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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演武大桥观景平台七月十五日

开放了。如果说厦门大学是这座海

岛城市的后花园，那这观景台就是

厦门的南阳台. . . 

封二照片：上四幅，陈斌（87届中文） 

          下二幅，厦大人微信号 封面：建南楼群（厦大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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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4月6日上午，厦门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海内外嘉宾、校友和师生代表共3000余人，欢聚建南大

会堂，共同庆祝厦门大学95周年校庆。 

85岁以上老校友代表张克辉、庄昭顺、邵建寅、陈振苍、陆家沂、苏林华、周詠棠、徐其礼、纪华盛、沈鼎旌、蔡厚

示、周纯端、英景昭、何管略、连行健、李如绥、刘藻文、吕维穆、邱建平、谢希文、吾惠冬、白植品、林嘉禾、施荣

华、陶树刚、沈詠仁夫人殷凤娟、许怀中、檀华芬、陈建贤、吴森、何灿濂；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Konstantin 

Novoselov，2010年菲尔兹奖获得者Cédric Villani，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国邓迪大学D．Grahame Hardie，校

友、美国工程院院士孙勇奎，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振峰，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居衍，中国工程院院士、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院长尹泽勇，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校主陈嘉庚先生之孙陈君宝、校友陈景

润教授夫人由昆，出席95周年校庆学术活动的著名专家学者，国内外兄弟院校校长，中国及东盟各国知名中学校长，捐赠

者和奖教奖学金设奖方代表，战略合作单位代表在主席台就座。校党委书记张彦主持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校长朱崇实首先致辞，代表学校，向所有来宾、校友和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向海内外所有校友、朋友送

上美好祝福，祝大家与母校共享生日快乐。 

朱崇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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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的办学宗旨，确

立“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期望厦门大学能成为“南方之强”。这一理想与愿景，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始终牢记

心中，锲而不舍为之奋斗。可以自豪地说，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厦门大学在中国人民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美好和

幸福的征途上，从来没有掉队、没有落伍，始终站在队伍前列，取得一个个胜利。95年来，厦门大学始终把“养成专门人

才”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培养了30多万的优秀毕业生，默默地为建设美好的世界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厦门大学也始

终把“研究高深学问”作为又一目标追求。今天的厦大，已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重镇，也是一所世界知名的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95年来，厦大始终没有忘记“阐扬世界文化”的目标。从办学的第一天开始，厦大就形成了在文化上包容开

放的风格。理解多元文化、尊重多元文化、提倡多元文化，是每一个厦大人自觉意识和行动。同时，厦门大学也积极地把

优秀的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近十年来，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渠道——孔子学院蓬勃发展，厦门大学是中国大

学与国外姐妹学校合办孔子学院最多的大学之一，“阐扬世界文化”让厦大更好地走进世界。 

朱崇实说，95年来，厦门大学始终牢记厦大是国家的大学，但首先是福建的大学、厦门的大学。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

学都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大学，这种责任感的表现之一，就是如何帮助或促进自己所在区域或社区的进步与发展。

要代表学校，向所有深情关爱、支持和帮助厦门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校友们、朋友们和父老乡亲们表示由衷感谢和崇高敬

意。同时，朱崇实表示，厦门大学永远是一所怀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大学，厦门大学将尽己所能，为美好家乡的建设作出自

己的一份宝贵贡献。厦门大学只有在自己的家乡站稳了脚跟，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走进世界。 

朱崇实指出，厦门大学能有今天，得益于陈嘉庚的恩泽，也得益于马来西亚这片美丽的土地。在中马两国政府、两国

社会、两国领导人和诸多慈善家、社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今年2月，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正式开学。这是

 母校95周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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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对陈嘉庚创办厦大、泽被万代的回报，是历史的回馈，也是厦门大学走进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一定不负

众望、努力办好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使之成为一座青年学子探索科学、汲取知识的殿堂、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

成为“一带一路”上又一个连接友谊沟通文化的桥梁。 

朱崇实最后说，在过去的95年里，厦门大学始终怀抱“世界之大学”的理想，眺望

世界、走向世界。今天，我们走进了世界，但只是朝着我们理想又迈出了一大步，我

们要走进世界，还要融入世界、引领世界。我们要一如既往的永往直前，勇敢地承担

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以百倍的努力为实现厦门大学“两个百年”的目标而奋斗，力争早

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厦大人的新贡献。 

校友代表、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名誉理事长、1944级机电工程学系周詠棠代表

老校友向母校送上祝福。他说，从1921年建校，到1937年内迁长汀坚持办学，再到

现在马来西亚分校开学，95年来，一代代厦大人始终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

训，以及校歌中“知无央，爱无疆”的训示，历经风雨，成就辉煌。作为老校友，为母校的发展感到骄傲与自豪。 

周詠棠说，作为老校友，我常常回忆起长汀的学习场景，难忘那时的道德教育。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师生更加重视道

德、意识到道德的重要性，在今后的生活中时刻以“德”规范自身，做一个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厦大人。 

校友代表、美国工程院院士、1977级化学系孙勇奎说，母校给予了我们无悔的青春岁月，我们在这里与老师、同学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毕业之后，校友们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专业背景不尽相同，但母校教给的严谨治学和独立思考的精

神，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是让大家受益终生，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在校友心中，母校永远是世界上

最好的大学，祝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美好。 

教师代表、海洋与地球学院戴民汉代表全体教师祝母校生日快乐。他说，厦门大学，是塑造我人生的起点，我在这里

收获了知识和成长，厦门大学，赋予了我施展抱负的舞台，我在这里收获了事业与幸福。他特别提到了“嘉庚号”海洋科考

船的建设，说，当年，嘉庚先生要让所有的外国洋轮一进厦门湾就能看到一所中国的大学，今天，随着“嘉庚号”海洋科考

船的建成，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一所“移动厦大”、“海上厦大”，这是厦大、厦大海洋学科对陈嘉庚先生的一份感恩，一份回

馈。 

      学生代表、经济学院2012级本科生蔡予乐说，母校给了我最好的四年，我们见证了

母校的发展，与她一路同行。全体南强学子，当以“感恩、责任、奉献”的精神，为母校未

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我校95周年校庆之际，一批杰出校友、热心企业和人士以捐钱捐物的方式支持我

校教育事业发展。校庆大会上，举行了12场简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以感恩的心情接受

河仁慈善基金会、曾志龙校友、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戴良业先生、单祥双

教育慈善基金、养生堂有限公司、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福建省圣农实业有

限公司、热心人士李先生、胡精沛校友、朱德贞校友、华厦眼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对于

厦门大学的无私馈赠和深厚情谊。校长朱崇实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向捐赠者颁发了捐赠

证书。 

福建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曹德淦代表全体捐赠者祝贺厦门大学建校95周年。

他表示，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引领，科技和人才是关键，高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企业和高校，应当携手同行，优势互补，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大会还举行了奖教金、奖学金颁奖仪式。副校长邬大光宣读了表彰决定。土地流转研

究团队、手望手语志愿翻译服务团队、《哥德巴赫猜想》剧组和经济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

生李江龙获学校“通令嘉奖”，万惠霖院士、吴宣恭教授获“南强杰出贡献奖”，李江龙获“嘉

庚奖章”，261名教师、977名学生分别荣获2016年度厦门大学校庆期间各项校级奖教金、

奖学金。校领导和嘉宾为获奖者颁奖。 

大会在激昂的校歌声中结束。 

(2016-04-07 厦大人) 

朱崇实在校庆大会上校长讲话 

周詠棠校友（44级机电）致辞 

孙勇奎校友（77级化学）致辞 

• 母校95周年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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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95周年华诞纪感 

文 / 图：苏林华（48届机电）  

母校厦门大学创生于1921年，历16年私立时期后，校主陈嘉庚于1937年7月1日将之无条件地赠送予国民政府，改为

国立；又历12年后，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遂为今日之厦门大学，生生息息，不断扩大，迄今已拥有思明、漳州

和翔安三个大校区。至2016年4月6日，九十五周年校庆前夕，已造就了三

十多万名毕业生。厦门大学并在马来西亚国建立分校，开国内高校在海外建

校之先声，今年即可招生开学。诚然，母校己进一步地走向世界。 

溯自1999年8月母校在深圳市举行“厦大全球校友恳谈会”为始、继而80

周年、85周年及90周年校庆，我因被校方列为“知名校友”，故均得到校长

和党委书记之联名邀请参加盛典。但去年 (2015年) 11月中，则由校友总会

秘书处发函给各地区校友分会，嘱先行提名85岁以上有意参加95周年校庆

之校友名单，条件有四：(1) 须厦大毕业者 ─ 我为1948届者；(2) 须为

1949年前入学者 ─ 我为1944年在长汀入学者；(3) 须身体健康可行 ─ 我近

年經医生检查均称正常，但“可行”二字之解释颇费周章，因我已不易爬高及

快步行走，如要走长路必须用手扙，仍冒着被“拒邀”之危险、据实以告；

(4) 须有家人陪同 ─ 早于2015年初、我儿中弘即有意陪我到厦大，不意去

年11月9日竟因胰腺癌过世，长女中慧虽也在南加州、但忙于事业，故征得

远在德克萨斯州之次女中丽专程来援。 

美洲校友会王奋理事长只提名我与李联欢学长两人，李兄答：因夫人需要照料而婉辞；其他如吴厚沂、欧阳谧及刘景

昭等已过世；葛文勋、陈梅卿、苏林翘等体况欠佳，故最后似只报我一人之名，终于我2月2日收到校友总会发来邀请函。

不过在新泽西州93岁老学长庄昭顺则直接与校方联系，2月初亦收到此函。至于在南加州之陈振苍兄，到3月初身体复健

后，突动返校之念，经我告示校方有关电话，他取得认同后，3月初受邀。 

其实3月初，校方也发函美洲校友会，邀到壮年之王奋理事长参加；另校方邀请美国工程院院士孙勇奎在大会中致

辞，因他系美洲校友会董事，故本会参加95周年校庆者计5人。比起5年前

参加90周年校庆之包含“七老八十”、全团有三十多位之况相比是少些；但

与五年前，派有二、三十位有歌唱队伍之泰国祝寿团相较，这次泰方参加

者挂零，只有卢会长一人参加之况为优。 

我匆忙地预购好机票，又由于我的护照已过期失效，须重新申请，历时近

月，签证也须申办，要十天左右。在此期间与校方主要联络人员如石慧霞

副秘书长，郑辉老师及老年服务组毛毛女士等取得联络，对校方给予老年

校友预排之活动项目有所洽商。另与德州之次女，和海内外受邀级友及校

友取得密切联系。 

终于我女中丽4月2晨自休士顿市历3小时又半之飞行到达南加州洛杉矶，

由外孙女接来我处会合，夜间我俩往洛杉机国际机埸，搭南方航空公司 4

月2日半夜 11:50起飞之班机，预计须历15小时飞行，4月4日晨才可抵达

广州。由于转机费时、且须验关，故旅行社安排我俩在广州机埸等候6小时后，才搭另一班机再飞厦门， 只是人算不如天

算，我们在广州历尽磨折，出乎意料之外。 

长夜漫漫何时旦 ─ 羊城转机 

我已五年未作长途飞行，2011年时84岁，与85岁之陈振苍学长偕同参加厦大90周年校庆，经上海浦东机埸转机厦

门，一路顺利。不意此次才飞行不到3小时，因冷气奇寒，我竟呕吐不止，经穿上手提包内仅有之御寒品、加上两条毛毡

才勉强支持，如是渡过了漫漫的长夜，15小时过后降落广州机埸，当地时间是清早六时，但我们的行李已直送厦门，验关

也很快通过，也不必更换航厦，就在航厦内静候再六小时后，即中午12:20搭去厦班机，不意正要登机前顷，雷雨交加，

机场淹水，我们无法登机，更勿论起飞。 

为汪德耀雕像揭幕。左起：李梅、张彦书记、苏林

华、朱崇实校长、美洲校友会王奋会长、赖虹凯纪
委。 

汪德耀雕像仪式中。左起1吴乔3李梅4雕塑作者林春

教授5王奋6苏林华；右起2韩家淮副校长3汪公外孙
汪鹭5孙女汪深（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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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紧张万分，原预定下午 1:45 降落厦门高崎机埸已不可能，而且一延再延、长达四个多小时，我们怕在高崎

机埸接机的志愿者以为停飞而折返厦大，那才问题大。幸亏我留有毛毛老师的手机号码，我女得以三度联络，她一再为我

们传话及鼓励，使我们安心。终于飞机降落高崎机场，我俩约下午6时出闸，计自洛杉矶起飞算起，我们的旅程竟长达28

小时才抵达厦门；也难为了在机埸苦候我们四五小时的接机者，他们是：领队：航空航天学院党委副书记郑镇峰先生；航

空航天学院助理教授王昕博士；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黄欣同学（女）；信息学院智能系大三学生刘心俣同学。

他们还为我备了轮椅，由于车位挤，故郑书记另找车走，王老师把我们和行李送到厦大建文楼七楼、安排好房间，志愿者

还带我们到逸夫楼教工餐廰晚餐，告诉我们明天的行程时间，而从明4月5日直到4月8晨我们离开为止，这三位志愿者全程

地陪着我，成为我的“忘年交”，令我及小女心感不已。 

4月5日 ─ 校庆前夕之活动 

4月5日清晨6时即起，7时志愿者带我们去餐廰早餐，这时就见到

许多比我早到之老友，如菲律宾邵建寅夫妇、台湾周咏棠夫妇和女儿

周文蕙等。8时到建文楼正式报到，取得资料袋等，欣然见到接待老年

校友之会务报到组石慧霞组长及协办之毛毛女士；接着也见到专程自

美国飞来参加下午汪德耀前校长雕像落成仪式之美洲校友会王奋理事

长，及汪德耀及王文铮教育奬学基金会李梅理事等，并分别合影留

念。 

上楼后，我级联络组负责人之一的陈华教授偕同协助我级通讯编

辑事宜之郑启五教授来访，并邀约我及级友校友们夜间在建文楼三

楼、陈华兄主持二十多年的1948届级友展览室参观及聚谈。旋即，专

为校庆期间而设的医疗保障小组值日医师及护士们敲门入室，为我量

血压及作心电图，一切无恙，皆大欢喜。于此、我们对校方关心老年

校友之举，至为感谢。 

上午十时、为应我及小女要求参观新旧校园，三位志愿者准时到

达，既为导游亦代摄影留念，但他们带了轮椅来，坚持要我坐上而由他们推，如是行速才可快，真不好意思。我们先沿着

嘉庚楼群五大楼及科学艺术中心而行，沿途多在有祝贺校庆大红布前留影，继而在建校初期五大楼（咉雪、集美、群贤、

同安及囊萤楼）走过。这时出现了专程来访我的机电工程系系主任侯亮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他特地到群贤楼前面和

我这名机电系老校友会面，我们边走边向“西校门”走去，同时得以了解我这个母系的近况，也与他沿途合照。 

下午1时半约定与素未晤面之古田县苏氏族妹苏欲晓教授见面。

按：在美国乔冶亚理工学院任教、亦是美国国家院士、厦大

1947届机电系毕业生的堂兄苏林翘，5年前为编修苏氏族谱与欲

哓族妹取得联系，转而介绍她给我认识，知她在厦大得文学博

士学位，且曾到英美两国为访问学者，现为厦大英文系教授，

但我们只在电邮上交流。此次她知我受邀返校参加95周年校

庆，故留下电话，叫我一到厦大，即与之联系。她4月5日教了

四堂课后，即匆匆赶来建文楼与我及小女中丽会面，畅谈中外

古今，故乡与生活实况，也合影留念，真是“他乡见故知”，引起

我们永久的怀念。 

下午3时半在芙蓉湖畔老榕树下有：“校歌石落成仪式”，这是校方对老年校友捐资者的一个鼓励。 此次校庆捐人民币

一百万元者有十几位，校方以最年长(93岁)之1948届周咏棠兄之百万元捐资，在三个校区分别树立一块立石，上面刻了从

郑贞文校歌歌词：“致吾知于无央…….充吾爱于无疆……”中的六个字“知无央、爱无疆”。仪式由詹心丽副校长主持， 朱校长

致词，周咏棠兄答词，然后他们站立在校歌石两侧将掩在石上之红布幕徐徐拉下，众再分别留影后，礼成。 

由于芙蓉湖和科学艺术中心相近，校友总会顺便发动老年校友就近参观科艺中心一楼展厅。这原是美洲93岁老校友庄

昭顺学长一再提议在校庆期中要有此展览，使其亡夫朱一雄学长的画作得再展出。也许因联络未尽周全之故，我们去时，

庄昭顺学长及其女多丽、希玲都不在场，但我们仍有机会欣赏朱学长19幅画作，也看到级友陈华兄的墨宝长幅，均拍照留

念。 

下午 4 时半，校车载我们到生物楼(即成义楼)准备参加5时举行的“汪德耀雕像落成仪式”。按：本雕像之倡议原来自汪

公之长汀学子1947届李联欢与1948届之我，但积极推动者则为美洲校友会理事长王奋，及其辖下之汪德耀与王文铮教育

奖学基金会之李里焜、李梅等理事。本方案得朱校长及校友总会曾国斌秘书长大力支持，得以在校庆前夕举行落成仪式。

“校友之家”前留影。前排左起：邵建寅、周纯端、徐其

礼、庄昭顺、苏林华、沈鼎旌、陈华；第二排左一石慧
霞；第三排左一赖洪凯。（2016-4-6） 

校歌石《知无央  爱无疆》之右一为捐款人周詠棠， 

左一苏林华（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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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有厦大美洲校友、汪德耀基金会理事、雕像者林春教授、汪公担任国立厦大校长任内之学生、生命科学院师生等。

由于原定汪公雕像是安置于生物馆一楼进门处，不知何故临时改置于一教室中，空间有限，致后来者难有立足之地，致协

助我们的志愿者被请出教室，因而摄影者缺乏有力人手。至于今后雕像位置，王奋理事长当场向朱校长进言改放二楼博物

馆前，我亦附议。但若干日后，有人建议安置在翔安图书馆五楼汪公纪念展室，当亦是一良好选项。 

下午5时仪式开始，主持人韩家淮副校长报告毕，朱崇实校长热情致词、推祟汪公，继由王奋理事长对本雕像之来龙

去脉作一详尽报告，之后由张彦党委书记及我、李梅老师，朱校长及王奋理事长、赖虹凯纪委分立雕像两侧、各执红布幕

一角拉绳、合力将布幕徐徐拉下，汪公雕像终于出现，继而观礼者纷纷与此雕像合影。仪式完毕后，汪公第三四代后人赶

到、包含了汪公孙女汪深及汪公女公子汪敏之子汪鹭(按：汪敏教授己于2014年12月因癌症在美逝世)，他们都和汪公雕像

及在埸校友合影留念。 

夜间，成立于2015年5月之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记洪永强教授和常务副院长尤延铖教授（按;他们两位也都是博士生导

师）联袂到建文楼，逐室邀请我们这些工科出身的老校友明晨校庆大会后，10:30-12:00参加该院文化墙落成仪式，我们

都答应了。 

4月6日 ─ 95周年校庆大会、校友聚会 

      4月6日清晨即起，7时半前早餐毕、因今日校庆大会在建南

大会堂举行，参加者有六千多人，我们85岁老年校友均被安排

在主席台上就坐。为免拥挤，校车在8时前即抵达大会堂前，我

得志愿者黄欣之助经狭梯登上主席台，另刘心俣与小女照料我就

座。观阅座位名单，主席台左方有二十位国内外大学校长及到校

讲学之外国学者、包含了诺贝尔奬金得主；右方则是31位85岁

以上老年校友、及知名校友。名单上我所识老校友有18位，

即：1946届庄昭顺；1947届邵建寅、陈振苍；1948届除我本人

外，有周咏棠、陆家沂、徐其礼、沈鼎旌、纪华盛（但缺席）、

殷凤娟（沈咏仁夫人）、知名校友吴伯僖、（*可惜88足岁之陈

华级友却未被列入）；1949届周纯端、邱建平、连行健、英景

昭、何管略；更下届者有谢希文、刘藻文及张克辉。 

8时半，大会司仪邬大光副校长宣布大会开始，众起立唱国

歌。这时见一名摄影记者在我排前后来回寻找镜头，次日（4

月7日）厦门日报以大幅照片将我、陈振苍、谢希文和后排的蔡厚示都摄入，标题为“满头银发的他们、是台上最闪亮的

星”，倒然是个写实，值得回忆。 

主持人张彦书记对我们31位老校友逐一唱名及介绍台上贵宾予大众后，朱祟实校长致词，他特别报道，据国际权威人

士调查，厦大在世界五百名大学中，今年排名第250名，闻之令人振奋。按: 前时我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权

威杂志中得知母校在国内百名大学中排名第12名；在世界五百名大学中，2014年是第360名，2015年是275名，而今跃进

到第250名，我们当感谢朱校长领导有方。他是2005年中接陈传鸿校长之任，现为第三次连任之第12个年头，我们更感谢

他带领厦大走进世界。 

继由两校友代表致辞，一为台湾校友会名誉理事长周咏棠、另一为美洲

工程院院士孙勇奎；及教师代表海洋与地球学院戴民汉教授、学生代表蔡予

乐同学发言。接着由朱校长代表校方逐一地接受校庆捐款，并由捐赠者代表

福建省原副省长、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曹德淦致辞。后由张彦党委书记主

持奖教金与奖学金之颁发仪式，最后奏唱厦门大学校歌后，庆祝大会落幕。 

10时后，校车将我们老校友有工科背景者，如航空系陆家沂、谢希文，

机电系邵建寅、周咏棠、徐其礼、我与沈咏仁夫人殷凤娟等送到嘉庚楼群四

号楼之第五层航空航天学院办公楼，共贺其文化墙之落成。墙上挂图居然可

见我1948年毕业前顷、机电系机械组同学在万石园前之合影。又，主持人赖

虹凯纪委书记在致词中引用拙作“校园忆旧”中的文句，都令我幌然回到21岁

时的“厦大岁月”中。我们聆听院领导有感谈话及合影后回舍。奇的是摄影

时，我们这批来宾全坐在椅上，校方领导人物在前面蹲成一排，对向的学生

全站着，他们真然是“敬老尊贤”啊！ 

48级校友座谈。左起前排/二排立:殷凤娟,陆家沂及弟,吴伯僖夫

妇,周詠棠/女文蕙,苏林华/女中丽,陈华;三排为志愿者(2016-4-7) 

苏林华偕女中丽(左)与担任厦大英文系教授之堂

妹苏欲晓(右)喜相逢。(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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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这项节目是临时插入者，原来校友总会安排的是由伴随我们的志愿者向我们作“一对一”访问，由于这改变使

他们感到失望，而这两天来，他们对我的服务达到行影不离程度，一问之下则知其中一位中文系女研究生黄欣竟然是我古

田县同乡，而我虽然学工程，却在业余时出了五本近乎文艺的中文书，

故中午时送她一本《共饮长江水》，她欣然就阅，据说几乎忘了下午伴

送我的时间（* 多谢阅读）。 

下午3时在大南七“怀贤楼校友之家”、我们31位85岁以上老校友举

行座谈会，但却是自由参加性质，故到埸者只七成左右，由石慧霞副秘

书长主持，与会者轮流申述离校后情况，五时前结束，继在大门口合

影，外加赖虹凯纪委书记、石慧霞副秘书长，计有23人参加。 

夜7时半在建南大会堂有“情系南强、花开四海”之《全球校友专场

文艺晚会》，由校友总会主办，但由各地校友会自备节目，计有17

个。其中第4个节目《我们正青春 ─ 伞舞》是1977及1978八位级友亲

自下埸表演者，似曾相识，因而忆及十年前 85周年校庆晚会时已看过

此充满南洋情调之印尼伞舞，同样的舞者现都已五六十岁了，表演上

乘、精神更可嘉！谢幕时朱校长上台致贺，声称以后所有节目全由校友

主演最为理想。 

4月7日 ─ 翔安校区之旅、校友再聚 

照校友总会最初计划是安排我们这批老校友在4月7及8日，花上两天一夜时间返回长汀作怀旧之旅、回顾当年旧校

区。最初要搭动车、后改为公路车及当天来回。但因我们31人中、其为“长汀学子”者只余七位，更何况15年前、八十周年

校庆次日我去时，可看的已不多、现更少；老年者当天来回8小时，天雨路滑，既疲且危，故校方决定改往翔安新校区访

问。行前有此共识，以翔安主楼图书馆及其内《汪德耀纪念展室》为主要参观对象。 

4月7日晨8时由校庆老年校友接待组总指挥赖虹凯纪委书记领队，辅以校友总会石慧霞副秘书长、联系人毛毛女士

（按：她原系翔安校区生命科学院团委书记），带领我们老年校友及伴同之家属与志愿者，浩浩荡荡搭游览车穿过七公里

之翔安海底隧道，抵达蔚为奇观之厦大翔安大学城，立刻受到专程赶来之图书馆萧德洪总馆长及翔安分馆戴鹭涛馆长及书

记的热情接待。 

按：本图书馆位居翔安校区主楼群中央之3 号楼，楼高近50公尺，自中厅地面画有厦大巨形校徽处仰望，视线可透过

第9层玻璃屋顶直达穹苍。本楼建总面积7.4万平方公尺，可提供阅览座位3500个，可藏书300万册以上，是目前全中国高

校中最大的图书馆单体建筑。目前已有藏书130万册、现刊500多种、过刊30万册。 

我们访者计三十多人在图书馆大楼前合影后，就迫不及待地直趋五楼《汪德耀纪念展室》。由于我就学厦大四年，头

一年汪公是代理校长，后三年他全是校长职务，故特别关心及怀念

着他。在展室我们瞻仰汪前校长遗留下的珍贵图书、手写文物及照

片等，两位馆长详为说明，并合影为念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离开图书馆后，游览车绕翔安校园一周，这时又惊又喜，五年前母

校九十周年校庆日，我到此参加新校区破土典礼，其时此地是一片

荒野，于今是拥有二十多座高楼大厦的大学城。真应感谢学校当局

的魄力，也感谢政府的极力支持，说到做到，为厦大展开美好的远

景。 

多日来与三位志愿者相处，如同一家人，他们知我与小女明晨即要

去福州，不无依依。由于黄欣同学主修中国语文，故我再赠她《梦

回鹭江滨》一书， 她则带来一个刻有厦门大学校门的音乐盒给

我， 颇有“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情画意。 

下午3时，我级级友再聚《校友之家》一楼咖啡厅内。按：我级

1948年毕业时放有247人，此次到厦大聚会者有八位，不及百分之

四；而今日下午则只吴伯僖、周詠棠、陸家沂、陳華、沈詠仁夫人与我六人到埸，徐其礼与沈鼎旌两位因有他事无法参

加，好在加上家属尚有十人之多。至夜间共宴时，级友全到，加上家属、坐满15人大圆桌，互期五年后、母校一百周年校

庆时再相逢。 

85岁以上老校友及眷属们在校领导陪同下参观厦大翔安校

区，在图书馆主楼前广场留影。（2016-4-7） 

85岁以上老校友坐上主席台。左起：吴伯僖、苏林

华、陈振苍、谢希文等。(2016-4-6) 

• 母校95周年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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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七时半，在建南大会堂有音乐舞踏史诗《南强颂》演出，但因两位志愿者黄欣和刘心俣希望恢复原定在4月6日上

午举行的《访谈》，我同意之。他们就有板有眼地搬了手提录音录像设备，向我访问这一生的奋斗生涯，及应邀参加95周

年校庆的感想。我4月中返美后收到黄欣同学发来一篇文情并茂的《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 参与厦大九十五周年校庆

志愿服务有感》文章，令我十分感动。（按：此文亦将一并刊出）。 

后记 ─ 再别鹭江滨、福州返乡行 

4月8晨，3位志愿者(王昕助理教授、黄欣硕士生及刘心俣同学) 赶来向我及小女作最后一程的服务，黄欣同学并特地

穿了新装，五人合影留念。刘心俣同学且及时地导引我侄儿父子自福州开来的汽车进入大南校门而达建文楼前。当载着我

们的车徐徐离开时，看到以跑步姿态赶达车前的頼虹凯纪委书记、毛毛女士及3位志愿者等人向我们挥手送别时，令我感

动不已。 

一如15年前，厦大八十周年校庆后，中强侄接我在返榕途中，带我到莆田市黄石镇，在镇海堤纪念馆中，看到家父儒

善公因县长任内治水有功、其塑像被奉祀为海神之况；这次则在莆田市香山宫前、见到家父半身石像又因人民感恩而树立

在24座石像之前排。 

在榕四天，时常下雨，少作长程旅游，亦未能上山为双亲扫墓，故只与两妹及侄儿三家轮番聚会。至4月11夜，我们

回宴时，得有苏家三代17人之合照，值得留念。 4月12日下午到福州市之长乐机场，又因广州暴雨误点，不能及时登上飞

美之机，留宿广州一夜，13日才抵美。 

综观此次远行，前后12日，兴奋有之、紧张有之、疲劳有之，但今生不易再逢，谨作此文留下永久之回忆。 

(2016年5月于美国洛杉矶) 

 

 

95周年校慶与我 

文/图：莊昭順（46届法律系） 

 

我与朱一雄2011年同参加90周年校慶之後，便計劃参加95周年校慶。可是主召他在2012年離世，我雖孤獨仍想参加

95周年校慶，並希望帶着他的遺作，在我們的母校舉行一次畫展。我的願望得到校方接收，將

一雄部份遺作加入这次校慶大規模的書畫攝影展覽;大会場分设两面展墻專掛一雄书畫一共19

幅：15幅是從美国寄去的电子照片，由展覽負責人員把电子版放大作鏡框展出，另4幅是一雄

書畫原作，是学校的收藏，為了慶祝校慶大展，特別從挡案館拿出來掛幾天；十分美丽。 厦大

出版社也允出版朱一雄之散文集,相信一雄在天之靈也必欢

欣。 我雖老邁,靠着輪椅向慈爱的母校致敬。 

      这次母校操心组织85岁以上老校友返校庆祝建校95周

年。4月6日我列入年老校友,坐輪椅被抬上講台坐在第二行

第二位。望着五千人的会場, 座無空席：有9百個中學校

長，有數不盡的得獎人都來参加盛会。許多認識的領導及

不認識的工作人員, 都親热地來握手。 一個多钟頭的纪念会

在歌声及掌声中散了,下台以後又是拍照又是訪問； 对一個93歲的老婆婆是太高興! 晚

上的文藝表演, 美妙無窮。 如果我只有25歲,必久久不肯離去。 

4月7日、上午我們乘大型汽車到翔安新校区參觀， 高楼大厦如在夢境，花草青翠, 更是美丽。大型的圖書館正展出故

校長汪德耀的文物。中午回厦門吃飯。下午有个机会讓老校友欢聚。 時間雖短, 還可以拍照留念。 

4月8日原定接見親友,结果法律學院有个座談會。 新的院長宋方青教授与黨委書记李智勇先生親自接待,也遇見幾位新

教授。 我不在法律界作事, 一直在菲律濱两家中學當文史教員, 並在圣多瑪斯大學進修，取得政治学碩士。课餘继續寫論文

庄昭顺（中）就座于95校庆大会主席台 

校庆畫攝影展展出朱一雄原作 

• 母校95周年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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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几家報館之專欄作家及編輯，出版了几本英漢对照之散文集。這次在厦大法

学院座談会上我听了几位教授的高談，深覚厦大法学院努力推動中國的法治，相

信厦大法學院將成為中國法治的火炬。 

4月9日整天在故鄉漳州掃墓，並會見親友包括不熟識的親戚。 4月10日就回

美國。  

感激不尽母校领导及诸位校庆工作人员辛苦筹備, 温馨接待,讓我們得享受建文

楼宾馆优美的住宿，逸夫楼的佳肴，而在后台也有医药服务。两位可爱的学生志

愿者贾昌旺及卢凌，推动轮椅，搀扶上车下车，随时照顾。接待主任陈文彬是法

学院的代表, 综理我們六天交通活动及膳食。他們师生三人又特地在4月10日黎明

送我们母女三人到机场，可見安排的周至。匆匆的六天，看见母校飛似的发展，现以感谢的心祝贺厦门大学前程更光明，

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決無问題。 

我愛厦大; 厦大也爱我! 假使我可以活到98歲, 我一定再参加母校一百年的校慶。  

 

 

 

 

厦大建校时那些数不清的“第一次” 
 

当我们祝福一个人生日快乐时，我们知道，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 

当我们祝福厦大95岁生日快乐时，不该忘记，建校时期的那些艰难曲折，每一个“第一次”，都来之不易。 

▌第一次发愿办厦大 

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敢为梦想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以彪炳千秋的。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便是这样的人。 

完成集美学校由幼儿教育到中学、专门教育的一整套体系后，陈嘉庚教育兴国的脚步并没有就此打住，他想办大学。

“有了专门大学之设立，即实业、教育、政治 三者之才，乃能挚业。”于是，当一战的硝烟即将散去的时候，中国南方一所

大学的蓝图开始在陈嘉庚的心里被勾勒着，在这位闽南汉子的胸襟中，梦想着

在自己的 故乡东南之滨建立一个现代教育的王国。 

1919年5月，陈嘉庚决定回国实现自己创办大学的梦想。这次回国办学，

陈嘉庚自己预计要用四五年乃至五六年的时间，便将南洋的实业交给胞弟陈敬

贤和公 司经理李光前管理，并特地将公司的高层、中层职员召集一起，设宴

与同仁告别。临别宴会设在陈嘉庚的新加坡恒米厂，餐桌有意摆成一个“中”

字，吃的是中国 菜，饮的是中国酒，陈嘉庚特别向同仁表明宴会摆设与美食

的用意是“愿诸君勿忘中国，克勤克俭，期竟大功”。 

▌第一次认捐 

1919年7月13日正是闽南天气入夏的时节，天高云白，虽为夏日，却因为海风阵阵，天气并不闷热。下午3点钟，伴

随着陈氏宗祠响亮的锣声，居住在厦门这个通商口岸的各界人士在一个海外来客的感召下，来到了原本只是陈氏族人聚集

的宗祠内。宗祠锣声响过之后，召集此次集会的陈嘉庚走到了列宗列祖的牌位前，用闽南话开始了他的慷慨陈词：“今日国

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他呼吁各方“抱定宗旨，毅力进行”，“民心不死，国脉尚

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居人之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有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陈嘉庚的演讲感染了全场的听众。这一天，陈嘉庚当场宣布他认捐100万元洋银作为厦大的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

300万元洋银，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洋银。1919年的400万元洋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年陈嘉庚全部实有资

产也就只有这个数字。 

左起：朱崇实、莊昭順、賴虹凯、石慧霞 

• 母校95周年华诞  • 

解放后，陈嘉庚（前）视察厦门大学建南楼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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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陈嘉庚洋溢着爱国热情的演说并没有得到响应。1922—1924年，陈嘉庚亲自到南洋为厦大募捐，本来希

望募捐数百万元作为厦大基金，结果还是到处碰壁，甚至仅仅募捐十万八万以至四五万来建图书馆都办不到。厦门大学创

办前十年，办学经费基本上都是陈嘉庚独自负担。 

▌第一片校址 

演武场是一块风水宝地，又是一块记载着厦门的光荣历史、能让每个富有民族正义的人们梦魂牵绕的土地。陈嘉庚选

择演武场作为厦门大学的校址是鉴于他坚信“校

界划定须费远虑。”他经过反复多处勘察，发现

占地约二百余亩的演武场“下系沙质，雨季不

湿，平坦坚实，细草如毡”，是建造校园的理想

场所。“计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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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嘉庚还考虑到厦门大学依傍在千年古刹南普陀

寺一侧，南普陀环境清幽，风景宜人，远离尘

嚣，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而临近的厦门港，

“港阔水深，数万吨巨轮出入便利，是我国沿海各省之冠。”陈嘉庚先生在办学上的深谋远虑、目光远大由此可见一斑。 

但那时的演武场左右远近荒冢累累，怪石错立，是厦门南端一处偏僻荒凉的荒郊野地。当陈嘉庚选择演武场作为厦大

校址之后，这块原本荒芜的土地似乎马上价值连城了，福建省督军李厚基出来作梗，他凭借着执掌福建省军政大权敲起了

陈嘉庚的竹杠。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嘉庚与李厚基斗智斗勇，最终李厚基无奈地将厦门大学演武场的地照批复

给了陈嘉庚。 

▌第一块奠基石 

细雨飘洒在刚刚嵌上墙基的碑石上，碑石上镌刻着这么几行字： 

  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九日 

  厦门大学校舍开工  陈嘉庚奠基题 

5月9日——这一天就这样嵌入了厦大的史册，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于当年8月对德国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

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乘着袁世凯企图世袭总统的机会，向袁世

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第四号要

求，偌大的中华民族，由于自身的贫弱，就这样任由他人威逼宰割，此恨绵绵何时休，于是

全国教育联合会就将5月9日这一天定为国耻日。 

陈嘉庚望着烟雨苍茫的天空，心里并不因为奠基碑石的奠定而平静下来，这位熟谙风水

地理而懂得择取黄道吉日的闽南人，偏偏选择了5月9日来奠定厦大大厦的基石，其用心与意味是深长的。 

▌第一句校训 

今日之厦门大学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但在建校初期，校训只有前四个字。 

“自强不息”是在厦大立校那天亮出的精神话语。1921年4月6日厦大举行开校式，演讲台中间悬挂的是陈嘉庚指定的四

个大字——“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出自于《周易 · 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厦门大学创办时期，正是中华民族

内忧外患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民族危机四起而希望犹存的时候，每一个有抱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开始抛弃幻想，走向了自强

救国之路，仁人志士们从老祖宗那里寻得一把催促民族自立的精神利剑，以君子之道自强自立，奋发图强，不懈奋斗，“自

强不息”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 

“止于至善”是林文庆到达厦大后确立的厦大校训。“止于至善”源于《礼记 · 大学》，《大学》开篇言：“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种思想精神境界，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蕴含着生命对于至善至美理想的

追求与践行。 

▌校史里的第一次 

第一任校长：1920年12月，邓萃英接到陈嘉庚的校长聘书后，开始主持厦大筹备创办的方方面面。由于各方面的矛

盾，1921年5月3日，邓萃英向陈嘉庚提出了辞呈。 

• 母校95周年华诞  • 

陈嘉庚与厦大、集美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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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招生：1921年2月1日，厦大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共112人，其中商学部

28人，师范部84人。 

第一次开学式：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即温楼”举行开学仪

式。 

第一栋校舍：1922年2月，新校舍“映雪楼”首告竣工，全体师生由集美迁入新校

舍上课。 

第一次招收女生：1922年7月，学校开始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学。 

第一个党支部：1926年1月底，厦门大学建立了厦门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罗扬才。 

 

厦大建校时期，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值得我们回忆，在厦大未来的发展中，会有更多更多的第一次等待我们开创。 

（2016-05-01  厦大人） 

 

 

 

 
  ★校庆花絮★ 

 

首次面向全球直播校庆活动 
 

校庆的系列活动的第一场直播，就是德国特里尔大学和厦门大学乐团共同奏响的一场酣畅淋漓的交响音乐会。畅享这

场音乐盛宴的，不仅有在场的数千位师生，还包括同时在线观看直播的上万人次观众。直播还有包括95周年庆祝大会在内

的八场大型活动，涉及晚会、话剧、讲座多种类型。让分布在全球各地、关心厦大发展的校友、各界人士，都能同步收看

95周年的校庆活动。厦大从去年起就开始申购直播设备；同时以学生记者为主体，组建直播团队，进行专业化训练。最终

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在七天的时间内完成了八场大型活动的现场录制和直播，工作强度和难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地方

电视台。此外，团队还联合校网络中心、视友网视频播放平台，制作现场直播专题页面，首次向全世界同步传输了校庆活

动的现场信号。 

4月6日，95周年庆祝大会在思明校区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同一时刻，在马来西亚分校的图书馆、食堂投影区域，

也同步转播了这场大会，吸 引了不少师生驻足观看。直播信号也通过校网络中心，实时传输到思明校区的科学艺术中心、

克立楼、勤业食堂，以及翔安校区、漳州校区，实现了多校区同步观看的效果，跨越了时空，推进了各校区共同参与这次

校庆活动。 

通过互联网平台，此次直播的信号传输至世界各地，受到了海内外校友的点赞。在美国工作的93级经济学院黄学长这

么说：“这次校庆不能回去好可惜，还好通过直播也能同步收看到母校的盛况。” 参与校友专场文艺晚会演出的2005届

艺术学院毕业生小李说：“这次晚会，让我们从五湖四海而来。这样的直播，让我们的晚会又传播到世界各地，真的是全

球校友的大联欢。” 通过“现场直播”专题页面，直播还提供实时观看和即时回看。截止4月12日，累计总播放量已超

30万次。据后台数据显示，收看区域除了北京、上海、广东、重庆、新疆、内蒙古等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还传播至

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印度、沙特阿拉伯、格鲁吉亚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95周年校庆期间，好一段时间“闭门谢客”的易中天教授，也回厦大做演讲，一

下子成了热门讲座。许多的同学通过网络，不用挤到现场就得以直接聆听易老师的

《文明与信仰》讲座。网友“Melody”在直播页面留言到：“这下坐在宿舍里也能

看易中天老师开讲啦，直播简直是没抢到票同学的福音。”网友“黑白”则更直接

“这直播质量太赞了啊，流畅得毫无压力。为什么没有打赏功能？！” 

（2016-04-15 厦大新闻网） 

 

• 母校95周年华诞  • 

陈嘉庚校主在第一块奠基石上的题字 

95校庆直播收看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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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厦门大学：在国际化道路上奔跑前行 
 

近日，厦门大学海洋科考船“嘉庚号”正式下水。这艘3000吨级的大型科考船将依托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和中国-东盟海

洋学院，成为推动全球变化研究、海洋科学教育以及科技交流的“海上厦大”，将嘉庚精神传播至世界各地。 

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这所由“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学校流淌着“博集东西”“兼容并包”的血液。

“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在建校之初被定为厦大的办学宗旨。建校近百年来，厦大始终坚定不移

地在国际化道路上奔跑前行。 

〇 学生在国际交流中开阔视野 

2014年9月，厦大2013级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李嘉琪通过学院的交流项目，到香港大学进行一学期的交换学习。而这

仅仅是李嘉琪世界足迹中的 一站。三年多来，李嘉琪分别通过学校、学院的不同项目，到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高校进

行短期的交流学习，领略不同学校的教育理念和风格，感受不同的校园 文化和学习氛围。 

厦大一向注重人才培养国际化，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和力量，发挥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通过校际合作、暑期学

校、联合培养、国际访学等形式，搭建 长短期项目相结合、学期派出与暑期项目相衔接、专业课程和文化交流并举的多层

次、多模式的境外交流体系。近年来，厦大还通过校级高层访问和学生艺术团巡演 等方式促进交流深化合作。 

〇 师资实现“本土”与国际融合 

11年前，侯格（Holger Merlitz）漂洋过海来到厦大。如今，这位有着标准欧洲脸的物理学教授已经成为厦大软凝聚

态理论研究和计算 机模拟等领域发表高质量论文的一面旗帜。从访问科学家到厦大教授，他的“加盟”还为学校开展国际合

作交流添砖加瓦：与德国德累斯顿莱布尼茨聚合物研究所合 作，推动厦大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所加盟全球工程教育交流中心

的高校等。 

近年来，厦大致力于打造一支科学合理、适应学校发展需求的外国专家队伍，还每年邀请数百位专家学者来校进行短

期讲学、科研合作、交流访问。 

2014年，厦大启动了“国际化师资培养与储备计划”，资助部分优秀本科毕业生赴国外一流大学继续深造，学生学成后

回校任教，成为一批具有良好国际视野和创新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〇 建立国际标准的办学质量保障机制 

IQA是厦大最近反复提及的词。简单来说，它就是国际版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它要通过试点大学的实践来建立

本科教学评估体系，即一所大学要 做什么、如何规范等，最终告诉其他大学“大学要这么办”。近日，在加拿大比较与国际

教育学年会上，厦大教师发展中心的老师吴凡向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介绍了 IQA的“厦大模式”，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唯一一所入选的案例学校，厦大不仅要完成联合国IQA项目，更重要的是，要结合IQA建立一个相对具有国

际标准的质量保障机制，使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母校建设成就 

【编者按】近年来母校在国际化办学、提助创新创业以及生物工程、医疗、海洋科考等领域的进展和

科研项目佳报频传、硕果累累，得到各大媒体关注和聚焦报道，令海外广大校友为母校倍感自豪。在

此特选刊近期各大媒体对母校的报道，以飨读者。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六期 ~ 15 

 

这只是厦大国际化办学的一个侧面。设立“博伊特勒书院”联合培养拔尖人才；在金融、经济、会计等专业开设全英文

授课的国际化班；本科教学计划采 用“5+5”对标，即每个专业设置课程时，要参考五个国外一流大学课程、国内排名前五

的大学课程……用心设置，不断探索，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国际思维，厦 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办学道路。

（ 2016年07月18日） 

 

 

 

 

 

 

 

 

★《福建日报》 

 

【摘】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团队一路走来，刻苦攻关，硕果累累。他们身上体现的

科学精神与创新毅力，是我们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力量与榜样。我们期盼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过程中，有更多科技人才施

展身手，建功立业。 

    摆脱艾滋病诊断试剂盒抗原原料对进口的依赖，推动戊肝疫苗研究站在世界前沿，打破宫颈癌疫苗美英技术封锁，厦

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团队 —— 

在科技“赛场”为国争光  
 

他们研制的艾滋病毒重组抗原及第三代诊断试剂盒，消除了“代差”，与国际上目前最好的试剂处于同等水平；他们历

经14年，研制全球第一个上市的戊型肝炎疫苗，扭转国际医药界关于“原核系统不能用于病毒疫苗研制”的固有认识。 

他们是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先后获得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

201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重大奖项。作为研究中心主任与研究团队领头人，夏宁邵教授也于2013年获得省科学

技术重大贡献奖，2014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名单。 

 

消除诊断试剂“代差” 

 

1995年底，夏宁邵受邀到厦门大学组建生物技术研究实验室。彼时，在传统科研模式下，经费来源以向国家申报立项

为主。由于“僧多粥少”，很难争取到足够经费，实验室运行伊始，面临缺少资金和各种实验仪器设备的困难。这让他反复

思量，该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才能既实现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研究目标，又为实验室的发展储备实力？ 

作为预防监测艾滋病传播的最重要工具，艾滋病诊断试剂的课题研究也持续被列入我国“七五”“八五”和“九五”攻关计

划。遗憾的是，尽管众多科研单位持续攻关，相关研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仅有几个小型实验室能

生产的生物活性原料，远不能满足产业需要，大部分企业生产艾滋病诊断试剂盒所需的关键抗原不得不依赖于进口。 

关键抗原依赖进口，自然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诊断试剂灵敏度和特异度存在较大不足。“关键抗原进口

只能买到二流的抗原，存在‘代差’，就像电脑的CPU，别人在用486、586，你还在用286。”中心副主任张军说，抗原质量

低导致国内产品的灵敏度最高70%，平均只有60%左右，而国外的诊断试剂灵敏度能达99%以上。因此，国产诊断试剂对

• 母校建设成就 • 

【编者按】8月10日，《福建日报》在其头版推出科技创新大型主题宣传报道专栏——“实施创新驱动 推进

供给侧改革”。开篇文章即“聚焦”母校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夏宁邵教授团队。这

篇刊发于该报头版头条题为“在科技‘赛场’为国争 光”的通讯文章，深入报道了夏宁邵教授团队“十几年

磨一剑”，终在生物医药领域取得累累硕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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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感染者漏检较多，安全隐患问题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 

研究团队果断决定以艾滋病诊断试剂作为突破口。但当时缺乏经费，也缺乏抗原纯化的机器。“一台高效液相色谱仪需

20万元，但我们没有经费购买。”张军回忆。 

恰巧，国家出台鼓励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厦门大学也有相应措施。研究团队借此契机与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解决了后顾之忧，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自行设计、构建的高效原核表达载体上表达出高活性、高产量的重组

艾滋病毒抗原，从而结束我国艾滋病诊断试剂盒抗原原料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1999年，他们在此基础上研制的“艾滋病毒第三代抗体诊断试剂盒”，艾滋病毒检出率和特异度分别达99.60％和

99.98％，在世界同一领域的研究中达到先进水平，大大加强我国对艾滋病毒传播的控制能力。2001年，该项研究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之后，研究团队又参与一系列国家重大传染病诊断试剂的研发：研制出甲型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检出甲型H1N1

流感毒株的灵敏度比普通快速检测试剂高10倍至100倍；研制的手足口病诊断试剂盒在我国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作用……

这些成果，解决了疾病防控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14年磨出世界第一 

 

夏宁邵研究团队并不满足于诊断试剂平台上的建树，他们把目光投向疫苗领域。疫苗是最根本的疾病防控办法，但与

诊断试剂2-3年的研发周期相比，一个创新性疫苗的研发需耗费十几年。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周期

长，投入巨大。 

从1998年开始，研究团队就着手研发戊肝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3的人口曾感染过戊型肝炎病毒，我国近

年戊肝发病率也逐年上升，已在成人急性肝炎中居首位。据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对戊肝疫苗开展过深入而系统的研

究，其疫苗研究进行到第二期临床，因成本高昂而终止。 

与所有新药研发一样，戊肝疫苗的研发并非一路坦途。“疫苗的研发没有企业的支持很难取得真正成功，幸运的是我们

有这方面的经验。”张军说，2000年，研究团队在几乎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得到杭州养生堂的支持，双方合作共建联合实

验室，并与北京万泰生物药物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从技术到产品的全面协作关系。 

据悉，传统的疫苗研制方法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将病毒放在细胞内大量培养、灭活，再辅以佐剂，即灭活疫苗；

第二种是将病原体在体外反复传代，去除其致病性，但保留其免疫原性，即减毒活疫苗。而夏宁邵研究团队的方法，则利

用基因技术模拟出病毒。“如果不能完全模拟病毒，走了样，就无法找到关键靶点和靶位，也就无法研制出疫苗。”张军

说，这项技术的成本也远低于传统方法。 

2004年，戊肝疫苗进入一期临床，一年后顺利进入二期临床。2007年8月，研究团队进入最关键的三期临床试验，涉

及11.3万人、30余万针次的研究显示，该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保护性。2010年，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

发表该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这些研究成果无可争议地使我国戊肝疫苗研究站在世界前沿。论文的特邀评论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撰写，

他认为这次临床试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该戊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全世界戊型肝炎预防与控制领域的一个重大

突破”。 

经14年不懈努力，2012年10月27日，在国家卫计委及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球首支戊肝疫苗在厦门成功实现

产业化，并走向市场。戊肝疫苗的研制成功，扭转了国际医药界“原核系统不能用于病毒疫苗研制的固有认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证实戊型肝炎是可以被疫苗预防的，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制药原始创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基于该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团队的另一个疫苗宫颈癌疫苗也打破美英技术封锁，成为全球第3个、国内第1个获准临床

试验的宫颈癌疫苗，目前已基本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可大幅压低该疫苗供应价，引起国际广泛关注。（2016年8月10日） 

• 母校建设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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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 

 

厦门大学：提升服务助燃创新创业激情  
 

2016 年，厦门大学迎来了建校 95 周年校庆，厦大 86 级校友也同时火了一把。这些校友启动了总资金达 5 亿元、第

一期到账资金 1 亿元的厦门大学凤凰花季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点燃了厦大师生创新创业的激情。 

近年来，厦大从推动学生创业、提升创业教育和服务水平、加快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入

手，多举措助力学生就业创业。 

机制+政策：多措并举促就业 

在厦门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已被纳入学校的重点工作部署。在《厦门大学 2016 年工作计划要点》和《厦门大

学 2016 年学生工作计划要点》中，就重点 强调了要深入推进就业创业工作，建立精准就业服务推送机制，做好重点群体

毕业生的就业帮扶，提高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此外，厦大还从完善体

制机制建设等基础 环节着手，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形成了

“学校主导—职能部门联动—院系落实—全员推动”的就业创业工作机

制。 

为做好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厦门大学还配套出台了

《关于做好 2016 年厦门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厦门大

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印发了《厦门

大学关于鼓励毕业生到基层、西部地区、部队就业及自主创业的奖

励办法》，明确奖励政策措施。在毕业生就业帮扶方面，今年 就把

帮扶对象扩大至低保家庭研究生，并且后续将提供就业指导、岗位推荐、路费报销等针对性帮扶措施。 

资金+基地：大力推动学生创业 

“大学生创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厦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刘艳杰说，“厦大去年引进了刘祥南创新创

业基金和金圆创新创业基金共计 400 万元，再加上今年 6 月底第一期将到账的 1 亿元凤凰花季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资金，

可为学生解决创业资金的后顾之忧。” 

2015—2016 学年，厦大共收集到创新创业项目 200 余个，其中 90 多个项目即将或已经落地。此外，厦大今年还推

荐了 15 个优秀学生创业项目参与省级 创业资助评选。创立厦门觅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 2016 届硕士毕业生戴单单说：

“省级项目通过申请的话，预计可以得到补助资金 3 万元到 10 万元。” 

自主创业要成功，学生在校期间的创业指导和教育非常重要。据刘艳杰介绍，截至目前，学校已举办“创客+思享汇”

系列沙龙、创客+商业资本对接会等各类学生 创业活动 20 余场。几年来，厦大创业培训基地共培训 2200 多名学生，创

业培训已经成为学校创业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今年 ETC（教育 Education、孵化 Tutor、投资 Capital）创业培

训将纳入小学期教务系统，为学生提供创业导师，引入早期创投基金、入驻孵化基地等服务， 计划完成 400 人的培训。 

据了解，学校新建了演武创客空间，同时正在改造芙蓉隧道文创基地以及创业孵化基地，将可为学生创业提供更多的

场地支持和孵化服务。今年开始，厦门大学还重 点培育了一批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特色基地，除管理学院外，新增外文学

院、医学院 2 个就业创业特色基地，并将重点扶持公共事务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医学院、能源学

院 5 个面向全校的重点就业创业指导活动项目。 

指导+对接：全面服务毕业生就业 

为进一步完善教育辅导体系，厦大将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结合行业动态和发展需

求，提升课程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学校实现学生咨询常态化，设立专门的生源咨询室，持续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生涯辅导

• 母校建设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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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数据显示，厦大共为 2016 届毕业生举办“求职辅导月”“分类系列辅导”“名企面对面”“职属于你”等各类特色就业指导活

动近 50 场，参与人数达 2800 多人次。2016 年全校共计将开展 200 多场活动，将覆盖 8000 多人次。学校推出的行政综

合能力训练、模拟招聘大赛、职场情景剧等一批有创新、有影响、 覆盖广的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喜爱。此外，学校还利用

专业大类分流、双学位辅修、转专业、保研等时间节点，通过讲座、沙龙、“一帮一”结对等活动形式，加强 对低年级学生

群体的专业选择指导和生涯规划教育。 

目前，厦门大学建立了一支包括 100 多名国家职业指导师、32 名 KAB（Know About Business）教育讲师在内的骨

干师资队伍，学校还积极引导相关专业的专任教师，邀请政企界人士、校外专家和学者加入就业指导队伍，并定期举办毕

业班 辅导员业务培训会，定期开展生涯课程集体备课试讲，主动承担教育部职业信息库建设、学职关系调研课题研究等。 

此外，厦大积极和用人单位进行接洽，推动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直接对接。截至目前，已为 2016 届毕业生组织各类

招聘会 27 场，参会单位共 1942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263 家，发布各类岗位需求 8 万多个。 （2016 年 7 月 20 日） 

 

 

 

 

★《中国新闻网》 

 

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先行者 
60年培育6万海外英才 

      

中国第一个海外华文教育机构 ——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自 1956 年创办以来迄今已走过 60 年风雨历程。60 年

来，这里已为世界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约 6 万名各类专门人才。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国际学院院长郑通涛在 7 日举办的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建院 60 周年庆祝大会上称，该院在 60

年海外教育实践中，发挥厦门大学“侨、台、特、海”独特优势，逐步形成面向世界与侧重东南亚及港、澳、台，来华学习

与远程教学并举，长期进修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兼备，以及走出国门在海外办学的教学特色。 

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历经华侨函授部、海外函授部、海外函授学院、海外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与国际学院合署等历

史发展时期。早在 1956 年，厦大就对外招收数理化等专科学历生 300 多名；翌年，数理化学科招生数增加了一倍，达到

680 多人。 

郑通涛告诉中新网记者，厦大开展海外华文教育，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纯语言文化的教育，还涉及了数学、物理、化

学、中医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教育与培训。 

“这一特点在中国海外华文教育中，非常独特，绝无仅有。”他说。 

目前，该院设有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汉语国际推广等 3 个跨学科二级学科博士、硕士点和语言学与应用语

言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点。郑通涛称，横跨三个跨学科博士、硕士点，这在中国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也是“惟一”的。 

郑通涛称，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创办 60 年来所培养的约 6 万名海外英才，其中包括 3 万名中文、中医专业人才，2 万

名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外国留学生和台港澳学生，1 万名外国教育官员和本土教师，这些人才大部分在东南亚国家，为

东南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表示，厦大正朝着“两个百年”目标奋发迈进，即在建校一百年时全面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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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海外教育学院作为厦门大学教育对外开放和走进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 60 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中，在海内外享

有“传学四海，载誉五洲”的盛誉。 

60 年来，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不断推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着力发展网络远程教育，以“互联网+海外教

育”方式面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开展汉语和商贸远程教学，架构中外教育合作“丝路”，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人文交流。 

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与海外华侨华人具有广泛密切的历史渊源，与东南亚各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和

现实联系，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研究也独树一帜；厦大还在马来西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海外

大学分校，既实现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国门的创新和尝试，也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承担起一份责任。 

郑通涛表示，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大批既熟悉当地

语言文化、又了解中华文化、能讲汉语的各类专门人才，作为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和研究重镇，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将抓住这

一难得历史机遇，将学院建设成为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基地和研究中心，成为中国来华留学生教

育、汉语网络远程教育、国际汉语教育专门人才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培训、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开发推广的重要基地。

（2016 年 7 月 20 日） 

 

 

 

★《中国教育报》 

 

厦门大学：精准服务毕业生就业创业 
聚焦高校就业创业 

就业引导“全程化” 就业市场“立体化” 就业指导“精品化” 创业教育“常态化” 

 

围绕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通过 就业引导“全程化”、就业市场“立体化”、就业指导与服务“精品化”、创业教育与服务

“常态化”等措施，厦门大学日前形成了“学校主导—院系落实—职能部 门联动—全员推动”的就业创业工作机制，精准服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高不成、低不就”是当前大学生就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厦门大学通过群体细分，加强思想教育和引领，为有志到国

家支持的企业、西部地区、基层 项目就业的毕业生，举办交流会、欢送会；组织学生到中航工业、华为等重点企业实习参

访；对重点单位就业典型进行奖励；加强重点单位毕业生跟踪扶持等措施，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鼓励大学生“高能成、低

能就”，培养就业大格局意识，引导学生到国家重要和关键领域建功立业。 

    当前经济下行，就业市场受其波及，对毕业生需求动力不足。厦门大学着力构建“立足海西，辐射全国”的立体化就

业市场格局，通过拓展重点单位 就业资源、培育新的重点单位增长点等方式，拓展就业渠道。2016 届共引进 214 家重点

单位进校招聘，并新签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等 5 家战略合作单位，每年有超过 75%以上的毕业

生通过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落实单位。 

    为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科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厦门大学创新工作方式，通过生涯咨询“一对一”、生涯规划“一帮

一”、就业帮扶“一生一策”、 指导活动“一院一赛”等措施，持续做好针对性精准服务指导。为 2016 届毕业生举办各类宣讲

会 540 场，组织综合性、行业性、地区性招聘会 27 场，参会单 位 1942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263 家；并依托就业中心网

站、微信平台，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推动就业创业信息，全年共发布岗位 8 万多个，人均达 10 个岗 位以上，充分满足

各类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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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困难群体是帮扶的关键。厦门大学为 200 余名家庭经济特殊困难本科生、低保家庭研究生及残疾毕业生建立

了帮扶台账，实施“观念引导、岗位推荐、技能辅导、经济援助”等措施，帮助其顺利就业。 

    以就业带动创业，是当前毕业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厦门大学将创业教育与服务“常态化”，通过“周周有咖啡，月月有

路演，季季有融资”，营造校 园创业氛围。同时，将创业培训与专业特点相融合，结合学科特色分设文化创意、信息技

术、金融服务等主题培训班，并为学生配套创业导师，引入早期创投基金、 孵化基地等服务，提升培训的针对性、体验性

和实践性。 

    据了解，2016 年厦门大学共举办“创客+融资洽谈会”、交流会等各类指导活动 20 余场，2200 多人参加了创业培

训，涌现出 35 个优秀创业项目，激发了学生的创业热情，有效提升了毕业生就业创业水平。（2016 年 07 月 23 日） 

 

 

 

★《中国新闻网》 

 

“爱基因”获千万级战略投资 
厦大硕士生创业6年身家过亿 

 

业界知名基因测序品牌——爱基因，14 日在此间与财政部直属创投机构——中国银河投资举行战略投资合作签约仪

式，正式拉开 A 轮融资序幕。据透露，本轮融资总额达数千万元(人民币，下同)，公司估值将达数亿元。 

爱基因创始人王小波是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在本轮融资后，创业 6 年的这位“80 后”，身价已经突破亿元。 

当天举行的签约仪式，除了银河投资，还有多家机构参与跟投。 

爱基因成立于 2010 年，是中国最早的基因测序公司之一，早年从事研发外包，2013 年前后进入基因检测。凭借自有

专利技术，爱基因不仅检测成果准确性高于同业水平，而且检测成本只需同业的一半甚至 1/3，公司迅速崛起为行业细分

领域的龙头。 

目前，公司拥有全国 6 大检测中心、国家最高级别司法鉴定中心，为北京 301、上海瑞金和协和医院等 2000 多家医

院提供技术服务。 

中国银河投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之所以选择爱基因，是看中其优秀团队和大健康产业的未来。 

1986 年出生的王小波向记者介绍说，他于 2009 年从集美大学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研究生。入学体检时，他的

身体发现一个意外，一度被疑为肿瘤疾病，但是无法确诊和没有针对性用药。刚刚经历金榜题名的喜悦，生命就蒙上死神

的阴影，这促使他萌生开发基因检测了解疾病隐患的念头。 

当时，基因测序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界一直重研发、轻应用；厦大四十几个实验室，用于应用开发的只有 2 个。王小

波坚定地选择了当时还比较冷门的应用开发领域。 

2010 年，王小波面临毕业。“当时按照我的专业能力，找一份年薪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作并不难。”王小波说，但是

一场演讲改变了他的生人轨迹。 

当时，厦门弘信创业工场董事长李强应邀到厦门大学作一场关于创业的演讲，表示可以为有激情、有核心竞争力的创

业者提供配套服务，帮助没有资源、没有经验的创业者创业成功。 

演讲结束后，王小波找到李强。“只要你有梦想，我就支持你。”李强对王小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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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坚定了王小波创业的决心。没过多久，王小波拿到了李强打来的第一笔天使投资。 

王小波的创业从研发外包开始做起。凭借过硬的研发能力，他很快就赚到钱。“有时候一个 100 万的项目，利润可以

拿到 90 万”。他说。 

然而，王小波并没有在赚快钱的路上一直走下去。2013 年，公司作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决定放弃研发外包业务，专

注开发自己的检测产品，并最终获得成功。 

银河投资是中央直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股东为财政部。此前，银河资本曾专门成立生物医药专家委员会，设立生物

医药并购基金，在生物医药领域动作频频。业界人士称，投资爱基因，对其进一步整合行业资源十分有利；而对于爱基因

而言，银河投资雄厚的股东背景及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积淀，可望为其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2016 年 6 月 14 日） 

 

 

 

★《中国经济网 》 

厦大“嘉庚号”科考船下水 预计年底交付使用  
 

经过一年多的建造，5 月 8 日，厦门大学海洋科考船“嘉庚号”正式下水，厦门大学也成为中国大陆综合性大学中第一

所拥有自己的全球级科考船的高校。 

据 了解，全球级科考船的标准是，必须 3000 吨级

以上，并且能到达除南北极冰区以外的任何海洋。“嘉庚

号”船长 77.7 米，型宽 16.24 米，设计吃水 5.2 米，约

3500 总吨，经济航速 11 节，最高航速大于 14 节，续航

力 10000 海里，自持力 50 天，定员 54 名。“嘉庚号”是

我国第一艘采用国外方案 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

由船东（厦大）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

船。该船无论是科考装备的全面性和先进性，还是船上

实验室的通用性和灵活 性，都将达到世界同级船的先进

水平，在未来 10 至 20 年将成为我国深远海科学研究的

主力船之一，能抵达所有无冰洋区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和

教学实习，甚至能在 冰雪融化时到达南极、北极。接下来经过内部装修、设备调试和海试等环节之后，预计将于今年底正

式交付使用。 

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办学历 史悠久，是我国海洋教育的摇篮，曾培养出伍献文、曾呈奎、郑重等中国著名的海洋学家。

95 年来，几代海洋人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以“研究高 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为己任致力于

海洋教育与研究，能够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性能卓越的大型科考船是厦门大学数代海洋人的共同梦想。“嘉 庚号”的建

造，不仅圆了这一梦想，而且使得厦大成为中国大陆综合性大学中第一所拥有自己的全球级科考船的高校。 

陈嘉庚先生四儿媳吴 美英、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广船国际董事长、党委书记

韩广德，广船国际总经理周笃生、党委副书记陈激、副总经理金利 潮、总工程师麦荣枝，厦大党委书记张彦、校长朱崇

实、副校长杨斌，党委常委、地学部主任戴民汉等出席科考船下水暨命名仪式。 

朱崇实在致辞中表示，厦门大学因海而生，伴海而长，是中国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所大学，拥有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独

特区位优势。早在校主陈嘉庚先生创校之初，就对厦大海洋学科寄予热切希望，1946 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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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成为我国海洋学科的发祥地。 

他说，海洋科考船作为海洋探测与研究的重要平台，是海洋科研能力建设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提升海洋学科教育

与研究实力的重要支撑。“今天，‘嘉庚号’顺利下水，终于圆了数代厦大人的梦想！” 

朱崇实表示，未来，“嘉庚号”投入使用后，将依托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和中国——东盟海洋学院，成为在东盟地区推动

全球变化研究、海洋科学教育以及科技交流的“海上厦大”，也将助力厦门大学乃至世界海洋科研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 

韩广德表示，“嘉庚号”科考船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深远海洋科学考察研究的主力船之一，为我国开展海洋研究和教

育，巩固海洋防务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深信，在“嘉庚号”这片拥有先进实验室的移动国土上，厦大必将为国家海洋事业的

发展增光添彩。 （2016 年 5 月 9 日） 

 

 

 

 

打造属于厦大的“世界级名片” 

——从“小舢板”到全球级 

 

在厦大的建校历程中，海洋学起步很早。1921 年，校主陈嘉庚建立厦门大学。1923 年，厦大海洋生物科学研究起步，

即有论文见诸世界顶级科学期刊。1946 年，厦大设立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 

对于海洋科学家来说，科考船就是他们的实验室。20 世纪 80 年代，厦大人用的科考船，是艘 18 米长，不足 20 吨的

木质调查船，它叫“海洋一号”，只能在厦门港湾内做些基本的样品

采集。 

1988 年，当时就读厦门大学的王海黎，接触到的就是这艘海

洋一号。随后读完博士出国的他，在美国见到了现代化科考船。他

说，那种震撼，真的是非常深刻，当时就期盼着要是中国也有这样

的科考船该有多好。 

厦门大学海洋学科的发展已近一个世纪，但从来没有一艘船可

以走向深海。 

2005 年，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提出“应筹建一艘全新的、符合国际标准的、用于海洋生物地球化

学研究的调查船”2010 年初，王海黎应邀回到母校，担任科考船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 

从未有过的经验 

“造一艘什么样的船，怎么造这艘船？”这是摆在厦大海洋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厦大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全国高

校除了中国海洋大学也没有建造过类似吨位的船。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建造一艘

3000 吨级的现代化科考船的计划逐步明晰，并最终确定采用国外初步设计、国内转

化详细设计的方式。国外设计公司先做整体的方案与合同设计，由厦大交给国内设计

公司进行详细设计，这个阶段国外设计公司也一同审核。详设完成后，由厦大交给造

船公司，而这时两家设计公司的技术责任仍未“脱钩”。在这个设计责任的交互演替

中，将最初的设计理念一贯而终。作为船东的厦大，逐渐摸索出一套独一无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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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工程实施模式。 

“我们将在升降鳍板上预留采水口，让化学家在船体走航的时候，就能把非常洁净的、连海水中超痕量铁都未受任何沾

污的海水，泵吸到实验室里面来供现场测定，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实现过。”轮机长熊全银自豪地说。这艘以“嘉庚号”命名

的科考船，其设计水平可比肩世界同级别科考船。“我们的船开过去，鱼群都不会被吓走。”科考船建设项目经理陈堃笑着

说。“安静”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需求，背后却需要许多技术的支持。连造船方都说，有些设计还真是头一次见，施工起

来，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希望在我们船上多做些国内第一。”这句话的背后是造船人们的好多个不眠之夜。 

这一份关注和海洋情怀 

2015 年 3 月，科考船开工建造。经费也同步筹措中。同年 11 月，在厦大思源谷，有一场特殊的义卖。厦大幼儿园的

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带来了精心准备的义卖小物品：皮皮小朋友自己画的画，玥玥小朋友的小玩具，臻胜妈妈做的

小点心……。这个义卖活动所得款项都将捐给海洋科考船。款项虽不多，但却是来自下一代的厦大人。在厦门大学海洋科

考船的网站上，有一份即时滚动的捐赠名录。虽然这些只是建造科考船经费中的一小部分，但每一笔款项都代表着一份关

注和海洋情怀。筹措经费建造科考船的过程，也是厦大人再次凝聚的

过程。 

                                        “下水”只是个开始 

  2016 年 5 月 8 日，陈嘉庚先生的四儿媳，“嘉庚号”的教母吴美英

女士，用力将手中的香槟酒掷向新船的船头。瓶子绽开，酒香四溢。

彩色礼花飞舞满天，“头戴”大红灯笼的“嘉庚号”，开始移动，缓缓驶入

珠江水中，溅起两旁浪花。仿佛新生的美人鱼儿，跃入本来就属于它

的大海。 

  95 年前，嘉庚先生从南洋回到厦门，创办厦门大学。95 年后，

厦门大学建造了“嘉庚号”，它将依托马来西亚分校和中国-东盟海洋学

院，成为推动海洋科学研究、教育以及科技交流的“海上厦大”。这是文化的传承，也是使命的召唤。 

现场所有的人们都在欢呼拍照，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人群中的朱崇实校长，一直静静地看着，望着，一动不动。远处，那艘巨轮缓缓驶入江中。 

这让人想起之前看到海洋人写的一段话： 

“当你真正坐上一艘驶向开阔海域的科考船，在甲板上观测记录风向风速、水色水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分析、计

算，甚至是一天 24 小时连轴转地定时样……那时，你可以自豪

地说：我看过晨曦微露下的粼粼海面，也看过星辰满天时的大

海夜色；在黑暗中清晰地听见海水拍打船底的声音，在蓝天下

感受‘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静。就是这种时候，最能看到一

个人的内心。” 

科学源于好奇，而海洋永远是那么充满奥妙。 

希望，因为有了这艘科考船，厦大人能够离海洋的奥秘更

近些。 

希望，因为这些人的努力，厦大能够离“阐扬世界文化”更

近些。 

（2016-05-20 厦大人） 

• 母校建设成就 • 

建造中的“嘉庚号” 

下水后停泊在珠江中的“嘉庚号”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六十六期 ~ 24 

 

 

这是宿舍，也是舞台 
——厦门大学宿舍文化掠影 

 

足不出舍，就有学霸讲课，高数、C语言、线性代数，菜单随你点。最近，厦门大学信

息与科学学院的“宿舍流动课堂”有点 火。走出宿舍，转角处还有一个诚信书屋。该院学生

会自发组织同学捐献书籍，设立“交换墙”，在墙上指定位置贴上自己想交换的书并留下联

系方式，并设立自助 借书系统。 

厦大的宿舍文化如何开展？在这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学府，南方之强，宽柔以

教，春风化雨，君子居之。 

〇开放包容 

春日的厦大三家村广场，来自化学化工学院的2014级本科生邓斌在书写对联。笔法虽稍显稚嫩，却透露着满满的自

信。走下实验台，这位理科生申请 了学校公寓文化“开放式”项目，获得了学校经费支持。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邓斌说：

“体验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自己写对联的时候，就在我们铺开宣纸蘸满墨汁 那一刻。” 

自2014年起，厦大正式推进学生公寓文化“开放式”项目申请，这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家。厦大的同学可以以个人或者

宿舍为单位，策划与住宿生活 相关的“学习、社会交往和生活体验”项目，体育、生活、休闲和娱乐等，主题不限。只要同

学们向学校提出申请并获批准，就将得到学校的项目资金支持，如漂流 图书角、诚信超市、文化长廊、健身房等。化学化

工学院学生赵雍灏不无感慨：“原来大学宿舍生活的体验方式可以如此多样。这是我们的宿舍，也是我们的舞 台。” 

〇自由创新 

在今年的创意宿舍文化大赛中，厦大“芙蓉一”宿舍楼413房间的四个女生就用满目的粉色让自己离年幼时的梦更近了

一步。四个个性迥异的人，让原 本单调的宿舍成了四个人共同的“Sweet nest”。“得奖是后话，在这过程中倍感缘分的神

奇，凝聚力也得到了提升。”413的舍长、厦大药学院 2014级本科生向阳说。 

“我们现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脚踏过的每一寸土地，耳朵听过的每一种声音，眼睛看过的每一道风景，遇见的所有人

和事，都应该取名叫作珍惜。”厦 大环境与生态学院环境科学专业的刘祎和她的舍友在大三那年开设了微博账号，并把宿

舍的点滴分享其中。本是为了参加宿舍文化大赛而开设的账号，却成了她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年年都拿奖学金，这

个“学霸宿舍”连续三年参加了宿舍文化节，还被评为学生宿舍特别贡献奖。 

厦大学生处副处长徐跃进介绍，宿舍是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进行学习、社会交往和生活体验的重要场所，学

校鼓励每一位住宿生在学生公寓里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张扬个性，敢想敢做。 

〇宽柔以教 

近日，厦大提出学生宿舍“垃圾不落地”倡议。有别于之前将宿舍垃圾带到楼道垃圾桶，这需要同学们将垃圾带到楼外

指定的地点。一个看似简单的行为 转变却传达出学校宿舍育人内化于心的理念。劳动的观念，尊重别人的观念，还有环保

的意识等，都在这看似细微的转变中扎根于同学的心中。人文学院2013级 学生岳永睿说，现在已经很自觉地会去维护和

呵护我们的宿舍和楼道，看到楼管工作人员，也深感每个岗位都值得尊重。 

事实上，厦大宿舍育人内化于心无处不在。人文学院2014级赵志伟同学在入学前，一定想不到自己入住的宿舍是国家

二级文物。方正敦厚，前廊开阔，红墙绿瓦，连以整齐清洁的石板路面，还有个好听的名字——芙蓉。 

厦大第一批的学生宿舍为典型的嘉庚风格建筑。时至今日，这些宿舍楼栋已经成了国家文物，可一代代厦大学子仍然

继续在这些公寓楼内住宿、生活、学 习。后来新盖的学生宿舍楼，也仍然沿用了这样生动的命名方法，如石井、凌云、丰

庭、海滨、海韵等。“有时候，名字代表了一种寄托，表达了一种情感。”赵志 伟说，“从当下穿越到历史，似乎就在聆听

校主对我们谆谆教导。” （《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0日） 

芙蓉一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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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画画，自己也是一幅画”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莫也辞世 

         

易中天曾这样评价莫也：莫也画画，她自己就是一幅画。莫也不写诗，她的画就是她的诗。莫也是女人，她画的也是

女人。女人眼里的女人，能不是诗么？画女人的女人，能不是画么？ 

7月23日凌晨，莫也走了，享年59岁。其身后留下一片惋惜声:“她如果活下去，还会有更大的成就。我们每个群里面

都在为她哀悼，祝她一路走好。 ”厦门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新伦得知噩耗，惋惜不已。 

莫也是谁？为何人们对她如此赞誉有加？ 

朋友莫也   . 

“她的画和她本人一样，很灿烂也很淡雅” 

莫也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王新伦对莫也的作品是这样评价的:她的油画既有古典的贵族气，又有鲜明的现代感，给

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似真似幻的梦影。 

王新伦说，莫也是非常优秀的画家，她是四川美术学院77级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在

全国女油画家中也是佼佼者。她后期的一些作品让人感觉到宁 静、平静， 也许和生病有关，更有禅意，没有烟火气和世

俗的感觉，能让人平和下来。“她的性格很好，为人处事非常大方、大气，不拘小节，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你好网际”当代艺术馆创始人许晶与莫也多有交往。2000年，许晶从日本回国，在福州居住时，有个记者朋友跟

她介绍:“厦门有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棒、非常可爱的女人，如果你到厦门，作为女人的你应该见一见她。”不久后，许晶在

厦门买了房子，来到厦门不久，她便给莫也打了电话。 

“我跟莫也说，我想见见你。当时是吃饭时间，她说她爸爸煮了四川菜，让我过去一起吃，我就去了。”见面后，许晶

觉得莫也特别亲切爽快，“她的眼 睛很深邃，很美。后来我们多次见面，有一次看她画了一幅画，旁边有一张她年轻时候

的照片，她根据照片画的自画像，特别美。她作为艺术家的精神、气质也很吸 引我。”许晶说，汶川大地震那年，她举办

赈灾捐赠展览，莫也也捐了一幅画，画中是蓝白相间的花。画中鲜花盛开的感觉，就和莫也的生命一样，很灿烂，也很淡 

雅。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4个月前。许晶说，她女儿很喜欢莫也的画，想见见画家本人，她就带着女儿到莫也家中。当

时莫也已经病重，很少见人，“我很 感恩，她在病重状态还愿意见我们。感觉她很虚弱，也很累了，但还是像我第一次见

到她一样，看得很开，说得很开，也想得很开，很了然，很豁达”。 

老师莫也   . 

“她是学生眼里很称职的老师，学生们都爱戴她”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陈金华说:“莫也从来没有闲着，对时间特别珍惜，我们到她家里去，她连看电视的时

候，双手也在忙活着。这些工艺品都成为很好的创作素材，给了她很多启发，她的很多写生作品，画的静物就是自己工作

室中的一些摆件。” 

“莫也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不拖泥带水，‘艺’气风发，她留给大家的不仅仅只是诗意性的油画艺术作品，更多的是艺

术‘精神’。”陈金华说，她很 少应酬，甚至无暇顾及一大堆全国各地来的约稿信件，有时候两三个月才去拿一次信件，厚厚

的一大摞。“我们和莫也虽然都是以‘哥们’相称，但哥们几个如果要 约老莫聚会，通知时一定要附加饭局后还有卡拉0K，这

样才能把她‘勾引’出来，否则想浪费她的创作时间，没门！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她的作品连续参加中国油 画界一系列最重

要的展览，甚至一次都没‘缺席’，除非她不想参加，真有些荡气回肠呀！难怪很多艺术院校领导和专家都说厦大美术系有

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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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横刀立马的大将。” 

妈妈莫也   . 

“她不喜欢林黛玉，说做人要做薛宝钗” 

莫也很勤奋，她喜欢收藏各种工艺品，到各个地方“淘”东西，如手串、扎染布等，挂满家里的墙面。她买了很多半成

品，如带花边的皮具等自己编织加工，制作成小台灯、小烟灰缸等，很有艺术效果。 

莫也的女儿莫芷说，妈妈对很多事情都有一种坚韧的动手精神，她愿意把精力花在细致缜密的制作之中，并以此为

乐。她画画，也做手工，做皮具，做衣服。 

在莫芷的心目中，妈妈是一个敢爱敢恨，雷厉风行的女人，说话有劲，走路也有力气。“她活得很自我，活得很洒脱，

从没有想过太多。她从前总和我说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是最可恨的女人，做人要做薛宝钗，抗磨耐打，越挫越勇，这就

是她的精神。我总是在她的画面上，在她的收藏中看到那些虬结的，繁复而执 着的花纹和细节，我想那就是她。当知道她

生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感到非常困惑，一个从来都像向日葵一样拔地而起的人，为什么突然病倒了呢？” 

莫也生病后依旧坚持创作，完成了70件作品，以风景和花卉为主。“妈妈说，风景给男人们欣赏，女人要去看花。我

想她是最爱花的。花的意义也绝非 仅仅是美丽，它成了一个生命的象征，不单单是盛放，亦有凋零。在2015年她病重之

时，还举办了‘解语禅花’作品展。”莫芷说。 

她为何钟爱画女人   . 

莫也女儿是这样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女性艺术家是我最爱的一个群体，她们有力量，但并不坚硬冰冷，她们美，并

不阿世媚俗，她们懂得沉浸于生活，亦懂得抽离其中而去 创造，她们明白如何从千千万万肉体凡胎的女人中站起来，去书

写去镌刻，为此生此身立传，赋庸常以意义。同样作为女性艺术家，也作为画家的女儿，我见证了她 的艺术创作如花般的

盛放过程，从三十岁时绚丽明亮的西南彝族系列，到自我审读的不惑之年，执着如《御风》，沉吟如《黑地》，再到近年

作品中，寒塘与繁花， 山峦或村居，变幻交替，论色身与禅机，正是最知天命。” 

（厦门晚报 2016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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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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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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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绝不只是一枚奖牌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位于桂华楼的厦门市合成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里仍然还有十多个同学在“头脑风暴”。每个同学

结合最近英文文献情况就参赛进展作发言。参与人员则围绕课题的新颖性、实验设计的合理性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月光

透过淡窗帘,与实验室里的灯光融为一体，意犹未尽的讨论也让同学们忘记了时间。 

这一群本科生就是厦门大学iGEM团队的队员。从年初纳新以来，队伍成员经常在这座实验室阅读文献，讨论课题，

拟定实验方案、开展科学研究。共同的追求，让青春的才情在国际竞赛舞台上尽情挥洒。 

连续四年获金奖 

iGEM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2004年发起的一个大学生层面的有关

合成生物学的竞赛活动，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最高国际

性学术竞赛，同时也是涉及所有自然科学、工程学甚至人文科学等领域

交叉合作的跨学科竞赛。 

这项堪称世界上最前沿和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学竞赛吸引着全球众多

名校参加，参赛队伍从2005年的32支增加到2015年的280支，其中包

括麻省理工、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等世界一流学府的代表队，我

国已有70余支代表队参赛。 

iGEM2014团队成员在香港中文大学合影。 

“设计生物组件，组装成不同功能的“生物体”，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实验将由大学生们独立完成。在指导教师、化

学化工学院方柏山教授看来，合成生物学跨学科的专业背景和创新实践要求，使得这项面向本科生的竞赛激励学生们突破

专业知识束缚，大胆设想、敢于创新，然而这对于对合成生物学几乎陌生的低年级本科生来说，挑战不小。 

从已有的参赛项目来看，创意迭出，精彩纷呈。犹他州立大学所做的人造蜘蛛网、康奈尔大学所自制的发酵设备……

学生们的种种创新思维和尝试，就像神奇的魔法棒，把人带进一个趣味无穷的奇妙世界。每年均有参赛成果被Science、

Nature等顶级期刊收录。 

不仅如此，iGEM的比赛内容还包括各种各样的非实验任务，例如设计介绍项目的海报、开展以普及合成生物学知识

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等，对参赛者的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 

厦门大学iGEM参赛队自2011年参赛以来，历次获得赴美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资格，实验队连续四年斩获竞赛金奖，并

获得2014年Interlab单项奖，软件队于2013年当年组队参赛便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赛场上荣获iGEM金奖，是我校iGEM参

赛队综合实力的展现。“比赛虽然每年进行，参赛队伍却是每年变化，‘竞赛’是‘铁打的营盘’， ‘队员’则是流水的兵，每一个

成员，在这里成长蜕变。要使参赛常新常胜是严峻的挑战。”方老师介绍说。 

优秀，在这里传承 

2013级材料学院本科生雷毅莺从纳新宣讲会上第一次知道“iGEM”。被历年团队的创造力吸引，加上对国际赛事的向

往，她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比赛。最终，她与来自4个学院22名同学一起参加IGEM2014比赛。 

对“合成生物学”完全陌生的她起初做得很吃力，“连基本的概念都不熟悉的时候，只能花比别人多几倍的精力去学习和

梳理”。虽然“压力山大”，但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却让她偏要坚持到底。每天睡前都不忘看英文文献的她被队友昵称为“有毅

力的小黄莺”。 

“不同专业的同学，共同讨论，在活跃的争论中，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在猛烈的头脑风暴中，自由探讨让每一个

人感受思维活跃的畅快，而寻求新创意的痛苦也折磨着每一位队员。”化学2013级同学陈雅鸿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查阅大

量英文文献，先后选了3个实验课题，却都被小组成员否定，原因是选题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经费内完成。 

iGEM2014团队成员在香港中文大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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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肠杆菌趋化性绘制数学图形”最终被确定作为iGEM2014实验队课题。然而，选题确定之后的近两个月时间，

实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焦灼无助煎熬着每一个队员。 

时间拉回到2014年8月23日。这一天，对iGEM2014实验队队员来说应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早上八点，就读于生物

工程专业2012级的队员张堂铎来到实验室，他意外看到细菌果真按照实验预期长成椭圆形状，这意味着实验终于迈出了关

键一步。难以抑制心中激动的他，不禁拿起培养皿绕着楼跑了一圈。“似乎在告诉所有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从项目筛选、方案实施，到成果总结、答辩预演，再到临场排练、现场展示，每走一步苦涩艰难，却蕴含着茁壮成

长。在iGEM的平台，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本科生们潜移默化地被引领到生物科技的最前沿。带着对未知世界了解

的渴望和好奇，带着对不同学科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迷恋，他们克服困难，用创新和坚韧在历届国际竞赛舞台上一展风采。 

视野，点亮大学生活 

从2014年12月20日提交报名表，到2015年9月30日结束比赛回国，化学化工学院2013级本科生张任远每一天都过得

饱满充实，284个与iGEM共成长的日日夜夜，浸透着艰辛与汗水，充满了奋斗的激情。 

“国际范儿”是张任远对iGEM比赛的直观感受。“在这个赛场上，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学生，操着不同口音，却无一

不耐心谦逊，认真听完每一位发言者的项目阐述。”iGEM比赛，让本科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世界顶尖学府的优秀学生团

队。 

竞赛为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国际舞台。据队员张堂铎介绍，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不同

高校之间还常常以视频会议等多样方式进行交流，以我校iGEM2014队为例，

在网站设计、项目推荐等许多方面积极借鉴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

等参赛团队的有益做法。 

 向来自世界各国高校师生介绍项目情况。 

        类似的创新无处不在。为了促进国内外高校间的交流，由厦门大学

iGEM2014参赛队主编的全英文简报孕育而生。2015 年，参赛队员在总结经

验基础上，先后编发七期简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70余支队伍约稿，使参赛队

伍能够第一时间交流项目进展，相互启发学习。 

对张任远来说，这一段经历让她更加勇敢、坚韧和自信，也让她对“科研”有了更深的感受。和指导教师方柏山老师、

吴丽娜老师一起熬夜为展示做最后冲刺的经历，让她难以忘怀。老师、队员们对乐观和坚持的演绎也让她受到感染。 

作为iGEM2013软件队主力队员的生物工程专业2012级本科生张艺娟赴美参赛，向来自各国的师生展示她的聪明和才

智。比赛带给她的是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本科毕业，她即被美国加州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为直博生。 

对iGEM队员而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收获，那就是收获了一群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的朋友；能够信心满满地在国

内外高堂学府继续深造和工作岗位上开拓创新。 

或许这就是iGEM这个平台的魅力所在，它带给每一个参赛者的，绝不仅仅是一枚奖牌而已。 

（2016-05-24 厦大人） 

 

 

大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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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冠之路 
——厦大棒球队勇夺2016年中国大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冠军 

  

“我们夺冠了！我们夺冠了！” 7月24日，厦大棒球队以8:7的成绩，战胜了北方工业大学结束了最后一场比赛。球队最

终以全胜的骄人战绩夺得了2016年中国大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冠军。 

▌低谷 

2015 年6月，随着全国比赛的临近，厦门大学棒球队的训延长了训练时间、加大了训

练强度。在大家积极备战全国赛之际，传来了球队张添均教练因劳累过度而心脏衰竭 去世

的噩耗，队员们内心悲痛万分。从此大家憋足了干劲，卯足了勇气默默地将汗水挥洒在日

复一日的训练场上；无论酷暑正午或是夜色朦胧，总会看到棒球队员们刻苦训练的身影。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只遭受巨大创伤的队伍，在没有主教练指挥的情况下，2015全国

赛厦门大学棒球队无功而返。 

2016新春之际，不幸再一次降临，年仅29岁的助理教练曾文添又随张教练而去，每个人都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

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再次让棒球队陷入困境，使球队坠入了精神低谷。 

▌成长 

两位教练的相继离世，对于正在成长的球队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于同属张教练助教的覃干宝教练来说，三位

教练的工作量一下子压到了他一人身上。他扛起了带领男子棒球和女子垒球两支队伍的常年训练与征战的重任，坚持每周

五次，每次三个小时的艰苦训练，克服着高 温、暴晒、与上课时间冲突等种种困难，利用中午、晚上休息时间进行训练，

集训期间更是加班加点，男棒女垒学生训练在交替，唯有教练始终辛劳在训练场，他以绝对的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兢兢

业业的工作态度为球队默默奉献，成为球队的精神领袖。 

▌拼搏 

今年，当队员们踏上全国总冠军联赛征程之时，大家就以一种厚积薄发的姿态来到四川攀枝花赛场。大赛开幕，厦大

棒球队便以黑马一般强势出击，首战上海华东政法 大学（2015年亚军），在前4局1:2落后的情况下，队员们不但没有放

弃，而且抓住对方的失误瞬间，全线开火！一口气拿下9分，使华政无回天之力，以 10：2首战告捷。第二场迎战2015年

冠军队—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局开始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一只3分的全垒打引爆全场，率先发起进攻，在被动的局面 下，

厦大稳住阵脚，强势攻下一分；第二局上外没有给厦大喘气的机会，又拿下两分；第三局

即便教练调整战术、变换投手，也只挽回了1分，此时比分为6：1， 这个比分对棒球赛而

言，几乎是败局已定，而对于厦大队来说，却是总攻的开始，球员用坚毅的眼神告诉所有

人：“我们将拚到比赛的最后一刻”。接下来，厦大的 强烈攻势与火爆激情点燃全场，连续

安打，先得1分，抢分战术，再夺第2分！高飞牺牲打，第3分进账！攻势愈猛，喊声愈

响，一连豪取6分！逆转了！厦大以 7：6拿下了去年的冠军队，验证了厦大队不服输的骨

气和不畏强敌的勇气。 

▌绽放 

最后一场比赛还未打响，厦大棒球队就因对手的失利提前夺冠，但队员们并不满足，定要以全胜战绩向教练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收官之战并非一帆风顺，队员们又遭遇北方工业大学的猛烈攻势，前3局上半我们以7:2落后。在危急关头，

队员们没有乱阵、没有气馁，终于在后两局扳回6分，并以严密的防守遏制住对方的攻势，最终以8:7赢得全场比赛胜利。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厦大棒球队在经历无数挫折后，终以优异的成绩为青春年华增添了浓墨重彩。 

（2016-07-25 厦门大学新闻网，标题及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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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教学科研动态★ 

 

我校8人入选第二批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近日，中组部正式公布第二批“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

名单，我校8位教授入选，入选人数位居全国第13名。其

中，化学化工学院任斌、颜晓梅，生命科学学院林圣彩，海

洋与地球学院陈敏，环境与生态学院王大志入选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人文学院周宁，台湾研究院刘国深入选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化学化工学院谢素原入选百千万工程领军人

才。 

本批次，全国遴选确定620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336名

科技创业领军人才、197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98名教

学名师和97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人选。其中，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从“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中

遴选产生，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从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工程入选者中遴选产生，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从“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遴选产生。 

“万人计划”即“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从2012

年起实施，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国家有计划、有重点地遴

选支持1万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截至目前，我校共有

19人入选“万人计划”，入选人数位居全国第12名。 

（2016-09-04 厦大人） 

 

徐秀琴教授课题组在《Stem 
Cells》发文揭示干细胞分化新机制  

近日，干细胞领域国际著名刊物“Stem Cells”在线发表

了医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徐秀琴教授课题组的研究

论文“Rbm24 Regulates Alternative Splicing Switch in Em-

bryonic Stem Cell Cardiac Lineage Differentiation”，首次

证明RNA结合蛋白在胚胎干细胞分化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干细胞命运转变的新开关——“可变剪接”调控 机

制。 

mRNA的剪接调控是当今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前体mRNA 的可变剪接是扩大真核生物蛋白质组多样性

的重要基因调控机制。该研究发现干细胞分化过程中，RNA

结合蛋白可以通过调节mRNA可变剪接，精准调控 mRNA选

择性表达组织特异性的转录异构体，进而调控干细胞谱系定

向分化。此项研究打破了此前一贯认为干细胞分化是从通过

启动转录因子开始的常规方式，首 次证明了RNA结合蛋白

Rbm24具有调控和促进干细胞向心肌分化的能力，开拓了干

细胞分化调控的视野，并且以此方式可以高效获得心肌细

胞，为干细胞再生 医学转化提供应用前景。 

该研究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技部

（973）等资助取得的重要创新成果，文章第一作者是课题

组的博士后张涛和博士生林瑜。  

（2016-05-24 厦大新闻网） 

 

人民日报介绍我校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报告 

7月21日，《人民日报》在文教专版头条位置，介绍了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主编的《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报告（2010-2015）》。45万字的《报告》日前由我

校出版社出版。 

《报 告》分7个部分：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

展报告；法人设置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展报告；非

法人设置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展报告；高职 高专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报告；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报告；

我国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发展报告；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与

智库建设发展报告。 

中 外合作办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截至《报告》出版，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403家。《报告》以翔 实的数

据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来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

基本情况做了客观全面的反映，突出了质量建设主线和服务

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宗旨，力求挖掘出 发展脉络和规律，提

出政策建议，为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和专业支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为《报告》作序指出：这

份报告以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政策需求为导向，立意新，站位

高；具有系统性、客观性、普遍性、独立性、前瞻性和创新

性；报告的问世，在政府决策的参考、社会舆论的引导、办

学实践的指导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2016-07-26 厦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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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研制的世界首个 

戊型肝炎疫苗走出国门 
记者从厦门海沧检验检疫局获悉，海沧局在对一批300

支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及相关检测试剂盒进行现场查验，在检

验合格后出具了通关单。这是世界首个戊型肝炎疫苗自上市

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即将于近期出口至孟加拉国用于科

研活动。 

海沧局卫检科工作人员介绍，该戊型肝炎疫苗系厦门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夏宁邵教授带领的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

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历时14年研制 成功，由厦

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现投产，并于2012年获准上

市。目前，该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的我国首个国产宫颈癌疫苗

也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尾声， 若进展顺利，将于1～2年后上

市。 

戊型肝炎疫苗能够有效防止感染戊肝病毒，据统计，戊

型肝炎病毒导致每年大约2000万人受感染，并由此导致每年

大约300万人患急性病症、7万人死亡。这 对孕妇来说是极

为危险的，孕妇感染戊肝后病死率一直高企不下，尤其是妊

娠中晚期感染戊肝的孕妇，病死率可高达20-39%。世界卫

生组织（WHO）估计， 全球1/3的人口曾感染过戊型肝炎病

毒，南亚和东亚每年约发生650万例戊肝，导致16万人死亡

及2700例胎儿死胎。 

（2016-08-31 央广网） 

 

可控分子组装领域研究 

进展发表于《自然—通讯》  
化学化工学院曹晓宇课题组在可控分子组装领域取得重

要进展，相关成果以”Assembled molecular face-rotating 

polyhedra to transfer chirality from two to three dimen-

sions”为题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 10.1038/NCOMMS12469）。 

自然界中正二十面体病毒衣壳的面上蛋白质亚基具有朝

同一方向“旋转”的特性，数学家也将面 方向性引入多面体中

以增加其复杂度。化学家们通过分子组装制备了种类众多的

分子多面体，这些分子多面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构筑分子

基元为棱，其多面体面为 空，另一类是由高对称性的平面分

子构筑基元组装而成，而具有面方向性的分子多面体尚未见

报道。 

本研究工作以三聚茚衍生物为构筑基元，组 装成一系列

面方向性分子多面体，并通过改变顶点分子或调控反应动力

学调控分子多面体的面方向性。三甲酰基修饰的三聚茚衍生

物与1,2-二胺通过动态共价键 组装成[4+6]分子多面体。有趣

的是，三聚茚组装基元π平面上的三个亚甲基碳在分子组装

体中存在两种面方向性，即顺时针（clockwise，简称C） 或

逆时针（anti-clockwise，简称A），因此[4+6]分子多面体

共有CCCC、CCCA、CCAA、CAAA、AAAA五种异构体。

在此组 装过程中，三聚茚面的二维手性转化为分子多面体的

三维手性，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手性分子多面体。 

研究工作由曹晓宇副教授和田中群教授指 导，博士生王

忻昌和王宇博士为共同一作。（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批准号：91427304, 21573181, 91227111和

21102120），科技部973计划（批准号：2015CB856500），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批准号：20140114）， 中央高校

基础研究经费（批准号：20720160050）及长江学者与高校

创新研究团队等项目支持。论文链接：http://

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2469。 

（2016-08-31 厦大新闻网） 

 

我校21名博士后获 

第5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近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第59批面上资助获

资助人员名单，我校42名博士后申报，21名博士后获得资

助，其中一等8名，分别是教育学流动站左崇良，历史学流

动站陶祺谌，新闻传播学流动站陈瑞，哲学流动站唐瑭，环

境科学与工程流动站林宏阳，生物学流动站卓仁恭、张云

龙，化学流动站吴志贤。二等13名。获资助率为50%（全国

平均资助率为3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是国家专门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设立的科研基金。旨在促使具有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就一支跨学

科、复合型和战略型博士后人才队伍。 

   目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主要分为面上资助和特

别资助两种类型。面上资助是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自主创

新研究提供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资助标准为一等 8万元/

人、二等5万元/人。特别资助是对在站期间取得重大科研成

果和研究能力突出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资助标准

为15万元/人。 

（2016-05-10 厦大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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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厦大老师》读后感 

一一暨参加厦大95周年校庆活动纪感 

 

文/图：李梅（原厦大计算机系老师） 

 

先谈谈我得到《我的厦大老师》这本书的缘由。2011年，我和厦大44级机电系的苏林华老先生作为厦大美洲校友会

成员参加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活动。因我和苏学长都是汪德耀生命科学奖学金基金会（以下简称汪德耀基金会）的成员，

故在校庆期间交谈较多，成为忘年交。 

在苏学长的力荐与力劝下，我在2013年换届时成为汪德耀基金会的一名理事。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基金会在美

洲校友会及汪德耀基金会的王奋理事长的领导下、在首任理事长李联欢老先生、第二任理事长郑立谋先生的支持下、财务

负责人李里焜先生等理事的帮肋下，基金会成员们同心协力，完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苏学长极力支持在翔安校区图

书馆内设立汪老的纪念展室。是他首先倡议为汪老设立雕像作为永久性纪念。他为汪老雕像的申请、募捐及设计方案等工

作经常出谋划策。他以身作则，出钱出力，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个学生对母校的老师与校领导的深情厚意令我感动。在厦

大相关领导、教职员工及海内外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下，这两个项目分别于2014年底和2015年底圆满完成。2015年暑假，

厦大决定借第31个＂教师节＂出一本关于＂我的厦大老师＂为主题的文集。苏林华学长与王奋理事长等受邀为之撰稿，厦

大给每个投稿人赠5本文集。 

2016年初，我惊喜地收到苏学长寄来的珍贵礼物一一《我的厦大老师》。收到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从头看到尾。阅过

两遍之后还常常翻看欣赏许多佳句、趣闻并常有新的感慨与感悟。由朱崇实校长作序，66位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近

几年前的厦大毕业生们倾诉着他们对众多的厦大恩师们的回忆、追思与感恩。从字里行间我读到许多厦大老师对厦大学子

们学习的指导、生活的照顾及事业的提携。这一篇篇文章虽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又充满哲理。那些厦大老师们有着高尚

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不倦的诲人、淡泊名利的修养、爱生如子的情怀、教书与育人并重、桃李满天下的自

豪，以及亦师亦友的谦逊令人钦佩与敬重。厦大毕业生人才辈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人文、经济与政治等领域取得

巨大成就。他们继承着嘉庚精神、萨本栋精神，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论是那些德高望众

的老校友还是充满理想与抱负的年轻校友们，他们在各行各业有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成就。我渐渐明白为什么厦大能成为＂

南方之强＂。你看那高达21层的标志性＂颂恩楼＂及周边的嘉庚楼群，嘉庚广场，建文楼，明培体育馆，亦玄馆等校友们

捐建的建筑物。你看那校友们捐赠的雄厚的教育基金，各种图书仪器，各项奖学与奖教金的设立。大批校友以各种渠道与

方式回校讲学、授课、提供教学与实践结合的实习机会等等来回馈母校、回报祖国、为祖国做贡献。可以看出厦大校主陈

嘉庚先生的建校心愿得到不断的实现。 

    这本文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厦大校训中深藏的为人处事的

道理。《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

行，刚健有力，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虽然我们已不再是个

学生了，仍要以万事万物为师、以众人为师，追求进步、永不

停息。孔子则在《大学》开篇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众生皆有

＂佛＂的具有智慧圆满的光明的德性。这本文集再次提醒我们

应尽最大努力地学有所成并利益大众。 

    我很高兴，苏林华老先生及王奋理事长和我三人5年后又在

厦大95周年校庆时重逢并参加多项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特别

令我们感恩的是在厦大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厦大校友总会

曾国斌秘书长等的热心操办下，我们在庆祝厦大95华诞期间隆

重圆满地完成了＂汪德耀雕像落成仪式＂。他们还细致周到地

安排新老校友们到翔安校区游览，重点是对坐落于翔安校区图

书馆内的＂汪德耀前校长纪念展室＂的参观，所有参观的校友

们得以再次缅怀汪老的丰功伟绩。最近厦大决定将汪老的雕像

 校友文苑 

参观翔安校区图书馆内汪德耀纪念展室。后左起：苏中丽、戴鹭

濤分馆长、李梅、苏林华、陈华、殷凤娟、萧德洪馆长；前排左
起：朱多丽、庄昭顺、朱希玲。（2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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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翔安新校区。厦大图书馆的萧洪德馆长从校本部特地赶去接待，翔安校区分馆的戴鹭涛馆长也亲临展厅介绍，使大家

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若校友们有去翔安校区拜访，建议去参观美观高雅和先进气派的新图书馆，特别推荐五楼的＂汪德

耀前校长的纪念展室＂。那里不仅有汪老一生，特别是在厦大工作近60年的工作成就，还有许多与厦大的历史和成长相关

的珍贵展品。 

这些展品从多个角度展示了汪老那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内圣外王的高尚品质。他就是厦大学子们在《我的厦

大老师》一书中所描述的众多的＂人师＂之典范。我曾与汪老有过三面之缘，他那爽朗慈爱的音容笑貌让我记忆犹新。我

与汪老的结识纯属偶然，30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我们学院前遇见吴院长，我们就聊起来，闲谈中我说打算自费出国留学深

造。正当这时，汪老从我们身边走过。吴院长就向他介绍我这个小助教，并说：＂这位是我们计算机系新当选的＂三八红

旗手＂，她打算自费留学。＂汪老很热情地说：＂思想与工作都进步是很好

的。留学我有经验。你明晚到我家，我来给你指导指导。＂第二天晚上我如约

上凌峰楼他家，虚心听取他的经验之谈。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汪老的鼓励与行之有效的方法增强了我的自信。我不再为无任何亲友的帮助而

放弃努力。来美留学的第二年我还惊喜地得到他从费城的女儿家中打来的昂贵

的长途电话问候。我和我先生是在美认识的，都是借钱留学，故经济压力比较

大。当时我除了当全职学生和助教，还在学校计算机中心工作及中餐馆端盘

子，感觉很辛苦。汪老在电话中开导我说：＂年轻人多吃点苦有好处，工作经

验与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更重要。＂这如一针强心剂帮助我度过了＂洋插队＂

的那些艰苦的日子。几年后我第一次回国专程去汪老家问候他与夫人，没想到

那是我和汪老的最后一面。 

汪老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良师之一，能成为汪德耀基金会的成员是我对他

最好的感恩方式。汪老当年毅然回国支持抗战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不忘留学初

心一一为中国做点实事。我积极参于我们当地中文学校及中国领养孩子家庭协

会的义务工作。我于十年前转行搞绿色环保工作，曾向中国引进太阳能新产品，并为改善中国的水环境而做了些力所能及

的工作。2011年应厦大美洲校友会的邀请，我到厦门市介绍美国的一种对水库、湖泊与河道的自然高效节能的综合治理技

术。由此我参加了厦大90周年校庆活动，才有机缘结识像苏林华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许多学长们。 

作为汪德耀基金会的理事，我有幸更多地了解到汪老那些鲜为人知的为厦大鞠躬尽瘁一生的许多感人事迹。比如汪老

退休后仍写信给厦门市政府及福建省领导、甚至当时的李鹏总理，为厦大的学生与教职员工的各方面需求而据理力争。汪

老在文革期间曾受到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批斗与虐待。当时他却能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如把扫厕所当成体育运动，这种＂自

强不息＂让他健康高寿至97岁。1979年厦大一位对他文攻武斗的学生给他写了封道歉信。我从汪老的回复中看到一个智

者与长者的慈悲与宽厚。正象老子所说的：＂不善者吾亦善之＂。据他的女儿汪敏教授介绍，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

与金钱的遗产，甚至没有一块墓碑。他的骨灰被洒在厦大后面的五老峰上及厦大白城外的海里，永远守护着他挚爱的厦大

的师生与一草一木。他虽生命有限但精神永存。他那强烈的爱国、爱厦大师生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与＂止于至

善＂的实际行动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我很欣慰地发现厦大95周年校庆那天每个回校的校友都得到这本文集作为礼物。它必将成为校友们的精神食粮。每个

读者都会从中找到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也许你正经历一些生活家庭事业或身体等各种挑战。这本文集会带给你感动与智

慧，找到克服与解决困难的方法。也许这本文集会为你下一个生命里程指出方向，带给你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力量。也许你

已功成名就，这本文集会使你找到如何感恩、知恩并报恩母校、祖国与社会的方法。 

我在此感谢帮助出版这本文集的所有厦大领导、老师与职工们，特别是所有的作者们。本文集的作者们没有辜负校主

陈嘉庚老先生创校的良苦之用心与办学之艰辛，在个人家庭与各行各业中成绩斐然，完全可以告慰众多厦大老师们的辛勤

栽培与谆谆教诲。我也感谢厦大在95周年庆期间为校友们提供了缅怀汪德耀这位好老师、好校长的机会！最后请允许我衷

心感谢苏林华老先生的赠书之举以及为促成这篇短文的写作与发表所做的一切！ 

 

 

 

 

 

• 校友文苑 • 

美洲校友会汪德耀基金会三代表（左起王奋、

苏林华、李梅）在建文楼欢迎牌前(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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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参与厦大九十五周年校庆志愿服务有感 

 

文：黄欣 （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 

 

“把你的地址留给我，回头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喔！”苏林华老学长的声声叮嘱言犹在耳，目送着他们一行人的车子缓缓

驶离大南校门，蓦地发现几天的志愿者工作就这样告一段落了。从4月4日下午在机场接到学长，到4月8日早上送学长离开

学校，短短不到五天的相处时光，却足以凝成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我突然开始特别想念，想念这些天早上六点起床的

困意，想念从公寓赶到校本部骑车穿行隧道的奔忙，想念结束了一天工作后回到宿舍疲惫却满足的心情，想念志愿者队伍

穿着整齐的那抹深蓝，想念大南七号悠悠的阳光，想念建文楼大厅传出的笑语寒暄，甚至想念给学长推过的轮椅…… 

当初报名本次校庆志愿者，并未经过太多思忖或犹豫。2011年9月，作为一名大一新

生，我迈入了厦门大学的校门。我赞叹欣赏着南方之强的美丽与优雅，却也因与厦大九

十华诞擦肩而过怀抱遗憾。转眼间已是我来到厦大的第五个年头，这次的九十五周年校

庆又岂可错过？我暗下决心，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献给母校的生日礼物。当得知自

己被分配到老校友接待组，而今年校庆的最大亮点就是把85周岁以上的老校友们请回母

校共襄盛事，我意识到了这次工作的价值与自己肩上的责任。 

我所负责接待的苏林华学长从美国飞行十几个小时先抵广州，再从广州乘机飞来厦

门。那天，广州大暴雨导致飞机晚点了四五个钟头，我们在高崎机场等待的过程中一直

担心学长的身体能否吃得消。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机场大厅里等得尚且疲乏不已，89岁高

龄的苏学长在狭小的机舱里岂不是更不好受吗？没想到，当终于接到苏学长时，他看起

来却显得那么神采奕奕——对于重回母校的期待与兴奋使他不顾一路风尘，辗转千里而无怨无悔。 

少年时经历战乱，青年时背井离乡，大半辈子在海外各国打拼，苏林华学长的人生，是一段在坎坷中锻造坚毅、于磨

难中奋起拼搏的历程。南强学子之“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是他始终秉承的人生信条。1948年从厦门大学机电系毕业

之后，成绩优异的苏学长被选派到台湾水泥公司任职，从此开始了长达59年的水泥业生涯。他

在自己的职业领域拼搏奋进、贡献才智，可谓是学以致用、回馈社会的厦大学子之楷模！更令

人称奇的是，苏学长在业余时间还积极从事写作，目前已出版两部文集和《共饮长江水》、

《雨雪霏霏集》、《梦回鹭江滨》共计5本书。苏学长的作品多是对往昔学习生活经历的回顾，

其中对厦大的回忆占了很大一部分内容。在多篇文章中，苏学长满怀深情地回忆着厦大时期的

老师、同窗。他的记忆力很好，连当年修习过的课程名称、任课教师、所学内容，以及所住宿

舍、舍友姓名等都能一一记得，不禁令人感叹，这正是他们当年学习态度之认真、同学情谊之

笃厚的明证！写回忆文集是苏学长晚年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用朴实平和而真挚感人的文字述写

着萨本栋、汪德耀、朱一雄、蔡悦诗等的动人事迹，组成了闪耀着厦大精神的人物画廊，而他

本人的写作行为，也是对厦大精神的绝佳体现与诠释！ 

苏学长是令人崇敬的长者，也是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家。他为人和蔼可亲，十分健谈。不论在餐

厅里，还是电梯口，他逢人都热情地打招呼，侃侃而谈，人缘超好。我想，他对于老同学的深厚情谊，对于我们学生志愿

者的亲和友善，正源于他对母校厦大的拳拳深情。1984年，在阔别祖国大陆36年之后，苏学长因工作关系获机会回到国内

讲学，即坚持抽出时间回母校访问，回来看看这个他心心念念的地方。此后，只要母校一有号召或邀请，苏学长就积极回

校参加活动。从那时迄今，苏学长已有十多次回返母校的记录，几乎每三五年就会返校一次。为了回校参加这次的九十五

周年校庆，苏学长更是从去年就开始准备。他已年近九十，腿脚灵活程度大不如前，需乘坐轮椅，但这次校庆的重要活

动，他几乎一场都没落下。在参加汪德耀老校长铜像揭幕仪式时，凭借对老校长的崇敬与深情，苏学长竟坚持站立了半个

多小时之久，活动结束后，还热情地与大家合影。学长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母校的热爱，其情至深，令

人动容。 

的确，这次的志愿者工作，我最大的收获便是感动。除了我一直与之相伴的苏林华学长外，无论是告诉我们“知无央是

助己，爱无疆是助人”的周詠棠学长、把校友的孩子也当成自己孩子的周纯端学姐、93岁高龄飞行十六个小时从美国赶来

的庄昭顺学姐，还是热心公益的佘明培夫人施淑好女士、将自己积攒多年的退休金捐予厦大的殷凤娟女士、精神矍铄的中

• 校友文苑 • 

志愿者（左后）：助理教授王昕、大

三学生刘心俣、硕士生黄欣，都为苏
林华做轮椅服务。（2016-4-8） 

中文系硕士生黄欣（左一）

及信息学院大三学生刘心俣
“访谈”老学长苏林华并录
音录像。（2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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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蔡厚示学长、战功赫赫的五星上将连行健学长等等，都令人钦敬不已。满头银发的他们在4月6日当天坐上主席台，全

程见证九十五周年校庆大会，和全场厦大人一起唱校歌，这一场面，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一幅最美的风景。这，

想必就是校庆最大的意义。分布在五洲四洋的厦大人，在母校生日这一天，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一如他们当年遨游书

山学海时的相扶共进，一如他们在外打拼时的守望互助。这一天，是所有厦大人团圆的日子。套用一句被用得有些烂俗的

话：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在他们身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厦大校友文化的强大力量与蓬勃生机。不论走到哪， 

共同的根都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只要一句确认，就能交付家人般的温暖和信任；不论走多远，只要鹭岛传来一声呼唤，

他们就不远千里万里翩然而至，旧友新知，相聚在厦园，共谱心曲、共话深情。 

离开厦门后，苏学长的女儿苏中丽女士在给我发来的微信中写道：“非常感谢你们这几天的付出。会永远记得在厦门所

认识的你们和一份温暖的情谊。祝福你拥有美好的前程与幸福的人生！”看到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我不禁有些眼眶湿润。

苏学长和他女儿总是特别客气，一再向我们表示谢意，而在我看来，要说“感谢”的是我们。感谢学长们为我们奠定了南方

之强的根基，感谢学长们在各自领域对厦大精神的阐扬，感谢学长们千里迢迢回返母校。二十出头的我们是何其幸运，能

够近距离地接触了不起的你们，又是何其开心，能够像家人一样接待和陪伴你们。对我来说，远方从此又多了一份沉甸甸

的牵挂与思念。真心祝福所有亲爱的老学长们，身体康健，平安喜乐，我们百年校庆再相聚！ 

 

 

 

   

青春是场无事生非的雨青春是场无事生非的雨青春是场无事生非的雨   
文：姜然（2015届财政系） 

昨 天下了场大雨，我就病倒了。 

这是出国以来第一次生病，原本觉得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可以忍，交通不便可以忍，饮食差异可以忍，无亲

无故可以忍，可是突然病了，就真的忍不住了。 

不过这病早晚都会来的。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只睡四小时，自动生成生物钟。三点睡七点起，四点睡八点起，五点睡九

点起。黑白颠倒，不知饥渴，不问世事。顶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终于在周五凌晨五点半发完邮件。我以为我最终挺过来

了，倒床后一睡就睡了半天。啊，怀念这慵懒的周末，结果透支的身体还是在第二天向我控诉了。 

周日醒来的时候浑身疼，刚开始还得意是不是前一天健身卓有成效，可是脑袋也沉沉的像被人敲了一棒子，站都站不

稳。但是前一天已经和Mary Caroline说好了去教会我也没法取消。那一天雨一直在下，浇得人浑身发霉，每个人脸上都写

着疲倦二字。去完教会在Mr Parks家吃饭已是保留节目，虽然我和另外两个韩国朋友都只想早点回家。很喜欢这个传统而

友好的家庭，从前总是欣然接受他们的邀请，而这次去距离上次已有一个多月了，不好意思再推脱。 

他们家就是那种朴素而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小小的房子却很温馨。爸爸当老师妈妈是家庭主妇。他们家没有电视，即

使十八岁的Dave这样的90后，也没有Facebook，不关心娱乐八卦，周日的生活就是一大早上圣经课，然后去教堂礼拜。 

有时候格外羡慕小城市这种有些闭塞的生活，没有必要知道一堆无用的知识，没有名利的追逐，没有外界赋予的烦

恼，甚至没有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冲动，就是享受每天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他的孩子们，除了Dave即将在UNCC读

Computer Science，其他几个姐姐都只是高中学历。Sara和Mary Caroline在基督徒创办的公益组织工作。她们都很热爱

自己的工作，全情投入。也许他们不像我的MBA同学会和我探讨阿里巴巴的股价，甚至他们应该都不怎么网购，但他们每

个人都成熟懂事，大方得体。每当我见到陌生人尴尬得不知道手摆在哪、开场说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观察到我的不安，

替我解围，帮我介绍，引导话题。我很惭愧，读了那么多年书，基本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技能都不会。 

吃完饭我们坐在壁炉前闲聊，火光红彤彤地映在脸上，木材烧出了家的味道。狗狗Turk依偎着我，我却在羡慕着姐弟

俩背靠着背，你顶一下我，我压一下你，势均力敌，好不甜蜜的场景。我心里有个声音：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直至此时此刻，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这个声音依旧强烈。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 校友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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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做一个决定一个选择之前，征求我的意见时，会问：换一个环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的答案是：不可能。

当然，我曾经也傻逼地为了逃离一种不死不活不好不坏的状态，去旅行，去看看，走到更远的地方，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没想到一走就跨越了半个地球。然而，我只是可悲地证明了我即使去火星，即使换一个名字，我仍然改变不了我就是姜

然，永远只会是姜然的事实。所以，经历了孤独的折磨，我宁愿做一个在熟悉的环境下有安全感、内心平和安逸、诉苦也

有对象、不用考虑时差和翻译、发完牢骚倒头就能睡的姜然，也不要做一个歪果仁姜然。当然，我说的只是个人感受，有

的人就是一出国就风生水起。是的，环境不能改变什么，但会让你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可以更自

在地做你自己，即使是不完美的自己。 

改变没有捷径可走。一切的故事发展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我本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活着。可我只选择了

一种，其实我已做出了目前看来对自己最有利的抉择。高三最苦的日子我想过放弃，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本可以不参加

高考，但那是为韩寒量身定做的。换做我没了大学文凭，又没有生意头脑，估计撑死就是在家啃老。自由职业者听起来很

cool，但往往就是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看到朋友圈里两个男生po的结伴环球旅行一年多的奇闻逸事，我还是会向往。可

是，当我看到他们在外受伤，睡在帐篷，被人欺骗，徒步跋涉，我方知光鲜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苦涩和寂寞。我也就心甘

情愿地打消了申请澳大利亚的working holiday的念头。许多设想的如果未成真，不是造化弄人，还是因为自己太作。也是

因为不够强大，摆在面前的路也是有限。 

接受是改变的第一步。我不再苛求自己要变成什么什么样了，那只不过是虚荣，是比较，是无法满足的无事生非。我

决定心怀感恩地看待我已拥有的，而改变的目的是，我要好好守护我身边的那些，在我落魄任性无理取闹的时刻依然陪伴

着我的人。我想，真正的长大，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而是有了担当，愿意从自己身

上找原因，从改变自己开始。 

换一个环境虽然不会让人脱胎换骨，也还是会有好处的。千帆过境，才真正理解什么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看过了那么多的风景，还是想念深圳。觉得深圳的海才是海，深圳的荔枝才是荔枝，深圳的商场才是能扫货尽兴的

商场，深圳的餐厅才是粤味十足的餐厅，深圳的地铁才是拥挤的地铁，深圳的人情味才是海纳百川的味，甚至是深圳的雾

霾才是正宗的雾霾。美国的日子平静无澜得不真实，我有时候唱着圣歌，读着圣经，那种空灵高邈的意境能让我暂时从世

俗的繁琐中超脱出来，一度以为自己放下了。可是很多掩藏的问题，即使你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撒旦的考验，一旦

浮出来，你还是要靠自己解决。 

我其实喜欢把问题抛给别人。之前卖给我车的dealer迟迟不给我title，我把他电话都打爆了他也不理我。我害怕我遇

到骗子了，担心没有出口，又怕爸妈担心，我就留言了一句“心情不好”。深夜我终于找到了他并拿到title。殊不知，再拿起

手机，就看到妈妈回了很多话，问我出了什么事。原来我只是让她更担心。我说了来龙去脉，她说“以后把话说清楚，不能

这么吓妈妈的啊，我一整天都提心吊胆。”虽然行为还是幼稚得孩子气，装不出“我很好”。可是不用强颜欢笑，放下防备的

感觉真好。我也很难过，我还是没有独立，我还是一遇到问题就手足无措，只会求助爸爸妈妈。可也是我，曾一度想要脱

离爸爸妈妈的管束。 

每当我走在美国的大道上，看着这里的蓝天白云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几个月前，我还蹲在厦大宿舍外的走廊边打电

话边哭。因为我在市区上课，可大部分学生都住在位于郊区的本部附近。坐公交车要花五十分钟，又听说乘客都是黑人很

危险。我花了几个星期都没找到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住处也没着落。妈妈说：“不出国了，我们不出国了。你这样出国，

我天天睡不好，不放心。”我听了以后一肚子火，在我最需要鼓励支持的时候，我最亲的人却打退堂鼓。一年时间出国准

备，临到要达成了说不去就不去了吗？我还记得我当时说了伤害妈妈的话“你总是这样，什么都想当然，替我做决定，反正

有问题后果也是我承担，你就会说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啊。”每每想到那个场景我都很后悔。我也说不清自己当时带着什么

样的决心出国的，因为一开始总觉得爸妈让我出我就出呗。我至今还记得来美国第一次坐公车的时候，走去公交站的路上

我的腿都在打哆嗦，我都做好了被抢劫的准备。而且我是一上车就容易犯困的人，也第一次清醒警惕地坐完了全程。事实

呢，我遇到了一个白人哥哥借我零钱，一路上都很平安。经历过，才会终结未知的恐惧，才会把过往说得轻描淡写。 

雨还要连续下几天吧。思绪拉得好长，正好清洗我浑浑噩噩的状态。正如开头说的，很多人生的难处你不讲出来，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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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也能过下去。而生活中的一个点，如这场无事生非的雨，就会触发很多感慨，眼睛仿佛突然被

擦亮了，看见的，看不见的，想看见的，不想看见的，一股脑都逼你认清楚。也是时候还自己人生一个真相。 

原谅我，悲伤的基调布满了全篇。我不能就这么结尾，不符合我先抑后扬的阳光美少女形象。小题大做也好，无事生

非也罢，生活总需要在到达一个瓶颈后重新整理自我，只为更好地出发。估计是当学生太久，想走出象牙塔透透气，伤春

悲秋一下以证明生活没那么无聊。我从没那么强烈地想工作，我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不是口号，而是真心希望，

自己存在的价值是让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总是索取，买买买，拿拿拿，发个烧，就招架不住，觉得自己特可怜。 

大雨过后，天空会格外晴朗，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空气中弥漫青草香，鸟儿在枝头歌唱，毛毛虫又会出来

吓死路人，它们都是在提醒你，不要辜负青春。你可能会说大自然做了什么、干了什么都没有实际意义。这世上与自己无

关的事多了去了。譬如水往低处流。却依然有不怕死的鱼逆流而上。因为有的人会找借口说，“地心引力都拽着你往下了，

你就学学水，安分点，随遇而安呗。”可有的人却会得到不进则退的启示。所以我选择相信，这场大雨来得恰巧。我也明

白，无论生活给我烈日还是暴雨，晴天还是阴天，我都要提醒自己，不要辜负青春。 

 

 

 

 

 

 

 

 

My Memory to 

Ching-Chao Liu & Mid Ouyang 
 

By Linhua Su 

 

I was so sad to get the bad message from Ann Ouyang (歐陽安), got to know that her mother Ching-Chao Liu (劉景昭) passed 

away on Jan. 11, 2016 which was just one year after her father Dr. Mid Ouyang (歐陽謚)’s death on Jan, 8, 2015. 

This called me back to my memory that some 72 years ago, beginning on 1944, where I made acquaintance with them.  
It was during the 7th year of Sino-Japanese War which began on July 7, 1937, known by Westerner as Marco Polo Bridge Accident, 

and that was 4 years earlier than the Japanese bombardment of Pearl Harbor on Dec. 7, 1940 
which led U.S.A. to declare war against Japan. 

And it was July 1, 1937 that Dr. Sah Pen-Tung (薩本棟博士) was assigned by the govern-

ment as the 1st Presiden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moy (國立廈門大學. Now, spelled as 

Xiamen University) which was originally privately-owned by Mr. Chen, Chia-Gang (陳嘉庚), 
the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 who donated all to the government at this time. 

Before the occupation of Amoy by Japanese,  Dr. Sah moved the university to Changting  

(長汀縣) in the south –west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and resumed the teaching courses on 

Dec 1937. Then, he founded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機電工

程系) in the year of 1940.  On 1944, under Dr. Sah’s strict examination, only 6 students were 

graduated from this department, including Mid Ouyang who was then selected by the university 

as Assistant for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机电系电组助教), and Chen, Chung-

Chu (陳中柱) as Assistant for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机电系机组助教). 
Though Japanese surrendered on Aug. 15,1945, but the original site of Amoy University  

was used by the government to accommodate the surrendered Japa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aiting the ships to send them back to Japan. So, all of us were staying in Changting for one 

more year.  During this period , Ching-Chao Liu, as the 1st female student in this department, 
was graduated in the year of 1945, and was also selected by the university as Assistan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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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 Ouyang and Ching-Chao Liu in front 

of their home in New Jerse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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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 was a freshman of the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n the year of 1944, so I knew them very well, but they had 

no idea to me at that time. 
Finally, our university moved back to Amoy (Xiamen) at the summer season of 1946, but Mid Ouyang and Chen, Chung-Chu turned 

to Taiwan, both working in Kaohsiung Cement Plant (高雄水泥廠) of the Taiwan Cement Corp.（台灣水泥公司）; and Ching-Chao 

Liu was teaching in the Kaohsiung Girl’s High School. Then, Mid Ouyang and Ching-Chao got marriage in the year of 1948, so they 
moved into Kaohsiung Cement Plant’s dormitory. 

I was graduated from Amoy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season of 1948, and was selected and dispatch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Kaohsiung Cement Plant of the Taiwan Cement Corp.  When I arrived to the cement plant, I was so glad to meet my elder alumni there. 

At that time, Mid Ouyang was the Head of the Power Generation Section (發電股股長); Chen, Chung-Chu was the Engineer-in-charge 

of the Designing Group in 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工程師室设计主管). Both of them helped me very much. 

Since Mid Ouyang got the scholarship as candidate of PH.D. to  King College in England,  so he resigned at the end of 1948. The 
Corp. immediately shifted Chen, Chung-Chu to succeed him,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ng-Chao Liu entered to the Kaohsiung Cement 
Plant to fill Chen’s vacancy.   One year later, I was transferred from Production Department to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s a designing 
engineer. 

After Mid Ouyang’s leaving, Ching-Chao giving the birth of twin daughters, with the name of Pamela and Ann (歐陽平, 歐陽安). 
And Ching-Chao’s parents moved in to her dormitory. Her mother helped to take care of the twins, and her father was teaching in the 
Navy Academy nearby. 

When Mid Ouyang got his Ph. D degree and having a good job in England, Ching-Chao resigned from her job in Kaohsiung Cement 
Plant, bringing her twin daughters for England on 1953. Before leaving, she left her personal seal to me, I was authorized to get her re-

maining salary and bonus from the plant, and collecting her letters, then transferred to her parents.  
With Ching-Chao’s resigning, our plant asked me to succeed her de-

signing duty, and months later, this group was transformed into Designing 

Section, I was assigned as this Section Head (設計股長) for 10 years, 

then promoted to Engineering Department Head  for 5 years. After that, 

our Co. promoted me to the Chudong Cement Plant as Assistant Plant 

Manager (竹東水泥廠副廠長). 
It was 1972, our Co. shifted me to Suao Cement Plant as Assistant 

Plant Manager (蘇澳水泥廠副廠長), and  also  dispatched me, together 

with our Co.’s  Laboratory Director Mr. Wu (研究室吴主任), by visiting 

the cement industries  in Asia, Europe and America  for 90 days, for  our 

Co. ‘s new expansion projects. After visiting Austria, Switzerland, Germa-
ny, Denmark, Sweden, Holland, we arrived at London. I met with Ching-
Chao’s warm welcome.  She and her daughter Pamela immediately invited 
us to a restaurant for a nice dinner, so we  got to Know that Mid Ouyang 
had already went to U.S.A., serving  as General Electric Co.’s manager, 
but Ching-Chao still working for one electronic Co. in London. Both Ann 
and Pamela were studying in the Medical University. 

After working 30 years in Taiwan’s cement industries, I was invited by the Fuller Co. in Bethlehem, Pennsylvania, U.S.A., serving as 

Senior Design Engineer on Jan., 1980.  So,  Mid invited  me to go by  bus to meet them ---- I started from Allentown station, and he  
picked me up  in the Philadelphia station, then he drove me to his Cherry Hills’ house in the New Jersey state. It’s happy to  meet Mid 
after 32 years; as to Ching-Chao, we didn’t meet for 8 years. 

On the 2nd year, I got the invitation card for Pamela Ouyang’s wedding ceremony. This time I had the confidence to drive by myself 
to their house, and most of the guests were the alumni of Amoy (Xiamen) University. Mid brought bride daughter’s hand, walking along 
the hall toward the bridegroom side, and he’s an American doctor.  I passed my gift to Ching-Chao, and she was happy all the time. Ac-
cording to U.S. practice, they asked all guests by driving themselves to a steak restaurant in Philadelphia City, self-choosing the food, then 
Mid family paid the bill. It’s something new to our Chinese guests. 

After that, we separated for many years, but communicated through letters and phone calls. Then, I worked in Thailand as Senior 
Vice-President and also  Cement Plant Manager of  TPI Polene  Co. for 17 and half years , from Jan. 1990 till June 2007, for taking duty  
to construct and supervise a world-class modern cement plant . Before my retirement, it had already turned out to the biggest cement 
plant (in a single plant area) in the world. 

I retired at the age of 80, and then settled down in California, and I’m 89 years old now. In the past years, I kept internet communica-
tion with Mid, and phone calls and letters with Ching-Chao. Now, both of them were gone, and I eagerly hope that both of them having 
happy life in heaven.  Wishing  somedays later, we can  meet again there.  God bless them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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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校友欢迎会：后排左3起：欧阳平、欧阳谧、欧阳安、

刘景昭、陈中柱；前排左5苏林华。（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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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名1986级校友“回家” 
 

“五一”期间，一千多名1986级校友返校，举行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致敬青春、感恩母校。期间，启动一个总规模5

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用以资助我校师生和校友创业。据一位要求具名为“厦大86级校友”的受访者表示，活动由校友们自

发倡议，所有工作由校友一手操办，费用也由校友们自筹。 

据他介绍，倡议一发出，便得到校友们的积极响应。此番参加返校活动有1000多名校友，占当年学生的六成左右。

“一些校友还不远万里，从非洲、美洲、澳洲等地回来。” 

        他感慨地说，在联系大家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校友们心里

有着很深的母校情怀，大家在这个校园里度过了四年美好的青葱岁

月，这四年足以隽刻成永远。“30年过去了，深藏于我们内心的仍是

对母校不变的爱恋，是对师友同窗不变的情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无论我们去往何处，我们心中，永远有着一个位置，留给厦大。” 

        此次返校纪念活动从4月30日开始，持续两天，包括举行一系列

校友面向在校学生的学术报告及论坛、设立一个创业投资基金、举办

一场怀旧联欢晚会等。 

其中，名为“凤凰花开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在5月1日晚上怀旧联欢晚会上启动。基金总规模5亿元，首期资金1亿元，

将采取风险投资的方式，资助我校老师、学生和校友创业。 

对于被外界广泛关注的怀旧联欢晚会，一位活动的组织者特别强调，

这是一场校友联欢会，而不是歌星演唱会。“我们邀请的李宗盛、赵传、

成方圆等人，都是上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们喜爱的歌手，可以说，我们就

是听着他们的歌成长的。此番邀请他们登台，为的是，借助这些‘老’歌手

的歌声，重温当年多彩的校园生活。” 

当晚晚会的高潮出现在当年校园十大歌手、西山乐队登台献唱，向当

年的老师敬茶，及校友捐沙等环节。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代表将自己生

活、工作城市的沙子一起倒入一

个巨型沙漏中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一位女校友说，“我们就像这手中

的沙子一样，也许会走远，也许会走散，但最终，我们的爱会汇聚于厦大这片

海。” 

       相较于这场晚会，在校友们心里，更看重的则是，回到自己的学院和师生们

座谈，与师弟师妹们分享自己的求学、工作和人生经验。他们认为，这是此次返

校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此次返校活动，为何会得到这么多校友的积极响应？ 86级校友们的回答是：一种情怀。 

一位哲学系校友这样解释他眼中的“情怀”：想念同学，是一种情怀；感念师恩，是一种情怀；感恩母校，也是一种情

怀；同样，校友们积极回归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怀。 

“一万个厦大人对情怀有一万个理解和解释，”他说，“同样，不同的厦大人对母校的情怀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只是我

们86级校友选择了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母校的情怀而已。” 

（2016-05-04 厦大人） 

• 校友动态及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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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光学长寄语2016 
文：张德光（49级政治系） 

我家十二人，2015年託福均安，差勘寄慰, 現寄一年概況，冀釋錦注, 謹以至誠,祝福2016年，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德光是1925年九月十五於福建省長汀縣畲心鄉出生，現年九十歲，為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博爾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教

50年，並未退休。全家為我做壽，於九月十五日在學生中心大禮堂舉行慶宴，邀請親友同僚一百二十餘人，聯歡慶祝。受

到來自全球各地的祝賀，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夫婦的賀函，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書寫的“福壽康寧”四個字的賀軸。在中國

大陸的外孫女，鍾金秀以一年時間繡完的”梅開五福” 屏風刺繡。五十年前我的學生，現年70歲的卡通畫家吉米大衛斯（特

畫）代表作加菲貓,祝賀張博士90歲生日快樂，以及所有來賓賀禮及花籃, 陳列在慶會大廳。 

安麒主持慶會, 致開幕詞。三個女兒，安麟，安麗，安驊，及孫女元華，相繼演講，其他三個孫子女元菁，元英，元

菲一起站在講臺上，歡欣表現，受到全場客人的讚賞。博爾大學傅格森校長致辭祝賀，並頒博爾大學” 五十年最佳教授

獎” ，使我喜出望外。教育學院院長勞依衛佛博士演講，感謝我五十年前對他的教導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慶會中放映電影“人生的彩虹”使全場來賓看到我父母的照片及我的生平。我的兒女以此慶會，表達對父母的孝敬。

而我則借此機會，感謝博爾大學及親友對我的恩惠，再由新聞報導傳播，正符合我促進世界和平與人類和諧的心願。 

我於1948年離開家鄉,出外求學,便與父母天各一方,使我感報親恩的心願被剝奪。先父為教育家, 終生任教，與人為善，

造福鄉里，孰料於1955年受鄉人誣告，為長汀法院判刑9年半，死於獄中。我於2005年檢聚資料，函請長汀政府予以平

反，再三申訴, 歷時十年，終於在2015年10月獲得長汀縣裁決，宣稱“長汀縣人民知道張贊堯在世時為人樂善，仁義為懷，

宣導教育表示讚賞。” “長汀縣委縣政府也認為張贊堯是尊師重教的公民。”使得先父獲得平反恢復名譽，我表示感謝。經美

國僑報伊利華報刊載，世界周知，以慰先父在天之靈。 

十一月我和安麟，由我妻幗嫦陪同，到紐西蘭參加國際會議，路過洛杉磯，與安麗及親友相聚為歡，經過澳大利亞參

觀悉尼大歌劇院。25和26日兩天，在紐西蘭舉行” 南太平洋安全會議” 由國際政治學會亞太研究委員會和澳大利亞大學, 紐

西蘭的卡特貝利大學及聯合國國際發展總署聯合主辦。計有來自十個國家的學者參加，提出五十九篇高出水準的論文，由

大學校長主持開幕，我發表演講“亞太研究與世界和平”，安麟則在討論會擔任主席，並演奏鋼琴，均屬成功。我對紐西蘭

的印象深刻，是塵囂不染，永無戰爭，一片淨土，尤其感謝他們給我的熱情招待。 

2016 恭賀新禧 

我們在耶誕節假期到加拿大溫哥華去看安驊，她新任世界運動服裝公司LULULEMON的時尚設計經理，以發展她把時

尚與科技結合創造性的設計。 

安驊的時尚設計是把時尚與環保平衡，原始和發展接軌，正合世界環保的潮流。她在華府展出的作品,受到美國國務卿

約翰凱瑞的讚賞，凱瑞在致歡迎詞, 稱讚張安驊維護環保的設計，正好與破壞環保的工業化相反。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歡迎張安驊 安麒與達玲在華府的聯邦政府任職，元華與元菁就讀初中，足球比賽獲得優勝，安麗

在南加州醫院主持醫務行政，到各地分院督導繁忙，女婿愛世龍忙於發展 

國際航運業務。元英和元菲在小學求學，並學習中文。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和Palm Spring和安麒安麗全家匯合，共同

遊覽度假。 

明年春季我休假半年，利用時間寫完我的回憶錄“人生的彩虹: 環球致學九十載，博爾大學任教50年” ，以及編輯“亞洲

與世界政治”一書。2016年7月，我將到土耳其參加國際政治協會第二十四屆世界大會，及慶祝亞太研究成立四十周年紀

念，頒發世界傑出亞太研究學者獎及優秀青年旅費獎，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敬請 保持聯絡，隨時賜教，如來印州，請駕

捨下，無任歡迎。 

專此 祝福 新年快樂！猴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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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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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厦大校友夏日联谊会 
文：茹博澍（08 届金融） 

摄影： 闫杰 （03届化学） 

 

7月31日，依然是一个飘雨的夏日。60多位旅居新英格兰地区的厦大校友及亲朋好友齐集于波士顿西郊Weston区朱

新生校友家，延续一年一度的夏日联谊传统。新生，海英，振华，明飞等校友提前一日即开始着手准备场地与食材。聚会

当日，义鸣、茜茜校友多次往返会场与地铁站接送搭乘公共交通的参会校友。据报名数据统计，本次参加聚会的校友来自

20余不同专业，毕业时间跨越1978至2015（图一），五年内从厦大毕业的年轻的校友占据了很大比重。为保证午餐会准

时开始，负责烧烤的振华等校友与叶艺华（83化学）校友的先生等家属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午后，校友们在大快朵颐之后

纷纷打开话匣子，彼此交换在学业，职场，专业技术，生活，和厦大的经历与心得体会，身心同时得到了满足。在雨停的

间歇，美洲校友会副理事长既新英格兰分会会长朱新生向聚集于草坪上合影留念的校友（图二）宣布了美洲校友会双年会

将于波士顿举办的消息。随后，波士顿地区热心校友在新生学长的组织下正式开始双年会的各项规划准备活动。 

 

 

其

图一：报名参加聚会校友系别(左)与毕业年份(右)分布  

图二：参加聚会的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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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校友分会成立并举行新春聚会活动 
 

2016年1月2日大西雅图地区的部分厦门大学校友们欢聚在君悦饭店，举行厦大校友新年晚宴和厦大美洲校友会西雅

图分会成立仪式。 

校友们在一起享受美食，互道近况后，由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79级数学系莫丹华校友主持举行了校友会议，会上

众厦大校友们相互介绍认识，一起追忆了在厦大的美好时光，畅谈旧识的场景事件，大家感觉于心戚戚，历历在目。校友

们还分享了到美国来之后的生活历程，深切感受到海外的校友们相互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有成立校友会以加

强校友联系交流的心愿。 

校友会成立会上，94级李沫校友被推举为西雅图厦门大学

校友分会的会长，02级张弛校友和07级张元清校友被推举为副

会长，会后大家合影留念，宣告西雅图厦门大学校友分会作为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的一个分会正式成立。 西雅图厦大校友分

会成立目的是为在西雅图的厦门大学校友们提供一个认识，交

流和联络的平台。希望通过举办一些有特色的活动，校友们可

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增进友谊，加强校友之间

及校友和母校之间的联系。厦门市人大办公厅侨务外事委员会

还专门为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西雅图分会的成立发来贺电，赞

扬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有效的促进了美洲校友与厦门大学的沟通交流。  

新春佳节，祖国各地都在一片欢腾祥和的气氛中。身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游子也以各种方式庆祝着这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2月20日，在大洋的彼端，美利坚的西北角，居住于美国华盛顿州的厦大校友们在微软总部园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校友新春聚会。这也是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西雅图分会成立以来组织的首次活动。 

富有中国年味兼具厦门地方特色的茶点年货摆上桌来，聚会伊始，聚会现场便已经是“乡”气四溢。校友及家属们陆续

到场，对大多数校友而言，虽是初见，却仿佛是与故友久别重

逢。开怀畅谈间，共同勾勒在菁菁校园时的美好往昔。老，中，

青三代校友欢聚一堂，共同分享各自带来的美食，谈天说地，气

氛热烈。超过30位校友及家属参与了本次聚会，年级更是从78级

跨越至07级。优秀的各级校友如今活跃在美国医学，商业，计算

机，会计等各领域，积极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做出贡献。 

      校友会聚会筹备组特地为本次聚会征集了校友在校期间的老照

片，制作成电子相册。聚会席间，一张张照片伴随着怀旧的音乐

在校友眼前滚动翻阅着，青葱岁月，学子情怀，令在场的每一位

校友动容感慨。 

       西雅图分会会长李沫校友宣读了厦门市人大办公厅侨务外事

委员会发来的贺电。贺电表示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有效的促进了美洲与厦门的沟通交流，希望校友会秉承厦门大学的光荣

传统，继续推动厦门与西雅图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后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莫丹华校友向在-座的校友们详细介

绍了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及其历史，宗旨与在校友间的联谊互助作用，把现场气氛推至高潮。接下来，校友们围坐一起，

介绍和交流当年在厦大的情况和在美国的工作生活状况，席间不时的爆发出阵阵欢笑声。本次聚会一直持续到当日下午，

校友们一同渡过了一个温馨的新春聚会。  

（西雅图分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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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校友春节聚会 
文/图：江帆（10届企管） 

 

2016年2月，正值猴年春节之际，厦门大学北卡校友分会在北卡分会会长程灿东校友家里举办了新年potluck饺子

宴。继上次的职场时尚搭配主题中秋聚会后，这次聚会依然有校友提出要以“红色/新春”为着装主题，所以校友们大都打扮

得喜气洋洋，虽身在海外也映衬着浓浓的年味儿。 

这次聚会由程灿东校友提供了包饺子的场地和工具，其他校友则负责贡献他们拿

手的好菜。校友们一来便积极投入了忙碌的饺子宴准备过程中。厦大校友中历来福建

人不少，大家一边讨论着南方人过年的习俗，一边向北方的校友们请教如何擀饺子

皮，现学现卖，其乐融融。新老校友们在准备饺子宴和随后的晚餐中热烈地交流着各

自来美的历程，所经历的苦乐，当然也关注着母校当下发展的一举一动，为海外校友

会的发展建言献策。这次聚会，更有厦大子弟，以及来自北卡华人商会和复旦等兄弟

高校的华人朋友们加入，大家聊起与厦门这座城市的渊源，都仿佛把大家带回了当初在厦大的岁月。新老校友们围炉夜

话，畅叙情谊，并期待着下一次的校友聚会！ 

 

北卡校友与清华校友联合举行迎新中秋聚会 
 

文：江声（清华校友） 

图：蒋美磊（清华校友） 

2016年秋季学期伊始，中秋迫近，北卡州清华大学校友会和厦门大学校友会联合组织了一场烧烤活动。近百位清华和

厦大校友及其家属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中，两校校友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并且充分地肯定这次烧烤活动的意义，希

望校友会能继续开展类似活动。校友会把更多优秀的校友聚集到一起，为大家创造更广阔的交流平台。 

这次校友聚会选址于 William B. Umstead State Park 深处的野餐营地，森林环绕，环境宜人。校友会骨干早早来到

场地，布置场地，挂起校旗，方便后来的同学找到组织。11点后校友陆陆续续来齐，早到的校友帮着预备烤架，铺上锡纸

烤第一批鸡翅火腿。 

约正午时分，校友们差不多到齐，清华校友会会长林琳和厦门大学北卡校友会会长程灿东分别介绍了校友会的核心工

作、每学期举办的各种活动，并表彰了为校友会工作做出突出志愿工作的校友们。虽然参加这次活动的校友有近一半是在

校学生，不少年长的校友也闻讯来参加聚会。最年长的校友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会长们介绍完工作后，第一批烧烤食物已经上桌，校友们排队取餐，秩序井然。几位校友主动承担厨师的责任，不断

地为大家烹饪各种烧烤。烧烤用餐过程中，大家围坐一圈，边吃边聊，谈谈近况，也回忆在母校的美好时光。接近用餐的

尾声，大家放下刀叉，轮流作自我介绍。两校校友济济一堂，

有来做博士后的，有来读博士的，有来读硕士的，有来交换学

习的，还有不少在北卡RTP附近公司和大学工作的校友。 

月饼是此次餐后甜品。乘中秋之兴，在异国他乡吃上月饼，校

友们分享怀念故土之情。吃完月饼后大家开始玩“博饼”游戏，

按成绩获得奖品。“博饼”是厦门中秋传统游戏。虽然博饼对大

部分清华校友来讲比较陌生，但大家很快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博

饼中。我们调整了游戏的设定，参加游戏的校友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奖品。大约下午四点，校友们兴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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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耀奖学金获奖感言 
 

 

蔡雅娜 

我叫蔡雅娜，是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2级本科生，非常开心获得了汪德耀奖学金。

我来自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弟弟。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里面，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我在生科院学习的这四年，

过得非常充实。从刚踏进大学的迷茫，到现在即将毕业，又要进入新的学习阶段，回想这四

年，有成长，有挫折，有快乐，有遗憾。大学四年，心智更加成熟了，对于未来有了初步的

规划，而不是迷迷糊糊随大流了。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太贪玩，把学业都落下了，看到成绩

单的时候，特别后悔，便慢慢端正了态度，认真上课，认真学习，现在获得汪德耀奖学金真

的特别开心，这并不单纯是一种金钱物质的鼓励，也是对我认真学习的肯定，这份鼓励将会

激励我在研究生的学习中更加努力。 

 在大学的这四年里，我收获颇多。收获之一就是我的实验动手操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

高。实验室带给我的收获不仅是锻炼了我的实验技能，还教会了我合理地安排时间，合理地

安排要做的事情，也锻炼了我的耐心，教会了我太急于求成反而功亏一篑。老师和学长学姐给予我的帮助和温暖，我一直

铭记于心。收获之二就是我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有了他们四年的陪伴，我的大学生活过得很

快乐，很有意义。他们于我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收获之三就是锻炼了我独立自主的意识。在假期，我经常去做一些兼职。

在做兼职的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了工作的辛苦与不易，也能更加理解父母亲，在家的时候就主动帮他们分担家务，减轻

他们的负担。与此同时，兼职也锻炼了我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赚取的零花钱，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就显得格

外珍贵。用着自己努力赚来的钱，出去旅游，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了眼界，身心也得到成长。 

厦大生科院的这四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学院，来自学校的关怀。厦大对学生真真是极好的，舒适的住宿环境，

美丽的校园，亲切的老师，各种贴心的关怀，还能享受到厦大校友带来的福利。作为一名厦大学子，我感到非常幸运和自

豪。在厦大的这四年青春，将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现在的我，即将毕业，离开厦大，去往人生的下一站，但无论

我走到哪，都不会忘记我的母校。我会继续努力，努力学习，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掌握一技之长，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为社会的和谐安定贡献一丝绵薄之力，不辜负学院和学校对我的栽培。我也希望在我以后有能力的时候，能把我曾经

享受到的关怀和感动传递给以后的厦大学子，我的学弟学妹们!  

 

胡小丹 

【基本资料】性别：女；民族：回族；籍贯：宁夏省银川市；所在单位：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年级：大二 

我很荣幸能够获得汪德耀奖学金，首先感谢汪德耀教授设立了这个奖学金，感谢辛勤栽培学生的老师们，感谢平日里

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是你们的关心和鼓励成就了我今天的成绩。 

在大学生活里全方位拓展自己遵纪守法，热爱祖国，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刻苦努力，进入拔尖班学习，有较强的社会

责任感，愿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细胞应激实验室开放日活动等等，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2015年10月获得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三等奖，2015年12月获得厦门大学学生践

行“八字真经，投身四个全面”主题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心态积极乐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及各类竞赛活

动，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当然作为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当我们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别人肯定的时候，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它也会让我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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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更有动力地学习。因此，获得奖学金的这种肯定而产生的动力将会使我的大学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意蕴非凡。培根说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学习也是如

此，我们应该以快乐的心态去对待学习，求知和进取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因为我相信

态度决定一切。在大学里，我们不像以前高中那样，每时每刻都有老师在身边辅导，要是我

们在学习上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要勇敢地面对，因为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后才会对书上的知识有着更加透彻的理解。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获奖后，我会更加努力

地学习，积极进取，在学习的篇章上写下更辉煌的一笔。将来通过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

地为社会做贡献。 

当然，在大学里，不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厦门大学给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多方面发展的平台，我会涉猎各种知识，让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从现在开始为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例如，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时事新闻。总之，我会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各项能力。作为一名生命科学学院的学

生，我会尽我所能向着生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进军。我会用感恩的心去回报社会，让博大的爱心在周围传播延伸。 

荣誉就好比圆形跑道，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不管曾经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是代表过去。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好成绩而

骄傲，也不能因一时成绩不理想而气馁。所以我们心中应该有更高更远的追求，才会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学习就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我会把我获得奖学金当做今后不竭的动力，完成新的征程。  

获奖学金只能代表我前一段时间的努力，也给我带来了一丝鼓励与安慰。很感谢学校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互动平台，

让我们在一起切磋勉励。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各位老师在我们的学习生涯中默默地付出与无私的奉献，感谢养育我教育我

成才成人的父母，我将会带着这份感激更加奋发图强，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未来回报母校、汇报爱我和我爱的父母。  

 

黄锡茹 

大家好，我是生命科学学院2015级本科生黄锡茹。经过这半年多的努力，能够获得“汪德耀奖学金”，我感到万分荣

幸。在此我要感谢学院设立了该项奖学金，这是对我们学习上的一种激励与鼓舞。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师与身边的同

学，若没有你们的付出与陪伴，我也不会有今天这般优秀与自信。 

    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我总喜欢说：我既是个北方女汉子，又是个南方小娘

鱼。江苏——每当我提起我的故乡，语气就会不自觉地温柔下来——它在我眼里是最特

别的，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的出生地，更因为它贯穿了中国的南与北。 

  我出生在连云港，江苏的最北，地理上属于中国的北方。一岁前，我去了无锡，太

湖之滨，而这座美丽的城也被永远刻在了我的名字里。一岁到六岁，我又回到了连云

港，开始了我的童年。那座小城，有山有海，有南归的燕子，有及膝的大雪。我脚踏黄

土地，迎着干烈烈的西风，站在高大的白杨树下，吃面食，赏繁星。六岁后，我随父母

去了苏州，江苏的最南，地理上位于中国的南方。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是

桥，是小巷，是丁香般的姑娘。我被它独特的古色古香打动，又惊叹于它高度的现代

化。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语言，所谓吴侬软语，第一次吃到了甜腻腻的海棠糕，第一次闻到了桂花树香。

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还分别在南京、扬州等等城市生活过，但是，连云港与苏州，这北方与南方的代表，带给我

的影响最大也最深。 

  我一直相信城市是有性格与气质的，它由城市的地理环境、人文气息等因素共同构成。北方的连云港给了我豪爽直

率的天性，而南方的苏州，则给予了我后天的细腻与多情。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杂糅、互补，共同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从小就接触了迥异的城市，今天的我，才具有强大的包容力。 

  这样的包容力体现在我尤其喜欢接触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例如文与理。我既爱文，又爱理，爱文科的感性深

邃，喜理科的理性客观，同时亦沉醉瑰丽多彩的音乐美术殿堂，再加上我的父母总是支持我发展广泛的兴趣爱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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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理兼长，各科也均衡发展。我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应当是多维度的，既要有体魄机能上的强大，也要有心灵智力上的

成熟，既要有一定的深度，也要有相当的广度。大学阶段是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学生活，本身就应当是一种探索，

探索你的兴趣，也探索你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大学不应该只是枯燥无味的学习，也不应该被各种社团、活动等等忙得乱了

手脚，而应该两者兼顾，在保证学业的情况下，努力拓宽视野，去挖掘潜在的生活方式与生命体验。 

正因为文理都爱，都舍不得，所以虽然我是个学习生命的理科生，我依然忘不掉自己的文学梦。“文学梦”，这也是我

们苏州市曾经的作文模拟题，记得我当时拟的作文题目叫做“文学之殇”，但是在我心底，文学是不死的，它从小起就在我

心中扎下了根，从此再也拔除不掉。所以我喜欢泡图书馆，深信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图书馆是用来“学习”的，不光

光是“写作业或者复习”。梁启超说：“人是要有一定趣味的。”张岱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阅读，或许是

我最大的“癖好”。我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去图书馆借阅书籍，把资源利用起来。这里的书籍，更多的指的是严肃文学类。说

实话，我不喜欢把教科书叫“书”，我更乐于管它们叫“文献”，叫“参考资料”，真正的书不仅要严谨，要有思想性，同时也必

须要具备一定的文学性或艺术性。我深信，文理没有绝对的界限，文科需要理科的严谨，理科同时也离不开文科的感悟

力。在严肃文学的阅读中，你不仅能够感受到语言运用的精妙，获得美的体验，同时也能体会到思维推理论证的乐趣。大

学期间或许是一个人拓宽广度与深度的最佳时期，我想，这也正是所谓“通识教育”所认可的。 

 在生活中，我喜欢与自己对话。我喜欢在无事时，看看自己的灵魂，听听心底的声音。我喜欢倾听自己内心的苦恼或

感动，这或许是一种自省的方式，因为怠于审视自身生活的人是不会有进步的。作为一个相当敏感的人，生活中的一些小

插曲、小风景，都可能会在我内心的海洋中掀起惊涛骇浪。这样的敏感力带给了我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因为即使是相似

的生活方式，我的体会与感悟却可能比别人多的多。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敏感也带给我自身许多不必要的苦恼，因而，我

也在大学生活中逐渐锻炼自己的“钝感力”，学会对外部刺激反应得更为迟钝缓慢一些。有些事情没必要一直挂在心上，有

些故事笑一笑也就过去了，毕竟人的思维，只有在钝感系数与敏感系数相平衡时才有可能保持一定的理性。 

    工作方面，我则加入了生科院青协。近一年的学生会工作的确教会了我许多。不管是刚开始的关爱自闭症儿童还是

后来的小学支教，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不仅渐渐明白了如何与他人沟通，同时也体验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接触到了形

形色色的人，也拥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也发现，这个社会有太多值得我们去爱的人与事物，我当然要把获奖作为一种

激励，更加勇敢地拼搏，更加深刻地感悟，将社会给予我的这一滴水，化成喷涌的泉眼，甚至于汪洋大海。  

 

王帅朝 

我叫王帅朝，女，汉族，来自山西省长治市，现在是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

业的一名大四（2012级）学生。非常感谢学院评定我获得“汪德耀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

幸，这是学院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同时也是对我上一学年的学习等方面的肯定，我将继续努

力！ 

在这一学年里，我勤奋刻苦、认真努力，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在实验室中我都收获颇

丰。自上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学习以来，专业课本的学习为我打开了生物这扇大门，我对

其中的精妙感到无比好奇，一个个看似普通简单的生物现象，其实过程中受着很多精密的调

控。大三上学期我参加了科研训练，在实验室中真实地感受探索生命科学的过程，我学习到

的不仅仅是一些基因和蛋白的实验操作技能，更是对自己科研思维的培养。通过每周的组

会，我了解到一些国际文章中实验人员的思路和实验过程，我感受到了实验设计的精妙。随

后，在我选修的生物信息课程上，我了解到了一种进行生命科学探索的新思路，我找到了自

己感兴趣的方向。我选择了在本院生物信息学实验室完成我的毕业设计，学习生物统计学方法，通过数据去发掘、去探索

潜藏的信息，利用计算机去辅助解决生物问题，这对我提出了更高的思维要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个结果和新的发现都让

我感到兴奋无比。目前我已成功保研，并将生物信息学选作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总之，我的这一学年非常充实、有意义。 

又过去一年，我的生活体验也更多了。在这一年里，我保持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同时积极地参加各种学院和社团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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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丰富自己的生活。作为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我们都面临着很多的选择，也有很多诱惑。有的同学选择工作，有的同

学选择出国，还有一些同学选择跨专业考研。我在这一年里也曾困惑过，但是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继续在生物这一领

域钻研，向着我喜欢的生物信息专业前进探索。而即将踏上社会或是进入新的科研阶段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社会或

是新的科研环境，应该持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一年里，一些奖助学

金的获得，让我感到感激和温暖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些提示。我觉得这种对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应该传递下去，我希望在

我之后有能力的时候，像汪德耀老师那样，以同样的方式资助和鼓励有经济需要且学业突出的学生，将我手中被赠予的玫

瑰传递给更多的人。 

最后，我再次感谢学院推举我为“汪德耀奖学金”得主，同时感谢汪德耀教授对学院的捐助。收到资助，我倍感感激，

我希望我能将这份支持和鼓励传递下去，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唯有继续努力，方能不负今日

受到的支持和鼓励！  

 

徐悦君 

我是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3级本科生徐悦君。十分荣幸能够在本学年获得汪德耀奖学金。这不仅是对我在经济上

的奖励，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在此需要感谢的除了学院对于我们的高度重视，更是那些慷慨捐赠的热心校友们。设立奖学

金不仅能够让同学们的能力得到大家的肯定且收获荣誉，更是让我们懂得当有朝一日学有所成之时不能忘本，要永怀一颗

感恩的心来回馈学院。 

一直以来我都努力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大学之中可以选择的事情有很多，显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面

面俱到——我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或是能让我在过程中有所长进的事情——当然，最好的

情况就是既投我所好又能有所收获。身为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学生，为了尽早了解科研工

作的过程，我参与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并担任负责人。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提

前体会到了科研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历的各种事情。有时候实验结果或许不尽如人意，但在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修正实验方案，最终还是会有所收获。在兼顾学习的同时，我也参与很

多其他活动。基于对网球的热爱，我成为了校网球队的一员并有幸担任队长。这一年，我

们的成绩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获得了福建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团体一等奖，我个人也获得

了女单一等奖，并且首次参加全国比赛也收获了华南赛区女团第四名。我很庆幸可以和队

友们一起努力，共同见证自己和球队的成长。 

每个人对大学的看法不同，很多人觉得努力学习已被埋葬在高中。由此引申出的话题

“大学中是学习更重要还是参与各种活动更重要”也一遍遍地被公众讨论，即使不公开发表意见，我想每个人在自己心中有

过类似的问题：我是否要在大学里努力学习？我的的确确重视学习，大学四年之中也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收获，友情、

爱情、社会活动经验，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对个人的提升，我不愿评价其是否重要，但是，我们在四年之后还将收获两

张证书——毕业证、学位证。拥有“理学学士学位”，却不懂理学，一定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汲取前人千百年来钻研

的科学精华与人文情怀，不正是大学最最本源的目的吗？听讲或是偷懒，同样要在教室里坐一节课，那为何不选择更有意

义的那一种呢？至于名次、分数，我从不刻意追求，只是把他们当做学习的附属品。每门课程的掌握程度有好有坏，时常

不能如愿，但无论如何分数都将是学习状况的客观反映（建立在不作弊的基础上），所以我从不惧怕看到分数——我们身

处在共同的厦大校园，说明大家的学习能力是相似的，那么收获多少基本取决于你付出多少——我享受付出并有所收获的

感觉。 

获得这次奖学金于我而言是对我的肯定，它更加坚定了我要成为足够优秀的人的决心，会始终怀揣着这份荣誉带给我

的自豪和鼓励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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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欣 

我是生命科学学院本科2014级生科一班的周佳欣，是来自福建海滨城市长乐的汉族女生。经过一学年的努力，我很荣

幸地获得了汪德耀奖学金。很感谢学院为品学兼优的学生设立的这项奖学金，对我们广大学生来说，这是对我们学习热忱

度的一种激励。同时也要感谢各位为我们授课的任课老师们，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教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收获。 

回顾这一学年，我从大一的懵懵懂懂应付学习，到大二的明确个人目标努力奋斗；从不懂如何与人相处，到和同学室

友相处融洽；从任劳任怨、听从差遣的小干事，到有想法、有主见、能独当一面的干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成长了这么

多。奖学金的获得对于我的鼓励是一种助推器，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肯定、鞭策和希

望。它肯定了我这一学年在学习上的努力，鞭策着我继续朝着目标前进，给了我对未来的

希望。在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目标之后，我不再对大学和专业有迷茫，我在学习上投

入了大量的精力，常常伴着图书馆闭馆音乐结束一天的学习。图书馆是一个令人静心学习

的地方，让我从大学浮躁的社交人际活动中抽离出来，专注于我的学业。我积极进入班主

任的实验室参观学习，在经验丰富的学姐的引导下，比大多数同级同学更早地熟悉了科研

工作的程序和步骤，同时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科研的乏味和不易，却仍然不减我对它的热

情。进入拔尖班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上好每一门课，牢记每一个知识点，为将

来的研究工作奠定理论基础。我想正是这些坚持和勤奋，让我不断进步，并获得此次荣

誉。 

在学习的同时，我也不忘培养自己学生工作方面的能力。大一时，我曾在校学生会组织部、院学生会文艺中心以及阳

光心理志愿者团队宣传中心任职。我接触各种不同方面的学生工作，培养自己全方面的能力，最后选择留在校学生会组织

部，成为一名校学生会干部。我严格要求自己，将部门内的事务处理妥当，为干事做出良好榜样。工作之外，我时常与他

们交流沟通，以朋友的身份与他们打成一片。也由于我出色的工作，我获得了本年度的校学生会优秀干部荣誉，这同时也

是对我学生工作的一份肯定和褒奖。我将会在今后的任职时间里，继续兢兢业业，做最好的自己。 

除了学习和工作，大学还有许多课外活动，在学有余力之时，我也乐衷于参与其中。比如暑期社会实践，我和相熟的

几位同学组成小队，在福建沙县进行调查。由于我们的分工合理、配合默契，获得了学院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奖。在校园心

理剧大赛中，我承担了队长一职。作为生科的院队，大二的我们完成了导演、编剧、后期等工作，并带领共同参与的大一

的学弟学妹一起上演了一次完美的演出，复赛获得了翔安校区一等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项，决赛获得了全校二等奖以及最

佳组织奖。这些经历不仅使我的大学生活更丰富，也让我的思维不只局限于学习，让我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我想这也

是本次获奖的加分原因之一。 

对于从小在海滨城市长大的我来说，或许是宽阔的大海让我在性格上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沉着、一份坚韧、一份不骄不

躁。获得奖学金只能代表一段时间的努力，但这种激励对我来说是生生不息的。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在今后的日子里再接

再厉，相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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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报告 
教育基金财务：丁俊琪（85届化学） 

今年美洲校友会仍和往年一样，继续资助自强奖、阮康成教育学奖金、曾玉山助学金，总额５１００美元，美洲校

友会还为化学化工学院81级助学金筹款$7760.00，并代转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林幼堃奖学金$10,000.00。 

下面为所有款项的明细表： 

１、自强奖  4名 每人400美元，小计1600美元  

２、曾玉山奖学金 ８名 每人３７５美元  小计３０００美元   

３、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1名     ５００美元 小计５００美元 

４、化学化工学院81级助学金 $7760.00 

 5、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林幼堃奖学金 $10,000.00 

总计：$ 22860.00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收支表（September 1, 2015 – August 15, 2016） 

 

 

 

林幼堃 10000.00    捐赠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林幼堃奖学金 

陈永春 20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胡晓蕾 35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潘伟涛、高宏 81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程恒淼 2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叶顺琼 5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戴忠毅 16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赵润芝 20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丁俊琪 3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陈元牧 1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 

Wire to XMU for 

scholarship  （22895.00） 

  （实际到帐22860.00，中国银行中转费

$35） 

People's bank wire fee  （40.00） 

  

 

L'Oreal USA Match 

fund 2000.00  

  

化学系81级基金捐赠(Company match 

fund) 

李建良 500.00  
  

黄厚哲基金捐赠 

沈雁飞、沈鹭 500.00    for化学化工学院 

结余：43,5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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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致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我校2016年校庆期间奖教金、奖学金评选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并于4月6日在“厦门大学建校95周年庆祝大会”上为

获奖者颁奖，现将“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厦门大学自强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发送给贵会以备查询（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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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办公室 

2016年5月26日 

附： 

一、“厦门大学自强奖教金”获奖者名单（共2名，每名奖励800美元；奖励金额中的400美元由美洲校友会提供，400美元

由厦门大学提供） 

李  静（宣传部）  杨  松（人文学院） 

二、“厦门大学自强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共2名，每名奖励400美元） 

董晓航(经济学院)   陈  林(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我院2016年校庆“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评选工作已顺利结束，并于4月6日在“庆祝厦门大学建校95周年暨教育研

究院奖教奖学金颁奖大会”上为获奖者颁奖，现将获奖者名单发送给贵会以备查询。 

再次感谢贵会、阮康成先生家属长期以来对我院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16年4月18日 

附：“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获奖者名单（共1人，奖励500美元） 

 谢琼（2013级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 

 

 

★获奖感言★ 

教育 —– 我毕生的追求 

2016年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得主 谢琼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提倡“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在社
会上生活便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教育。我选择从事的教育事业，是指狭义上的学校正规教育。因20多年来受学校教育环境

和教师的影响，我坚定了将教育作为我毕业追求的信念。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教我育我的教师们。作为受教育者的我
们，教师在学校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在我的人生成长中是不可缺少的角色。教师因要“为人师表”，对自我要求一般比较

严格，故绝大多数教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身上非常多的品质值得我学习。另外，由于接受学校教育时间长，从小学、
初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许许多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都是老师教的，她们对我人生成长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除

了父母，老师的功劳是最大的，是她们成就了今天的我。故在大学本科选专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学专业。四年的
本科生涯中，我按照老师的标准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通过教育学专业的学习，更加坚定了我投身教育事业的决心。 

其二，当今社会处在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东西方文明碰撞，权力的异化、对物质的崇拜、思想的多元化、信
仰的缺失、利己主义的盛行。学校环境相对来说“战场”的气氛不那么浓厚。个人性格比较适合从事教育事业。在付出和

收获中实现人生价值。相比来说，贡献更能体现人生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两方面：贡献与索取。其中
主要还是看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社会很大，职业本无贵贱之分，但是结合我受教育的经历可以知道，教师的贡献是非常

明显的。这种贡献立竿见影，可以引导学生， 能为传承人类文明作出努力。 
其三，教学相长，教无止境。教师的工作比较富有创造性。面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和不断更新换代的知识，教学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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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之改变。教学的乐趣在于不断的追求和探索中，可以容许有独特的教学方式，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其四，个人支教经历和求学经历凸显了教师的意义。大四第一学期在村里小学支教。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与孩
子的交流中体会到了孩子最本真质朴的一面。在他们身上找到长大后渐渐遗失的一些东西。教师的教学能让优秀的孩子更

优秀，让普通的孩子拥有闪光点，教师的努力是值得的。 
在湖南科技大学和厦门大学接受了七年的教育学专业学习，耳濡目染了各位老师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他们身上体现

出来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宽厚待人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我。先生、我导师和教育研究院其他很多老师
将毕生的精力奉献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他们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深深感染着我们学院每一位学子。正是他们的

一步步精神上和学习上的引导让我对教育事业更加坚定。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系阮建如博士及阮康成教授其他亲属为纪念热心教育事业的原厦门大学教育系教授阮康成先

生捐资设立的。毕业之际，能够成为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候选人，我感到十分感激与荣幸。我会怀抱着对教育的热忱之心
坚定投身教育事业，在教师职业上贡献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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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Period Balance Sheet 

From To Beginning Balance Income Expense Ending Balance 

2/10/2016 8/28/2016 $12,573.48    

2/10/2016 8/28/2016  $250.00   

2/10/2016 8/28/2016   ($1326.44)  

2/10/2016 8/28/2016    $11,497.04 

Name (English) Name (Chinese) Amount Note     

Fan Jiang 江帆 $380.26 校友通讯65期邮寄费用 

Alan Tang 唐皑 $938.54 校友通讯65期印刷费用  

Candong Cheng 程灿东 $7.64 校友通讯65期邮寄费用  

Total (As of Aug 28) 支出总计 $1,3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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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士煌 47 机电 $30.00 $20.00 $10.00  

苏林华 48 机电 $50.00 $20.00 $30.00   

程灿东 97 物理 $100.00 $20.00 $80.00   

刘静 83 外文 $50.00 $20.00 $80.00   

宋波、刘秀敏 08 化学（硕） $20.00 $0.00 $20.00 代收校庆捐款 

Total (As of Aug 28) 总计收入 $250.00 $80.00 $220.00   

2016年2月10日余额 $12,573.48  

2016年8月28日余额 $11,497.04  

美洲校友会财务报告 

（Feb 10, 2016 ~ Aug 28, 2016） 

茹博澍  校友会财务（08金融） 
收支总表 

开支明细表 

收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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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联系方式 / Contact Us 

意见和建议请送： xmuaaa-ec@yahoogroups.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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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九月)  

Xiamen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Newsletter No. 66 September 2016 

 

《偶尔望望窗外》    作者：何盈斐（14届中文） 

http://www.xmuaa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