

有关你在馀音一节所写的长汀和厦门往事，许多你的厦大老同学、故旧的过从，我大多数不认识，故从略。还有你

多次返厦大参加校庆活动和见闻，我基本知道，这里我也从略。但我对你“怀念蔡悦诗与丁政曾”一家人的文章深感亲切。

政曾在洋口英华高中时期是我的密友，我们在文组同桌同椅学习二年，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二年），但友谊甚深。1944年

毕业后他和你同入厦大，我则和慰慈、和治、钦西、秉瑜等十多位级友同考入协大。你的大作中使我对政曾和悦诗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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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里的生活历程有较全面的认识。记得抗日胜利后（大约1946-1948），我们在福州尚多次见面，他曾到我老家（闽侯

村下乡）作客。政曾自厦大毕业后到香港谋生，他同悦诗的认识到结合成家，并同到泰国办纺织厂，终成为豪富的大企业

家。他们夫妇带一双儿女到台湾旅游，自台北游遍台南，沿途观名胜、访故友，终落足高雄你家。此时你第一次接待政曾

悦诗一家人，欣喜之情可以想见。他们访问你在高雄建设的水泥厂，必定十分欣赏我兄之才能，也许以后政曾夫妇推荐你

赴泰国受聘廖氏家族建设世界一流水泥厂，并聘任厂长，后提为全公司的副总经理，直任17年余后功成荣回美国南加州与

儿女同聚。 

1993年10月你们（包括政曾、家骙）三家前来厦大参加你们厦大1948年级友毕业45年级庆，以及政曾夫妇捐建

（建文楼）之义举，令厦大师生十分钦佩。事后你们三家先行福州，我同正修后至福州共同参加群生级会，真是盛乐之喜

也。悦诗笑说：“你们群生级出了两只大虫”，意指敦清和我二人都是搞“虫”（寄生虫和昆虫），形容生动令我记忆深刻。

事后你和政曾俩家各飞美国。家骙兄似是留榕探视老家和亲友，我和秉瑜、正修及家骙兄等4人曾游览福州西湖，影照多

张留念。不意你们在美时病事甚多，一年半之间政曾兄心脏病发，悦诗嫂骨折，不久尊夫人却癌病仙逝，痛之伤之。悦诗

嫂康复离美之前，特一人南行尊夫人墓前吊唁，足见她的仁爱之心令人动容。据兄所述：政曾兄仙逝于1995年5月25日，

而悦诗嫂于2008年5月31日因癌病魂归天国，相隔整整9年有余。人生寄客地球，犹如朝霞，瞬间即逝。对此我引李商隐

（年题）一律，更感诗意深远而有哲理。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此诗最后一联令人想到我们来日不多，行将就木的人，不要像青鸟一样殷勤探问人间世事吧！正如你的“馀音”一节

引用《诗经》中《采薇》一诗所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

我哀！ 

而今你我许多故旧知音、亲属恩师等包括英华二位校长、悦诗、政曾、正修、敦清、坚冰、以及厦大的老同学……等

等，俱往矣，天上再见吧！ 

这里你在怀念悦诗、政曾夫妇捐建厦大建文楼、颂思楼的细节，反映他们热爱母校、孝教父母和教育事业等壮举而

感自豪。我每次返回厦大时经过建文楼、颂思楼，我都心动怀念政曾、悦诗亲切的面貌。他们崇高形象永垂千古。 

你所写怀念坚冰，正修如同政曾悦诗等情深宜重，引我共鸣！其他你的忆旧文章我因不认识而从略。 

最后，再表我对令尊苏儒善公在世时丰功伟绩的景仰，同时亦特别钦佩你对令尊修碑立传的孝贤之心。令尊除对基

督神学有造诣外，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著有《教育的理法问题》一书。令尊更是一位早起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国民

革命家，热心爱国为民，献身革命救国救民事业，更令我肃然起敬。抗日胜利后1949年间，不去台湾，慨留家国，返回南

平执教剑津中学。解放后执教福州第十八中学。不幸动乱中旋迁尤溪，最终病逝尤溪山区。我于1969年12月师院解散而

下放尤溪台溪公社山区，一晃2.5年才奉令调到厦大生物系，协同恩师唐仲璋院士重建寄生虫学研究室，至今已42年余

矣。我是出身协大，解放初经院系调整后，从省研究院合并到福州大学生物系。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福建师范学院，直至

文革师院解散为止。我对尤溪有深厚的感情，等于我的第二故乡。解放前的光复中学解放后改名第十八中学，校址迁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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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西路的向善坊，前门即在我家居住的通湖路湖光花园斜对面，同我如同邻居。你若有机会返榕，盼来我家作客（秉瑜兄

家也迁到通湖路近西湖公园不过百米之路。我可带你到18中学拜访令尊执教过的故校，或可寻觅令尊执教事迹。此外，令

尊曾任莆田县县长时期，大力兴修千古镇海长堤。此堤造福三十万农渔民家耕渔民生命之安全功绩，得到莆田县千家万户

人之爱戴。此后莆田县黄石镇（此地我曾去开展过绦虫病调查工作）已修建一座镇海堤纪念馆。正厅神龛中塑造历代伟人

的神像，其中就有令尊莆田县长苏儒善之塑像。我认为这是莆田人民对令尊有崇高的彪炳功勋的敬仰。 

感谢你赠送此册《梦回鹭江滨》一书，尚有我兄文集、《共饮长江水》、和《雨雪霏霏集》等大作。我返回厦大宿

舍之后，慢慢阅读，品尝我兄佳作。上面所述我读《梦回鹭江滨》之我见，不妥之处，恭给指正。耑此祝君圣诞快乐，新

年如意。 

弟 林宇光于榕城  2014年12月24日圣诞 

 

 

 

 

关于 “止于至善” 

（来源：厦大人公众微信号 02/06/2015） 

 

校训是大学人文精神与历史文化的凝练和积淀，国内不少大学的校训中都用到“止于至善”。 

前日，看到一篇以“一字误读被坑十年”为题的短文，谈到：多年来对校训中的“止于至善”被引导误读为：“至善，是指

永远达不到，所以不会止步”。如今才明白，原来“止”的意思通“旨”，是“目标原则”的意思，“止于至善”就是将追求真理作为

目标。 

为此，有必要对“止于至善”细揣弄清，尤其是要理清“止”的释义。 

迄今对“止”在“止于至善”中的解释至少有三种： 

一是“停止说”：“止”为动词，停住、中断的意思（见《辞海》）。朱熹《大学章句》解为“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则事

理当然之极也。 

厦门大学官网中的《 厦大简介》表述或出于此：“止于至善”指通过不懈的努力，以臻尽善尽美而后才停止，也就是

说不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绝不停止自己的努力。 

二是“目标说”：“止”为名词（见《辞海》）， 止通旨，有目标原则之意。“止于至善”就是以最完善境界为最终目标。 

三是“达到说”：“止”为动词，作“达到”解（见《中华辞海》），“止于至善”，即达到极完美的境界。 

对“止”的三种说法，虽各有其据，然释义相近，逻辑清晰，本无大碍，若出于避免产生“误读”，使用第三种表述为

好。理由有三： 

1.“止”作动词，比起“止”为名词，用在“止于”，更加符合语法； 

2.“止”作动词解的两个含义“达到”或“停止”，正面说“达到至善”，比倒过来说"达不到至善就不会停止”，更加明确肯

定，更为清晰入耳； 

3. “止”作“达到”解可避免歧义。有人说：“不是“学无止境”，为何“止于至善” ，虽为误读，但释义中出现“停止”这个

词，或是“诱因”之一。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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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父亲 

— 怀念李金培 

文 / 李慧华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这是一个令我们全家悲痛欲

绝的日子。亲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挚爱的家

和女儿们，离开了他学习、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校园，离

开了他朝夕相处的同事。系里的老师们痛惜地对我们说：“你

们父亲的去世，不仅是你们家的损失，也是历史系的重大损

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好书记，他是值得我们一辈子怀念的好

领导和好朋友！” 

父亲出生在福建莆田江口镇李厝村，因为是家中最小的

儿子，父母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决心精心培养，因此取

名李金培,字绍纬。天资聪颖的父亲果然不负众望，于一九四

七年考入厦大历史系。那时的江口一带，进入大学深造的学

子凤毛麟角，父亲就读于厦门大学，着实让李家荣耀了一

番。 

在进入这所以“南方之强”著称于海内外的大学学府里，

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并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于1948年

12月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城工部，并成为历史系核心

小组五个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发动学生积极参加历次学生

运动。临解放时，接受组织的安排，回老家发动民众开展迎

接解放及解放大军的准备工作。 

解放后，父亲先后在厦门师范学校任校办秘书，厦门市

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厦大校办秘书，1956年调任厦大历史

系总支书记直至1978年去世为止。父亲的一生虽然是清贫、

短暂的，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的，永恒的！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身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政干部，父亲深切知道要建设一

所好大学必须要有一支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而各个系是组

成一所大学的基本单元，因此他二十二年如一日地爱才，惜

才，护才。印象最深刻的是，系里有位教学骨干，夫妻两地

分居。善良的父亲为了解除其后顾之忧，四处奔波协调终于

将其妻调入厦大，使得该教师能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中，

为系里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每年春节不论

多忙，父亲都要亲自上门慰问已故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

的遗孀。或许是父亲人格魅力的影响，在他去世多年后，每

年清明节扫墓时总有系里的教师和我们一起前往，实在让我

们感动！ 

     1966年文革爆发初期，父亲经历过无数次的检讨、批

斗、游街，被关押在芙蓉二的“牛棚”里，不得回家。在转氨

酶高达608、肝肿大9公分的情况下，他还被逼下田挑大粪！ 

但即使这样，父亲对于曾经整过他的人却非常宽容。有

位当时带头整父亲的红卫兵后来一度是我的同事，我曾经问

过父亲，此人在大学时的

表现，父亲只是轻描淡写

地一带而过，“他比较调

皮”。仅此而已！ 

1978年2月份父亲正

式恢复工作，重返历史系

领导岗位；在此同时校领

导不止一次找他谈话，希

望他在担任系书记的同时

兼任校党委常委，但父亲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

难承担如此重任，婉言拒

绝了。在如今跑官买官成

风的年代里，父亲的这种

举动或许不被人理解，但

父亲就是如此朴实的一个人，也体现了他入党为公，不为名

利的高尚品格！ 

父亲的一生正如系里教师们为他写的挽联: “卅载如一

日，鞠躬尽瘁为黎蔗，五徇有二年，壮志未能酬党恩”。  

父爱如山 永生难忘 

     虽然父亲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们的教诲却永远

铭记在我们心中! 

   记得有一回在和父亲闲聊时，我问起党政干部级别划分的

情况，开始父亲并没在意，两句话之后突然意识到什么，立

马很严肃的说，小孩问这些干什么?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

的勤务兵! 这句话在当今物欲横流，官腐成风的年代里或许

人们认为这只是台面上的话，而在父亲心里却真真实实的把

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是这么说也是

这么做的，这就是那个年代干部的思想境界! 

      新华还记得，当父亲偶有空闲，就自创一些小娱乐项目

与我们开 

心享受。比如他会让我们在依墙而放置的板凳上坐稳，在墙

上放置旧报纸，然后借助灯光将人投影在墙上报纸上，用毛

笔描画出每个孩子的侧面头像，看谁做的最稳，画出的头像

最好。再比如，他会借助灯光的投影，用双手变幻出各种惟

妙惟肖的动物造型。 

李金培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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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时光令人难忘，然而最最令人难忘而深深铭刻在我们心坎上的还是一张令我们永远感到心痛不已的照片！那是

“文革”末期，父亲和我、端平、新华的一张合影，照片中的女儿们个个面如满月，笑靥如花，青春飞扬；而默默站立在三

个女儿身后的老爸却瘦骨嶙嶙，神情忧郁，一脸倦容。父亲是在用其瘦弱的身躯独自承受着各种压力，耗尽了全部心血，

为我们遮风挡雨，使我们能健康成长！而我们却不能为老爸分忧，不能让他与我们多呆一些时光，至今想来还为我们当年

的不懂事而痛悔不已！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3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多年来总想写点什么表达我们的追思，虽然文

笔拙劣且对父亲所做的工作了解不多，现在总算一了心愿，谨以此文寄托我们绵绵无尽的思念! 

（本文由李慧华根据李家五姐妹口述执笔整理） 

 

文 / 傅志东（82届 化学） 

        去年（2014年）圣诞前夕，欣喜地收到庄昭顺学长寄来的一册印刷精美的《朱一雄山水画第三集》，并附有昭顺学

长的一封信。信中说，一雄学长含笑离开人间已经快两年半了，这本书是昭顺学长与女儿多丽、希玲、静华、雅施含泪编

辑出版的。她希望籍由这本书的出版，让更多人知道他的绘画。 

         朱一雄学长的这册画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两套山水画，一是黄山烟云共二十幅，一是长江万里图共十六

幅，第二部分收集了书法和、花鸟、动物、瓷器画等。他的长江万里图十六幅在台南展出时曾经引起轰动。朱一雄学长的

画作，被艺术评论家称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佳作。他笔下的山水画被称为暨秉承了传统的精华，又充满了具有现代理想意

味。 

         朱一雄学长194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

系。后赴菲律宾从事教育工作，进而攻读美术

学位。朱学长曾任菲律宾东方大学美术及美术

史教授。1968年，朱一雄学长与夫人荘昭顺学

长女士携四位女儿从菲律宾移居美国。 随后被

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

ty） 聘为终身教授，从事教育与创作。 1989

年退休后，除了指导学生研习中国水墨画之

外，还积极推广东方美学思想，传播中华文

化，多次带领学生到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观

摩、创作。 

 

 

在Amazon.com网站可购: 

I-Hsiung Ju’s Landscapes Book III, $29.95 

十册以上订单有20%折扣包税与邮费。支票抬头（受款人）请写：Chow-Soon Ju 

寄：Mrs. Chow-Soon Ju，35 Sycamore Place, Princeton, NJ 08540   chow_soon@hotmail.com   (609)430-1887 

• 校友文苑抒怀 • 

《朱一雄山水画第三集》出版 

mailto:chow_soo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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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汀岁月与萨汪精神 

 

文/图：苏林华 （48届 机电） 

 

     2014年9月我出版了第五本中文书，取名《梦回鷺江

滨》。承厦大美洲校友会陈玉銮理事長在《厦门大学美洲校

友通讯》第62期内加以宣扬及介绍。出版後，我即廣贈亲

友，尤其是厦大的师友们。 

     本书名及第一篇文章《梦回鷺江滨》，顾名思义是回忆

鷺江旁的厦门大学，尤其是战後复员归来(1946-1948年间) 

的国立厦门大学情况. 至于第三篇文章<长汀岁月与萨本栋精

神>则是忆及1944-1946年间, 我们在长汀的奋斗纪实，及

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本栋战时如何艰苦办学，使厦大

成为最优秀及完善之大学。第四篇文章《尽瘁厦门大学的汪

德耀老校長》是怀念国立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尽瘁厦大六十

年的纪实，他那种奋发进取，忍辱负重而又春风化雨的精

神，虽官方未予倡导，但我们学生辈要推誉他具有令人敬仰

的“汪德耀精神”。 

     本书内与厦大有关者有九篇文章，和作者另一母校福州

鶴齡英华中学有关者也有六篇。顺便提及者，即英華中學第

一任华人校长陈芝美博士在私立厦门大学建校初期(1924-

1927年间)曾是教育系名教授。故而其後英华校友中，兼为

厦大校友者，比比皆是。 

     本书出版後，多半送与厦大师友，他们多有回应及赐

评，兹举数例如下： 

萨支唐院士之感评 

     萨支唐博士（Dr. Tom Sah 

Chitang）为萨本栋校长之子，他

1949年自福州鶴齡英華高中毕业

後，立即到美留学，得博士学位後

在各大学任教，後为佛罗里达大学

名教授，兼为博士生导师。由于他

对半導體器件和微电子学研究甚有

成就，成为美国工程院院士、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他現年約在83岁上下 (按：因他在英华高中比我迟

五年，我今年二月份足88岁，以此推算而得)。 

      汇集他与我英文电邮，将其2014年11月1日感评示之如

下： 

苏林华老师： 

     您的第五冊中文书《梦

回鷺江滨》于10日31目收

到。它确是一本印刷精

美、内容充实的至佳作

品。我更感谢令嫒与女婿

赞助此书的出版、使得这

本记述厦大在发展期中关

键年代之珍贵史实得以呈

现。 

     我立即将全书制成电子

版本，发送给我的同事和

亲友、及与厦大和萨本栋校长有关者，尤其是我在厦大教过

的物理系学生。（按：自2010年4月起，我和揭斌斌老师均

是厦大萨本栋讲座物理系特聘教授，每年都有15連续天的密

集教学，计开两课，每人教60个课程。对象是厦门大学物理

系精选出来的学生）。 

     因我认为现代厦大学子缺乏对厦大史实的了解，而您的

《梦回鷺江滨》，甚而以前的四本中文书，都对厦大史实有

详尽报导。故我指定本书为他们的课外读本。   

顾屏山博士怀念长汀厦大 

     由於萨支唐院士將我书之电子版本普发给其友人与学

生，立即有顾屏山博士自北加州发 

来电邮，称阋萨博士转去我书上诸文，弥补了他对故园回忆

中缺失的部分，甚是感谢。 

     他称其父顾端岩为厦大长汀时代教师，母顾杨佩芬亦系

厦大校友（她和卢嘉锡院长同班）。1946年其父与蔡启瑞师

同到美国深造，遂举家迂美，其父得学位後在各大学任教，

最後自马利兰大学任内退休，定居北加州。父1983年逝世，

母2008年逝. 

“厦门大学在长汀陈列馆” 首展日

之况。前方为重修过的战时校门。

（2001-4-8） 

对半导体器件和微电子学

有重大贡献的萨支唐院士

（2004-4） 

• 校友文苑抒怀 •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 61 

 

       他1938年出生，現也有77岁了. 故已退休。他大学在

Santa Clara University 得博士学位，以後多半主持有关促

进中美友谊之类的協会服务。他2010年访问出生地长汀及战

时厦大遗址，2010年写下《长汀---客家地区的心脏》，由

友人译成中文，其前段如下： 

      “对於長汀我是有深厚的情结的： 我出生在那里。我的

父母曾任教于廈门大学，抗战时期搬到了内地。事实上，廈

门港曾于战争初期被日寇占領，但他们并沒有抵达长汀周围

的偏远地区。 我去长汀，一部分是为了看看福建版的凤凰，

但更多是想看看廈门大学校园，这个我度过了六年时光的地

方是否还在。 

     我们的导游帶我们去了長汀最大的小学，此时学校正好

让学生回家吃午饭。这个拥有超过2500学生的第一小学建在

厦大旧址上. 唯一还属于厦大的是“大雄殿”，一座传统中国风

格的寺庙。前门有个显明的标志，标注着纪念厦大的旧址

（1937年至1946年）。 

     学校的隔壁是孔夫子庙, 又称文庙. 我的母亲曾告訴我，

我们当时就住在文庙。我们的导游坚持说，通往主庙的主庭

院的厢房里是不可能有人居住的。後来我的妻子，任峻明，

在寺庙的後面发现了一个破汨的建筑。有两间帶床的房间貌

似仍在使用。还有几间堆满杂物，覆盖着霉和灰尘。总体来

说，这几间看着比马槽好不了多少。我和太太都觉得这里就

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心满意足了。 

        他终於寻到根了，我为之欣慰。且他前曾访厦大, 拜见

过汪老和蔡启瑞老师，终生无憾。                 

黄士煌学长推崇《萨本栋精神》 

      黄士煌学长毕业于厦大1947年机电工程系电机组，大一

时，直接受教于萨校长，是萨校長的入門弟子。他现年九

十，住南加州Rolling Hills Estates, 对  <萨本栋精神> 推崇

如下： 

       苏林华又一新著《夢廻鷺江濱》问世，承慨赠一卷，先

读为快。回想我于近十年间前後读过他的文创《蘇林華文

集》，《共飲長江水》，《雨雪霏霏集》及《蘇林華新文

集》各書，读新忆旧，令我有更上一层楼之感。 

       本书取名意义深长，内容与书名有高度吻合，所以我要

在这里特别推介。鷺江是隔离厦门岛和豉浪屿间的海域，宽

六百米，以终年有白鹭腾空遨游而得名，江水又深又长，可

称江河观止。它是夭地创作者给厦门大学特备的一份天然产

业，它是厦大的永远精神所托。校歌中有《鹭江深且长，致

吾知於无央》一词，又加上《鹭江深且长，致吾爱於无

疆》。因为深长鷺江的天然伟大号召叫学子从心灵深处知道

学海是洋洋，人生何茫茫，因而自强自强，努力不断去求真

实学问，以造福社会人群。吾人唱校歌是有伦理次序的，必

先唱“吾知”，然後才唱“吾爱”，因为没有真实学识，就无法

真实爱人。 

       《梦回鷺江滨》是林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厦大学习的心

路历程的回首.  写作不用寓意方式, 都是历史重述, 事实记载, 

容易明白. 全书大部篇幅用於” 爱校” 、”尊师” 及” 怀友”三方

面, 文章简要, 淋漓尽致. 篇中尤为感人的是<萨本栋精神>. 

       我是学电机的, 在长汀厦大为期与苏学长相似, 所以他所

写的一事一迹, 我随时都历历如见, 活现在面前. 我内心深处

好似又听到萨校长的呼召(Recall)。来吧，我巴不得能超越

时空，再回到当年长汀厦大，参予《萨本栋精神》的建造。

这是一篇真实尊师记述所能产生的伟大效能。我相信只要曾

与厦大有过共苦同甜经历的师生，无沦是现在的或过去的，

年青的或年老的，都会因读到《萨本栋精神》，听到他的呼

召，而起来在本位上为厦大的灿丽将来努力，加上一丝色

彩。 

      母校！你现在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重点大学, 举世闻名的高

萨本栋科研基金会2001年之年度会议。右起前四人为该会发起

人：苏林华 何宜慈  邵建寅  葛文勋 (2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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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府, 拥有学生约四万, 占有用地单在厦门就有二千五百多

亩, 已与欧美法日俄和港澳台地区与二百七十多所高校, 建立

了校际合作关系, 历届校友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为数亦

多. 你的成就不胜列举, 我辈焉能不以此引以为荣? 母校!,你

曾教我们天天唱的是“自强自强“，你训导的是 <自强不息、

止於至善>. 这些铭言, 我们都永志肺腑. 日後仍须遵从, 继续

努力. 

萨本栋校长之登堂入室弟子 

       1940年萨校长创办机电工程系，初时慕名自各省来长

汀就学者数十人，历经淘汰及转系後，至第四年仅余六名精

英，即： 欧阳谧、陈中柱、何宜慈、符达、石清镇与林国

梁。由於萨公不但要主持校政，还要亲授电机学课程，其时

己得严重胃病，且身躯佝偻，不良於行，遂叫六生自校本部

步行到其“仓颉庙” 住处厅室上课。这六位便是其登堂入室的

得意门生，成为佳话。 

     其中符、石与林学长三位留大陆，我所知不多。至於陈

中柱和欧阳谧两位毕业後均留校任助教，一机械一电机。

1946年复员回厦，他俩经恩师萨公引介予其清华同学、台湾

水泥公司徐宗涑总经理，遂入高雄水泥厂，陈中柱任职工程

室主持机械设计，欧阳谧任电务课发电股长。（我则1948年

毕业，得资源委员会选派到此厂，得两学长指引良多）。 

     陈学长後改入台湾肥料公司，又与人合作在台兴办新水

泥厂。後移民美国，1984年11月10日厦大旅美校友会成立

後，他主编《厦门大学旅美校友通讯》长达十期之久。不幸

他于2002年12月4日在北加州 Campbell 過世，享年83岁. 

     1950年时，欧阳谧学长前往英国留学，得电机学博士学

位，任职彼邦高压研究所，1970年应聘到美国，担任通用电

力公司（即国内称为“奇异电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 

者）经理职， 定居 New Jersey  之   Cherry Hill。厦大旅

美校友会成立时, 他是创会五大老之一, 主管会之财务有年.     

      他 退休後，日与电脑为伍，传播新知, 与亲朋网友保持

密切联系。前年我应世界日报社之邀，出版《苏林华新文

集》，送他一冊，他一夜之间将全书看完，来电邮曰： “敬

谢惠寄宏冊，开卷後不能放下。一气读完，深为感动。为

人、为家、为业，有此成就者几稀！可敬可贺。无能表达我

的敬意! 敬祝多福多寿，笔花常开“。继而，去年十月我又出

版第5本中文书《梦回鷺江滨》，因只印一百本，問他有时

间看嗎？他连夜电话来索，但寄去後，十一月中他来电邮，

说看了三分之一，头晕眼花，脑力不济。於是他善意地叫女

儿用挂号于十二月底寄

回，想来其时肠病严

重，要好好地交待一

下。终於今年1月8日得

其侄欧阳建电邮，知谧

兄是日晨间过世（而大

嫂刘景昭学长其时跌

伤，１月24日才出院，

移住女儿家）。按： 他

是1921年出生，享年94

岁, 当是长寿，谨祝他安

息天家! 

      另外一位是何宜慈学长, 他留美入史丹福大学, 得博士学

位，在IBM 公司任主管，後为台湾当局礼聘为新竹科学园区

管理局局长，开创有似美国硅谷之科研发展中心，独步东南

亚。返美後, 他在北加州硅谷也有其事业. 惜他於2003年上

半年病逝於Campbell, 享年82岁. 

      1998年10月我们1948級毕业50周年庆典和老机电系系

友大团聚之会联合在母校举行，座谈会中提名1944级何宜

慈、1946級葛文勋、1947级邵建寅和1948级之我苏林华四

人成立发起人小组，推何学长为召集人，建议母校恢复机电

工程系，创立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并建立萨本栋微机电

中心，几经努力，此三项均次第完成。何学长逝後，基金会

主席先由葛文勋接任，後由邵建寅担任迄今，总裁职则由林

祖赓前校长担任。我原一直担任基金会董事，2007年中我届

80岁，自泰国全退休回美时才辞此职。 

      在萨氏基金会成立不久後，校方提出“四大精神”，其中

三项都以代表该精神之人的姓名称之（即：罗揚才精神、王

亚南精神、陈景润精神），唯独萨公者，校方避其名、只以

《长汀精神》称之，经我们四人小组在何宜慈学长领衔下给

厦大机电系老学长 44届欧阳谧、45

届刘景昭夫妇（1996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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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上签呈力争，终得正名为《萨本栋精神》，遂而沿用至

今。 

鞠躬尽瘁厦大之汪德耀校长 

     在第六十期《厦门大学美洲校友通讯> ( 2013 秋季版) 

内, 我写了<尽瘁厦门大学的汪德耀老校长》一长文，後在我

去年出版的《梦回鷺江滨》书内亦予刊登。文中最後有一段

特别提到：  “溯自1943年3月，汪老校长入厦大担任理工学

院院长起，而迄2000年10月病逝，將近60年时光，他都与

厦门大学同在。我们应记得在对日抗战时期，他作为代校长

如何带领全校渡过难关；在复员期间，他作为校长如何使厦

大迈入新境界；并在内战时期如何保护了学生；在改革开放

时期之科研时代，他如何栽培了厦大新生代。“ 

      因此我感叹, 他的前後任三位校长（即：林文庆．萨本栋

与王亚南）, 校方都为之立亭或塑像，却忘了尽瘁厦大近六

十年的第四任汪老校长。幸去年下半年, 在厦大原教师李梅

女士之穿针引线後，终由現  厦大美洲校友会理事长、亦是  

汪德耀及王文铮生命科学奖学基金会董事长之王奋博士亲携 

为汪公立像之申请书返廈大，面呈朱祟实校长立案，已有具

体眉目，因此我们深盼海内外有关校友及学生们共襄胜举，

熱烈捐资，使塑像能如期完成。 

     在与王奋学长电邮及电话中交談，他说以汪公各方面之

表率，他实具备《汪德耀精神》，我有同感。尚盼有日校方

可认同之！ 

     由於拙书曾寄赠现在宾州医科大学任教之汪校長女公子

汪敏教授，她因身体欠佳住院，转请其在加拿大之弟汪莱庆

回信，现示之于下： 

“尊敬的苏林华先生: 

     您好! 我是汪德耀的儿子汪莱庆, 您文章中提到20多年前

厦大在美校友於纽约欢迎父亲的聚会上我们见过面, 家母在

世时我每年回厦省亲，她每每提到你的大名，而且一定把您

寄给她的信及你们老校友的刊物给我看，尽管我不认识这些

前辈们，但我从您的信中深深地悟到您对老校长一家及老厦

大的深情厚意！这情感沁人肺腑比金子还珍贵！ 

     我拜读了《梦回鷺江滨》中 “尽瘁厦门大学的汪德耀老校

长“，您的回忆从1944年你们五位高材生由福州英华中学保

送厦大、直到1949年共产党接管厦大，你详细地讲述家父在

日军飞机疯狂轰炸下如何帶領全校师生自立更生艰苦办学，

从他站立2小时嗓音洪亮地給新生做入学報告，到抗战胜利

後为厦大四处奔波聘请知名学者教授，在这段时期王亚南、

卢嘉铴．黃苍林、朱家炘、陈福习、张稼益及寿俊良、方大

川、叶蕴理、林士谔、丁履德、王文修等一批优秀师资的到

来，为日後厦大成为我国知名学府打下坚实基础。 

     家父生前常常回忆1949年国民党溃败前夕，廈門警备司

令毛森多次向他转告国民政府决定把廈大立即迂往台湾的决

定，但见父亲迟迟沒有行动，毛森便气败坏地发来最後通

牒：你是否想等待共产党来接收你这个“民主校长”？国共内

战期间延安电台曾报导在东南沿海有一个民主大学，民主大

学有一位民主校长汪德耀。毛森恶狠狠地说,他有权把家父押

送台湾，也有权把家父以“通匪罪’” 就地正法! 

     父亲决心不把廈大迁到台湾，但是他留下不走必定死路

一条，幸好一份英国发来的电报救了他，国际细胞学年会在

英国召开、邀请他参加，这样他即静悄悄地又名正言顺地走

了。母亲常常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魂的日子，父亲临走前告诉

母亲，不论如何不许带三个孩子离开廈門！绝不随国民党撤

去台湾、也不能躲去北方的老家，因为厦大多少教师员工在

看着我们家的动向、因为父亲原话是“只要你带着三个孩子留

在廈大，人心就不会乱！“  就这样、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提心

吊胆地留下来，而父亲藉口科研滞留在英国不回，直到共产

党接管厦大後向他发出邀请、才回国继续当校长。 

     俗语福兮祸所

依，父亲49年去英

国躲过了毛森的屠

刀、却在文化大革

命时被冠以“国民

党潜伏特务“  而被

百般迫害，我家三

天两头被各路革命

造反大军抄家扫荡

直至挖地三尺找电

厦大1948届毕业50周年庆典。左起：泰国校

友会蔡悦诗  美国吴厚沂  林祖赓校长  汪

德耀老校长  台湾丁世权  菲律宾邵建寅  

主持人苏林华。（19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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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打倒汪德耀！揪出大特务！“  的标语从轮渡一直贴到

梧村火车站。我至今仍还保存了父被批斗时挂过的一个纸牌

子上书 “牛鬼蛇神另冊汪德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疯狂年

代。 

     近日拜读您的回忆录、使我和姐姐更加思念我们的父

亲，他为廈大鞠躬尽瘁死而後已，我们感谢您这位正直善良

的师长、一直在为老校长沒有得到应有的荣誉而四处奔走、

八方呐喊，父亲在天之灵他一定知道。 

     姐姐近期身体欠佳, 她多次在电话中和我说到您的大作, 

要我代笔向您致謝！等她康夏後会给您去信。我们祝福您使

康长寿！万事如意!- 

 汪敏 / 汪莱庆  (2014年12月7日 ) “ 

      以上汪公子女有血有泪的長信，盼厦大师友共鉴之，至

感！ 

2015年1月于洛杉矶县罗兰岗 

 

• 校友文苑抒怀 • 

岁暮佳音 
庄昭顺（46 法律） 

       2014年己伸出告別的手臂。我希望她逗留，但她

不留。 

回憶今年在下雪的二月中收到華李大學的邀請書要我們

參加該校慶祝中國新年的晚會，會見為朱一雄莊昭順設立的

獎學金的得獎人。雖然我從先夫逝世後不想遠遊，但接收這

次的邀請，我決定準備參加，希望華李大學鼓勵學生研習中

國傳統的文藝。到了約定日的前夕，氣候報告說當天晚上會

下大雪公路不便行車。我們立刻決定提前出發。半路在旅社

過夜，第二天不必趕路。 

我們一路很平安找到旅社，熟睡一夜。第二天等別人的

車先走出一條路，很順利地到目的地。先與朋友宴會，然後

到學校會見校長及東亞研究的老師，參加學生舉辦的晚會，

好高興！ 

第二天經過Richmond，參觀維真尼亞州的博物館會見

美術專員，希望今後該館永久收藏朱一雄的畫。 

復活節也同多麗希玲參

加美東中正校友迎接母

校校友總會美加巡訪團

到紐約的聚餐，很是高

興會見到許多年青的校

友。 

回到家裡收到請帖要我

們到Michigan大學參加侄孫女的碩士畢業典禮。她父母不

能來美，我這位九十二歲的姑婆便準備參加。這學校很大，

畢業典禮場面很大，宴會很多。先由以前的學生洪尚志夫婦

先訂旅館，這趟我並不疲勞。 

回來正是酷暑，我也決心治療行走不便的情形。每天清

晨七時以前就要到醫院体操，一連三週；還要參加老人中心

的体操和英文的寫作，真是老當益壯。如今雖然不得痊癒，

相信上帝必使我走完人生這條路。 

      七月26日我率女儿朱多丽、朱希玲到Ft.Lee参加廈

門大學同學吳厚沂的追思儀式，看見老同學歐陽謐、劉景昭

夫婦及其他校友。隔一週原想約陳梅卿(吳太太)參加廈大校

友會在NJ華盛頓大橋下面的公園主辦的夏季燒烤聯誼。她因

事不能前往。這是十分傷痛的事。 

      八月我們有個家庭團聚，雖然我不能作什么，但有

18個親戚幫助我，大家仍是歡樂幾天。 

九月十四參加菲華聯誼協會中秋聚餐，不但吃佳肴月

餅，並投骰子得到很多獎品。朱一雄山水畫第三集剛出版，

【编者按】辞旧迎新之际，本刊在此发表几位前辈学长写下的感怀致辞。学长们平实温馨的叙述中，溢于言表的

是对自己及家人业绩的欣慰与自豪，对儿女子孙们的倾情关爱，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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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會員當場購買新書。並托幾位校友攜帶多本到馬尼拉，

贈送參加中正學院七十五週年大慶人士。 

今年聖誕節我們都到印地安那州小女雅施處過節，新年

初回普林士頓老家。這段時間全靠老大老二照顧。我有一分

熱,發一分光。這世界雖然有很多痛苦，依靠上帝必安然渡

日。 

新年在即，專誠祝大家平安快樂! 

莊昭順率女兒多麗、希玲、靜華、雅施仝敬賀。 

 

 

——— ◆ ——— ◆ ——— ◆ ——— 

 

 

Christmas 2014 圣诞寄语 

李联欢（47届 化学）  

In November, 2013, Chiu-Bin and I moved to a sen-

ior independent/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in Burlington, Massa-

chusetts, called Atria Longmeadow Place.  We are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Lahey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where our 

daughter, Grace, works as a neuroradiologist, and also where 

our second grandson, Christopher, works as a surgical intern.  

It was an adjustment moving here, but we are doing well and 

occasionally participate in Wii bowling (video simulation of 

bowling) or watch the weekly movies in the entertainment 

room at Atria.  Life is simpler as we get 3 cooked meals a day 

in the dining room and they provide weekly housekeeping.  I 

also help fill up the birdfeeder next to our room and Chiu-

Bin and I enjoy watching the birds as they eat dinner.  Our 

friends from Webster, Yuki and Inan Chen, live about half an 

hour away and we get to see them once in awhile.  We still 

miss our many church friends and neighbors back in Web-

ster.  

Our son, Bob, stayed in Webster until early Novem-

ber of this year and took on the massive challenge of cleaning 

up our house of 44 years with the help of Grace who went 

back to Webster during her vacations.  Bob used his handy-

man skills to repair a variety of things around the house and 

supervised some of the minor renovations.  He has just re-

turned to California to resume working in the movie produc-

tion business.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selling the house and 

the closing will be just before Christmas. 

Our oldest daughter, Muriel Payne, and her husband, 

Douglas, still live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and visited us in 

Boston in November to celebrate my 90th birthday along with 

Dan’s family and Grace.  Douglas continues to practice Im-

migration Law in New York City. 

Our daughter, Grace, continues to work hard as a 

neuroradiologist at Lahey Hospital.  Since she works across 

the street, she visits often and makes sure we have our sup-

plies and that we are not causing too much trouble.  She takes 

us to our doctor and dentist appointments and will now take 

us occasionally to the new (Super) Wegmans grocery store 

which is located 3 minutes from Atria. This is only the third 

Wegmans in Massachusetts. We were so excited when it 

opened 2 months ago.  It reminds us of Webster!  We love 

going there to eat at the buffet. 

Our son, Daniel and his wife, Jane, live in Quincy, 

Massachusetts which is about 45 minutes south of where we 

live, and we get to see them every few weeks.  We are espe-

cially proud of our three adult grandsons:  Andrew (Andy) , 

the oldest, graduated from Babson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

gram and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Christopher (Chris), the 

middle grandson,  graduated from Tufts Medical School last 

spring and just started his 5 year General Surgery residency at 

Lahey Hospital.   The youngest, Nicholas (Nicky), is finishing 

his senior year at Syracuse University where he studied Cyber 

Security, and has just accepted a job at Google in California 

which begins in June.  Dan continues to work at Dedham 

Medical Associates as a 

cardiologist and Jane 

works as a nurse practi-

tioner /administrator in 

a primary care clinic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We plan to cele-

brate on Christmas Day 

with Dan’s family and 

Grace.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Lieng-Huang (Sam) and Chiu-Bin Lee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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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新禧 
張德光（49届 政治） 

現在我們全家12人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團聚，慶祝感恩節，特先拜年，祝福2015年新年快樂。 
 

我們全家在印城餐廳居場晚宴，欣賞第壹天的慶祝聖誕的歌舞表演，司儀致歡迎詞，首先祝福幾位觀眾的生日，最後

宣布美國總統奧巴馬夫婦寄賀卡祝賀 張德光博士89歲生日快樂，頓時全場鼓掌，向我道賀，我便起立高舉雙手向全場四周

的觀眾致謝，這是我們今年最難忘的壹天，我們全家托福平安，差堪寄慰！ 
 

我在印第安納博爾州立大學擔任政治學系教授已經49年，仍任教如常，我自1976年為國際政治學會創辦亞洲研究，獲

得選任，即連任亞洲及太平洋 委員會主任至今，會務繁忙。2014年慘加兩次國際會議於2月到印度詹納連維雅士大學聯合

主辦國際南亞研究會議，在開幕典禮發表主旨演講，於8月間到加拿 大蒙特婁慘加國際政治學會的第23屆的世界大會，為

亞太研究的13個討論會的召集人，即擔任主席。會中抉議，為慶祝成立50周年紀念，成立亞太研究基金 會，於2016年在土

耳其舉行的第24屆世界大會，頒發世界傑出亞太研究政治學者獎，及青年學者獎學金。 
 

內人張金幗嫦在美國會計公司擔任會計師多年之後，自行創業，成立會計公司，已經26年，客護遍及全美各地，業務

繁忙，廣結人緣。 
 

小兒安麒及賢妻廖達玲是美國的職業外交官，安麒於國務院是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任職，獲得外派，回美之後，繼續在

聯邦政府中樞任職，安居華府，女兒元華及男孩元菁均上小學，他們踢足球及學跆拳道，周末學習中文。 
 

長女安麟因獲音樂博士及法學博士雙重學位，在俄亥俄州立克利夫蘭大學任鋼琴教授，法學教授，她是格萊美獎的得

主，獲選為格萊美董事會的董事，及 加拿大分會的副會長，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來回於洛杉磯及芝加哥，開會為忙，並

應邀到各地演奏鋼琴，特別是應國際政治學會邀請，於8月間到加拿大的皇家音 樂廳舉行鋼琴演奏會，全場滿座，演奏完

畢，獲得聽眾持久掌聲，起立致敬。 
 

次女安麗於南加州醫院擔任行政部主管，忙於出差，督導各分院業務為忙。女婿愛世龍為國際海運公司的副總經理，

忙於國際發展業務，兩個女兒活發可愛，元英及元菲都在幼稚員就讀，能歌善舞，獲得佳評，尤其難得均在學習中文。 
 

幺女安驊創新發展時尚，來回於紐約，上海及貴州之間，並在上海，巴黎，紐約等地舉行展覽，並獲邀請到國際會議

演講，廣獲佳評，紐約時報，生活周 刊，時尚（Vogue）及巴黎的婦女周刊(Women)，巴納德雜誌（Barnard Magazine）對

她進行專訪，刊登她的照片及設計样品，獲得國際佳評. 
 

聖誕期間安麒和達玲，安麗和愛世龍在南加州過節，安驊回巴黎，

安麟陪父母乘遊輪到加勒比海諸島度假。 
 

兒女計劃於2015年9月15日在印州蒙西市的博爾大學學生中心紅衣

主教廳舉行宴會為慶祝我的90歲生日，如能光臨，至誠歡迎。 

 

專此祝福 新年快樂！ 羊年吉祥！ 

 

張德光，張金幗嫦  偕  安麒，廖達玲，元華，元菁， 

安麟，安麗，愛世龍，愛元英，愛元菲，安驊  同敬賀  

• 校友文苑抒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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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耀与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 

树立汪德耀校长雕像倡议书 

汪德耀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1925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

万特倍尔教授（P Wintebert）和马哈博士（M Parat）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于1931年获得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

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血气方刚的汪德耀博士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于1931年11月底回

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国之后，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汪德耀博士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师

范学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等单位任教和进行科学研究。1943年应聘到厦门大学,历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

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正式任厦门大学校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学校仍然处在万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局面：

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厦门的迁校工作外，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汪校长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在工学院

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在法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空前设立的新系

科，对于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因此，汪校

长被公认为有办学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 

汪德耀教授深深热爱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即使在历史转折时期以及饱受磨难的动乱中，汪德耀教授也总是以全身心

的热情与精力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与科学事业。他一生共发表论文150多篇，专著6部，主编国家优秀教材《普通细胞生物

学》，获奖无数。作为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汪老不仅科研硕果累累，而且桃李遍天下。多少年来，汪德耀始终

没有离开过教学第一线。生前共指导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学科带头人。汪德耀教

授还利用自己进行学术交流和学生遍布的条件，努力开展海外联谊工作。汪德耀教授的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厦

大，直至逝世前，汪老仍关注着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为更好地缅怀为厦门大学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汪德耀校长，在苏林华及李联欢等几位德高望重学长的积极倡导下，汪

德耀及王文铮生命科学奖学基金会于去年正式向厦大提议为汪德耀校长树立雕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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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校友们

对母校的深情以及汪德耀老校长的贡献，厦大同意在生物博物馆馆内建造汪德耀雕像，并在该馆改造时一并考虑设计方

案。 目前生物馆改造土建方面已基本完成设计，正在准备进入施工招标阶段。室内布展也正在规划中。同时母校也将在翔

安新校区的图书馆设立一永久的汪德耀个人展厅。正在收集更多的珍贵的与厦大以及他的教学科研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历史

材料。 

为此，汪德耀与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董事会提议成立汪德耀校长雕像基金会向海内外校友募捐树立雕像的有关费用。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一次凝聚所有厦大校友的力量，缅怀汪老校长的丰功伟绩，校友们回馈母校的机缘。在此，我们恳

请各位校友，学长，及各界人士参加这次有意义的善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认捐。 

如有慷慨捐款者， 请按以下方式办理。 

人民币捐款请寄：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南路422号，邮编：361005 

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王学军先生收 

EDF@xmu.edu.cn  +86-0592-218-5511 

http://edf.xmu.edu.cn/new/default.asp 

由中国境外邮寄在地址后面请加“P.R.China”。 

支票请写“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并注明“汪德耀雕像基金” 

 

汪德耀雕像基金    February 12, 2015 

美元及人民币以外的外币捐款请寄： 

Dr. Likun Li 

12601 Fall Branch Lane, Pearland, Texas 77584  

713-563-9001(O), 281-466-4228 (H) 

likun_l@yahoo.com 

支票请写：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并另注明 Deyao Wang Statu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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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奖学金财务报告 

（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1. 捐款：这一期间，本基金会共收到12笔捐款:苏林华, $200，汪敏, $1000， 王奋, $1000， 廖岚，$500， 李里焜，

$500，李梅, $1000， 汪莱庆, $1000，刘丹, $181 （200 加币），洪万进, $600，张忠英（厦门）, $1630 （10000

人民币），汪长禹（香港），$2000，吴乔（厦门大学）, 3000人民币，共计$9611和人民币3000元。本会还收到郑

立谋（$1000），靳程留和宋思杨三位学长认捐的通知。本基金会感谢上述学长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2. 开销支出： MERRILL LYNCH年度管理费$80，2014年度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奖学金$2420，转帐费用$30，总

支出$2530。本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奖励学品兼优的清寒学生共计64名。 

3. 财务现状：2014年1月1日基金账号余款为$73，655.39, 人民币帐号RMB￥16,500。2014年12月31日美元账号余款

为$85,299.93，人民币帐号RMB￥19,500。本会美元存款和共同基金投资由康州  Merrill Lynch New Haven办事处

管理，人民币存款由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代为管理。 

本基金会希望广大校友继续关心和支持本会的各项工作,校友中如有捐款： 

人民币捐款支票请写“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注明“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 支票请寄：中国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南路422号，邮编：36100 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王学军收。由中国境外邮寄在地址后面请加“P.R.China”。为便

于本基金会捐款记录管理，请捐款的学长寄一份收据的复印件给本会财务李里焜以便基金会保持记录以及和厦门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对帐，信件请送：Likun Li, likun_l@yahoo.com。 

美元及人民币以外的外币捐款请寄本会财务李里焜，地址： 

Likun Li, 12601 Fall Branch Ln., Pearland, Texas 77584 (telephone:  713-563-9001 (0),  281-466-4228 (H), e-mail: 

likun_l@yahoo.com，支票请写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并另注明 Deyao Wang and 

Wenzheng Wang Life Science Scholarship Fund.   

谢谢各位对本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汪德耀和王文铮生命科学基金会财务：李里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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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募黄厚哲纪念基金 

倡议书 

尊敬的各位校友、师兄弟们： 

        我校遗传学家、生物教育学家黄厚哲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十几年，但他的音容依然历历在目，他的教导令我

受益匪浅，感激和怀念永不磨灭。在黄老师百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为纪念黄老师那严谨治学、淡泊名利、關 

爱学生、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弘扬我校良好的办学风尚，树立扶贫慈善风气，我发起筹募“黄厚哲纪念基

金”。基金将在母校资助生命科学学院的清寒学子，栽培我国生命科学的生力军，以此作为对黄老师的永久纪

念。  

        涓涓细流，汇成爱河。也许您的点滴帮助，就能改变一个学子的人生。让我们共同伸出援助之手，以拳拳

爱心为贫困学生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我自愿认捐2万元人民币并祈盼海内外的校友、师兄弟们积极响应，慷

慨解囊。“黄厚哲纪念基金”计划募捐100万元人民币，使之办成一个长期的有影响力的基金之一。 

谨此，致礼！ 

        王侯聪谨致 

        2014-11-02 

 

黄厚哲纪念基金募捐 

倡议书 
 

尊敬的校友、全院师生： 

黄厚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生物教育学家。黄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厦门大学生物科学，为

我校以及我国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黄先生百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为纪念黄先生严谨治学、淡泊

名利、关爱学生、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由黄先生的弟子王侯聪老师发起募捐成立“黄厚哲纪念基金”的倡

议。经学院党委和行政决定，在广大校友、师生和社会各界中发起募捐倡议，所有捐款将纳入“黄厚哲纪念基

金”。基金的宗旨是“资助生命科学学院的清寒学子，培养生命科学领域的新生力量，传承厦门大学优良的办

学风尚，树立扶贫慈善风气”。 

亲爱的校友、全院师生及社会各界朋友，当您在人生的舞台上实践着升华自我、回报社会的时候，您的内

心深处一定无时不在牵挂着留下您青春记忆和成长足迹的母校；当您看到身边清贫学子在艰难求学的时候，您

一定感到自己身负的社会责任。借此筹建“黄厚哲纪念基金”之际，我们热切期盼着您的参与。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您的慷慨解囊将给贫困学生留下持久的温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您的善举也将

点燃明天扶贫慈善的薪火。涓滴之水，汇流成河，让我们一起合众人之力，聚社会之财，凝化虹之力，撑起成

才之天。 

衷心祝愿各位事业有成，身体安康！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4.11.2 

（黄厚哲基金章程草案见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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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厚哲纪念基金捐赠方式 

 

1. 个人捐赠 

捐款直接汇到王侯聪老师专为募捐设立的账号，捐款汇总后统一交到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大额（10万

元以上）捐赠可按捐赠单位的方式办理。 

开 户 名：王侯聪；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厦大支行； 

账    号：4100021701059685269；（请备注捐款人姓名，是否需要收据或发票） 

 

2. 单位捐赠 

需与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签订捐赠协议，本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将捐赠款汇入乙方指定的以下人民

币账户（我校基金会是在福建省民政厅注册登记的，对于福建省内的捐赠人而言可以享有所得税的减免）。 

开 户 名：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厦大支行 

帐    号：4100021709024908875 

 

3. 在校师生捐款 

学生：可由班级统一捐款汇总到学生处 

教工：可交到学院财务室或直接汇到王老师账号 

 

4. 海外捐赠  

（1）个人支票地址：Payable to XMU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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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支付地址：Employee Giving Program; Xiamen University-Amoy University – America Alumni Associa-

tion Inc 4285 Park Brooke Trce. Alpharetta. GA 30022 U.S. Tax ID/EIN: 341484008 

支票请注明：“The Huang Houzhe Memorial Scholarship Fund”，并通过邮件通知美洲校友会财务丁俊其博

士（junqi_ding@yahoo.com），同时抄送王侯聪老师（xdnch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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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September 9, 2014 - Feb 14, 2015 ) 

茹博澍（校友会财务） 

收支总表      

Reporting Period Balance Sheet 

From To Begining Balance Income Expense Ending Balance 
9/9/2014 2/14/2015 $26,048.91        

9/9/2014 2/14/2015   $4,428.85     

9/9/2014 2/14/2015     ($9,835.41)   

9/9/2014 2/14/2015       $20,642.35  

      

开支明细表      

Name(English) 
Name 

(Chinese) Amount Note: 

David Liu 刘大为 $1,234.65 双年会会场租用费用   

Sheng Luo 骆胜 $4,140.65 双年会晚宴开支（含餐费，酒水） 

Yu-Luan Chen 陈玉銮 $1,043.74 双年会特别设计纪念咖啡杯与运费 

Yu-Luan Chen 陈玉銮 $459.12 双年会校史知识竞猜，幸运抽奖及会议使用办公耗材 

Yu-Luan Chen 陈玉銮 $144.16 校友通讯邮寄费用   

Yu-Luan Chen 陈玉銮 $245.40 双年会接待国内来宾餐费   

Zhidong Fu 傅志东 $897.80 校友通讯61期印刷   

Zhidong Fu 傅志东 $938.54 校友通讯62期印刷   

Zhidong Fu 傅志东 $50.00 XMUAAA and PTSah Foundation Filling (政府注册费用） 

Zhidong Fu 傅志东 $426.83 代表母校和校友总会送吴厚沂学长花圈（两个） 

Zhidong Fu 傅志东 $248.18 美洲校友会送吴厚沂学长花圈并印缎带挽幛 

PayPal, Inc   $6.34 PayPal转账手续费   

Total (As of Feb 14) 支出总计 $9,835.41       

收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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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灿东 97 物理 $30.00   $30.00   

陈伟春 11 土木 $20.00 $20.00     

陈振苍 47 建筑 $20.00 $20.00     

陈梅卿 46 会计 $1,000.00   $1,000.00   

陈玉銮 85 化学 $400.00   $400.00   

傅志东 82 化学 $530.00 $30.00 $500.00   

谷胜 95 化学 $50.00   $50.00   

黄士煌 46 机电 $30.00   $30.00   

黄建斌 93 财金 $20.00 $20.00     

Malden EyeCare Clinic 
LLC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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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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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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茹博澍 08 金融 $28.85 $28.85     

双年会晚宴与会校友   $1,880.00   $1,880.00 以餐费形式收取 

唐皑 87 中文 $20.00 $20.00     

王奋 82 生物 $20.00 $20.00     

肖文强 11 国贸 $20.00 $20.00     

叶向阳 92 化学(硕士) $100.00   $100.00   

杨成隆/陈瑞雪 化学系 $100.00 $30.00 $70.00   

杨迪慧 11 新闻 $20.00 $20.00     

庄昭顺 47 法律 $50.00   $50.00   

祝丽华 89 数学 $20.00 $20.00     

臧东岳 13 法学 $20.00 $20.00     

Total (As of Feb 14) 总计收入 $4,428.85 $268.85 $4,160.00   

      

2014年9月8日余额  $26,048.91    

2015年2月14日余额  $20,642.35    

美洲校友通讯征稿启事 

美洲校友会为联络校友、增进情谊，特编印校友通讯。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 

本通讯尤其欢迎各地校友活动报道，各位校友的学校生活回忆，北美学习工作生活体验、见闻、

感受、游记、图片等。 

来稿文体不限，可长可短。也欢迎各种软性作品，如游戏文字、幽默写作、诗歌散文、趣闻轶

事、子女教育、医药保健、对联绘画、书法摄影、厨艺园艺、最新科技等。 

本刊还将开辟编读往来，你对本刊有何意见和建议，也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稿件截止日期：12月底（春节前后出版）；8月底（中秋前后出版） 

来稿请发电子邮件到本会编辑电子邮箱：newsletter@xmuaaa.org 

邮寄：Alan Tang, 31 Hickory St, Metuchen, NJ 08840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通讯地址、毕业系别/年度，以及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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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2014-2016年理事会成员简介 

理事长 王奋 Wang, Fen （男，1982生物， 休士顿) 

1982年母校生物系毕业。现任德州A&M大学教授，德州大学A&M大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癌症和干细胞生物中

心主任。1987年来美。1993年从Clarkson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1994-1996年在Texas A&M 做博士后研究。1996-

1999在Texas A&M 任Assistant Research Scientist。1999-2003年任 Assistant Professor (Research)。2004年起任

Assistant Professor (tenure track)。2006年起任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enure, 2010起任Professor。 热心为校友

服务，是厦大美南校友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多次担任美南校友会会长。2004-2006年，2006-2008年，2010-2012年曾先

后担任三届美洲校友会理事会理事，并曾兼任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主任。 现任美洲校友会汪徳耀教育科研基金会主席。 

副理事长 张弛 Zhang, Chi (男，2010物理，旧金山/硅谷) 

2010年毕业于母校物理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2010-2012年任母校磁共振与医学成像研究中心实验室助理。2012

年留美。目前在硅谷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工作。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校级和院级学生会职务，参与校园内外各项活动

的组织。来美国后积极参与当地厦大校友会工作。作为最新一代的厦大校友，从风景优美的芙蓉湖边来到阳光灿烂的大洋

彼岸，虽然客观资历和能力相比广大前辈尚有差距，但是始终怀着对母校深切的热爱和关心，愿意以年轻人的冲劲和活

力，秉持谦虚学习的心态，为母校和校友服务。希望能成为美州校友会新鲜的血液，巩固和加强校友会这一维系海外南强

学子和母校情感的特殊纽带。 

副理事长 朱新生 Zhu, Xinsheng (男，1993生物, 波士顿),  

1993年毕业于母校生物系。1996年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硕士学位并赴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理学博

士。2002-2005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院做博士后并于2005年升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讲师。2009年获得美国新

英格兰眼视光学院眼视光博士学位。 2009创办波士顿朱博士眼科, 任执业眼视光医生, 致力于服务广大波士顿地区人民。

曾多次独立举办波士顿地区每年一次的,多达两百人的聚会联谊活动, 也曾多次参加和协助厦大校友会新英格兰地区的校友

聚会联谊活动并提供赞助。 

理事  （按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 ） 

蔡阳 Cai, Yang (女，1997化学, 特拉华/费城） 

1997年毕业于母校化学系，并在校继续攻读催化专业研究生, 2000年留学美国, 2004年在Iowa State University获无机化

学博士学位。从2005 到2010年一直从事新型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2010年来到特拉华费城地区, 现在一家国际金融公司担

任市场经理。 曾组织特拉华/费城地区校友联谊活动。非常愿意为校友会服务。 

陈勃 Chen, Bo (男，1986外文，加拿大温哥华) 

1986年毕业于母校外文系。 1986-1997在福州福建省机械工业进出口公司任经理。1997 移民温哥华。2001 毕业于

Bristish Columbia Insititute of Technology, Vancouver。2002 至今 在Imperial Parking Co., Ltd 从事管理工作，现

任本拿比区经理。2002 至今积极参加温哥华校友会组织工作。2012-2014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多次组织温哥华地区校

友聚会。 

• 本会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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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灿东 Cheng，Candong (男, 1997物理, 北卡凯瑞) 

1997年毕业于母校物理系。2002 年获UMass Dartmouth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2007年获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电

子工程系博士学位。2007-2013年任职于TIBCO Software Inc. 高级软件工程师。2010年获北卡房地产执照，2013年至

今从事房地产及其他领域投资。曾获母校嘉庚奖。曾任母校物理系学生会主席，杜克大学工程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北卡厦

大校友会副会长(2012.1-2012.7)。2012年7月至今任北卡厦大校友会会长。 

方志辉 Fang, Zhihui (男，1988外文，佛罗里达) 

1988年毕业于母校外文系。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教育学院教授，语言和读写教育专业负责人。

曾任佛罗里达州盖斯威尔市华根中文学校校长及校董事会主席。1984-1991年，就读于母校外文系, 1988年获学士学位, 

199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并于1995年获得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教育学硕士。

1997年获普度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博士学位，主修语言和读写教育。2012-2014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谷胜 Gu, Sheng（男，1995化学, 波士顿地区） 

1995毕业于母校化学系，并在校继续攻读研究生, 于2000年取得分析化学博士学位。2001-2004年在Los Alamos Na-

tional Laboratory (LANL)做博士后，从事蛋白质组分析平台建立的研究， 并于2004年成为LANL正式的Technical Staff 

Scientist。 2006-2014年在Biogen Idec 的蛋白药物研发部担任Senior Scientist。现在Shire Pharmaceutical从事药物

研发工作。曾经多次组织校友在美国质谱协会年会上的联谊活动。2012-2014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成功组织多次新英格

兰地区校友活动。 

黄建斌 Huang, Jianbin (男， 1993财金, 俄亥俄) 

1993年毕业于母校财政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 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厦门国贸集团证券部副经理，负责公司股票上市，增资

配股，资本市场运作，及证券投资。2000年来美国。2002年和2003年先后获得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经

济学硕士。持有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学院授予的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和全球风险管理协会授予的金融风险管理师 

(FRM) 资格证书。目前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Nationwide Insurance的投资风险管理部担任高级投资经理。 

林起涌 Lam, Henry(男，1996国贸硕士，休士顿）  

1993－1996就读母校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获经济学硕士。1997年获高级经济师职称。 2000－2002就读圣汤姆斯大

学商学院金融专业，获工商管理硕士。2011-2013就读 Pacific Coast Banking School 高级管理培训班。现任美国华美

银行（East West Bank）首席副总裁/德州大中华区团队经理，负责国际贸易融资，油田开发项目，能源设备生产项目融

资及商业房地产信贷业务。先后任职于中国五矿集团核心成员企业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曾就任美国首

都银行(MetroBank)副总裁负责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美国国泰银行（Cathay Bank）首席副总裁，信贷经理兼休斯顿分行

行长。现为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副会长，亚洲商会董事，休斯顿华夏中文学校董事，福建同乡会副会长。于2009年起任厦门

大学美南校友会理事并于2014年当选为会长，成功举办中秋博状元校友聚会。 

林庆华 Lin, Brian (男, 1992会计， 亚特兰大） 

1992年毕业于母校会计系。1992-1995年厦门建发集团工作。1995年留学美国，1997获乔治亚州立大学会计硕士学位。

毕业后先后在Kpmg LLP毕马威会计事务所，Southern company南方能源，Perimeter technology 方圆科技电信公司

工作。现任职于Oglethorpe power 财务经理。热心普及传播中华文化，曾任亚特兰大现代中文学校理事长。热心参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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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当地校友活动。 

林永顺 Lin, Yongshun  （男， 1996生物，马里兰／华盛顿DC)  

1996 年毕业于母校生物系，获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1996－2003 年任职于厦门市药品检验所，从事药品质量检验并任

菌检科科长和单位团支部书记。2003 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2008 年获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生物

医学博士。2009－2012 年在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做博士后研究。2012年6 月起在美国国

立健康研究院 （NIH ）任职，主要从事与人类诱导干细胞（human iPS Cell) 临床应用相关的技术开发。2014 年起兼任

厦门大学华盛顿地区校友会副会长，多次参与和组织大华盛顿地区的校友活动。  

刘大为 Liu, David （男，1986计算机，芝加哥） 

1986年毕业于母校计算机科学系软件专业。毕业后曾在中国化工部计算中心，北京四通集团总公司，（日本）三菱

Mitsubishi商事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韩国）现代商事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工作。97年来美国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芝加哥商学院学习，98年获工商管理硕士MBA。毕业后先后在（韩国）现代Hyundai工程机械美国

公司，Suntrans国际物流公司工作。 2010年至今创建并运营Worldwide Shipping Inc.(寰球物流运输公司)。来美国后一

直学习，生活，工作在芝加哥Chicago。2012-2014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任冶静 Ren, Serena (女，2011计统，印第安纳伯明顿） 

2011年毕业于母校计划统计系。 2011年至今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现任厦大美洲校友

会印第安纳分会会长，组织校友聚会，联络校友，宣传厦门大学，并积极向校友通讯投稿。2014年五月曾参加厦门大学第

四届全球校友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希望能为厦大美洲校友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茹博澍 Ru, Boshu (男，2008金融，北卡夏洛特） 

2008年毕业于母校经济学院金融系。在校期间活跃于新闻采访与摄影活动，曾任厦门大学青年宣传中心记者团团长，经济

学院《金融之声》杂志编辑，厦大鼓浪听涛论坛摄影版版主。2008年赴美留学，先后取得金融学与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并

于Thomson Reuters等公司实习。现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UNC Charlotte）攻读软件信息系统博士学位，研究

方向集中于用于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的医疗应用。2010年起积极参加厦门大学校友会的各项活动。 

苏鸿波Su，Hongbo （男，1984 化学，马里兰／德国镇） 

1984 毕业于母校化学系，1987年获物理化学硕士学位，1987-1989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糸。1989年留学加拿大，

1995 在加拿大 University of Toronto 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1995-1997继续做愽士后。1997年转行计算机，一直从事

软件开发和数椐库的管理工作,  现在金融业监管局(FINRA) 任职。2011年至今为美洲校友会设计和管理维护网站。2012-

2014年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 

唐皑 Tang, Alan （男，1987中文，新泽西） 

1987年毕业于母校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湖南日报社任记者。后加入中国有色金属集团深圳公司，1993年外派来美国从

事有色金属国际贸易。自1999年始从事网络软件开发，就职于电信、金融等行业。2007年获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信息技术工商管理硕士MBA。在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AG）从事资产管理应用软件及数据管理系统开发逾十

年，任开发部经理。现为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Bank）纽约分行提供数据系统设计及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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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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able to XMUAAA） Mailing Address: 

Mr. Boshu Ru, 2515 Rosy Billed Dr Apt 201, Charlotte, NC 28262, USA 

312-533-8705   boshu.ru@gmail.com 

网上信用卡直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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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三期 (二零一五年二月)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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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扬蹄抒远志，玉羊接力展宏图。 

恭祝广大校友新春快乐，阖家安康！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贺 

http://www.xmuaa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