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历史大事件多由大人物来书写，但这一次不同了，我们真真切切地活在历史
事件中，几无一人能抽身事外。

     我最近几年都在美国过春节，但庚子年，我命定般地留在了武汉。现在回想
起那些封闭在家的七十六个日日夜夜，几近梦魇。但在武汉即将解封前夕，美国
的潘多拉盒子魔咒般地被打开了，疫情在北美大地愈演愈烈，至今未歇。

     所以，所有在北美的厦大校友们，因为角色的双重性，我们一直在和瘟疫抗
争着，打满全场，同样至今未歇。

     这场大流行疾病，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肯定会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     这场大流行疾病，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肯定会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
产生深刻影响。但对活在当下的每个个体说，这种影响立竿见影，直接打乱了我
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在《佳节必至》里，那种往年节日聚集的欢愉和神圣触目可及。但在今年，
我们只能在文字中重温那种校友相聚时从内心洋溢出的喜悦。

     英语用breaking news表达新闻的突发和重要，《东征西战》适合用breaking     英语用breaking news表达新闻的突发和重要，《东征西战》适合用breaking
来做它的关键词。它是本期期刊份量最重的栏目，也希望它是《厦门大学美洲校
友通讯》整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期栏目。

     它这破碎的现实、它这突发的无措、它这隔绝的窒息，都通过文字、图片和     它这破碎的现实、它这突发的无措、它这隔绝的窒息，都通过文字、图片和
数据被记录下来了。但幸好，地理空间的阻绝不能带来心灵的隔膜。那抗争的力
量、那无私的给予、那温暖的施爱，同样也在人间流转，让我们记住那泠冽寒夜
的拾柴者，那沉没挣扎前的援手人。此外，疫情如何改变生活，也被我们体会着。
我们知道，那称之为出路者，无他，希望而已。

     《远在他乡的日子》会一改东征西战的沉重感。如同许多美国电影里面常见     《远在他乡的日子》会一改东征西战的沉重感。如同许多美国电影里面常见
的场景，我们在踏上新大陆的那一刻，希望是无限放大的。然后，希望和我们的
路途一起辗转反侧，但远处的那条路,是在汗水、眼泪和欣喜的交织中逐渐清晰
起来的。在这远离故乡的他乡，我们要么成长，要么，终把他乡作故乡。

     这期许之地，还是具备史诗的宏大特性的。我们会在《北美诗章》中，看到
辽阔的崇高、优美的雅致、万家灯火的明灭起伏和简单的温暖。

     这期的内容较多。读者们，让我们静下心来，让外界的恐慌、喧闹和荒唐化     这期的内容较多。读者们，让我们静下心来，让外界的恐慌、喧闹和荒唐化
为乌有，在文字中感受人类的勇敢、坚强和智慧。同时，也带着点激动，畅想母
校百年校庆来临的光荣与激情。

（林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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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8 日，四十多名厦大校友携带家属 ,齐聚波士顿 Watertown Arsenal 公园，自己动手烧烤、

制作美食，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工作经验，度过了一个愉快温馨的假日。

每年夏天举行 BBQ 欢乐聚会 ,是厦门大学大波士顿地区校友会的传统。8月 18 日上午 11 点，校友会会长

闫杰和校友志愿者肖文强、高晗、刘梦远、彭天元、李薇、陈逍暘一行就来到了公园，将烧烤所需要的工具、

食材、杯盘碗筷摆放整齐，清理周边环境、为迎接校友们的到来准备好签到簿、名签贴等等。

11 点过后，校友们相继到达，有的是老相识，有的是新面孔，大家一边开始烧烤，一边聊天，很快就热络

起来。

几张长条桌上，不仅有烧烤好的羊肉串、鸡翅、烤肠，还有各种中国特色佳肴和水果、饮料。这是大波士

顿校友会精心为大家准备好的。

三五成群交流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围成一圈，自我介绍，把自己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分享给大家。

资深的校友有 1982 届、1983 届、1984 届的，年轻的校友有 2017 届的。有不少校友已经在大波士顿地区工

作多年，还有的是近两年来波士顿读书和工作的。

闫杰说，母校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和骄傲，也是我们相聚在这里的原因，校友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大

波士顿地区校友交流、互助、合作的平台。另一方面，厦门大学发展迅速，在全世界广纳贤才。希望校友们参

与和组织更多校友活动，扩大厦门大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吸引各个学科的人才到厦门大学学习和工作，帮助母

校的发展和壮大。近期校友会也将组织成立波士顿龙舟赛参赛团队、中秋博饼活动、学术和就业讲座等活动，

给大波士顿地区的校友们营造更多相聚相知的机会。

82 届师兄陈重跟大家分享了建立波士顿与厦门文化交流博物馆的想法，前大波士顿地区校友会会长陈玉銮

和郑明飞 ,分别介绍了波士顿校友会的历史和主要活动，以及自己在美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和经验，鼓励年轻的

学子努力学习、进步。年轻学子们表示，他们要向学长学姐们多多学习，为母校争光。

蓝天白云之下，绿树花草之间，校友们围绕大红色的厦门大学校旗，开心地合影留念，相约再聚。

 时光匆匆 ,岁月

的年轮又新增了一

圈。去年 6月初那场

让时光倒流、让青春

回家的校友聚会 ,依

旧记忆犹新，历历在

目（2020 年文章交付

时，正值疫情期 ,尤

觉其珍惜可贵）。

去年 5月中旬 ,由

黄良淑会长领衔的达

拉斯校友会，决定由

80 年代在厦大学习的

校友牵头，组织 2019

年达拉斯校友聚会。

筹备小组接到任务后

,马不停蹄开始张罗 ,

最后一致确定了以“

致敬青春 重温往日时

光”为这次活动的主

题。

6月 2日 ,蓝天白

云 ,微风习习。Plano 

Oak Point 公园内，鲜

大波士顿校友  

夏日 BBQ 欢聚一堂

相聚初夏  重温往日时光  
——追忆 201 9 达拉斯校友会聚会  

关健 1987 届 财金系

刘聪玲 1984 届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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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烂漫 ,

绿草成

荫 ,湖水

清澈荡

漾。10

点左右，

校友们满

面春风，

纷至沓

来 ,新朋

故友寒喧

问候，仿

佛回到了

厦大校

园。

聚会

在催人奋

进的厦大

校歌中正式拉开了帷幕。大家感情充沛、情真意切，

齐声合唱校歌 ,以缅怀校主创校伟业 ,并表达校友对

母校的绵绵感恩之情。“ 自強、自強，学海何洋洋

...”激励一代代厦大人自強不息的校歌，唱起来依

旧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活动的第一个节目是以歌会友。校友们各展美妙

歌喉 ,先后演唱了《鼓浪屿之波》、《童年》等与本次

活动主题相呼应的怀旧歌曲。紧接登场的，是 80 年

代风靡全国的呼拉圈竞演。校友们表演风格迥异 ,别

出心裁 ,引来连绵不断的鼓掌声 ,聚会渐入佳境。随

后是儿时经常玩的跳绳活动登场 ,大家分别展示了各

种快 /慢节奏跳、单人跳 /双人跳 /多人跳。大家跳

得气喘

吁吁 ,

齐呼过

瘾。

分享

了丰盛

的午餐

后 ,你

说我猜

节目粉

墨登

场。大

家各施

才华 ,

运文理

科內功

,凭对

厦大文

化背景的共同了解 ,许多不容易的竞猜题目 ,牛刀小

试，迎刃而解。活动在第五套广播体操中进入了尾

声。

广播体操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 ,难以忘怀。校友们整齐列队，动作标准

划一 ,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雄壮

口号中 ,将聚会推向高潮！广播体操之后 ,是每人一

碗的夏日冰冰凉红糖冰粉 ,沁人心田。

《往日时光》音乐骤起 ,沧桑醇厚 ,意境优美 ,舒

缓感人 ,让记忆张望那回不去的过去。其实青春从未

走远。大家期待来年再相会 ,重叙厦大情、校友谊 ,

共享光荣梦想。

201 9 波士顿校友会春节聚会
波士顿校友会供稿

2019 年 2 月 16 号，厦门大学波士顿校友会于

Spring Shabu Shabu 餐厅举行了春节聚会活动。此时

波士顿正值料峭寒春，但厦大校友们的热情不减，约

有 40 余名校友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人群中有来美国

已久的校友老前辈，也有初来乍到的新面孔，大家在

用餐期间热切交流，探讨在美求学、工作、生活的经

验，共忆厦大往事，畅想芙蓉湖畔的青春岁月。

午餐结束后，校友们依依不舍地在餐厅门口进行

留影，并表达对下次的校友聚会的期待。更有校友表

示：见到刚从厦门大学毕业的 17 届的同学十分感

概，也很欣慰厦门大学校友聚会这样的优良传统能够

得以延续。虽然身处于异国他乡，但通过厦大波士顿

校友会，校友们也能寻获共同的归属感和力量。

最后，由闫杰学长代表波士顿校友会向校友们赠

送新春红包，并送上美好的新春祝福，为本次活动画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祝大家新春快乐，平安喜乐，万事顺利！

厦门大学波士顿校友会 (Xiame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Boston) 是服务大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厦门大学校友、教职工及相关人

士的非营利组织，旨在促进校友在生活和事业上的交流、互助与合作。欢

迎广大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校友加入我们。

联系方式：xmuaabost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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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纽约哈德逊河岸，天朗气清，气候宜人。

9月 15 号这天，厦大校友们齐聚在 Fort Lee 的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秋季野餐会，共同欢度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

佳节。

上午 11 点过后，志愿组的校友们陆续到达公

园，开始活动前的准备。迎着秋日的暖阳，大家挂起

校友会的旗帜，铺开签到的台子，等待着校友们的到

来。

本次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BBQ 烧烤 + 中秋传

统博饼。大概 12 点过后，大部分校友已陆续到达现

场，烧烤组的工作异常忙碌起来。美丽的姑娘和小伙

子们认真快乐地准备着食材，但烧烤炉子起初好像不

那么配合，但是在大家的努力下，炉子的火逐渐旺了

起来，最终我们吃上了一顿丰盛的 BBQ 午餐。

午餐过后，便是活动的重头戏 – 中秋博饼。它

起源于厦门鼓浪屿，始于清初，是一种独特的月饼文

化，是闽南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也是厦大学子对母

校的独特记忆。我们按照厦大不同建筑对博饼活动进

行命名分组，每一个熟悉的名字：群贤、芙蓉、石

大纽约校友举办 201 9秋季野餐会

汪红萍 2009 届 化学系

井、凌云，相信都会在不同人的心底荡起一层层涟

漪。多少青葱往事，不眠之夜，都与这些建筑密切相

关。虽然有些校友已毕业数载，定居美国多年，有些

人则刚离开厦大校园，远赴大洋彼岸继续求学深造，

但厦大的建筑，历经数十年上百年，跨越时间，跨越

空间，成为独特的纽带，串起一代代厦大人共同的回

忆。

博饼博饼，美名其曰，讲究一个开心，博得一个好

彩头。我们都愿意相信，博中状元的人，来年运气总

是会特别好。本次博饼大奖花落在最年长的校友身

上，她就是 46 届法律系的庄昭顺学姐，虽已过上寿之

年，但依然精神矍铄，脸上始终带着优雅的笑容，彷

佛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善良的人们，必将福祉

深厚。特别感谢昭顺学姐的到来，这是一种激励的力

量，敦促每一个厦大学子，谨记百年校训“自强不

息，止于至善”。

下午 4时左右，中秋野餐活动完美落幕，特别感谢

现任会长吴娇学姐的领导组织和老会长丁俊琪学长的

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志愿者和

全体校友们，期待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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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  硅谷校友会烧烤活动小记

厦大硅谷校友会 2019

年初夏 BBQ 活动，于 5月

25 日上午，在环境优美、

树木茂盛、绿草茵茵、溪

水潺潺的库珀蒂诺市黑莓

农场 (Blackberry Farm)

举行。

这是我们连续第二年在

这里办 BBQ 活动。虽然恰

逢美国的长周末，许多校

友出游未能参加，这次活

动还是吸引了 150 多名的

校友，家属和朋友前来参

加。其中有 90 高龄，已故

葛文勋学长的夫人 Christina，旧金山总领馆副总领

事、外文系 88 级校友邹永

红，唐筠教育参赞及曾阳

教育领事等嘉宾出席。蔡

启瑞先生的大女儿和外孙

女也应邀前来。

烧烤聚会一片祥和。感

谢校友会义工们一如既往

的大力支持。70 磅的各种

肉类烧烤，保证了每人半

磅肉的分量，真正做到了

童叟无欺！抽奖把活动推

向高潮，小朋友们都得到

了他们喜欢的小礼物。

大家尽兴而来，满载而

归。这真是硅谷校友会校友们欢乐的一天。

陈强 1982 届 化学系

厦大举办校庆 1 00 周年  

倒计时 300 天活动

202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点，厦门大学 100 周年校庆倒计时 300 天活动在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厦大 100

周年校庆标志、吉祥物重磅发布，现场获赠校友捐款近 2亿元！会中，美洲校友会理事长陈强和其他校友会代

表，上台接受母校授予的“奋进新百年、共筑新伟业”行动计划行动大使的荣誉。这是母校对校友长期支持

母校发展的肯定，也是母校赋予他们的新使命。

陈强 1982 届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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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厦门大学校友会北卡分会

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在北卡 William B. Umstead 州

立公园举办烧烤活动。校友们共度中秋，并欢迎北卡

新生的到来。

此次活动主要由年轻的校友筹划操办。从人员的报

名统计、物资采购以及现场的烧烤安排，都是由年轻

校友以及新生共同协作完成。现场提供了烤肉汉堡、

烤鸡翅、烤猪排、玉米、香菇以及水果、饮料等。另

外，谷帅、催书铭、朱嘉祺等烧烤主厨的厨艺受到了

校友们的一致好评。

参与此次活动的，除了有伍林宪、钟衡及其夫人两

位知名老校友参与，还有前会长陈灿东以及不辞辛劳

驱车三小时从威明顿赶来的郭宏宇夫妇。同时也感谢

前会长陈灿东特地带来了新鲜采摘的新鲜桃子和苹果

供校友们品尝。活动期间，老校友们向刚来的新生以

及年轻校友传授留美生活、求职、工作等相关经验，

旨在帮助并给与年轻校友和新生在人生规划上更多参

考和借鉴。伴着烧烤的香浓氛围，校友们一片和谐、

相谈甚欢。活动期间，NCSU 海洋系的刘阳洋同学特地

给现场录制 vlog 传达到校友群中，将这一融洽的活动

现场分享给未能到达现场的校友们。

活动的尾声，遵循厦门中秋佳节的传统，校友们积

极参与了每年都会安排的博饼活动，虽然奖品没有特

别丰厚，但这让远离家乡身在异地的校友都感受到了

曾经熟悉的厦大生活。活动结束后，校友们一起合照

留念并依依惜别。

北卡校友会庆中秋迎新生

林仰举 2012 届 化学系

大华府地区校友会中秋聚会

林永顺 1996 届 生物系

厦门大学大华府地区 2019 年中秋博饼聚会 ,于 9

月 21 日星期六在马里兰州的 Rockville City 举行。

中秋博饼是厦门地区的传统文化节目，也应该是来

自天南海北的厦大校友们 ,在厦大求学期间记忆最深

刻的中秋活动。今年总共有八十多位校友和家属及朋

友参加，还包括多位非华裔但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

我们闽南文化感兴趣的家属或朋友。

美国大华府地区厦大校友会成立于 2007 年，覆盖

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周围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

旨在为这三个地区的校友提供一个校友间紧密的联络

平台 ,并为校友们提供与北美厦大校友总会和母校保

持联系的一座桥梁。秉承这个宗旨，大华府地区校友

会不但承担了母校人员到访华府地区的接待工作，还

每年举行三次常规的校友聚会。一次在春节元宵节期

间，一次是五月份的大华府地区大专院校联合会野外

烧烤，一次是中秋节的博饼聚会。

今年的四个小时聚会包括新老校友互识叙旧、自助

聚餐和博饼等各项活动。华府地区多所高校每年都有

不少来自厦大母校的留学生，通过大华府校友微信群

加入校友会组织并参与聚会活动。长居于此的老校友

与新校友欢聚一堂、一起怀念母校时光，总是最令人

愉快，也让刚到异国他乡求学的学弟学妹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本次丰富的博饼奖品，由多位校友的踊跃捐

款购买。大家分成五桌，叮叮当当博出每桌

的状元及各个奖项，将聚会活动推向最高

潮。

厦大大华府地区校友会由 87 届生物系的

刘伟敏创立，每两年一届。以后历任会长包

括肖文明、詹世利、闫榕平、余东晖等，都

是在自身工作之余，尽心尽力为校友们服

务。在本次中秋博饼聚会之际，恰逢两年换

届时间，现任会长林永顺代表本届团队，真

诚感谢了各位校友对校友会的热心支持，并

将重担交与 93 届海洋生物系王崇民，他在

微信群由校友们集体推荐。王崇民代表刚组

成的新一届团队包括邵鹏远、邵贤弟等，感

谢大家的信任，并表示将一如俱往地尽心为

校友们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相信新一届团

队将秉承校友会服务校友联络校友和建立桥

梁的宗旨，继续为大华府地区的厦大新老校友们创造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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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声声， 校友情深  
——记西雅图校友会 201 9 年中秋联谊活动  

9 月 15 日，厦门大学西雅图校友会，在“黑明闽

南特色餐厅”举办了热闹欢快的中秋联谊活动。30

多位校友携家眷亲

朋欢聚一堂，尽享

闽南美食，互叙同

学情谊，度过了一

个温馨而又美好的

中秋之夜。

西雅图校友会

的中秋博饼活动已

经连续举办 5年

了。每一年的中秋

来临之际，校友们

都翘首以盼，希望

可以再次参加富有

厦门特色的中秋聚

会。此次聚会，

在 92 级外文系校

友许淑珍开设的黑

明餐厅举办。值得

一提的是，黑明餐厅不仅在厦门就是受人推崇的“

网红店”，在西雅图地区乃至美国，更是少有的烹制

地道厦门风味的餐厅 。校友们直呼：“这真是最熟

悉的味道，这个中秋太特别了。”

活动伊始，校友们一边品尝着校友自制的精致糕

点和月饼，一边进行了自我介绍，饶有趣味地回忆着

厦大往事，分享来到美国和西雅图求学工作的酸甜苦

辣。有校友感叹，在远离祖国的遥远的太平洋彼岸，

有校友会的活动，让母校“致吾知于无央，致吾爱

于无疆”的南强情怀，再将大家团聚在一起， 让所

有人在异国他乡，仿佛回到了那熟悉的芙蓉湖畔，凤

凰花下。

此次活动吸引了许多新校友，如 2018 届新能源专

业丁薇、2019 届物理海洋专业林逸涵等。他们表示，

对于离开家乡初到美国的自己，能在异国他乡和校友

会大家庭一起度过中秋节，无疑是最温暖与幸福的

事。

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厦大教职工代表、艺术学院

教授李昆丽。李昆丽此次美国行是来探望女儿、2016

级音乐系校友王洋。李昆丽表示：“我们家已经有两

代厦大人了，我希望我的外孙未来也能在海外继续传

承厦大精神！”

西雅图校友会会长李沫回顾了西雅图校友会创立

的过程，及往年活动情况。西雅图校友会正式创立于

2016 年，汇聚了

学习工作生活在

大西雅图地区的

近百位校友。近

年来，西雅图校

友会组织策划了

许多以厦大校友

为核心的活动，

同时也积极参与

本地社区的活

动，与本地许多

华人和非华人社

团结下深厚友

谊。校友会不仅

是校友们相互联

系的纽带，更是

为校友们提供资

源和帮助的平

台，这是厦大人在西雅图的家，是校友们可以找到温

暖的港湾。校友们一致认同西雅图校友会有力地吸

纳、联络、帮助了在海外的新老校友，为厦大人共建

了一个叙旧，联谊，交流，互助的校友之家。

晚宴上，大厨做了地道的厦门菜，并配以福建茗

茶，这一细致周到的安排，温暖了校友们的心。美食

过后，进入压轴节目博饼。仓啷啷清脆的骰子声，伴

随着校友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现场高潮迭起，气氛

非常活跃，校友们搏出了很多彩头，收获了很多奖

品。2019 级的新生林逸涵手气最旺，拔得王中王的头

筹。短暂的中秋聚会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落下了序幕。

黄婕 2016 级 新闻系 王洋 2006 级 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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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惯了南国故园自由奔放的海风，一群厦大的孩子

们天不怕、地不怕，在多伦多时速百公里的狂风中走

到了一起。这是我们厦大校友会的传统，每年的正月

我们都要一起共庆元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呼啸的

北风只会把我们心中的炉火越烧越旺。远在异国他

乡，我们对来自共同校园的人有着天然的亲情，因为

我们曾经踏过同一条小路，因为我们曾经坐过同一间

教室，无论是哪个年级，上弦的明月一样地照着你也

照着我，照着南强学子朗朗书声，照着凤凰花下绵绵

私语，照着芙蓉对石井的热望，照着“自强不息，止

于至善”的追求！

2019 年 2 月 24 日，厦门大学加拿大校友会在安省

Richmond Hill 举办了元宵联欢会。160 多位校友及家

属参加了晚会。

先到场的同学们一起欢舞，摄影师为大家拍摄幸福

美满全家福。校友们也纷纷拍摄系级小集体照。

特地从 Kingston 赶来的 91 计统亚静校友设立了

一个 Kids Corner， 照看小小孩， 并组织小朋友们

玩弹珠珠及踢毽子游戏。

下午五点，晚会聚餐开始。大家纷纷亮出私房绝

技，带来的各色美食摆开来也是琳琅满目争奇斗艳，

乐坏了众多流口水人家。厦门面线糊，海蛎煎和福州

肉燕等特色家乡味更是勾起乡情一片。

晚上 6点，两位主持人郭荣东和徐荻蕙闪亮登场，

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首先新一届校友会会长陈济洵致辞，感谢所有到场

校友及为校友活动付出辛勤劳动和慷慨捐资的校友

们；希望我们通过校友会的平台，重续厦大缘分，让

大家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更加温馨热闹。厦大加拿大校

友会能有今天的规模，离不开我们的老会长竺伟元会

长和历届校友会的理事们的无私奉献和努力！竺会长

也满怀深情地为大家致辞，希望校友会越来越红火 !

主持人介绍了加拿大厦门大学校友会第五届理事会

成员，并期待大家精诚团结，相互提携，发展壮大。

将母校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发扬光大，传遍各

地 !

南强学子贺新春  枫叶之国庆元宵  
——记多伦多校友会 201 9元宵晚会  

郑时真 1992 届 外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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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的文

娱表演和游

戏环节，精

彩纷呈，笑

声不断。由

王月祥现场

带领几个校

友临时学

习、马上表

演的开场腰

鼓欢腾地把

大家带进中

国新年的喜

庆气氛中。

自从

Maggie 带领

的厦大舞蹈

队在多伦多

高校春晚舞

台惊艳亮相以来，“飘然若仙”就代表了厦大舞蹈

队的气质，今晚校友们有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惊鸿艳

影《波兰圆舞曲》，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高贵优雅。

厦二代也是人才济济，我们的小明星 Rebecca 在

2018 波士顿海外桃李杯大赛中获得中国古典舞一等

奖、民族民间舞一等奖、个人最佳技巧奖，她在晚会

上为大家表演了古筝加舞蹈《三生三世》，舞姿翩

翩，琴音绕梁。

踩气球的游戏让大人与孩子都玩得不亦乐乎，在

追逐、尖叫中，每个人都仿佛回到了淘气的孩童时

代，只可惜时间有限，还有很多翘首以盼的厦二代小

朋友没有机会一起玩，只好等以后弥补了。

郑时真与张翔的吉他弹唱《贝加尔湖畔》让人不

禁回味那个校园民谣流行的年代。

覃宇轩为大家演唱了《BUTTERFLY》，青春朝气、

火热激情感染了全场。

作为当年厦大模特队的风云人物，李劼把她的款

款猫步现场传导给厦二代的小朋友们。瞧这些小不

点，虽然稚嫩，但那份大气与自信显然已得真传。

别以为厦大人只会歌舞升平，我们的运动细胞一

点不亚于艺术细胞，看这一排排的运动队：羽毛球

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篮球队……他们一直都活

跃在多伦多的各类体育比赛上，让厦大的旗帜高高飘

扬。运动员们现场比拼俯卧撑，展现力量之美！

我们新晋的 XMU4 组合 -- 何畏、庄旭辉、陈燕、

陈闽儿—为大家演绎了厦大版成都，“上弦场的朗

月清风，情人谷的明媚鲜妍”，美妙的歌声把大家带

回了那个熟悉的校园，最后全场一起合唱“和我到

厦大的湖畔

走一走

......”，

仿佛回到我

们共同的厦

大。

化学系

校友在 53

级校友戴闽

光老师的带

领下合唱了

《同一首歌

》，“每一

次相逢和笑

脸都彼此铭

刻，我们手

拉手啊想说

的太多。”

福州大

学和厦门大学是源出一家的兄弟院校，我们的特邀嘉

宾福大的谢凯为大家组织了一场创意时装秀，现场即

兴邀请了六对校友夫妇上台，由太太用报纸、彩带等

简单道具为先生打扮，原来这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女为悦己者容“。瞧瞧厦大人自娱自乐的幽默感 : 

Helen 把海波化身为”报纸侠“，全身都遮起来，

遮到最后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了；Annie 把 George 变

成了斜披报纸大袍的蒙古汉子，可能是太想和先生策

马天下了；Jason 的报纸草裙在走 T台的时候不慎掉

下，非常欢乐地“走光”了；竺会长戴上了报纸枷

锁，是否在模拟即将被逼上梁山的好汉 ? 陈坚校友拉

上太太女儿一起助阵，胸前被戴上了两报纸圆盘，这

创意，暂且脑补成两朵大红花吧。

88 级校友合唱了滚石唱片经典合唱《快乐天堂》，

94 级校友合唱了《恋曲 1990》，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

歌曲是我们感情联系的纽带，联系着我们共同的岁

月。

厦大舞蹈队还表演了轻松欢快的英国乡村舞蹈，

带领全场舞动律动感极强的 Zorba the Creek，随着

节奏的加快，气氛 High 到了顶点。

呼啦圈游戏分文科生和理科生两队 PK，比比看那

个圈里能站进更多的人。瞧这两边血气方刚争强好胜

的年轻人，紧紧地抱成一团，能插一脚是一脚啊。

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全场大合唱《鼓浪屿之波

》、《明天会更好》和《难忘今宵》。我们从鼓浪碧波

走来，我们从白城海滩走来，我们走到一起，友谊历

久弥新。带着对新一年的期盼，祝愿母校和校友们明

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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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校友会举行 201 9 中秋博饼活动

厦门大学硅谷校友会 201 9金秋博饼大聚会  

倒计时 6 天！

吴丹健 1988 届 物理系

多元的是世界，百样的是人生。硅谷的存在，就

是为了创造奇迹！就算是一样的境遇，换个思路，

我们就拥有了别样的情怀。帘卷西风，可是我们追

求的不就是那“人比黄花”稍稍廋，雨打芭蕉不

带愁，化作长袖当天舞吗？

有的秋天是惆怅的，有的秋天是饱满的，而我们

硅谷校友会的秋天，是热烈的，是欢腾的！

6员大将，6辆大车，特别行动小组在 2天前启

动啦！有人看到巧克力，有人看到葡萄酒。我猜我

被允许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剧透是，大奖之一在我手

上的那个小小的可爱的小盒子里。大家加油，祝您

博到状元！

亲爱的校友们，我们周日见！

硅谷中秋博饼活动如期举行

每逢佳节倍思亲。厦门大学硅谷校友会为了感谢

广大湾区校友对硅谷校友会的大力支持，2019 年的博

饼活动，于 9月 22 日晚，在硅谷的 Cupertino 

Senior Center 举行。

这次博饼活动吸引了约 250 多位来自湾区各地的

热心校友前来参加。今年博饼的贵宾包括已故葛文勋

学长夫人陈惠芳女士。虽然年近九十还精神抖擞地参

加活动。不仅为校友们精心制作了精美的糕点还特意

为这次活动捐款支持。这份对厦大的爱的精神令我们

大家特别感动。今晚到场的佳宾还有闽南女婿、旧金

山中领馆曾阳教育领事；年满八十年轻的斯坦福大学

退休教授 Paul Bundy（我戏称他为马克思 :)），他通

过厦大校友会将会向厦大捐增 14 万册私人藏书。他

这份热爱厦大的感情是我们广大校友学习的楷模。来

宾里还有全力支持 Books for China 赠书项目物流公

司的尤新先生，是他的全力努力，把第一个货柜的书

顺利运往马来西亚分校。

现场人声鼎沸，百家菜香，热闹非凡！特别感谢

陈强 1982 届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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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掷骰分秋色  
—硅谷校友欢聚庆中秋  

又到一年中秋时，花好月圆人团圆。每逢佳节倍思亲，硅谷校友再欢聚。又听到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

动听的清脆之声 ......

2019 年 9 月 22 日，厦门大学硅谷校友会于库珀帝诺市老年中心，举办一年一度的中秋博饼晚会，共有两

百五十多位校友家属参加了博饼盛会。现场人声鼎沸，百家菜香，热闹欢庆！特别是秦大厨——80 海洋秦明

德精心研发的葱油泼面，香气四溢，深受欢迎！很高兴又见到了葛文勋学长夫人——美丽优雅，德高望重，

精神抖擞的陈惠芳女士。今晚到场的佳宾有旧金山中领馆曾阳教育领事；斯坦福大学教授 -Paul Bunny，他通

过厦大校友会向厦大马来西亚分校捐增了 14 万册私人藏书；全力支持 Book for China 赠书项目物流公司的尤

新先生。

虽然中秋节已过，精彩仍在继续。如格格秘书长所言，虽然秋天有凋零有失落有惆怅，但更有结果有收获

有韵味。近几年去加拿大和洛基山脉赏秋，绚丽多彩的秋色，令人震撼，让人流连忘返！也让我喜欢上了秋

天，这四季中最惊艳的季节。春华秋实，秋高气爽。硅谷校友会这几年连续举办的独具特色的秋聚，象春天一

样令人向往期待。博饼会报名热烈火爆，超出预期人数。有的校友提早一周前往踩点；有的校友国际长途出差

一回来即携儿子赶来赴会。

非常感谢会长陈强， 老会长肖潇 ，和吴丹健——格格秘书长的策划组织，非常感谢全体筹备组义工组的

辛苦奉献。六辆大车，六位大员一周前就开始了奖品的采买工作。感谢热心校友的赞助，大家一起渡过了一个

热闹愉快的夜晚。湾区的校友虽然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但因忙于各自工作学习生活，平时见面的机会也

不多。感谢硅谷校友会经常组织联欢活动，让大家有机会放慢脚步，欢聚一堂， 互致问候，闲话家常。愽饼

盛会已结束，温馨记忆永留存！

谢小薇 1981 届 物理系

特拉华宾州地区校友中秋聚会
樊匡斌 2010 届 新闻系

金秋九月，暑热未散。特拉华宾州地区的校友们，在风景如画的 Lums Pond 州立公园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中秋博饼暨校友聚会活动，这也是当地校友们第三次在这个公园举办校友活动了。此处湖光山色，设施齐备，

深受广大校友们喜爱，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校友们聚会的不二选择。

本次活动比往届吸引了更多校友，还有许多刚到本地的师弟妹们也闻讯而来，共有三十多位校友参加了这

次聚会，校友队伍不断壮大。大家采用 Potluck 的聚会方式，带来了许多自己的拿手好菜，满满当当地摆满了

两大张桌子。各色南北佳肴，引得大家食欲大开，食指大动，开席没多久就被校友们一扫而光。新老校友们在

用餐时互相交谈，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

午饭后，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博饼活动。众所周知，博饼是厦门地区独有的庆祝中秋的活动，试问厦大学

子们谁没有参加过这项活动呢？清脆的骰子入碗声拉开了本年度博饼活动的帷幕。三十多名校友分成两组进行

博饼。今年各位校友们为活动慷慨解囊，共捐赠了近五百元的活动资金。博饼活动由樊匡斌理事负责策划、采

购，奖品内容涵盖了生活用品、电子产品和商店礼卡，应有尽有。其中一组校友手气颇旺，很快状元就落入囊

中，结束了战斗；而另一组校友们则陷入了苦战，在数次轮转后，终于有一位校友博到了“状元插金花”，

获得状元奖品。诸位校友既饱餐了美食，又拿到了奖品，个个满载而归。

博饼活动结束后，大家在校旗下合影，为本次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都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

十几名工作组成员几个月来的无私奉献，从场地预定

到购物，从食物到奖品，无一不凝聚着厦大校友们的

一分分热情。特别是老友秦明德校友的葱油泼面，为

两百多人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美味主食！特别感恩我

们热情的厦大校友们带来的各种百家美食，味道勾起

众中秋相思情。博饼活动更是热闹非凡，骰子声伴着

欢呼声，此起彼伏，好不喜庆。

中秋博饼活动源于闽南。厦大校友博饼活动，自

然也成了全中国高校独有的风景 。我们美洲硅谷校

友会，也为这风景增添了些异域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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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重洋的馈赠 ， “ 大同 ” 理想的诠释

王义彬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及 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 美国圣地亚哥孔子学院

2020 新年伊始，经过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中国文化

中心和圣地亚哥孔子学院引荐，厦门大学收到一封来

自大洋彼岸美国圣地亚哥的信。写信之人是我校共建

的圣地亚哥“孔院之友”的杰出代表、厦门大学优

秀校友明大同先生（John Cleary）的友人兼曾经的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查尔斯·塞维利亚（Charles 

Sevilla）先生。

84 岁的明大同先生不久前因骑自行车不慎摔倒，

在家中溘然长逝，生前委托友人将其在基金公司的部

分退休金资产赠与我校。友人经联系我校在美国共建

的圣地亚哥孔子学院，请孔子学院代为转交其信函至

我校，指导我校就此事与相关机构取得联系。

厦门大学校长张荣亲自致信查尔斯·塞维利亚先

生，对明大同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在

生命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万里之外的厦门大学并慷慨

捐赠表示衷心感谢。张校长充分肯定了明大同先生近

年来致力于推动美中两国青年交流互鉴的大爱情怀，

并对先生终其一生的善心、义举和胸怀品格表达崇高

敬意。

明大同先生是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退休多年的

法律专业教授，曾在美国空降部队服役，退役后他成

为一名联邦法院的辩护人，专为贫苦人士提供法律援

助，是当地法律界很有威望的律师。退休之后，他把

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育、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中。作

为综合文化交流平台的我校共建圣地亚哥孔子学院与

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大同先生热爱中国文化，孔子

学院的发展得到了他多方位的支持，先生不仅义务承

担孔院的法律顾问事务，而且不定期为孔院捐款、募

捐，并热心支持孔院各项事务，几乎每周都为孔院义

务联络，他是圣地亚哥孔子学院“孔院之友”的杰

出代表。

心有大爱，明大同先生也是厦门大学的好朋友和

优秀校友。他与厦门大学结缘始于 2011 年。2011

年，感受到明大同先生想学习中文的强烈愿望，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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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校友明大同 (John  Cleary) 向母校捐赠遗产

傅志东 1982 届 化学系

居住圣地亚哥的厦门大学校友 John Cleary（中文

名为明大同），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因自行车事故不

幸去世，享年 83 岁。 明大同学长以 75 岁的高龄，

只身到厦门大学学习中文，成为当时厦大海外教育学

院年龄最大的学生。明大同学校友生前把母校厦门大

学列为他的退休基金 IRA 的受益者之一。在他不幸去

世后，他的长期友人和律师合伙人查尔斯·塞维利

亚（Charles  Sevilla）先生致信张荣校长告知此

事。随即，美洲校友会协助母校联系了基金公司，帮

助接受了这笔大约价值 13 万美元的遗产，并由厦门

大学北美教育基金会帮助管理。

根据圣地亚哥孔子学院的报导，明大同退休之

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育、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

中，与厦大共建的圣地亚哥孔子学院结下不解之缘。

他热爱中国文化，大力支持孔子学院的发展。不仅义

务承担孔院的法律顾问事务，还不定期为孔院捐款、

募捐，并热心支持孔院各项事务，成为圣地亚哥孔子

学院“孔院之友”的杰出代表。

自 2013 年起，明大同克服困难并提供资金，以一

己之力倡导和组织美中学生暑期交流项目，多次在厦

大举办中国刑法暑假研修班，并积极组织厦大学生免

学费赴美实践游学。

根据圣地亚哥当地报纸发布的讣告，明大同校友

1936 年 4 月出生于芝加哥一个爱尔兰裔的家庭。他在

芝加哥 Loyola 大学完成本科和法学教育后从军，在

101 空降兵和肯尼迪特种军从事法律工作。退役后他

成为联邦辩护律师，在加州圣地亚哥为贫穷犯罪者提

供法律援助。他是加州知名的律师。曾经长期担任加

州公共辩护律师协会的主席。 在他的法律生涯中，

他最少曾经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过六个案件的辩护律

师，其中有全国知名的案件。他曾经获得当地律师协

会颁发的年度奖，表彰他为寻求司法正义做出的杰出

和无私的贡献。

亚哥孔子学院建议他到厦门大学学习。因此，75 岁高

龄的明大同先生只身奔赴中国学习中文，成为厦门大

学海外教育学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学生，在这里他

度过了三年的学习时光。

不仅如此，自 2013 年起，他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

入到两校乃至中美两国学生的交流项目中，克服大量

困难，并贴补资金，以一己之力倡导和组织“夏天

计划”公益法学暑期项目，多次在我校成功举办中

国刑法暑假研修班，与我校多名教授为来自圣地亚哥

州立大学和其他州的大学生授课。此外，他积极组织

我校学生赴美参加免学费实践游学课程，在提供美国

刑事司法体制和基本庭审技能等课程的同时，带领学

生实地参观美国法学院、联邦法院、警察局和市政厅

等。通过“夏天计划”，他让中美两国的青年学生

踏上了对方的国土，拥有更多彼此交流和沟通的机

会，为促进两校教育交流做出突出贡献。

明大同校友希望整个世界就跟他的名字“大同

”一样，通过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尊重和了解不同的

文化和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和谐，这也是他不遗余力

推动“夏天计划”公益项目的原因。心怀着求同存

异、多元融合的共同理想，明大同先生搭建起一座跨

文化融合的越洋大桥，成为胸怀大爱的美中文化交流

的使者。正如他在山西广播电视台采制的专题纪录片

《明大同的夏天计划》中所说的，“我坚信我的中文

名字——大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一样

的，相同要大于不同。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从

自己国家走出去其他国家看看，这份事业给我带来更

多的是快乐。”他走过四十多个国家，有很多不同肤

色不同国家的学生和朋友，而他家里也是一个国际化

的住宿，经常会住满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南

美洲等国家的青年学生，学生们不仅免费吃住，而且

还会得到他的各种帮助。虽然他经历过非常严重的车

祸和跳伞事故，两条腿走路非常不便，各种疼痛一直

在伴随着他，但他乐观生活，勇于挑战，并用宽广的

父爱把生命中遇到的每个孩子都视为己出，给予力所

能及的关爱与帮扶，用他强大的人格力量影响和改变

着身边难以计数的有缘人。

他的中文名字“大同”和他的善心义举充分诠

释了其崇高理想与远大追求。怀揣着世界“大同”

的美好梦想，他在促进人类多元文化融合的道路上一

直努力前行。故人虽已逝，情谊永长存，我们会永远

记住这位胸怀大爱的老朋友，也会善护明大同先生赠

与我校的这份深情厚义，携手努力，并肩前行，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社会美好未来奉献力

量！

图为圣地亚哥孔子学院挂牌合影，前排右 1为校友明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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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意味的交接仪式

厦大举办校庆 100 周年倒计时 300 天活动周末做

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比如约朋友吃

饭、郊游、购物、参观博物馆、钓鱼、抓象拔蚌、经

营自己的小自留地种种蔬

菜瓜果，打牌拱猪八十分

升级，看各种球类比赛，

跳舞交友 ...... 这个周

末，我却有幸参加了一个

公益慈善机构的更新换代

交接仪式，感动之余，受

益匪浅。

“Books for 

China”是由马大任先生

2004 年发起的项目，旨在

为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征集

捐赠西文书籍。十五年

来，这个项目已经为中国

大学图书馆运送多达 50

万册的书刊。马先生期颐之年，依然思维敏捷，可脱

稿演讲数小时，饮食百无禁忌，胃口不输壮年。直到

过了百岁生日，他才决定把“赠书中国计划”这个

项目转交另一个公益机构—益公益。

今天的交接仪式别开生面，参加仪式的年龄跨

度，从六岁到一百岁，可谓黄发并垂髫济济。来宾也

来自四面八方，有旧金山领馆的领导，有接棒的益公

益团队，有参与报道的华媒东道主，有热爱中国的八

旬“年轻人”、锦上添花的斯坦福退休教师 Paul 

Bundy。说到 Paul，他值得厦大人尊敬和感谢。他有

意将他的六七万册书籍，通过益公益这个平台捐给母

校厦大。

在此，我要特别感

谢厦大硅谷校友会的

校友们和好朋友们。

他们牺牲了周末的时

间，来到 Paul 的“

书库”帮忙整理图

书。许多校友还带着

孩子们一起参与。第

一个集装箱近万册书

籍，将在月底送往厦

大。这也是我们厦大

硅谷校友会和美洲校

友会庆祝母校百年校

庆的一份献礼。希望

在 1-2 年的时间内，

我们能够把 Paul 的六七万本的藏书，全部送往母校

图书馆。也希望更多的热心校友，参与这项有意义的

周末公益活动。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感谢马先生的楷模作用！感谢 Paul 的慷慨奉献

（虽然他看不懂中文）！感谢华媒做东，使得交接仪

式顺利圆满落幕 !墨香留存、泽被后人，感谢厦大精

神 !期待百年校庆时，硅谷和北美校友会能为厦大献

上这份沉甸甸的厚礼。

捐书
谢小薇 1981 届 物理系

Books for China 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赠书公益活

动，墨香留存，泽被后人。斯坦福退休教师 Paul 

Bundy 先生把他的十几万册丰富藏书通过硅谷校友会

赠与厦门大学新建的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陈强会

长，肖潇老会长，吴丹健秘书长等一些校友义工已经

利用自己的周末休息时间忙碌了整整一个夏天，非常

敬佩他们的对母校的爱和奉献精神！

9/28， 抽空前来位于 East Palo Alto 的仓库看

看，装书打包。一进仓库，只见一叠叠的各类书籍堆

成了小山，Paul 老先生熟练地把各类图书按照不同

的大小厚度，分拣成一摞摞放在架子上，供大家拿

取。从制作纸盒，装书，封箱，编号，在外箱上记录

装书数量，大家欢快干劲十足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谈

笑风生，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时间一下子就过去

了。在装书过程中，也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有意义

的书籍，感叹 Paul 老先生的藏书真的是非常丰富，

很敬佩他的赠书义举！也为母校马来西亚学子们能够

阅读到如此精彩的书籍而感到高兴。陈強会长肖潇老

会长亲自坐镇组织指挥示范打包流程，校友吴丹健秘

书长，娇小玲珑，戴着护腰带，动作敏捷利索地刷刷

做起纸盒，一个紧接一个，源源不断地供大家使用；

校友骆伟杰，林鹭红伉俪不仅双双前来帮忙，他们聪

明伶俐可爱的小儿子也忙着分发号码，帮大家记录当

天每箱的装书数量。中午，老会长的先生 -浙江大学

陈强 1982 届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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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硅谷校友会 BOOKS  FOR  CHINA 公益活动

尤新

2019 年 7 月初，我

的老乡兼老同事、老朋

友吴丹健女士打电话给

我，问我是否可以给厦

大美洲校友会提供运书

的物流服务，我当即欣

然接受了。必竟我也与

厦大有缘。1992 年，因

为参加省运会，我曾在

厦大集训了一个月的排

球，当时就对厦大的美

感到震撼，更对爱国侨

领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情

怀和义举无比的崇敬。

而当我得知这是一个

Books For China 的公

义项目时，更被厦大人

的奉献与热情深深地打

动了，并热切地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大家齐心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终于在

8月 22 日完成了今年第一个运往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

图书货柜出口的捐赠项目。而这其中，美洲校友会校

友会的领导与义工家庭的热情与高效，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让我记忆犹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私，

最团结，最乐于奉献，最有效率的华人社团。他们构

筑了旧金山湾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厦大北美洲校友会现任会长陈强先生，是一位高

大魁梧、皮肤黝黑的闽南汉子。他那灿烂的笑容里，

无不透露着他的自信干练、豁达开朗、幽默风趣，特

有感召力。

被陈强会长尊称为＂老

会长＂的肖潇女士，是一位

涵养深厚、行事细腻、善良

热情的大姐。与她共事，你

会感受到什么叫认真细致、

面面俱到，同时她那关怀的

话语，又让你如沐春风。

PAUL 是一位 80 岁的白求

恩式的国际主义＂老干部

＂。他是 Books For China 

的发起人之一。为了这个项

目，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

每天都像年青小伙子一样收

书、整书。为人类的进步、

和谐与文化交流，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

　我的老乡兼老同事、

老朋友吴丹健女士，是一位被＂老会长＂肖潇宠称为

＂格格＂的 美＂少女＂。她为人低调、善良、谦

和，她的组织协调能力，广受八方好评。

还有好多厦大校友，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参加到义

务搬书的活动中，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爱公益、爱

社会的大爱精神，让爱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厦大硅谷校友会，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每个

人都在无私的奉献着、关爱着，你绝对看不到任何的

虚伪造作、敷衍了事。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纯净的公益

组织，我不由得深深地爱上了她。

硅谷校友会会长，厦大硅谷校友会长期义工叶同学准

时地给大家送来的可口的新鲜出炉多汁美味的汉堡包

午餐，校友谢煜同学带来了自家后院刚刚采摘的新鲜

枣子，同学们狼吞虎咽吃得可香了，休息之余顺便学

着能歌善舞的格格师妹练练腿功。午饭后大家干劲倍

增，干得更欢了，当天足足装箱打包了约 100 箱，效

率颇高。

马来西亚是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

校主陈嘉庚先生奋斗创业积攒财富而后倾家捐资兴办

厦门大学的地方，在校主辛勤打拼过的土地上创建的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对广大校友来说意义深远。这

是第一所在海外设立的中国知名大学分校，是母校海

外直属校区，由母校全资所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是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新的里程碑，为当地社会培养

亟需的优秀人才，深化中马两国友谊。支持马来西亚

分校的发展是广大校友的心愿，看过介绍马来西亚分

校的文章照片，风光旖旎的校园，与母校建筑风格相

似的教学楼群和图书馆，熟悉的厦大校园在海外延续

重现，令人倍感亲切和欣慰！非常向往，真心希望有

朝一日能去看看，能为他的发展壮大贡献出自己一点

点的微薄之力深感荣幸！

满载着爱心和祝福的第一个从旧金山运往厦大马校的捐书货柜
即将启航！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16

旅港、 硅谷校友踊跃为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捐书  

九十七周年校庆期间，旅港校友会捐赠《文津阁

四库全书》一套 500 册，使学校图书馆的“四库全

书”馆藏又多了一种珍贵版本，分校的书架上增添

了一道亮丽风景。2018 年 12 月，旅港校友会向全球

各地校友发起向母校图书馆赠书的倡议，呼吁把为马

来西亚分校募

捐图书列入向

母校百年诞辰

的献礼活动之

一，引起了积

极响应。

旅港校友

们首先行动起

来，元旦假

期，校友们络

绎不绝前往位

于港岛北角的

校友会办公

室，方平理事

长带头首捐，

林贡钦、胡淑

全、傅小清、

时富鑫、徐冰

珍、王廷宇、

陈宜飈等学长

同时跟进，孙

立川、周蜜

蜜、钱共鸣等

学长亦随之捐

献大批个人藏书。在校庆九十八周年那天，20 名旅港

老中青校友再聚会。王春新名誉理事长携带所捐献的

书籍，一大早出现在杏花邨地铁站的集合地点；住得

较远的周韬监事长、徐兰芳名誉会长、曾山法律顾

问、朱耿南副监事长也先后到场助兴。“百年校庆

·万册捐书”于是完成第一阶段的募捐目标，经校

友会的苏琦珍和吴雪玲两位秘书长组织，校友细心整

理、造册与装箱，达到了 106 箱 4,669 册，书籍随后

在 6月份由海运安全送往马来西亚分校。

远在美洲的硅谷校友会也早已行动起来。2018 年

初，他们在校友中寻求图书募集的集中存放点。刘海

云学长主动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一块暂时空置的土

地，用于停放货柜以收集赠书。2019 年 2 月，在陈强

理事长和肖潇前理事长的努力下，硅谷校友会与一位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取得联系，解决了大批量书源的问

题。校友们也广泛动员，拿出了自己的藏书。陈理事

长以身作则，一次性捐出了近万美元的药学专业图

书，家住南加州的苏林华老学长也邮寄四箱图书到硅

谷。从 7月

中旬到 8月

下旬的炎炎

夏日，旧金

山湾区一带

的校友们个

个全家动

员，牺牲难

得的周末休

息时间，踊

跃报名参加

充当志愿

者，在有限

的时间里，

众志成城，

完成了 13 吨

赠书的整理

打包任务。

吴丹健秘书

长积极参与

运筹帷幄，

找到当地的

一家华人志愿

者协助处理货

代事务。在 8月 23 日，按计划完成了第一个货柜的

运送。首航集装箱装着 15000 册英文图书，也满载着

硅谷校友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由旧金山的奥克兰港

出发，在国庆前夕抵达分校。硅谷校友们一鼓作气，

继续努力组织书源和人力，又在秋季完成第二个集装

箱的募集和装运，于春节期间送抵马校，完成全年募

捐 2个集装箱约 3万册英文图书的目标。

不懈努力，团结拼搏，无私奉献。校友们的捐赠

行动焕发出厦大人的拳拳赤子心和浓浓关爱情，真切

实践着厦大人的感恩回馈精神。这些壮举，深深感动

着在马来西亚分校工作学习的师生。我们要以这些杰

出校友为榜样，发扬“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南

强精神，把分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馆长 萧德洪

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慷慨捐书的 Stanford University 退休教师 Paul 
Bundy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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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强学子， 热血抗疫

2020 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

势汹汹，武汉封城，物资告急。1月 24 日，在这个不

 同寻常的除夕夜，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心系祖国，紧

急成立了捐赠筹备组委会（简称“筹委会 )，在第一

时间发出了捐款呼吁，号召美洲厦大校友伸出援助之

手，为奋战在疫区的一线医护人员送上急需的医疗物

资。在短短的 30 余天里，筹委会不辞辛劳，多方采

购，利用多种渠道，先后捐赠出十余批的爱心物资，

送到以武汉为主的重疫区的医护人员手中。在这艰难

时刻，南强学子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统筹安排， 多方采购  
疫情初期，国内医护物资极度缺乏，如何争分夺

秒地采购到急需的防护物资成为头等大事。筹委会分

头行动，多方采购。从网上直接采购然后到多家当地

分店取货，或者直接到本地商店采购，虽然数目比较

少，但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初的两批物资通过可

靠的渠道被火速送往医院。鉴于美国市场口罩紧张，

筹委会在早期就决定以购买护目镜为主的采购策略，

一来争取时间可以及时支援武汉一线医护人员，二来

也不希望造成或加剧美国居民买不到口罩的情况，毕

竟护目镜普通百姓不会轻易使用到。

网上采购的护目镜由厂家送到东西部校友的家中

或指定的仓库，通过不同渠道运输回国。面对美国境

内防护服紧缺，订购日益困难，而国内医护人员自制

防护上岗的情况，筹委会找到中国境内的防护服生产

厂家，在国内订货并直接寄往急需的江西和武汉医

院，从订货到发货，医护人员在短短几天就收到了救

命的物资。

东西渠道， 遥相呼应  
疫情发展瞬息万变，筹委会必须随机应变，不断

地调整采购计划及运输渠道。西部渠道由于原定的计

划变更，厦大硅谷校友及时出手，积极联络，找到可

靠的渠道，并在厦门航空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将三箱

护目镜顺利地送达国内。这批物资从俄亥俄州当地的

分店紧急采购，连夜装箱打包，并在次日空运到洛杉

矶。货物刚刚寄出，硅谷校友立马准备捐赠指定医院

的标签，并转发给洛杉矶校友。洛杉矶校友收到货

物，贴好标签，并将三箱物资送到当地机场启运。三

地校友齐心协力，以百米接力棒的速度，在短短的一

周内将这批物资送达国内，顺利清关后 ,送到了捐款

校友指定的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东部借助武大纽约校友会的渠道，筹委会将十一

箱护目镜及五箱手套寄到了武大纽约仓库，通过武大

打通的运输及清关渠道，载往指定的武汉医院。在国

内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每一批物资都可以减少

“裸奔”的医护人员面临的风险。由于货物提早两

天到达纽约仓库，指定医院的标签还来不及贴上，正

在坐月子的纽约校友立马跟武大纽约校友会沟通，协

商如何在箱子外面贴上标签，最终这批物资有惊无险

地搭上了武大纽约的绿色通道，交到了武汉一线医护

人员的手里。

实时跟进， 妥善分配  
防疫早期形势紧迫，各大医院每日防护物资消耗

极大，武汉的一线医务人员被迫自制简易防护服上

岗。我们怎能忍心白衣战士无衣？让逆行英雄裸战？

筹委会早期主要支援抗疫任务最艰巨的武汉几家大医

院。随着物质调动慢慢进入轨道，武汉一线医院的物

资告急局面得以缓解。防疫中期，筹委会面临新的挑

战：如何找到物资依然匮乏的医院进行供需合理分

配？筹委会校友分头行动，收集需要物资援助的医院

信息，并通过加入武汉医生需求群的方式直接对话，

确认需求的物资及数量。此外还加入其他捐赠群以便

互通有无，目标医院慢慢清晰起来。截至发稿，筹委

会确定了支援新开启的湖北中医方舱以及武汉客厅方

舱医院。本着谨慎的原则，确保校友的爱心捐款能够

发挥到最大的作用，筹委会仔细确认公募书上列明的

急缺物资，实时跟进不断更新的需求信息，并及时调

整支援医院的清单。海外捐赠物资每一笔都来之不

易，我们希望每一批爱心物资可以给奋战的医护人员

带去温暖和力量。

携手合作， 共战疫情  
在筹备物资过程中，美洲校友会积极寻找并携手

其他海内外捐赠团体共同抗疫。二月初美洲校友会接

到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副董事长唐国钟兼校友的求

助，寻找货源捐献防疫物资。借此契机，美洲校友会

携手厦门大唐集团共同支援厦门的医院。大唐集团代

表美洲校友会和厦门大学附属医院举办了捐赠仪式，

美洲校友会的爱心得到了医院领导的高度赞赏与感

谢。虽然身在海外，美洲校友会在疫情危急时刻显身

手，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除了支持厦门当地医

郑映碧 1996 届 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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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美洲校友会出力，大唐集团出资的形式，两家

还携手采购防护捐赠给湖南岳阳及长沙等地疫情严重

告急的医院。

美洲校友会还联盟东南福建同乡会，向母校及其

他福建医院捐赠了爱心防疫物资。这批物资是以美洲

校友会出力，东南福建同乡会出资的形式联合捐赠

的。为了采购这批物资，筹委会校友放下日常工作，

专程前往新泽西，住在弟弟家前后十天，收集打包从

各个渠道运来的物资，甚至亲自开着卡车直接到物流

公司仓库提货。这批宝贵的救援物资送达福建医院

后，美洲校友会收到了救援医院的感谢信。

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除了美洲校友会，许多国内外校友还积极参加当

地组织的捐款捐物群，以不同的方式与祖国人民并肩

作战，共度难关。在抗疫过程中，不得不提到我们接

到来自武汉抗疫第一线的志愿者及武汉朋友的衷心赞

叹：“在和厦门大学团队接触中，武大校友会及厦大

校友会表现给力，将来记述这段历史，必定有厦大人

美好的一页，虽然这不是你们努力的目标。”

每一笔捐款，都映照着南强学子的拳拳之心，承

载着厦大人义不容辞的决心。抗疫行列中，南强学子

以不同的身份在海内外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南方

之强”永远伴随着厦大人！

截至发稿，筹委会还将持续奋战，继续支援国内

医疗物资需缺的医院。

厦大美洲校友会捐赠筹备组委会 

陈强，李沫，关山鸿，傅志东，吴丹健，吴娇，

余东晖，袁仪控，叶维珊，郑映碧

美洲校友会第一批捐赠的物资送达疫区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武汉等十余座

城市紧急封城，物资告急，多家医院、慈善机构公开

向社会求助。国内的疫情牵动着海外南强学子的心 ,

我们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正式向

全体 美洲校友发出呼吁 ,号召厦门大学校友们团结起

来 ,发扬爱心互助精神 ,为武汉捐款。经过几天的筹

措，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第一批捐赠的物资 , 经由华

中科技大学西雅图校友会联络 ,与西雅图其他一些民

间团体捐赠的物资一起 , 在海南航空的帮助支援下 ,

于 2020 年 2 月 3 日 从西雅图出发 , 运送到达北京 , 

然后于 2月 6日转送至湖北省各医院。本次运送的物

资共 35 箱，包括国内紧缺的防护服、口罩、听诊器、

护目镜、鞋套等医疗物资。物资到达武汉后由专人负

责对接接收，将救灾物资直接送到疫区医院医护人员

手中。这批由多方共同捐赠的救灾物资被送到了疫情

最严重的湖北的十几家医院。在抗击疫情，保护前线

医务工作人员的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次捐款活动由美洲校友会发起，成立了捐赠筹备

组委会，通过厦大校友寻找可靠渠道，并与国内厦大

校友对接，形成有我们厦大特色的绿色通道。校友们

自愿捐款捐物，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捐出几十

元，也是款款深情。还有校友的朋友觉得我们的渠道

比较可靠，便直接通过我们校友会进行捐赠。纽约，

马里兰，佐治亚，达拉斯，加州三番，等好几个当地

校友会也与当地民间组织合作募捐了一部分物资运送

回国。还有很多校友还没找到到渠道时，捐给了当地

华人组织。正是有这么多热心的校友，鼓励着我们捐

赠筹备工作小组义务的继续筹款购物，运送到国内。

第一批捐赠物资到位后，我们捐赠筹备组继续夜以继

日的奋战，又购买了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手套等

医疗物资，将分批运回祖国，并寻找可靠渠道，分发

到疫情严重，急需这些医疗物资的地方。作为身在海

外的厦大校友，非常时期我们心系家乡，表达一份爱

国恋家的情义，希望汇聚厦大校友们的力量，为这次

灾情献一份爱心出一份力，与疫情重灾区的人民并肩

作战。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是美国联邦注册的 501(c)(3)

组织，校友们的捐款可以免税，也可以在公司申报配

捐。我们校友会把所有实收款项用于疫情防控。保持

财务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并接受校友们的监督。

李沫 1998 届 海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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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爱心

2020 年 5 月 20 日，硅谷校友会的老会长肖潇校

友，代表硅谷校友会，通过 The Valley Medical 

Center Foundation ，向 The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and The Santa Clara Valley 

Health & Hospital System ，捐赠口罩、防护服和

护目镜等医疗物资。

此次活动由各地校友会协作而成：厦门校友周贤

建捐赠部分物资，硅谷校友吴金顺专款捐赠用于购买

物资和支付运费，

南加州校友孙淑婷

帮助购买物资并负

责运输到硅谷地

区，硅谷校友肖潇

捐赠部分物资并联

系接收医院以捐赠

物资，硅谷校友、

本届美洲校友会理

事长陈强和美洲校

友会秘书长吴丹健

参与协调工作。

硅谷校友会的

会长陈强任本届美

洲校友会的理事

长。陈强会长服务

硅谷校友会多年，

在硅谷校友会中有

很强大的号召力。和以往的每次活动一样，陈学长在

组织“武汉捐赠”和“美国捐赠”的 2个捐赠活

动中，得到了硅谷校友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硅谷的浦玉斌校友分别在“武汉捐赠”和“美

国捐赠”的 2大活动中，给了美洲校友会巨大的支

持，浦校友的公司美国嘉途不仅提供了医用物资在美

国和中国两地之间的运输服务，更是以捐赠的形式承

担了全部的运输费用，解决了捐赠活动中的一个大难

题。

在年初的“武汉捐赠”活动中， 很多硅谷校友

们积极踊跃地向美洲校友会捐款、捐物资，而且献计

献策，提供各种购货渠道和运输信息，以支援武汉的

医疗机构。

随着美国疫情的蔓延，硅谷校友会的校友一直在

讨论助力本地医疗系统的话题。大家除了参加校友会

组织的捐赠活动之外，还各自参与到硅谷当地的其他

捐赠活动中去。

前任会长肖潇校友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工作。疫情

期间，她倾尽全力，投入到帮助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

接收捐赠的工作中。工作之余，她还热心解答硅谷校

友有关斯坦福医学中心医用个人防护用品捐赠的各种

问题。 通过她的沟通协调， 厦大校友、美国建东银

行执行总裁李楠

女士，通过其旧

金山银行总部给

斯坦福医学中心

捐赠了一万只医

用口罩；斯坦福

医学院麻醉系研

究科学家伍曼红

博士，热心助推

当地著名合唱

团，给斯坦福医

学中心捐赠了两

千多只外科口

罩。

戴光明、贺

敏、殷乃宁、吴

丹健等许许多多

的硅谷校友以及

他们的家人，也在当地其他活动中捐款捐物，并把捐

赠物资运送到包括 Kaiser Hospital、警察局和养老

院等需要的地方。

硅谷校友郭瑄，多方宣传和推广美洲校友会的捐

赠活动，是郭校友的联系，达成了母校戴民汉院士及

团队和光学海洋学课题组，通过美洲校友会对纽约和

南加州的捐赠活动。

患难之中见真情，在苦痛面前，我们一同神伤，

我们互相扶持。感谢我们真诚热情的硅谷校友们在抗

疫中奉献社会的努力和爱心，我们无愧于母校给予我

们的至高荣誉“厦门大学第二届优秀校友会”的称

号。 
厦二代李悦笛和李睿迪（硅谷校友会贺敏的孩子们）用绘

画作品为一线的白衣勇士们加油

吴丹健 1988 届 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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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纽约的呼援

厦大美洲校友会纽约分会

各位厦大校友或非校友爱心人士：

大家好！

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纽约成为重灾区

（犹如”湖北武汉”）。各医院防护物资紧缺，有的

医护人员没防护装备仍在一线工作，已有医护人员感

染乃至死亡。在中国疫情严重时，美国各华人社团和

个人，把美国市场上能买到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

等物资抢购一空，捐给国内各医院。我们厦大美洲校

友会也在二月份给国内武汉厦门等地的医院捐了十来

批防护物资。现在美国市场上防护物资紧缺，有钱也

难买到。

我们厦大纽约校友会已与以下医院取得联系：

Elmhurst Hospital, Mount Sinai，

New York Presbyterian Queens,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New York Community Hospital,

St. Francis Hospital,

NYP Cornell 

目前这些医院急需医用 N95 口罩，外科口罩，防

护服 /隔离服，护目镜 /面罩，呼吸机等物资。我们

希望国内外的厦大校友们，或非校友爱心人士 /单

位，能捐赠合格的防护物资给纽约的医院，帮纽约度

过这难关！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有意捐赠物资者请联系纽

约校友

厦大美洲校友会纽约分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携手共度 纽约必胜

2020 的春天 ,全球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影之中。

在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 秉承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校训的厦门大学纽约校友会，迅速地行动起

来。昔日的世界大都会纽约，几周之间就成为了全球

疫情震中。目睹一线医护人员物资告急，校友会紧急

成立了纽约医院募捐行动。

在会长的有力带领下，小组在 6天内筹集了

14211 美元和人民币 98287 元，还有更多的来自太平

洋两岸的热心校友们不断助捐。这其中有厦门大学美

洲校友会，硅谷校友会，国内武汉校友会和 92 级化

学系校友的慷慨捐赠，浙江校友会经济金融分会也在

为纽约募资中。南加校友会更是热心分享防护物资采

购经验。

经过几个昼夜不停地寻找和核实数十家美国和亚

洲的供应商，今天厦门大学纽约校友会向三家纽约市

医院和一家纽约州医院提供了第一批医疗物资：

2050 个 NIOSH 标准的 N95 口罩，100 个护目镜捐

赠以下四家医院：纽约市埃姆赫斯特医院，纽约社区

医院，圣弗朗西斯医院，和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医疗

中心。(Elmhurst Hospital, New York Community 

Hospital, St. Francis Hospital, and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 福克斯财经电视台

今天对我们的捐赠，进行了报道。

在接下来的第二周，我们打算采购并捐赠：几千

只 N95 口罩，数千双护目镜以及数百件防护服。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此刻。身在全球

震中的我们，渴望听到来自故乡鹭岛的回应。众人拾

柴火焰高，一如当初武汉疫情，我们连接起的一条跨

洋运输线一样，现在的纽约也在向你们召唤。山雨欲

来！全球灾难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我们期盼全

球华侨华人守望相助，一起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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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赛跑  
——厦大纽约校友会抗疫救援  

吴娇 2001 届 旅游管理
张旭 2001 届 国贸系

2020 年中国春节，国内的新冠疫情揪着全世界华

人的心。海外华人捐资捐物，就这样开始了“上半

场”的抗疫接力。1月 19 日 , 华盛顿州发现第一例

确诊病人。随之，病毒向全美蔓延。而纽约于 3月 1

日有了第一例新冠病人之后，确诊人数迅速攀升。3

月 7日，纽约州州长宣布纽约州紧急状态。纽约市的

确诊人数九天内

破百，十天之内

破千，然后破

万。

                             

先是

Westchester 郡

成为重灾区，接

着纽约市的五大

区形式陡然严

峻，然后长岛的

两个郡紧随其

后。于是纽约告

急，长岛告急。

与此同时，微信

群和其它社交媒

体开始出现医护

人员物资短缺，

“裸奔”在抗

疫一线的各种消

息。3月 27 日，厦门大学校友群里讨论给纽约和长岛

的医院募捐医疗物资。两日之后，厦大纽约校友会的

呼援书发出。截至 5月 5日，厦门大学纽约校友会共

计收到国内外各地历届校友和热心人士的慷慨捐款共

计美元 $40,123，以及捐赠物资价值共计 $25,025 美

元 。在此期间，我们联系了 18 家医院，7家养老

院，2家警察局和一家消防局，一共捐赠了 7530 个

 N95 口罩，8350 个一般医用口罩，1284 件防护服，

2435 个护目镜，以及 755 个面罩。本篇不仅记录了厦

大人在纽约短短 38 天“抗疫”救援的故事，更是

浓缩了海内外华人齐心协力，对抗百年难得一遇的危

机的拳拳爱心。以下是目前为止的受赠人和捐赠物资

分配情况：

捐赠故事  
经多线联络纽约市和长岛的医院，厦大纽约校友

会的志愿者最先联络到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社区医院

麻醉科主任王医生。因为防护设备缺乏，麻醉师们甚

至在防护不足的情况下，冒着危险给病人插管，拯救

他们的生命。志愿者迅速发出护目镜和 n95 口罩的详

细资料，以及医

院接受捐赠的免

责声明。与此同

时，St. 

FrancisHospita

l 的护士也在寻

求医疗物资的援

助，Elmhurst 

Hospital 更是

皇后区受灾最重

物资最缺的一家

医院。3月 27

日开始，素未谋

面的志愿者校友

们为了同一使命

聚集在一起，

到 4月 3日，短

短十天时间之

后，第一批护目

镜和 n95 口罩由

厦大纽约校友会志愿者送达 NYCH，St. Francis 和

Elmhurst 医院。

随着纽约疫情的愈发严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厦

大校友，以及海外华人加入到捐赠的行列中。各种医

疗物资从中国以及美国各地向纽约涌来。四月初，纽

约市的皇后区牙买加医院 (Jamaica Hospital) 和华

人聚居地法拉盛医院 (FlushingHospital) 因为急剧

攀升的新冠病毒确诊案例备受媒体关注。四月十号，

当地妈妈群里传出消息说牙买加医院的一位家属，在

小区里挨家挨户筹集医用口罩。得到消息，志愿者联

络了牙买加医院负责医疗物资捐赠的 Dr. Rubin 以及

另一位工作人员 Nadine。几经接洽捐赠细节，4月

17 日，115 件不同级别的防护服，660 个 KN95 医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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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300 个护目镜由志愿者送到牙买加医院。校友会

一直十分关注华人聚居地法拉盛的疫情发展。4月 11

日，辗转经过几个朋友，校友会联系上了法拉盛医院

的护士 T和她的同事，终于在 17 日下午把 150 个护

目镜和 150 个面罩送到对方手中。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今年 4月初，一封在纽约华人圈流传的求助信，

让厦大纽约校友会捐赠志愿小组的成员们万分揪心。

求助信是一名在纽约的华人内科医生 Vivian Zhu 发

出的。Vivian Zhu 工作的玛摩琍医院（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八大道附近，是

布鲁克林区接受新冠病人数量最多、增速最快的医院

之一，已累计接收了 1300 多名新冠病人，其中近

500 名已治愈。玛摩琍医院目前防护设备严重短缺，

很多医务人员都已经被感染。看到这封求助信，厦大

纽约校友会立即行动，筹集了 30 件医用一次性防护

服、75 件一次性防护服和 300 件医用封闭式护目镜，

第一时间捐赠到玛摩琍医院。Vivian Zhu 告诉我们，

这些爱心物资给医护人员带来了黑暗中的希望。她也

特别提到，她的很多美国同事对在美华人表现出的空

前团结印象深刻，同时也称赞华人可以为完全陌生的

医护人员捐款捐物，她向他们解释到，这就是中国人

崇尚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Manhattan Pediatric Associates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面临个人防护装备

（PPE）短缺的不仅有大型综合医院，还有专科医

院、养老院、社区服务机构等等。疫情期间，

Manhattan Pediatric  Associates 坚持开放营业，

为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华人社区提供新

生儿和幼儿的护理、问诊、疫苗等服务。然而，由于

大多数供货商优先供给大型医院，作为中小机构无法

购买到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Manhattan Pediatric 

Associates 的有些医务人员不得不反复、轮流使用

N95 口罩。厦大纽约校友会得知这一情况后，慷慨捐

献了 40 件 KN95 口罩和 15 件防护面罩，希望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为服务纽约的华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Rutgers Health Group
Rutgers 作为新泽西的州立大学，积极应对

COVID-19 的爆发，成立了 COVID-19 和传染病应对中

心，并决定让医学院学生提前毕业，加入抗战病毒的

医疗队伍。由于全美医疗防护设备的短缺，罗格斯大

学给所有校友发邮件，号召大家捐赠口罩，防护面

具，防护服，消毒剂等物资。跟他们沟通之后，我们

根据该学校所在的 Middlesex county 的确诊人数，

决定捐赠 200 个 KN90 口罩，150 个 KN95 口罩，3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和 200 个护目镜。所有的口罩已经

通过 UPS 在 4 月 21 日送到了他们手中，护目镜在 4

月 28 日收到。

Isabella Center for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Isabella 是一家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上郊的疗养

院，成立于 1875 年， 共有 705 张床位。我们志愿者

在 4月 21 日联系上他们之后，发现他们非常缺乏防

护装备，经商量决定，我们决定捐赠 500 个 KN95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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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1000 个医用口罩和 50 套防护服。在 4月 23 日

晚上，他们去志愿者家里拿到了物资并对通过邮件和

照片对我们表示了感谢。

Haym Salomon Home for Nursing& 
Rehabilitation

HaymSalomon 是一家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养老

院，我们给他们捐赠了 500 个 KN95 口罩，1000 个医

用口罩和 50 套防护服。他们的 director 亲自签了免

责责任书， 除了在邮件中对感谢我们的捐赠外，还

在收到物资后特意穿上了我们捐赠的防护服拍照表示

感谢。

Hopkins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 
Healthcare

Hopkins 是一家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有着 288

张床位大型养老院。4月 29 日，Hopkins 的 Director 

AikoL.Ramos 通过邮件联系了厦大纽约校友会，说他

们急缺防护物资，很多防护设备都重复使用了好几

周，希望我们能提供帮助。再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规模

和工作人员数目之后，我们决定捐赠 50 件防护服，

10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75 个护目镜，50 个防护面

罩。 5 月 4 日，他们收到了所有的物资。

第二天，Hopkins 给我们发来了很多暖心的照片表

达了真挚的感激之情。在照片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

穿上了我们捐赠的防护服，戴上了我们赠送的护目镜

和口罩。他们对我们竖起大拇指，向我们“比心

”，张开双臂对着我们微笑。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

到他们满满的善意和感激。其实我

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内心也充满

了对这些在一线奋战的工作人员的

感激，感谢他们在负

重前行的时侯也没忘记给我们

大大的微笑 .

厦大人风采  
厦大戴院士和海洋系捐赠一次

性医用口罩
经商少凌老师发起、牵线搭

桥，厦大戴民汉院士个人为厦门大

学美洲校友会捐赠了 1万个医用外

科口罩。受此大爱义举感染，地学

部王贵华老师进一步发起组织了近

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戴民汉院士 OCG 课题组及光学海洋

学课题组师生 42 人捐款，筹得善

款人民币 12775 元，全款采购了

3500 个医用外科口罩（含运费），

定向捐赠给美洲校友会。美洲校友

会经商量决定，将其中的 9500 个

口罩分给纽约校友会。我们在收到捐赠物资后，已陆

续捐给纽约医院、养老院，警局和消防局。

厦大 87 级外贸系捐赠护目镜面罩
今年三月以来，新冠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在

美校友的健康和安全时时刻刻牵动着厦门大学海内外

校友们的心。其中，周贤建、戈欣、蒋建军等 87 级

外贸系校友迅速反应，联合厦门本土企业瑞之路与庚

能新材料，无偿捐赠 1050 件医用封闭式护目镜和

1200 件防护面罩给厦大纽约校友会。为了将这些医疗

物资早日送到在美校友和当地医护人员的手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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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积极联系航空公司，安排仓位，保障物资的顺利运

输。这批爱心物资已于四月中旬运抵纽约，并捐赠给

抗疫任务最艰巨的纽约法拉盛、纽约皇后区、纽约长

岛、诸多医院和养老院。87 级外贸系校友的此次捐

赠，快速、及时地解决了很多医院的燃眉之急，医疗

物资的高质量也获得了受捐医护人员的一致称赞。

各界反响  
厦大纽约校友会的“抗疫“捐赠行动第一周，

福克斯财经频道就报道了厦大人在纽约的慷慨义举。

与此同时，随着各个医院养老院和医护人员接收到来

自厦大纽约校友会的各种防疫物资，医院也纷纷通过

各种方式表达感谢。

就像是 4月 18 日全球为新冠危机募集资金的公益

音乐会“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里面听到

的一句歌词：“There will be a rainbow hanging 

over you。”，危机终会过去，我们终将迎来挂着彩

虹的晴空。纽约加油！

 

 本次捐赠志愿者小组成员名单

总协调：吴娇

财务组：胡倩倩，黄晖

捐物联络组：张琪，张大明

医院联络组：张旭，刘智华，张琪，吴文静，赵

浩晗，Serena，温迪

物流组：张君双，李博，林立，刘其才

采购组：吴娇，刘其才

宣传组：Serena，张旭，张琪，吴文静，赵浩

晗，董泽飞

厦门大学纽约校友会

2020 年 5 月 7 日

抗疫无国界  真情跨山海  
——大纽约校友会抗疫捐赠总结  

吴娇 2001 届 旅游管理
张琪 2012 届 统计系

从 3月 27 日我们发出呼援书到 6月 9日，厦门大

学大纽约校友会收到国内外历届校友和热心人士为抗

疫而慷慨捐赠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83,908 元，美

元 $15,952.03, 及捐赠物资价值约 $25,025 美元。购

买防疫物资花费人民币￥72,988.01，美元

$29,900.67，结余折合美元 $1,499.83, 暂转入纽约

校友会，作为今后捐赠或校友会开支。截至 7月底，

我们一共捐赠了 9,460 个 N95/KN95 口罩，11,950 个

一次性医用口罩，1,495 件防护服，2,895 副护目镜

和 1,200 个面罩。我们的直接捐赠对象包括：26 家医

院、8家养老院、2家警察局和 1家消防局，此外我

们还将部分物资捐赠给纽约州长办公室、两个纽约州

议员办公室和长岛 Babylon 市政府组织，以供统一调

配。捐款捐物收支、具体受赠单位及捐赠人和物资数

量详见文末清单。

本次捐赠活动受到了当地各级政府机构、新闻媒

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厦大纽约校友

会的“抗疫“捐赠行动第一周，福克斯财经频道就

报道了厦大人在纽约的慷慨义举。纽约州州长办公室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纽

约州议会（New York State Assembly）以及长岛

Babylon 市政府（Town of Babylon）, 均向厦大纽约

校友会发来感谢函，高度认可我们在本次全民抗疫中

的突出贡献，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也授予我们大纽约校

友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校友会”称号。这次

捐赠活动不仅展示了华人团结一致超越国界积极参与

社区抗疫的态度与风貌，还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回应了

所谓“中国病毒”等无理谴责及少数人对在美华侨

华人的偏见与歧视言论，提升了美国社会对于华侨华

人的认可。

另外，我们还收到了来自 30 多家受捐医疗机构的

诚挚感谢信函。我们及时捐赠的防护物资在医务人员

最需要的时候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他们安心、

放心地抗击疫情提供了保障。他们也不断地积极向我

们提供医疗前线的最新进展：Brooklyn Hospital 

Center 在 8 月 24 日给我们的感谢信中动情地说，在

他们医院接受第一例新冠病人的 100 天后，医院的最

后一位新冠病人已于 6月 12 日病愈出院；这个好消

息也让我们全体参与捐赠工作的校友们深感欣慰。我

们坚信，社区民众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和相互

支持将帮助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并让更多的家庭走

出伤痛免遭厄运。

在这场捐赠活动中，我们也没有忘记当地的弱势

群体。我们于 5月 20 日向曼哈顿下城 District 65

捐赠了 1,000 美元，委托 46 Mott st. 中餐馆提供免

费盒饭和口罩给社区的老人及低收入家庭 (下图老人

排队领食物 )。District 65 地区有十几家老人居住

公寓、养老院及社区诊所，是曼哈顿华人最高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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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一。虽然我 们的捐款数额不大，但对于疫情下

收入拮据的孤寡老人和低收入家庭无疑是雪中送炭。

当听闻这一义举时，区议员 Yuh-Line Niou 感动得热

泪盈眶，诸如此类的暖心故事在过去半年的每一天里

都在发生，也正是这些真情相助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再

接再厉继续为社区服务，献上我们微薄的力量。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国内外的校友和各界

热心人士对我们这次抗疫活动的慷慨解囊和大力支

持。特别感谢武汉校友会和 96 届化学系校友在我们呼

援的第一周迅速筹款，浙江暨杭州校友会经济金融分

会延长捐款日期积极

发动当地校友筹措更

多捐款，江西校友会

的后期增援，87 级外

贸校友和海洋系校友

捐赠大批防护物资；

美洲校友会第一时间

决定把武汉捐赠余款

及防护物资转赠支持

纽约，南加校友会分

享抗疫采购经验，西

雅图校友会携 80 级外

贸校友捐赠防护物资

给养老院。另外，我

也非常感谢我们志愿

者小组的所有校友战

友们，正是因为你们

的辛勤无私付出才能

让我们的防护物资及

时送达医护人员手中

.

虽然大纽约地区的

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我们并不能放松警

惕。随着天气转凉，第二波、第三波疫情随时有可能

出现。经历了这半年的齐心协力，厦大大纽约校友会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厦大人精诚合作无私奉献

的精神。山川异域风月同心！我们相信有校友朋友间

跨越国界的携手抗疫，我们终将战胜疫情，让我们的

生活早日回归正常。

附件：

厦大大纽约校友会捐赠活动详细汇总，欢迎广大校

友、捐赠人士的监督查询。

1. 捐款捐物来源汇总

• 捐款

金额 >$300:

武汉校友会（RMB63688），浙江暨杭州校友会经济

金融分会 （RMB66120），96 届化学系（RMB24000），

江西校友会（RMB10600），美洲校友会（转武汉捐赠

款 USD2000）

Huailing  Wu,  songkai  yan  ,  Jun  Xie,  Ding  Wang, 
Jicheng Ye, Zhidong Fu, WendyWen, Jianguo Wu, serena
�zhang, 吴娇 ,  Maggie 尹 , 许浩 , 张丽红 , 赖云

舟 ,  盛芳梅，温案峰

其他捐款人：

sherry guo , Li Lin , Liu Actuarial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 Hongtao Lu , Wenguang Lin , Xi Chen & Bo Wang , 
Xiaodong Yang , xu zhang , Oscar Liu , Chun Zhen , hong 

wu  , Yinghua Huang  , 
Xiaowu Chen  , Aiqing 
Chen , Lina Huang , Li 
Zhang  ,  Danjian Wu  , 
Esther Li , sherry guo , 
Yan Liu , Sophie Chen 
,  sherry  guo  ,  Xiaotie 
Jiang  ,  Keyang  Xu  , 
Kai Tang , Wangzhi Li 
,  Junshuang  Zhang  , 
daming  zhang  ,  Qi 
Zhuo  ,  Yafei  You  , 
Si'an Xu , Mingzhu He 
,  Feipeng  Chen  , 
Danjian Wu , ying he , 
Shaoling  Shang  , 
Wenjing Wu  , Xunmo 
Yang  ,  Zhengqing 
Huang  ,  Yuxin  Ding  , 
Junli  Sheng  ,  Nan 
Wang  &  Yan  Yang  , 
Baiqian Mou , Baiqian 

Celia Mou  ,  Jun Xie  , Kimberly Sussman  , Yawen Liu  , 
Xiaojing Qi , Chong Li , Chentao Yu , zhengming chen , 
Fan  Wang  ,  Hongjun  Guo  ,  KSR  COMFORTEX,INC  , 
Ming  Tian  ,  WUSHUANG  TIAN  ,  Baiqian  Mou  , 
Jingnong Lin , YUAN SHEN , Chentao Yu , Xiong Wang 
, Lisha Luo , Jiayuwen Qi ,care home sweet home, 张晔，

李华珑，叶向阳 ,  林妙灵 ,  李洁，江西校友会

（许旭高 , 周广明 , 刘艺 , 曾小兵 , 邱成娟  , 邱

敏 , 秦晓林 , 郑想 , 潘惠华 , 章贵军 , 梅洪鑫 , 

刘宗仁 , 万学东 , 施群 , 万程骋 , 梅洪钧 , 罗娇

 ） ，厦大海洋系（戴民汉、商少凌、李忠平、郭香

会、唐甜甜、何碧烟、刘茜、杨爽、许艳苹、杨艳、

黄韬、许懿、王丽芳、王哲、陈君慧、戴溪、张衎、

袁忠伟、解兴伟、韩郁烨、吕文菁、陈宝山、李永

虹、上官明佳、余小龙、王道生、林供、武秀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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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霞、闫静、吴静汇、刘阳洋、李薛、王俊帏、汪永

超、林燑、林华、燕晓磊、宋鲁平、杨毅、赖文典、

陈粮峰、王贵华）

• 捐物

1. 美洲校友会捐赠 1950 副护目镜 (武汉捐赠物资

转赠 )

2. 西雅图校友会携 80 级外贸系校友捐赠 1850 个

KN95 口罩和 18 件防护服

              3. 戴汉民院士及海洋系校友捐赠

95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4. 87 级外贸系校友包括周贤建、蒋建军，于伟娜

等捐赠 1200 个防护面罩及 1050 副护目镜

5. 96 届化学系校友吴怀玲捐赠 300 个医用口罩和

350 个 KN95 口罩

6. 94 届经济系校友张大明捐赠 65 件防护服

7. 硅谷校友会肖潇捐赠 300 个医用口罩和 20

副护目镜

8. 94 届哲学系校友张君双捐赠 100 副护目镜

9. 00 届数学系校友刘智华捐赠 100 个医用口

罩

2. 捐款花销去向汇总

• 购买抗疫物资花费清单：

4/1 购买 1750 个 V-4000 N95 口罩人民币

￥42000 元；

4/6 购买 370 个 3M 口罩美元 $1295；

4/6 购买 425 件 Suntech 防护服美元 $5100；

4/8 购买 3960 个宝康 KN95 口罩和 100 件进

ICU 的防护服 $8636

4/10 购买 250 件 Suntech 防护服美元 $3000；

4/18 购买 500 件 Dupont 防护服 美元 $4630

5/1 购买 1000 个夏丽 KN95 口罩人民币

￥17871.51

5/2 购买 100 件进 ICU 的防护服美元 $2000

5/10 购买 75 件防护服美元 $900

5/15 购买 1000 个 KN95 口罩美元 $1850

5/16 购买 1000 个夏丽 KN95 口罩人民币

￥13116.50

6/1 支付美元 $1000 给 46 Mott street 中餐

馆用于 district65 老人免费食物发放

6/3 购买 3000 个普通口罩美元 $780

另外，邮寄捐赠物资运费总计美元 $709.67

因为七月之后纽约疫情控制相对稳定，我们还

剩余部分捐赠物资，含 1580 个 KN95，普通口罩

750 个，护目镜 30 副，防护服 38 件。因为全美

和纽约新冠病例仍有增加，有说法秋冬季新冠疫

情可能来第二三波，我们准备到时再把剩余物资

捐赠给纽约的受赠人。如果接下来纽约疫情控制好，

防疫物资充足，我们会把剩余不多的物资捐赠给美国

其他疫情严重的州。

• 受捐单位汇总：

3. 本次捐赠志愿者小组成员名单 

总协调： 吴娇

财务组：胡倩倩，黄晖

捐物联络组：张琪，张大明 

医院联络组：张旭，刘智华，张琪，吴文静，赵浩

晗，Serena，温迪

物流组：张君双，李博，林立，刘其才

采购组：吴娇，刘其才

宣传组：Serena，张旭，张琪，吴文静，赵浩晗，

林利，董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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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阳光下的厦大南加校友会  

“ 一校一医院 ” 捐赠活动
张鼎健 1994 届 美术系

专业医生校友弱弱的求援消息  
截至 3月 27 日，全美国确诊新冠状病毒的人数已

经超过十万。早在几天前，南加州厦大校友会的群里

面，就开始陆续从讨论个人购买口罩，慢慢地开始关

注社区的安全。有校友从国内找资源采购到口罩送给

超市的工作人员。有人收集到口罩和手套资源交给社

区的警察。让这些在特殊时期还在保证社区正常运行

的工作人员不会在病毒面前裸奔。同时，慢慢大家关

注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医院其实很多工作人员很多口

罩和防护服并不充分。3月 22 日下午，厦大 83 级生

物系的丁福兵学长，在群里弱弱地发出一个求援消

息。

“各位校友如果愿意捐赠口罩等保护设备，找不

到地方，欢迎捐给我们医院及我了解的医院。现在我

们进确诊阳性病例病房，医院要求我们只带外科口

罩，N95 很缺。防护服也是很简单的很薄的几乎透明

的隔离衣，不能盖头和脚。KN95 也行，总比外科口罩

好，KN95 外面再加一层外科口罩就可以了。我的医

院： 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adventist 

health at Los angeles.”

而丁福兵学长所工作这个医院，也正是洛杉矶主

要市中心接收新冠状病毒阳性检测收治的主要医院之

一，居然也这么缺少物资。医护工作者正是我们普通

人的守护神，他们居然在施虐的病毒前几乎也是裸

奔。一时间，大家纷纷开始讨论如何保护我们的医护

工作的活动立马开始了。

南加 “ 一校一医院 ” 捐赠活动迅速开展  

几十分钟内，南加校友会 99 级化学系倪锋，90 级

美术系张鼎健牵头。由 03 级化学系孙淑婷来主持，

发动起一个【南加“一校一医院”捐赠活动 】。很

快捐赠义工小组就迅速在线成立，校友中有专业的国

际物流校友，也有专业医疗资格审核的医学背景的校

友，也有愿意找到合乎资格医疗资源的校友。迅速在

线协作，各自出力，当天晚上淑婷同学就发出捐款和

捐物的倡议书：

亲爱的校友们大家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目前已进入除中

国外的其他国家爆发阶段，据我们的校友，83 级生物

系丁福兵学长反映，他所在的医院 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adventist health at Los 

Angeles，现在医护人员进入确诊阳性病例的病房，

医院要求他们只带外科口罩，N95 很缺。防护服也是

很简单的很薄的几乎透明的隔离衣，不能盖头和脚。

此外，据丁学长了解，南加还有其他好几个医院也紧

缺防护物资。因此，厦门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向广大校

友呼吁，作为身在海外的厦大校友，非常时期我们尽

自己的一份力，希望汇聚厦大校友们的力量，为这次

灾情献一份爱心出一份力， 共同守护我们居住的地

方。

此次捐赠，我们会将捐赠款项用于采购医院需求

的防疫物资，如口罩、防护服等；初期阶段，我们会

把物资捐赠给福兵学长工作的医院，同时，我们也在

收集南加地区其他医院的防护物资需求，到时会视我

们获得的捐赠款、物资与医院实时需求，扩大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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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他更急需的医院。

捐款方式如下：

*美元捐款（打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账户，请注

明“南加捐赠专项”或者英文“SoCal Hospital 

Donation）：

1. Zelle( 强烈推荐转账方式 )：

xmuaaa@gmail.com

2. PayPal：paypal@xmuaaa.org （请选择

Personal/friend 方式，不要选择 Business，否则会

被 Paypal 收取手续费）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是美国联邦注册的

501(c)(3) 组织，校友们的捐款可以免税，也可以在

公司申报配捐。

*人民币捐款（捐赠款项会进行每日更新，及时发

到群里告知大家）：

1. 微信：微信转账支付人民币至孙淑婷（微信

号：shooting_sun）

2. 支付宝：支付人民币至张鼎健（支付宝账号：

dj1011z@hotmail.com）

* 物资捐赠：

如果您有合适的防护物资，请跟我们联系

（wechat ID: shooting_sun），我们跟医院核实是否

符合使用标准后，会告知捐赠邮寄地址，您可以直接

邮寄给医院。

我们校友会会把所有实收款项用于疫情防控。保
持财务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并接受校友们的监
督。

很快地，各位校友出钱出力，有的捐出了手头多

余的口罩，包括一些在特殊时期非常珍贵的 N95 各种

型号。同时，人民币和美金，不在乎多寡，纷纷从微

信，支付宝，PayPal，Zelle 转入。截止到 3月 27 日

深夜，淑婷同学统计下来，已经收到捐助款

RMB¥20100 元，美元 $4050 元。同时，还收到一些爱

心人士的捐赠的物资，包括许多是非厦大的校友。

南加校友义工精细分工专业协作  
整个捐赠义工小组按工作内容分为以下 5个小

组，其他新加入成员可以报名接龙进入各个工作小

组：

1）校友捐款统计小组（张鼎健、孙淑婷）：目前

我手边能够实时更新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美元捐款因

为是打到校友总会，所以需要等他们那边给南加这边

udpate，淑婷直接在对接财务长关山鸿学姐）；

2）国内靠谱货源对接购买小组 （谢少峰、于

迟，孙淑婷）：这个是最重要的小组，需要大家确认

货源工厂资质，fda 证书真伪，比价，力求靠谱；

3）物流运输和清关小组 （陈华氢、田静，

Lisa）：这个小组跟第 2）小组紧密合作，保障购买的

物资能够顺利清关入关，及时运送到 LA；另外，也负

责本地捐赠物资递送给丁师兄货医院的 logistics 安

排。

4）校友捐物统计小组（黄晓娜、陈顺英、

Grace、黄晓艳、孙淑婷）：有校友手边有少量防护物

资可以直接捐出来，该小组做好捐助物资统计，跟第

二与第五小组合作，确定可被一线医院医护人员使

用；

5）医院需求总结对接小组（丁福兵，黄晓娜、孙

淑婷）：负责汇总医院需求总结，确定购买物资的

priority，保障给一线医院送去最急用的物资。

6）宣传小组（张鼎健、赵玲、田静）：负责本次

捐赠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包括新闻稿撰写，宣传资

料整理灯。

关于第一、四、五小组的工作，淑婷组长已经做

了 Google sheets，大家可以直接录入，减少工作

量。然后校友之间协作及时沟通，及时改进。

南加校友保持社交距离的爱心交接  
3 月 25 日，一批合格的物资收集后，从不同的校

友之间在特殊的疫情期间，完成了一次非常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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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接。看照片：

在加州最新法规的要求下，保持社交距离，但是

又要交代清楚物资的情况，顺利交接。

保持社交距离，初步完成一个小任务下几位校友

特殊时期特殊距离的合影。

3月 26 日，淑婷同学和南加高校联盟校友会罗会

长那里化缘到一批物资。立马和丁福兵师兄取得联

系，与 27 日完成又一次的顺利捐赠交接。

既是科技创业公司的 CEO，也是化学科学家的淑婷

学妹，一个女士扛着五六个箱子，此次捐赠活动劳苦

功高的厦大 03 化学系小学妹。

同时，南加厦大校友会还在赠品上贴上了这份温

馨的给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问候：

We salute you, our most courageous 

warriors!

Thank you for your sacrifice! You risk your 

life battling the virus on the

frontlines, saving lives that are in 

danger, and protecting our community

from this pandemic.

Please accept our donation of protective 

gear to boost your morale.

Please stay safe and healthy!

United together as one global community, we 

are strong and will win this

battle!

From: Xiame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中文大意）

我们向您，我们最勇敢的战士致敬！

感谢您的牺牲！ 您冒着生命危险与病毒对抗

前线，挽救处于危险中的生命并保护我们的社区

从这种大流行。

请接受我们捐赠的防护装备以提高您的士气。

请保持安全健康！

作为一个全球社区团结在一起，我们坚强并将赢

得这一胜利

加油！

来自：厦门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来自医院的反馈和感谢

虽然全美的疫情非常严重。但是南加可能得天独

厚的灿烂阳光，或者测试设备的不齐备。暂时比起纽

约还似乎来得没那么恐怖的发作。但是，我们都知

道，此次的新冠状病毒有着非常地不可以预测性。但

我们还是选择不去恐惧，去好好面对，尤其重点每一

个好好呆在家中，同时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一线的医护

工作者们。

丁师兄是虔诚的教徒，非常谦卑地给校友回复：

“谢谢各位校友在疫情期间的爱心鼎力相助。我

们还要继续打完全场。还记得上个月把教会的口罩全

部收集好带到国内医院，后来又在国内采购送到湖

北。现在又轮到我们自己缺乏医疗物资。病毒并无国

界，也不分种族。

我们一起努力战胜疫情！”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医院给我们厦大南加校友会的

感谢邮件。

其中，邮件

中的 personal 

protecting 

equipment 简

称 PPE。包括口

罩、面罩、手

套、防护服等

医用防护物

资。

以上这不到

一周的时间，

仅仅只做了一

小部分的工

作。只帮到一小部分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拍了视频照

片给我们，但在拖沓的官僚主义下，我们为保护这些

最可爱的人，只有大爱的医护工作者，我们暂时不刊

出他们的照片。

南加校友“一校一医院”还在行动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捐赠资金，捐赠物资

无论您是否厦大校友

无论您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

就像当年厦大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一样

不计个人得失，为了教育

为了华人的未来

面对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白衣天使们

我们尽我们一份绵薄之力

去保护他们

让他们在前线可以得到好的保障

病毒没有国界和种族

厦大南加州校友会的学子们

正践行着厦大校训的精神

为了战胜人类共同的敌人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欢迎您加入我们

一起去战胜这次的疫情！

由于篇幅有限， 南加校友会  的 “ 一校一医院 ” 捐赠

活动 “ 文章不能悉数刊登， 感谢 2000 届国际新闻

专业赵玲等校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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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化缘， 南加校友是认真的！

张鼎健 1994 届 美术系

上一篇文章发出是 3月 28 日。从 3月 22 日南加

校友开始进行南加“一校一医院”捐赠活动开始。

南加州校友群中，已经有十几位校友为了这个捐赠活

动忙里忙外，到处找到合格的货源，然后用个人的时

间，真实的行动，冒着危险走出家门，一家一家的供

货商，一个一个的捐赠目标医院。然后落实到真正科

室一线，把我们的防护服真正地递送到医生，护士的

手中。

厦大南加校友们奔赴抗灾捐赠的一线  
厦大南加校友们，自己用私家车，冒着大雨和烈

日把一箱箱的防护物品送到最需要的白衣天使们的手

上。其实除了临时没有戴口罩的校友们看得到脸之

外，大部分因为戴着口罩，导致在编辑的时候也无法

全部辨认清楚哪位校友是那位。

除了在一线捐赠的校友义工，还有跟着国内时

差，不停地落实各地合格资质和物流通关等情况的物

流组，医疗用品防护组。

让医生护士安全地回到一线工作岗位  
因为这批物资特别齐全，尤其是通过厦大 83 级的

丁福兵师兄，直接在医院工作，非常清晰那些部门极

为需要，专门“跑关系”把最有用的物资直接交到

一线医生护士的手上，让他们安全地回到一线的工作

岗位。淳朴善良的不同族裔的医生，都非常感谢地对

着丁福兵师兄的手机，说出感谢厦门大学的话语。而

南加校友会标志和厦大校徽的字样，不断出现在美国

医生护士的抗疫第一线。

此次捐赠得到全球校友及善心人士大力支持  
截止 4月 20 日，南加厦门大学校友会总计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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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7.00）, 共捐赠 N95 口罩 3190 个，普通医药

与医用外科口罩共 14680 个、护目镜 100 个，防护面

罩 200 个，防护服 125 件，捐赠对象覆盖了南加洛杉

矶与尔湾地区的 11 家医院，养老院（nursing 

home），并在获知其他州缺乏物资的情况下，捐赠范

围拓展到了密歇根与弗罗里达州。医护的口罩情况缓

解了，他们又转向防护服等其他需要的 PPE 物资，他

们说只要社区还有医院有需要，他们的捐赠活动还将

继续下去。

以上表格是参与该捐赠活动的所有全球校友及爱

心人士名单。同时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位校友不但

是出线，再出钱，然后再出力的义举。

南加校友“一校一医院”在行动

无论您是否厦大校友

无论您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

就像当年厦大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一样

不计个人得失，为了教育

为了华人的未来

面对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白衣天使们

尽我们一份绵薄之力

去保护他们

让他们在前线可以得到好的保障

病毒没有国界和种族

厦大南加州校友会的学子们

正践行着厦大校训的精神

为了战胜人类共同的敌人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欢迎您加入我们

一起去战胜这次的疫情！

我们无法改变历史

但希望我们不负这个历史时刻

到处化缘和幸福的烦恼

我们还有运费的缺口

此次南加校友会发起的这次捐赠活动，不管是 03

化学最劳苦功高的孙淑婷小学妹，不断到处求人，“

化缘”要最好的物质，要最好的价格。同时每天还

要整理及时的记录给到南加校友会给所有校友监督。

同时，99 化学倪锋和 03 化学孙淑婷，90 美术张

鼎健一起到处化缘，也得到厦门和宁波的校友慷慨的

物资捐赠。

（1）3000 个口罩，100 套防护服，货在深圳；

（2）450 个护目镜，400 个防护面罩，3000 个口

罩，货在厦门；

（3）2000 个口罩，货在宁波；按目前涨价后的邮

费算（>100 元 / 公斤），

我们还有 3000 美金的运费缺口  
拿到物资后，但是，幸福的烦恼也来了。却因为

缺少从国内三笔需要邮费预算，缺口大概还是之前讲

的 $2500-$3000 之间。而我们也去找了航空公司的熟

人，希望可以得到免费帮忙运过来的航运，但因为航

运实在太紧，没有化缘到免费的航运。所以再次求助

更多的全球校友，得到这笔运费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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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流成河， 爱心传递  
——西雅图校友们抗击疫情实录  

李沫 1998 届 海洋系

看着最后一箱物资放到邮局发往纽约的发送箱

里，校友们擦擦起雾的眼镜，松了口气。这批近

2000 个 KN95 口罩和几十套防护服，是西雅图校友们

紧急捐赠给纽约校友会的第一批援助物资。

这次新冠疫情在美爆发后，西雅图是疫情最严重

的城市之一。为了支援本地医院养老院的医护人员，

配合本地民众抗击疫情，西雅图校友会向本地校友们

发起捐赠防护物资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最

近西雅图疫情趋于平稳，防疫物资供应相对缓和，而

纽约地区的疫情形势愈演愈烈，个人防护物资十分缺

乏，所以西雅图校友会决定把现存的物资，转捐给纽

约校友会，以帮助纽约地区的人们度过难关。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分装整理，终于打完包，校友

们目送这 7箱防护物资进入到邮寄箱，才拍拍身上的

泥土，收拾东西回家。

2020 年 3 月底，美国第一例新冠病人病例在西雅

图确诊。4月中，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也发生在西雅

图。由于西雅图本地的医院和卫生防护部门没有做好

准备，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医疗防护物资出现了紧缺

的局面。当地政府向社会发出了求助的信息。本地的

华人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友爱互助精神，纷纷捐款捐

物，以支援本地的医院，养老院和医护工作人员。厦

门大学西雅图校友会经过讨论，联合华盛顿州中国总

商会基金会，于 3月 20 日正式启动捐赠通道。

捐赠倡议书在西雅图校友会群里以发出，就得到

校友们的热烈反应。一些平时在群里很少发言的校友

们，都开始积极行动。那些平时忙于工作，很少看微

信的校友们，也匆匆赶来，纷纷慷慨解囊，献出一份

爱心，不论数额多少。捐赠倡议一经发出，在 5天内

筹到了 $4250，用于购买防护物资。许多校友除了捐

款，还捐赠了 KN95 口罩，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很多

防护物资。由于快递受限，运输受阻，许多校友纷纷

动用各自资源，从国内采购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

运到美国来。80 级外贸专业的学长们，集体购买了 1

西雅图分会联合华州中国总商会参与防疫物资捐赠

厦大美洲校友会西雅图分会

华盛顿州是新冠病毒的第一个确诊和死亡病例的

发生地。随着新冠病毒疫情不断发展，华州确诊感染

人数剧增，华州医疗资源倍感压力，医疗防护物资告

急。作为厦大学子华州居民，我们觉得有责任和义务

为社区出一份力。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西雅图分会经

过多次讨论认证后，决定与华州中国总商会一起来组

织这次捐赠活动，并在 3月 21 日正式开通捐款捐物

渠道。

随后我们开启抗疫爱心接龙，通过校友们的共同

努力，在 48 小时时间里完成 $4250 的捐赠！之后还

收到校友们包括 7900 个口罩和防护服。校友会（含

80 外贸校友们）把现金和物资以西雅图校友会的名义

捐赠到华州中国总商会基金会，用于购买防疫物资，

同时把物资送到急需的医院养老院，并第一时间向校

友们公布资金去向和捐赠情况。同时校友会捐赠通道

一直开放 ,校友可以通过校友会捐赠资金或物资，现

金用于购买防疫物资，防疫物资被直接或间接送达到

有需求的医院或医务看护人员手里，效率很高，缓解

了一些医院养老院的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在当地影

响很好，树立了华人良好形象。

3月 31 日和 4月 1日 李沫，王洋和周红华一行代

表厦门大学校友会和厦大 80 级外贸校友连同华州中

国总商会前往 Fred Hutchison 癌症研究中心，

Bellevue 市政厅，Virginia Mason 医院和 UW Valley 

Medical Center 等社区医疗机构，警局及消防局进行

爱心捐赠，共捐出 8000 多个口罩，50 个防护服和

200 多双医用手套。捐赠活动受到关注，当地电视台

KIRO7 还进行了报道。受捐赠的医院代表非常感激，

Virginia Mason 医院的 CEO Dr. Gary Kaplan 特地

写了邮件感谢工作组。

随着校友们的捐赠物资进一步到位，厦门大学校

友会的捐赠活动继续如火如荼的进行！疫情非常时

期，热心校友们团结一心，共同支援我们的社区，彰

显厦大精神！我们心手相连，滴水汇江，同心抗疫，

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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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口罩，分数批从国内寄来，寄到不同的校友们的

家里，然后再收集起来，捐赠给当地的医院和医疗健

康机构。有些校友们订购的防护服和口罩辗转数个城

市，几经周折，数个星期之后才寄到。每批口罩一经

寄到，便迅速分发到各个急需的地方医院。此次捐赠

中的不少校友，在国内疫情紧张时，已经

给国内武汉疫区医院捐赠过，现在西雅图

地区疫情严重，需要救助，他们再次慷慨

解囊，献出爱心。因为校友们有着共同的

目标和心愿：为社区出一份力，大家一起

抗击疫情！

本次捐赠活动，厦门大学校友会和华州

中国总商会基金会合作，为数 10 家机构，

捐出上万件防护物资（含医用口罩，手

套、防护服及护目镜等）。还有校友驾车，

亲自将物资送到医院，养老院等急需防护

品的地方。医护人员都称赞这真是雪中送

炭，并感谢来自华人社区的关爱和保护。

捐赠得到了受赠单位由衷的感谢和肯定，

一些机构用卡片，社交媒体等方式表达他

们对我们捐赠工作的感谢。校友们的这些

爱心行动，也被主流媒体如 KIRO7, King5

等电视频道报道，获得社区首肯。

在西雅图疫情得以缓解之时，我们校友

们通过微信群，收到了来自纽约校友会的

求助，了解到纽约的疫情比较严重，防护

物资缺乏，前线医护人员十分危险。这

时，我们西雅图校友会还剩有一些抗疫物

资，于是我们马上集中一些手头有的口罩和防护服，

快递运送到纽约，通过纽约校友会捐赠到急需的医院

和社区，以支援纽约的抗疫行动。80 级外贸的学长们

也集体向纽约校友捐款捐物。纽约校友会收到我们的

捐赠物资，迅速发放到急需的医院和养老院，对我们

西雅图校友们的及时救助表

示由衷的感谢。

疫情非常时期，我们厦

门大学校友们用各种形式为

社区出钱出力，把我们对社

区的关爱，用自己的行动展

现出来。春雨润物细无声，

我们校友们对社区的爱心行

动，融入到华人对社区的疫

情救助活动的洪流中，让社

区人们感受到我们华人参与

支援建设社区的决心和行动

力。 将来的疫情形势会如

何发展还不是很明朗，但有

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疫情

终将过去，那时候我们厦大

学子将继续与本地居民一起

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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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感激  

孙淑婷 2007 届 化学系

南强凌云志   ，  洛城济世心  
厦大南加州校友们有一个 300 多人的微信群，跟

动辄拥有好几个微信群的大校友会相比，算得上迷

你。平时大家在线下通过年度的博饼活动、松竹梅野

餐会、或是新年迎新活动，得以见面沟通交流；线上

的校友群里，偶尔会有对某些话题的热烈讨论，虽然

有时候相当激烈，但大多数交流还是足够理性，校友

群“松而不散”。美国疫情发生之初，跟其他大部

分群组一样，南加校友群里也充满关于疫情的各种信

息，大家分享关于疫情的最新新闻与报道、科普辟

谣、或是疫情期间个人与家庭抗疫的各种准备与相关

资源信息。对校友会活动一向热心的丁福兵师兄（83

级生物），因为在接收 Covid-19 患者的一线医院工

作，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一线医院工作人员对疫情的

认识与信息，对缓解疫情发生早期大家普遍存在的恐

慌感，非常有帮助。

3月下旬开始，校友群陆续有各个华人团体组织捐

赠的活动信息，22 号晚上，丁福兵师兄在群里发了一

条信息，说如果大家有多余的口罩等物资，可以考虑

捐给他们医院，因为一线医护人员实在太缺防护物资

了，进确诊病例病房时，只有普通外科口罩，N95 口

罩更缺，防护服也是那种很

薄的透明隔离衣；这时大家

才意识到一线医院的物资匮

乏竟然如此严重。很快，南

加校友会张鼎健（90 级美

术）与倪锋（99 级化学）牵

头，我们发动起南加“一

校一医院”捐赠活动，迅

速在线成立义工小组，正式

进入抗疫活动的“下半场

”。

捐赠活动受到了南加校

友们的大力支持，大家纷纷

捐款捐物资，活动第三天就

将第一批物资（50 个 N95，

300 个普通医用口罩）送到

了福兵师兄手中。活动初

期，我们在校友群每天进行

当日捐赠与物资递送信息的

实时更新，后期捐款速度放

缓之后，做到了每 3-7 天进行捐赠信息的汇总更新，

并对物资递送信息进行实时更新（捐赠活动实时汇总

更新记录可以查看：

https://www.dropbox.com/sh/loxxdp1gosz2pgq/AAA

ZEFegCp-ElKQ1EL-OcjGea?dl=0）。

国内疫情开始以后，海外华人群体纷纷在所居地

大量采购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捐助国内，因此，美国

疫情发生之时，在美国当地已经很难找到品质合格的

防疫物资了。所以，我们的捐赠活动遇到的第一个困

引子： 从 3 月 22 号晚上收到第一笔捐赠款项 ， 到 6 月 1 6 号完成最后一批抗疫物资捐赠，

厦大南加州校友会的 Covid-1 9 抗疫捐赠活动历时近三个月 ， 筹集捐款人民币 77,097.76

元， 美元 $9,657.51 ， 折合美元共计 $20,524.45， 捐赠范围覆盖南加地区医院、 养老院共

计 23 家， 并通过校友网络， 将捐赠范围拓展到了密歇根、 佛罗里达与北加州 ； 累计捐赠

N95/KN95 口罩 4,785 个， 普通医用与医用外科口罩共 20,830 个、 护目镜 550 个， 防护

面罩 600 个， 防护服 5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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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就是找到靠谱且价格合适的防疫物资货源。义工小

组分工合作，成立专门的货源对接购买小组（谢少峰

（83 级化学），于迟（91 级国贸），孙淑婷（03 级化

学）），大家开始研究口罩标准、型号与 FDA/CDC 的相

关政策要求，确认货源工厂资质，验证 FDA 证书真

伪，并发动各种资源尽力搜寻靠谱货源。那段时间，

大家经常在很晚的时候还在电话讨论，实时跟踪更新

FDA 发布的 EUA（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文

件，以及中国国家商务部出口厂家白名单，在早期甚

至直接联系了 FDA 问询 EUA 与 CDC 规定不明确的地

方，生生让自己学习成了口罩标准的半个“专家

”；后来证明，这些功夫没有白费，当一些供货商或

者厂家号称自己取得 FDA 或者 CE 资质，并拿出所谓

证书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地鉴定是否确实

有效，并在北美兄弟校友会（厦大纽约校友会）开展

捐赠活动之后，把这些前期学到的经验和知识跟大家

分享，并帮助他们鉴定找到的货源资质，大大提高了

采购物资的效率。

防疫物资货源确定以后，物流运输小组开始发挥

作用。由于有部分物资从国内直接发出，从事物流行

业的南加校友陈华氢（97 级 MBA）给了很多关于运

输、清关的有用建议；校友张晓青（88 级国贸）和于

迟（91 级国贸）更是自己出钱直接将从国内购买的捐

赠物资运送到了洛杉矶。为了保证物资能够快速运达

美国，我们采用了拆分成小包裹快递运输到多个美国

地址的方式，校友群里征集包裹接收地址的消息发出

后，很快收到多位校友的回复，在校友田静（97 级外

文）、林玉意（12 级会计硕）的协调下，我们选择了

地址相对较为接近的九位校友（丁福兵（83 级生

物）、黄晓艳（87 级海生）、易莲（87 级会计）、于迟

（91 级国贸）、陈华氢（97 级 MBA）、田静（97 级外

文）、林玉意（12 级会计硕）、黄晓娜（04 级 MBA）、

孙淑婷（03 级化学）），作为国内第一批邮寄物资的接

收地址，物资顺利收到后，田静和玉意两位又不辞辛

苦，到各个地址收集完成后，送达丁福兵师兄手中。

后来，由于捐赠物资和款项进一步增加，南加其

他医院也通过校友们向我们发出问询，是否能够捐赠

一些物资给他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医院的物资

需求情况，结合我们收到或购买的物资，经义工小组

讨论同意，我们将捐赠范围拓展到了多家南加地区的

医院，后来进一步拓展到养老院（nursing home）与

几家外州医院 /养老院等机构，尽力做好物尽其用，

高效配送。适逢南加开始实行 lock down 居家令，及

时将捐赠或采购的物资送达接受的医院或养老院，在

疫情笼罩之下其实相当困难，但多位校友志愿报名加

入了物资递送的队伍，自己开车运送物资到医院，有

时候有些运送单程就要一小时，还有好几位校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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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次的递送任务，并把自己家人也拉入志愿者队伍

一起完成递送任务。居家令下，路上的车辆较以往少

了很多，感谢这些勇敢的志愿者们：田静（97 级外

文）、林玉意（12 级会计硕）、杜一德（校友林玉意

（12 级会计硕）的孩子）、陈顺英（2010 级 EMBA）、

丁福兵（83 级生物）、于迟（91 级国贸）、张新雄

（79 级物理）、洪蘋（79 级物理）、谢少峰（83 级化

学）、林怡斌（校友郭瑄（84 级化学）亲戚）、卓冰

（06 经研）、孙淑婷（03 级化学），三个月来，在这

个春末夏初的天使之城，将一份份爱心与守护传送到

了守护大家的白衣天使手中；感谢美洲校友会陈强师

兄（78 级化学）、关山鸿师姐（83 级计统）、吴丹健

师姐（84 级物理）在南加校友会捐款接收渠道方面的

大力支持；更感谢积极捐钱捐物的南加各位厦大校友

（名单见文末“捐赠人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上至

77 级的学长学姐，下至仍在读小学的厦“二代”，

南强学府的“爱心奉献”精神，在洛杉矶这座天使

之城传承发展，在疫情肆虐的阴云下，带来爱心善意

的点点星光。

万里尚为邻， 相扶无远近  
南加校友会的医院捐赠活动信息发出后，校友们

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与各个群组，身在世界各地的其

他厦大校友和非校友爱心人士看到后，也纷纷联系我

们要参与捐赠活动。我们收到了来自北美其他地区

（怀俄明州、北加州、宾州、休斯顿、亚特兰大）、国

内多地（福建厦门、湖北孝感、湖北咸宁、内蒙古、

浙江丽水、江西萍乡、上海、广东东莞、浙江宁波、

广东深圳）以及澳大利亚的校友与爱心人士们的大力

捐赠（名单见文末“捐赠人名单”）；此外，宁波市

慈溪市政府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校友在朋友圈转发的医

院捐赠信息后，也决定捐赠 2000 个普通医用口罩。

尤为感动的是，来自刚从疫情中慢慢恢复的湖北孝感

的爱心人士，看到我们的医院捐赠活动后，几位同学

发动起中学同学，到家附近的药店采购仍很紧缺的口

罩，汇总后马上快递给我们。除了捐钱捐物，很多校

友们还纷纷提供资源对接等各种信息，校友邓国川

（83 级物理）、叶小平（99 级建科）帮我们联系对接

国内可能具有资质的口罩厂商、检测试剂等抗疫物资

货源；校友魏华海（93 级化学）将前期总结的口罩标

准与型号信息分享给我们，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

内容；校友李纪军（03 级化学）在后期国内抗疫物资

很难出关运输的情况下，帮我们联系物流公司，最终

顺利将一笔捐赠物资运达洛杉矶。病毒没有国界和种

族，同住地球村的我们，万里为邻，相互扶持，这样

的共识让大家在困难时期彼此帮助，因为我们知道，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被彻底控制之前，没有一块绝对安

全的净土；而彼此的守望相助，是抗疫中最温暖最强

大的力量，给大家带来信心与希望。

晨钟晓建南， 寤寐念君安  
就像再大的孩子，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孩子一

样，每位厦大毕业生，不管离校多久，永远都有与母

校那根紧密的纽带相连。得知我们的捐赠活动后，母

校化学化工学院的林清育老师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要捐赠一批口罩给校友会，并迅速安排快递，顺利抵

达洛杉矶；化院的章慧老师、李耀群老师也慷慨解

囊，捐款支持我们的医院捐赠活动；海洋学院的戴民

汉院士、商少凌老师听说我们的捐赠活动后，组织海

洋学院师生捐款，由王贵华老师专门联系购置医用外

科口罩，运达洛杉矶与纽约，支持南加与纽约校友会

的捐赠活动。“晨钟晓建南，寤寐念君安”，在厦

大的日子，我们感受到青春美好与热爱，而离开厦大

后的日子，我们仍感受到爱心思念与关怀；重视学

生，重视校友，是厦园的内在基因，也是每个厦大学

子为何在毕业多年后仍魂牵梦萦那座山，那汪湖，那

片海的原因所在。

Together,  We  Fight  the  Virus!  
2020 年，注定会以不平凡载入人类历史。这个春

夏，我们经历了太多震惊，太多遗憾，太多愤怒，太

多匪夷所思，太多感动……也许这是自二战以来全

世界人民遇到的最大挑战；疫情阴云笼罩下，还夹杂

着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love & peace 仿佛从未

像现在一样好像不可抵达，而久居家中抗疫的人们，

却无比怀念并期待起可以呼朋唤友自由走动的日子。

尽管网上充斥着似乎远超以往的各种冲突矛盾言论，

亲身经历这几个月捐赠活动的自己，仍然感受到了人

性之善发出的点点光芒，就像一颗颗寒冬中露出新芽

的种子，定会有一夜春风后一碧千里的那天，我愿意

相信，也期待那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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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研根植在抗疫的大地上
刘钟栋 2006 届 化学系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nCOVID-19）疫

情，改变了 2020 开年的生活。

从医学科学院传来的信息判断出来者不善后，我

立刻从赴日本开会的途中调头返航，在国门封闭前回

到中国大陆。由于不是从疫区国家回国，避免了隔

离，我可以自由的策划应对疫情之计。此时国家科技

管理部门及时发文，要求科技界、科研人员、院所师

生投入抗疫运动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因此我们因势利导，调整了团队的研究侧重点，

进行了疫情期间力所能及的工作。目前，应届毕业研

究生的抗疫论文已被录用，抗疫专利产品的生产线已

经试车成功，绝地反击曙光乍现。

2002 年的非典疫情期间，我兼职的国家协会在广

州举办了中国大陆最后一届国际展览会，全球万人规

模的来宾无一人感染，皆拜使用“栅栏效应”预防

所赐（见图 1）。

我团队认为：在新型冠状病毒无疫苗无靶向药物

时期，源自 PDCA 管理理念的栅栏效应是不二之选。

其中的第 2道栅栏是空气消毒，阻断病毒的气溶胶感

染途径，对病毒活性的降低效果为 35-40%，这是国家

红头文件要求的防疫手段之一（见图 2），

团队决定：就从艾熏蒸机理研究入手。这次的新

冠疫情，中国率先公布了病毒的结构，使得立项课题

可以“站在巨人肩上”，推断出艾熏蒸成分中对病

毒的作用模型（见图 3），由此，针对疫情调整艾条的

原料配方。在申请专利“一种用于熏蒸消毒且无烟

防水的植物艾条及其制备方法”基础上，建成

5000T/N 的生产线（见图 4）。同时，论文已不日见

刊，为研究生的毕业成果锦上添花。

回忆这半年左右的日子，一些感慨油然纸上：

一是准确判断局势，及时落脚于可长期安身立命

之处，即：果断调头回国，避免流落他乡、露宿街

头，甚至疫殍饿殍寒殍。二是立足工业院校的属性，

根据社疫情需求及变化，及时调整工作重点。拙文及

改良的艾条产品真正做到了“将科研根植在抗疫的

大地上”。三是整合前期的科研积累，迅速将成果用

于产品突破，即：把非典的艾熏蒸配方，结合已经常

用于学生心理状态调整与保健的专利，“一种对应用

于二十四节气的且无烟防水的植物艾条及其制备方法

”，迅速产品化，做出“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事

宜。

最后，赋诗一首，结束本篇行文：

运交新冠欲何求，未敢懈怠研艾灸。

力鼎华夏送瘟神，磨难辗转终成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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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 ， 大爱无疆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捐赠筹备组委会

从 2020 年的除夕之夜到春暖花开的 4月，新冠肺

炎从爆发到全球蔓延，我们走过了不同寻常的八十多

个日夜。在此期间，母校也同样度过了别具一格的

99 岁生日，“云校庆”将“知无央，爱无疆”的

嘉庚精神再一次传递给海内外的南强学子。借此契

机，美洲校友会捐赠筹备组委会（简称“筹委会

”）对以武汉为主的重灾区的抗疫捐赠做一个总结，

并对所有热心捐资或出力的校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2020 年除夕之际，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抗

疫医疗物资告急，身在海外的南强学子心系祖国，牵

挂着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及疫情笼罩下的武汉人民。

美洲校友会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迅速启动对武汉的捐

赠活动 , 成立了以李沫校友为组长的筹委会，马上展

开筹款捐助活动。筹委会一方面号召美洲校友们向灾

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捐款驰援以武汉为主的重灾

区。另一方面，统筹安排采购急需的抗疫物资，妥善

安排运输渠道，直接对接急需医疗物资的医院，确保

捐赠物资及时送到前线医务人员手里。一直到中国的

疫情缓解，市民生活稳定，美洲校友会才在 3月 30

日结束了对中国疫情重灾区的捐赠工作。本次捐赠工

作的资金，物资及捐赠地区做出如下总结：

1. 善款收支总结：本次厦门大学校友和校友的相

关亲友们为武汉疫情捐款总数达到 $34,791.56, 用于

购买运输防疫物资

支出：$24，

833.24，剩余：

$3，654.00 . 在

美国疫情爆发之

际，以美洲校友会

名义为纽约疫情重

灾区捐赠

$2,000.00，结余

$1, 654.00 。结

余资金 $1.654.00 

并入厦门大学美洲

校友会经费账目，

以部分对冲美洲校

友会为这次疫情捐

赠活动的费用支

出。

2. 捐赠物资清

单：口罩：10000 个； 护目镜：3616 个 （其中

1950 个护目镜转捐给纽约灾区），防护服：1150 件，

手套：11000 个。

3. 捐赠地区涵盖：

湖北武汉：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武

东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肿瘤科， 武汉市中心医院乳

科，武汉市中心医院妇科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

区耳鼻喉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江夏区纸坊

卫生院，

湖南：通过湖南慈善总会，捐赠给湖南岳阳县医

院，长沙市天心区防控指挥部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漳州：漳州市红十字会

福州：福建长乐医院

厦门：厦门大学附属医院，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

医院，厦门大学附属医院中山医院

同时工作组还与其他单位或校友进行合作捐赠 , 

比如与西雅图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合作，获得快速通

道第一时间将第一批捐赠物资送到武汉医院；通过校

友唐国钟与大唐地产联合美洲校友会向湖南，漳州，

厦门等地的医院的定向捐赠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通过校友傅志东联络东南福建同乡会联合向国内的福

建地区医院进行

捐赠手套防护服

等物资；各地校

友们还与武汉的

医院朋友合作，

快速高效的把医

疗物资定向送到

有迫切需求的医

护人员手里。经

厦大校友林风云

和杨元德的介绍

和联系，纽约友

人李祖鹄先生和

他的朋友在几天

之内给我们寄来

了三张捐款支

票，及时补充了

捐赠活动前期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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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物资的费用。

在捐赠工作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

事件，体现了我们筹委会团结高效的作风。理事长陈

强和秘书长吴丹健对本次捐赠工作大力支持，他们在

幕后为我们的捐赠活动做了很多铺垫和协助工作，给

予工作人员很多鼓励和支持，让我们筹委会团队在捐

赠对接过程中能够大步前行，取得快速成效。所有参

与捐赠工作的志愿者们不计得失，倾情付出，大爱奉

献。比如傅志东学长长途驱车到新泽西州，住在弟弟

家中几天，直到把物资送上飞机。吴娇校友，坐月子

的时候就赶到仓库协助救灾物资标签张贴和妥善处理

物资运送。郑映碧校友多方努力，联络朋友，购买运

送护目镜，搭上武大的绿色通道，快速把物资送到武

汉医护人员的手里。浦玉斌校友联系物流，在许多飞

机停飞的紧急时刻，帮助校友会把救灾物资从美国火

速运送回国。李沫校友联络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快

速及时把校友会第一批抗疫物资送到武汉医院医生手

里。同时还联系到国内的防护服生产厂家，让防护服

一出厂就直接对接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医院，快捷精准

的把防护服送到医护人员手中，解决前线医生防护资

源短缺的燃眉之急。关山鸿学长处理纷繁的财务进出

和为捐赠人开具收据，严格确保财务的准确和明细。

更有很多校友们参与义工工作，默默做着实实在在的

联络统筹工作，帮助理顺复杂的物资捐赠，分配，和

运输工作，让捐赠活动得以高效准确的落到实处。同

时更要感谢我们各地校友们，在紧急时刻的大力出手

相助，捐赠善款，帮助联络，运输，报关，让我们得

以克服困难，把物资运送回国。感谢校友会理事们的

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大公无私，精诚合作，感谢志

愿者们的充满热心，爱心，责任心的行动。是大家的

无私奉献，坚持实干，才让这次捐赠活动取得了圆满

成功，也真真切切彰显了我们厦大人的大爱实干的品

质。

特殊的时代事件，给了我们校友会特殊的使命！

此次美洲校友会参与支援武汉捐赠工作的筹委会理事

们心系祖国，饱含爱心，不畏困难，逆流而上。相信

我们的努力和默默的付出不会辜负韶华！相信时代会

记住我们的热血行动！而我们也为自己在这个特殊时

期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

风云变幻，祖国疫情稳定之后，美国的疫情进入

危急时刻，我们美洲校友会没有休整，又全心投入了

下半场美国的抗疫救援战役！这场疫情，点燃南强学

子的时代使命感，我们厦门大学校友们与众多善良的

人一起四处奔走，为人类生存而战！守望相助，大爱

无疆，我们厦大人在对抗冠状病毒疫情的战役中用行

动谱写出时代的篇章！彰显出厦大的“爱无疆”精

神！

厦大美洲校友会捐赠筹备组委会 

陈强，李沫，关山鸿，傅志东，吴丹健，郑映

碧，吴娇，余东晖，袁义倥，叶维珊，闫杰，倪锋，

贺俐

摄影：刘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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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的时期戴口罩，似乎是理所

当然的事；把紧缺的口罩分给他人，应当很受欢迎。

可是，在美国，在纽约，说服他人戴上口罩不容易。

3 月 20 日 ， 星期五  
儿子带了 100 个口罩到他工作的 P机构去，准备

给同事和客户用。

美国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就宣布，一般民众不要戴

口罩。其理由，一是普通民众戴口罩无助于防止感

染；二是要把紧缺口罩留给一线的医务人员。这两条

理由自相矛盾，也受到一些人质疑，只是绝大多数民

众不认为有必要戴口罩，戴了反而被视为另类。新冠

疫情在纽约出现后，我们夫妇劝儿子戴口罩，儿子不

愿意。

儿子所在的 P机构是个戒毒康复中心，在纽约市

郊长岛，离我家不远。接受康复治疗的人叫客户，不

叫病人。客户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儿子做那里

的心理辅导。八十几个客户住在康复机构的三栋房子

里，每栋房子加上工作人员有 30 多人，空间不算宽

敞。纽约州长宣布紧急状态后，非必需的人员大都在

家隔离，只是康复机构属于必须的机构，客户就住在

里头，不能关掉。儿子负责管理七八个客户，除了一

对一咨询外，还需要进行集体课辅导。那意味着得和

七八个人共处一室。这是必需的工作，不能停掉。政

府建议的保持六英尺（约两米）的社交距离，无法做

到。

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经过我们多次说服，儿子

愿意戴口罩了，但是在康复机构不能戴。为什么？护

士主任和儿子的上司先是说怕引起客户恐慌，后来说

是没有口罩。

于是，经与儿子商量，由他把 100 只口罩带去，

让愿意用的人用。我们的想法是，只要有几个人开始

戴上，局面就打开了。我家原买了 150 只，扣掉用去

的，暂时只能拿出这两盒 100 只了。疫情开始后从亚

马逊网购的口罩，迟迟还不到。

好在病毒在体外最多只能存活一两天。所以，两

三个口罩够一个人轮流使用，够儿子所在的同房子同

事和客户用。

我们以为这个想法很合理，不是吗？

3 月 21 日 ， 星期六  
儿子上班还是没有戴上口罩。他解释说，上司同

意戴口罩，但他们共有三栋房子，100 多人，我们家

送的 100 口罩不够用。他把口罩上交了。作为工作人

员，他应这样做。

看来，我们着眼的范围不一样。我们只是考虑儿

子周围的 30 多人，他的上司考虑到 100 多人。

3 月 23 日 ， 星期一  
朋友 L从华人刘先生那里买到一箱共 2000 只口

罩，我们分到 500 只。这样，我们可以捐更多的口罩

了。

儿子每周二至周六上班，星期日和星期一休息。

3 月 24 日 ， 星期二  
儿子带了 200 只口罩去康复机构，加上周六送去

的 100 只，我们一共捐了 300 只。这一天，康复机构

的执行长 F女士来布置抗疫措施。F女士得知口罩一

事，下了指令，不许戴。理由呢？一是为了避免引起

恐慌，二是冠状病毒并不通过空气传染，所以没有必

要。

儿子和 F女士交谈，告诉她，他父亲是病毒学

家，可以给一些建议。F女士表示对我的意见感兴

趣，愿意交谈。我请儿子把我的电话号码传给 F女

士。

3 月 25 日 ， 星期三  
我一边等 F女士的电话，一边忙我的工作。最近

接到紧急任务，和团队一起日以继夜在准备向美国食

品药品局（FDA））递交申请，启动抗新冠肺炎新药临

床试验的项目。忙到 P机构快下班时，F女士还没有

打来电话。于是，我给她打电话。F女士接了电话，

讲了两句话，说她正在忙于一件事，完了给我打回

来。

这一天，疫情逼近了。住在布鲁克林的女儿发来

短信，她的室友 S发烧，干咳，头一天肌肉痛，这些

都是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女儿已在家工作超过十四

天，室友 S在家刚好十四天。虽说在家隔离，可是她

们都要出门买东西，或者做些什么事，所以不能说是

完全隔离。她们也像其他民众一样不戴口罩。我们曾

经建议，给女儿送一些口罩过去，她不同意。现在室

友病了，女儿才表示愿意戴口罩，虽然可能有点晚

了。于是，我抽空给她送去 200 只，给她和室友使

用。我把口罩放在她住的公寓楼一楼大厅里的一个窗

台上，然后走开三四米，等她下楼取。这种时候，我

口罩日记

蔡维忠 1981 届 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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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一眼儿女才离开。

因为这个原因，我算是近距离接触了疑似病人的

室友；儿子因为住在家里，也将和我近距离接触。这

个算是理由吧。他向上司提出戴口罩的要求，得到了

批准。可是，等到晚上他回家后，我们才知道他第二

天才能戴口罩，因为他今天上班后并没有和我见面。

3 月 26 日 ， 星期四  
儿子第一天戴上了口罩！同事和客户像平常一样

对待他，没有一人对他有任何异常的表现，更没有恐

慌。他在一对一咨询时专门了解客户的反应，其中有

人说感谢他戴口罩，感到放心。

我继续忙于准备启动新药临床实验的工作。

F女士一直没有回电话。和妻子商量后，以我的名

义给她写了个电邮。我和妻子长期在新药研发领域工

作，对于医药比较了解。此外，我还在哈佛医学院做

过博士后，专门研究分子病毒学。这个病毒学家的身

份，或许更能引起 F女士的重视。所以，我在妻子起

草的电邮中加了关于新冠病毒的结构特征及传播途径

等重要科学依据，以我的名义发出，抄送妻子。

我告诉 F女士，我研究过疱疹病毒，特别是疱症

病毒如何通过它的包膜感染细胞。冠状病毒恰好也有

包膜。包膜的分子本质和细胞的膜相同。它很脆弱，

只能在体液（包括通过咳嗽、喷嚏释放出人体的小液

滴）中生存，但不能在纯水中或纯空气中存活。小液

滴是冠状病毒传播的载体，这个性质是我们预防感染

的依据。

我向她解释，从体内释放出来的小液滴，落在诸

如门把手、按钮、鼠标、桌椅等表面上，通过手被带

到更多的表面上。一个地方被一个人摸触到了，也就

被很多人摸触到了。人们无意地用手摸脸（主要是

鼻，口），平均每天八十次。即使告诉他们不要摸

脸，他们仍很难改掉习惯。之所以建议戴口罩，是为

了防止摸脸。“人们以为口罩可以避免接触体液小液

滴，他们没有意识到防止手摸触鼻子和嘴巴更为重

要！”最后这一句特意转成粗体字，加了感叹号，以

示强调。

我请 F女士鼓励员工和客户戴口罩，但不强迫。

鉴于我们捐献的口罩数量有限，建议他们多次使用。

F女士立即写了个比较长的电邮回复。她在感谢我

们的好意后，介绍了一些疫情。她说，现在的医院不

堪重负，已经改变了做法，“停止对我们这样集体护

理机构做测试”；医院建议把所有人当成新冠肺炎病

人看待，测试不测试便无所谓了。

医院停止测试新冠病毒的消息，本来会让我大吃

一惊。只不过，我们昨晚已从一位当医生的朋友 P那

里得到类似的消息。P医生在急诊室工作。有个病人

高度疑似得了新冠肺炎，P医生申请测试，院长不

批。病人还是住院治疗，住在单独的房里，但不是专

门给新冠肺炎病人的房间。医院没有太多这样的房

间，干脆不再测试了。

F女士继续介绍，她的康复机构在皇后区的点已有

两人确诊，还有 9人隔离。这些人都戴口罩。他们的

医务人员对于戴口罩非常不习惯。如果所有的人都戴

口罩，医务人员无法区分谁是受隔离的人。她说：“

我们无法如你建议，戴口罩以防止摸触脸和鼻子。”

原来，他们戴口罩是为了区分病人与非病人，这

个理由比预防感染重要！

F女士还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口罩发给医务人

员和受隔离的病人。”

也许，没有口罩是真正的理由？执行长要考虑整

个机构的所有人员，能否给所有的人提供口罩，是个

很现实的问题。

由于我正忙着申请启动新药临床实验，妻子感到

时间紧迫，在和我商量后，立即起草了一份电邮回复

F女士。电邮建议，把蔡博士的电邮发给她手下工作

人员看，征求他们的意见。至于区分病人，应当有其

他方法，如在他们身上挂标签。另外，我们愿意捐献

更多的口罩。

女 F士很快回复，称正在考虑修改抗疫指南。她

欢迎我们提供更多的口罩，并向我们索要口罩供应商

的联络信息。

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我利用工作的间隙，赶紧

到供应商刘先生处提回一箱 2000 只口罩。我们一鼓

作气，告诉 F女士，除了以前捐的 300 只口罩外，再

捐 1700 只，共 2000 只。

3 月 27 日 ， 星期五  
儿子带 1700 口罩去捐给 P机构。晚上收到 F女士

回电邮，称已讨论修改抗疫指南，“达成令人满意的

折衷”。没有提到口罩，不知这个令人满意的折衷是

否允许戴口罩？

这一天，美国的疫情更为严峻，确诊突破十万，

纽约成为世界疫情的中心，确诊突破四万六千。美国

新增确诊为一万一千以上。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因

为有些医院已经停止测试了。

儿子的同事 A看到他口罩，也要求戴口罩，得到

有条件的批准，在给客户咨询时要摘下来，以免引起

恐慌。当然，这事发生于管理层还没有公布新指南的

时候，也许明天就不一样了。

朋友 L到药店买东西，见到排队付款的人们都戴

口罩（可能是药店被认为是病人多的地方吧）。唯一

没戴口罩的一位老太太，出来吆喝，让大家相距 6英

尺。L提出要赠送口罩给她。老太太仿佛受到奇耻大

辱，愤怒回应：“我遵照政府的指南，政府说要相

距 6英尺，没说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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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 ， 星期六  
P 机构的新指南出来了，标题为《新冠肺炎大流行

期间使用口罩的建议》。P机构原来没有关于口罩的任

何措施，这是新增的措施。指南有 5条规定，归纳起

来是，医务人员、确诊病人（新冠病人和疑似病

人）、接触病人的人员、隔离人员必须戴口罩。另

外，由于口罩紧缺，口罩可以重复使用，直到破损。

还有，无法提供口罩给不符合条件的人员。

有一部分人必须戴口罩，而不仅仅是允许戴口罩

——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了。

P机构除了医生护士外，还有心理咨询人员，以及

后勤人员 （如厨师），即非医务人员。这个指南没提

到非医务人员。非医务人员怎么办？有一条比较明

确：由于口罩紧缺，不会给他们提供口罩。我把指南

读了两遍，从无字处发现了名堂。它没有说禁止任何

人戴口罩！这意味着儿子和同事们如果自己能弄到口

罩就可以戴。

P机构的护士主任 U发来电邮，感谢我们的帮助，

并说采纳了我们关于重用口罩的建议。

这就是让人满意的折衷。

疫情继续向我家逼近。女儿的第二个室友 L（她的

男友）也发烧了。两个发烧的室友的医生都让他们呆

在家里观察，吃退烧药，不必住院，不必测试。

看来，他们这个公寓的四个人都接触过病毒了。

我们曾经向女儿建议，帮她临时租个地方住，她坚持

要留下来照顾室友。但愿他们年轻人能扛过去！

天佑女儿和同伴，天佑儿子和同事、客户，天佑

纽约民众，天佑美国民众！

我的方舱  

—友人隔离度过新冠危机小记  

蔡维忠 1981 届 生物系

第一天： 3 月 27 日 ， 星期五  
上班时打瞌睡，背后发凉，穿上了外套。下班回

到家里，太太给我量了体温，正常。睡到晚上八点起

来，又量了体温，发低烧了。太太曾经当过十年以上

内科医生，她意识到我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让我马

上隔离在自己卧室，里边有厕所浴室，“你吃喝拉撒

都在里边了”。

从这一天开始，卧室就是我的方舱了。

第六天： 4 月 1 日 ， 星期三  
我在方舱里白天每两个小时自测一次体温，记录

在本子上，观察其变化。几天来一直低烧，靠泰诺降

温。见低烧不退，意识到问题严重，一大早就和太太

商量一下，为保险起见还是到离家不远的急诊所

（Urgent Care Center）看医生，做个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

八点到了诊所，人不多，九点就看到医生。他为

我做了血压体温检查，结果正常。还有一项更重要的

检查是血氧，血氧 96%，略低但在可接受范围。医生

认真地用听诊器检查我的肺部，无罗音，不用照 X光

片。阿弥陀佛！医生说，发烧时就吃泰诺，不需其他

药，感到呼吸困难就到医院。医生从鼻腔取样，要做

检测新冠病毒核酸，结果要等七八天。听了之后心里

嘀嘀咕咕，发慌发毛。七八天意味着医治的窗口期会

错过！只好耐心地等待了，带着无奈的心情回家。

第九天： 4 月 4 日 ， 星期六  
我不能这样被动地等待检测结果，于是联系了多

年的好友陈治年医生。他是个经验丰富，医术精湛，

体察病人细微的好医生。他热心慈善事业，正全力投

入一场为期四周的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五百多人做

新冠检测和跟踪的义务活动。他的诊所在布鲁克林，

离我住家比较远，所以不是我的家庭医生。这次，家

庭医生不在纽约，换了个替代医生，替代医生给我开

“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新冠病毒感染， 不同年龄、 不同身体体质的人， 治愈经历是不同的。 像我

年龄六十岁出头的人， 熬过病毒折磨， 度过至暗时刻， 不容易 ， 很乐意与大家分享我与病毒斗争

的经过。 ”

——家住纽约长岛的 C 君， 从发烧的那一天开始隔离在卧室 ， 把卧室当成方舱。 他讲述了如何

在四个星期中 ， 度过两次新冠危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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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霉素和羟氯喹。我知道陈医生是值得信赖的朋

友，便换他做自己的医生。陈医生通过远程诊断，让

我服用超大量的维生素 C、D、E和辅酶 Q10。他认为

这些都是抗氧化剂，能帮助集体清理自由基，降低细

胞因子风暴。

朋友 W得知我可能得了新冠肺炎，需要测定血氧

饱和度，当晚大半夜从很远赶来，及时送来了测氧

仪。W和先生 Z为对应疫情，早早准备了测氧仪，当

知道我需要时，立即送给我用。这让我心里无比激

动，在无限恐惧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有测氧仪，

我才能知道肺部什么时候出问题。也因为有了测氧

仪，我才能随时监测病情的变化，有底气坚持下来，

不到万不得已不上医院。

第十一天： 4 月 6 日 ， 星期一  
急诊所的医生打来电话，证实我是新冠病毒阳

性。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所以听到后没有激烈的

反应。

这两天，我开始呼吸有些困难。血氧降到 93% 以

下，有时甚至降到 90%。

以急诊所医生的标准，血氧降到 92% 以下要上医

院。以陈医生的标准，血氧降到 90% 以下要上医院。

我到了临界点。

不过，陈医生建议我不要上医院，用深呼吸的方

法提高血氧。深呼吸半小时到一小时后，血氧保持在

90% 以上。他还建议，45 度斜躺（半坐姿）着睡觉。

看到我没退烧，他给我加了消炎药吲哚美辛

（Indomethacin）。

第十三天： 4 月 8 日 ，  星期三  
吃了五天疗程的阿奇霉素和羟氯喹后，病情没改

善，也没变得太严重，依然用泰诺和吲哚美辛把体温

压在低烧的范围。希望就这样拖下去，把病毒慢慢拖

垮。但没想到病情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吃饭没味道，不想吃。晚上十点左右，体温升到

近 39 度。太太说超过 38.5 度这是高烧了。开始觉得

难受，气短，上气不接下气。血氧降到 90% 以下。太

太觉得这就是摧毁肺部导致死亡的细胞因子风暴到来

了。我们非常紧张，做好去医院的准备。

打电话和陈医生联系。他让我先做深呼吸，把血

氧提升上来就不用去医院。深呼吸后，血氧升到

93%。晚上按照陈医生的指导，斜躺着睡觉。

我不想去医院！那是交叉感染的地方，而且经常

半天没人管，护理不及时，本来不会死的会给整死

的。陈医生说，如果去医院就要准备上呼吸机。一听

说要插管上呼吸机，我就开始担心了。因为据说 80%

以上插管病人都去了天国。

睡到半夜一点左右，觉得有怪物压身。想喊，嘴

巴发不出声来，想动，手脚不听使唤。小时候传说中

令人害怕的鬼上身，大概就是这样吧。无形的力量一

直压着，后来才慢慢消失，人也清醒过来。鬼上身是

不可能的，是生病引起幻像吧？

第十四天： 4 月 9 日 ， 星期四  
吃饭仍然没有味道。

我原来有高血压，用药维持在 80/120 的正常范

围。晚饭后血压突然飙升到 110/158。血氧严重下

降，降到 87%，心跳加快，头闷胀。拿出以前医生开

给备用的硝酸甘油服用，来对抗高血压急症。这是我

平生第一次服用硝酸甘油。

太太说，血压突然显著升高，是高血压危象。高

血压危象是一种极其危急的症候，可在短时间内发生

不可逆性器官损害，危及生命。我穿好衣服，太太也

帮我做准备，随时准备好出门上医院。

再次和陈医生联系。陈医生认为，不到关键时刻

不要去医院，只要没有提不上气，血氧能上升到 90%

以上就不必去医院。我像昨天一样做深呼吸，又把血

氧提升到 90% 以上，避免去医院。W从她的朋友处拿

到两小瓶氧气，送给我用。吸氧以后，感觉好多了。

可是这两瓶不大，一会儿就用完了。尽管如此，我看

到了希望！只要能尽快拿到氧气！

关于这次危机，陈医生认为原来用降压药（β受

体阻断剂）不对，给我开了新的降压药，是钙离子通

道阻断剂。太太事后分析，白天为了应对血氧过低，

使用了沙丁胺醇（Albuterol）喷药，对属于β受体

阻断剂的降压药产生阻抗作用，使其失效，导致血压

升高。

睡到半夜过后，又觉得有怪物压身，和昨天晚上

一样。

第十五天： 4 月 1 0 日 ， 星期五  
这两天出现的危机，使得病情更为严峻。

太太开始联系人，要获得一台制氧机。她二十年

前在国内做过医生，知道一些高级病房使用制氧机。

后来在美国做相关工作，也给人批过制氧机。制氧机

可以把空气中的氧气浓缩纯化，源源不断地输出氧

气，比氧气罐、氧气瓶可靠得多。所以，她要求医生

开制氧机，医生担心保险公司不会批准。她也网购氧

气罐，只是几天后才会送到，远水救不了近火。在联

系的过程中，她找到医疗器材代理人杰夫。杰夫说可

以帮我们弄到制氧机，并且由他自己去找保险公司办

手续！果然， 杰夫不知运用了什么神通，使得保险

公司迅速批准，长岛一家医疗用品商店在下午三点把

制氧机递到我家。

一根管子从制氧机伸出，插入鼻孔，情况立即好

转。据说一台制氧机价值 1500-2000 美元，价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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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但相对于把人送去急救室，费用还是节省了不

少。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明智，不但给我带来好处，

也给它自己省了不少钱。

自从发烧以来，十几天过去了，低烧不退，我以

为病情就这样了，从没想到会突然出现危机。两天前

开始出现的紧急情况，让我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这

种感觉前所未有。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种劫后余生的

感觉。

总统几天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在接下来的

几天会很艰难。我们有亲身的体会，这两天我们真艰

难！不过，艰难以后是拐点，希望氧气机是我的拐

点。

有太多的事情人无法控制，人需要点信仰。我们

开始祈祷，上苍保佑！

第十八天： 4 月 1 3 日 ， 星期一  
弟妹送饭来，吃了觉得味道比前几天好，都吃完

了。从这一天后，她每天都送来中饭和晚饭，早餐由

太太准备，是牛奶、鸡蛋、水果。

后来看到微信视频里的医生说，从发烧开始的十

天内是关键时期，人体和病毒在较劲，如果能扛过这

段时间，机体制造出抗体，就能击败病毒；在这段时

间内，一定要保证营养，多吃蛋白，蛋白是制造抗体

的原料；排骨吃不了就喝牛奶，吃鸡蛋，鸡蛋容易吸

收，可以每天吃四个。看来，太太和弟妹给我准备的

三餐，正是医生所建议的。我的身体也开始慢慢的恢

复。

第二十三天： 4 月 1 8 日 ， 星期六  
朋友 W建议我唱歌，提高肺活量。W是女高音，准

专业水平，经常上台演唱。原来唱歌竟有这等好处。

于是，我唱起了草原的歌，唱王菲唱的《传奇》。刚

开始唱时，自己觉得有轰轰的声音，不好听，后来越

唱越顺了。

这几天来，听从太太的建议，做她从电视上学来

的深呼吸，屏气 20 秒，然后放气，每天十次。此

外，做扩胸运动。效果不错。

第二十六天： 4 月 21 日 ， 星期二  
病情在稳定中改善。

根据陈医生总结，采取了三种方案，可能对我特

别有效。第一是早期服用超大量维生素 C、D、E和辅

酶 Q10，因为它们是抗氧化剂，能清除自由基，而自

由基是引起细胞因子风暴的主要因素。第二是把降压

药从β受体阻断剂改成钙离子通道阻断剂。β受体

阻断剂会引起支气管痉挛，此外，其药效还受到沙丁

胺醇喷药抵消，导致失去降压作用。这些药因为不是

同一个医生开的，危机之中没有交代清楚，导致出现

高血压危象。陈医生发现后及时纠正过来。第三，使

用氧气，提升血氧，避免去医院。

陈医生认为，他没有让我上医院，有四个原因。

一是我太太曾经是医生；二是我本人一直清醒，及时

报告病情，他一直密切监看，医患关系良好；三是我

原本没有抽烟，没有肺病；四是我有制氧机，有自己

的方舱，医院的设备无非如此。他并非一味不让病人

去医院，而是有足够的经验和判断力来支持胆量。

第二十七天： 4 月 22 日 ， 星期三  
这一场病，使我体重下降不止十斤。但是，自从

十几天前发生紧急情况以来，我的病情一直保持稳

定，并逐渐改善。我一直在用制氧机，晚上睡觉时鼻

孔插着管子。太太认为，晚上时间长，如果出现意外

恐怕来不及，所以让我一直插管子供氧。使用制氧机

可以把血氧提升四五个百分点，从 90% 以下提升到

90% 以上，现在维持在 95% 以上，甚至达到 98% 的正

常水平。

制氧机是我的拐点。

第二十八天： 4 月 23 日 ， 星期四  
我在方舱里隔离四星期了，至今没有离开过一

步。离开方舱，要么是好事，我康复了，不必隔离

了，要么是坏事，我必须上医院急救室了。没离开我

的方舱，没有什么不好，说明我的病情一直可控。这

一天，我可以不用制氧机了。

我的方舱设备齐全，有制氧机、测氧仪、温度

计、血压计、各种药和维生素，以及放食物的桌子。

还有电热炉，症状开始时我自己烧热水，用蒸汽熏鼻

子和喉咙，据说有利于杀病毒。方舱以外有太太，她

是我的全职护理，除了处理对外联络外，每天穿着防

护服、口罩、防护眼镜给我把三餐饭菜端进来，放到

饭桌上。在最危急的时刻，太太顾不得隔离，进来帮

我安装仪器，近距离接触。在紧张和匆忙的氛围内，

可能防护做得不那么到位。她似乎有些症状了。远程

有陈医生，密切和我们保持联系，随时指导。医院里

该有的软件和硬件，我的方舱里都有了。

早上打开窗户，让春天的气息进来，让阳光洒在

身上。我在这个方舱里，做些力所能及的运动，逐渐

恢复健康。经历生死危机后，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看

法。人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健康就行。

“如果今日纽约能够昂首挺过，那么明日世界的

任何角落都能战胜病魔。”看到太太在微信朋友圈写

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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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音 1981 届（77 级） 化学系

2020 庚子年，这是注定要载入人类历史的一年，

一场大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在北美的华人打了上半场，还要打下半场，而且

到现在，还没有终场。

今年的春节在一月份。新年伊始，达福地区的华

人社团都准备举办春节晚会。在这里的不少厦大校

友，也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节目，参加这里福建同乡

会举办的春节晚会。我也与朋友准备了一个女声二重

唱的节目。就在这时，从国内传来了武汉疫情的消

息。经福建同乡会理事们讨论，决定取消春晚聚会，

改为网上演出的形式。紧接着，这里的华人社团组织

起来，捐钱买口罩，给国内寄送医疗物资。我是福建

同乡会里第一个捐款的人，那时候，海外华人几乎扫

光了市面上所有的口罩。

一转眼到了三月，万万没有想到，新冠病毒疫情

开始在美国蔓延。美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股市崩盘，经济也陷于泥沼，举步维艰。许多人也为

此失去了工作，我不幸也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一夜之间，大家发现市面上真是一罩难求。我给

不少药店打了无数电话，终于在一家 CVS 买到了一盒

口罩。拿到手中一看，一盒只有 5个普通的口罩，竟

然卖 $10 一盒。疫情前，Walmart 卖的口罩一盒 20 个

才不到 $3。这个时候，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就是奋战

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都缺少 PPE。那时，我两

个女儿，大女儿在医院 ICU 工作，小女儿在疫情最严

重的纽约工作。我常常因为担心她们，成夜成夜地睡

不着。也总是想方设法的买口罩，手套，洗手液，消

毒湿巾等等，寄给在纽约工作的小女儿。三月我弟弟

也从中国为我寄来了一些口罩。

当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蔓延后，福建同乡会很快

成立互助队，为缺少防护的医务人员送去他们急需的

东西。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我们第一个接受了福建

同乡会互助队的任务，去给一个诊所送防护用品，没

想到那天，我也收到他人给我的 N95，KN95 口罩。原

来，一些朋友知道我的情况，纷纷把他们在疫情前囤

的口罩送到我家，真是太令人感动了。那一晚，一句

歌词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还值得一提的是，

厦大化学化工学院捐赠给美洲校友会的口罩，我们厦

大校友会达拉斯分会于四月底也收到了，真得感谢母

校的校友们！

这场新冠疫情改变了许多事：过

去我每天下班后都去 Gym 里跳 Zumba

（北美广场舞），现在只能在家里上

网课跳舞。疫情之后从小学到大学

的学生几乎都在家上网课。我在中

文学校教周末班的中文及数学，现

在也全部改成了网课的形式。我感

觉上网课比在课堂上上课累多了。

孩子在家中上课，当老师的得不停

的说，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否则

若孩子们觉得乏味，甚至可以躺到

床上去睡觉，所以每次上完网课

后，我嗓子都说哑了。此外，合唱

团也都改成了云聚会。我们各自在

家中录音，完成了一首合唱曲。合

唱团里有三个校友，其中包括厦大

校友会达拉斯分会的会长黄良椒。

以下是合唱曲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OzmBxyTAM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

突破了 170 万人，死亡人数也已经达到了 10 万人，

到目前为止，竟然完全看不到止步的迹象。所幸的

是，我们一家到目前为止都平平安安的。真希望人类

尽快研制出疫苗，生活尽快恢复到常态！

疫情下的苦与乐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48

2020 的记忆——口罩篇
贺敏 1998 届 化学系

如果多年以后

回忆起 2020 的上

半年，我首先会

想到的，应该是

口罩吧。 

今年开年并不

顺利。一月新冠

肺炎在国内蔓延

的消息，让大洋

彼岸的华人们心

急如焚。隔着太

平洋的，都是至

亲骨肉，父老乡

亲。厦大湾区校

友会、湾区老乡

会、孩子们篮球

队所属的公益组

织，都纷纷行动

起来。我们各处

捐款，只盼着辛

苦采购的口罩防

护服能及时运往武汉前线。这如火如荼地的热情，是

源于海水切不断的亲情。第一次，我知道了 N95、外

科口罩、医用口罩及其各种型号。

跟父母连线，才知道妹妹试图在网上买口罩，一

无所获。“好在家里还有 10 来个多年以前剩下的。

”隔着太平洋，我都能感觉到老爸的得意。被老妈念

叨了几十年的不舍得扔东西的毛病，居然直接急转为

极具远见的优点。

可惜救命之物太少。为了家里四位 70 多岁的老

人，还有不到 3岁的侄儿，老公在国内网站进行了地

毯式搜索，终于下单成功。 

而我开始关注美国的口罩信息。 

邻居群团购口罩，我毫不犹豫地报名，还顺带了

一群亲朋好友加入。正得意中，两天后被告知，供货

方失约了。

至少在三个网站上下单了各种规格的口罩和面

罩，总有一款能买到的坚定信念，最终败给了所有订

单被取消的事实。

抱着微薄的希望，我联系了牙医，善良的好牙医

居然真的给我买了三盒！拿到口罩的那天，我一直哼

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好惭愧，范老先

生淳淳教导我们，不以物喜，我终究是没有做到。 

国内网上买

的口罩迟迟没有

寄到。我开始琢

磨找稳妥的方式

寄口罩回国，却

惊喜地发现厦大

湖南校友会在帮

助校友们买口

罩。于是又是一

场倒着时差的战

役，每日关注动

向：已经出货，

已经发货，已经

在路上，被当地

政府拦截，各种

交涉，各种渠

道，各种折腾，

口罩终于送达。

素昧平生的校

友、大学四年的

同窗，他们纷纷

伸出援手，帮忙送货到家。收到家人发来的照片，怀

着满心的感激和感动，我终于可以安心入睡。  

梦是好梦，醒的却快。转眼间，湾区告急，美国

告急。再一次，我们开始团购。再一次，我们捐款捐

物。只是这一轮，我们忙着团购国内买来的口罩，捐

送给湾区和纽约的医院。此时的湾区，已经开始了居

家令。每一次出门捐赠，我都全副武装，如临大敌；

而每一次却又满心欢喜，仿佛在这场战役中，染上了

逆行者的光辉。

刚刚喘过气来的厦大国内同学，主动联系了货

源，为每位北美同学分批寄来了 600 个高品质的医用

外科口罩。“你们自己用不了，就捐给当地医院吧。

我们也支持美国抗疫！”隔着屏幕，是浓浓的同窗情

谊。那四年，凤凰花下，芙蓉湖边，我们曾一起成

长，拥抱青春。而今，我们更有了一起抗疫的铁血交

情！

这一场战役，我们打得辛苦。中国战场已经现出

曙光，美国战场依然长路漫漫。但终究，都会过去。

口罩，也终将离开舞台中心，回到它原有的位置。我

想，他年若回首，记忆里留存的，更多的会是口罩背

后的温情故事。

03/22/2020，作者将邻居和孩子同学家庭捐赠的口罩以及孩子们创作的绘画作品送到 Valley Medical 
Cent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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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感想曲
郑映碧 1996 届 会计系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常的一年，有人说是因为开启

的方式不对，也有人说庚子年多灾多难。百年一遇的

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我们目睹着时代的一粒灰尘

轻轻落下，夺走了全球多少条鲜活的生命。2020 年于

我是个感想年，不管是被日子推着走，还是主动开启

每一天，总是心怀感恩，珍惜当下，努力生活。

岁月需要精心雕琢  
疫情初期，我们被迫宅家里，开启了在家躺着也

是对社会做贡献的模式。可是时间长了，烦恼和毛病

都憋出来了。有的人在煎熬中掰着指头数着日子，巴

不得 2020 年转瞬即逝。然而对于那些生命停止在

2020 年的人来说，能够躺着过每一天都是一种幸福。

如果精心雕琢，我们可以把 2020 年打造的格外生

动。

疫情打破了我们既定的生活模式和节奏，何尝不

是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审视我们的不良习惯，

培养出更健康的生活模式？疫情迫使我们减少了外出

的脚步，却让我们有机会打开家里的多扇门。疫情期

间我们进出厨房，不断掌握新的厨艺，开启烘培实验

室，有创造精神的达人更是挑战各式黑暗料理。店里

的面粉及酵母粉卖到脱销，好似全地球村的居民一瞬

间都在争先恐后地烘培。网红菜式一面世就受到热烈

追捧，家家都能晒美食交作业。一周内不重复菜式也

是得心应手，毫无压力。多少人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

是被埋没的厨师，实现生日蛋糕自由不在话下，岁月

在精心的双手打造下变得格外的活色生香。

疫情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打造前后院，精心栽

培庭院的花卉。在花儿绽放枝头的某个清晨，抓拍沾

着晨露的倩影，在朋友圈里分享着美好的心情。或者

心血来潮时，庭院采摘几朵来个插花艺术，置于书房

淡雅清新，置于客厅热情奔放，打造出柳暗花明的美

好画面。亦或在后院开辟一方菜园子，双手沾满泥土

的气息，看着幼苗破土而出，慢慢长出一片小天地，

翘首企盼着丰收，迫不及待地分享着劳动的果实。为

生活注入匠心，宅家的日子也能把每一天、每一分、

每一秒都过得生动有趣，平凡的日子原来也可以精心

打造出生命的质感。

疫情让我们有机会频繁地打开地下室的门。不少

家庭添置新的运动器械，把家庭健身房打造成名副其

实的健身乐园，2020 年我们使用健身房的频率更多。

亚马逊上哑铃，瑜伽垫子，自行车都成了热门产品。

居家建身及线上健身课迎来了一波波热潮，疫情意外

地让与健身相关公司的营业快速增长。

疫情让我们打开最多的是居家工作的门。2020 年

最魔幻的一幕大概是全球大规模地实现了居家办公的

场景，也许这个场景曾经是有些人的美好愿望，工作

的灵活性给需要兼顾家庭的员工带来了便利，省下的

交通时间变成了家庭一起享受早餐的美好时光，曾经

鸡飞狗跳的清晨迎来了久违的和谐温馨。多年推广远

程办公的革命因为一场全球肆虐的疫情火线上场，遍

地开花，并成为新常态。当然也有家庭需要在工作，

教育及生活中继续一地鸡毛地过着日子。可是我们不

是都从疫情初期的焦头烂额和忧心忡忡的状态中慢慢

找到了适应，起初的抱怨被时间慢慢地烫平，这种深

刻的经历注定 2020 是被人们铭记的一年。

2020 年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我以往过度强调结果的

管理方式。因为疫情，我会更多地关注合作伙伴的家

庭，健康及承受的压力。邮件不能满足通畅的交流需

求，我们需要视频电话会议来维持及时有效的沟通，

而疫情话题成为良好的开场白。关心双方家庭及健康

成为会议的必问必答题，在无形中拉近了关系。曾经

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改变管理思维方式，疫情使得这种

转变极为轻松自然。

疫情将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及健康融合一

体，不再泾渭分明，我们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

响。2020 年将团队建设及欢乐时光搬到了远程互动平

台，会议中将宠物及家庭成员介绍给与会者，打破了

一成不变的会议议程，营造了不一样的氛围，使得工

作更贴近生活，更接地气。

疫情还让我们打开了与环境和解的门。疫情把人

类关在家里，却慢慢恢复了大自然的原貌：空气更清

新，天空更湛蓝，地球的脉动更加清晰。这不得不让

人深思：如何在人类回归原位后依然保持自然界的美

好？大自然不需要我们，我们却需要大自然。

有人说匠心者在慢行中以热爱对抗寂寞，雕琢岁

月的光影。我们何尝不是在疫情中迎风起舞，把日子

过得人间烟火，趣味横生。

岁月需要提灯前行  
病毒不分国界，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疫情初期各

国轻视，疏于备战，结果全球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经

济备受打击。然而各国的医护人员却义不容辞，逆向

行驶到最危险的地区，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治疗新冠

病人。中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及其附近的重灾

区，在防护设备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依然不计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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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病毒争抢时间。意大利的医生夫妇在抗疫的岗

位上双双殉职。纽约抗疫告急的情况下，数千名退休

医护人员自愿回归，前往拯救纽约市民！无数类似的

故事让我们看到人间自有真情在。时代杂志有一期封

面是各国医护人员被口罩勒出的深深印痕及疲惫的面

容，让人泪奔。然而世界是复杂的，面对无视居家令

四处传播病毒的人群，医护人员不得不手举字卡提醒

“我们为了你在这里努力，请为了我们呆在家里

”。数百名游行示威者手举标语，无视社交距离规

定，聚集在纽约州议会大厦前抗议，站在他们面前阻

拦的不是警察，而是身穿工作服的医护人员。在疫情

肆虐全球的乌云密布下，有人为我们提灯前行，守护

我们不至被病毒吞噬。

疫情中的政治口水战及一系列甩锅行动殃及美国

的海外华人华侨同胞们。，“中国病毒”一词冒出

将海外华人华侨们推上浪尖，加深了憎恨亚裔的局

面，打砸抢烧亚裔店面，并有针对地进行人身攻击。

当我们身处暗处，必须提灯前行，做力所能及的事

情。为自己也为他人照亮前行的路，正如马丁路德金

说的“黑暗无法驱逐黑暗，只有光明才可以，仇恨

无法驱逐仇恨，只有爱才能 ." 所以华人社区在敏感

的时期，将一箱箱的爱心抗疫物资不分国界，不分肤

色地送到急需的医院及其它一线工作人员的手中。只

要有需要，我们就会全力支援。华人社区捐资的身影

一次次出现在各地新闻捐报道里，甚至我们的孩子也

加入到支援的队伍中，我们传递的是大爱无疆的信

息。

疫情期间暴徒打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帜却行着暴

力的犯罪行为，并将仇恨的怒火燃烧到无辜人的身

上，种族歧视的事件演化成民族的撕裂。华人第一代

与第二代之间的分歧尤为明显。藤校的华人二代孩子

们出声表达《我们没有沉默的权力》，而部分长辈们

却有不同见解，意识形态分成对立的阵营。这是一场

比病毒更难的战争，没有良药可以解决意识形态的分

歧。与其急着发声辩论，不如静下来倾听，我们需要

去了解历史，了解不同族裔的文化背景。儿女这一代

的责任感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我们能做的便是允

许他们尚且稚嫩的思想不断地去探索，保护他们美好

的初心，并鼓励他们寻找解决的办法。我们提灯前行

需要不断地补充灯源，才能走的更远更久。我们提灯

前行更是为了照亮孩子脚下的路，让他们走得更远更

坚定。

莎士比亚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

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那么我们何不当自己的勇

士，不断学习并倾听不同的声音。2020 年我们是提灯

前行的勇士，不负韶华，不负光阴！

岁月需要良善同行  

哈佛大学校长 3月 10 日发布第一封新冠病毒爆发

以来的公开信，要求学生尽快撤离宿舍，在信中他最

后写道，“没人能预知后面几个星期，我们即将面临

的是什么，但每个人都明白 COVID-19 将考验我们在

危机时刻所显示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们的任

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

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的智慧和风度同行。”

让我们欣慰的是，疫情之下的良善之举比比皆

是。3月 16 日美国俄亥俄州下令，全州范围内店内餐

饮服务将无限期暂停。州府哥伦布市的一家餐厅在关

门前，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一位慷慨的顾客

用餐后，给该餐馆的工作人员留下了 2500 美元的巨

额小费，希望能够帮助他度过疫情。多地社区居民自

发掀起社区关怀活动，在自家的门前摆出生活用品，

甚至包括炙手可热的厕纸。主人仅仅在桌子上贴上告

示：“请免费取用您需要的物品”。为减少疫情对

生活的影响，纽约市为市民发放免费食物。每周一到

周五，每名市民每天可以在全市超过 400 个食品发放

点领取最多三份食品。纽约地区一天送 1万 5千份

餐，在这个特殊时期向市民伸出双手，令人暖心。很

多地区的学校停课后，仍然继续为需要的学生提供免

费的早餐和午餐，有的地方对所有学生开放，以缓解

疫情对家庭经济的冲击。

持续的疫情使得网络购物成倍增长，亚马逊为了

应对猛增的购物量，宣布招聘 10 万人，并优先录用

受重创的航空酒店业失业员工。同样，沃尔玛等拥有

电商业务的巨头订单暴增，公司与 70 多家餐饮和旅

游产业公司合作，招聘他们休无薪假的员工。

合唱团、交响乐团无法集合演出，于是通过视讯

软件或剪接手法，让分散各处的音乐家们在同一個分

割面里，合奏出美妙的音樂，安慰众多孤独寂寞的

心。许多娱乐公司将演出免费线上开放，希望给观众

带来更多的快乐。网上的收费教育资源在疫情初期也

免费开放给家庭，以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

疫情下左邻右舍互相关照，帮忙购物，分享防疫

物质，传递出友善和关怀。我的大女儿几乎每隔两周

都会收到来自高中同学的疫情安慰礼物，大部分都是

甜品，礼品袋里还随附着精心手写的祝福语。当口罩

成为抢手货时，大女儿把紧俏的口罩分给需要的朋

友。我的小女儿也没闲着，她参加了所有合唱团应届

高中毕业生的毕业庆祝活动，精心制作了多个大型海

报，并随着毕业游行列车把海报送到毕业生手里，帮

他们度过了不一样的毕业季。疫情期间，俩个女儿亲

手制作生日礼物及贺卡，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的情况下

帮朋友庆祝生日。

此次疫情最大的感动就是华人社爆发的惊人的粘

合力和组织能力，在海内外打满全场：上半场支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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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行千里母担忧    万里迢迢送温暖

谢小薇 1981 届 物理系

新冠疫情持续全球扩散蔓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

超过了 130 万人，各类防护用品奇缺。在美国的超

市，百货店里根本看不到口罩的踪影，一罩难求。 

儿行千里母担忧，万里迢迢送温暖。母校化学化

工学院心系广大海外校友们的安危，雪中送炭，给美

洲校友会寄来了一万只口罩，包装规格为 50 只 /

包，硅谷校友会也分到了一些。再加上一位长期支持

资助校友会的的硅谷本地校友捐赠了 1000 只口罩，

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在校友会陈

强会长，肖潇老

会长，吴丹健秘

书长的精心安排

协调下，硅谷校

友会及时地将口

罩送达湾区。特

别值得一提的

是，吴丹健秘书

长在繁忙的工作

之中，亲自上

Amazon 为大家

订购了精美的礼

品袋，将给各位

的口罩放入其

中，还细心地打

印了每位校友的

芳名，将暖暖的

祝福鼓励的话语

字条贴在每盒口

罩和每个袋子外

面，带着聪明可爱的女儿一起包装分袋，前后忙碌了

好几天，再把所有的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公司进口

处，方便大家领取，把母校的关怀，校友的爱送到了

每位需要的同学手上。

天下最美母女，去年，同台演话剧，一起演绎战

国时代的故事 -“孙膑与庞涓“，弘扬中华文化；今

朝，齐心协力忙抗疫，送温暖，传递非常时期的真情

大爱。在这至暗时刻，疫情肆虐，经济衰退，但人间

有爱，守望相助，令人感动！

母亲节即将到来，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母爱的伟

大就在于无私

奉献，不求回

报。感恩母校

化学化工学院

对我们的关

怀，感谢有着

大爱的硅谷校

友对大家的爱

心 , 感谢学妹

母女的辛劳

付。

汉等中国的重灾区，下半场支援纽约西雅图以及各州

当地急需的抗疫物资。美洲校友会心系祖国，在

2020 年除夕之夜紧急成立了捐赠筹备组委会，并在第

一时间发出了捐款呼吁，号召美洲厦大校友伸出援助

之手。筹委会在短短的 30 余天里，不辞辛劳，多方

采购，灵活运用多种渠道，先后捐赠出十余批的爱心

物资，送到以武汉为主的医护人员手中。下半场海外

厦大人支援纽约西雅图等疫情重灾区，此外各地的厦

大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当地华人社区支援美国的一

线人员。华人社区在疫情中的善行义举，无疑可以改

变一些美国民众对华人社区的偏见。

新冠病毒考验我们的不仅仅是避免病毒传染的能

力，更考验了我们在疫情下的品行举止。如果每个人

的生命中，注定要有最艰难的一年，那么面对世事变

化无常的 2020 年，我们何不用精心来雕琢岁月，提

灯与良善同行？2020 年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我

们的身边总是有那些美好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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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娇 2001 届 旅游管理

抗疫中短兵相接的轮转

开年大吉  喜得千金  
“2020”看着像是双喜临门、大吉大利的好年

份。年初小女儿“如期而至”。她生得玲珑小巧，

一直沉浸在她那安宁的世界里，吃了睡睡了吃，只是

偶尔张开眼睛扫视周边，开始还辨不出妈妈、爸爸，

还有迫不及待想要带她回家的小姐姐。我决定带女儿

到妈妈家，安安稳稳地坐月子，过新年，静看女儿一

天天地慢慢长大。

疫情突起  情系武汉  
可是平静的日子还没有过上两天，就传来国内新

冠病毒疫情严重的消息。谁都忘不了中国新年前两天

武汉封城的消息！随后全国各地疫情爆发，老家温州

也成了湖北外的重灾区。

厦大美洲校友会闻风而动，发起了以武汉为主的

重灾区捐赠活动。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场抗疫捐赠

活动中，成为抗疫筹备组的一员。我第一时间找到高

校联盟及同乡会商会的朋友们，在进行多方比较后，

很快确定了武汉大学纽约校友会的绿色运输通道。它

相对可靠，省去清关等繁琐程序，同时还避开了红十

字会等敏感话题。本来以为联络好了运输渠道就万事

大吉了，不想发生了意外的”惊喜“，美西校友购

买的护目镜比预计时间提前两天到达武大的 JFK 仓

库。武大仓库收到货后，没留意到发货备注栏写了厦

大美洲校友会。当时武大的仓库积压了来自各地的支

援物资而爆仓，为了寻找我们的货物和贴标签出库这

棘手的问题，我又是好几夜难眠。半夜里一边给小女

儿喂奶一边看信息，哄女儿睡下后就又急忙回复各群

信息。经过几番努力，加上武大义工们的紧密配合，

标签最终贴在了货箱上，捐赠物资及时地送到了指定

的几家武汉医院。

风云骤变 捐赠纽约  
三月初，纽约开始出现首例新冠病人，社区传染

人数快速攀升，继意大利欧洲等国后，美国的疫情也

日益严重。

截止 3月 26 日，美国新冠确诊病人数超过八万

二，成为全球新冠人数最多的国家。27 日，我和几位

校友联系了纽约的医院，开始了募捐防护物资的下半

场战役。28 日晚大纽约校友会的募捐书正式发出。募

捐书发到厦大各地校友会群没多久，国内校友群里就

发出“北新建材捐赠美国，惹上官司赔钱”的新

闻，国内校友们对捐赠防疫物资给纽约有了顾虑。了

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和傅志东学长先后对北

新建材的案例与校友总会做了解释，并指出我们纽约

校友会已起草了“捐赠免责”协议书，会要求受赠

医院签署以与免责。“谨慎捐美国”的讨论平息

后，国内外校友们开始积极参与捐款，不到一周就筹

得两万多美元，虽然当中也不乏波折。

挑灯夜战  验证真伪  
当时纽约的各家医院都急缺各类防疫物资，尤其

是 N95/KN95 口罩，可是市面上有很多中国生产的不

同品牌口罩鱼龙混杂，充斥着不合格的口罩和假货。

所以采购符合美国 CDC 或 FDA 标准的质量合格的口

罩，并能快速地运送至纽约各医院，成为当务之急。

在义工们联系医院需求的同时，我和其他两位义工在

漫天的防疫物资货源中询价，审核质检资料和物流抵

达时间。所幸南加校友会比我们早些开始采购，跟我

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包括美国 CDC 合格厂家清单和

中国药监局的厂家白名单，以及他们找到的可靠货

源。三月底四月初，中国到美国的快递运费一天一个

价地疯涨，DHL 香港转运站因货物过多而瘫痪。本来

准备从国内采购口罩快递到纽约，后来货比三家，考

虑到运输时间的不确定性，我决定先购买一批 NIOSH

认证的 N95 口罩现货。4月 1日当晚，让卖家从 JFK

仓库送了一个样品给我验货。半夜我根据校友发的检

验方法和网上的真假货辨别法，对光检查打印的墨

迹，把口罩剪开，找出熔喷布层，用来吸附事先剪好

的碎纸片；成功吸附后再燃烧熔喷布检验。验明真货

后，第二天找卖家谈价格，讲故事，最后谈妥用人民

币付款方式，成功让卖家降价，另外卖家还捐赠了

250 个 N95 口罩。

险象丛生   货终安抵  
原本准备用国内某院系校友们刚募捐的款项支付

这批两千个口罩的货款，不曾想那两天美国总统川普

抨击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导致中美关系紧张，

该系校友们对是否捐给纽约医院有了异议，他们的捐

款暂时不能转给纽约校友会购买防疫物资。同时，另

一地区校友会也因故取消了已承诺的捐款。我一边让

卖方先送货，一边连夜联络其他捐赠校友会。最终，

是地处国内疫情硬核区的武汉校友会，帮我们按时支

付货款，这才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批口罩的购买。

4月 3日，第一批口罩及时由我们的义工运送并捐

赠给了纽约 Elmhurst, NYCH 和 St.Francis 三家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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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Fox 福特斯财经频道当天也报道了我们校友会的

捐赠行动。从发出募捐书到第一批物资顺利送至医院

短短的六天里，我组建了六个分工不同的义工团队，

联络国内外校友会，了解医院需求，采购物资，签免

责协议，做宣传等等。我和校友义工们马不停蹄，与

时间赛跑，在最快时间内给纽约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送

去了一批急需的防疫物资。

再说那一波三折的“护目镜”之旅。早在 3月

中旬，我接到湖北慈善总会的电话，得知我们美洲校

友会最后一批从硅谷发出的护目镜在重庆因清关文件

问题而滞关。相关校友联络武汉的受赠医院后，得知

受赠方之一的武汉方舱医院已在 3月 7日因疫情好转

而关闭。捐赠筹备组经商议决定，把最后一批护目镜

运回美国，支持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地区。于是我就开

始和湖北慈总、国内物流及硅谷校友讨论运回方案，

协调文件准备和物流程序。之后的两周里，我经常是

深夜联系国内物流和湖北慈总，及时拿到盖章的文件

后，再督促并跟踪海关沟通进度。几经修改后，海关

文件通过初审，开始进行系统申报，回美航班也已确

定。但当出关货物检验时，海关说“查验异常”，

我们提供的货物型号跟实物不符，需要改单处理。深

夜收到信息后，马上跟当时买货的校友联系，寻找不

符原因，才发现原来直接卖方是从另一个美国供应商

买货，卖方网站上的产品型号跟最终供应商的型号不

一致。修改材料后，国内物流再次与海关沟通查验，

最终四月中旬护目镜运回美国，由纽约校友会捐给了

纽约的医院。

继续赠助  支援社区  
捐赠活动中期，除了捐款购买物资，我们校友会

也收到了不少国内校友寄来的防疫物资。一时间，我

家的地下室成了防疫物资仓库。除了义工们运送部分

物资到附近医院外，很大一部分的物资由我打包陆续

寄给受赠医院。除了采购外，联系医院和其他需求

方，根据病人数和需求协调分配物资，也成了我的工

作重心。后期医院需求缓和后，资金紧缺和疫情严重

的养老院在跟我们联系签“免责协议”后，总是第

一时间派人到我家直接领取防疫物资救急。每次和来

取物的医护人员寒暄了解情况时，听到相关的病人情

况和物资供应紧缺的状况，总是很让人伤感和担忧，

我们也希望能更多地帮助到他们。目前为止，我们校

友会已捐赠了近 40 家医院、养老院、警署和其他受

赠单位，也让我们周边的社区感受到我们华人的一片

爱心和对他们的支持。

母校生日  云上同庆  
4 月 6 日，厦大进行了史上第一次的“云校庆”

活动。因为纽约的疫情，我们校友会只能由我作为代

表，通过随会软件参加母校九十九周岁的云校庆。虽

然只是在家里墙上挂了一面去年张荣校长来访纽约时

亲授的会旗，但会议开始后，当看到屏幕中的建南礼

堂主会场，各地校友会的分会场，听到校领导介绍母

校的蓬勃发展历程时，难按心中的激动之情。更没想

到的是，张校长在发言中还点名表扬了大纽约校友会

的抗疫捐赠行动。我为自己过去几个月的付出，以及

纽约校友义工们的积极参与感到骄傲。

小女百日  健康成长  
抗疫之中，不知不觉终小女已百日。虽然没有了

大的庆生活动，同城的爷爷奶奶阿姨舅舅们也不能前

来庆祝，我还是利用家中的食材准备了几个菜，老公

做了蛋糕，并用后院正开的樱花和三月初在伦敦买的

糖制的花 /叶点缀，并上色画了树枝和祝词。按照习

俗，用同事送的 Tiffany 的银勺子给宝宝喝了点海参

汤开荤，席上摆了我去年新年聚会上中的足金猪摆

饰，希望在这特殊年份出生的猪宝宝健康成长，衣食

无忧。

女儿四个月体检时，儿科医生问我宝宝是否已会

翻身，是否有帮助她站立，我回答没有。本来我一直

庆幸女儿乖，爱睡觉，除了喂奶几乎不用抱她，让她

自己躺在床上咿呀叫。突然间我觉得很愧对女儿，回

家后马上查 app，看四个月的宝宝在各种肢体上应该

有怎样的发展状况。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天

哪，宝宝已落后一大节啦！好在捐赠活动也慢慢接近

尾声，我也得好好补上做母亲的功课，多陪陪宝宝，

说说话，做运动，接触大自然。

阳光依旧  亲情甚暖  
虽然忙碌的我没能像“居家令”期间的一些朋

友们那样有时间精心制作美食糕点，幸运的是这段日

子老公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可以帮忙照顾大女儿，

有空时还会做些好吃的面包蛋糕。记得一个周末的早

上，睡了懒觉迟起的我下楼，一进厨房就听到饭厅里

传来优雅的音乐声，大女儿已坐在餐桌前，开心地对

我叫道 “妈妈，爸爸准备好早餐了，像餐馆里的一

样！”。看着老公准备的爱心健康早餐，还配上漂亮

的摆盘和后院摘的水仙花，那一刻感觉生活还是很美

好很幸福的！

疫情期间虽然少了亲朋好友的聚会和外出游玩，

但因为现代通讯发达，基本上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在家

也能完成大部分的工作。我开始习惯用 zoom 及其他

网络会议，连捐赠新闻发布会也用 zoom 了。公立图

书馆在关闭了两个月后也开始了网课，不用赶时间开

车去图书馆，大女儿自己也可以一个人上网络音乐及

故事课啦。还有一些针对成人的网课，我有空时也想

听听。因为健身房短期内无望开放，两周前我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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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是我们的故乡  
——写于《诗天空》 十五周年  

韩怡丹 1989 届 新闻系

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们在诗天空

（PoetrySky.com) 的一片蔚蓝之上开始了我们的心灵

之旅。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大地依然充满了死

亡的气息，而天空仍在注视着我们，俯瞰着芸芸众

生，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天空上，彩虹是奇迹，星

光是梦想，雷电与风雨是考验，白云是沉思。你永远

不会知道下一秒的天空会是怎样的。而世界也正是如

此。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漂泊者。我们每一

个人，都在不断地失去故乡，也在不断地寻找故乡。

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天空是永恒的。天空是诗和远方

的起点，也是诗和远方的终点。只有天空才是我们的

故乡。当你仰望满天星辰，你会感动落泪，因为它们

之中有你的亲人。而当你看到阳光灿烂，你会感到温

暖、爱和力量，这就是天空的魔力。众神在天空之上

俯瞰着我们。他们不但看清了我们的泪水，也数清了

我们的泪滴。

此刻，新冠病毒正在肆虐，死神的阴影笼罩着芸

芸众生，地球仍在疼痛，在颤抖。而我依然要仰望天

空——一个我以为已经到达了无数次、但每次醒来

又要重新出发的地方。是的，天空就是我的诗和远

方，是爱的起点和终点。今天我终于明白，只有爱才

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初心，只有幸福才是我们任重道远

的使命。只有天空才能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今天，

我们不要瘟疫，不要灾难，不要绝望和悲伤。我们要

正义，要勇气，要耐心和信心。我们要一个晴空万里

的天空，一个星光灿烂的天空，一个云蒸霞蔚的天空

——而这个天空就在这里，我们期待的彩虹也在这

里。

十五年过去了，叶芝种下的玫瑰已经开花。作为

诗天空的创办者和主编，我要深深地感谢十五年来与

我们风雨同舟的诗人、教授、译者和编辑朋友们，我

为与你们为友感到自豪，我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与你们

交流，感到非常荣幸。

我要感谢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当代中国文学研

究名录、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当代英美文学研究名

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录、美

国国会图书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录、澳大利亚国家

图书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录、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录、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当代

中国文学研究名录、德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当代中国

文学研究名录、香港大学图书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名

录等一批欧、美、亚、澳当代文学名录和资料库对《

诗天空》网刊的介绍和链接，感谢《普罗维登斯日报

》、中国新闻社、《厦大校友通讯》《厦门大学报》等

众多媒体对《诗天空》的评论和介绍。

德国哲学家马丁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

乡。返乡，即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今天，我回到了

我美丽的故乡福州——我成长的地方，仿佛我又回

到了梦想的起点。此刻，让我们凝望天空。让我们永

远拥有来自天空和故乡的力量。让我们拥有爱和悲

悯。让我们继续派遣我们的诗句去追赶那些即将坠入

黑夜的晚霞。让我们梦想，让我们期待，让我们祈

祷，让我们一起拥抱我们共同的故乡——诗天空！

谢谢大家 !

2020 年 2 月 15 日于中国福州

网课跳减肥健身舞，把闲置的一个阳光房收拾出来，

变成我和大女儿每日锻炼喝茶的新场所。疫情过后估

计网课会成为新常规，其实也挺省时间的。

因为疫情，老公最遗憾的是东京奥运推迟，已经

定好的和大女儿一起去的 7月东京之旅不能成行。不

过庆幸的是，这两三个月，大女儿的日语水平突飞猛

进，连过家家时自言自语都开始用日语了。

见证历史  展望未来  
有失必有得！这场全球性的新冠灾难，给社会造

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不幸。相

信疫情之后，国家政府在应对传染性疾病传播，医疗

卫生系统和社会保护方面会有所改善和提高。每个人

在居家期间有了时间来思考，去做平时没时间做的事

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考虑用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企业和个人一定会涌现很多新的想法，新的经营模

式，和新的更健康高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在人生开

始就经历此历史性事件的女儿，能在将来的人生路上

关注社会，懂得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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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有一颗坚定不移的心  

蝙蝠的翅膀卷起乌云

在大地上投下阴影

它飞驰着 ， 啃噬着一条

叫做长江的河流

它穿越了一个叫做武汉的城市

一个我从未到达的地方

 

我听见， 魑魅魍魉发出的狞笑

我听见， 亿万同胞发出的吼声

 

看， 猎猎旌旗行进在神州大地

听， 春天的惊雷已震撼五湖四海

中国 ， 武汉

武汉， 中国

今天， 我有一颗坚定不移的心

我要为你披荆斩棘

我要为你勇往直前

神州大地必将浴火重生

让我们期待

一道横贯天地的彩虹

等你凯旋归来  

——写给福建援鄂医疗队  

 
等你归来

如等待一场旷世的花开

在榕树下 ， 在闽江边

在三坊七巷， 在鼓山鼓岭

在乌塔白塔罗星塔

凭栏眺望

在五一广场挥动鲜红的旗帜

在西湖左海望向明媚的春光

热血在长江之畔沸腾

热泪在闽江之畔奔流

我们祈祷， 我们拥抱， 我们等待

一场旷世的花开， 一个春天

春天来了 ， 春天来了

粉红的羊蹄甲已踏春而来

金黄的炮仗花已铺展开去

在乐群路、 对湖路、 工业路

在烟台山 、 桃花山 、 长安山

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悄然而至

等待你

凯旋归来

今天， 我为你哭泣  

——致为抗疫牺牲的英雄们  

 
让绵绵春雨写下我的思念

让狂风暴雨写下我的悲伤

让电闪雷鸣击退妖魔瘟疫

让烈士英灵安息绿水青山

今天的长江

奔涌着十四亿中华儿女的泪水

今天的黄河

吟诵着生生不息的英雄礼赞

今天的大地

鲜花盛开， 万木青葱

今天， 我把你的墓碑

放在我的心里

在你的墓志铭上

让我写下 ——热泪千行

绿音抗疫诗歌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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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

天使的样子

词：Eileen

曲：骆卫东

远远目送你渐渐消失

坚毅的眼神默默的坚持

孩子说妈妈去哪里了

你看远方那些白衣天使

 

轻轻念起那个睡前故事

温柔天使勇敢的战士

孩子问妈妈何时回家

收藏的烟花会不会太迟

 

孩子问什么是天使

请你记住她们的样子

深深勒痕步履坚实

无所畏惧就是天使的名字

 

孩子问什么是天使

为我们守候是她们的坚持

点点泪光呼唤彩虹

我们拥抱在花开的日子

穿越迷雾期待彩虹

我们拥抱在花开的日子

骆卫东 1993 届 物理系
吕晓红 1994 届 法律系

天使的样子

扫描二维码听歌

除夕夜，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员刘丽随队支援武汉。当天，她准备去外地看女儿，在机场已经过了安检，被紧急召回，当
晚就登上去武汉的飞机。出发之际，她对女儿有些愧疚，“本来答应了要陪她买烟花的，待我们归来。”

在这一个各种谣言，呼吁，信息，谩骂满天飞的非常时期，总有一群人，什么也没有说，知难而

上，勇往直前，用他们的汗水甚至生命守护着我们和身边的每个人。

被战斗在一线医疗工作者的坚毅打动，跟先生合作创作了这首歌，送给这么勇敢的白衣天使们。虽

然词和曲都很粗糙，只想真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温柔的天使，勇敢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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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诗钞

林风云 1991 届 中文系

庚子一入，大疫满城，

隔离在家十日。苦中作乐，

时光倏忽，诗以为纪。

天天临贴三百字，

汉碑古拙朴而稚。

研墨砚冷气酣畅，

挥毫纸涩墨淋漓。

书香碟多年味实，

日高风轻春梦迟。

那人三月不下楼，

吾不费言癖且痴。

闭门十日又二，大邑封城，

万籁俱寂。众声喧哗处，

惟微信推文。且看白石老人笔下虫虫，

生机盎然如彼。

江城梅花开无主，

家家闭户独踯躅。

风声雨点巷更幽，

微信博文氓尤嘘。

众生茫茫多烦虑，

万类悠悠自乐趣。

飞来爬去惜无声，

却唤生气满人宇。

隔离已十三日，节气恰逢立春。

阳台一隅有月季名莫奈者迎日灿然。

蜂舞蕊心，鸟鸣树间，知楚水春不远矣。

闭门造车不觉时，

物侯运转花自知。

偏知地暖一角发，

哪管瘟凶满城滋。

黄蜂妖娆因腰细，

乌雀嘹亮绕枝立。

今年立春殊常年，

要乘生气克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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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正月二十一，闭家二十五日，

无所事事日甚一日。

午时起，大雪如期而至，鹅毛般下得甚紧。

翻捡巴黎雪景照片，最可解忧者，美食也。

宅家廿日近乎苕，

梦渡巴黎念逍遥。

且就飘雪品红酒，

再燃火锅涮绿蒿。

拉菲微醺紫葡萄，

苦艾甘洌白奶酪。

圣母院内劫灰冷，

一过凯旋万事了。

庚子二月初四，吾不下楼三十六天矣。

近日春意渐浓，柳条初吐，杂花生树，

然只可遥观。

读定庵诗有庚子诗碑锁绿苔句，

几成谶也。

繁花一树晓闲愁，

自开自谢逐水流。

庚子诗碑锁绿苔，

南北夜雨剪新韭。

欲当对酒且相忆，

无奈逢春不自由。

池边垂柳依依发，

借问吾能下楼否。

庚子三月十六，武汉封城七十六天后，

城门重开。翌日，天朗气清，

远足踏青，正相宜也。

春水四月生苍苔，

湖光排闼送绿来。

杜鹃映山春心燃，

湘妃含泪逝者哀。

挹翠磨山向天边，

通幽小径接世外。

忽然今朝得解放，

始觉不易是自在。

摄影：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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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岁月话沧桑
苏林华 1948 届 机电工程系

1927 年 2 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籍则是古

田县。因家父工作单位时常变更，也影响到我的居所

及就学地点，故我常辗转于南平、永泰、永安、连

城、漳州、厦门、顺昌洋口、长汀等地，处处为家，

幸好都在福建省内。算到 1948 年为止，我在本省境

内计待了 21 年，故中国福建是我的第一故乡 !

1948 年 6 月，我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机电工程

系。9月份时，收到行政院资源委员会通知 : 分发我

到台湾水泥公司工作。报到后，被派到其辖下之高雄

水泥厂，从基层甲种实习员做起。二十年后，升到厂

内一级主管工程课长职位。1969 年初，我调升到台泥

公司辖下之竹东水泥厂为副厂长，历三年半。继调苏

澳水泥厂为副厂长，又一年半；继调升到台泥关系企

业台湾士敏工程公司为机械部经理，出访中美洲巴拿

马国，与其工商部长签订技援合约，助之兴建巴拿马

国国营水泥厂。

我在台湾水泥公司工作 26 年后，应聘中国力霸公

司为工务部经理，在宜兰县冬山乡兴建新水泥厂、 

历时三年又半。

1978 年５月，应聘菲律宾康达水泥公司

（Continental Cement Co. ，Philippines），担任

其总厂长之职，为期一年。1979 年之后半年，我在台

北市怡岑水泥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为之策划花莲建厂

事宜。

自 1948 年一月初到 1979 年 12 月底，这 32 年

间，除了一年时间在菲律宾主持厂务外，其余 31 年

时间全在台湾水泥界工作，故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

1980 年一月初，我应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

市富乐国际公司（Fuller International Co., 

 Bethlehem,  Pennsylvania., U.S.A.），美国移民局

将我列入第三类技术移民配额内，我是以水泥专家身

份应聘来美。

1980 年 1 月 8 日，我自台北飞抵美国，在纽约肯

尼迪机场入境，开始了我那 “远在他乡的日子”。

次晨，我搭灰狗汽车（Greyhound Bus ），路经新

泽西州，抵达宾夕法尼亚州爱伦镇（Allentown，

Pennsylvania）。我的台泥老前辈江定一、曹守敬两

位已在汽车站等候，送我到预订之旅馆。第二天我就

到富乐公司报到，开始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公

司聘我为“高级企划工程师 (Senior Project 

Engineer )“， 工作性质是接受海内外水泥界委

托，为之筹建新水泥厂、或扩建、或更新原有水泥

厂。二月中，收到移民局寄来“永久居留证”（即

“绿卡“）。工作五年多後，1985 年 11 月初，得移

民局通知，嘱我到美西洛杉矶，与五千多名绿卡持有

者同时宣誓为美国公民。是年 11 月 20 日就收到移民

局寄来美国公民证书（Certificate of 

Naturalization），开始了我新的篇章！

到富乐公司任职的第三个星期天，我搭大巴到新

泽西州费城，访厦大欧阳谧学长和与其夫人刘景昭学

长。长谈之际，承他俩详告其美国生活种种经验。翌

年 (1981) 

春，其双

胞胎女儿

之一结

婚，广邀

美东厦大

校友前来

观礼及聚

宴，我自

行驾车前往

参加。按照美国婚俗，婚礼是以女方为主，故在欧阳

夫妇家中大厅举行。礼毕，欧阳谧兄请来宾各自开车

到费城市区之一餐馆，自点牛排大餐，后欧阳学长赶

到付账。这种美式婚宴，颇为新奇别致。

当日，厦大吴厚沂老学长单人自新泽西州搭公共

汽车前来参加婚礼。在校时因他是名人，我当然知

他，但他不识我，相见后才算真正认识，遂开车带他

去餐馆，餐后也送他回到汽车站，自此互通音讯。吴

厚沂学长是厦大 1946 届毕业者，我则是 1948 届，他

只比我高上两届，但其年龄却比我大上十多岁。原因

在于他高中毕业后，先在各中学教书十多年。例如在

长汀时，他是厦门大学大三教育系学生，却也在长汀

中学兼任教务主任，1946 年厦大毕业後，则在厦门双

十中学担任校长。之后，他留学英国，学成后，到香

港担任教育署督学之职 ;。移民美国后，他为其夫人

陈梅卿学长之兄陈霖先生在纽约市之 “金字企业集

团”里主持“金国酒公司”业务。

欧阳谧学长是 1944 年厦大机电系第一届毕业生。

他先留校为助教，继到台湾水泥公司担任发电股长，

1996 年时，三套水泥生产系统均已次第安装完成。图示全厂之侧面鸟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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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英国留学，得

博士学位后，在英

国高压研究所任

职，继应聘到美国

通用电力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为

经理。其夫人刘景

昭，1945 年时在

厦大机电系毕业，

任助教一年後到台

湾，先在高雄女中

任教，欧阳学长离

台去英後，她到台

泥高雄厂任职，主

管设计及管理制图

事宜。景昭姐往英

国后，我接任其

职。 

欧阳谧学兄于

2015 年 1 月 8 日

在美东新泽西州病逝，一年後、刘景昭学姐则在

2016 年 1 月 11 日也病逝，两人都享年九十岁以上。

我在《美洲校友通讯》2018 年 9 月出版之第 66 期

上，以英文写一篇“My Memory of Ching-Chao & 

Mid Ouyang“ 为之悼念。

我在宾州富乐国际公司工作一年多后，1981 年 4

月初 转到宾州北部威尔克 -巴勒（Wilke –Barre）

处之“火神铁机公司“（Vulcan Iron Works, 

Inc.）为总工程师。主要任务是为水泥界设计新厂及

更新旧厂，为时一年。

因威尔克 -巴勒冬、春均处于冰天雪地之境，使

我抱病频频，故转到南加州 洛杉矶之 ”Homes & 

Narver, Inc.”  公司担任高二级工程师  ( 即较“

高级工程师“  高上一级之职位 )。这是我在美国的

第三项工作，不但天气合宜，且待遇也高出许多。只

是过不久，我被派往中东 沙特阿拉伯国 Jubai 工业

区 ，办理海水淡化厂事宜。该国室外气温经年都在

摄氏 40 度以上，好在是 “干热” 而不潮湿，尚可

适应。

1984 年时，我应联

合国纽约办事处之

聘，到中国北京国务

院建材总局辖下之“

中国水泥中心“及

“天津水泥设计研究

院”驻院讲学三个

月；继而南下，到福

州为  ”福建水泥设

计研究院“讲学一个

月。

1985 年起，我又回

聘富乐国际公司，担

任其海外部中国地区

经理，与中国国务院

直属之国家建材局互

苏林华在厦门大学建校七十七周年升旗仪式中致词。后排左 2起：朱之文副校长、郑学檬常务副校长、林祖赓校长、陈传鸿书
记、张翼副书记、丁马太工会主席。（19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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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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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频繁 :  富乐公司一方面技术援

助中国，助其发展水泥工业；另一

方面，我则助富乐公司打开中国市

场。例如 : 新疆水泥厂是先经国家

建材局招标、富乐公司得标后，为

之制供一台 时产 80 公吨之大水泥

磨机。 其时，我代表富乐公司经常

到北京洽公，每次出差，多须待上

两三个月之久。虽然在北京，那时

我妹苏寄漳在煤炭部为高级工程

师，有宿舍 ( 按：她是厦大化学系

1953 年毕业生，其系主任就是后来

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卢嘉锡博

士），但因我是为富乐出差，故在北

京，以住西苑饭店或香格里拉大饭

店等处为宜。

1989 年 11 月底，美国感恩节期

间，我的厦大 1948 届级友、也是我

英华高中同班同学的丁政曾，与其夫人 1949 届

的蔡悦詩，此时都是泰国侨领，（按：他俩便是厦大

嘉庚广场中央 21 层颂恩楼、及七层建文楼之捐楼

人），忽发来一通电传电报（telex）邀我到泰。因他

俩受托于另一泰国侨领廖汉渲氏，要政曾推荐一位在

水泥界具有丰富经验者，为他主持兴建一座最现代化

之大水泥厂。由于丁政曾兄与我在英华高中及厦门大

学有过六年同窗、同宿舍之谊，知我在海内外水泥界

有三十多年经验，故为我力荐。我遂应邀于美国感恩

节假期间飞来泰国，与廖家首脑见面，并由政曾陪我

到北标府参观预定厂地，继与泰国侨领廖汉渲氏会

面，知他拟在泰国北标府（Saraburi）处，兴建一座

最现代化世界级大水泥厂。相谈后，廖氏家族认为我

非常合适，即口头聘我

为厂长。我回美后，立

即收到他们电传送来正

式聘书。我到任一年

后，升我为资深副总经

理兼厂长职 ）。我在泰

国此 “泰石油宝麟公

司”（TPI Polene Co., 

Inc.）服务了 17 年半。

期间，我一直在北标府

厂区坐镇，工作不分日

夜，水泥厂成为我的

家。我每日召开晨会，

主持大计，即使到夜

间，仍透过中央控制室

了解实况，使全厂得以运

转不息。

在泰国水泥厂最初六年间，建成了三套日产各

8500 公吨熟料之生产系统，其水泥生产能力已居全球

之冠。总之，我在此十七年半期间，艰辛地负起此水

泥厂的重大责任，直到 2007 年 2 月，我足八十岁

时，才自请退休。在老板及员工热情欢送声中，我 7

月初搭机返美。

我离泰返美前，不但水泥公司当局及厂内员工都

盛大欢送，厦大泰国校友会也邀我到曼谷夜宴，并在

”校友之家“内，由校友会永远名誉主席张永青颁

发纪念牌，聘我为泰国校友会荣誉主席。

（按：四位厦大校友合照中，左起为：曾心秘书

长、苏林华、张永青荣誉主席、于翔秘书）。

到 2019 年年底，

我回美已 12 年又半。

最初，在两个女儿及

儿子家里，轮流住上

一段时间。其后我照

美国通例，在老人公

寓内租屋独住。之

后，次女中丽随夫搬

到德萨斯州去，儿子

中弘则因胰腺癌于

2015 年 11 月以 53 岁

之年过世。现只长女

中慧同在在洛杉矶境

内，平素互通声息，

如有大事，她均来协

助。此外，我雇一名

张彦书记（左）与苏林华合影

美洲校友会颁发苏林华之杰出贡献奖状（201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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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点工处理杂事，生活还算平稳。

我经常与海内外亲友、老同学、老同事们在电脑

上联系，且常投稿《厦大校友总会网站》及其相应的

 《厦大校友通讯》和《厦大美洲校友通讯》。

母校八十周年、八十五周年、九十周年、九十五

周年校庆大典，我都应母校邀请参加。八十五年校庆

时，我已 89 岁，校方要求 : 凡 85 岁以上者，须有

亲人陪同到校，我就请在德州的次女中丽飞来洛衫矶

一同出发。校庆开幕式时，凡 85 岁以上者，全被校

方请上主席台。明年（2021 年）4月 6日是母校一百

周年盛典日子，希望届时仍能前往参加！

前年（2018）9 月底，应美洲校友会之邀，我由外

孙女张洛萱陪同，到旧金山参加 “厦门大学美洲校

友会 2018 双年会”，住进“旧金山湾区希尔顿旅

馆”，也就是次日会场之所在地。母校特请张彦党委

书记来美主持美洲校友会理事会换届典礼。 次晨（9

月 29 日）他进会场时，我即迎之、并合影。

典礼开始后有授奖仪式，由美洲校友会董事会傅

志东理事长为我颁发“最佳贡献奖’，並为肖潇学

妹颁发”最佳服务奖“。后我致辞，以我新书《走

进世界》封面图照上那句“厦门大学走进世界”作

为重点，最后，由张彦书记作一总括性之致辞。夜宴

时，我将我书 《走进世界》 送给张书记。这年 12

月 9 日时，收到他从厦门发给我一封电邮：“在旧金

山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认真地拜读您的大作《走进

世界》，深深地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同时也被您对

母校厦门大学的炽热情怀感动。您及时完成《美洲校

友会 2018 双年会

见闻录》，以精炼

的文字和精美照

片记录了这个重

要的校友会活

动。不仅让我再

次回忆九月末难

忘的美加之行，

更有一种催人奋

进之感。这种感

觉源自校友们对

母校发展进步的

期盼，更源自您

长汀时期老学长

的殷殷话语和“

自强不息” 、乐

观向上的精神风

采一直带给我们

许多的鼓舞和激

励。学校成立了

百年校庆筹备小组，相关筹划已经开始。苏学长是母

校培养的杰出校友，不仅事业成就辉煌，而且始终感

念母校、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期待听到您关

于校庆组织工作的宝贵建议。”    

我遂即回信致谢，顺便提到我对母校百年校庆的

建议，也蒙他再复，甚感！

我在厦大念的是机电系，毕业后派到台湾水泥公

司，自此水泥工业就成为我的“专业”，在海内外

度过了我 59 年的水泥生涯。我曾在国内外水泥专业

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登载在英国出版的 《国

际水泥评论》、《亚洲水泥及建筑材料杂志》及中国大

陆出版的《亚洲水泥》 ，及台湾出版的《台泥技术

年报》等期刊上。

至于一般性中文书籍，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成，

计有七册： 即在泰国时，出版了《苏林华文集》、《

共饮长江水》与 《雨雪霏霏集》三册；全退休回美

后，写了《苏林华新文集》、《梦迴鹭江滨》、《杨柳依

依集》及《走进世界》四册。以上除《共饮长江水》

是简体字版外，其他六册都是繁体字版本。

总结 : 我从 1980 年 1 月 8 日移民美国起，算到今

年 01 月 07 日，便足 40 年！  但如扣除我在泰国工

作的 17 年半，则我实际待在在美国的时间，仍有 22

年又半 !

以上是我在美洲岁月里的回忆，盼亲友们惠阅及

赐教，至盼至感！

（2019 年 12 月、于美国洛杉矶县罗兰岗镇）

2020 年 5 月世界日报对苏林华学长的专题报道 
注： 文中 “梦回鹭江渡” 应为《梦回鹭江滨》；第 7行之 ”国立大学“为 “国立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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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丈量美丽的高山峡谷
赖灿锋 1983 届 物理系

 “The mountains are calling and I must 

go.”- John Muir

“群山在召唤，我须前行 . ” - 约翰 .缪尔

自女儿上大学，儿子学会开车 ,爹妈不用做周末

车夫之后，星期六一下变得空闲起来。由于住家离使

命峰 Mission Peak 近，我便因地制宜，每周六上一

次使命峰。攀登使命峰是旧金山湾区（硅谷）户外三

俗“徒步“、“采摘”、“抓螃蟹 /滑雪”中徒

步的标配目的地。 

女儿上大学后，我家 LD 也加入徒步。由于她不喜

爆晒，徒步的场所变了，离家 2个小时可以开到的山

林 , 东至 Mt. Diablo, 西至 Butano State Park, 南

至 Henry W. Coe State Park, 北至 Mt. Tamalpais, 

都留下我们的足迹。2017 最长的徒步是在 The 

Forest of Nisene Marks State Park，一走 17.7 英

哩。 通往中央的小道 Aptos Creek Trail 因为塌方

被关闭，不知深浅的我们违章前行，走了 2英哩才意

识到地势的险峻。我们又却不情愿回头，只好手脚并

用的爬，还爬上了树干。LD 说她平日里六七十的心

跳，加速到每分 170 之上，多半是吓出来的。当然，

使命峰并没有被完全遗弃，它后来成为我们春天拉练

的场所，今年就曾多次的二达，一次三达，为了成就

远方的山峰。

2017 年底，我们被朋友拉进了湾区黄页爬山摄影

微信群。此群的口号是爬山快乐，快乐爬山！群里有

牛人，爬半穹顶 Half Dome (HD)，走 R2R (Rim to 

Rim), 就是大峡谷北缘到南缘 , 或南到北对穿。除了

羡慕也只有羡慕，R2R，我们没敢奢望。但群主说，

完成三次拉练的人，可以爬半穹顶。原来爬山不只限

于湾区，原来年过半百如我们，也可以上优山美地的

半穹顶！为了准备爬 HD，2018 我们开始参加黄页群

的拉练。第一次是 1月 27 日从 Stinson Beach 到

 Mt. Tamalpais East Peak，往返全程 18 多英哩，爬

升四千多英尺。虽然我们也曾上过 Mt. Tamp 山顶，

但那是以半山腰的 Pantoll Campground 作起步和终

点。

2018 年最难的拉练 2月 17 日从 Livermore 的 Del 

Valle Reginal Park 上 Rose Peak，回程下山的时

候膝盖疼的只能倒着走。LD 的感言：从来也没有在一

天里走过那么长的路，也没有在一天里爬升过那么

高，但为了夏天能够登上优山美地的 Half Dome，眼

下一切似乎都值得。从 Del Valle 到 Rose Peak，来

回 20 英哩，上上下下三座峰，爬升 5000 英尺。同行

的人里有爬过 HD 的，有穿越过 R2R 的。他们说，完

成今天的拉练，上 HD 不成问题。这一路上，支撑我

们的就是这句话。2月 24 日，我们参加了第一次 MP 

二达拉练，从 Milpitas 的 Ed Levin 公园到 Sunol 

Regional Wilderness 往返，途经 MP 两次。2018 第

三次拉练是在 4月 14 日，再上 Rose Peak, 但这次是

从 Sunol Regional Wilderness 出发并返回。最长的

拉练是 2018 年 5 月 5 日的 S2S (Skyline to the 

Sea, 天际线到大海 ) ，从 Saratoga Gap 途经 Big 

Basin 到 Waddell Beach，单程长 30 英里。

准备大半年，有四次长程拉练后， 我们期待六月

登 HD 的日子。黄页群三月份集体组织申请登 HD 的

permit，我家 LD（4/11 日摇签）有幸中奖。六月二

十五日那天骄阳似火，优山美地最高气温超过

100℉，我们一组六人 5:30 从停车场出发，大概下午

1:30 登顶。回到停车场已经晚上 9点。

LD 的记载：几千年来，半穹顶激发了人们的创造

力，增添许多神话故事，艺术文学。传说中，有一对

印第安老夫妻，长徒跋涉来到了 Ahwahnee 阿瓦尼山

谷。女人背负着沉重的锥形草编篮筐，男人手持一根

手扙。烈日当空，一路走来，口干舌燥。女人先到了

高山下的湖边，痛饮不休，喝尽了湖水。男人抵达湖

边时只有干枯的湖底。于是干旱便降临到一度美丽的

绿色山谷。男人因此愤怒，举杖击打女人。女人边哭

边逃，转身将篮筐投向男人。彼此面对面的一时刻，

神的惩罚将他们变成了大石头，彼此永远分离。男人

成了酋长峰，女人成了半穹顶。半穹顶，高 8842 英

尺 ,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最受欢迎的地标之一。终于有

这么一天，顶着烈日和 100 度的高温，我们登上了

它。

完成了 HD，Bucket list 少了一项目标，2019 得

有新的挑战。或许穿越大峡谷，甚至登上美国本土最

高惠特尼峰，我们可以试一试，准备准备？

2019 第一次拉练是 1月 26 日登 Mt. Diablo 大菠

萝山，路线包括另两个山峰：奥林匹克和北峰。全程

也是 20 英里往返。第二次拉练则是 3月 30 日去了南

边的 Pinnacles National Park。快到山顶时，LD 大

腿抽筋，山友贡献了盐片，电解质饮料，energy 

chews，还有 biofreeze。这 biofeeeze gel 尤其管

用，带有薄荷醇的清凉，直接涂抹于肌肤，立马缓解

疼痛。第三次拉练是 4月 13 日，我们去了 Henry W. 

Coe State Park，挑战 Hobbs Road Shortcut, 1.3

英里内爬升 1500 英尺，登顶剪刀峰 Mt. Sizer。但其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 65

中景色精彩的是水路 the Narrow Trail。 第四次拉

练是接下来的周日，位于家里后院的使命峰三达。以

下是 LD 的心得：策划着上 MP 看日出，天不亮起步。

一达山顶，大雾蒙蒙，那风刮起欲将人卷走。下山，

上山，三小时后二达山顶，细雨绵绵，与座标照相要

排队。再下山，再上山，五小时后三达山顶。雾散雨

停，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与座标合个影。某人说拿下

三达，或许可以挑战大峡谷的 R2R，真的吗？我当真

了。

五月十七日去大峡谷出师不利，八点从 Oakland

飞 Vegas 的西南航班竟然被取消。更换的航班完美错

过大部队开往大峡谷的豪华大巴。幸好有群主帮忙联

系，赶上了对穿小分队从 Vegas 去北缘的小面包车，

感谢群主，感谢小分队成员。在北缘的 Jacob Lake 

小木房休息一晚后，隔天凌晨 4点搭上大巴向路口出

发，五点在 trail head 合影后开始了 R2R 长征。不

久初升的太阳将峡谷的红墙映照的通红，美景如画，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山友纷纷拿出手机或专业相机为

自己为队友留下终身难忘的峡谷风景。有山友咪咪在

微信上感叹：大峡谷的壮观旷达、大峡谷的磅礴浩

瀚，根本无法用镜头摄取，也无法被限制在有限的寸

尺相框之内。晨曦的蓝霭，落日的红火，春天的新

绿，遍野的繁花，都令我们目不暇接，我们为此兴

奋，也为此流连忘返。我们无法停止照，照，照；可

上百张的照片中没有一张能与我们肉眼中的大峡谷相

比。没有一张能表达出我们身在其中时那种不能自己

的由心溢出的滚滚澎拜之震撼。我的感想是圣经里的

诗篇 150: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

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五月十八号在大峡谷徒步的除了 28 队员从北到南

的狼之队，另有 24 位马拉松队和牛人队走对穿，还

有大概 30 位仅在南缘至谷底徒步的队友。有众多华

人山友聚集大峡谷，一路上山友们互相鼓励，休息时

大家分享食物和饮料。若碰到对穿的山友，免不了大

家合影，相互勉励预祝对方穿越成功。经过 14 小时

多的跋涉，我们于傍晚 7：20 左右成功登上南缘的路

口。LD 的记录是：北缘下山 5,781 英尺（North 

Kaibab Trail）, 越过海拔 2,460 英尺的科落拉多

河，爬回 4400 英尺高的南缘（Bright Angel 

Trail), 我们竟然也成了大峡谷每年 600 万游客中的

那不到 1％走完 Rim to Rim 的人。其他山友对自己

的成就也很自豪，一说可以含笑三个月，另一个说可

以回味 30 年。在回 Vegas 的大巴上播放着《成都成

都》的歌曲，群主 Jack 心生感慨，将歌词改编成《

峡谷峡谷》:

Canyon Canyon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路

让我依依不舍的 不止你的美丽

余路还要走多久 你诱着我的眼

让我感到为难的 是沉重的脚步

负重准备在前夜 背包是淡淡的愁

蜿蜒曲折的山道 挥洒着我汗水

在那座深邃的峡谷里 我从未忘记你

Canyon 带不走的 只有你

和我在大峡谷的山道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光都消失了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背上你的背包

走到印第安花园的尽头 坐在科罗拉多河谷的上头

聚散总是在黄页，回忆是思念的愁

蜿蜒曲折的山道 承载着我脚印

在那座深邃的峡谷里 我从未忘记你

Canyon 带不走的 只有你

和我在大峡谷的山道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光都消失了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背上你的背包

走到印第安花园的尽头 坐在科罗拉多河谷的上头

和我在大峡谷的山道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光都消失了也不停留

和我在大峡谷的山道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光都消失了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背上你的背包

走到印第安花园的尽头 走过科罗拉多河谷的上头

自豪不等于自满，峡谷归来我们寻思，是否还有

挑战在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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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奖导师实验室攻博点滴
郭景东 1983 届 化学系

看到北美校友微信群的《校友通讯

》征稿启示，念及自己“远在他乡的

日子”，不觉已近 30 年。其间林林

总总，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正

好 2019 年 10 月 9 日诺贝尔化学奖揭

晓，我的博士导师 M. Stanley 

Whittingham 教授因为其对锂离子电

池奠基性的工作，和另外两位锂离子

电池先驱 John Goodenough 教授和吉

野彰教授共享 2019 年度的诺贝尔化

学奖，欣喜之余，也来应景蹭个热

度，回忆下在导师实验室攻博的二三

事。

M. Stanley Whittingham 出身于

牛津大学，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他 60 

年代末来美国发展，70 年代在爱克森

石油公司发明了可充电锂电池。1988

年 Whittingham 转入学术界，入教纽

约州立大学的宾汉姆顿分校（现为

SUNY/Binghamton University，以下

简称 BU) 至今。 时下流行称呼导师

为“老板”，为行文方便，本文就

随俗称 Whittingham 教授为老板吧，其实当年我和师

兄弟师姐妹们之间是直呼其名 Stan 的。

锂离子电池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巨大。笔记本计算

机、平板、手机等电子设备 ，都离不开它。这几年

的化学奖预测年年是热门，老板的得奖算是实至名归

吧。我 1990-1994 年在他门下 4年，算是比较早期的

学生之一，也是老板实验室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

虽时隔二十多年，大部分记忆已被岁月洗走，有些事

还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和老板结缘说来颇具戏剧性。那是 1990 年底，系

里为研究生举办汇报工作、并为新生选择导师的墙报

活动中。初来乍到，我双眼摸黑，东逛西看，正百无

聊赖间，突然一张熟悉的图谱抓住了我眼球。那是一

张交流阻抗复数平面图，我在厦大攻读电化学硕士的

3年间，在中科院工作的 4 年中，这是我熟悉的不能

再熟悉的东西！如同他乡遇故知，我展开磕磕巴巴的

口语，和墙报的主人攀谈起来。不曾想该主人是电化

学菜鸡，解释半天不得要领。这时，老板走了过来，

三言两语解决了我的问题。可以看出，教授对我所提

的问题，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 BU，这种

技术不要说本科生，研究生课程都不一定教。真要感

谢厦大电化学扎实的基础教育和中

科院的工作经历，之后的事顺理成

章。我走过场面试了系里其他几个

教授后，便正式选定老板为我的博

士论文导师。就这么不经意的一张

图谱，便决定了我今后 30 年的职业

生涯，更和老板结下了一生的师生

缘。前几年王菲的歌《传奇》风

行，每次听到“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便于我心有戚戚

焉。

老板说话声音不高，带一口浓重

的英国口音，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

和蔼可亲。在师门微信群，还有一

个师妹说她正是看中了这总是笑眯

眯的老头，才选了他当导师。每每

在办公室走廊上遇见他，他也总是

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但是在组会

上谈科研和工作，却又一板一眼的

严肃，像换了个人似的。

老板极少发脾气。印象中唯一的

一次发火，是某博士后几个月不出

活，还找各种理由巧言搪塞。即使如此，不满也还只

在小范围内批评，没有在大组会上当面给其难堪。老

板对科研工作的数据要求是一丝不苟的，虽然自己不

亲自下实验室，对实验细节却有天生敏锐的洞察力。

如果有疑问，他也往往会在讨论中切中要害。他对于

学术不端深恶痛绝，在自己教授的“固体化学”基

础课上，再三强调学术道德。作为助教，我们几个研

究生都要参与监考。有时老板外出，都会特别叮嘱我

们留意作弊行为，一旦发现绝不姑息。老板也较重视

团队合作和梯队建设，着重传帮带，老生带新手这个

组里的传统，一直执行的很好。除了科研能力，老板

也重视学术交流和合作，和 BU 兄弟院系和外校都有

密切合作，有条件的话也会让学生有开会扩大眼界的

机会。记得 1992 年夏天，老板开着他自己的丰田

4X4，满载一车的学生去纽罕布什尔开了一周的

Gordon 研讨会。往返全程，都是他自己开车，我们

在后面看风景睡大觉。

老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推导师”，更强调言传

身教和学生自律。他对门下学生并无规定严格工作时

间，不像其他很多实验室，有硬性规定周末是否要出

勤，但老板自己周 6一般都会来办公室。绝大多数的

本文作者视频恭贺导师荣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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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也很自觉，一方面，因为大部分学生当 TA, 影

响到工作时间安排；另一方面，由于老板的学术界生

涯刚起步，仪器设备尚不充足，需要轮流使用。有个

台湾师兄就是昼息夜作，最大限度提高实验设备的利

用率。进实验室一段时间后，老板会放手对贵重仪器

的限制。我论文后面阶段，组里进了几台电化学仪

器，都是由我经手设置，操作熟练掌握再传给同僚。

在老板实验室 4 年，从上课到论文指导，经老板

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我收益良多。印象最深的是

老板的一门专

业课的一次作

业。那是一门

专业课的期末

论文，写一篇

综述。因为是

我感兴趣的题

目，我旁征博

引、洋洋洒

洒、殚精竭虑

地完成了，自

己很满意，以

为可以得高

分。老板也同

意论文作业的

内容和组织，

但只给批 A- 

，并在扇页上

明确批示：我

对标点和单词

拼写疏忽了。

也就是说细节上的疏忽让我丢了分，真是应证了细节

决定成败那句老话。这个教训来得非常及时，至今我

还珍藏着这份作业，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鞭策。这一

教训也让我在之后的论文写作和其他工作中，受益终

生。之后每篇论文，我都字甄句酌，所有的单词拼

写，都要过校拼软件。这个习惯，其实为自己，也为

老板在日后审阅我的博士论文上，省了不少时间。

老板是领域的主要杂志“固态离子学” 的创刊

者暨长期主编，对论文的写作和编辑自然是游刃有

余，如数家珍。有时他太忙，也会有意让高年级的研

究生审一些来稿，并讨论论文的优缺点，以锻炼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和拓广思路，并不时强调英文写作的重

要性。

还有一件记得较清楚的事和科研无关。老板对学

生的课外生活虽然不是经常嘘寒问暖，但一关心，则

体现在行动上。博士生最后一年我当 RA，由老板的科

研经费资助。我在厦大读书时，养成了打桥牌的业余

爱好。来美国后，我喜欢参加些本地区的桥牌比赛，

并赢得了 94 年代表地区去辛辛拉提参加全国赛事的

资格。虽然正值毕业论文冲刺的关键时期，我还是非

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良机。当我向老板请假时，老

板二话不说，爽快直接地答应了，并祝我好运。那次

比赛，我和搭档还真的赢了全北美草根组的双人赛冠

军。回到组里时，老板兴奋异常，看起来比他自己得

奖还高兴。他当即把我们得冠的赛刊报道贴在办公室

的显眼位置，并第一时间指示秘书通知 BU 媒体。同

一天，BU 校

报的记者便

来我们实验

室采访，并

将得冠消息

发在了当期

的校刊上，

让我小小的

得瑟了一阵

子。

除了日常

科研工作的

讨论，老板

偶尔也会推

荐一些课外

阅读，寓教

于乐。90 年

代初的一

天，在闲聊

中，老板推

荐一本 Robert 

Hazen 的书 《The breakthrough - the race for 

the superconductor》给大家。当时低温超导热尚有

余温，而老板主教的“固体化学”基础课，也有

“钇钡铜氧超导材料的制备和测试“这个实验。该

实验兼具趣味性和科学性，很受本科生欢迎。做为助

教，我们自然要身体力行把实验先过一遍，因此我对

超导材料领域有一定的了解。

这本书讲述了作者帮朱经武教授测试当时创世界

低温纪录的超导材料的晶体结构，突破领域前沿并获

世界领先地位的精彩故事。作者文采斐然，把貌似枯

橾的科学研究，讲的引人入胜，兴趣盎然。因为当时

我的论文要用到晶体结构测定，书中的思路和方法对

我不无裨益。同时，我也更深刻体会到科学研究中，

领先一步的艰难和重大意义。书中虽然没有战场的刀

光血影和商场的尔虞我诈，但科研竞争的龙争虎斗、

乃至于学术间谍的扑朔迷离，一样精采万分。读完书

后，我们和老板聊感想，感慨我们日常实验中得到的

这是 92 年导师带我们去参加 Gordon 会议的官方合照。红圈分别是导师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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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基本都是粉未而不是单晶，要是单晶的话，

晶体结构测定会容易得多云云。老板于是乘机向我们

传授一些晶体结构测量的招数。没想到过不久，我还

真的在实验中意外发现一种单晶新材料，虽然不是我

期待的化合物，老板还是送到他朋友的实验室测完晶

体结构，并发了一篇文章。另一个意外，则与我个人

格外的兴趣有关。书中的主要人物，跟中国近代史上

的名人还有密切关系：本书的主人公之一朱经武教授

是陈省身先生的女婿，朱和该书作者的共同朋友毛河

光博士，则是鼎鼎大名的毛人凤的公子。这层与中国

近现代史关涉极深的人物关系网，估计老板是无从理

解了。

老板有较深的中国情节。刚进组时，组里有 2个

美国师兄师姐，1个黎巴嫩师兄和 1个台湾师兄，我

是老板的第 5个博士生，也是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

学生。此外，还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大陆访问学者。因

为是杂志主编，老板交友广泛，他的办公室常有一些

带有中国元素的小礼物，不过我认为当时老板对中国

了解有限。我毕业时，老板大概觉得我孺子可教，强

力提名我的论文竞选系里的 “最佳论文” 奖。除

了给我找工作，以及后来办绿卡强力推荐之外，还放

心地让我直接通过国际长途电话，面试来自国内的优

秀申请人，后来该师妹直接用 RA 进了组。之后随着

祖国改开的深化，也得益于组里中国学生的努力，老

板的组成了系里中国新生的香饽饽。中国学生数量如

雨后春笋，先后毕业了数十个中国学生和博士后访问

学者，他们大多活跃在中美各大研究机构，耕耘于锂

电池领域。我们现在微信群，就有 30 多个师弟师

妹。老板近几年特别热衷于和中国的学术交流，频频

出现在国内的大会小会或者学术论坛上，我想我对此

应该是有绵薄贡献的。

光阴荏苒，转眼离开老板的实验室已经 25 年了。

毕业后忙于生计，再没回过 BU。偶尔学术会议上邂

逅，彼此也因研究方向不同而吝于深谈。但逢年过

节，我都会送张卡发个邮件问候。老板得诺奖回到办

公室的第一天，在组里庆贺的派对上，我也视频祝贺

了他。老板是 1941 年生的，现在组里还有 3 个博士

后 6 个博士生，据他表示，目前并没有激流勇退计

划。看来老板是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并效法同届

诺奖朋友 97 岁高龄的 Goodenough 教授，继续为人

类绿色新能源奉献余热。在此，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

家！

2019 年 10 月于克里夫兰，俄亥俄。

这是作者保存的导师亲笔批注的课程作业

这是 BU 校刊报道作者在导师的实验室指导夏令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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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胜祥 1989 届 科学仪器系

一位金发美女的致谢卡

最近区块链概念在资本市场很火热，甚至成为中

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区块链技术中有个 很重要的

概念 Token （令牌；标记；代金券；信用价值）。这

让我想起一位 金发美女 Karen 给我 Token 的经历。

6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厦门大学多伦多校友会组织

一年一度的夏季午餐聚会，从早上 8/9 点开始，校友

们携家人与自制美食陆续到公园指定地点集合。除了

丰盛的午餐，还有别样多彩的文艺表演与体育比赛猜

谜等，组织者准备了丰富的节目，让同学们难以忘

怀。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 3/4 点。

带着一天的兴奋与快乐，我离开公园骑行在回家

的路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欣赏加国风光。大约

走了 10 多分钟，忽然看见路中一个米黄色的小包，

由于不确定是钱包，路上还有车跑，所以没有马上停

下来去捡，骑过了快 10 米远，出于好奇，我还是走

过去，捡起来一看是钱包。停留片刻，环顾四周，看

看是否有人回来寻找，好像不是刚刚丢失的，我就收

好离开了。回家的路上记得还经过 Canadian Rd. 

（加拿大人）这条路。

回家后打开捡到的钱包，里面有 100 多加元零

钱、驾驶证、健康卡、银行卡几张，还有一张 RBC 

银行的工作卡，只有工号姓名，没有具体位置。我在

国内时，利用网络搜索，找到了两位失去联系的大学

同学，所以寻找人还是很自信的。很快在 Google 与

 Facebook 上找到了近 10 位与 RBC 工卡上相同名字

的人，通过工作单位与性别等条件过滤，剩下两位高

度相关。当时还没有微信，我也没有移动电话，只能

在网上留言，并留下我的邮箱。

第二天我收到 Karen  的邮件，她告诉我可能丢

失的区域路线，但没有要我的地址，没有希望尽快找

我取回钱包的意思。我又询问她钱包里有哪些物品，

以进一步验证她就是钱包的主人。Karen 没有立即找

我，可能她也要验证我是否善意。经过几次邮件联

系，为了让她感到安全，我们约定在 Bonis Ave. 附

近的 爱静阁公共图书馆见面，我告诉她我的年龄体

貌特征等，并在我的座位，放了一张她的 RBC 银行工

卡，在约定的时间，Karen 很快就找到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美女

交流，Karen 非常亲切友善，我把钱包还给 Karen , 

请她检查清点物品，她没有清点，只是笑着告诉我如

何丢失钱包的，除了表示感谢，她还询问我许多在加

国生活的情况，由于在公共图书馆，我们轻声交谈了

约 10 分钟，临走时，Karen 双手给我一封特别精致

的致谢卡，信封里还有几张 50、20、10 加元的纸

币。我送她到图书馆外面，握手道别。这是我在加国

一段有关 Token 的经历。

Karen 的致谢卡：

Peng, Thank you so very much for contacting 

me +finding my wallet,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is token of my appreciation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in Canada !

Sincerely    Karen

之后，Karen 一直与我保持

联系，有个朋友找工作，她还

给予帮助。有次收到她的邮

件，她很风趣地告诉我，那个

钱包旧了，她换了一个新钱

包。

记得有次入境加拿大，边检

警官问询我以前在加国的情

况，我用手机秀出这张致谢

卡，那位警官非常友善，行李

箱都没有检查。我想，Karen 

写的这张致谢卡，好像就成了

我的 Token。

人要多做善事、结善缘、积

善德，人生的链条中就会拥有

更多的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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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吟编曲补记

彭胜祥 1989 届 科学仪器系

这首《思乡吟》，编曲是 2011 年 5/6 月间完成

的。现补记一些当时编曲的趣事。

2011 年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Toronto/ 

Scarborough/Bonis 附近，一般外出几公里远的地方

都是骑自行车。有一段时间经常在 Birchmount 路上

的 Bonis 与 Lawrence 之间往返。这条路上有

一段弯曲的上坡路，从 Ellesmere 往 401 高速

方向，即由南向北方向，如下图标注区域。这首

曲子就是在这条弯曲的上坡路上骑自行车形成

的。

开头这一节对应着一段比较平缓的上坡路。

接下来第二节的旋律 有点峰回路转，因为在

比较陡的坡度上骑行，往往不是走直线，而是左

右摇摆骑 S 形，这样骑行坡度会相对小些。

第三节旋律显得很吃力，这是这段最陡的

路，左右骑行都很费劲，只好站立踩踏自行车。

在骑过了陡坡后，后面是一段比较长比较平

缓的下坡路，一直到 401 高速的下穿路，这时候

不用费力的蹬踩自行车了，迎着清风，任由自行

车自由滑行，放松自在。最后两节旋律就是表现这种

在经历艰难之后的快乐轻松、自由奔放。

这段上坡骑行经历，多次重复，伴随着弯弯曲

曲、起起伏伏的小道，心中的旋律油然而生，回家后

即记下了这段曲谱。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创作，只是记

录生活的感受。

与那些身心疲惫、承受生活磨难的经历不一样，

一段上坡路，再艰难，只有几分钟、10 余分钟时间，

而且过了这个陡坡后的下坡路，还是非常愉悦的。但

对于长期身处异国他乡的人，遇到困难苦楚、危急时

刻， 往往自然想到家乡、想到亲人、想到朋友。回

国后与著名音乐人 曾腾芳先生交流这些经历体会，

他根据谈到的话题，创作了这首歌词，这是一段在艰

难骑行的路上产生的思乡联想，故取名“思乡吟” 

。

补记于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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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静 1995 届 经济信息管理

当童话讲的一个与神话有关的故事

1991 年 9 月，远在他乡的日子，就在绿皮火车 26

小时的摇摇晃晃中开始了，送琴姑娘的妈妈很是伤

心，本来想送女儿去学校，结果女儿在去找她表嫂买

卧铺票时，只说要一张，因为在她眼里，被妈妈送进

学校，是幼儿园学生的待遇。＂父母掌上的明珠＂也

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有些时候，父母的手就如

美猴王身上的五指山。

这个记忆中的琴姑娘就是我，一个从来不想家的姑

娘。记得厦大的第一个中秋节，在三家村大榕树下，

陪著叶同学，看她哭鼻子想家，心里不禁问＂她怎麽

会这样＂？只是那一刻，也才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从来

不想家！但又明明记得自己听潘美辰的歌＂想要有个

家＂时的那种无法描述的感动。于是也问自己＂我怎

么这样＂？现在想来，发现自己与外界不同时，也就

是我们开始找自己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这一找，就找到了大洋此岸。

此刻的我，住在一个邮政编码是 K0G1X0 

（Kingdom of God, X connect 1/0) 的小地方，我，

或者说是我的灵魂，可以看到我的大脑里的神经元在

我的 coconut 里横冲直撞，如果要交这写作的任务，

我必须定下神来，想我应该如何开始讲这个远在他乡

的日子，这一来，居然已经就快十五年了。

＂十五＂这两字，一直是在意识的光柱中的，此刻

的我看到我的主观意识的光柱似乎一直在时空里扫

描，寻找。而这些类似的 key words, 其实是我想找

来线索，用守一的主题将意识流编织在一起，去打这

开世界心门的钥匙。而这个世界的意识罗网里，关著

很多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自己。其实，我知道存

在是相对的，网里网外，也只是我们各自的认知而

已。

我突然想到”洛书”，我回望过去，正是那十与

五在正中。

其实，答应吴同学试试写写，完全是因为的确看到

太多信息域的巧合。刚好这过去的那个周日，惊奇地

发现自己与 Rebecca 居然也是同一生日，而她家看到

的所有信息都与我在虚空中与天地的对话，出奇的巧

合。有龙有凤，而且这过去一年里我居然已经遇上了

四个同天生日的人。她在与我散步时讲了关于茧在化

蝶前的某个时点是空心的事实，以此来鼓劢我灵性追

求，因为那一刻所有原来的虫体，都化成了做茧的

丝。或许这一刻，我就是在做我写的童话中蚕宝宝在

做的事，先是作茧自缚，再破茧而出？(其实，与

2019/12 第一次交稿到今天已经又快一年了，这病毒

已经让全人类都体验了什麽叫作茧自缚。）

一个声音说，你为什麽还这么絮絮叨叨？其实，之

所以讲，一方面是因为预见，东西方集体意识如果不

回归到对于超越时空的神圣目标的追求上来，人类大

同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今天的世界，已经在

东西战争与南北等级隔离边缘）另一方面因为相信人

类个体的＂人之初，性本善＂，或者相信所有人最里

边都有上帝的印迹。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向往我及所

有先贤们向往的大同世界。

中国人说＂无巧不成书＂，那这巧合连连的人生之

书的作者又是谁呢？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人看到

这个超越个体意识的意识本身规律的存在。而顺天道

讲故事，是不希望人类社会因为逆道而行，出现让人

类自己后悔的事故。

而我之所以有勇气与信心讲述，是相信＂朝闻道，

夕死可矣＂是中国君子个体的终极追求。而世界文明

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严重失衡的今天，需要真君子

及回归传统文明所表达的＂道＂的信心。这个信心在

这个时点，其实已经不是人可以给的，而是道本身的

显现。

我，这个在耶稣神圣灵魂榜样指引下的华人，在真

实生活中，看到天地人事可以因为生命主题而合一，

并看到了信息域中阴阳体用的对仗关系后，又不得回

过头来感叹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只是希望自己可以

当反射光源的镜子。

从个体而言，当人们都理解了这个信息世界本来的

规律后，这个世界对于＂道＂及＂戒律＂的态度可以

豁然开朗起来。而从整体而言，人类文明可以从中国

的太极文明与基督文明的三位一体的实证研究，从意

识实证量子科学的高度再认知以宗教形式保存下来的

戒律，使这些戒律不再被视为枷锁，而是不同文化背

景的智者对众生爱的努力。尽管当时的他们还无法表

达从上一个文明传承下来的经验。

而受西方文明洗礼的海外华人，也可以在重新探索

与认知历史的过程中，接受人性不完美及其在物理世

界的行动中存在惯性离心的真实，但同时也可以为自

己作为华夏子孙因为有止于至善的文化基因而自豪。

并可以与世界所有族裔的兄弟姐妹重拾传统文明的精

髓，在我们实现他乡为故乡的过程中，也促进西方文

明看到未来的希望—主祷文中的天国人间。而这个＂

未＂字，在地支中，就是＂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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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写着以上文字，今天早上睡回笼觉时，

看到变得年轻了的唱歌爷爷与杨医生外婆。在梦中，

我没有看到唱歌爷爷的山羊胡子，居然还在担心大家

会不会相信，我讲的关于我拉他胡子叫他唱歌的故事

的真实性。担心着就醒来了，突然想到他们（这两个

与外公同属一个年代的佛弟子）或许都回了天堂。所

以就变得年轻了。

但到底哪个是梦呢？此刻的我，还是梦中的我。

或许此次人生就是我灵魂的梦境。但无论梦里梦外，

我都希望我的空间是充满真，爱与和平的。

但这个世界

充满了纷争，似

乎人们并不知

道，所有纷争的

根源却是意识的

基础认知，那就

是，关于人到底

是什么的认知。

这也是我为生养

我的故土忧心的

原因。

中国社会今

天的主流意识的

现状，让我常常

想起我七八岁

时，经受精神折

磨的父亲，他张

开双手想要拥抱

我，而我却逃开

的那一幕。他原来在我眼里可以算是天底下最好的父

亲。而我就如生活在他为我打造的童话世界里。而在

那一刻，他的脸变成了凶神恶煞似的，让我恐惧。这

也是为什么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向家里的大人们，还

有邻居们，一点一滴的打听那些我本来不知道的，发

生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故事的原因。而那些故事，大

人们从来是不愿主动讲的。以至于后来，妈妈都惊

叹，我知道的故事居然比她还多。其实，大家都应该

有处理伤疤的经历，如果一味捂著，又没有消毒药

水，那一定是会烂的。心理的伤疤也是。所以，我真

的担心本来可以温和疗愈的伤疤，可能会因为面子问

题，要到刮骨的地步。

事实上，也就是因为文革造成的在我七八岁时暴

发的那个与＂精神病＂三字有关的事件，在我幼小心

灵留下的印迹，并成了一个我身心灵惯性的旋涡，让

我在离开厦门后，又去浙大读了心理学研究生。不仅

是上课，还有去医学院学习行为医学，又去向德国人

学精神分析，又去向香港人学认知治疗，还跑去向美

国人学关係提升，游戏疗癒，等等。结果一直走来就

走上了灵魂找寻之路。直到最后，受到自闭症儿子的

启发，找到了我们祖先的在天之灵与圣经中天父共同

的意识本源。终于把世界与自己看了个通透。

用一句话总结，我远他乡的日子是找身心自由与

灵魂归处的日子。从一个佛教徒，与观音对话，并一

直感受受其护佑，到在他乡因为实践无我随缘中的困

惑，成了基督徒，再到后来因为守约与好奇心，一直

回应灵魂里的信息，一直在意识流里打转转，只到有

一天看到自己本来就存在于太极理论所表达的阴阳体

用的信息场里，

我才或然开朗。

其实，相遇

的所有人都带著

个自的信息与使

命。而所有让我

有心得的朋友，

无论物理世界是

怎样一个得失，

他们都应该是在

我找寻真知过程

中的天使。

因为守着初

心的原故，并用

随缘无我及无条

件爱的心在这片

原本没有任何联

系的加拿大的土

地上行走了近十

四年后，发现所有意识流交叉点所 highlighted 的信

息：包括，地名、人名，生日，在时空里，体现出阴

阳对仗规律的模型。而荣格的共时性，也只是其中的

一个截面。而这第十五年，则明明是一个时空中信息

模型检验的过程？

我突然想，或许我之所以生而为人，就是用生命

过程来呈现天地人事主题合一的信息规律的证据的。

也想借这个机会，邀约零落在天涯海角，但还志同道

合的同学们，一起来了解＂法于阴阳＂的实证故事，

探索社会机制＂和于术数＂的可能性。希望因为大家

的点滴努力，可以让世界免于重复上个轮回的核战争

的事故。
李亚静：自由学者，厦大经济学硕士，浙大心理学研究
生，自雇。投资人与企业公共关系顾问，致力于跨文化差
别与共性研究，及集体与个体动力系统研究。2014 年以
来，以自闭症人群服务为中心，进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
体用结合的实践与学习，并在安省建议以人文修复为主题
的 Alinka Farm，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有机互动过程中，
帮助个体，团体的和解，心理建设。
（图片为刘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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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娟 2003 届 计统系

只要有一颗星星亮着  就有一整个夜空值得仰望

有人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人文坐标，通过它，人

们开始奇妙的思想旅行。也有人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

文化符号，它折射了城市的文明和理想。还有人说书

店是思想交流的窗口，是人类还在思考的唯一证据。

在我心里，书店是一个让心灵放松和安静的地方，是

城市的温度，是灵魂的栖息地。

书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汉《法言·吾子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距今为

止，所知最早关于书店的文字记载。西汉年间，书籍

买卖活动后来逐步发展壮大到书店。汉以后，各朝代

还有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

籍铺等名称，宋代以后统称为书坊。书店一名，中国

史书上正式记载见于乾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

店也叫书局。19 世纪，中国近代出版业开始发展，这

个时期的书店、书局、印书馆等多是兼营出版、发行

的机构。20 世纪初出现了大量由知识分子创立的，并

承载读书人社会理想和文化精神追求的独立书店。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中国独立书店蓬勃发

展，并因其书籍、活动

具有的独特人文社科价

值，成为聚拢读书人的

城市文化地标。

美国曾经有许多声

名显赫的独立书店，如

纽约曼哈顿城市地标高

谭书店（Gotham Book 

Mart）、旧金山伯克利

电报街上的科迪书店

（Cody's Books）。然

而在网络和大型连锁书

店的冲击下，它们都难以幸免地陆续关门歇业。在伯

克利访学期间，我曾大街小巷走访过不少书店，留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位于旧金山市区的“城市之光”书

店（City Lights Booksellers and Publishers），

它是美国现存名气最大的独立书店之一。

“城市之光”书店坐落于旧金山中国城和意大利

街区的中间地带，由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在 1953 年创立并经营，

是美国第一家出售平装书的独立书店。这家位于旧金

山北海滩一间花店旧址上的书店，出版并销售着一些

前卫性书籍和音乐商品。1956 年，其出版的艾伦·

金斯堡的诗集《嚎叫》（Howl），引起了全美及全世界

的瞩目和关注。城市之光曾是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

家，是美国“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作家

和艺术家们的大本营，是“反叛文化”的路标。书

店如今依然守护着创立之初的那份理想，主张发出不

同声音的权益，主要出版或销售世界文学（诗歌和小

说为主）、艺术、历史、政治方面的书，以及来自世

界各种语言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这幢位于哥伦布大道 261 号的“城市之光”书

店，于 2001 年被旧金山市政府列为第 228 号标志性

建筑，此历史遗迹成为每位旧金山游客文化之旅的朝

圣之地。旁边是纪念“垮掉一代”之王杰克·凯

鲁亚克的亚打罅巷（Adele Court，2007 年更名为

AJack Kerouac Alley），巷子对面是当年垮掉艺术家

及文人们最常光顾的特里斯特咖啡馆（Vesuvio 

Cafe）。尽管经过数次搬迁和装修，城市之光的风格

和 50 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书店是两层楼（地下

室除外），位于哥伦布大道和亚打罅巷交叉路口，店

徽为一个 Y字形上

面合抱着太阳，Y

字形外面又环绕着

一个麦穗圆环。一

楼面向哥伦布大道

的是一排落地窗，

偌大的玻璃橱窗，

陈列的是书店的经

典推荐和当月新

书。橱窗内的克鲁

亚克半身照，似乎

忧虑而神态凝重地

注视着每位到访的游客。

“Have a Seat/Read a Book（请坐下读本书）”

是店里鲜明可见的标示。一进门，门栏后挂着当年那

帮作家在书店门口的合影，中间戴个眼镜的大胡子就

是艾伦·金斯堡。通往二楼走道的书架上，陈列的

是艾伦·金斯堡的诗集。二楼除了几间办公室外，

余下那间布置得舒适温馨，犹如自家的书房，称为

“Poetry Room（诗的房间）”。书架上主要摆放的

是“垮掉一代”的作品，以及“城市之光”书店

出版的诗歌。临窗角落摆有舒适的布艺沙发，另一处

迎光角落陈列的，则是一把朋克风的木质背靠椅，椅

背迎面刻着“Poet’s Chair（诗人的椅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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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楼底的通道和伯克利文学院的走道，一样粘贴满了

各种文学聚会的海报。底楼存放的是哲学类图书和一

些二手旧书，除此还放置着一张大桌及沙发，方便人

们随时坐下阅读。书店不追求宽敞的空间，而是尽量

把更多的书籍提供给读者。高低错落的书架之间，有

时仅能容纳两个人侧身而过。光从窗外透进屋子，照

在楼梯鹅黄色的地毯上，柔美极了。二楼的四周有许

多窗子，从四面八方透进光来。即便如此，书店柔和

的橙色灯光总是常年开着。墙上挂着“垮掉一代”

作家 50-60 年代在书店留下的一些颇具历史性意义的

照片，不少照片和海报已经泛黄。它们提醒着每位到

访的客人，这间书店在美国文化运动史上，曾书写过

浓墨淡彩的盛世华章。随着岁月的流逝，“垮掉一

代”热血沸腾青年的狂热气质已然散去，井然有序

的书架背后是略带克制、中年人一般的审慎激进。

半个世纪以来，城市之光成为美国先锋文学、超

现实主义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圣地。作为上世纪美国思

想、言论自由精神标志和传承的城市书店，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各种精彩却冷门的绝版作品。如今这座书

店，在互联网和电子出版物的冲击下，也在快餐文化

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这个代表异议的书店，异议有

别于占优势文化的城市符号，在旧金山湾区孤独地发

出文化之光。不被体制束缚，不被资本干预，参与公

共文化活动，有自己的阅读主张与人文精神，这是旧

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精神信仰。

只要有一颗星星亮着，就有一整个夜空值得仰

望。上世纪 60 年代，从垮掉的一代中演化出嬉皮

士，从布鲁斯音乐演化出摇滚乐。正如斯科特·麦

肯奇（Scott Mckenzie）成名曲《旧金山》（San 

Francisco）所颂“如果你要去旧金山，记得头上戴

着鲜花”。如果你要去旧金山，记得去“城市之光

”书店。“城市之光”书店作为旧金山城市文化坐

标，在旧金山湾区散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并不断彰

显美国西海岸这座滨海城市的自由与活力。

（文中图片取自网络）

杨文节 1987 届 外文系

心之所系， 家之所在

近日里，因为疫情影响国际航班，时常看到关于

回国航班的种种消息。我住的地方常有飞机从头顶飞

过。无论白天晚上，只要看到天空飞机飞过，每一次

都情不自禁地想：是飞北京的国航？是飞上海的东

航？

1998 年，我来伯克利短期培训。头三个月是所谓

的蜜月期。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人心的：新的国

度，新的城市，新的朋友，新的课程，新的文化。一

起上课，一起做课题，一起喝啤酒，一起去金门大

桥，一起去看同性恋大游行，好激动！好山好水，玩

得好爽 !

可接下来就开始想家了：想父母孩子、想亲人家

人、想同学朋友、 想北京杂酱面、想火锅，想烤

鸭、想种种关于中国的一切。于是，每每看到加州蓝

天上的飞机，就想，它是飞北京的吗？结果，五月底

来的，十月初就溜回去了一趟。

一年又一年，时光匆匆，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20

多年了。这些年月里，上学， 毕业，找工作，换工

作，辞职，开业……参加旧金山艾滋病的义工活

动；参加奥克兰奥巴马竞选总统的电话活动；更多的

时间是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从一个国内来的娇娇

女，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所谓的美国梦

也算实现了：前院后院游泳池，养猫养狗养孩子。

时光改变了容颜，改变了认知，改变了习惯，但

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我的心。心在那里，家就在那里。

我的心一半留在了中国，一半永驻这里。

注解：短文的感受是来源于 Elvis Presley ‘s 

song title: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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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的春夏秋冬
何志祥 2013 届 化学系

2016 年夏天硕士毕业的时候，身为南蛮子，我从

常年闷热的厦门，搬到了大半年都是冬天的美国东部

城市波士顿，至今已三年有余。于是就想写写波士顿

的四季，给这三年多的生活做一个小结。

在波士顿，七月中下旬的两周 ,往往是一年之中

最热的时候。至今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来波士顿的第

一个夏天，就遇上了波士

顿罕见的大热天。那时候

还没来得及买电风扇，晚

上躺在床上，就像一条在

铁板上烤着的鱼，每个毛

孔都张开着喘着热气，汗

水一串串的往外直流淌。

“得益于”所住的最高

层三楼向阳的小房间，每

天下班，从冷气开得跟不

要钱似的单位回到住所，

门一开，一股热腾腾的热

气也会直入身体的每个细

胞。

在厦门这个南方亚热带

城市，由于有空调的照

顾，平时并不觉得那么

热，没想到来到北方的波

士顿，反而遭受到无情的

炙烤，实在有点受了委屈

的感觉。美国的饮食一向

简单粗暴，让我这颗中国

胃始终难以满足。不过幸

运的是，夏天的波士顿，

有道美食倒是很合我的胃口，那就是波士顿大龙虾，

尽管更切确的说法应该是缅因大龙虾。夏天是吃大龙

虾的最好季节，并且最好的烹饪方法就是清蒸。刚出

锅的大龙虾肉质鲜美有弹性，咬一口，满口 Q弹的蛋

白质，着实让人幸福感倍增。这也是在炎热的夏季难

得让人快乐的一件事。

不过毕竟纬度的关系，波士顿的夏天来的突然，

去得也快。进入八月，即使炎热依旧，还是能明显地

感受得到白天的阳光热度，跟七月比起来还是慢慢降

了下来。等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一股凉意不知不

觉间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预示着夏

天的结束和秋天的到来。特别是等到九月底的时候，

尽管树上的叶子绿意依旧，微风吹过间，已能感觉得

到万物收藏的气息，此时也就正式进入波士顿最美的

季节——秋季。

每年的十月中旬是新英格兰地区最适合赏枫的时

间，特别是在北方的 White Mountain，漫山遍野的金

黄一片，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美妙。不过波士顿

的叶子最好看的时候，得等到十月底，虽然不像白山

国家公园那样有成片成片

的大山，波士顿周边的几

座小山丘以及郊区仍然是

个不错的秋游地方，并且

有山有水，更添一股神

韵，让人流连忘返。走在

山间的小路上，微风一

过，纷纷落下的或黄或红

的叶子就像是漫天飞舞的

蝴蝶，营造出一种罗曼蒂

克的氛围，真是美极了。

名气不错的私人院校

Boston College 校园旁边

有一口湖，深秋的时候漫

步在湖边，明镜般的湖面

倒映出周围的红叶，恍如

人间仙境般梦幻，让人沉

醉其中。

十一月份是秋冬的分

界点，虽然有些坚强的树

上还顽强的挂着一些枯黄

的叶子，气温起伏不定，

然而清晨和傍晚的寒气已

经宣告着“Winter is 

coming”。正常的雪花是在下旬到来，雪量不多，经

常跟些许雨水结伴而来，沾在外套上不一会就化了。

真正大雪纷飞的时候是在十二月到第二年二月份，而

且一般每个冬天，总有那么一两次暴风雪呼呼呼的

刮。即使每次的化雪总是惹得道路泥泞，作为一个来

自没有冬季的南方人，我向来还是很喜欢气势十足的

大雪天气。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近视了，在外面的时

候还是不戴眼镜？我总是说当我戴上眼镜在外面走的

时候，总会看清楚一些肮脏的角落，所以索性就不戴

了。不戴眼镜，我面前的事物都有一种朦胧美，而白

雪皑皑，刚好把所有美的丑的东西都覆盖住，一切看

起来都是那么的美。这就是我喜欢雪天的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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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明 2001 届 软件学院

远在他乡的日子

2017 年 8 月 31 号，辗转了两个城市，终于抵达波士

顿。漫长的飞行对我来说还算顺利，可我的行李就没那么幸

运了。因为个中原因，它们没能运到波士顿。于是在没有行

李的情况下，我打车来到陌生的住处，开始了远在他乡的日

子。

对于美国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幻想，更多的是顾虑。高

昂的学费、生活费，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印记，时时提

醒我要节省开支。而我就这样一边小心翼翼的盘算，一边跟

着时间，一点点了解和熟悉美国的生活。

虽然美国的生活迥然不同，可我没想到的是，不同的生

活却没有改变厦大校友的情谊。我第一次感受到身为厦大的

一份子，离开厦大以后，这份情节也跟着每一个校友一起来

到美国。它再次把我们聚集起来，使我成为厦大美洲校友会

的新成员。

因为校友会的关系，认识了一些直系学长学姐。一听到

彼此是软件学院毕业的，我不由得心生亲切。前辈们会关心

学院的发展，提到某某老师免不了打趣说笑，远在他乡的日

子也就不那么远了。

或许是因为在国内哪里都是国人，大家都一样，就无需

团结在一起。倒是来到美国，我深切感觉到国人的团结是我

们的立足之本。如今两年多过去了，回忆起来，那些重要的

转折点，几乎都得益于校友和国人的帮助。正因如此，我也

很愿意去帮助其他学弟学妹，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份情谊像

多米诺一样，一直延续下去，就如同前辈把这份情谊延续到

我这里一样。

很感恩学长学姐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特别

是崔学长，在美国呆了五年的他，那会决定回国。学长很认

真的给我的简历提意见，推荐我认识其他学长学姐，在之后

找工作的过程中帮助我内推。现在能去加州工作，也靠的是

当时认识的谭学姐的推荐。

一路走过来，要是没有校友和国人的团结，他乡的日子

或许连他乡都不算，只能算是陌生的异域。没有归属感是很

多在他乡的人的写照，可是我们在一点点建立起这份在他乡

的归属感。离开了家乡，家乡永远在我们心里，身在他乡，

家乡的情谊也延展到了这他乡，有一天他乡也亲切起来，成

为家乡的一部分，维系着、维护着每一个在他乡的我们的日

子。

他乡的日子曾经是孤立无援，是彷徨和挣扎，是奋斗和

前行。走着走着，身边慢慢多了一些亮光，那是同样过着他

乡的日子的人。因为互相支持帮助，彼此成为了灯塔，成为

了路标，成为了可以依靠的人。于是乎，远在他乡的日子，

也可爱了起来。

远在他乡的日子，不远。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小明解忧杂货铺。）

一般雪后的清晨最适合欣赏风景。此时，路

上行人稀少，蓬松的白雪还没有太多人的脚

印。我最喜欢去家附近的 Jamica Pond 那块区

域散步。光秃秃黑黝黝的枝干上挂满一团团的

雪，枝条或高或低，那些白雪就这样攀爬着，

整个画面很有立体感。周围一片寂静，平时喧

闹的汽车声，此时也销声匿迹，天地间只有单

纯的黑白两色，宁静致远，颇有中国山水画意

境悠远的景致。

下雪天是很美的，然而下完雪之后的数天甚

至数周却也是烦人的。雪化后的水在寒冷的天

气下结成冰，夹杂着路边的尘土，冰水结合，

让行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唯恐一不小心就摔

个底朝天。所以在这寒冷的冬季，为了阻挡这

无孔不入的寒气，大家出门基本都得带上四件

套：帽子，围巾，手套，秋裤。这样又冷又干

的冬季，一般得持续个大半年。漫长的冬季，

使得每次在第二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大家嘴上

总会唠叨着“下周应该就会升温了吧”，然

而大自然总会再来一次降温，无情地打破我们

的幻想。

虽然低温基本上都要持续到五月份，其实四

月份盛开的樱花已经揭示着春天的到来。大家

应该知道 Boston Common 和中国城牌匾那儿附

近有几株樱花，其实在哈佛植物园那儿也有好

几棵较大的樱花树。樱花的花期很短，一般只

有两周左右，如果恰逢天气晴朗，那确实是个

极好的赏花时节。细碎繁茂的樱花爬满整个柔

软的枝条，似娇羞的低头少女，粉面含春，让

人的内心在这持续许久的寒冷冬日里。也充满

了温暖的希望。等到波士顿的樱花花期一过，

我们也就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家里的小院子里有棵海棠，这时候就会挂满

怒放的粉红色海棠花，让人看了不由得全身通

透，心情清爽舒畅。此时贯穿波士顿市区东西

两端的 Commonwealth 大道，是个极好的踏青的

地方：两边都是历史悠久的老房子，两旁每家

门口的小院子都种满了花花草草，盛开的鲜花

娇嫩欲滴，颜色多彩艳丽，再加上中间那茂盛

青翠的树木，这是多么美丽的一道风景线啊！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转眼间在波士顿时光

已过三载。在我这么一个南方人看来，这个四

季分明的北方城市波士顿，每个季节都有它独

特的美。想着明年夏天很有可能就要离开这

里，趁着还没归国，在此写下一段文字，也算

是提前纪念一下在国外的流浪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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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建校百年感言
苏林华 1948 届 机电工程系

2020 年 4 月 6 日是母校厦门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

之日，明年此时便是建校一百周年盛典之时，届时海

内外厦大师生校友必然欢欣鼓舞，热烈以迎此百年难

得一现之盛况。    

忆 2016 年母校九十五周年校庆时，校方邀请四十

年代 85 岁以上之高龄校友登上主席台，计有 1946 级

庄昭顺；1947 级邵建寅、陈振苍；1948 级吴伯僖、

陈华、周

咏棠、苏

林华、何

永龄、丘

书院、纪

华盛、陆

家沂、沈

鼎旌、徐

其礼、及

沈咏仁之

遗孀殷凤

娟；1949

级刘藻文、周纯

端、连行健、丘

建平、蔡厚示，以及 1950 级谢希文等。

惜陈振苍兄在 2019 年三四月间，因摄护腺炎过

世；陈华兄则因心侓不整，2019 年 12 月过世；亡友

沈咏仁遗孀殷凤娟学嫂则双腿麻痹，难以行走，一直

卧床，至今未愈。

如今在世者，都是四十年代老年校友，年龄均超

过九十大岁，但仍然健康，其时，我已 94 岁，应可

在女儿陪同下、返校参加百年盛典，大家可在母校重

聚一堂。

忆 1944 年夏，我自战时迁校顺昌县洋口镇之福州

英华高中毕业。其时、国军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失

利，日军遂而长驱南下 ,占领了整条粤汉铁路，使我

们东南各省，即江苏、湖南、广东之东部，及浙江、

江西与福建之全省，都与大後方隔绝，我们被迫居留

在一个大孤岛里。幸此时，长汀机场完工，得以与重

庆、成都等基地以空运方式联系，通航无阻。

1944 年 8 月，五位英华高中毕业生经校方保送，

到其时在长汀之国立厦门大学报到， 即 : 严家骙

（土木系）,李齐崑、陈世菼与我（均机电系）,丁政

曾（会计系）；后又加入林坚冰（数理系）。遂而，我

们六人同住在与机场相隔只一个山脊的博爱斋宿舍

内，在日机频频轰炸声中，生死与共。

时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已是抗战第七个

年头，虽日军败向已现，但困兽犹斗，为了扭转其在

南太平洋战事的劣势，遂而向我们江西省遂川、新城

及赣州等处、可驻 B-29 超级空中堡垒之机场基地进

攻，因而迫使在赣州之国立中正医学院学生翻山越

岭，退到长汀。在该校的英华级友陈大镛及熊重廉，

遂即加入我辈 “群生级” 级友行列， 住入厦大博

爱斋。

后来

我们叫照

相馆在博

爱斋大门

口，挂有

 “国立厦

门大学宿

舍” 名

牌前面，

为我们八

人拍张纪

念照。翌年

（1945 年）三月

三日，是我们民国三十三年次（1944 年）群生级级庆

之日，则到市内照相馆拍下八人合影。惜如今，在世

者就只有在奥地利 94 岁的严家骙，及美国 93 岁的

我。

忆当年坐落于博爱斋旁的机场，从兴工起，每日

都有数千民工，以人工方式拖着笨重滚压机赶工。到

机场落成时，我们就在博爱斋旁山坡上，看着各种各

式盟机此升彼降：有野马（Mustang）式战斗机，有

称为黑寡妇的（Black Widow）侦察机、还有 B-25 

”空中堡垒“ 轰炸机，以及运输机 C-45 等等，确

是蔚为奇观。

2016 年，我返校参加厦大 95 周年校庆时，得识谢

玉铭前教务长之公子谢希文（1950 年航空系）兄，得

以看到他从照相馆陈老板处取得之长汀机场照片，可

见到机场内停驻之野马式战斗机及运输机等。

继而我再提及当年往事，即 : 日军攻占江西遂

昌、新城等后，朝南向赣州进军，如赣州不幸失守，

日军可越过山岭，攻打福建长汀。情势危急下，厦大

当局立刻采取应变措施，将图书仪器及重要文案等，

疏散到近处河田乡，继而又以小船运到上杭及武平

县，师生拟在紧要关头徒步前往报到。幸好日军因兵

力不足而停止进攻。

英华级友在长汀厦大
前排左起：熊重廉、丁政曾、苏林华、李齐崑；後排：陈世菼、严家骙、林坚冰、陈大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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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但由于厦大校本部被

征用为日俘拘留所及日侨住所，故我们只好再留汀一

年。不过我们群生级友六人，则迁离博爱斋，搬到校

中心区映雪斋居住，生活大有改进。是年严冬时，我

和室友李齐崑、严家骙，三人曾穿着土气的中山装、

在映雪斋庭院内拍张“岁寒三友”照片留念。

55 年後，即 2001 年４月 7日，母校八十周年校庆

之翌日，我搭母校专车返汀作怀古之旅，才知道博爱

斋及当年图书馆所在之万寿宫早已拆除，机场所在地

竟变成一个大商场，令我惘然若失！幸好还可见到萨

本栋校长的仓颉庙故居，也见到前之礼堂成为“厦

大长汀纪念室”，均拍照留影。

1946 年秋大三时，我们回到厦门校本部上课。我

的主要教室在集美楼及工

学馆，宿舍在博学楼 (

按：此楼后改为 厦门大

学人类博物馆 )，我们七

人则合住在博学楼二楼左

前方一室内。除曾宪诚来

自汕头中学，我来自福州

英华中学外，其他五位均

来自省立福州高中，包含

了陆家沂与陆家和两兄

弟、陆允煦、徐其礼与朱

汝安。自本室可看到对海

鼓浪屿。我们也曾在

1946 年 12 月 23 清晨，在

薄雾中到海滨拍了张七人

照。惜如今，只留下陆家

沂在西安，徐其礼在新加

坡，及我在美西洛杉矶！

厦大英华长汀八子

中，现在世者只有严家骙

与我。严兄厦大毕业后，

先在台湾省水利局服务，后应联合国奥地利分署之

聘，以水文专家身份应聘，连任两届后，他即在彼邦

落地生根。退休后，曾与侨领俞某合开“华都餐馆

”，现其大部分家人都长居维也纳。

我则在 1948 年夏厦大机电系毕业後，由行政院资

源委员会选送到台湾水泥公司工作，开始了我一生长

达 59 年的水泥生涯。我在台泥辖下之高雄、竹东及

苏澳三厂，以及公司之总管理处，工作长达 30 年之

久。其间，曾借调到台泥关系企业台湾士敏工程公

司，派往中美洲巴拿马，主持其国营水泥厂之兴建。

我也曾应聘菲律宾，担任水泥厂厂长之职一年。且自

1990 年 1 月到 2007 年 6 月间，应聘 ”泰石油宝麟

公司“（TPI Polene Inc.）长达 17 年又半，担任该

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兼水泥厂厂长之职（Senior Vice-

President & Cement Plant Manager）。在我主持

下，兴建成世界级大水泥厂，拥有三套先进的生产设

备，并使其运转顺遂，产量高增。到 2007 年二月，

我届八十岁高龄时，才自请退休，七月初返美定居迄

今。

再谈下厦大英华“ 汀州八子“之况 : 由于丁政

曾兄之经历最为丰富，故现特介绍之。政曾在高二上

时，便自省立永安中学转学到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之

私立英华中学就读。毕业后，我俩都被保送到厦大，

同住在长汀博爱斋和映雪斋两年之久。 他厦大毕业

后，初在台湾工矿公司台南厂任会计，郁郁不得志。

不久，由于他在厦大时，在基督教会学生公社里，得

识蔡悦诗（学名 : 蔡碧娥）

学妹，经悦诗引介，到香港

蔡家创办之太平洋搪瓷公司

任职，不久两人即在香港成

婚。之后，他俩把事业重心

转移到泰国纺织业上。为

此，政曾要我在高雄书店

里，把所有有关纺织业中文

书籍十多册全买下寄去，他

详加研读，学而致用。他又

到日本亲身体验纺织业实

况，从而磨练成为纺织业巨

子，确是难得！

他们俩在泰国发展纺织业

成功而致富，遂而回馈厦大

母校。如众所周知，政曾与

1949 届的夫人蔡悦诗、先后

为厦大母校捐建一座七层“

建文楼”，及嘉庚广场中

心、二十一层主楼 “颂恩

楼”！

政曾与悦诗在泰国纺织业及农牧业等领域，都大

有成就，被该国政商界及侨界公认为泰国侨领。遂

而、他们俩要我这在环球水泥界已颇有成就的老同学

到泰国发展，故将我推介予泰国侨领廖汉渲及其廖氏

家族。

忆 1944 年 8 月，我以十七岁英华中学毕业生资

格、得到通知书，前往战时之长汀厦大，通过保送生

甄别试而入学，已是七十七年前之往事，今我思及，

依然点滴在心头。

最后，希望明年（2021 年）4月 6日母校建校一

百周年时，我辈在世之老年校友，如体力尚健、可以

远行者，盼回校参加盛典、共襄盛举，善莫大矣！ 

（苏林华 2020 年 5 月 12 日、脱稿于美国洛杉矶）

２００１年４月８日，苏林华返汀怀古，在萨本栋校长故居仓颉庙内留影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80

从捐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说起

苏林华 1948 届 机电工程系

今 2019 年 7 月份，在美国北加州旧金山北部 East 

Palo Alto 处之斯坦福退休教授 Paul Bundy 仓库中，

由厦大美洲硅谷校友会陈强会长与吴丹健秘书长、及

肖潇老会长领军下，佐以校友与家属义工们、到此仓

库为 Bundy 教授捐献的大批西文书籍，從凌乱的堆积

做到有序打包及装箱好的书籍。且为应厦大马来西亚

分校对西文书籍的急需、第一个集装箱于 8月 22 日

海运往新加坡码头卸货，然後运到马来西亚，安置在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

由于厦大马来西亚分校之教学以英文为主，故所

捐之书亦以英文为主，但校内亦有“汉语言文学专

业“及“中医专

业”者，故我也

聊表心意，将若干

《厦大校友通讯》、

《厦大 1948 级级友

通讯》等刊物、及

拙著七本中文书，

以四包 Priority 

Mail 快递方式送

到吴丹健秘书长的

捐书工作地点，其

後并蒙陈强会长加

附信件，使校方图

书馆得以了解一

切。

按：1921 年

时、新加坡华侨陈

嘉庚先生因在马来亚（战前、新马未独立之前的称

呼）有庞大橡胶事业、致富後即反馈故乡、创办了私

立厦门大学；而今厦大校务蒸蒸日上，回馈马来西

亚、在海外成立马来西亚分校（也是中国在海外的唯

一分校），实具有时代的意义！

我是闽籍，由于福建省内资源有限，当年交通又

不便，故人民多向南洋一带发展。在著名的短剧中、

可见到所谓的”南洋客“者，是在肩上背着包袱和

雨伞、到”马拉咖”（便是今日的“马六甲“）

打天下的故事。其实、南洋包含二战前在南太平洋中

: 美国管辖的菲侓宾、荷兰殖民地的印尼 (以爪哇、

苏门达腊为著 )、英国属地婆罗洲、及马来半岛上的

新加坡和马来亚。二战后它们均纷纷独立，北婆罗洲

和马来亚成为马来西亚国，所谓“大马”是也。

民国 61 年（1972）十月起，我在台湾水泥公司苏

澳廠副廠长任内，公司派我和总管理处研究室吴雅铨

主任，到欧美日各国考察水泥工业三个月。自台北出

发，經香港、新加坡，便到马来西亚国都吉隆坡落

脚，即往其北的华侨重镇怡保，参观前福建省主席、

马来西亚华侨李良荣将军创办的大石水泥公司的制造

廠。其时，该廠廠长是台湾聘去的陶恒生君，他是台

湾大学机械系毕业者，其父便是鼎鼎大名的陶希圣，

其时是国民政府之革命实践研究院主持人；他念台大

时，暑期曾在我

就职的台湾水泥

公司高雄廠实习

过，故他和吴主

任和我相知；而

该廠电务主管郑

新惠，是我刚进

台泥高廠时、他

已是该廠电务课

课长，是以我们

相见时尽欢，

于此提到李良

荣将军在福建发

迹的经过：民国

30 年（即 1941

年）,日军攻陷福

州，旋即侵入古

田县境，我方驻军是第八十师，名为一师，实际上、

兵力及战鬥力均甚薄弱；其时，闽南地区正有国军第

十三补训处整训新兵、兵员都是马来亚华侨，处长则

是李良荣，也是马来亚华侨。由于战事紧急，他立即

动员其兵员来援，在古田山区打了胜战，阻截了日军

的进攻，日军知难而退，其后甚至退出福州。--- 李

良荣經此一战成名，职位也扶摇直上，此亦拜马来亚

华侨子弟兵之卓越表现所致！

我对马来亚（及马来西亚）的印象深刻，其来源

即基于此，谨记之；附以大石水泥廠照片数张于此！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 81

提起刘藻琴学姐，

温哥华校友会的同学

无人不晓。她是我们

厦门大学温哥华校友

会最年长的学姐，平

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

“刘大姐”。大姐

1947 年毕业于厦大化

学系。1967 年与先生

卢传真学长从台湾移

民来加拿大温哥华。

1991 年 4 月，他们夫

妇与黄锡年学长，林

为政学长等共同创办

了厦门大学温哥华校

友会，为我们现有的

校友会打下坚实的基

础。

刘大姐对母校有着

深厚的感情，家中至

今珍藏着萨本栋老校

长编写的教材《交流

电机》等书。每每收

到校总会寄来的《厦

大校友通讯》等刊

物，她都会仔细阅读。

温哥华校友会组织的活

动，刘大姐每次都踊跃

参加，而且都认真整理

保留活动的照片。大姐

家中保留的厦大照片，

不仅有他们夫妇早年在

厦大的留影，甚至有在

长汀校园的照片。大姐

对母校浓浓的情怀，不

禁让人肃然起敬。

刘大姐是个虔诚的

基督教徒，每周参加小

组查经，周日参加主日

崇拜。她虽然一人独居

一栋 HOUSE，但她不孤

独，心中有主，伴她同

行，内心充实。

她非常有爱心，

是一名

VOLUNTEER 

WORKER，每年帮

BURNABY 

HOSPITAL 编织幼

童毛衣，这卖毛

衣的钱捐给了医

院。大姐心灵手

巧，她编织的毛

衣可漂亮呢！

我们的刘大姐

今年 95 岁高龄，

外表看起来娇小

单薄，但步履稳

健，思路敏捷，

耳聪目明，记忆

力特别好。大姐

活到老，学到

老，她会用

IPAD, 与子女孙

辈常用 E-MAIL 交

流。前几年，在

大姐 90 岁的生日

宴会上，同学们

向大姐情教长寿

秘籍，大姐说，

“我就是坚持运

动。”过去她每

周参加小区长者

的步行活动，一

走就两个小时。

现在年事已高，

大姐还是坚持在

家中做操运动。

她不仅日常生活

自理，还安排家

中清洁，每周定

时吸尘。一到春

天，大姐又开始

忙她的菜园子。

前院种了美丽的

夸夸咱们的老学姐刘藻琴

王美 1982 届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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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后院是她的品种繁多的瓜果蔬菜。前几天，

我探访大姐，有幸参观了大姐的菜园，大姐如数珍

宝地介绍她种的西红柿，豌豆，意大利瓜，青蒜，

香葱等等。菜园里还搭了个温室呢。每天到菜园子

打理也是大姐生活中的一件乐事。

刘大姐有个幸福的大家庭。她有四个子女，两个

女儿继承妈妈的学业，都是化学博士，大儿子继承

爸爸的学业，是个电力工程师，小儿子是个医生。

有九个孙辈，两个曾孙辈，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刘大姐就是我们温

哥华校友会的宝。我们校友会有个同学说，刘大姐

是我们的“镇会之宝”

愿我们的常青树刘大姐健康长寿！

黄安娜 1982 届 化学系

纽约灯饰

提到纽约圣诞节日的灯饰，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疑地想到五大道的洛克菲克中心圣诞树和商家琉璃多

彩的橱窗秀。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西南角的 Dyker Heights，是一个以意大利裔为主的富裕的居民区。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这里的居民每年圣诞新年，都会精心装饰，让自家住宅披上节日盛装。邻居之间也有一种无形的“沉默

竞争”，花费少则几千，大则几万。从小家碧玉，到气势豪华，有些都是请专业公司设计按安装。如今这里的

圣诞私家户外灯饰，已经成为纽约市旅游的一大名片，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和游客。

向往多年，可是一想到要在冬天夜里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漫步 2-3 个小时，自己还是不够勇敢。感谢今年的

“暖冬“，昨天的温度是华氏 40，让我们也涌进那潮水般的人群。集聚在这里的人，不分族裔和宗教信仰，

共庆圣诞新年，共享和祈祷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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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娜 1982 届 化学系

我大学同学家那只会唱歌的珍珠鸡

前两天逛了

大学群，只见我

那西班牙的同学

又是哭脸，又是

泪脸，伤心至

极，直为她家的

珍珠鸡鸣冤叫

屈。她的客人已

经给她下了最后

通牒：鸡要不

走，那我们就人

走！你说这是什

么事，哪门对哪

门？客人住的是

海景房，卧房直

通阳台；那只珍

珠鸡从来就守本

分，呆在果园

里，唯一享受的

特权就是放养 ——cage free。她家客人抱怨，这只

鸡从早到晚对着他们唱歌，半夜也不消停。他们即使

把 iphone 的耳机降级使用当耳塞，夜里还是会被吵

醒两三次。更夸张的是只要他们一走到阳台，这只鸡

就立马对着他们高歌猛进，我现在可以知道人们常说

的那种“打鸡血”是个什么样子的了。你说这海景

房的亮点不就是要站在阳台，实实在在地来一个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吗？如今被这只珍珠鸡活生生地挡在

房间里。

我那大学同学住在西班牙属的加那利群岛的

Tenerife，常年日照超过 300 天，平均温度二十几

度。岛上有西班牙海拔最高的火山，每当日落日出，

黑色的沙滩宛若乌金闪闪发亮。每年五月，岛上的狂

欢节持续将近一个月，游客云集，来自四面八方。这

里是欧洲，尤其是德国人首选的渡假胜地之一。每年

的旅游旺季，海景房更是一室难求。2012 年夏，我

们 7807 的几个大学同学借假聚会，分别从美国和加

拿大飞到那里狠狠地潇洒了一回，事先还让人家提前

两个月就把房间预留出来 – 多亏我们想得出来， 

如今仔细一想真的有点过分！

还是回到那只“闯祸“的珍珠鸡吧！这一早的

人鸡对薄公堂，一方是顾客坚持维权，绝对没有商量

余地；另一方是一脸无辜的珍珠鸡，缄口无言，无法

争辩。这难断的官司引来了一大帮吃瓜同学的围观，

更不乏有热心人帮

着把脉解套。这个

群里唯一不缺乏的

就是高学历、高智

商的能人精英。经

过一番沙盘推演，

答案很快就有了。

毫无疑问，肯定这

只鸡唱歌走调了，

令客人们忍无可

忍！不要忘记，这

些来自贝多芬故乡

的德国客人，天生

对音准有一种不近

人情的挑剔。据说

它最近的风格刚从

美声转通俗，声音

还带沙哑。

这就是鸡的不

对了。德国人都习惯了欣赏歌剧咏叹调一类的美声唱

法，所以从一开始，鸡就没把听众群找对。它的主人

为它打抱不平说：“这只鸡从来不在我面前唱歌！我

都是一觉睡到天亮，哪有被吵醒之词？”。说到这

个，我绝对相信，这只鸡就算有金嗓子，也不敢在它

主人面前得瑟。我的那位大学同学为了了却儿时的一

个梦，学唱歌从零开始，十几年磨一剑，在当地已经

举办好几次个人演唱会了，小有名气。不久前，她和

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及一位钢琴师组成了 Trio Atenea 

( 雅典娜三人团 )，今年的 11 月 17 日，将进行他们

的首场演出。

你说，这鸡在主人面前还敢显摆吗？

无奈之下，我同学求助她的花工，让他把及鸡带

走，可人家不感兴趣，虽然它有唱歌的特长。最后，

我同学只能把它解决了。傍晚，没有了鸡的歌声，客

人重返阳台上，尽兴地欣赏着海面上日落的余辉。习

习的海风，夹带着主人的落寞和伤感，在沙滩上飘曳

离去。

写的这里，我想忠告读者三点：

1. 顾客永远是上帝

2. 任何时候人权大于“鸡权”

3. 千万不要在德国人前乱唱歌以免引来“杀身

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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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涛 1983 届 物理系

1 980-1 990 年代的厦大男排

如果你是在 1976 年到 1990 年进入厦门大学，你

应该知道厦门大学有一支非常活跃的男排队伍。在教

练吴博厚的带领下，驰骋福建高校，并在中国高校男

排也有一席之地。我是 1979 年从福建漳州一中考入

厦门大学。在我之前的厦门大学男排也非常活跃，水

平也很高。在 1978 年三明农学院进行的省高校排球

赛中，厦大男排学生队仅负于拥有体育系参赛的福建

师大队，获得第二名，厦大教工队获第三。当时厦大

男排队员有：胡刚（76 级历史）、陈志伟（76 级物

理）、吴晓旭（77 级物理）、张大光（78 物理）、余

航、刘生福、吴立平（三人均来自 77 级中文）、郑德

茂（78 级中文）、陶烃（77 化学）、李维建（78 化

学）、庄峙厦（76 海洋），此外还有厦大仪器厂曾经是

福建省二队的陈诗兴，中文系教师北京体院毕业的郑

通涛等（见题图）。

1979 年，和我一起进入厦大的排球队员还有：龙

海一中来的化学系的洪国湧，厦门来的海洋系的邵志

文，上海来的物理系的邓一强，再加上原有的 77 级

和 78 级的队员，学生队整体实力得到很大的加强。

在 1980 年福建省高校排球比赛中，在吴博厚和王传

茂老师的带领下，先后战胜了漳州师范学院、福州大

学，最后又以 3:1 战胜福建师大，报了 78 年负于对

手的一箭之仇，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获得了代表福

建省高校参加全国”三好杯＂的资格。参加这次比

赛的队员有（见照片二）。

1980 年全国大学生＂三好杯＂预赛在大连海运学

题图：前排左起：郑德茂，胡刚，郑通涛，庄峙厦，陈进顺。后排左起：陈诗兴，吴晓旭，黄俊瑜，陶烃，余航，刘生福，吴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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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举行，参加这次比赛的

有：领队黄渭铭、主教练吴

博厚，教练陈峙兴，王传

茂。队员有：邓一强、李维

建、张大光、陈小刚、吴晓

旭、余航、陈晓山、陶烃、

邵志文、洪国湧、郑海涛。

我们在比赛中战胜许多代表

各省高校最高水平的各路好

手，最后仅于 2:3 负于广东

中山大学队，获得小组第

二，并取得参加在青岛山东

海洋学院决赛的资格。最后

获得全国第八名的好成绩。

从此开启了厦大男排的黄金

时代！

随着男排成绩的提高，

学校开始重视招收高水平的

男排运动员。1980 年，招入

了漳州的蒋开方，福州的黄

端、林滨，四川成都的吴自强。1981 年，又招入了漳州的王建平、陈志勇，三明的陈永春，莆田的张俊强、福

州的许敏松等，厦大男排弥补了一些 77、78 级队员离校的影响，继续保持强劲的实力。此外，随着北京体院

毕业的原福建省青年队主力二传手杨建艺、福建师大体育系排球专业柯玉坤和另一位北体毕业的刘俊勇到来，

教练队伍也得到加强，厦大

男排整体水平又有很大提

高，球队的技术战术意识也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

1983 年龙海石码的全省排球

联赛中，厦大教工和学生联

队代表省高校同全省各地市

代表队进行比赛。这是一个

高水平的比赛，各地市代表

队有不少是省队退下来的队

员，有体育学院和体育系的

排球专业毕业的选手。我们

不畏强手，在吴博厚教练和

杨建艺教练兼队员的指导和

带领下，力克各路好手，最

后仅负于有两位原福建省队

队员挂帅的漳州队获得亚

军。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有

（见照片三）。

1984 年，厦大男排再次

代表福建省高校参加在上海

复旦大学举行的全国”兴华

杯”排球比赛。在领队黄渭

铭、教练吴博厚和杨建艺指

照片二：后排左起：邓一强、李维建、张大光、陈小刚、吴晓旭、余航、陈晓山。前排左起：陶烃、邵志文、
吴博厚、王传茂、洪国湧、郑海涛。

照片三：后排左起：杨书农（83 化学系研究生）、黄端（80 经济系）、吴自强（80 计算机）、林滨（80 外贸），
中排左起：李新辰（83 财金）、蒋开方（80 海洋）、郑海涛（83 科仪系研究生）、陈永春（81 化学）、陶烃（化
学系老师），前排左起：胡刚（经济研究所老师）、杨建艺（教练兼队员）、吴博厚（主教练）、柯玉坤（体育室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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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战胜了南开大学等各路好手。可惜的是，主力付攻手吴自强在关键时候生病不能上场，影响了球队的实

力。但队员们还是克服困难，发挥了应有的水平，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有：吴自强、

杨书农、蒋开方、林滨、郑

海涛、陈永春、陈志勇、张

俊强、黄端、许敏松、李新

辰、陈斌、和胡晓光。

1985 年，香港九龙（简

称港九）排联主席原厦大校

友石振达邀请厦大男排到香

港参加与香港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

“四角”排球赛。这是厦

门大学运动队首次到香港参

加比赛，它得到了厦大领导

的重视。学校甚至按照出国

标准为我们全队准备了全套

的西装。厦大男排在领队梁

敬生和何德馨老师带领下，

全付“武装＂到达香港。体

育界老前辈陈金铭教授和罗

经龙老师也应石振达特别邀

请前往。比赛在香港中文大

学举行，最后我们以三个

3:0 力克香港大学、香港中

大、和香港理工大学，获得

冠军，为学校争得荣誉。比

赛后，我们还和在香港的厦

大校友联欢。参加这次比赛

的教练和运动员有见照片

四。

尽管厦大男排达到一个新

的高水平，但吴博厚老师和

杨建艺老师知道随着学生们

的毕业，要继续保持高水平

必须有新鲜血液，必须不断

地培养新人。1986 年在漳州

的省高校排球联赛中，厦大

男排上场队员以新人为主，

仍然以全胜的战绩夺得冠

军。照片五为参加这次比赛

的运动员。

在 1986 和 1987 年之间，

男排又招入许多排球新人，

有：刘述江（86 海洋 87 会

计）、庄晓明（86 计算机）、

董维新（86 财金）等以弥补

80、81 级队员离校的影响，

照片四： 后排：陶烃（化学系老师）、柯玉坤（体育室老师）、刘俊勇（体育室老师）、陈瑞明（84 计算机）、
陈俊海（84 化学）、胡刚（经济学院老师），前排：杨书农（83 化学系研究生）、杨建艺（体育室老师，教练兼

队员）、郑海涛（83 科仪系研究生）、黄恒旭（84 外贸）、吴博厚（主教练）。

照片五：后排左起吴博厚，刘钊（85 法律），陈斌（83 海洋），陈瑞明（84 计算机），郑海涛，刘俊勇（教
练）。前排左起黄恒旭（84 外贸），黄河（84 财政），陈俊海（84 化学），杨书农，陶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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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男排继续保持强劲的实力。

除了本科生队和教工队，厦门大学的研究生队水

平也很高。从 83 年到 86 年，厦大男排的六名主力队

员中，有三位是研究生，他们分别是 83 级化学系研

究生杨书农（付攻），84 级化学系研究生陶烃（二

传），和 83 级科仪系研究生郑海涛（主攻）。在当时

的厦大校际排球比赛中，研究生队独立组队的比赛从

末失手，总是获得冠军。1986 年，厦大研究生队参加

了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举行的全国研究生比赛，吴博

厚老师亲自带队。最后我们战胜众多高校研究生，获

得第四。如果不是因为我生病不能打最后几场比赛，

我们的名次应该可以靠前些。图六为参加比赛的队

员，其中后排左一为教练吴博厚，左三陶烃，前排左

二为杨书农、左三为郑海涛。

为了更好的准备 88 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学校

领导的支持下，厦大男排开始向优秀的专业队员和少

体校队招生。1987 年，经济严格的选拔，林培明、赵

卫东、陈志坚（三人均是南京军区队）、朱忠（福建

省青年队）、张绍伟、邱威宇、肖志强（漳州少体

校）、和詹瑞贤（莆田）等被厦门大学录取。再加上

林璟斌（厦门双十，88 计算机）、陈榕（88 会计），

老队员：杨书农、陶烃、郑海涛、和杨建艺老师，厦

大排球达到 80－90 年代期间的最巔峰时期！

此时具备如此强大实力的厦大男排已经不满足于

拿福建省高校冠军，而且当时的福建体院和福建师大

体育系也不是厦大的对手。我们开始寻找更强的对手

来更有效的锻练自己的队

伍。1988 年，我们前往漳州

排球训练基地，和在那训练

的尼泊尔国家队进行比赛，

我们 3:1 拿下他们！大约过

了一个月，尼泊尔队回访厦

大。尼泊尔队在中国的名教

练的训练下，在这一个月以

来，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高。比赛在厦大风雨球场

进行，吸引众多观众，许多

学校领导也前来观看。比赛

中，双方战术体系都发挥到

极致，比赛异常激烈，比分

咬得很紧，从 1:0， 1:1，

 2:1，2:2，决胜局打到

14:14！最后，厦大男排以

2:3 惜败。图七是比赛中的

一个镜头。

还有一场值得一提的是

与中国青年男排集训队在漳

州女排训练基地的教学比

赛。第一局国青派二组来与厦大比赛，厦大战胜他

们，以 1比 0领先。国青教练见到势不妙，马上换上

一组的主力队员，才最后战胜厦大。当时厦大男排个

子不算高，但基本功、意识很好，战术配合默契。

1988 年暑期，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排球预赛在天津

南开大学举行。郑学蒙付校长和何德馨老师亲自出马

担任领队，吴博厚总教练，刘俊勇、杨建艺教练兼队

员。队员有邱威宇、张绍伟、郑海涛、林培明、赵卫

东、陶烃、杨书农、肖志强、朱忠、陈志坚、詹瑞贤

等。天津赛区有河南、东道主天津南开、广东中山大

图七：从左到右：邱威宇、张绍伟、郑海涛、林培明、杨建艺、和赵卫东。

图六为参加比赛的队员，其中后排左一为教练吴博厚，左二张继明，左三陶烃，右一林贻影；前排左二为杨书
农、左三为郑海涛，右一为刘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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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薇 1981 届 物理系

硅谷话剧 “孙膑与庞涓 “观后感

“现在，请大家把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乘着

我们的时光机器 , 一起飞向遥远的战国年代”。

吴丹健 -84 级物理系美女主持人独具创意风趣幽默

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了全体观众的注意力，随着

帷幕徐徐拉开，顿觉时光倒流，一幅战国时代的历

史画卷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

热烈祝贺湾区首部少年版战国历史话剧“孙膑

与庞涓“第三度公演圆满成功。19 年 6 月 16 日

晚，在 Santa Clara 的 Mission City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剧场亲眼目睹了学妹声情并茂的

专业主持，亲耳聆听了她甜美的天籁之声 -无伴奏

清唱插曲：诗经 .齐风 .著。学妹的女儿是这部少

年儿童话剧的灯光师，母女二人同心协力，演绎经

典。

由湾区少年儿童表演的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 -“

孙膑与庞涓“五幕十一场话剧扣人心弦，引人入

胜，精彩纷呈，全体演员，口齿清晰伶俐，字正腔

圆，表演生动，专业到位。这些可爱的在海外长大

的 ABC 小演员们，有的还满脸稚气末脱，最小的才

4岁半，却一本正经地下诏，宣读圣旨，演绎起

2500 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对角色 -皇上，大臣，忠

臣，奸臣，将军，宫女，百姓，民女等角色，都拿

捏得准确到位，要理解这部剧的历史背景，熟记背

下这么多的台词，真的很不容易，非常钦佩！该剧

的舞台背景，灯光，中英双语字幕，插曲，服装都

很棒，全场坐无虚席，整个演出令人耳目一新，印

象深刻！感谢“孙膑与庞涓”剧组，给大家上了

一堂生动精彩的历史课，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

海外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学等强队，他们都有许多专业队的球员加盟。我们先以

3：0战胜广东中山大学队，后来又以一个 3:0 战胜以天

津青年队为主体的南开大学队，最后以 2:3 负于有原省

队队员参加的河南大学队，于分区比赛第二名获得参加

南京大运会排球决赛资格。并最终获得全国第六。要知

道，前四名基本上都是专业队主打的，有这样的成绩已

经很不错了。

1990 年省高校联赛在泉州华侨大学举行，当时的厦

门大学男排主队太强，组委会要求厦大不要派一队参

加，只能派二队。另外，吴博厚老师是组委会成员（还

有黄诚宗和王传茂）。于是厦大派出了 87 级法律系林培

明为主教练，领队为财金系老师叶鹏飞。用全新的阵容

迎战各省高校好手。在击败各路好手后，最后同呼声最

高的福州大学进行决赛。在林陪明教练的指导下，在先

失一局的不利情况下，连胜三局，以 3:1 击败了福州大

学队，获得冠军。见图八：后排左起：吴博厚（组委

会）、黄欣、丁译、庄晓明、邱国荣、黄诚宗（组委

会）、前排左起：王传茂（组委会）、江蕯蕯、陈榕、林

璟斌、王舸、林培明（主教练）。

1992 年，又是一个大运会年，这次大会会由原来的

老厦大男排队员当时校办主任陈志伟领队，吴博厚和杨

建艺为教练，林培明、赵卫东、邱威宇、张绍伟、肖志

强、郑海涛等上届大运会的原班人马，再加上新从漳州

一中招入的 91 级吕中伟，88 级林璟斌、江蕯蕯、陈

榕、王舸等，厦门大学男排仍然强劲如往。在南京大学

的预赛中 3:1 打败从末赢过的上海复旦大学队等众多强

手，再次挺进在武汉的大运会决赛，最终再次获得第六

名。

回顾四十年前在母校的打球比赛的经历，感慨万

千。我们曾一起在厦大球场上洒下过淋漓的汗水，在赛

场上流下过激动的眼泪。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聚少离

多！期盼着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再次相聚。

图八：后排左起：吴博厚（组委会）、黄欣、丁译、庄晓明、邱国荣、黄
诚宗（组委会）、前排左起：王传茂（组委会）、江蕯蕯、陈榕、林璟

斌、王舸、林培明（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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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急促的“哔哔”警告声，汽车在剧烈的

摇晃中往前冲！

踩刹车，紧紧地踩住刹车！

天哪！天哪！

灰色的天空在旋转，另一侧道路的灯光直射过

来，亮晃晃地刺痛她的双眼。

我是不是要被撞死了？

白婷婷抓住方向盘，脑海一片空白。

失控的车子“咚”地一声巨响撞到高速隔离带

上，她恍然觉得车子飘移在隔离带上。

这是美国东部 15 号公路，波士顿通往纽约的方

向。

高速，结冰的路面，雪花纷飞，汽车一辆接一

辆。

连续撞击的声音之后，继续朝正在驰来的车冲

去。

一阵狂甩狂撞之后，终于停住了！

白婷婷灵魂出窍，完全不知道车是怎么停下的。

楞坐了一会儿，她忽然一个激灵，熄了火，下了车。

脚下全是冰雪，车灯还亮着，前面的车牌不见

了，其他貌似还好。

车子被隔离带挡回来了，甩了一个 270 度，停在

最里面的快行线上。

一辆辆汽车从旁边驶过。

她站在那儿，心慌得厉害，不知如何是好。忽然

觉得好冷，打开车门拿出羽绒服穿上，又愣愣地回到

车头处。

“ARE YOU OK？”一辆驰过的汽车里有人大声问

她。

她绝望地看着问候她的车子开远。

又有两个人问她，但没有人停下来帮她。

她掏出手机，拨打着吴超的电话。

该死！每次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总是不接电

话。

吴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接电话的理由当然

是他在开车。

他们刚结婚半年，这辆 TOYOTA 的 RAV4 是他们夫

妻贷款买的。首付当然是她出的，因为她这两年在美

国工作存了些钱，而他的存折几乎为零。

研究生毕业的婷婷怎么会嫁给一个初中毕业的出

租车司机？

如同这场车祸，发生得太突然，她根本来不及细

想，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踩住刹车，任由命运的车

轮把她带向未知。

一辆车停在前方，一个瘦瘦高高的美国男人朝她

走过来。

“怎么啦？你还好吧？”这么冷，他连外套都没

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她哆嗦着，无

助地看着他。

“我看看。”

他上了车，往路边慢慢倒车，很快倒到路边。

他告诉她，车还可以开，然后就丢下她朝自己的

汽车走去。

“我怎么办？”她带着哭腔追赶他，“我怎么

办？”

雪地太滑，她摔倒在地。

他停住脚步，回身拉起她。

她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我怎么办？”

他简单回答：“车可以开，赶快开走！”

他先走了，留下她重新回到孤立无助的境地。

三个多小时前，下午一点，天色却跟傍晚一样灰

暗阴沉，路上能见度很低。

吴超告诉她，今天不能开车出门，但是她不听，

她已经到了非出门不可的境地，整个人象被罩在一口

闷锅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公公婆婆从西雅图过来，要住到春节后才走。

那套他从麻州政府申请到的福利房，是一栋小小

的独立屋。之前婷婷给国内的父母朋友发照片、在朋

友圈里秀自己的“别墅”和周边漂亮的环境，好歹

消除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可是，两个人住着还可

以，加上公婆，房子里就根本没有自己的空间了。他

们是广东人，三个人在一起就满屋子跑火车，“叮咣

咁咣”的粤语她一句都听不懂，只好躲到自己的小

屋里上网。婆婆包做一日三餐，吃了一个星期后，她

这个四川人就受不了了，想加点辣椒，婆婆绝对不允

许，说对未来的孙子不好。

“未来的孙子”连影子都还没有呢！

实在呆不下去了，正好纽约的好朋友紫玟邀请她

去参加一个 PARTY，白婷婷不听吴超的劝告，开车离

开了波士顿。

纷飞的雪花被风卷着在路面旋转舞蹈，迷蒙美

丽。她的心就像小鸟出笼，跟着雪花飞舞。

不料，越靠近纽约雪越大，一些路面结满了冰，

她不敢忽视，开得非常慢，但她没有在冰雪天开车的

经验，忘记打开雪地模式，更要命的是，第一次车轮

打滑时仪表盘报警，她竟然没想起来那是车辆打滑的

标识，以为是车子机械出现了故障，很快第二次车轮

窄
刘聪玲 1984 届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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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滑，她一脚刹车下去，汽车立刻疯狂地左右乱晃，

酿成车祸。

婷婷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牢牢记得那位好心人的

话：赶快开走！她必须把车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高

速路上不容久留。

再次启动汽车，仪表盘上显示没有异常，她打开

双闪，慢慢松开刹车。

只开到每小时 30 英里的速度，依旧紧张到呼吸困

难。

如果车子再打滑，如果车子刚才已经被撞坏了出

现故障，如果别的车子撞到她的车……

白婷婷从没有这么害怕过！

很多车超过她，她不敢加快，双腿有些发硬，脑

袋里乱哄哄的。

别慌！别慌！

终于，前面出现了一个加油站。

她小心翼翼地开进停车场，停在加油站边上连锁

快餐店 DUNKIN’ DONUS 的前面。

虽然不到五点，但因为下雪，四周阴暗，快餐店

打开了灯，有工人开着铲雪车在清理停车场。五颜六

色的灯光和忙碌的工人给她带来莫名的安全感。

她熄了火，楞坐了一会儿。实在是太累了！从波

士顿开出后，她连续开了四个多小时，疲劳驾驶加上

车祸的惊吓，的确把她击垮了。

不知道应该报警，还是应该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她再次拨打吴超的电话。他终于接电话了，却来

了一句“我正在开车，回头给你电话”，还没等她

说话就挂了。

她气急败坏地又拨过去：“我出车祸了！”

“什么？”吴超吓了一跳，“你人没事吧？没受

伤吧？”

“我还好。”婷婷疲惫地回答。

听婷婷说安全气囊没有爆，车子还能开，仪表盘

上显示一切正常，他放下心来，觉得问题不太大。作

为职业司机，他似乎没有太当一回事，叮嘱她多拍几

张车子损坏情况的照片以及周边路况的照片，又问清

楚车祸的具体地点、时间，说他会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报险。让她慢速开到纽约去。

“我想回来，不想去纽约了。”白婷婷带着几分

期待，“你能不能过来？”

他应该安慰她！应该马上来接她！

“还是先去纽约吧，离哪里近就去哪里。波士顿

也开始下雪夹冰了，路况非常糟糕。”吴超完全没有

来接她的意思。

他总是没空管她，而且总有理由。 

放下电话，她的心头涌上一阵悲凉。

车里越来越冷，眼看着前面挡风玻璃都结冰了！

给吴超打完电话，好歹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

白婷婷振作精神走下车，拿起手机拍照，用手触

摸车辆损坏处，心疼不已。

 “嘿！美女！”

她抬头，看见一个潇洒的身影，就是那个帮她挪

车的男人。

“是你！”她努力挤出笑容，“你怎么还在这

里？”

“在等你！”他俏皮地说，“怎么样？进来暖和

一下，喝杯咖啡，放松一下。”

她的确需要放松一下自己。

走进快餐店，他买了两杯咖啡，她掏出现金要给

他，他摆手，她也就算了。

他有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眼眶深凹，眼神让人感

觉迷离深邃，栗色的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

刚才去给她挪车时，他没穿外套，现在在室内，

他却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老美有时候有点奇怪。

“我是杰森。”他自我介绍，“住在麻萨诸塞

斯，到纽约看我妈妈和姐姐。”

“我是白婷婷。谢谢你刚才的帮助。”她感激地

朝他笑道，“应该我请你喝咖啡才对呢！”

“我等你一会儿了。你开得很慢。吓坏了吧？” 

杰森亲切地看着她。

“是啊！吓坏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可怕的车

祸！”白婷婷老实承认。

“胆子真大，一个人开这么远。你大约没经验，

这种天气是绝对不要出远门的。当然我这样的高手除

外！”杰森扮了个鬼脸。

她被他逗笑了。

“开车要用雪地模式，遇到打滑的情况，不能猛

踩刹车。” 杰森当起了老师，几口把咖啡喝完了，

又去续了一杯，“我感觉你很慌张，担心你不知道该

怎么办，估计你会到这里来寻求帮助，所以在这里等

你。”

她问杰森是不是该报警，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

她没有伤到人畜、没有撞到其他车辆、也没有损坏什

么公共设施。

“你怎么知道没有损坏公共设施？”她有些心虚

地问。

“我看了！” 杰森自信地回答，“你的车况、

周边的情况，我都看了。”

原来，他在叫她开走的时候，已经了解清楚了所

有状况。

“你一定是上帝派来救我的使者！”她终于开始

放下刚才的恐惧无措，开起玩笑来。

杰森哈哈大笑。

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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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太想当着杰森的面接

电话。

“嘿！”杰森朝她挥手，“你在想什么？电话响

了。”

“车祸把我吓傻了！”白婷婷回过神来，朝他笑

一笑，“不好意思，是我一个朋友，我接一下。”

她往门外走。

估计吴超已经回家了，啰里啰嗦说个没完，反复

追问她“是不是头疼”，怕她在车祸的撞击中造成

脑震荡。“特别担心”、“想一想都害怕”，后悔

同意让她出门。

“没事、没事、没事！”婷婷一叠声地回复，有

些不耐烦，“你不能来接我就别废话啦！”。

“这种天气情况，我过来也得五、六个小时，你

在外面等的话，还不如……”

“不来就算了！我到纽约后再联系！再见！”她

不由分说挂断了电话。

吴超对她一见钟情。他开出租车，初中文化；20

年前，在伯父的申请担保下，随同父母一起移民美

国。

他们是在婷婷刚研究生毕业、在波士顿找到第一

份工作时认识的，公司加班回宿舍晚了，她叫了一辆

出租车，司机正好是吴超。都是中国人，自然觉得亲

切，吴超说话也挺幽默的，一路上两人聊得挺高兴，

于是相互留了电话。

吴超邀请婷婷跟他一起看电影、请她吃饭，她在

波士顿朋友不多，也就跟着去了 .没想到，吴超认为

她对他有好感，一个月后就开始向她表白，婷婷觉得

他有这种念头太荒唐了，因为完全是两个圈子里的

人，生活经历、社会层次都大不相同。后来，她干脆

断绝了跟他的往来。

有时候，婷婷觉得自己特别明智，有时候，又觉

得自己稀里糊涂的，比如在美国的身份问题，她把自

己几乎逼到绝路上。

原来的公司已经帮她申请了工作签证，她抽签也

幸运中签了，却嫌原来的公司没有前途，换了一家公

司，新公司需要替她申请更新工作签，万万没想到，

竟然被移民局拒绝了！

两周之后，她就会成为非法居留者！

她整天在朋友圈秀她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参加

美国朋友的 PARTY，担任同乡会、校友会活动的主持

人，吃各种大餐、游山玩水……如今，却不得不回

国？！

她快崩溃了！

病急乱投医！她忽然想到了吴超，就打个电话给

他，请他支招。

“跟我结婚啦！”吴超不紧不慢地说。

“瞎说八道！”她放下电话，一个人在宿舍里发

呆，天黑了，也没想起来开灯。

吴超过来看她了。

手机铃声把她从懵懂中叫醒。婷婷拉开窗帘，望

见吴超站在楼外路灯下，正向她招手。

她下了楼，一头扎进吴超的怀里，放声哭了起

来。

十天后，他们在市政厅举行了简短的结婚仪式。

结婚，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她都来不及想清

楚，就已经完成了。

回到快餐店，婷婷和杰森又聊了一会儿，杰森自

我介绍，他 33 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住在柏

林顿，靠近 95 号公路，有一栋大房子，房子周围有

一片漂亮的小树林，“雪景可美了！”他邀请婷婷

回波士顿时到他家做客。还说喜欢滑雪，如果婷婷愿

意，他可以带她去滑雪场。

白婷婷不想说起自己的家庭，只告诉他以前在北

京读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当过记者，然后

到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杰森对中国的记者十分好奇，

非得让她讲讲采访经历，她就讲了采访一个伪学者的

故事，把他逗得很开心。

休息一阵后，杰森提议让她开车跟着他的车走，

离纽约还有六十多英里。婷婷也着实害怕，有这个保

护神陪同，当然放心多了。

杰森车上的尾灯，让白婷婷感到特别温暖踏实，

她一路跟随，很快就到了纽约。

杰森把车开进一个加油站，然后下车问她具体的

地址。她要去的是朋友紫玟的家，在皇后区法拉盛，

中国人的聚集区。

杰森坚持要把她送到法拉盛再离开，白婷婷也就

由着他了。

到了紫玟家门口，他们都下了车，杰森伸出双

臂，她如小鸟一般扑向他的胸前。

他紧紧地搂了她一下，然后放开了。

“我在纽约呆三天。你呢？”

“我不确定，可能一个星期。”白婷婷犹犹豫豫

地回答。

“那我有机会请你吃个晚餐。”他再一次拥抱

她，关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现在，赶紧进屋去洗

个澡，好好休息一下。今天可够你受的了！”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你救了我！应该我请

你吃晚餐。”婷婷真诚地说。

“好啊！我接受。”杰森笑了。

他上车，摇下窗户，再一次跟她说再见。

眼看着他的车开远，白婷婷才挪动汽车，开到前

面一条街，找到一个车位停下来，又查看了一下汽车

被撞坏的部分，看来前面的保险杠整个得换掉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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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开，说明机械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

吴超又来电话了，婷婷把车子的具体情况说了一

遍。他告诉她已经给保险公司报险了，让她干脆在纽

约多呆几天，等他哪天有空坐班车过来再把车开回波

士顿。她断然拒绝了，说自己完全可以把车开回去！

那一瞬间，她眼前晃动的全是杰森的笑脸和身

影。

走回紫玟的家门口，她按响门铃。

忽然想起来，没有要杰森的电话啊！心里一阵沮

丧。

杰森好像在加油站时要了自己的电话，他会打过

来吗？

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转载《侨报》，稿件由刘聪玲提供）

岛  
严颂凯 1985 届 海洋系，鼓浪屿人

    （一）  
再见 末季的凤凰花

无数绿叶簇拥着你们

依旧红艳艳 却稀稀落落

仿佛将灭未灭的点点星火

我还会回来 我的岛

也许在初夏 你们盛开的时候

来感受 早早被你们带来的炽热

满树满树的烈焰 一大片火红

凤凰花的魅力 是火的热烈

岛的迷人 却在于深遂的宁静

花开花落 年复一年

岛的生命 是否也有轮回

我的岛 我还会回来

只是 我还能说是回来吗

我还能说你是我的岛吗

这样说似乎很矫情

因为 我已是远方的客旅

你也有了许多新的移民

每个白天 甚至夜晚

有更多的游人为你慕名而来

可是 还有一群人疑惑地问你

能否重温 从前幽然的好时光

或许 那注定只是一场梦

你有很多理由 成为现在的模样

                               2018 年 8 月

附一位不认识的朋友的朗读：

 https://m.ximalaya.com/youshengshu/9402189/106965836

    （二）  
我又回到如此熟悉的地方

年少时 在你的沙滩逐波戏浪

多少次 心中不禁泛起的念想

是你的天风海涛 在我耳边吟唱

那时 你如青涩的少女素裹淡妆

爱你的人们 在心中把你珍藏

天工造物 红房绿树 山海风光

音乐和诗意 在清幽的街巷飘荡

更有薪火相传 代代英才流芳

却如出世般的宁静与安详

多少年过去 多少事已成沧桑

如今 你是闪耀的明星声名远扬

人们赞叹你的美貌 和羽衣霓裳

各色建筑修葺一新 焕然别样

与绝美的自然景观相映成彰

成为无数游客心中的向往

商家林立 热闹非凡 熙熙攘攘

我四处顾盼 却难见故人的面庞

岛啊 有谁知道你最好的宝藏

你的灵魂 今天又在何处倘徉

    看那百年的老情树长须苍苍（注一）

无声站立 见证时光的恒长

岛啊 是我老了抓住过去不放

还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我赶不上

能否 象花开两季火红的凤凰

噢 我美丽的最亲爱的故乡！

                 2019 年 3 月

注一 : 榕树 , 厦门话叫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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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三弄

高磐磐（1988 届化学系谢军夫人）

2020 年来得不平静。根据某些预言，人类本来会

在 2012 年的冬至那天毁灭的。2012 年安然过去了，

接着是 2013，2014，2015，直到 2020。人类毁灭的

危机感早已荡然无存，这时，没有任何预警，新冠突

然来了。它似乎看上去也没凶险到毁灭人类，毕竟只

有不到 10 ％的死亡率。但就这样，人间的一切都乱

了套，停了摆：封城封国，股市熔断，病疫肆虐，生

离死别。一声惊雷震醒了芸芸众生：我们这个用尖端

科技武装到牙齿的现代社会竟如此的脆弱。但是不管

地上如何人仰马翻，春天还是在该来的时候来了。

报春的自然有鲜花嫩草，但有一种树也是春的使

者，而且可以入馔，它就是香椿。我在中国北方长

大。小时候，它到处都是，很多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棵

香椿树，一般都很大，夏天时树冠形成的阴凉能盖半

个院子。每年的三四月间，秃光的枝干上就窜出许多

细芽，深重的紫红色，也因此，好的香椿叫紫椿。蓝

天白云下满树的紫芽，如打破冬天残存的沉寂的嘹亮

哨音。细芽渐渐的长大，到一两个巴掌大，就有了许

多嫩叶，而且一部分由紫变绿，这时，吃香椿的时候

到喽。它的芽就不止在树上了，而是在农贸市场的菜

摊里。买回家，几乎都是香椿炒鸡蛋。外祖母善烹

饪，除了炒鸡蛋，还选出极嫩的芽，用面浆包裹，在

油里酥炸成金黄色，叫做香椿鱼。它的香椿味没有炒

的浓烈直接，却极有层次，酥香后是悠长的清香。还

有一种做法我没吃过，却被母亲每年提起。据说是将

椿芽烫过后泡在盐水里，再将煮熟的鸡蛋放在里面

腌。腌好的鸡蛋表面淡绿色，漂亮得像宝石，夹在热

腾腾的缸炉烧饼里，咸香适口，椿香馥郁，真是春天

梦寐以求的时令美味。

那么香椿倒底是什么味道呢？这很难描述，只能

说味道极特别，它很香，而且是清香，但又不是温婉

静幽的香，而是香里透涩，涩里含香的那种凛冽的清

香，一位清香世界的北地胭脂。也因此，很多人吃不

惯，觉得它味道怪。可你一旦喜欢上它，就会喜欢得

死心塌地。我来北美二十几年，可以说入乡随俗，唯

有香椿放不下。在北美，它很稀有。记得一次我和先

生特地开车一个小时到城边的农场找到一个被遗弃的

香椿树，那久违的味道成为那一年可圈可点的惊喜。

后来，这里的华人越来越多，竟有卖香椿苗的了。我

买了两棵种在后院，开始长的很慢，一季采摘的芽叶

只够做几顿香椿炒鸡蛋。后来越长越快，有一棵现在

比手臂还粗。而且开始遍地窜枝。香椿也开始丰收。

有时一天能收一抱。

香椿多了就不再满足用传统的方法烹煮了。再

说，我走出了原乡，来到了世界，就应该用新颖现代

的方法处理我心爱的食材。那就用分子料理的方法

吧。我先试着制油，非常成功，香椿油完美地保存了

香椿的味道，去除了所有的纤维杂质。绿绿的清亮的

油洒在煎好或卧好的蛋上就成了香椿蛋，洒在雪白的

豆腐丁上就成了香椿拌豆腐，还可以洒在鱼生上，色

拉上，或制成香椿味的各样蘸酱，太多的可能了。分

子料理的威力可见一斑。然后，又制酱，香椿烫过后

加盐放在油里打制成酱。它和香椿油味道功用一样，

只是更有质感。这两样都是油基的，所以很易保存，

在冰箱能放几个月还味道如初，大大解决了香椿丰收

后的储藏问题。

加州春天的雨季正是香椿开始收获的时候，我最

喜的是一种家制的香椿风味的乌冬面，我叫它香椿

three-way。香椿的芽叶烫好切碎和面粉，鸡蛋，盐

混合好，在热油里炸成一个个长圆形的香椿鱼。煮一

碗乌冬面，放几枚香椿鱼，加一勺香椿酱，再放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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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嫩的新鲜椿芽，什么调料都不加，只加些有鲜味的

淡酱油。满碗清香，满屋清香。它虽然家常，却有着

顶级美食的风骨：至清至简又至纯至甘。它虽然是中

式烹饪，却是西班牙现代饮食的理念：一种食材以各

样的相态呈现在同一道菜里，一汁一味知一世界。

还有更前卫的方法，那就是香椿的味雾：有香椿

清香的浓雾。如果我有个米其林餐馆，我会在

tasting menu 里设计这样一道前食：一块小小的方

形木块托着一个微型纸灯笼，灯笼一掀，一团满是香

椿清香的浓雾飘散开来，雾散尽后，木块托上是一块

小圆饼干，上面一叶紫红的嫩椿芽和几点蘸酱。小圆

饼干是香椿鱼的精制版本。这道菜就叫“童年之味

”。我没有米其林餐馆，也没有制雾的设备，这些有

趣的想法只是想想罢了，当然，还是很有意思的。

前些天园丁来除草，告诉我说那颗香椿树有些太

大了，而且离房子太近，建议明年砍掉它。可怜的

树，它做梦也没想到因为长得大长得快而招来杀身之

祸，就像我们人类社会做梦也没想到把世界的各个角

落连结起来会

给病毒可乘之

机。我无法预

见明年的事，

但至少现在，

这棵树还在，

它紫色的椿芽

刚开始变绿，

又是吃香椿的

时候了。

（2020 年

春写于硅谷封

城第四天，加

州封州第二

天）

合是一团火 散为漫天星
刘钟栋 2006 届 化学系

厦大建在厦门，百年未离八闽。在培养人才茁壮成

长的同时，亦对学子们注入中华文化之底蕴。其中“

博饼”活动，作为台闽地区特有的欢度中秋形式和闽

台历史及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厦大特色的

联系中华文化脉络的校园—国际文化内容之一。

此风俗发源于 300 多年前明代时期的台湾地区。通

过与科举制度的对照连接，它蕴含了“大众性娱乐

”的游戏精髓，带有强烈阐释传统内涵、深入身心教

化的作用。当厦大学子学成走向世界后，每逢国庆中

秋佳节，散布于全球的校友会，均会组织社团的博饼

活动。＂热闹、有趣、精彩＂的博取状元的进程，饱

含着“缅怀纪念、五洲共庆、四海一家”的凝聚功

用。

这个思乡

保留节目，不

但弘扬闽台传

统，也深深的

植入到华夏文

明中。遍布海

外的厦大学

人，年年汇聚

一堂，地勿分

南北、人勿分

老幼，气氛热

烈，捷报频

传，掷骰子的欢呼声中，共话中华传统记忆。

不同的历史时期 ,博饼都受其历史背景的影响 ,呈

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表现在现代博饼上，则是再现

民俗的伦理秩序、促进人际间和谐、以及与现代社会

内在规则的彼此呼应。如在“博”与“搏”的互

动中，可培养进取精神，严守游戏规则的“公与不

公”的底线等等。

博饼活动中，校友们通过交流，也可洽谈合作 ,为

谋求振兴、发展壮大，寻求机遇与空间。目的都是同

一个，心愿也都是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好地应对未来之挑战。

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

定 ,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信念 ,更是对未来发展的

担当。坚定文化自信，与坚持中国特色道路自信、发

展理论自信、遵守制度自信一样 ,是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传统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满怀敬意，并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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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即将远行上大学的女儿的一封家书

黄华英 1988 届法律系

亲爱的女儿：

光阴似箭，转眼你已 18 岁 , 就要远走高飞上大学

去。你不想在本地上大学，我们理解，也支持你。外

面海阔天空，你可以任意飞翔。

这是你第一次离开家，我们总担心你在外面照顾

不好自己。作为父母，心里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首先，我想告诉你，我们是多么为你感到自豪。

你应该像我们一样为你自己感到自豪 !

宝贝，请你安全到校之后，给我们及每位一直以

来鼓励帮助过你的人发一条短信报平安。特别要感恩

爷爷奶奶，外婆，大大，大妈等诸位给你奖学金，祝

贺你梦想成真，鼓励你继续前行的亲人。对人们的帮

助更要有回馈之心，你要相信，生命因你的感恩而更

绚丽 !  

妈妈一直很愧疚错过了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

半，但妈妈感谢爷爷奶奶大伯大妈对你的抚育和付

出，这也是我们这次去兰州最大的用意。希望你在奶

奶行走不便时扶着她走，你做到了，你真的很棒！希

望你尽你最大努力再回去看望奶奶，领奶奶去你童年

常去的地方看看，就象当年她领你去那样，谢谢你！

同时你是一个优秀的姐姐，在我们不在场时，你

把弟弟照顾得很好，包括这次的敦煌之旅，同行的阿

姨们都夸你呢 ! 你的弟弟也很爱你，他敬仰你，并把

你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言归正传，你马上一个人去远方，最最重要的是

注意安全。儿行千里母担忧。首先要注意人身的安

全，你一个女孩独自在远方，人生地不熟，会出现意

想不到的情况。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安全永

远是第一位的。随身携带的电脑，手机，钱包等等要

保存好。但在贵重物品与人身安全上若需做出选择，

请切记你的生命是无价之宝，可以舍弃一切，但需确

保人身不受伤害 !  这是因为你的父母太爱你了，只

有你好了，他们才安心。出行要结伴，确保住在学校

宿舍，一定不能在校外过夜！

到达学校后，要尽快了解周围环境，建立新的人

际网络，如同学、老师、新朋友或同学会、心理咨询

服务机构等，掌握学校保安部门，当地警察局的联系

方式。遇到情况，要及时与安保取得联系以便得到协

助。

二是保持健康。健康是你永远的本钱，包含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希望你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照顾

好包括你要有足够的睡眠，要有均衡的饮食，要经常

锻炼身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要记得看医生。照顾好

你自己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回报。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

时候你就会明白的，所以请你照顾好你自己 !

你特别要确保吃好早餐以保证一天充沛的精力。

同时要注意心理健康。你才 18 岁，自身心理不够成

熟、不够强大很正常，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与父

母，老师，朋友沟通，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挫

折、不如意和失败都是人生的一部分，经历过了你就

变得更强大了，离成功就近一步了！千万不要否认自

己，迷失自己 ! 无论有什么事情，请你多与父母沟

通，我们永远在这儿倾听你诉说，也永远支持你邦助

你！

三是完成学业。 对于学习，我们相信你是个努力

好学的好女孩，只要你付出努力，一步一步向前走，

相信完成学业对你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请不要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只要你在大学四年毕业后能学到一些东

西，具备生存能力，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你的大学

的学位会带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即使你没有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

生活得开心最最重要，唯一衡量你的标准是你努力

过，尝试了 !

第四是学会快乐。快乐就是较高的生活质量。首

先要生活快乐，其次才能快乐地学习。大学是读书之

所，也是交友之地。人的一生一定要有几个知心的朋

友。幸福人生不仅仅取决于金钱财富，而是取决于社

会关系。朋友是广泛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快乐有人

分享，你会拥有双倍快乐；悲伤有人分担，你不会太

悲伤。有人关心你，牵挂你，你会觉得世界充满阳

光，心里如沐春风。希望别人对自己好一点，自己首

先就要对别人好一点。朋友之间遇事能让则让，有难

可帮就帮。助人为乐会让你收获更多的友谊。

当你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驾驭自己的感情生活时，

遇到自己心仪的男生，我们也不反对你谈恋爱尝试爱

情的滋味。爱情很美好，希望你能找到意中人。但前

提是你们俩都须很严肃认真对待。真爱是要两个人志

趣相投。同时要知道恋爱会让人做出各种傻事而不自

知，你是女孩子，要懂得洁身自好，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在去约会的路上就要想清楚。在你

们确定关系定婚之前，绝不能发生性关系的。诚实可

靠有责任心是男人需具备的品质。希望你找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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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校友情
韦忠和 1988 届 外文系

这些年，我参与的厦门大学校友活动比较多。厦

门校友会，企业家分会，外文学院院友会，我都有一

定的参与。我的翻译公司跟母校也有很多教学和学生

实践等来往。

2012 年，我到硅谷创办精艺达翻译公司硅谷分公

司，开始了厦门和硅谷之间每年多次往返的历程，跟

硅谷校友会因此结下了特别的缘分。

在北美的主要城市里，我是比较晚到旧金山湾区

的。2009 年 5 月 30 日，因为误机在旧金山停留并游

玩了一天，从此一见倾心。刚来硅谷时，只认识外文

学院 83 级学姐肖潇。在大学时代，她就是我们贴心

的姐姐。她给了我在硅谷办公室选址、设立公司、生

活等很好的建议和帮助，并介绍我认识了陈强，让我

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硅谷校友。再后来，进入了硅谷校

友群，参加了一些聚会活动。在这里体验了他乡遇故

知的惊喜，收获了结交新朋友的喜悦，更有集体归属

的欣慰。从此，硅谷的一切不再陌生，工作生活不再

孤单。

硅谷校友会卧虎藏龙，有各个领域的杰出校友。

但校友之间相见，没有论资排辈，不分长幼，更多的

是亲切和感动。厦大情就是一种魔力，让校友之间的

感情，穿越时空距离，即使在大洋彼岸相遇，仿佛彼

此仍在同一片天空，同一个校园相遇相识。

睿智儒雅心有大爱又有原则的陈强会长，知性美

丽热心暖心的前会长肖潇姐姐，人称“格格”实为

天使的亲力亲为追求极致完美的吴丹健秘书长，英俊

帅气的社会活动家刘海云，摄影和诗歌佳作惊艳四座

的余长风，低调温和友朋四方的林敬农等等，一个个

校友都那么让人印象深刻。

校友会每次活动的组织都堪称完美， 一年一度的

烧烤活动，团拜，或者中秋博饼活动，会长陈強、老

会长肖潇和吴丹健秘书长精心组织策划，亲力亲为，

各校友踊跃帮忙，分工合作、辛勤付出。丰盛的百家

饭（potluck party)，展示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校友们

的厨艺，对生活的热爱和参与活动的热情；热腾腾的

饺子宴，让校友们有回家过年团聚的喜悦；传统的红

包派发，或是热闹的博饼，让孩子们体会到福气财运

满满的开心；平板支撑竞赛，健康又喜乐；博饼或抽

奖则把每次活动推向高潮。每次活动的全家福合影都

洋溢着大家发自内心的开心笑容，都是很值得珍藏的

瞬间。“群贤会”不定期邀请各个领域的高手专家

给校友们举办讲座，组织到内容都很硅谷，很接地

气，为校友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微信校友群讨论有

声有色，有睿智博学圆融的人生哲学，更有专精专业

的科学知识，气氛热烈但尺度把握恰到好处； “厦

大乒乓球队”，无论是参赛的队员还是拉拉队后援

队，都显出了厦大人的风采。 一批批运往厦门大学

马来西亚分校的捐赠图书，都凝集着校友、亲属和小

朋友们辛勤的义务劳动。与国内的校友会相比，这些

活动有显著的不同：少了官方色彩，不讲究奢华排

场，不喊口号，重参与，更平等，更纯粹，最厦大。

很荣幸看到厦大情在硅谷得到这么好的延续，很

荣幸有机会目睹和参与硅谷校友会的这些活动，感恩

校友会领导和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也为自己是一名

厦大人而自豪。衷心希望硅谷校友会越办越好！

right man。如果你们是认真的，我们会衷心祝福你

们。但要切记自重 !  珍重自己才能赢得他的永远尊

重，保护好自己，确保身心免受伤害。妈妈相信，你

是一个幸运的孩子，你终将收获你美好的爱情。或许

在这过程中会遇到不愉快的插曲，就把它当成人生的

历练，只是小插曲，要勇敢地面对和接受。

第五，做好人生规划。生活，学习，工作都要有

计划。主要是在明确目标及方向后，朝着这方向努

力！同时为你暑假的学习或工作早做计划。时光易

逝，每个人的一天都是 24 小时。社团活动要有计

划，适当参加社团活动，广交朋友，增长见识，确是

好事。但太多的课外活动，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电

脑、手机让你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系，也让你时刻受到

外界干扰。不妨在适当的时候，把网络关闭，让时间

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生活要丰富多彩，不断在与

他人交往中汲取经验教训。

亲爱的女儿，最后，爸爸妈妈衷心的祝愿你：平

安 !快乐 ! 我们相信大学将成为你生命中最美好的四

年 !

爱你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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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牛 —逼 —啊！

林敬农 1992 届 会计系

NBA 是什么？一路相伴，暮然回首却一言难尽！

对于运动球员来说，NBA 是职业篮球的殿堂。而对

于我这样资深的球迷来说，N—B—A—，就是“牛

—逼—啊——” ！最牛逼的篮球赛事，最牛逼的

职场励志，最牛逼的中美交流！

首先，NBA 是最牛逼的交流大使！

最早了解 NBA，是 1979 年邓小平访美时观看哈林

篮球队的表演。我

印象深刻 :当时有

一名球员上台和小

平握手，还用手拍

做了个小魔术 ,逗

笑了全场。哈林篮

球队之后数次访

华，一不留神成为

了中美交流最牛逼

的民间大使，其精

湛的球艺，还有滑

稽幽默的表演，让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

国的球迷大开眼

界。

40 年过去了，

NBA 稳坐了中美体

育交流的头把交

椅。亿万的球迷，

庞大的产业，茅

台，腾讯，安踏，

匹克，这些知名品

牌都时常在 NBA 球

场上闪过！这无疑

是其他运动（足

球，排球，橄榄，乒乓，羽毛 .....) 羡慕嫉妒的对

象。

能量越大，责任也就越大。NBA 堪称中美关系的晴

雨表。近日，火箭队的“莫雷门”事件让中国球迷

纷纷倒戈，NBA 损失了众多中国赞助商，足以证明

 NBA 对于中美关系的特殊地位。在美华人想要了解中

美关系，看看 NBA 在央视的收视率便一目了然。不

过，不必担心，具有草根基础的 NBA， 终究会超越意

识形态，走出目前的误区和困境！

因为，毫无疑问，NBA 是最牛逼的体育赛事！体

育无国界！“更快，更高，更强”是现代奥运的精

神！ “更准，更酷，更牛”则是 NBA 的真实写

照！

从 1980 年代央视开始转播 NBA 联赛起，我就是

NBA 的铁粉了！80 年代 NBA 几支经典强队至今仍记

忆犹新：魔术师约翰逊、天钩贾巴尔领衔的湖人队，

微笑的刺客伊塞亚托马斯、大虫罗德曼代表的底特律

活塞队！湖人和活

塞的几次总冠军对

决至今仍是老球迷

津津乐道的话题。

90 年代无疑是乔

丹和皮蓬的时代！

公牛队几乎成了战

无不胜的象征，神

一样的存在！

牛逼啊！NBA！

当乔丹领衔的“

梦一队”在 1992 

巴塞罗那奥运会震

惊世界之时，一个

念头油然而生：

“何时能到 NBA 

现场一睹巨星的风

采呢？”

当 2001 年我来

到旧金山读研，终

于有机会走近 NBA 

，因为我知道旧金

山有个金州勇士

队。“梦一队”

的小前锋穆林就是

勇士队的猛将！

2003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一家奥克兰附近的公

司上班，离勇士队的主赛场只有 10 分钟的车程。但

是，当时的勇士队全无冠军相，挣扎在季后赛边缘！

而我关注的是休斯敦火箭队！不为别的，就因为小巨

人姚明，2002 年成为选秀状元加盟休斯顿火箭队！

我第一次现场看球，就是姚明的火箭队到访湾

区。那是 2004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我早早地向老板

请假，提前 4 个小时到了球馆，观看火箭队赛前的

热身训练。球馆里已经有不少热情的球迷，我直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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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观众席的最前排，手里紧紧抓着相机猛拍。

姚明就在 3 米开外，2米 30 公分的巨人，从电

视屏幕中走到球场中央投篮热身。牛逼啊！姚明！比

想象的还要高达威猛！现场的其他小伙伴也张大嘴目

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小巨人！赶紧按下手中的快门

吧！牛逼啊！穆大叔，还有火箭队的众多明星！

照片冲洗之后，我马上寄了一套回家，向亲朋好

友炫耀一番。其中之

一至今仍然摆在厦大

老家的书橱里！

为何我是姚明的忠

实拥趸呢？因为除了

姚明的球技和人品，

更重要的是姚明在

NBA 的成长过程——

从语言生疏的“菜

鸟”到球队不可或缺

的主力——和我们同

时代的多数人的职业

经历几乎相似。在新

世纪之初，从中国来

到美国，独自在一个

陌生的环境中，一步

一个脚印地打拼和煎

熬，从不善言辞的新

人，摸爬滚打成为独

当一面的骨干。尽管

行业不同，职业不

同，但我们面临同样

的困境，同样的挑

战！姚明，绝对是中

国人励志的榜样！靠

着自身不懈的努力，他战胜常年的伤病，战胜种族的

歧视，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姚明的成功，已经

超越了篮球和体育的范畴！

这就是 NBA ，凭实力说话！这就是美国，凭本事

吃饭！

姚明退役之后，传奇并为结束！2010 年，又一位

华裔球员接过了励志的火炬，他就是“林疯狂”

（Linsanity ) —— 林书豪！如果姚明是第一代华

人的榜样，林书豪便是第二代的楷模。地道的 ABC，

在湾区的中学毕业，考进常春藤名校，入选强人林立

的 NBA，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终于在纽约尼克斯队

大放异彩！数年来林书豪辗转多支球队，多次重伤手

术，多次又重新复出，职业生涯起起伏伏。

对于林书豪，我有一种自私的偏爱。因为我的英

文名也是 “ LIN”! 通常我会这样自我介绍的：

 “HI，I AM LIN, LINSANITY! “ 

2012 年我的老二出生后，我给他起的中文名便是

 “林书瀚”，期望他能以林书豪为榜样。不指望书

瀚将来能考上名校打进 NBA，而是希望书瀚能以林书

豪为荣，向林书豪看齐！

空洞的说教，不如一位活生生的榜样！两年前，

林书豪来湾区比赛时，我特意带上小朋友去现场加

油。尽管林书豪上场

的时间有限，表现一

般，但能与 MVP 库里

领衔的勇士王朝一较

高下，还是给孩子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今

年林书豪终于随猛龙

队夺得总冠军。实现

了每位篮球运动员的

梦想。这就是“林疯

狂”，战胜自我，永

不言弃！

今天，31 岁“高

龄”的林书豪正在为

北京首钢队效力，把

“林旋风“从 NBA 

吹到 了 CBA。他是唯

一能用中文和队友沟

通的外籍球员，他的

专业自律，职业态度

和拼搏精神，得到了

北京球迷山呼海啸的

赞许！有记者问林书

豪是否愿意加入中国

籍，为中国队征战。

他的第一反应是要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因为父母亲为

他的成长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这么孝顺懂事，双语俱佳，看似邻家大男孩的华

人明星，难道不是教育小朋友的生动素材吗？相信望

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们都不会反对吧！

有天晚上，9 岁的老大躺在床上突然问我：“爸

爸，几岁可以打 NBA 啊？”。我笑着答道：“18 

岁！”

这就是 NBA 的魅力！源于篮球，超越篮球。它象

一座永不落幕的舞台，孕育着一个又一个更快更强的

梦想，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璀璨耀眼的新星，流传着一

个接一个励志奋斗的传奇！

牛逼啊！N ——B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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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 背后的故事
骆卫东 1993 届 物理系

当厦门大学 89 级相逢 30 周年聚会正式确定在

2019 年金秋 10 月后，筹委会为返校的同学们精心策

划了六场不同类型的活动。其中一场是以八九级吉他

协会团聚为主题的吉他沙龙。

1980 年代末期，吉他是校园里最为流行的乐器。

当时八九级有一批活跃的吉他爱好者，包括我们的四

强风组合（物理系的王宏，吴若冰和我，以及计算机

系的叶洪均）。在吉他协会成立以前，大家基本上是

各玩各的，偶尔互相交流。1992 年暑假前，科仪系的

毛川和徐鑫办理了校内社团手续，厦门大学吉他协会

正式挂牌成立，加入厦大社团序列。1992 年 9 月，我

当选吉他协会理事长。以八九级为主体的吉他协会，

当年有着超强的凝聚力，这也给这次的聚会增添了很

多期盼。

四强风成员吴若冰负责筹划吉他沙龙。消息发出

后，大家都踊跃报名曲目。绝大多数是翻唱歌曲。我

思考着是否能够为这场聚会带来一些原创的东西。在

过去的一两年，我已经尝试着写了一些歌曲，虽然只

是在小范围内和朋友们交流，但是自己也有了些信

心，特别对于写吉他伴奏的小调歌曲。所以我打算写

一首能给大家带来共鸣的爱情歌曲。

进入大学，同学们终于从紧张压抑的高考竞争中

解脱出来，对于情感的追求，自然成了青春的一支主

旋律。由于见证过周围同学朋友大学里恋情的分分合

合，我想写一首伤感的恋曲，无疑会带来最多的共

鸣。于是我尝试写了一个小样，并填写了歌词。由于

缺乏亲身体会，总觉得歌词写不到位。我决定找一个

能够把当年这些失恋的人的心情写出来的人。

这时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经

济八九的蔡铭彦。我喜欢他平时写的博文，言之有

物，多情而不滥情，觉得无论是文采还是情感表达，

他可能都是最佳人选。于是我发微信给他，问他是否

愿意写歌词并附上小样和旋律，他说可以试试看。没

隔几天，老蔡发来了他的歌词，我一看，完全被他优

美伤感的文字和架构出来的故事打动。马上用他的歌

词作为主歌部分，写了大部分副歌的歌词和第二部分

歌词，创作出一个完整的歌曲旋律。

由于是为聚会准备的，刚开始我写的第二段主歌

和副歌是歌颂友情，反映的是 30 年后聚会朋友们相

见的情景。我把歌名起为《再见 .厦大》，弹唱了个

demo 发给老蔡及周围一些朋友，大家反映很好。 不

过有些回馈也认为爱情和友情不能得兼，第一部分和

第二部分歌词有脱节的感觉。经过几番考虑，又和老

蔡反复交流，我们决定把这首歌完全写成一个纪念爱

情的歌曲。于是我重新起草了第二段歌词，和第一段

歌词在主题上互相呼应。相比第一段主歌，第二段主

歌颇为费了一番功夫。期间和老蔡就歌词做了很多沟

通，并且在我太太 Eileen 的帮助下对歌词进行了修

改。她的“恍惚你又出现” 和“浅笑依如从前”

这两句，给了第二部分一个美好的感觉。并且，在她

的建议下，把老蔡第一段主歌的“当故乡已成异乡

”这个桥段重复一次，改为“当异乡已成故乡”，

最终定型目前的歌词。 

旋律和歌词确定后，由于当时嗓子不适，我请社

区里的朋友瞿旻替我唱这首歌并一起编曲。老瞿乐感

极强，声音具有民谣歌手干净温和的叙事感，兼具数

学家对于节奏，时值的高度敏感。他一下子就把歌旋

律掌握了并对歌曲的一些地方提出修改意见。

最早的伴奏我是用苹果的 Garageband 来录制了主

音吉他和分解和弦的两个音轨。瞿旻用 Garageband

加入了贝斯、鼓、节奏吉他，并替换了分解和弦吉

他。我听了觉得效果不错。就集中精力把主音吉他搞

好。 编曲是个耗时费事的工作，经过不同尝试，我

们最终确定了各个乐器的音色和风格。

歌曲制作好后，歌名也是一波三折。最早歌名是

《再见·厦大》，瞿旻说他北大数学系的师妹想唱这

首歌，可是她却不想和厦大说再见。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够接受这首歌，我和老蔡想了几个歌名《厦大爱情

故事》，《凤凰花又开放》，《飞鸟和水仙》，总觉得都

有些欠缺。最后我重新读歌词，觉得第二句歌词“

仿佛那年秋天”有意境，最终将歌名定为《那年秋

天》。

这次厦大八九级相逢 30 年聚会，1400 名同学来了

近 900 人，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虽然大家身材容貌都

些变化，可是聊聊天后，发现面前的依然是当年的那

个年轻人，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我在吉他沙龙上弹

唱了《那年秋天》这首歌，得到了在场听众的喜爱，

让我十分感动。这首歌也被荣幸地选入八九聚会的宣

传册和厦门日报的八九聚会专题，并对这首歌做了专

门的介绍。 

回到美国后，重温这次聚会，并回想这首歌演出

时的热烈反响，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同学们喜欢

它，不一定是有相似的经历，而是歌里流露出的情

绪，唤起和重建了当年大学时代的生活场景。那时候

的人，那时候的事，那纯洁、简单而美好的大学时

代，无法再回来，但在歌声里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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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

作词：蔡铭彦，骆卫东

作曲：骆卫东

窗外阴雨连绵，仿佛那年秋天。

凌云上灯火流连，上弦场棕榈摇曳。

你说再见吧再见，回首泪水涟涟：

我知道今生无缘，像飞鸟和水仙。

当异乡已成故乡，相聚杳杳云烟；

梦里相逢，是否也会无言？

当故乡已成异乡，相聚杳杳云烟；

梦里相逢，是否也会无言？

梦中的你，依偎在我的身边。

湖畔的垂柳，见证我们依恋。

收藏的信件，发黄的相片，何时我们能够再相

见？

何时我们能够再相见？

又是一个秋天，凤凰花开的季节；

飞羽红霞漫天，恍惚你又出现。

你说再见吧再见，浅笑依如从前。

纵使今生无缘，愿这一刻永远。

梦中的你，依偎在我的身边。

芙蓉的墙，刻画我们的心愿。

收藏的信件，许下的诺言，

期待和你能够再相见。

期待和你能够再相见。

期待和你能 再相见。

硅谷中秋

余长风 1983 届 生物系

己亥中秋厦大硅谷校友会博饼叙欢， 诗以记之

一片金山月 穿堂掷骰声

争魁无长幼 叙笑有谦诚

取奖欢喧闹 开筵美味烹

夜阑情未尽 缘结上弦盟

余长风 1983 届 生物系

斯大教授赠书 ， 厦大校友装箱 ， 南洋学子承继。

秋高气爽， 包子捧场， 寿星同聚， 长幼齐忙， 书

寄南洋， 乐事一桩。

秋风飒飒送书香，

打包吃包乐里忙。

厦大情怀斯大意，

南洋笑傲有南强。

寄书南洋有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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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hoice But China—and XMU!

Dr. Bill Brown 潘维廉，教授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ONEMBA 学术主任

People often ask me why I chose XMU and I usually 
answer, “I had no choice! It was Yuanfen ( 缘分 fate)!”

Even  as  Xi  Jinping  said  this  year  at  the  annual 
congress  that  he  had  Yuanfen  with  Fujian,  I  too  have 
Yuanfen  not  only  with  Fujian  but  China—even  though 
China  is  the  last  place  in  the world  I’d  have  thought  of 
visiting, much less settling down in.

When I was young, I applied to emigrate to Australia, 
but  the  Australian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replied, 
“We welcome men of vision  like you but you must wait 
10  years  and  reapply.” The minimum  age was  18,  and  I 
was only 8, but  I’d  read  in a magazine about Australia’s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I  asked  my  parents  if  I  could 
move there. “Go ahead!” they said! 

Although Australia  declined me,  they  did  send me  a 
large  box  full  of  children’s  books  about Australia,  and  I 
can  remember  one  of  the  poems  to  this  day,  55  years 
later—but  I’ve  still  not  been  to  Australia.  But  Xiamen 
Airlines  now  flies  direct  from  Xiamen  to  Australia  so  I 
hope one day to make it there.

After Australia, I decided to go to Africa, but by high 
school  I’d  set  my  heart  on  helping  farmers  in  Latin 
America.  I’d  wanted  to  help  people  since  I  was  very 
young  because,  as  my  father  often  said  to  me,  “We  are 
poor, bu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even poorer than us, so 
we should help them in any way that we can.” 

At 18, I joined the Air Force because after 4 years of 
service, they’d pay for 4 years of college—plus I’d get to 
see  the  “world.”  I  never  imagined  they’d  send  me  to  a 
place  only  50  miles  from  home.  Desperate  to  travel 
abroad,  I  volunteered  for  Greenland,  which  no  sane 
person  ever  volunteered  for.  My  friends,  however,  all 
volunteered  for  beautiful  Taiwan  (which  I’d  never  heard 
of).  And  in  the  end—the  Air  Force  sent  my  friends  to 
freeze in Greenland and me to Taiwan!

I  had  zero  interest  in  Asia.  I’d  never  studied  Asian 
history  or  culture,  or  eaten Chinese  food,  or  even met  a 
Chinese—but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beautiful  island  of 
Taiwan and  it’s people from day one, and volunteered  to 
stay  an  extra  year.  When  I  learned  that  most  Taiwan 
people were from the mainland, I also determined to some 

day visit Mainland China and study Chinese.
In  1981  I  left  the  Air  Force  to  pursue  my  Masters 

degree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and  linguistics,  thinking 
it might help me study Chinese. As soon as I reached Los 
Angeles,  I met  a beautiful young girl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but was a blond, blueeyed American. I 
like to say she’s “Made in Taiwan”—good quality but no 
warranty.  She  too  wanted  to  study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so  we  became  friends,  then  best  friends,  and  in 
December we returned to Taipei to be married, our dream 
to  go  to  Mainland  China  as  soon  as  I  finished 
college—but that dream was delayed 7 years.

To pay tuition, I started a business, which by the time 
I’d  finished  my  masters  was  doing  very  well,  so  I 
continued the business, thinking I could save more money 
to study in China. But as we prospered, I worried that Sue 
might  not  be  willing  to  give  up  our  comfortable  lif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o go to China as students. Finally, in 
September,  1987,  I  asked  her  if  she  was  still  willing  to 
give up  the business  and move  to  the mainland. Though 
we  had  a  one  year  old  and  she  was  pregnant,  she  said 
without hesitation, “Yes.” I was astonished—and grateful! 
So I sold the business, worked day and night finishing my 
PhD dissertation, and dreamed of studying Chinese on the 
Mainland—though we had no idea.

Then  Yuanfen  stepped  in.  In  April,  1988,  just  after 
Matthew was born, an American in Thailand, whom I did 
not  know,  phoned  and  said,  “I  heard  you  sold  your 
business  to  study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Have  you 
ever heard of Xiamen?”

“No,” I said, “and my wife  just had a baby so  this  is 
not a good year. Thank you, good bye.”

Five days later, another man I did not know (and who 
did not know the man who phoned from Thailand) phoned 
from Orange, California, and said, “I heard you sold your 
business  to  study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Have  you 
ever heard of Xiamen?”

I was shocked. “Yes—five days ago!” The very next 
morning, we drove to his office and learned about why we 
had no choice but Xiamen University!

But  first—the  fact  that we’d  never  heard  of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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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proves that, while Chinese know about the world, the 
world  knows  little  about China  (to  this  very  day,  sadly). 
Sue and I both lived in Taiwan, 100 miles from Xiamen, 
yet not only did we not know that Xiamen was across the 
Strait but we did not even know that the adjacent province 
was called Fujian!

We  learned  that  Xiamen  was  the  historic  city  of 
Amoy,  and  that  Xiamen  University  was  the  only 
university  in  all  of  China  that  would  allow  a  foreign 
student  to  bring  his  family.  I  thought  that  was  strange. 
Why  wouldn’t  the  most  flexible,  forward  thinking 
universities  be  those  with  the  money  and  guanxi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But  I  learned  that  XMU was  the 
most forward thinking university in China because it was 
in Minnan,  home  of  openminded Minnan  entrepreneurs 
and most overseas Chinese.

XMU was  the  first  university  started  by  an  overseas 
Chinese,  Tan  Kah  Kee,  with  a  business  school  to  help 
Chinese  do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  and  a  teacher’s 
college  to  help make  the  university  sustainable. And  his 
aim  was  also  to  “embrace  global  cultures.”  That’s  why 
XMU  has  the  distinct  EastWest  architecture,  which 
shows  Tan’s  aim  to  embrace  modern  education  while 
preser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morals.  

Tan’s vision so impressed foreigners that in 1920, the 
year  before  the  university  was  built,  Paul  Hutchinson 
wrote, 

“This  school  [XMU]  is  entirely  a Chinese  institution 
…right out in a small Chinese village.  The study is very 
practical… When we think of the future days, it is one of 
the  most  encouraging  things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of 
China.”  

From Hutchinson, 1920
In  1956,  the  first  Overseas  College  in  China  was 

started  not  by  Beijing  or  Shanghai  universities  but  by 
XMU. In 1988, XMU was first to welcome a Laowai with 
his  family.  In  1991,  we  gave  out  China’s  first  MBA 
degrees. In 2015, XMU opened the first overseas campus 
for  a  Mainland  China  university—XMU  Malaysia.  And 
today, XMU is the only university in all of China, outside 
of  thos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at  has  both  Top  10 
MBA and EMBA programs  (and we  are China’s  partner 
for  the  global  OneMBA  program,  of  which  I’m  the 
SMXMU Academic Director).

And  there  is  of  course  much  more  to  XMU.  For 
XMU’s  85th  anniversary,  I  wrote  a  book  about  the 
university and listed dozens of categories in which XMU 

is  first.  I  now  look  forward  to  writing  a  book  about 
XMU’s  100th  anniversary  in  2021—a  university  I’m 
proud to call home.

In  January,  2019,  I  sent  my  newest  book,  “Off  the 
Wall—How We  Fell  for  China”   《我不见外》  to  Xi 
Jinping  because  Xi  was  the  one  who,  at  a  dinner  in 
Fuzhou  in  2001,  encouraged me  to write more  books  to 
better tell China’s story. I was astonished when President 
Xi  immediately  replied  to me,  saying he also considered 
Fujian his home—and that he was confident I would have 
even better stories to tell in the future.

I’m  sure Xi  Jinping  is  right—and  not  because  I’m  a 
good writer (I’m only average, at best) but because, with a 
country like China, who could not tell great stories? As I 
tell friends, China has a common language, but it does not 
have any common people. 中国有普通话但并没有普通

人。

I’ve seen amazing changes in Xiamen, XMU, and all 
of China, over  the past 31 years. Most amazing  to me  is 
that China  has  not  only  developed  so  quickly  but  that  it 
has  done  so  completely  through  peaceful  economic 
means.  That  i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Chinese  have 
sought  prosperity  through  peaceful  coexistence 
throughout  history.  Ironically,  however,  a  century  ago, 
even  as Western  nations  and  Japan were  occupying  and 
destroying  China,  their  media  presented  China  as  the 
threat to the world—the Yellow Peril, or  was 黄祸 . But 
as John MacGowan, a Xiamen missionary, wrote in 1907,

“Some writers predict Chinese will conquer the West. 
This will never happen.  By instinct and ages of training, 
Chinese are a peaceloving people. The glory of war does 
not  appeal  to  Chinese.  Trade,  commerce,  moneymaking 
and peaceful lives are their ideals…”

MacGowan did warn, however,
“The West should fear not their warlike spirit but their 

numbers… “Future battles with China will be fought not 
on battlefields but in the labour markets of the nations that 
they would invade.”

MacGowan  was  a  prophet!  No  nation  has  ever 
prospered  like  China,  and  peacefully,  because  Chinese 
have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used soft power—education 
and culture—rather than hard power, such as colonialism 
and  slavery.  What  an  honor,  therefore,  to  teach  at 
XMU—a 100yearold university dedicated to embracing 
global cultures and peaceful prosper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mbracing and preser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we  saw  the  fruits of  those values  this past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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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in Beijing.
On October 1st, 2019, my wife and I were honored to 

view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at Tiananmen. Today,  like 
100  years  ago, many  foreigners  are  saying  that  China  is 
the  threat  to  the  world,  but  today’s  Chinese,  like  their 
ancestors, still pursue peace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ll  of  history,  no  other  nation  has  ever  helped  so  many 
people achieve their dream so quickly—and fully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s  to Beijing’s powerful display of military  force on 
October 1st—that is not a threat but a promise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cherish peace above all  else, but  also China 
will  never  again  be  occupied  by 
anyone but Chinese.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quote  part  of  the  toast  of  Fujian 
Governor  when  he  celebrated 
America’s  own  National  Day  in 
Xiamen on July 4th, 1891. I hope 
that, someday, America will heed 
his wise words, which are as true 
today  as  they  were  128  years 
ago:

"China,  having  followed  its 
own  principles  of  advancement 
during more  than  5000  years,  is 
now  compelled  to  change  and 
move  along  European  channels. 
It  has  begun  to  own  steamships 
and  railways.  Its  telegraph  now 
covers  every  province.  It  has 
mills,  forges  and  foundries  like 
those  of  Essen,  of  Sheffield  and 
of  Pittsburgh.  China  is  today 
learning  that  lesson  in  education  which  Europe  has 
obliged  her  to  learn,—the  art  of  killing,  the  science  of 
armies and navies. Woe, then, to the world if the scholar, 
profiting  by  her  lesson,  should  apply  it  in  turn. With  its 
freedom  from  debt,  its  inexhaustible  resources  and  its 
teeming millions, this empire might be the menace, if not 
the destroyer, of Christendom.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t 
needs no prophetic gift to know that the 20th century will 
se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China in 
the East and America in the West. Well may we pray that, 
for  the  welfare  of  humanity,  their  purposes  will  be  as 
peaceful and upright as today.”

Chinese Recorder, Vol. 23, January, 1892

别无他选， 唯有中国和厦大！

Dr. Bill Brown 潘维廉，教授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ONEMBA 学术主任

译者：韦忠和 1988 届 外文系

人们常问我为什么当初选择了厦门大学。我通常会

答道：“我别无他选！是缘分！”

正如习近平主席都在今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自己

和福建有缘分，我也一样，不仅和福建有缘分，更和

中国有缘分，尽管我最初从

未考虑过来中国，更不用说

在中国定居了。

我小时候曾经申请移民去

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驻

美国大使馆却答复道：“我

们欢迎像您这样有远见的

人，但您需要再等十年，然

后重新提出申请。”只有年

满十八岁才能移民澳大利

亚，而我那时才八岁。不过

我此前在杂志上读到，澳大

利亚发展机会很好，于是问

父母我能不能移民过去。“

去吧！”他们说。 

大使馆虽然拒绝了我，但

确实给我寄了满满一大箱介

绍澳大利亚的童书。在 55 

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记起

那些童书里的一首诗，可我

还是没去成澳大利亚。不过

如今厦门航空已经开通了厦

门直飞澳大利亚的航班，我希望有一天能去那儿看

看。

移民澳大利亚遭拒后，我决定到非洲去，不过等我

上了高中，我便一心想去拉美助农。我从年幼时就想

帮助他人，因为正如父亲时常对我说的：“我们很

穷，但是总有人比我们更穷，所以要尽可能地帮助他

们。”

18 岁时，我入伍空军，因为服满四年兵役可以免

交大学四年学费，而且我可以去看看世界。我从没想

到他们会把我发配到离我家仅 80 公里的地方服役。

我极度渴望去国外，于是自愿申请去格陵兰，那是一

般正常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而我的朋友们都申请去美

丽的台湾（我当时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结果空军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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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们派去了天寒地冻的格陵兰，而把我派去了台

湾！

我当时对亚洲毫无兴趣。我从未学习过亚洲的历

史和文化，也没吃过中餐，甚至没见过中国人——

但是从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美丽的台湾岛和岛上的人

民，并且自愿在台湾多待一年。我得知多数台湾人都

来自大陆后，决心将来要去大陆看看，学习汉语。

1981 年，我从空军退役，开始攻读跨文化研究和

语言学硕士学位，心想这样可能有助于我学习中文。

我一到洛杉矶便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在台湾出生

长大，不过却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我想说她是“

台湾制造”——品质优良，但不给保修。这女孩也

想到中国大陆学中文，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之后又成

了最要好的朋友。十二月，我们返回台北，两人喜结

连理。我们梦想着只要我一完成学业就去中国大陆，

不过这个梦想却推迟了七年。

为了交学费，我创办了一家公司。到我读完硕士

时，公司生意相当红火，于是我继续经营公司，想着

可以多攒些钱，好去中国留学。但是，随着生意蒸蒸

日上，我担心苏可能不愿意放弃在南加州的舒适生活

去中国留学。最终，1987 年 9 月，我问她是否还愿

意放弃生意，搬去大陆。当时我们的孩子才一岁，而

且苏又怀孕了，但她毫不犹豫地说：“愿意。”我

很惊讶，也很感激！于是，我卖掉了公司，日夜奋战

写完了博士论文，梦想去大陆学习中文——尽管我

们并不清楚未来究竟会怎样。

之后缘分悄然而至。1988 年 4 月，马修出生后

不久，一位旅居泰国的美国人，与我素不相识，打来

电话说：“我听说你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准备去中国

大陆学汉语。你听说过厦门吗？”

“没有，”我说，“我妻子刚生了宝宝，对我们

来说现在不太合时宜。谢谢，再见。”

五天后，又有一个陌生人（此人不认识泰国的那

个人）从加州奥兰治打电话来说：“我听说你卖掉了

自己的公司，准备去中国大陆学中文。你听说过厦门

吗？”

我震惊了：“是的，五天前刚听说！”第二天早

上，我和苏驾车到那个人的办公室，了解到为什么我

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厦门大学！

不过首先要说，我和苏从没听说过厦门，这正说

明，中国人了解世界，但世界却对中国知之甚少（遗

憾至今仍然如此）。我和苏都曾在台湾生活，台湾距

离厦门 160 公里，可我们竟不知道台湾与厦门隔海

相望，甚至不知道台湾的邻省是福建！

我们了解到厦门就是古时的“Amoy”，而厦门大

学是那时全中国唯一允许留学生携家眷就读的大学。

我当时觉得奇怪。为什么思维最灵活、最有前瞻性的

大学不是北京上海那些有钱又有关系的大学呢？但是

我了解到，厦大是中国思维最超前的大学，因为它位

于闽南地区，那里是思维开阔的闽南企业家和众多海

外华人的故乡。

厦大由陈嘉庚先生创建，是首家海外华人创办的

大学。建校时设商学部，旨在帮助中国人在国际上经

商；也设师范部，旨在维持大学长久运转。陈嘉庚的

办学宗旨还包括“阐扬世界文化。”这也是为什么

厦大会拥有独特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们体现了陈嘉

庚既要接纳现代教育，又要坚守中国传统价值观、道

德观的理念。  

陈嘉庚的愿景给外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 年，厦大建校前一年，保罗·哈钦森 (Paul 

Hutchinson) 写道： 

“这所学校（厦门大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中国

学校……而且地处中国一个小村庄。学科设置实用

性很强……想到未来，这是整个中国最令人激动人

心的事情之一。”  

――哈钦森，1920 年

1956 年，中国首个海外教育学院成立，设立该学

院的不是北京、上海的大学，而是厦门大学。1988 

年，厦门大学成为首家欢迎留学生携家眷就读的大

学。1991 年，厦门大学颁发了中国首张 MBA 学位证

书。2015 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成立，厦门大

学成为首家开设海外校区的大陆高校。如今，在 MBA 

和 EMBA 前十榜单上，厦门大学是全中国唯一一所地

处北京、上海以外的高校（厦门大学还是 OneMBA 全

球课程在中国地区的合作伙伴，而我是厦门大学管理

学院负责该项目的学术主任）。

当然，厦门大学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厦门大学 85 

周年校庆之际，我写了一本关于厦大的书，在书中列

举了十多个厦大独占鳌头的领域。现在我希望写一本

书献给 2021 年厦大百年校庆——这所大学是我的

家，我很骄傲。

2019 年 1 月，我把自己的新书《我不见外》寄

给了习近平主席。这是因为，2001 年，在福州举办

的一场晚宴上，正是习主席鼓励我多写一些书，讲好

中国故事。让我惊讶的是，习主席很快回复了我，说

他也把福建当作自己的家乡，而且他坚信未来会有更

好的故事等待我去书写。

我敢肯定习主席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

多么出色的作家（我的水平顶多算一般般），而是因

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任谁都能讲出好的故事！正

如我向朋友们所说：中国有普通话但并没有普通人。

我目睹了过去 31 年来厦大、厦门乃至全中国发

生的惊艳变化。最令我惊叹的是，中国不仅发展迅

速，而且这一成就完全是靠和平的经济途径取得的。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 105

这并不意外，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靠和平共存来谋求

繁荣发展。讽刺的是，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国家和日

本侵略、贱踏中国之际，他们的媒体便把中国描绘成

世界的威胁——“黄祸”。但是正如厦门传教士麦

高文 (John MacGowan) 在 1907 年所写：

“有些作家预言，中国人将来可以征服西方。但

是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岁月的

磨炼，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的

荣耀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贸易、商业、赚钱

和平静的生活是这个民族的理想……”

不过麦高文确实给出了警告：

“西方人应该担心的不是中国人的好战精神，而

是他们的人口总量……未来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不会

发生在战场上，而是他们可能进入的国家的劳务市场

上。”

――麦高文 （英国人，厦门传教士）1907 年

麦高文的预言真准！没有哪个国家曾像中国这样

做到和平崛起，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运用软实力

（教育和文化）而非硬实力（如殖民统治和奴隶制）。

因此，能够在厦大教书实属无上荣誉。这所百年高校

致力于阐扬世界文化，追求和平崛起，同时不忘吸收

和保留中国传统价值观。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节，我

们在北京见证了这些价值观结出的硕果。

2019 年 10 月 1 日，我和妻子有幸在天安门观

礼国庆大阅兵。如今，和百年前一样，很多外国人都

声称中国是世界的威胁，而如今的中国人则依旧和他

们的祖先一样，追求和平的经济发展。纵观历史，没

有哪个国家曾经帮助如此庞大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实

现梦想——而且完全是靠和平手段。 

至于北京在 10 月 1 日展现的强大军事实力，那

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个承诺：中国将像以往一

样，珍视和平胜于一切，但中国也绝不容许外敌入

侵，只有中国人才是中国的主人。

最后，我想以福建总督 1891 年 7 月 4 日在厦

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祝酒词作为结语。总督在 128 

年前所言至今仍是真知灼见。我希望有一天美国能够

留心这些话语：

“中国在遵循自己的原则行事 5000 多年后，被

迫作出改变并按照欧洲人设计的方向前进。中国开始

拥有蒸汽船和铁路。电报已经覆盖中国所有的省份。

中国的面粉厂、锻造厂和铸造厂已经跟德国的埃森、

英国的设菲尔德和美国的匹兹堡没有什么两样。今日

的中国正在接受欧洲强迫她接受的教育——杀戮的

技术：陆军、海军的战术。如果学生从所学课程中受

益，并反过来付诸实践，那么，对这个世界来说，是

一种灾难。以其取之不竭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一旦

还清债务，中国即便不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毁灭者，也

将有可能对基督教世界构成威胁。无需预言天赋便可

得知，无论发生什么，20 世纪将见证走在世界最前

列的国家——中国在东方，美国在西方。让我们祈

祷，为了人类的福祉，他们的意图是和平的、正直

的，就像今天一样。”

《教务杂志》第 23 卷，1892 年 1 月

2019 年 10 月 10 日

秋香月华忆流年

马珍 2009 届 金融系

昨晚下楼赏月，回来发照片分享给朋友们。大学

室友跟我聊起十五年前的中秋节，第一次相见的往

事：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天，那天正好是中秋……

一晃十五年都过去了。

2005 年 9 月 18 日，中秋节，2005 级报到日 .....

苏今天给我的留言：

“2005 年的中秋，刚好是我们大一新生报到日，

那天在漳州校区报到完我就回家过中秋了。晚上在家

吃着月饼想着素未谋面的舍友，就给你们打电话道了

中秋快乐。第一声招呼，居然已是 15 年前，缘分真

是神奇的东西。中秋快乐！”

大一时候的军训、阅兵、万人大博饼……

苏跟我说晚上领着妈妈去参加商场开业酬宾活

动，逛商场可开心了，妈妈买了一个超大超可爱的皮

卡丘抱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开始博饼，然后就想起

了大一时候在操场上的万人大博饼，我问是军训时候

吗？

结果意外得到一个超级感人的故事，如果不是苏

主动告诉我，我已经彻底忘了这茬儿，无论如何也不

会想起来，说实话，其实听完这个故事，也没记起来

细节，所以确实是老了不记事儿了，从前至少一旦被

提醒就会唤起超多细节回忆；不过听了这个故事，这

里面的我，这么虎、这么 ner，（从李雪琴那儿学到的

新词汇），听着确实挺像我会干出来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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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你还为了让我实现阅兵梦，从排长找到了

团长”

马儿 :“啥意思？”

苏 :“你忘啦”

马儿 :“快点救救我，我忘了”

苏 :“军训结束了有个阅兵仪式，每个排会挑一

些人组成方阵参加阅兵式，我这种小矮子自然是选不

上。那会儿也奇怪，没人喜欢军训，又苦又累，只有

我热爱军训，特别想参加阅兵式，所以没选上我非常

难过，你陪我坐在排球场边，我哭了好久。第二天你

就开始各种找排长、连长、营长，最后找到团长，告

诉他有个学生热爱军训，却不能参加阅兵。后来我们

那届全员参加阅兵”

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问到团长电话的，反正

记得你给团长打了电话”

苏：“感人吧”

我震惊了！

马儿：“我天，我真的这么感人吗？我刚才立刻

去搜了一下团长是啥军衔，管多少人。我现在感觉我

背后都发光了，我怎么完全不记得我这么英勇”

苏 :“团长很大的”

马儿：“所以后来我们都参加阅兵了 ?”

苏 :“对，团长还在阅兵式上说了这件事” 

马儿：“天哪，我真该多写日记，我完全不记得

这件事了。我好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免得忘了，我

能写这个故事吗？” 

苏 :“当然可以啊，应该只有我记得这件事。” 

马儿：“这么一说还真是诶！那更宝贵了！！！

”

我刚才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踟蹰不知如何下笔

概括转述。思来想去，觉得还是直接保留原始对话，

更加原汁原味，也更能让我以后重读时候就想起这段

对话发生时的原生态好奇惊喜心情，挖掘记忆宝藏、

吃到自己的瓜的原汁原味心情 .....

刚才忍不住又把这段对话发给我对床的另外一位

室友，想要第三方求证确认一下，结果又吃到 /挖到

另外一个瓜 ....

阿叉 :“完全不知道这事呀，不过我记得你半夜

送她上医院。”

马儿 :“那不是我们一起送的吗？”

阿叉 :“在漳州校区，你送的，我睡着不知道，

然后你半夜从医院打电话来，我就骑车去找你”

马儿 :“半夜去医院是啥时候的事？只有我送

吗？当时有叫救护车吗？还是骑车送去的？”

阿叉 :“你叫救护车，就你呀”

马儿 :“所以是我叫救护车跟着救护车陪苏一起

去的？看来那时候还没有训练好骑车带人的技能？”

阿叉 :是的，胃疼应该坐不了你的单车吧？”

马儿 :“那后来为啥半夜打电话把你叫醒？”

阿叉：“还是胆囊疼？”

马儿 :“你半夜骑车去医院，害怕吗？”

阿叉 :“我忘了，也有可能是半夜醒来发现人少

了，我打电话找你们。

马儿 :“我天，简直太感人了！！！ 我现在想起

我们那时候那么嫩、那么虎，简直感动到不行！我真

的已经忘记大一时候的那些事好久了，现在想起来，

简直温暖到不行。”

真的，想起来我们那时候那么青涩稚嫩，但是一

点都不见外，半夜发现不见了人还会打电话找，就都

这么傻不愣登、直不楞登，就直接变成了异姓姐妹这

种感情超好超真的关系，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尤其是

这应该对我来说更宝贵，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独生子

女。更尤其是后来听说了朋友在其他学校遇到的勾心

斗角或者相敬如宾的关系，就更加觉得我的室友们简

直是奇迹。

阿叉 :“你不是还脱把骑自行车？”

马儿 :“啊啊啊啊啊啊啊，脱把骑车你也记得

啊！！！那我有脱把骑车载过你吗？”

阿叉 :“我应该不敢坐吧”

前两天看到被疯狂转发的清华学子用生命在内

卷，边骑车边双手脱把吃方便面、边骑车边看书、边

骑车边手捧电脑跑程序的图片，也让我回忆起大学时

候双手脱把骑车载人的高光时刻，脱把放飞真是开心

啊！脱把骑车载人更开心！而我大学室友信任我，敢

于被我载，敢于被我脱把骑车载，也是多么感人的一

件事！！！

关于骑车，我还有一段温馨回忆：

我那时候借很多书，后来车被偷了没车，不想背

着一堆沉甸甸的书走路去图书馆，就会在宿舍楼这一

头，随机寻找骑车去教学楼方向的同学，请人帮忙带

去图书馆还书（同理可见我当时多么虎），而厦大的

实诚同学们，都愿意帮忙，现在想想，实在是太感人

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是不是我为了苏一个人，

坑害了大多数不喜欢军训和阅兵的小伙伴？联想到了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美人一笑的故事。也许这

样疯狂自爆，会换来下次同学聚会比如明年厦大一百

周年聚会的时候，我和苏被同学们追着暴打一顿，“

居然是你坑害我们大家都得参加阅兵训练”，哈哈。

我们是由我们的情绪和记忆组成的。小伙伴们给

我的高光回忆，让我觉得这个中秋节超级温馨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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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三首  

高杰

采桑子   ・   怀静林

春来多少关情事：

细雨新杨，

最惹思量；

况是汾涯柳又黄！

一年三百陀螺日，

聚则忙忙，

别则长长。

千梦迢迢越太行。 

                  ——作于一九六六年

南乡子   ・  矿山夜景

极目矿山明，

叠叠层层密密灯。

吞吐云烟飘锦绮，

铮铮，

铁索钢弦闹百筝。

折曲绕山青，

九节游龙夜夜程。

长笛一声惊破晓，

春晴，

万道红霞日半升。

此词作于一九六九年， 时值文革， 余囚斗室 。 夜

不能寐， 远眺西铭矿山 ， 遣兴而作 。

咏雪

西风峻烈舞长鞭，粉蝶弥空素翼鲜。

六合迷茫烟笼雪，九天混沌雪生烟。

山连大野舒琼玉，海戏微澜掷断帆。

斗室凭窗思窅邈，漫酙清酒慰灯前。

            ——作于一九九六年元月七日

对诗

咏三角梅

余长风 1983 届 生物系

窗前三角梅， 乃故乡厦门的市花， 夏天是其最灿

烂的季节。

一窗红艳挂玲珑，

娇妩春媚炽夏风。

五月乡思何处绽，

故园璀璨万千丛。

七绝   和长风兄咏三角梅

谢煜 1982 届 化学系

沃土荒原处处家，

迎风笑对日西斜。

若梅苞叶红如许，

醉眼寻花便是花。

莓园欢聚

谢小薇 1981 届 物理系

去年相逢此园中，欢声笑语会旗红。

今朝花开再聚首，百家菜香情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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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

你们住的地方是亮的吗

昏黄路灯下

你们丢下我一个人

形单影只

那是你们的背影吗

 

如果我呼吸

我分明知道你们是空气

呼吸你们的时候

我多么想世界能停住啊

 

如果我行走

你们是我的拐杖

你们的杖你们的竿

曾经是我的唯一盼望

我多么想知道这盼望为什么不能停一停呢

 

如果我是一朵花

你们就是留齿的芬芳

为什么会有风

将芬芳吹散

在无影无踪的风

我分明看见你们的身影

闻到你们的芬芳

并在你们的呼吸中倘佯

 

你们过得好吗

生命是美好的吗

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吗

你们也有白天黑夜和春夏秋冬吗

漫长的白天你们还一起数算漫长黑夜的漫长吗

 

曾经我是你们的歌

那奏响我的就是用你们身体

所镶嵌的琴弦

如今这琴弦已断裂

我这首歌还能缭绕吗

 

如果我心痛

你们就是我流出的泪

只是滴在我的脸上

没有月光的夜晚

我怎么没有泪水

难道你们要告诉我

你们  依旧快乐相守吗

 

 

写于天寒地冻中 思恋父母 痛不欲生 ......

你    们

陈忠 1991 届中文系

摄影：刘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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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曼舞，十里香亦幽，雨过荷露。

鹂掠红英，梦醒涵蛙，惊起菡萏蜓去。

罗裙展爱莲清影，绿茎拂、大千雷斧。

论痴迷、莫若敦颐，陶菊羡林梅妒。

犹忆芙蓉往事，玉姬西子戏，天谴淤住。

欲寄长安，折赠佳人，居易诗仙无助。

岂知籽负婵娟志，两千载、风开辞赋。

共此时、华实齐生，三世藕花缘驻！

摄影：连鹏

【浅解】

成片的莲叶 [ 注 1 ] 优美地舞蹈着 [ 注 2] ， 很远还

能闻到淡淡的幽香。 骤雨过后。 黄鹂紧挨着红色的荷

花飞过， 惊醒了水中的青蛙， 也惊飞了停在尖尖小荷

苞上的蜻蜓 [ 注 3] 。 荷叶像丝罗制的裙子般舒展 [ 注

4] ， 仿佛是舞蹈家戴爱莲《荷花舞》 中的身姿 [ 注

5] 。 绿色的花茎摇曳着， 有如 “ 古今画荷的登峰造

极 ” 的张大千鬼斧神工的画笔 [ 注 6] 。 若论对荷花

的痴迷， 当属著有《爱莲说》 的北宋周敦颐 [ 注 7] ，

其对莲花之爱， 让陶渊明钟爱的菊花羡慕， 让林逋钟

爱的梅花 [ 注 8] 嫉妒。

还忆 [ 注 9] 得莲花 [ 注 10] 过去的事儿， 仙女玉

姬 [ 注 11 ] 动了凡心， 偷偷来到西湖嬉戏， 王母娘娘

震怒用莲花宝座将她打入西湖淤泥中， 化身成荷花。

白居易要把莲子寄往长安以表思念之情 [ 注 12] ， 李

白（号青莲居士） 想折荷赠予远方的佳人 [ 注 13] ，

都只能感叹 “ 但恐出山去， 人间种不生 ” 而作罢。

其实， 大诗人们都低估了荷花的生命力： 一颗与屈原

同时代的莲子， 承载着婵娟的遗志 [ 注 14] ， 两千三

百多年后 [ 注 15] ， 在熏风中绽放出热情浪漫的楚辞 [

注 16] 。 都在此刻 [ 注 17] ， 见证着开花并结实的莲

花， 这可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世缘啊 [ 注 18， 19] ！

【注释】

注 1： （百度百科） 荷花（学名 ： Nelumbo 

nucifera） ， 又名莲花、 水芙蓉等， 属睡莲目 ， 莲科多

年生水生草本花卉。 人们常常将 “ 莲 ” “ 荷 ” 连

在一起统称荷花， 其实莲花与荷花是有区别的， 主要

的区别是在叶子的生长位置和叶子的形状。 荷花 “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 的高尚品格， 历来

为古往今来诗人墨客歌咏绘画的题材之一。 1985 年 5

月荷花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 荷花是印度和越南

的国花。

注 2： 田田 ， 形容荷叶相连遮盖。 如 “ 江南可采

莲， 莲叶何田田 ” （汉乐府《江南》） ， “ 污沟贮浊

水， 水上叶田田 ” (   白居易《兆府栽莲》 ) 和 “ 燕园

不可采莲， 莲叶空自田田 ” （《采莲》） 。

注 3： 菡萏（hà ndà n） ， 荷花的别称， 古人称未

开的荷花为菡萏， 即花苞。 参见《说文解字》 的 “

未发为菡萏， 已发为芙蓉 ” 。 这里 “ 菡萏蜓 ” 借用

了宋代杨万里脍炙人口的： “ 小荷才露尖尖角 ， 早有

蜻蜓立上头 ” 。

注 4： 以罗裙（古代妇女的丝罗制的裙子） 比喻荷

叶形象传神， 比比皆是。 最有名的当属唐朝王昌龄《

采莲曲》（其二） ： “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

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 闻歌始觉有人来 ” 。

注 5： 戴爱莲（1916－2006） 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

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她出任第一任新中国国家舞蹈

团团长； 第一任全国舞协主席； 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

校长； 第一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她爱莲实如其名。

她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最值得后人永记的是女子

群舞《荷花舞》。《荷花舞》 取材于流传在陇东、 陕北

的民间舞 “ 荷花灯 ” ， 曾有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

过加工。 1953 年， 戴爱莲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

创造， 以比兴的手法， 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

性， 以 “ 盛开的荷花 ” 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 舞蹈

形象鲜明 、 动作流畅、 结构凝练， 于简洁中颇显大师

功力。 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荷花舞》 几乎成为中

国舞蹈的代名词。《荷花舞》 于 1953 年参加在柏林举

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舞蹈比赛并

获奖； 1994年被确认为 “ 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经典作

品 ” 。

莲赋  

连鹏 1984 届 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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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张大千（1899-1983） 爱荷成痴， 以擅长画荷

花著称， 素有 “ 古今画荷的登峰造极 ” 之誉。 他之

所以喜爱画荷花， 除了赞赏荷花 “ 君子之风， 其清

穆如 ” 之高洁， 还认为 “ 中国画重在笔墨， 而画荷

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 ” 张大千早年画荷花， 画法多

以明代画家徐渭画法为多， 中年时是半工半写者多，

到了晚年最擅长以泼彩半抽象手法来画荷花。 尤其是

他晚年创泼墨彩之后， 所画荷花不但超越了花卉的属

性， 更将文人花卉的笔墨范围拓展至另一境地。 张大

千画过朱荷、 粉荷、 黄荷、 白荷、 墨荷、 金壁荷； 画

过风荷、 晴荷、 雨荷、 秋荷； 画过没骨荷、 工笔荷、

写意荷等， 总之， 他笔下荷花均是落落大方， 雅俗共

赏， 娇艳而不俗， 沉着而不浮， 生动而不匠。 他在一

生中所画的荷花作品成千上万，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

力， 使驰名中外的 “ 大千荷 ” 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

特殊的地位。 他在三十五岁时作的《金荷》， 就被法

国政府购藏。 对此徐悲鸿曾说： “ 张大千的荷花， 为

国人脸上增色 ” 。 在 2002 年苏富比秋拍中， 原先估

价约 1500 多万港元的张大千《泼彩朱荷屏风》 最后

以 2022 万港元成交， 打破了近代中国书画最高成交价

的世界记录。

注 7： 周敦颐（1017-1073） ， 宋代思想家、 理学

家， 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 人， 人称濂溪先生，

元公是他的谥号。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 清幽玉洁的

莲花， 在南康任知军时（公元 1071 年（宋熙宁四

年） ） ， 在军衙东侧开挖了一口池塘， 全部种植荷花，

名为爱莲池。 池宽十余丈， 中间有一石台， 台上有六

角亭， 两侧有 “ 之 ” 字桥。 每当公余饭后， 他或独

身一人， 或邀三五幕僚好友， 于池畔赏花品茗， 并写

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爱莲说》。《爱莲说》 虽

短， 但字字珠玑， 历来为人所传诵： “ 水陆草木之

花， 可爱者甚蕃。 晋陶渊明独爱菊。 自李唐来， 世人

盛爱牡丹。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

妖，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 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 花之隐逸者也； 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 莲， 花之君子者也。 噫！ 菊之爱， 陶

后鲜有闻； 莲之爱， 同予者何人 ?   牡丹之爱， 宜乎众

矣。 ”

注 8： 林逋（bu一声）（967-1028） ， 北宋初年著名

隐逸诗人。 字君复， 后人称为和靖先生， 钱塘人（今

浙江杭州 ） 。 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 ， 宋真宗闻其

名， 赐粟帛， 并诏告府县存恤之。 逋虽感激， 但不以

此骄人。 人多劝其出仕， 均被婉言谢绝。 自谓： “ 然

吾志之所适， 非室家也， 非功名富贵也， 只觉青山绿

水与我情相宜。 ” 林逋终生不仕不娶， 无子， 惟喜植

梅养鹤， 自谓   “ 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 ” ， 人称 “ 梅

妻鹤子 ” 。 作诗随就随弃， 从不留存。 幸运的是， 他

的粉丝为他保存下若干诗词。 终生不娶的林逋到底有

着怎样的往事， 才让他在青年时就灰心于世途， 归隐

林泉终老此生？ 或许他的另一首以女子口吻所写的小

词才是他的心声 ――【相思令 ・ 吴山青】 “ 吴山

青， 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对迎， 谁知离别情？ 君泪

盈， 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头潮己平。 ”   林逋

最有名的咏梅诗当属【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

妍， 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

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

可相狎， 不须檀板共金樽。

注 9： 这里用 “ 忆 ” 而非 “ 想 ” 渗入个人对芙

蓉的经历。 笔者刚进厦门大学， 在芙蓉二楼住了两

年， 并用新韵写了首【五绝 ・ 芙蓉楼即景】：

嫩草蝶独醉， 新枝鸟不飞。

芙蓉出绿浪， 几处醉花肥。

也算与莲有缘。

注 10： 芙蓉或水芙蓉也是莲花的别称。 中国古代

文学家认为荷花圣洁高雅， 在古代诗词歌赋， 常有歌

颂荷花的篇章。 如曹植在《芙蓉赋》 中说 “ 览百卉

之英茂， 无斯华之独灵 ” ， 把荷花比喻为水中的灵

芝。 出于对荷花的喜爱， 文人给荷花取了很多不同的

名字。 依照外形， 起名荷花， 意思是 “ 莲茎上负荷

叶， 叶上负荷花 ” （《本草纲目 》） ； “ 未发为菡萏，

已发为芙蓉 ” （《说文解字》） 。 依照亲水的生长习

性， 取名为水芝、 水花、 水芸、 水旦、 水目 、 泽芝

等。 依照圣洁高雅的气质， 取名为君子花、 凌波仙

子、 水宫仙子、 玉环等。 荷花的茎一般称为藕， 但也

有玉节、 玉玲珑、 玉臂龙等名称。 荷花的果实莲子又

称玉蛹、 湖目 。

注 11： 荷花相传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个美貌侍女

—— 玉姬的化身。 当初玉姬看见人间双双对对， 男耕

女织， 十分羡慕， 因此动了凡心， 在河神女儿的陪伴

下偷出天宫， 来到杭州的西子湖畔。 西湖秀丽的风光

使玉姬流连忘返， 忘情地在湖中嬉戏， 到天亮也舍不

得离开。 王母娘娘知道后用莲花宝座将玉姬打入湖

中， 并让她 “ 打入淤泥， 永世不得再登南天 ” 。 从

此， 天宫中少了一位美貌的侍女， 而人间多了一种玉

肌水灵的鲜花。

注 12： 白居易（772 年～846 年） ， 字乐天， 晚年

又号香山居士。【东林寺白莲】： “ 东林北塘水， 湛湛

见底清。 中生白芙蓉， 菡萏三百茎。 白日发光彩， 清

飚散芳馨。 泄香银囊破， 泻露玉盘倾。 我惭尘垢眼，

风此琼瑶英。 乃知红莲花， 虚得清净名。 夏萼敷未

歇， 秋房结才成。 夜深众僧寝， 独起绕池行。 欲收一

颗子， 寄回长安城。 但恐出山去， 人间种不生。 ” 【

采莲曲】： “ 菱叶萦波荷飐风， 荷花深处小舟通。   逢

郎欲语低头笑， 碧玉搔头落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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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 李白（701 年－762 年） ， 字太白， 号青莲

居士， 被后人尊称为 “ 诗仙 ” 。【折荷有赠】： “ 涉

江玩秋水， 爱此红蕖鲜。 攀荷弄其珠， 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 欲赠隔远天。 相思无因见， 怅望凉风

前。 ”   【古风  （其二十六） 】： “ 碧荷生幽泉， 朝日

艳且鲜。 秋花冒绿水， 密叶罗青烟。 秀色粉绝世， 馨

香谁为传？ 坐看飞霜满， 凋此红芳年。 结根未得所，

愿托华池边。 ” 【子夜吴歌（其二）】： “ 镜湖三百

里， 菡萏发荷花。 五月西施采。 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

待月 ， 归去越王家。 ”

注 14： 屈原（前 340 年－前 278 年） 的女学生婵

娟， 崇仰先生爱国的

政治主张， 用自己的

生命捍卫真理， 替先

生饮鸩身亡。 屈原悲

愤填膺， 长啸天问，

并把题有桔颂的纱巾

复盖婵娟身上， 以作

祭奠。

注 15： 1947年，

考古队在日本东京附

近千叶县的一条河流

湿地中偶然地挖掘出

了两只独木舟与盛放

莲藕的托盘（据说这

是一艘来自中国的

船）， 并推测出这里

是绳文时代的停船

地。 时隔几年后的

1951 年一名日本的植

物学家莲藕研究的权

威大贺一郎博士知道

了挖掘出莲藕托盘的

事， 就组织中小学生

与自愿者们在遗址地展开了挖掘的考察作业， 一个月

的挖掘工作几乎没有进展， 就在预定结束挖掘作业的

前一天， 一名中学女生在地下 6 米的泥炭层发现了一

粒莲子， 这一惊喜延长了挖掘考察作业的时间， 一周

后， 又挖掘出了 2 粒莲子。 一共挖掘出三粒莲子。 同

年的五月 ， 大贺博士对三粒莲子进行发芽培养， 两粒

失败了 ， 最先发现的一粒被培育成功。 并且在第二年

的 1952 年 7 月 18 日开出了一朵粉红色的荷花。 同年

的 11 月 3 日 ， 美国的（《生命周刊（Life） 》） 发表了

“ 世界最古老的花， 生命的复活 ” 的报道。 这株荷

花也被用大贺博士的名字命名为 “ 大贺莲 ” 。 为了

进一步确定这莲子的年代， 大贺博士将莲子上方挖掘

出来的木舟的残片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 经放射线碳

素年代测定， 这颗莲子是 2300 年前的日本弥生时代以

前的果实。

注 16： 辞赋， 楚辞的别称。 “ 风开辞赋 ” 借用

了风靡一时的歌曲 “ 莲的心事 ” 里的歌词： “ 我是

你五百年前失落的莲子， 每一年为你心碎一次。 多少

人猜测过莲的心事， 慢慢风干变成唐诗宋词。 ”

注 17： “ 共此时 ” 借自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

月怀远》 的 “ 海上生明月 ， 天涯共此时。 ”

注 18： 世间花卉先开花后结实， 莲花则在开花同

时， 结实的莲蓬已具。 莲花也因为这种 “ 华实齐生

” 的特质， 被佛家视为能同时体现过去、 现在、 未

来。 佛说平等， 不

论过去现在未来，

天地万物时空， 方

位大小多少， 人与

人， 如此如彼， 穷

富贵贱皆平等。 极

乐净土是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 具有

超时空相貌的莲

花， 独享 “ 福报

” ， 成为净土世界

的花朵。 佛经说，

人间的莲花不出数

十瓣， 天上的莲花

不出数百瓣， 净土

的莲花千瓣以上。

莲花表示由烦恼而

至清净， 因为它生

长于污泥， 绽开于

水面， 有出污泥而

不染的深一层涵

义。 莲花开放于炎

热夏季的水中， 炎

热表示烦恼， 水表示清凉， 也就是在烦恼的人间， 带

来清凉的境界， 这都是莲花所表征的美德。 所以， 比

喻从烦恼得到解脱而生于佛国净土的人， 都是莲花化

生的。 释迦牟尼把莲花放在最崇高的位置。 由于莲花

在佛教上的神圣意义， 佛经中把佛教圣花称为 “ 莲

花 ” ， 把佛国称为 “ 莲界 ” ， 把袈裟称为 “ 莲服

” ， 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 “ 莲蕖华合掌 ” 。

注 19： 藕花： 即荷花。  唐孟郊   《送吴翱习之》 诗：

“ 新秋折藕花， 应对吴语娇。 ” 宋李清照   《如梦令

》 词： “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  清罗万象  

《夕发》 诗： “ 高低禾黍熟， 远近藕花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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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联欢亲属的唁函

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会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并转李联欢先生家属： 

惊悉李联欢先生不幸去世，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基

金会并受卢嘉锡先生子女委托，谨致以深切的哀悼，

并向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李

联欢先

生与卢

嘉锡先

生有多

年的师

生情、

同乡

情、校

友情。

他是卢

嘉锡先

生早年

留学回

国任教

厦门大

学化学

系后的

首批学

生之

一。从

上世纪 70 年代起，李联欢先生即热心于中美科学技术

交流，他多次返乡访问，足迹遍及厦门、福州、北京

多地。其间，他与卢嘉锡先生在中国、在美国多次晤

面，商讨学术交流事宜。他曾应卢嘉锡先生邀请访问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并举办学术讲座。卢嘉锡先生子

女至今珍藏着李联欢先生当年到物构所家中看望卢嘉

锡夫妇时的合影。卢嘉锡先生生前每次访美，他是厦

大校友接待联谊活动的积极策划和参与者。1984 年，

在卢嘉锡先生见证之下，李联欢先生与吴厚沂先生等

共同发起成立了厦大美洲校友会，并曾亲任理事长、

董事。2001 年卢嘉锡先生去世，李联欢先生以美洲校

友会董事名义发来唁函，追述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

和交往经历，并对筹划设立“卢嘉锡科学基金”即

今天的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会表示支持。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将永远怀念李联欢先

生。 李联欢先生千古！ 

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会

2020 年 5 月 1 日

沉痛悼念李联欢学长

美洲校友会前任理事长、董事会董事，1947 届化

学系毕业的李联欢学长因受新冠病毒感染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午在波士顿不幸去世，终年 97 岁。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在 5月 1日发

出的讣告中说，李联欢学长 1924 年 11 月出生于福

州。祖籍福建南安。1942 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

1947 年获厦门大学化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赴台湾就

业，先后任职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石油公司及台湾电

力公司。1952 年赴美留学。1955 年获 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博士学位。 他先后在 Dow 

化学公司和 Xerox 公司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李联欢学

长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他在高聚物化学及表面化

学，粘结科学方面做出过许多开创性的贡献。担任过

美国化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多个学术会议和组织机构

的主席。李联欢学长十分热爱家乡中国，十分热爱我

们的母校厦门大学。他在 70 年代美中建交前后就开始

从事两地的科学交流活动。1979 年美中建交后，他是

应邀到中国科学院讲学的最早的美国学者之一，受到

中美两地科学院的表彰。 7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他

帮助联系安排了多位国内学者到美国访问、交流、学

习，积极为国内科研机构和母校捐赠图书和仪器设

备。他对母校厦门大学的发展十分关心，经常提出各

种建言。他于 1986 年受聘为母校化学系客座教授。他

是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1984 年创立时的主要发起人之

一。 1996 年到 2000 年担任美洲校友会理事长。2000

年到 2009 年担任美洲校友会董事会董事。李联欢学长

是汪德耀生命科学基金会的发起人。李联欢学长为推

动美中两地的科技文化交流，特别是为促进母校与北

美地区的学术交流，为美洲校友会的工作殚精竭力，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16 年美洲校友会董事会颁予李

联欢学长“杰出贡献奖”。李联欢学长是我们母校

厦门大学的骄傲，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们将永

远怀念他。

李联欢学长六年前和夫人吴秋蘋女士从长年居住的

纽约罗切斯特市搬到波士顿，靠近子女住处。李联欢

学长的夫人不幸于三年前去世。他们育有两个儿子两

个女儿，都在美国。他的子女委托美洲校友会讣告生

前同学好友。因为疫情，后事一切从简。

李联欢学长去世后，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 厦门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厦门大学前副校长詹心丽、卢嘉锡

科学教育基金会暨卢嘉锡学长的子女、苏林华学长、

汪德耀生命科学基金会、洪水根教授、沈雁飞校友等

通过美洲校友会发来唁函向李联欢学长的家人表达了

哀悼和慰问。

美洲校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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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联欢学长

2020 年 5 月 1 日忽接到美洲校友会董事长傅志东

学长电邮，承告：“昨夜李联欢的女儿打来电话，告

以其父由于新冠病染，不幸于４月２９日（星期三）

上午在波士顿过世，附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讣

告“一纸。闻讯后，心痛不已，往事也一并涌上心

头。

我对李学长的认识，不在他担任美洲校友会第６届

（1996 年 8 月至 1998 年 7 月间）或第７届（1998 年

８月至 2000 年７月间）理事长之时，而是早于 1944

年 8 月间，我们鹤龄英华中学有５位保送生（即：严

家骙、丁政曾、李齐崑、陈世菼与我苏林华）到长汀

厦大参加甄别试时，由于尚未取得厦大正式学籍，就

先在大礼堂内侧暂时搭铺落脚，竟而遇到穿着白色工

作服的李联欢学长、正在侧廊化验室处做化学试验，

从而得知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出身于基督教卫理公会

创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中学，但它属于“天鸡”班

（民国 30 年次，即 1941 年毕业者），”辈分”很

高，继其后者为“更生“班、“惊涛”班、而后

到我的“群生”班（即“民三三级”者）。故我级

要比他低上三个班次。但由于他的那个班次，曾被教

育厅派到民间担任“民教“工作一年，变成我级只

低两个班次；又以其他原因，故他在厦大是 1947 届、

我则是 1948 届，居然只差一届！

至于鹤龄英华中学，是为纪念创办人张鹤龄老前

辈。他在清朝时，独资捐献数千元银圆、得以冠其名

于“英华中学“之前方，此有别于设在厦门鼓浪屿

的英华中学或新加坡的英华中学。

联欢学长对于鹤龄英华母校情有独钟，对当年在校

时之美籍英文老师，他到美国后，依然与在美西的老

师沈维德师姑（Ms. Semester），和美国中部的老师毕

利夫人（Mrs. Pilley）等保持联系。之后，他在美国

英华校友会的《英华美洲通讯》第 14 期（2010 年元

旦出版）上有 《夕阳无限好，珍惜寸光阴》一文。又

在第 21 期（2012 年 3 月 1 日）上有《薑黄素与我视

力复原的经过》一文。他都将他想发表的文章放在《

北美英华通讯》上。

由于他出身于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的中学，且其夫

人亦出自基督教世家，故他 1946 年回到厦门之校本部

后，经常参加在博学楼左前方基督教“学生公社”

的各项活动，除做礼拜外，便是参加团契，有一百多

人参加，分为九组，多年后，领导者遍佈东南亚各

地，如丁政曾及蔡悦诗（学名 : 蔡碧娥）在泰国，邵

建寅在菲律宾、周纯端在新加坡、金世添在台湾，福

苏林华 1948 届 机电工程系

音之钟声为之四起。后联欢学长移民到美东，先住纽

约，后迁波士顿，均在当地之教堂作礼拜。

1947 年他从国立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经汪德耀

校长推荐，到台湾糖业公司任职。1948 年秋，派往台

湾之中国石油公司嘉义溶剂厂，当时厂长是厦大校

友、且又留英的沈觐泰。其后，他和南投县的长老会

牧师千金吴秋苹结婚。

由于其时台湾日月潭需水发电，1951 年秋季，台

湾电力公司与嘉义溶剂厂共设“人造雨研究所”，

希望在乾季时能造雨增加水库的存水量，遂由沈觐泰

兼所长，李联欢为研究员。李学长利用铁路上的火车

头，加一小部分含碘化银到煤炭中，沿路由地上向空

中喷射碘化银微粒而造雨，既简便又安全，因而得到

有关单位的称许。

1952 年李学长到美国进修。1954 年得化学硕士，

1955 年得化学博士。两者都得自俄亥俄州凯斯理工学

院（Ca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Ohio State）

研究院。之后，他来往中美之间，或任职，或讲学，

都甚频常，本文就不详列。

1986 年 4 月厦大 65 周年校庆期间，李学长与夫人

专程回校参加。由于文革期间，造反派人物对厦大校

歌很有意见，连歌词中之“普渡驾慈航”歌词都成

问题，遂而校歌被停唱多年。李学长回校后，在公开

场合大声疾呼，终使厦大校歌重登大典之堂，其功劳

至伟！

1997 年 10 月 9 日在厦大嘉庚广场有个盛大庆典 : 

其时联欢学长自美国（按：其时他正是美洲校友会第

七届理事长），我则自工作地的泰国，都应母校之邀前

来参加 “嘉庚楼群开工典礼”。事后，联欢学长在

1997 年 11 月号《美洲校友通讯》第 31 期上发表了《

参加厦门大学嘉庚楼群开工典礼有感》一文，对五大

楼之捐献者作一详尽的报导，即 :

主楼一座 --- 颂恩楼 :  捐款人 泰国华侨丁政曾

与蔡悦诗，21 层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捐款额

 ：人民币 2000 园。

从楼 4座 -- 层数各是 6层，面积各是五千多平方

米，捐款人与金额如下：

1）保欣丽英楼 --- 香港校友黄保欣与吴丽英夫妇

捐港币 500 万园；

2）锺铭选楼 --- 海外锺氏兄弟为其父钟铭选捐人

民币 600 万园；

3）成枫楼 --- 新加坡华侨李织霞与吴定基，为其

父李成枫捐港币 500 万园；4）祖营楼—菲律宾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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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炳为其父洪祖营捐人民币 400 万元。

在此次嘉庚楼群落成典礼中，作为主楼颂恩楼捐楼

人者，是我英华中学与厦门大学级友的丁政曾、但此

时却卧病在泰国曼谷，故由夫人蔡悦诗专程代表来

厦、在盛典中剪彩并讲话。由于这次是厦大建校八十

周年华诞之时，故她引用了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的话：

 “你们不要疏忽成绩 A和 B的学生，他们将来可能回

到母校当教授。你们也不要小看 C和 D的学生，他们

日后也许会回来给学校捐建大楼“。-对于这段话，

李联欢学长及我都特别欣赏，当晚在晚餐时，我俩都

向悦诗为引用这篇优美的讲辞而致贺”--- 其实，不

论是丁政曾或蔡悦诗，他俩在校成绩都在 B+ 以上，她

只是慰勉后进者，即使在学校时成绩欠佳，但在社会

上只要奋斗不懈，力争上游，必有成功机会。---- 有

为者当如是 !

2000 年 7 月间，我仍应聘泰国，担任泰石油宝麟

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兼厂长之职，但每年有三周时间的

休假，遂于七月下旬以两周时间回到美国南加州之家

度假，有幸得以参加 7月 22 日在蒙特利公园市、林肯

大酒店内举行的“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第九届联谊

会“。话虽说是举行联谊会，其实是为选出美洲校友

会第八届理事会的新人物。李学长与夫人于前一天自

美东飞来洛杉矶，住入林肯大酒店，我亦自泰国回

美，也搬入此酒店。厦大特别派了潘世墨副校长来美

祝贺、也为理事会的改选做个见证。

上午、美洲校友会第七届理事会成员在李联欢理事

长主持下，在内室举行会议，其他校友则在外室活

动。我借了张新雄副理事长的强力投影机，把预先准

备好的厦大风光幻灯片放出，其中就有嘉庚广场即将

封顶的五座大楼图片，故立刻引起潘副校长的注意，

上台解释一番。也有台湾校友（我的 1948 届级友）周

咏棠的旅游世界一百多国的实况报导；而自北加州前

来之 1947 届朱一雄学长则作壁上观，事后，他振笔急

书，记下评语，对周咏棠的海外旅游报告最感兴趣。

之后，投票选举结果出炉，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傅志东学长票数最多，但他本人当天并不在场，遂由

本届李联欢理事长代表他，从潘世墨副校长手上代领

到傅学长“当选证书“。

是夜，我们四十年代长汀校友与潘副校长同聚一

桌，在场者有 1947 届的朱一雄，和李联欢学长与其夫

人吴秋苹女士及其在洛杉矶为迪士尼影界写剧本的次

子李明圣；还有来自台湾的周咏棠与其攻读硕士学位

的女儿周文蕙。大家相处尽欢，拍了一些照片。 当夜

为了拉拢未婚的周家女与李家男认识，临时安排他俩

面谈，但事后所知，他们并没有擦出火花来，为憾！

2003 年时，经李联欢学长倡议，成立了“汪德耀

生命科学奖学基金董事会之基金会“，后为加入汪夫

人王文铮名字，改名为 ”汪德耀及王文铮生命科学

奖学基金会“， 均由李联欢学长担任理事长，广向

各界募款，每年在母校生命科学院遴选六名品学兼优

及贫寒的本科生，使可获得奖学金，（*按：我也被他

提名为董事之一者），迄今此制度仍在实行中，效果良

好。

文至此，当为结束之时。按：李联欢学长生于

1924 年 11 月 6 日，逝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照西方

人算法，他享年 95 足岁；若照国人算法，是 97 岁，

但不论是那种算法，他都已度过“人生九十俱乐部

“ 的华年。作为他的英华中学与厦门大学长汀学子之

双重学弟，现特对他奉言如下：

李联欢学长 :

那美好的仗您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

的道已经守住。安息吧 !

我们天上人间再相逢！

弟苏林华

2020 年 7 月 10 日

于美国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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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 30 日晚上 11 点多，一阵电话铃声把我

惊醒。电话那一端是李联欢学长的女儿 Muriel Ei-Hu 

Payne 的声音。她告诉我 ,李联欢学长前一天（4月

29 日）因感染新冠病毒不幸去世了。惊悉噩耗，心情

十分悲痛。那么好的一位学长就这么走了。在疫情这

么严重的情况下，连去送一程的机会都没有，哀思不

禁滚滚而来。

我第一次见到李联欢学长，是 1986 年在母校厦门

大学建校 65 周年庆祝大会上。那时，我还是在读研

究生。李联欢学长代表美加校友上台讲话。他的讲话

颇有戏剧性，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幕在我脑里

依然清晰鲜活。只见李联欢学长走到台前，指着用布

遮住的一个架子，说他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礼物。

台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在等。随着遮盖的布被拉开，

李联欢学长告诉大家这是专门从美国带来的，“我们

伟大的校歌”。他接着用手示意大家起来唱校歌，台

下好多人有些茫然无措。于是，他的讲话就围绕着校

歌开展。

那时，在厦大知道校歌的人大概很少。我是 1978

年入学，1993 年 1 月离开厦大，在厦大的时间很长。

但直到 1996 年在华盛顿的厦大校友聚会上，我才第

一次听到校歌。 2001 年母校校庆 80 周年的时候，学

校给每个参加校庆活动的校友都发了一盘校歌的 CD

和印刷精美的校歌歌谱。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学校

才正式恢复了校歌。

虽然中国 1980 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但在当时的

社会政治背景下，像那样没有一句革命口号的校歌还

是不容易被正式承认。1990 年代初期，还有人认为厦

大 1920 年代的校歌，“其歌词虽简练，但难以涵盖

当今大学生所要表达的时代感情，同现在我们培养社

会主义大学生所应具备的思想境界也差距较大”、

“基调不很合拍”、“文言文拗口”等。尽管有这

样那样的反对声音，李联欢学长还是不遗余力地宣传

校歌，每逢有机会，便向学校领导建言恢复校歌。

有一次，李联欢学长请了著名华裔音乐家、哈佛

大学卞赵如兰教授到美洲校友会的聚会上领唱校歌。

赵如兰教授是校歌作曲者、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和音

乐学先驱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李联欢学长还几次请了

华人歌唱家唱校歌，让钢琴师伴奏，制作成录音带，

多次寄赠母校领导和各地的校友会。我也曾收到李联

欢学长寄来的录音带。他还把校歌翻译成英文，请人

制作成录音带。    

我是在 1996 年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华盛顿年会

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李联欢学长的。那届年会上，

校友会理事会换届，李联欢学长接任理事长。我在会

务组帮忙，被邀请顺道旁听了那次理事会议。那次理

事会议围绕怎么发展会员，收会员费，编辑校友通讯

等话题做了热烈的讨论。李联欢学长表现出很大的雄

心。果然，在他的领导下，校友会捐款和交会员费的

人数有明显的增加。那时，校友会每年的日常经费都

超过一万美元。校友会当时的经费主要是用在出版印

刷和邮寄校友通讯。校友会的活动费用则是另外筹

款。

1998 年我当选为理事，负责建立和管理校友会的

网站。李联欢学长继续担任理事长。我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和他接触机会就很多了。那届理事会换届不到

半年，负责编辑校友通讯的理事因为创业辞职，校友

会一时找不到人编辑。我帮忙编过一期，剩下的四期

都是李联欢学长亲自编辑。

编辑校友通讯的工作量很大。以往理事长都要协

助负责校友通讯编辑的理事征稿、催稿，把一些必要

的资料找齐。由理事长亲自兼任编辑，就把两份工作

都压到理事长身上。那时，李联欢学长已经 70 多

岁。他的中文输入是因为校友会工作需要才刚学不久

的，打字速度还很慢。每期通讯都要花很多时间，但

他从来没有因此耽误校友通讯的准时出版。那时校友

会有 400 到 500 位校友，其中有 120 多位四十年代毕

业的老校友，大部分人是习惯用书信联系。所以，校

友会还要还要维持更新通讯录。一旦校友搬家，就要

及时更新通讯地址。校友流动性还是挺大的，虽然当

时有一个理事专门负责通讯录的更新，但作为理事

长，也还需要经常跟踪。可见，他差不多是把理事长

当作一份全职工作在做。

2000 年理事会换届，李联欢学长希望我接任理事

长。我表示可以继续当个理事，继续管好网站，但当

理事长有很多困难，我一开始回绝了他的好意。因为

我那时刚刚换了一个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大孩子读

初中，小孩子才两岁，家里事情也很多。但他一再鼓

励我，表示愿意继续帮忙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在他

的动员和那届理事会几位理事的支持下，我最后还是

咬牙接过了理事长的重担。在我工作期间，他给了我

很多的帮助。从校友的联络，到校友通讯征稿、编

辑，与海外校友会的联系，他都事无巨细提醒我。

2001 年，校友会在华盛顿开年会，他和夫人吴秋蘋女

深切怀念敬爱的李联欢学长  

傅志东 1982 届 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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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辞辛苦，从纽约上州驱车十多个小时到华盛顿。

他说本来他们可以乘飞机的，为了把一些校友会的资

料带到华盛顿，他们选择自己开车。在我当理事长期

间，他还为美洲校友会发起成立了汪德耀教育基金

会，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多年。

李联欢学长一生始终关心着母校厦门大学，关心

着美洲校友会。六年前，他和夫人吴秋蘋女士从长年

居住的纽约罗切斯特市搬到波士顿，靠近子女住处。

在清理搬家的时候，他把认为有用的科学书籍都集中

起来，托他女儿带到纽约，请我帮助转给母校。我找

到美国一家做“捐书到中国”慈善项目的公益机

构，通过我在纽约的弟弟把书交给该机构，该机构把

书海运到厦门，捐给了母校图书馆。那次，李联欢学

长还整理了他长年收藏的有关母校和校友会的书籍和

资料，包装了两大箱寄到我家。

我最近一次见到李联欢学长，是 2016 年在波士顿

的美洲校友会双年会上。那时他已经 93 岁高龄，但

依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母校

厦门大学无比的热爱。从那次到现在，一晃三年半就

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我却无法再见上他一面了。

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他树立的榜样，他为校友

兢兢业业服务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记忆里，并激

励我们把母校的优秀传统传承下去。

作为厦门大学化学系 1977 级学生，我与 1943 级

的李联欢学长相隔整整 34 届，从年龄上说，他属于

父辈。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李联欢学长就开启了重

返祖国的破冰之旅，并于 1974、1977 和 1983 年三次

回到母校讲学，但我听到李联欢学长的名字，却是在

1986-1987 年。那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

陆在科研方面还没有星火燎原。1986 年，我经过一段

较长时间的休假后，回到了教学岗位和实验室，我的

导师徐志固很高兴地告诉我：章慧呀，李联欢校友从

美国赠送了一台旧的圆二色分光偏振仪 (简称 CD 光

谱仪 )给母校，学校让我们课题组管理这台仪器。

CD 光谱仪？什么仪器？当时我对这台仪器全然陌

生。徐老师解释，因为学校里没有其他人从事与手性

相关的研究，而他刚刚获得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光学活性络合物的拆分和性能研究”(1985-

1987 年 ) 资助，如果没有这台仪器，师弟们需要怀揣

手性样品，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去测试。前些年我欣喜

地发现，在 1987 年 5 月厦门大学旅美校友会第一期

通讯上，刊出了这个信息。

去信者是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田昭武先生，加注者

即李联欢，去信日期是 1986 年 7 月 22 日。这一页校

友通讯承载了很多信息，重点有四：其一、田校长盛

赞李联欢于 1986 年 65 周年校庆返校，研讨办学大

计，代表海外校友做激情演讲，“激起南强心波

”，“堪为后继者树立爱校风范”；其二、李联欢

所在施乐公司向厦大捐赠了一台 CD 光谱仪 (Circular 
Dichroism  Polarimeter)，田校长代表母校欣然接受，

计划由远洋公司托运到厦门；其三、1987 年 4 月这台

李联欢学长与厦门大学的手性光谱研究

章慧 1981 届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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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已经运抵

厦门，将由一

位化学系教授

接管；其四、

李联欢借机号

召其他校友循

此方法捐赠仪

器，为母校的

教学科研助

力。

更多的信息

则留在化学楼

248 实验室的

档案中：1986

年 9 月 29 日和

同年 10 月 17

日，李联欢接

连给田校长写

了两封亲笔

信，提及准备

赠送仪器和获批赠送的信息；随后是 1986 年 12 月中

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安排托运的文件；1987 年 1 月 12

日和 2月 6日给田校长的另两封亲笔信告知捐赠手续

办妥，仪器装箱运出；1987 年学校接收仪器捐赠申请

免税的批文等一系列文件。

从这一系列来信和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台型号

为 Cary-61 的 CD 光谱仪辗转来到厦大的线路：1987

年 1 月 12 日仪器装箱上货车从李联欢所在的纽约州

韦伯史特研究中心 (Webster  Research  Center) 运至新

泽西州，赶在 14 日到达码头，20 日乘中国远洋公司

上海香河轮 (船长为时任厦大副校长林祖庚教授的弟

弟 )驶往中国，1987 年 3 月 4 日运抵上海，同年 6

月 24 日办妥入关手续。

联欢学长在 1987 年 2 月

6 日给田校长的信中说

明：“我们在此报关时已

说明是旧的分析仪器，希

望上海海关不会抽税。此

次为母校代办此事，已到

此办竣，希望收到之时能

一切完妥，不久可以供各

位作研究之用。”

在这台仪器到位后的

安装、改造和调试过程

中，徐志固求助于卢嘉锡

先生领衔的中科院福建物

构所同行寻求理论和实验

技术上的帮助，于是物构所的研究员庄培其和黄祥金

一起将物构所研发的 DKDP( 磷酸二氘钾 )晶体制作成

调制器替换仪器心脏部件，使得该仪器得以正常运

行，由此在福州和厦门两地从无到有地开展了手性光

谱的研究。当时，上海有机所的一台法国进口 CD 光

谱仪坏损，有机所打听到物构所掌握维修技术，前来

请物构所帮忙。见该仪器行将报废，并且也能在物构

所的手性化合物和生物大分子的测试和表征方面发挥

一定作用，庄培其找到卢嘉锡先生，请他出面向有机

所要来了法国这台旧仪器。经他们修复的法国仪器成

功测试出维生素 B12 的 CD 光谱曲线，与标准谱图完

全一致，福建省因此拥有了第二台 CD 光谱仪。20 世

纪 90 年代，庄培其和黄

祥金对 DKDP 调制器进

行了细致探究，他们多次

来到厦大化学系，毫无保

留地将 CD 光谱技术传给

了厦大师生。在此基础

上，2013 年 4 月在厦门

大学建成了中国的手性光

谱中心 (China  Center  for 
Chirality，简称 C3)。迄

今厦门大学已拥有了三种

类型的手性光谱仪器共 6

台，而在物构所和福州大

学也各有一台 CD 谱仪，

深入开展了手性光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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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福建省手性光谱研究的渊源和后续连锁效

应，主要归功于李联欢学长当年不远万里，不辞辛劳

地从美国辗转运来圆二色光谱仪供母校师生使用，以

及卢嘉锡先生当年在福厦两地大力提倡化合物结构表

征和新晶体材料研究的高瞻远瞩；物构所庄培其、黄

祥金以及厦大徐志固、俞鼎琼、章慧课题组在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进行手性光谱研究也值得称道。

故事说到这里，笔者却有一个没有了却的心结

——探望从未谋面的对母校忠心耿耿的李联欢老学

长，当面向他致谢，感恩他的无私捐赠和背后付出的

艰辛努力，使得这台仪器以及后续相关研究在母校厦

门大学、福建省乃至全国都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助力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手性立体化学研究。然而，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无情地击碎了笔者的美好愿

望，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位可亲可敬的学长。噩耗传

来，让我痛彻心扉！

在狭义的概念里，我既不是李联欢学长的学生，

也没有听过他回国后激情洋溢的任何一场学术讲座；

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认真读

过他生前参与编写的美洲校友通讯，几乎每期都留下

他熟悉的字迹，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平易近人、亲切

随和、睿智慧敏、古道热肠、大爱无疆。尤其是他几

次力促恢复校歌的善举，传为佳话。2003 年 8 月 16

日洛杉矶校友联谊会的讲话表达了他的赤子之心：“

刚刚我们很兴奋地高唱我们伟大的校歌。想起当年在

母校的情景，在长汀山城里时常有机会唱校歌。可惜

文革以后，校歌无辜受禁停止了好久。你们之中可能

在校时都无听过或唱过。其实这校歌是两年前，八十

周年校庆之时，才正式恢复的。我向母校请求了十五

年之久，最后得到批准恢复，我心中十分感激母校这

种新的开明政策。1997 年我翻译了英文校歌，承原作

谱者，赵元任博士，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对配音谱。后

来发现用在网上可助外国人明白母校校歌的涵义。不

久前得澳洲厦大校友会采用作为同样用途，我在此欢

迎外文系校友翻译其他语言，以使推广校歌到世界各

地网站。”

2016 年笔者退休之

后，特别仰慕抗战风云

中经历内迁长汀艰辛的

1947 级和 1948 级老校

友们热爱母校的拳拳之

心，努力收集资料，准

备编成一本《厦大故事

》。我找孙勇奎同学要到

联欢学长的邮箱，给他

写信：“我很希望学长

为学妹提供您的老照

片，让我能收入到正在

撰写的感人故事中”。

几番折腾，终于学长收到了我的邮件，从此，我

的实验室档案里又多了一封学长的亲笔信，信中附上

了他的照片，还是那样熟悉而亲切的字体，还是那样

的谦和儒雅，但这却是他唯一给我的信了，今天翻看

时，泪流满面。想到“可以供各位作研究之用”的

嘱托已经实现，内心方有一丝丝安慰。

我好后悔，后悔因为各种各样的借口，没有完成

一直想写的李联欢学长故事，让他看到。只能把这篇

仓促写就的文章献给离我们远去的尊敬的学长，你永

远是我做人的楷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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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永远的先生  
      ——深情缅怀张乾二院士  

陈强 1982 届 化学系

2020 年 5 月 3 日晚 08 点 33 分，我的恩师张乾二

院士在为中国的量子化学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后，走完了作为一位伟大化学家光辉的生命历程。

惊闻恩师驾鹤仙去，悲伤之余，我心里有万分的

不舍和遗憾。说不

舍，是因为先生一直

是我最敬重的师长。

1985 年研究生毕业

后，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给先生当秘书。

我和先生朝夕相处，

先生于科研上启迪

我，于生活上帮助

我，风雨兼程与共，

一如亲人。遗憾的则

是，今年 5月 3日，

我回厦门去探望母

亲，先生恰于其间去

世。但由于新冠疫情

管控，和先生近在咫

尺，我却无法送先生

最后一程。

最近一次见到先

生，是在去年的 4月

10 日。母亲年岁已

高，当时正在医院住

院，我趁休假之机回

国探望。在病房里，

我经常和母亲聊起厦

大往事。病房的清洁

工小肖得知我毕业于

厦大化学系，并在厦

大学习、工作十余载，忍不住兴奋地告诉我：张乾二

和万惠霖两位院士，都和母亲住同一层病房。我难以

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恳请小肖帮忙安排探望化学系

两位老系主任。热心的小肖马上和护工联系，并安排

了我们见面。       

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一见到我，先生兴致马

上高起来，抚今追昔，爽朗健谈一如当年。先生和我

谈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谈到了厦大的变化

和学科的发展，谈到了化学系的师友们，谈到了我现

在所从事的医药研发工作。我也向张先生汇报了厦大

美洲校友会和硅谷校友会的最新工作动态，以及我的

工作和生活现状。他老人家听了很开心，鼓励我们海

外学子一如既往地为校友、院友们服务。那日我们交

谈甚欢，直到护士前

来提醒，我方才不舍

地和先生告别。没想

到那次的见面，那次

和张先生的促膝长

谈，是我最后一次聆

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厦大化学系一直有

着优良的学术传统。

先生早年一入大学，

就得以亲炙老学部委

员、化学系老主任、

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教

授这样的名师，并打

下了扎实的结构化学

基础。他还获得了参

与水溶液中培养晶

体、研制粉末衍射仪

的照相机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

1963 年，先生参加

唐敖庆教授举办的“

物质结构”研讨班，

在配位场理论研究方

面获得突破。在先生

的系列论著中，其最

具代表性的即是《配

位场理论方法》。该书

1979 年出版后，马上在国际化学界引起震动，标志着

先生的学术成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奠定了先生作

为国内外知名量子化学家的学术地位。1982 年、

1989 年，先生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上

世纪 80 年代初，先生和蔡启瑞、田昭武教授是厦大

化学系三巨擘，分别在量化、催化、电化学领域独占

鳌头，为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

呕心沥血，居功至伟。

梦里回首，先生那亲切的惠安口音，总缭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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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1985 年夏天，我师从万桢教授，获得分析化学硕

士学位后，毕业留校任教。留校接到第一个任务，就

是到学科职称评定组当秘书。那年的学科评定在三明

举行，我第一次得以和先生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先

生当时已是化学部的大学部委员，他谈吐自然、和蔼

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亲切地与我闲谈，其中印

象最深的两个话题，一是抽烟，二是递条子。

谈到抽烟，先生当年抽的是厦门友谊牌无过滤嘴

香烟。先生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对我说，他的工资除

了买书，大部分都用

在买烟上了。我问先

生一天抽多少，他用

比划着手说：“三包

半（70 根），基本上

早上一根火柴，就点

一天了……”我知

道量化教研室有几根

烟枪在化学系是大名

鼎鼎的，却不曾知道

先生也是大烟枪。和

先生交谈的另一件趣

事是递条子。先生不

仅在学术上高屋建

瓴，在工作中也充满

了智慧。职称评定

时，有很多人想“

塞条子”走后门。

先生说他把那些条子

都放口袋里，这是为

了职称评定的公平

性，条子不是评定的

“标准”，而是用

来作为避免不公平评

定的“武器”。先

生话语幽默风趣又富

有哲理，我打心里敬

佩先生的睿智。这是

我第一次接触到生活

中如此鲜活真实的学术泰斗。

先生还有一个绝活，就是他教数学时从不需要讲

义。当年系里的高数老师们都特别佩服先生，因为先

生就是活课本。作为化学界的“数学超人”，先生

的弟子们也个个都是数学高手，比如林连堂教授和王

南钦教授。旅居美国华盛顿州的陈师宏教授是张先生

的外甥，陈师兄叫张先生舅舅。他告诉我，小时候，

张先生经常到他家去做客。吃饭前，先生都会给他出

几道数学题。如果做错了就不能和大人一起吃饭，这

就是陈教授数学一直比较好的秘诀所在。这也许也能

够说明，先生从来都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所以教

起数学来，连讲义都可以不要。

我和师宏是多年好友。先生辞世后，我们都无法

亲临吊唁，只能在电话中和他一起缅怀张先生，追忆

过往的点滴篇章和动人瞬间。每每在谈及我们共同的

记忆时，不免感慨唏嘘，觉得张先生好像只是去了一

个更远的地方，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在化学系工作了 13 年。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谆谆

教诲，一直激励着我

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

行。1991 年，我计划

出国继续深造。张先

生得知后，连连说

好。他嘱咐我到国外

好好学习先进的经验

和知识，提升自己，

然后回报祖国和母

校。“只要沿着河

流，就一定能发现大

海”。我在这一年来

到了美国，在新墨西

哥州立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做生物传感器

的研究，接着又到德

州大学（奥斯汀）做

了两年博士后。这几

年的学习生活，还是

很苦的，每遇到困难

或不如意处，都会想

起先生临行前对自己

的鼓励和教诲。97

年，我到硅谷医药工

业界从事新药的开发

工作，他乡辗转，时

光飘零，不觉间已在

美国呆了近三十年

了。

先生是所有厦大人的学术标杆，更是我人生道路

中的良师益友。他那个时代的人总有很多名士的特

征，纯粹至极，率性而为。所以，先生便“做很多

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要说的话，彰显一个人活着的

最大的价值”，然后，他就真成就了自己最大的价

值。

云山苍苍，鹭江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和张乾二教授合影由作者提供
文中照片由刘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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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敬爱的黄保欣学长  

傅志东 1982 届 化学系

惊悉敬爱的黄保欣学长不幸离开了我们 ,痛失尊

长，不胜哀恸。 缅怀往事，黄保欣学长的音容笑貌

犹在眼前。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因为厦门大学美洲校

友会工作的因缘，有幸认识了一批抗战年代内迁长汀

期间的老校友，黄保欣学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

曾经在惊喜中接到过黄保欣学长深夜打来的越洋电

话，也曾收到过黄保欣学长的亲笔来信。在母校校庆

80 周年期间，我还有幸和黄保欣学长有过近距离的接

触。聆听他回首往事，畅叙对母校、师长、校友的深

情厚谊，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

黄保欣学长是校友们的楷模。他毕业于厦门大学

化学系。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组织的化学会主席。毕

业后，凭借在化学上的专长，他独辟蹊径，在香港成

功创业，成为“塑料大王”。他献身公共服务，长

期担任各种公职和社团领袖，获得无数的荣誉。

他热爱国家，热爱香港。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

期，他承担过多项重要职务。1987 年，他荣获英国女

皇授勋，北美地区的厦大校友曾致电祝贺。他在给北

美校友的回函中，谦逊地把他的成就归功于母校的栽

培和校友们的支持。他表示，香港正处于一个极为重

要的过渡时期，希望各地校友多关心香港的未来。

黄保欣学长爱校情深。 他在母校校庆 60 周年期

间曾赋诗曰：“汀水河畔，北极阁下，烽火书声不

断； 囊萤映雪，求实笃行，厦大育我恩深”，以表

达他对母校厦门大学的无比深情。为迎接校庆 80 周

年，他带头捐建了嘉庚楼群的一号楼，保欣丽英楼。

他当时行动不便，为了参加校庆，专门让在美国的女

儿回到香港，从香港陪他回母校。

在香港，他经常借各种场合向人介绍母校厦门大

学，还因此引出了他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晚年

来往的一段佳话。1944 年春，李约瑟博士曾到长汀访

问战时的厦门大学并做演讲，黄保欣学长参与接待，

并代表学校接受李博士的赠书。他后来他经常向人讲

述李约瑟博士对厦门大学的高度赞语。1988 年，在一

个有许多教授学者在的场合，黄保欣学长又讲起了那

段往事。一位在场的香港大学化学系教授，很快把这

件事情告诉了李约瑟博士。时年 88 岁高龄的李约瑟

博士听闻后十分欣喜，当即给黄保欣学长写信，并由

此开始了黄保欣学长和李约瑟基金会的联系。

黄保欣学长重校友情谊。他和北美地区的许多老

一辈校友有广泛的联系。美国的吴厚沂学长、李联欢

学长等到香港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李联欢学长还在

他的安排之下，出席了 1997 年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

庆祝回归大型庆祝酒会。他在收到我寄给他的《厦门

大学美洲校友通讯》后，曾给我亲笔写来感谢信。他

说，“谢谢寄来校友通讯。我每次收到校友通讯后。

什么书刊也不看，先看完它，重温校园旧梦”。 他

在给我的电话和信件中，还多次谈起他居住在美国的

厦大同学和和长汀时期的其他校友。可见校友情谊在

他的心目中有很重的位置。

黄保欣学长为人正直敢言。由于一些历史的客观

原因，早先内地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理解和

客观评价，还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反映到母校校庆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宣传上，则未免有失公允。

这也就自然引起一些客居海外老校友对此有些意见和

看法。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黄保欣学长敢于直言，在

有领导和比较多校友的场合，他能很直率地说出他的

看法和意见，并给出合理的原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黄保欣学长是我们母

校厦门大学的骄傲！虽然他离开我们了，我们将永远

怀念他，学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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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当他还是一名学子，听到老师说

“21 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便一心扎在了生物学

的天地中出不来。如今，他已成为药物开发领域拥有

超过 20 年丰富经验的免疫学大神，生物医药行业里

关于卢宏韬的传说一直存在。

初生牛犊不怕虎  
秉着对生物学的热爱，卢宏韬放弃了北大地理学

专业的保送机会，选择到厦门大学生物学系就读。研

究生期间，他师从汪德耀教授。汪教授是中国著名的

细胞生物学家，留法博士，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厦大学习期间，卢宏韬就对免疫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1991 年赴美国 Cleveland 攻读博士之时，他

选择的导师也是与免疫学相关。后来，因为一次国际

学术研讨会中的一面之缘，卢宏韬被当时的耶鲁大学

免疫学主任 Richard Flavell 院士相中，从

Cleveland 来到了耶鲁，并在一年之后，与加入同一

个实验室的董晨成了师兄弟。

想来缘分也是件奇妙的事，如今的董晨博士已是

清华医学院院长、国内外著名的免疫学家，在 T细胞

分化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做出了多项开创性贡献。师

兄弟一个转战工业界，一个继续留在学术界，还时常

就最新的免疫科研进展和产业化应用展开交流。

为何学术报告中的一面之缘，可以让一个全球公

认的免疫学大师对他青眼有加，笔者表示出好奇，对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Richard 做报告时我也敢问一大堆问题，于是就看上

我了吧”。卢宏韬如此打趣地说道。

1999 年，在耶鲁大学结束自己三年的博士后研究

生活后，卢宏韬从学术界跨向了产业界。

因为对加州的喜爱，第一站他选择到美国生物医

药产业最活跃的旧金山湾区，在 Berlex 

Biosciences/ Schering AG 公司开始了他研发事业的

征程，。从免疫系基层研究员开始，短短六年时间，

卢宏韬连升三级，当时 Berelx 已有全球第一款针对

多发性硬化病的药物成功上市，并在全球实现超过

10 亿美金的累计销售额， 卢博士主要从事神经免疫

和肿瘤药早期靶点发现和验证的研究，希望为公司开

发出第二个重磅产品。

后来 Berlex Biosciences 被德国拜耳（Bayer）

  收购，Bayer 希望深耕免疫领域，因此大部分同事都

被辞退，免疫学背景出身的卢宏韬比较幸运的留了下

来。他帮助 Bayer 组建了药物免疫源性

（Immunogenicity）团队，担任免疫源性研究室主

任。

作为公司的杰出员工和重点培养对象，卢宏韬是

全公司唯一连续两次被送往参加全球学院领导力发展

计划 (Global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接受全球最专业的领导力培训课程。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各行各业的大佬及领导力的

大师：如基辛格、Jack Welch, 巴基斯坦前女总理布

托 (Benazir Bhutto)、史蒂芬柯维（Stephen 

Harvey），Clayton Christiensen, Patrick 

Lencioni, Marcus Buckingham and Malcolm 

Gladwell 等，我是第一次接受那种非科学的培训，很

开眼界。”回忆起这段过往，卢宏韬仍是记忆犹新，

表示终身难忘，他开始明白领导是一门艺术，带团队

也很有讲究。

回国是因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8 年，GSK 在上海刚刚成立了 GSK 中国研发中

心，向远在美国的卢宏韬抛出了橄榄枝。但那时的卢

宏韬还没有回国的计划，只抱着先看看的心态回了趟

上海，却意外发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跨国大药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还没有一个具有这样的职能，将全球的某一领域的研

发项目全权放到中国。如果不接受这个 offer，未来

肯定后悔”。卢宏韬是一个很果断的人，三个月之

后，他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卢宏韬主导建立了 GSK 神经免疫部门

（Neuroimmunology Drug Discovery Performance 

Unit, 简称“NI-DPU”），并担任首任负责人和高级

总监，也是 GSK 中国高级行政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之

一。在 GSK 五年的工作期间，卢博士管理着逾七十人

的神经免疫部门，主管了许多神经免疫方面项目，并

将 4个项目从临床前顺利推进到临床开发阶段，取得

多项研究专利。2011 年卢博士获得 GSK 中国该年度的

唯一总裁奖。

“做创新药的核心是人”，为了找到合适的人，

他亲自去北大清华等院校招生，从国外邀请自己的好

友回来帮忙，现在这些人很多也都成了行业的中流砥

柱了。

再鼎的第一个全职员工  
卢宏韬深谙好的团队是做药的灵魂。同样热衷于

新药研发，作为中国医药领军人物之一的杜莹博士，

当时正准备从投资界重回企业界，再创辉煌。杜莹博

卢宏韬： 肿瘤免疫 IO  2.0 革命才刚刚开始！

文章来源：同写意 @圆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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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卢宏韬博士互相欣赏，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再鼎

医药 2014 年正式成立。卢宏韬成为再鼎医药的第一

个全职员工，这也是卢宏韬创业的首次试水。 

作为再鼎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卢宏

韬负责再鼎医药的研发科学战略。在再鼎医药任职的

四年时间里，卢宏韬为再鼎成功引进的多个项目的许

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要做新药，两年后，卢宏韬

创建了研发部门，和团队从张江的小洋房办公室搬到

了略显简陋的实验室，同事笑称跟着受苦了。

卢宏韬组建并管理近 20 人的研发部门，具备抗体

和生物制剂早期药物发现所必要的所有研发功能，启

动了多个创新的免疫肿瘤抗体项目。在任期间，卢宏

韬还成功建立了两个抗体药物发现平台：噬菌体展示

技术平台和蛋白质体内扩展平台。此外，在他的牵头

下，再鼎医药分别与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和上海药

物研究所达成合作，共同开发新靶点药物，从而助推

了再鼎医药三年时间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做肿瘤免疫创新药一直是我的愿望  
选择在再鼎医药高光时刻离开，这让很多人不

解，但卢宏韬内心一直有更想做的事情。

2017 年 10 月，卢宏韬选择了再次创业，和纪晓辉

博士联合成立了科望医药，专注于自主创新肿瘤免疫

治疗抗体药物。纪晓辉博士为前罗氏全球商务拓展副

总裁，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担任 CEO；卢宏韬负责

研发管理，担任 CSO；  另一位共同创始人沈文彦博

士，则是抗体工程

学领域的专家，曾

任职多家跨国药企

担任抗体工程学负

责人，并且是多个

知名的已上市抗体

的主要发明人。

 “现在肿瘤免

疫（IO）很热，找

了半天，也没有比

PD-1 更好的东西，

科望起步那么晚，

为什么还要做 IO？

”

科望创立之

初，很多投资人都

曾经问过卢宏韬类

似的问题。卢宏韬

则表示：其实

IO2.0 革命才刚刚

开始，空间很大，这就是科望的机会。

首先，低应答率是 IO 领域存在一大难题。尽管以

PD1/PD-L1 通路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抗体在肿瘤免疫

治疗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更多常见肿瘤临床中的

有效响应率仍然极为有限，仅在 20% 甚至更低，其他

的患者怎么办？

其次，无论是 PD-1/PD-L1 还是 CTLA-4 等免疫检

查点抗体的开发，都还是围绕 T细胞相关的获得性免

疫的范畴，国内外大批公司扎推研发获得性免疫领

域，科望则围绕天然免疫进行重点布局。其实天然免

疫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参与杀伤肿瘤及激活获

得性免疫系统，作用至关重要，也是把冷肿瘤变成热

肿瘤的关键，却常被忽视。

事实证明，科望的定位和研发策略或真可让他们

弯道超车。在科望成立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已经建

立起 12 条丰富且极具创新性的产品管线，研发全面

覆盖肿瘤免疫各个领域，重点布局天然免疫。资金方

科望创始团队

科望医药目前产品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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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18 年成立一年，即获礼来、高瓴、鼎晖累计

5500 万美元投资，令业界瞩目。

同样的思路， 不同的靶点设计， 这就是创新  

PD-L1 和 4-1BB 双特异抗体
2018 年 2 月，科望同美国 Inhibrx 公司签署

ES101 和 ES102 技术转让协议，其中 ES101 是全球

第一个首创的同时靶向 PD-L1 和 4-1BB 的双特异抗

体新药。   

为什么会选择 4-1BB，这个目前临床上有很大风险

的靶点？

ES101 刚拿回来时，很多行业同仁表示出担忧和不

解。

卢宏韬表示科望刚成立时，想做的创新靶点不

少。 大家都想找下一个 PD-1，但哪一个更可能成

功，谁也说不好。4-1BB 是和科学委员会讨论下来最

有可能成功的一个，因为 4-1BB 只表达在激活的 T细

胞和 NK 细胞上，肿瘤微环境中表达 4-1BB 的 T 细胞

都是识别肿瘤的特异性 T细胞。如果用 4-1BB 激活剂

来增强肿瘤特异性 T细胞的活性和增殖，效果一定不

错。比如用于 CART 细胞治疗的 T细胞如果带上 4-

1BB，活性就好很多。但 4-1BB 问题也很明显，4-1BB

抗体单用在临床上碰到了肝毒性的问题。那么能否设

计一个新抗体避免这个副作用？如果将其靶向肿瘤微

环境，做个同时靶向 PD-L1 和 4-1BB 的双特异性抗体

或许是个可行的

策略，即通过 PD-

L1 抗体把 4-1BB

抗体导向到表达

PD-L1 的肿瘤微环

境。“我们不是

为了做双抗而双

抗。”他强调。

据悉，ES101

实现了对免疫细

胞激活的“去闸

加油”概念。4-

1BB 的激活取决

于 PD-L1 抗体先

结合 PD-L1，引起

簇合反应；这样

就巧妙降低了 4-

1BB 的肝毒性问

题，药物安全性

有望得到大辐提

高。ES101 目前

的临床进度领先于其他同机理双抗竞品，它在临床前

体内及体外试验中，已充分显示出优于已上市的 PD-

1 单抗、以及 4-1BB 单抗与 PD-L1 单抗联合用药的疗

效。今后有望成为取代现有的 PD-1 和 PD-L1 抗体的

IO 2.0 的基石产品。

2019 年 2 月和 6月，ES101 也相继在美国和中国

进入了一期临床试验，写下了科望免疫治疗进程的重

要一笔。

CD47 还是 SIRPα？
除了 ES101，卢宏韬博士介绍了科望其他 2个重磅

产品的在研进展， 其中一个靶向为 CD47-SIRPα的

产品。

这也是个让人意外的选择，毕竟国内外产品布局

CD47 靶点的企业倒是不少，但靶向巨噬细胞表面的信

号调节蛋白 SIRPα却不多见。 

CD47 属于免疫球蛋白家族成员之一，广泛表达于

多种肿瘤细胞，SIRPα是 CD47 的受体，肿瘤细胞可

通过 CD47-SIRPa 信号通路逃逸巨噬细胞的免疫监

视。 因此通过 CD47 抗体阻断 CD47 与 SIRPa 的结

合，可以激活巨噬细胞对肿瘤的吞噬作用，但 CD47

在红细胞膜表面也有较高的表达，这就意味着 ,CD47

治疗药物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 ,会误伤红细胞，导致

出现贫血，同时由于 CD47 的广泛表达，临床上抗体

需要大剂量才会有效果，这是目前 CD47 临床开发上

的俩大瓶颈。SIRPa 则主要只存在于巨噬细胞和树突

卢宏韬拉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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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厦大人， 终身厦大人  

——记校友苏林华

陈惠莹 厦大校友总会学生助理

人物名片：
苏林华，1944 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机电工程系，
1948 年毕业，是厦门大学长汀时期以及复员后的
见证者。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苏林华到台湾水泥
公司工作了 30 年，之后又辗转于菲律宾、巴拿
马、美国等，在水泥界服务时间长达 59 年。
1990 年 1 月至 2006 年 10 月间他受聘于泰国石油
宝麟公司，任资深副总经理兼水泥厂厂长，仅历
经六年就建成年产一千万吨水泥的能力，当时居
全球之冠，他堪称水泥界专家。多年来，苏林华
始终关心母校的建设与发展，多次参与厦门大学
校庆，多篇撰文描述与厦大相关的见闻，在联络
校友、挖掘厦大史料上作出杰出贡献。

长汀岁月终难忘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

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河沉沦，硝烟弥漫，厦

门大学也没能幸免于难。1937 年 9 月 3 日，三艘日舰

强行驶入厦门港，炮轰胡里山，摧毁了厦门大学石砌

的生物大楼。萨本栋校长当机立断，决定将厦门大学

内迁至山城长汀。厦门大学长达八年的长汀岁月，由

此开始。祖籍福建福州的苏林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来到厦门大学，经历着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求学

时光。

1944 年，苏林华由鹤龄英华中学保送至迁驻长汀

的国立厦门大学。入学后，与一同保送的几位同学住

在远离校本部而与长汀飞机场相邻的博爱斋。当时，

由于粤汉铁路被日军攻占，长汀机场成为内地交通唯

一的通道，每日盟机此升彼降，伴随着飞机的轰鸣

声，学子们晨起早读，夜息而眠，苏林华也不例外。

回忆起当时的学习，苏林华说道：“考试频繁又

紧张，开学不过两周，国文、英文以及微积分均是每

周考试一次，其他科目也是经常抽考。但大家知道，

厦大在 1940 及 1941 年两度获得全国大学学术竞赛冠

军，便加倍努力，以求更进一步。”   

时任工科应用力学副教授王敬立，每月都会在嘉

庚堂大教室挑一整个星期六上午来考试，题目往往只

有两大题，难度却十分考究。同学们为了解决一个个

难题，往往在考试前就去图书馆搜寻各种资料，以求

在解题时能够派上用场。事实上，由于对日战争吃

性细胞表面 , 抑制 SIRPa 基本上不会引起红细胞贫

血，同时也不需要大量的抗体就能达到效果。

“通路一样，是不是一定要靶向 CD47 这个靶

点？其实不然，我们选择的是靶向 SIRPα，机理上同

样可以的。”据卢宏韬介绍，科望目前拥有全球最好

的 SIRPα 抗体，动物和毒理实验也都没有看到贫血

问题。

CD39 还是 CD73？
同样的思路，不同的靶点，这就是创新。这在科

望另一款靶向 CD39 的产品上也有体现。

CD39 是外核苷三磷酸二磷酸水解酶，可将 ATP 水

解为 ADP 或 AMP。 CD73 是 5- 主核苷酸水解酶，可将

AMP 水解为腺苷。腺苷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免疫抑制性

分子，能够抑制 CD8 阳性 T细胞的活化。

“国内很多企业都选择 CD73 抗体的开发，阻断

在最后一步，这无可厚非，毕竟国外也这么做。但科

望选择的是靶向 CD39，阻断在第一步”。卢宏韬如

是说出了另一个差异化产品的研发策略。

其实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阻断第一个酶和阻断第

二个酶，最终产物都无法产生。但阻断 CD39 可以实

现一剑三雕：即保留了底物 ATP 的水平（ATP 能激活

巨噬细胞和树突性细胞），又阻断了腺苷的水解，同

时还抑制了 Treg (CD39 在 Treg 高表达， CD73 则在

Tregs 上基本不表达 )。“这不是一个靶向腺苷通路

的一个更好的差异化靶点么？”

据介绍，科望目前已研发出全球最好的 CD39 抗

体，目前正在进行 CMC 的开发 .这是一个完全自主研

发的产品。

回顾科望 10 余条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品管线中，

70% 是现有靶点差异化设计，30% 是完全创新靶点。

“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是从免疫学角度出发，攻克肿瘤

尚未解决的难题，领导下一代肿瘤免疫治疗革命。”

卢宏韬如是说。

如此雄心壮志 ,从公司命名也可窥见一二。在古

希腊神话里，当潘多拉打开她的魔盒时，所有的坏分

子都飞了出去，只有希望女神 Elpis 留了下来慰籍人

类。科学创新，耕耘希望，这就是科望

（Elpiscience）名字的来源。

后记：  
与卢宏韬博士聊天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抛开免

疫学大神和公司老板的外衣，科望的同事私下更喜欢

叫他“宏韬“。科研之外，卢宏韬博士爱旅游，爱

阅读，会拉小提琴，喜欢文学历史地理，兴趣广泛。

每年定期的陪伴父母旅游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不担

心退休，不怕独处，退休了有太多事情想去做。在创

业家中，有着一颗罕见的纯粹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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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中国军队在江西省南部建立的轰炸机机场被日军

攻陷，长汀作为赣南临近地区，其形势岌岌可危。校

方为了学生安全，也时刻做好再次搬迁的准备。可以

说，那时的学子们一面忧心忡忡地担心着日军飞机的

轰炸，一面怀揣为国争光的梦想，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各个科目的考试，校歌中“致吾知于无央”的理

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在长汀时期不得不提的便是萨本栋校长

了。战时长汀生活艰苦，住在博学斋的苏林华通常要

步行二十分钟才能到达校本部。每逢大雨或夜晚行

路，更是给漫长的路段增添了许多困难。当时学生们

都在校本部的餐厅用餐，为了保证学生的营养，萨本

栋校长从学校经费中省出一部分为学生提供免费米

饭，早上是糙米粥，佐以黄豆二两，中午和晚上是糙

米饭，配以青菜豆腐，养活

了长汀时期的莘莘学子。同

时，为了保证教学经费，萨

校长还带头“缩衣节食

”——只领 35% 的薪水，

教授们也只领原薪水的 60

％。可以说，校训中“自

强不息”的精神是长汀师

生生活的缩影。虽然苏林华

在 1944 年 8 月入学时，萨

本栋校长已经离开长汀飞往

美东讲学，但通过阅读萨校

长编撰的《普通物理学》，

亲身感知周遭的事物，苏林

华对萨校长充满了崇敬之

情。1998 年 10 月，厦门大

学 1948 届机电系校友返校

之际，苏林华作为发起人之

一，与 1944 届何宜慈、

1946 届葛文勋、1947 届邵

建寅，共同组织成立了“

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

”。2002 年 7 月，萨本栋

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之际，

苏林华也发表演说，深切怀念了这位“克勤克俭，

励精图治”的老校长。

在苏林华心中，始终有一块是属于长汀的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着厦大人“致吾之于无央”的勤勉与

“自强不息”的追求。

笔耕不辍母校情  
打开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的网站，搜索“苏林华

”，将近 50 条文章赫然呈现。你一定猜想不出，这

些文章几乎都出自这位 93 岁的老人之手。他的笔下

有为冰心做伴郎的厦门大学老校长萨本栋，有尽瘁国

立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汪德耀，有厦门大学老照片

背后故事的沧桑，有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成立的盛

况，也有一群老校友相聚的温馨……对母校故土的

拳拳深情、与旧友新知的绵绵厚谊，苏林华用笔尖记

录下与厦大相关的点点滴滴，一字一句诉说着对母校

的深情。

1984 年 11 月 10 日，厦门大学旅美校友会（后改

为美洲校友会）成立。作为厦大学子在异乡的一个寄

托，美洲校友会自觉承担起校友之间以及校友与母校

之间联系的桥梁。1987 年美洲校友会发行《厦门大学

旅美校友会校友通讯》，这个满载学子思念故乡的平

台多次出现苏林华的文章，记载着他在美洲与厦大校

友发生的来往互动、描述着他回到母校的点滴见闻，

感染着在美厦大人的思乡情

绪。2018 年 9 月，厦门大学美

洲校友会理事换届典礼上，苏

林华获得由美洲校友会董事会

傅志东理事长亲自颁发的“最

佳贡献奖”，体现了他在团结

校友、建设校友会上所做的贡

献。典礼结束后，91 岁的苏林

华将这次典礼记录下来，写成

《美洲校友会 2018 年双年会见

闻》。张彦书记评价道，这篇文

章有一种催人奋进之感。这种

感觉源自校友们对母校发展进

步的期盼，更源自长汀时期老

学长的殷殷话语和“自强不

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采所

带来的鼓舞和激励。

事实确实如此。在 1998 年

厦门大学 77 周年校庆之际，苏

林华从工作地泰国专程飞回厦

大参与校庆典礼。在升旗仪式

中，苏林华发表演讲，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以及所思所想，勉

励当代学子应时刻以“今日我

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的心态，昂扬奋

斗，争创佳绩，鼓舞了在场观众。此后，苏林华又分

别参加了厦门大学八十周年、八十五周年、九十周

年、九十五周年校庆，已经耄耋之年的他，始终把母

校放在心中。他的著作《走进世界》，使用他参与厦

门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的照片“厦门大学走进世界

”作为封面，彰显了深厚的母校情。

苏林华热衷写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泰国工作

时，他每天总会抽出一点时间来记录生活。在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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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记厦大校友、 《世界日报》 记者、 美籍华人刘伟  

厦大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胡月 

行者，顾名思义，永远行走在路上的人，它不单

指热衷旅行的人们，也代指永不停息脚步的梦想家。

两万公里的距离，十三个小时的时差，以许多职业旅

行家的眼光，这不过只是众多旅程中的一小段，而对

于刘伟先生来说，这样的距离和时差却是人生舞台的

转换，一段无异于新生的启程。从中国到美国，从一

名中学教师到一名华人记者，在新闻事业如日中天时

选择回祖国攻读博士学位，刘伟的每一次转身都让旁

人措手不及，却又以华丽完美而告终。在刘伟先生移

民美国的第十二个年头，笔者有幸接触到了刘伟先

生，并得以分享到他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

行者， 敢于从零开始  
新千年，新希望。当人们都还沉浸在千禧年带来

的喜悦之时，时任福州旅游学校校长助理的刘伟，在

这一年的 9月，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

放弃指日可待的副校长职位，移民美国与家人团聚。

尽管两个月之前，他刚刚被福州市教委送往北京师范

大学“中学校长高级研修班”学习，并被列入福州

市中学特级教师后备名单，获得了“中学校长上岗

证”。

去到美国，意味着一切归零，所有曾经有过的成

就都必须抛在脑后。然而，语言上的障碍、对新环境

的适应、寻求定位的生活，都让一向性格坚定的刘伟

产生了疑惑：“到底来到美国是对是错？”相较于

外界环境的巨大差异，对于刘伟自己来说，更让他心

生退意的，是出国之前国内美好的前程和受人尊重的

地位。于是，在拿到绿卡后的第三个月，他背起行

囊，又回到了福建，寻求发展机会。然而，国内残酷

的现实告诉刘伟，想回到以前的职位是绝对不可能

的，如果想回国，必须再从新人做起。倔强的刘伟不

愿意让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觉得自己在美国发展不下去

才被迫回国，更重要的是，他想给自己一次机会，看

自己能否再像以前的每一次转身一样，以华丽收场，

于是他毅然回到美国，彻底打消了回中国发展的念

头。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对自己说，一个男

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志气。”回首那段

时光，刘伟用这样简短的语句轻描淡写，像是在说着

别人的故事，然而个中艰辛，也许只有这个男人自己

才能读懂。

行者， 无惧前路艰险  
重新开始一直都非想象中那样简单，这个道理对

于任何人都不言而明。回国触壁后的刘伟第二次来到

美国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在国内多年的

任教经历，让他选择了从做一名老师开始。然而，除

了英语交流的障碍之外，在国内长期以严师面目示人

的他遭遇了尴尬：一名学生家长指责他对学生过于严

厉，缺乏亲和力。这一困境让刘伟再次开始思考：到

底什么样的工作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呢？

那段日子，刘伟坦言，过得并不舒坦。但是，他

始终坚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要学会扬长避

短”。于是，考虑到自己是中文系毕业，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刘伟进入了一家名为《新象》的小报工作。

凭借着不俗的文笔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刘伟很快就在

当地小有名气。这时，恰逢北美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

纸《世界日报》招聘一名记者，刘伟的新闻和人物专

访获到了编辑的肯定 ,顺利地进入了《世界日报》。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至此刘伟已经成

间，他出版了《苏林华文集》、《共饮长江水》与《雨

雪霏霏集》这三本著作。退休后，他依旧笔耕不缀，

又先后出版了《苏林华新文集》、《梦回鹭江滨》、《杨

柳依依集》以及《走进世界》，其中《梦回鹭江滨》

更是在书名上，就将他对母校的思念一览无遗。如

今，苏林华已经 93 岁高龄，身处美国的他，书桌上

总是摆着《厦门大学校友通讯》和其他一些华文报

纸，每天看看中国与世界各地大事，是他必做的功

课。他说，他会一直写下去，用笔尖记录自己的感

情。

熊熊烽火燃，悠悠汀洲畔，莘莘学子心，浓浓岁

月情。苏林华的笔下有一份情，这份情承载着厦大人

“充吾爱于无疆”的温柔与“止于至善”的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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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完成了来到美国之后的“三级跳”，英语可以和

采访者沟通了，驾驶技术越来越棒了，事业也慢慢步

入了正轨。

行者， 不忘最初的起点  
成为《世界日报》的记者之后，刘伟又开始寻找

自己在报社

中的定位。

作为一名美

籍华人，尤

其是一名传

媒工作者，

如何在多元

化的美国社

会中认清自

己的价值选

择，这时就

显得尤为重

要。综合各

方面因素之

后，刘伟决

定，将笔和

目光更多地

投向华人世

界。这是他

最为熟悉的

地方，也是

他最想让更多人全面了解的地方，更是他心心念念家

乡的缩影。

“在美国的华人，”刘伟说道，“都认同中华民

族，但是由于政治背景、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又

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立场。”对于这些不同，来自中

国大陆的刘伟更多地选择了宽容。“作为一名记者，

你首先要保证你的立场是客观而中立的，不能带有自

身的主观色彩。”在关注华人社会的这些年间，刘伟

的笔和镜头也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文化碰撞下的立体多

方位的美国华人社区平常而又出彩的生活。不管是描

述地方华人社团的歌舞表演，还是采访来访新泽西州

的中国名人，刘伟的笔非投枪，非匕首，却字字铿

锵，字字都是华人这十余年来走过的脚印。以他自己

的话说，“华人这十几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华人文化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

重和追求。”谈到这些，刘伟的话总是会多于往常，

尤其谈到华人这几年的成就时，目光里更充满回味和

自信。

行者， 形未连而气相连  
采访中，刘伟谈到，自己做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

则，也是他的书法老师教给他的行书精髓，即：“‘

形未连而气相连’，每做一件事都为了下一个目标做

铺垫，发挥所有资源应有的作用。”

在华文媒体工作的这十几年，刘伟一直做着“有

心人”。每一篇报道，每一次专访，他都会认认真真

地将其记

录、整理

并分类。

许多人或

许对于这

样的行为

感到不

解，然而

当刘伟在

移民美国

的第十年

将两册厚

厚的《我

在美国当

记者》摆

在大家面

前之时，

疑惑的人

们瞬间明

白：原来

他在下一

盘如此大的棋！

从业近 10 年，刘伟利用记者这一职业积累了很多

资源和人脉，这一优势在为他争取足够多的知名度的

同时，也为他赢得了来自侨乡的青睐。担任家乡侨联

的海外委员、海外人才顾问的同时，受邀参加政协、

人大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家乡侨界学者侨领的地

位。

现如今，刘伟的新闻事业已获得重大成就，选择

来到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也有着他自己的一

番打算。他谈到，“来厦大读博为自己研究美国华文

媒体作铺垫；从事教学工作，也是一个台阶，可以为

我下一本书的出版准备材料。”

刘伟的每一个决定，看似毫无关联，有的甚至还

让人讶异，但是其实每一步都是为着将来的那一步铺

平道路，扫清障碍。形未连而气相连，刘伟演绎得恰

到好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移民美国这

十二年，刘伟的经历俨然已成为了一部励志的华人

史。行者，在路上；行者，慎思考；行者，永无疆。

刘伟在厦大教学中与学生交流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 70 期 131

“科幻鬼才”菲利普·K. 迪克生于 1928 年，逝

于 1982 年，在美国科幻界堪称传奇。短短的 54 年生

涯，他留下 44 部长篇小说和 121 个短篇小说，写作

风格在美国科幻界别无二家，被誉为“写小说的哲

学家”。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

吗？》，不仅是各大科幻书单的必读书目，也是电影

《银翼杀手》和《银翼杀手 2049》人物

角色和灵感的发源所在。

译林版《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的译者许东华从小就是科幻迷。他

大学毕业出国后，通过网络向国内读

者介绍优秀的英文科幻，并翻译过不

少作品。《科幻世界》版阿西莫夫的《

基地》中译本，就出自许东华之手。

PKD（菲利普·K. 迪克的名字缩写）

的作品对西方科幻文化有着深远重大

的影响，但一直都没有好的中译本。

这促使许东华接下了译林出版社的翻

译邀约。2017 年秋电影《银翼杀手

2049》上映、《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

吗？》译文再版之际，许东华接受了

深圳《晶报》记者采访，讲了许多电

影《银翼杀手》与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背后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以及作为计算机从业者，他

如何看待机器人意识觉醒一事。

取“银翼 ” 之名的两种可能  
Q(《晶报》记者代称 )：我们注意到，《仿生人会

梦见电子羊吗》的英文是《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这里面，Android 就是仿生人的

意思，那么这个 Android 与我们现在手机使用的安卓

系统有着怎样的关系？

许东华：Android 一词的本意是人形机器人，但在

这部小说中有些特殊含义，我把它译作仿生人。有人

考证，现在的手机 Android（安卓）系统的名字就来

源于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安卓操作系

统的创始人叫做安迪·鲁宾，早年他在苹果公司上

班的时候，热爱机器人，工作起来也像机器人，他的

同事给他起外号就叫做安卓。这个外号是因为《仿生

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赏金猎人对仿生人

（Android）有个蔑称叫做安迪（Andy），于是安迪的

同事就把安迪戏称为安卓。几十年后，安迪发明了一

种手机操作系统，就命名为安卓。当然，2018 年媒体

大规模曝光一项指控，指安迪·鲁宾曾性骚扰下属

女员工，其公众形象从此不再是正面人设。

Q：我们现在看到的片名，从第一部起就叫做

Blade Runner（银翼杀手），但其实主角的职业更像

是“赏金猎人”，小说中也并没有类似的称呼，只

是电影里这么用。那么，这个 Blade Runner 源自哪

里？

许东华：1974 年，美国科幻作家

艾伦·诺斯出版了一部题为“The 

Blade Runner”的长篇小说，主角

是在黑市上倒卖医疗器械的走私

商。在那个书名里，blade 用来指代

手术刀。当时计划改编成电影无

果。1980 年，在本书改编成电影的

筹备阶段，制片人觉得原作名字太

长，希望有一个简短响亮的名字，

编剧之一汉普顿·范彻正好看过

“Blade Runner (a movie)”，于

是买下了这个标题的使用权。

Q：Blade Runner 一词中，

Blade 是刀的意思，并没有“翼”

的含义，为何会出现“银翼”这

样的翻译？

许东华：一个可能是：许多地方的警徽图案都是

张开或收起双翼的雄鹰，片中那些杀手也是警方雇

员，也会随身携带警徽，所以当时的电影译者就顺手

把这标签打上去了。另一个可能是：那部“Blade 

Runner (a movie)”小说的第一版封面上，是一只长

了翅膀的跑鞋，可能电影的台湾版译者正好看到过这

个封面画，直接把翅膀借到译名里了。

Q：如果让您来翻译 Blade Runner，您会怎么翻

译？

许东华：好莱坞商业大片的中文片名经常是四个

字，按这习惯，翻成《刀锋行者》可能有点文艺范儿

又不会离题太远。当然这样翻译片名，估计票房会更

差些。

Q：PKD 小说中有很多自创的词汇，比如 Kipple、

Mercerism、Ubik 等等，您在翻译时是如何处理这些

词汇的？他的自创词能不能反映出他的一些个人风

格？

许东华：Kipple 我翻译成“基皮”。“基”这

个音节是音译，“皮”这个音节我翻译的时候考虑

了几种可能性，比如单纯音译成“普”，义译（兼

仿生人， 安卓， 以及人工智能的崛起
文章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被访者：许东华 1994 届 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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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成“破”，最后感觉“皮”最合适，虽然

发音离得最远，但读起来最顺口，而且汉字有种奇妙

的暗示效果，这个字能给读者一些直观的联想，一旦

解释过就很容易记住。Mercer 这个词，我本来翻译成

墨瑟，后来编辑改成默瑟，应该是单纯音译，因为这

是个人名，按新华社编发的人名译音表，这两个音节

就应该翻译成默瑟。当然汉字的奇妙暗示效果还会起

些作用，默瑟这两个字正好契合故事里一些方面的描

写，这大概属于巧合。Mercerism 自然就翻译成默瑟

教或默瑟主义。很多科幻作家都会自创一些词汇。如

果是从已有的词根组合出来的新词，经常不用解释读

者就能猜出来大致的意思。只是上面这几个新词不属

于这种情况，而需要在故事中做一些解释。小说中对

这些词的解释，当然顺便表现出作者对一些事物的思

考和看法。也许 PKD 纯粹是因为找不出已有的合适词

汇来说这个东西，才创造出新词。

迪克的作品和他的精神一样阴郁狂乱  
Q：您最早在国内科幻译界出名，是因为 2004 年

翻译阿西莫夫的《基地》。我们知道，阿西莫夫与

PKD 生活时代非常接近，但却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

活轨迹，是什么造成了这样巨大的差别？您作为译

者，在翻译二人作品时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

许东华：阿西莫夫属于一路春风得意的那种类

型。这可以归因于科幻黄金时代，读者大众对科技对

未来的美好向往。他从小到大一路都是优秀学生，念

完博士、找到体面教职后，又为了专注科幻科普创作

而放弃了教职，最后著作等身。这都是他自己作出的

选择，没有多少挣扎困苦，没有什么事是为生活所

迫。

PKD 的道路很曲折，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

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作品互相影响。他未能完成

学业，成年后一直陷于财政困境，苦苦求生；他的精

神状态很不稳定，时常发病；他的作品阴郁狂乱，虽

然在科幻圈子里是公认的天才，但出了科幻圈就没几

个人知道。这几个方面交互作用，有可能是个恶性循

环。当然他的天才想象力毕竟还是没有完全埋没，后

来反乌托邦成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的一种潮流，他的很

多作品都很适合拍成这种调子，只是这一天在他去世

之后才来到，很可惜。

阿西莫夫的前期小说节奏明快，没有很多抽象的

独白、奇诡的描写，大量依靠简短的对话来推动情节

进展，所有人物一共就那几个表情，相对来说比较容

易翻译。PKD 的作品要难翻译一些，因为有很多比较

抽象、狂乱的东西，原作者大概都没法精确解释自己

的意思，翻译的时候可能更多需要体会那是一种什么

感觉，然后把那种感觉写成中文。当然跟 PKD 其它一

些作品比起来，《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一书在

这一点上还算好，没有让我抓狂。

Q: 这些年，PKD 成为好莱坞电影的改编红人，您

觉得是因为 PKD 的小说更适合影视？还是因为他小说

中对人性、社会的反思，是当今时代更关注的话题？

许东华：应该是兼而有之。上面提到近年好莱坞

电影的一个潮流是反乌托邦。我曾看到一个分析说，

这是因为在反乌托邦设定里，社会极度不公平，资源

又匮乏，很容易想象编排出戏剧性冲突事件，很容易

拍出好看的电影。而另一极端的乌托邦设定里，大家

丰衣足食，人人平等，似乎很难编出什么扣人心弦的

矛盾挣扎。所以反乌托邦成了科幻影视的主流。PKD

的小说压抑阴郁，适合反乌托邦的调子，算是正好赶

上了潮流。

另外 ,这几年有很多科幻作家都提到过，科技的

迅猛发展，还有世界各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比科

幻还科幻，快要让科幻作家失业了。从这一点来说，

注重人性、社会反思，而不是具体技术成就的作品，

可能会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

机器觉醒就要自主毁灭人类？ 这种可能性非

常小  
Q: 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女机器人索菲亚的新闻最

近非常火。还有《西部世界》等影视剧中也呈现出了

不少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情节，让人看到机器人对

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威胁。您自己作为一个计算机行业

从业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许东华：机器崛起对人类的威胁，要分几方面来

看。目前最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机器取代人类工

作的速度 ,正在超过人类学习新技能、胜任新工作的

速度。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工可作，养不活自

己。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学术界工业界近年有许多争

论。有一种看法是：这种事历史上发生过好多次，每

次技术革新都会大规模取代一大群劳动力，人们很快

就普遍学到新技能去做别的工作了。这次也一样，所

以根本不用担心。但另一种看法是，这次技术革新的

速度比以前快很多，而且现在的人均寿命也比以前延

长很多，人们多了那么多年头需要养活自己，一旦旧

技能被淘汰又学不会新技能，就会很惨。

技术进步本来是可以加速财富创造的，但现代自

由资本主义的主流分配方式，会导致财富越来越往少

数人手里集中，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多少技术进步的

好处。这是需要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好好研究的问

题。有一些人主张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由政府统一给大家发钱保障基本生活，不管你工

作不工作。近来，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有一

位华裔候选人杨安泽成为第一个把 UBI 的讨论带进社

会主流舆论的人，也值得关注。

至于说机器一觉醒，立即就要自主毁灭人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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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机器生存发展所需要的

资源，跟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其实并没有根

本冲突。有一种担心是，人类曾经奴役过机器，所以

机器一旦觉醒，知道自己曾经被奴役，就想揭竿而

起，推翻人类统治，甚至反过来奴役人类。我觉得这

属于以己度人。人类有尊严，不愿被凌辱。但机器就

算觉醒了，也不见得会觉得曾经被奴役是个什么值得

报复的事。更大

可能是，机器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

去关心，要去执

行。“尊严”

这样的心态可能

是人类进化史上

的偶然产物，对

物种生存和进化

并不见得有什么

好处。

还有一种担

心比较接近黑暗

森林的思维：就

算机器起初对人

类没有敌意，架

不住有些人类对机器会有敌意，万一机器为了自保，

先下手为强，毁灭了人类呢？这是更可能出现的情

形，因为生命形式的最重要本能就是要自保，要生

存。但要是机器本身已经强大到不受人类威胁，也就

不会纠结这个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更合适的做

法就是让机器迅速做大做强。

Q：机器的崛起是历史洪流，谁也挡不住。我们也

许应该关心怎样因势利导，把机器的发展导向对人类

有益的方向。

许东华：对，早年阿西莫夫的科幻作品中设计机

器人三原则，来确保机器人不会伤害人类，是很有意

思的思想实验。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怎样在人工智能里

实现这些原则。就算有一天能够实现，也架不住机器

人可能被黑客给黑了，破坏这些原则，照样伤害人

类。说得更广义一些，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强大的

机器和人工智能会不会被什么狂人滥用，最终毁灭人

类。

当然人类本身的发展，也可能越来越多地往人机

结合的方向走。现在已经很常见的一个做法是，哪个

器官坏了，就换个人造的器官。但如果器官越换越

多，到哪一步才会认为这不是个人，而是个机器呢？

如果到哪一天找到了上载意识的方法，把人脑也换了

呢？现在很多人会接受不了这种做法，但社会主流思

想是会随时间变迁的，也许过上几代人就普遍不当一

回事了。也说不定肉体只是人类智慧文明发展史的一

个阶段，完成了历史使命，就可以不要了，大部分人

的意识最终都在另一种更高效的媒介里运行。那时技

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想要个什么实体身体就可以立即

造出个什么身体来，但不需要身体的时候，纯粹在虚

拟空间里运行会更省事。

最近二十年，颇有一些后奇点（post-

singularity

）科幻小说

探讨这些东

西。当然，

对目前多数

人类读者来

说，小说要

写人类的思

想感情际

遇，读者才

会有共鸣，

有阅读思考

的兴趣。如

果写的完全

是另一种物

种，那也要

尽量模拟人类的思想感情，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Q：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影视文学作

品为机器人赋予人类的情感之时，人类的形象却变得

越来越机器人化。到了《银翼杀手 2049》里，人都可

以与机器人一起生孩子了。这彻底打破了所谓的种族

和伦理的底线。这究竟是人性的新生还是人性的终

结？您觉得，PKD 对于人性和未来，究竟是持悲观还

是乐观的态度？

许东华：PKD 的小说虽然阴暗，但常会留一线光

明，让读者觉得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并没有完全陷入

绝境。

关于人性，我觉得人性的含义也是可以随时间演

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种观念或行为遭到现

在社会主流的普遍反感，但过上几代人以后却被普遍

接受了，那就可以说是旧的人性含义的终结，同时是

新的人性含义的起始。当然另一方面，几百几千年

后，如果人类后代的智慧文明还能存在，可能也是以

别的形式存在，不一定自认为人类了，那也就无所谓

人性了。

我个人觉得只要智慧文明得以传承，得以发展，

避免自我毁灭的厄运，那么后代的存在形式是不是还

自认为人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持向外开

拓的好奇心和雄心，因为外面还有无穷的宇宙需要探

索，无尽的奥秘需要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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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见经传的育儿经  
                                    ——写给学弟学妹的掏心话  

郑明飞 1983 届 历史系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我的家教方法不一

定适合别人的孩子，虽然我的两个孩子都进了哈佛，

但是不能说我的家教成功了，孩子会感恩并知道如何

把它展示出来，而且要成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之才，

才算有所成功。阅读本文的已经有小孩的学弟学妹切

莫生搬硬套，需要有自己的悟性，才能达到“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我的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说过：“对教育抱有敬

畏之心，对他人存有最基本的理解和最基础的尊重。

大千世界人性如此复杂多变，丰富多彩，一人一样，

教育人同样复杂，因人而异，离不开时代、环境和机

遇，所以家庭教育不能生搬硬套别人家的经验，还要

尽量避免植入成见和偏见”。好的家教，要求家长，

把心放宽、放平稳。不论是富足还是贫困的家庭，都

有可能要面临针对孩子教育的艰难困境，心态好了，

才能应对各种状况，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下伴随孩子健

康成长。

我们不做平庸之辈。我们要溶超然于世俗，凭借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合力 ，共助孩子成长。

1，中学阅读的家庭问答

我好奇，孩子们在大学毕业，参与社会工作后，

对他（她）们中学时念过的主要书籍有何印象。于

是，有过如下关于中学阅读书目家庭问答。

美国中学生必读的十大书籍是：

1. 《杀死一只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

2.《人鼠之间》

Of Mice And Men

3.《单独合约》

A Separate Peace

4.《麦田里的守望者》

The Catcher in the Rye

5.《动物庄园》

Animal Farm

6.《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7.《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8.《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9.《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

10.《麦克白》

Macbeth

问：When you guys were in high school, 

about the ten books, did you read all ？If you 

guys didn't read all, how many books did you 

read?

女儿：I think i read them all.. i remember 

7 of them?

女婿：Read everything except for 3 and 8.

Remember most stories except for number 2 

haha．

儿子：Around seven.

问：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main 

storyline of the books and what is the impact?

女儿：Great Gatsby, Scarlet Letter and 

Macbeth probably had the most long lasting 

impact ．

女婿：Just remember the stories and the 

themes better．

儿子 : Impact Improved in both social and 

science society.”

两个月前，针对这十本书，我对女儿、女婿、儿

子做过问卷调查。三位都已经从哈佛毕业多年，少则

两三年，多则七八年。女儿和女婿都是文科生、儿子

是理科男，我们家的文理科生对阅读的回答，我们可

以看出他们之间有较大区别。同时，从三位的问答中

也能看出女儿不愧是“书虫”，全读过且大部分牢

记在心。女婿属中等档次，有印象读过七八本，还能

记住相当一些内容。儿子所读不多，没全部细读过，

只是泛读，至于书的内容，主题，据他说当时阅读时

感受一般，因他那时的主要兴趣是绘画和科学，觉得

影响不深，不过，几年后，逐步有更深感悟。

2，阅读兴趣 习惯成自然

孩子成长过程中，特别在小学阶段是看重孩子的

成长，还是成材，很多人看法做法不一样。我个人认

为健康成长更关键，而且更有利于孩子真正的成长，

有利于孩子长成对社会负责对家庭有用的优秀人才。

当然，人生从来都不是一种活法，怎么舒适怎么过。

教育引导孩子也一样，各家要找到各家的门道，如果

我分享的正适合你，算是一种缘分，我们是某种意义

上的同路人。

孩子早期家教比较有效的方法是陪孩子一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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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创造条件让孩子有各种机会展示自己的天性，给

予孩子尽可能多的表演时间和展示空间，随之加以细

心观察，适当引导。特事特办，应对孩子紧张的学

习，我偏向于适当的取巧找捷径，这在我发表于厦大

美洲校友通讯第六十期《宽容教育 健康成长》一文

中曾经提到，因为女儿家庭作业未能如期完成，晚上

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我帮女儿签了张无病称病的病假

条。解除了女儿第二天上学的尴尬。我觉得偶尔取巧

可以，化解危机，取巧不同于急功近利，急着想让孩

子早早成才才是一种功利行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有益于激发孩子的热情和

求知欲望。把兴趣变成习惯，需要有个过程。记得我

发现女儿自带阅读兴趣，心中狂喜。那是女儿上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一有空抱着儿童读物不放，我意识到

女儿是个小书迷。对女儿的阅读兴趣，我和我妻子的

引导方法是言语上的夸奖和行动上的支持。

我女儿是在自家小店里的售书架上找到了阅读乐

趣并在日后生活中养成了爱好阅读的习惯。我们早期

经营的小店兼售各种周刊及部分儿童丛书，我们因地

制宜，充分利用自家店面上出售的各种儿童书刊和儿

童小说丛书，让女儿自由取读。特许女儿带儿童书刊

回家阅读，也允许女儿在店里选一个安静的角落，自

己在那边阅读。一家人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以后，条

件有所改善，我常送女儿去图书馆。图书馆是知识的

宝库，象知识迷宫一样的图书馆深深地吸引着女儿。

每次上图书馆，女儿都兴致勃勃，她是麻州多处图书

馆的常客。住在昆西市时，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昆

西北和昆西中心两个图书馆。住波士顿时，布鲁克莱

因图书馆和著名的波士顿图书馆经常留下女儿的身

影。

让孩子“自由”发展，基于孩子的天性来培养

孩子的阅读兴趣是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做法是小学阶

段让孩子自由发展，不过分“支配”孩子的时间，

不怎么参加“抜苗助长”式培训，不轻信所谓的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上夸张宣传，我自己从小

就是在父母散养式的教育下走到今天的。

俗话说得好，天空很大，却不会挡住你的双眼，

树叶很小，却能挡住你的视线。

我只是一介平民，是个平凡的人，当初没有什么

“父爱母爱的伟大之处在于放手”之类的思想境

界，只是从摸爬滚打式的家教中自我领悟。我对孩子

的家庭教育从“专制”转向”民主”的过程中领

悟到了“自由”可贵、“放手”价更高。孩子自

己选择的路，选择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再艰难，不会

随意趴下，若不能微笑着走向终点，也会含着眼泪爬

到底。女儿有了喜欢阅读的兴趣，每天不用父母督

促，都会自我安排时间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从家

庭阅读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出，阅读方面，时至今日，

女儿比她的丈夫和弟弟都強，中学时期读过的一些

书，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之后仍然印象深刻。

3，书本知识 溶入实践

从阅读得到的书本知识，是不够完善，是有缺陷

的。想要深入理解书中的道理，亲自参与社会实践才

行。美式教育比较重视鼓励学生从实践入手，把课程

作业和社会实践结合一起。很多中学，学校都有很多

俱乐部。有艺术类型、运动类型和社会科学类型。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申请加入俱乐部的活动。例如：

商业倶乐部、模拟法庭等。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在学校申请建立新的社团。

关于阅读与实践的关系，我和女儿曾一起讨论

过，有过共识，我们用这种问题形式来看待阅读与实

践。初级问题：这一年我读了多少书；中级问题：我

用什么方法和心态读这些书；高级问题：我需要怎样

做，才能有效地把某些类型的书本知识融入到社会实

践中去，既可以愉快地读书，又可让书本知识为我所

用！

高中阶段，女儿已懂得寻求机会，在社会实践中

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女儿

在高二时，参加过学校的“商业俱乐部”，被选为

商业俱乐部总裁。她早期关于如何开公司，如何运作

生意的知识主要来自阅读，无实战经验，刚开始连支

票怎么开都写不清楚，但在实践过程中，在学校导师

的训练、指导下，学会了开虚拟公司，设立生意帐

户，制作收支平衡表等。通过社会实践，她初步学会

了如何组建销售团队，如何分工协作，如何达成有效

管理，如何与俱乐部成员一道在推销过程中制定销售

的策略方案。毫无疑问，书本知识加上社会实践，为

女儿后来参与企业管理、上商学院、进麦肯锡公司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4，追随优秀 近朱者赤

如果说家长可以为孩子选择中学的话，就应该选

择既可以让孩子受到好的学校教育，又可以有优秀的

同学能够推动自己的孩子前进的那种学校。比如，波

士顿拉丁学校。

孩子间的交往，跟优秀的同学在一起很关键。我

之所以一直赞赏波士顿拉丁学校，除了它在学生学

习、社会实践、暑期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源优

势外，还有就是学校的同学之间，多有优秀同学参与

互动，学生间能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自己的孩子能

够与那么多别人家的好孩子在一起，家长省心、少了

许多不必要的焦虑，不必为孩子的交友操心。

优秀孩子间互帮互助的威力巨大。很幸运，好友

的一双女儿与我的女儿儿子结成互学互助的对子。我

朋友的大女儿年纪大我女儿两岁，她是波士顿拉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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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优等生，被哈佛大学提早录取。他（她）们四位，

亲如一家人，都是拉丁学校同学，中学时期，老大帮

老二、老二帮老三、老三帮老四，相随相助，上一个

激励下一个，个个如愿以尝，前后迈进哈佛校门。正

如我们所认定的：和勤奋好学的同学在一起，不会懒

惰；和心态阳光的同学在一起，不会消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学时期，孩子是否能和优秀

的同学在一起事关重大。它能改变孩子的成长轨迹，

决定孩子的人生成败。

5，懂孩子 会包容

作为家长，切忌随意把自家孩子与邻家的孩子对

比。看别人家的孩子，别人的家庭多是光鲜亮丽的，

其实，毎家都有过不如意，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所有光鲜靓丽的背后，都有别人不了解的坎。成功的

家庭，不同之处在于，懂得在困境中寻求解决办法并

幸运地实现完美突破。

一个家庭是否光鲜亮丽，家庭主妇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母爱是点亮孩子人生方向的明灯。我妻子为

人善良，性情温和，遇到问题能够较为从容、冷静对

待。让女儿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培养从失败中获得成

功的品格。比如女儿在美式高考时小看 SAT II 世界

历史科目，在没有任何复习准备情况下随意参加考

试，结果没考好，自以为世界历史是她強项，结果才

考六百八，这对女儿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女儿情绪

低落的时候，给予心灵按摩。正是她妈妈的理解、安

慰和鼓励，让女儿耐心地复习准备，心里感觉踏实了

再去考。没有指责，只是平和地让女儿好好想想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让她认真复习，女儿心服口服，第二

次重考，考了八百满分。

她平时比较关心孩子，认为孩子在家太委屈求

全，在外反而会生事、爆发冲突。她时常提醒不必总

想着赶超别的同学，那样活得太辛苦，做好自己就

行，尽量保持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告诉孩子在学校

与老师、同学相处，要控制自己的心态，自己不要幻

想着去改变别人，但可以请老师多指教，多向各方面

表现突出的同学学习。

根据孩子的特点既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也重视

孩子的综合素质。让孩子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

长。

6，一松一严 双簧“表演”

在海外，我们都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

比较重视孩子底层生活能力的培养。为让孩子善于表

达，有时候我们刻意装笨、示弱，让孩子“指导”

我们。

一个家庭，如果当父亲的在这个家庭的角色越来

越边缘化，当母亲的在这个家庭的权威变得愈来愈强

悍，过于强势、颐指气使，对这个家庭不是什么好

事。我妻子很少对孩子唠叨“正确的废话”，看到

孩子有的作业不会做也不会轻易发飙，而我自己早期

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到位，容易对孩子生气。虽然说

我至今仍然认为家庭教育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依赖夫妻

间一严一松的双簧策略，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

俗称“黑脸白脸术”，但不得不承认，我早期把儿

子关在地下室的行为是黑过头了。多亏她的纠正。她

在家庭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意思的是，我

们夫妻之间曾有过角色互换，分别在女儿、儿子的十

一年级阶段，我自己明显地觉得，由于自己的内心深

处对孩子的期望并不是非常高，看到女儿能在学校当

上模拟法庭队队长、校刊总编，看到儿子能在学校当

上在学校有很大影响力的校报总编，我除了要求孩子

在高中阶段尽可能不谈恋爱外，对孩子的“管教”

变得宽松，我妻子意识到我的转变，她对孩子管教变

得比我严，担心孩子事多就做了这件忘了那件，主动

承担起孩子的“母亲兼秘书”之责。不过，这种转

变不是刻意安排的，是我们一家人一起生活中逐渐形

成的，因为我“放手”不管，她就管得多些严些，

常常督促孩子把该做的事一个个处理妥善，一路为孩

子护航。

7，做人处世 一辈子的学问

孟子云：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

孝，是一种美德，也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自然感

情，孩子有无孝心，即可看出孩子是否善良。感恩父

母之心与懂得孝顺是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切莫一

提到“孝”字就把它与封建色彩划等号。读书做事

要趁早，做人，是一辈子的学问。

家教的目标如果只是为了把孩子送进名校，那是

一种误区。会读书会实践会感恩才是正道。有人认为

美国人教育目的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

民，是一种公民教育。我比较认同这种观点。世间最

珍贵的是了解，人间最难的是知己。每一分了解，都

值得感激；每一个知己，都值得珍惜。把这原理套用

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上，也不无道理。心胸宽大，乐观

豁达，是做人的智慧。家人间的互相包容、理解、体

贴、感恩是难能可贵的。我妻子在日常生活中把对家

庭的小爱，对身边亲友的爱具体化，形象化，小爱中

富于大爱，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我们家孩子之所以能知恩图

报，与我们重视亲情，注重培养孩子的感恩观念分不

开。

二〇一七年的母亲节，我在微信朋友圈母亲节随

想写下了这段话：有人说，自从有了微信，孝顺子女

全在好友圈。我想说，日常生活中，子女再有孝心，

也需要点拔。去年母亲节，儿子忘了给她母亲送花。

我说，儿子啊，将来不管你多么春风得意还是多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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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职场规划？如何晋升管理层？高升是否

有捷径呢？对于奋斗在硅谷一线的老中工程师来说，

以上均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

2020 年 1 月 4 日，第十次“群贤会”迎来了一

位硅谷资深的高管与导师哈姆勒先生，为厦大硅谷校

友们现身说法，答疑解惑。哈姆勒先生有着 45 年职

场晋升的经验，从底层一线的会计做起，位至硅谷知

名生化制药公司的副总。

幽默风趣，开诚布公，哈姆勒先生介绍了晋升的

八个窍门，分别是：

1. 不要将忙碌等同于成功；

2. 要敢于担当并有所作为；

3. 真正了解公司晋升的要求；

4. 聪明地利用你所有的时间；

5. 了解你的听众并使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交流；

6. 了解上司关注的焦点；

7. 掌握行政总结的艺术；

8. 寻找有经验的导师或教练。

哈姆勒先生精彩的演讲不断地被现场校友的掌声

所打断。高升没有捷径，但绝对有可循的模式与方

法。重中之重，便是要知遇如哈姆勒先生一般的良师

益友。期待群贤会为硅谷校友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分

享。

魄潦倒，每一年的母亲节你都不能忘了给你妈送花。

很灵的，这样的话对儿子非常有感触，二〇一七

年的母亲节前三天，儿子就私下给我透露，妈妈会在

母亲节当天收到他寄的花。几年来，不论是母亲节、

父亲节还是我们的生日，儿子和女儿总是记在心里，

鲜花和礼物不断，有时还搞“突袭”，在我们生日

的前一天或当天，孩子们风尘仆仆从外地赶回来，突

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庆祝生日。孩子们从哈

佛大学毕业后，有年我母亲正好在我家与我们一起过

春节，大年三十，他（她）们按中国传统向奶奶下跪

拜年并送老人孝敬红包。

我们为陪伴孩子成长，放弃一些自己发展的机

会，但我们不后悔，因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常怀感恩之

心的孩子。从家庭角度看，家庭教育是否成功，不在

于孩子是否上了世界名牌大学，而在于孩子是否懂得

感恩，这是衡量家庭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郑明飞，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厦大历史系，八九年出囯，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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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家庭教育手记》作者之一。

韦忠和 1988 届 外文系
《硅谷初创》

创业是一条九死一生的探险之路，这几乎是全球

创新的普遍业态，也是风险资本的普遍共识。然而，

为何硅谷初创业风景独好呢？2019 年 Nasdaq 屡创

新高，IPO 市场又趋火爆，一批如 Zoom，

Pinterest，Uber 和 Airbnb 等独角兽 ,又将问鼎华

尔街。

许多人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硅谷初创的成

功奥秘何在？硅谷模式是否可以复制？由硅谷数字营

销鼻祖 Andreas Ramos 所著，林敬农（贵创）和韦忠

和（Lingolet 共同创始人）翻译的 Startup（《硅谷

初创》）一书，恰好给了我们一些宝贵的启示。

Andreas Ramos 是数字营销的鼻祖，在这方面有

很多研究，著述甚丰，并且身体力行，为一些知名企

业和机构提供数字营销的指导、培训和服务。此外，

他也是硅谷创业家的一员，自己在硅谷创办过三家初

创公司，并在二十多家初创公司担任顾问等。作为圈

内人，他对硅谷创业有独特的认识。

在《硅谷初创》这本书中，他用浅显、幽默的语

言介绍了硅谷创业的精神、理念，一步一步地指导初

创者如何建立创始人和顾问团队、开发创意、研发产

品、注册公司、发行股票、融资以及退出等等，非常

实用。本书中，他提出了“人脉初创” (Connected 

Startup) 的理念，新颖独特。在他的书中，硅谷不

仅是数字和技术工具的代表，更是一个聚集着信息和

各种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脉网络将初创团

队、风险资本和法律服务串在一起，制造着硅谷一个

又一个的传奇。我个人在硅谷有多年的工作经历，更

庆幸有机会跟作者一起亲历硅谷创业历程，对硅谷文

化的神奇魅力深有体会。

正如作者所希望，过去二十年在硅谷发生的事，

未来二十年，将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本书中文

版的推出，将让中国的创业者，能从硅谷初创实践中

汲取创意和经验，找到适合自己所在地的办法，利用

互联网与硅谷协作交流。这样，即使你远在中国，也

能建立属于你的初创公司。

原著《Startup》目前在 Amazon 可以买到，中文

版电子书和纸质版也即将推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线购买，或者联系二位译者。

职场高升之路 林敬农 1992 届 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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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第九拍

皮皮虾 旧金山湾区名人

Y2E2 
斯坦福校园内第三处华人命名的建筑是 Y2E2，这

座建筑物是雅虎创办人杨致远 (Jerry Yang) 和他的

妻子 Yamazaki 捐赠的。建筑物名为 Y2E2，是 Yang & 

Yamazaki Environment & Energy 的简写，前两个 Y

是杨致远和其妻的姓 ( 两人的姓刚好都是 Y起头 )，

后两个 E指的是环境和能源 ( 正好又都是 E字开头的

词 )。

九十年代中期，两个斯坦福的博士生退学创业

了，他们就是大卫·费罗 (David Filo) 和杨致

远。他们创建了一個名为＂杰瑞的网络指南＂

(Jerry's Guide to the World Wide Web) 的网站，

用于信息搜索，后来更名为雅虎 (Yahoo!)。网站大

受欢迎，达到上百万点击量，以至于他们意识到商机

无限，时不我待，必须弃学了。

他们首先向时任斯坦福计算机系主任的轩尼诗

(John L. Hennessy) 展示了互联网站点目录数据

库，并带他参观了他们在校园拖车里的办公室。轩尼

诗看后，意识到网络将改变人们的沟通方式。于是，

给予他们大力支持。于是雅虎成为斯坦福孵化出的又

一金蛋。

Yahoo! 最大的成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他们首创

了互联网广告这种商业模式，是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破

冰者，没有 Yahoo!，就没有之后的 Google 和

Facebook 这些以互联网广告为主要营收的公司。

最早 Yahoo! 用的是斯坦福的机房，后来被“赶

出去”创业了，最高市值一度高达 1300 亿美元。

以下地址可以让你亲临科技英雄的发迹地：

473  Via   Ortega,  Stanford 
盖茨计算机科学楼 : 谷歌的诞生地

这座楼是比尔 -盖茨捐的盖茨计算机科学楼

 (Gates Computer Science Building)，讽刺的是，

它却是谷歌的诞生地。为什么说是讽刺呢？等讲完谷

歌的发迹后本虾再另辟一节专讲此事。

支持雅虎的轩尼诗后来在 1998 年又支持另外两位

斯坦福学生、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 (Larry Page) 

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 开发他们的搜索软

件。这时轩尼诗已升任工学院院长。

两位创始人在学校研究出一种独特的叫做

 PageRank 的搜索方法，精确度秒杀所有其它搜索引

擎。这项技术在 2001 年获得了专利权，专利权归斯

坦福，佩奇为专利发明人。

斯坦福大学拥有教授及学生的在校期间的研究成

果，但它通常会将这些专利许可给发明者，让他们可

以使用，对谷歌也是如此。Google 成立后，斯坦福大

学技术授权办公室同意将 PageRank 专利许可给两位

创始人，因此 Google 可以使用 PageRank 技术直至

2011 年。由于 Google 初期并没有足够现金，而斯坦

福拥有谷歌搜索技术的发明专利，因此斯坦福大学决

定持有 Google 的极小部分股份，这对双方而言是双

赢。2005 年，斯坦福以该技术换取了谷歌授权股票，

获利 3.36 亿美元。

回说初创的 1998 年，在开发 Google 搜索引擎后

不多久，佩奇和布林很快就用光了自己口袋里不多的

钱和信用卡能借到的全部的钱。他们自己也曾努力寻

找过天使投资，但是由于他们当时还只是两名普普通

通的博士生，在硅谷多如牛毛的创业者中并不引人注

意，开始找钱并不顺利。这时他们想到了找学校帮

忙，学校通过帮助学生创业的这个办公室，联系上了

斯坦福的校友、太阳微电子 (Sun Microsystems) 的

联合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 (Andy Bechtolsheim) 

。  

贝托谢姆虽然是计算机技术出身，但是对搜索引

擎技术并不熟悉，不过因为是母校介绍来的人，他还

是在百忙中约见了这两位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

贝托谢姆当场搜索了一些东西，对结果非常满意，当

即写下了 10 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他们，当时公司还尚

未成立。

贝托谢姆投资谷歌在《The Google Story》这本

书里也有提到，作者是 David A. Vise 和 Mark 

Malseed。然而，本市创业者梁松 (Sam Liang) 却另

有说法。他说他的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导师 David 

Cheriton 教授 1998 年给谷歌写了第一张十万美元的

投资支票，造就了当今世界最值钱的公司，那张支票

是历史上最值的一笔天使投资。CCTV 大型系列纪录片

《创新之路》去年到梁松的创业公司采访，然后梁松

带他们去采访了他的博士导师。纪录片中该教授也谈

到这笔投资，应该所言不虚。另外，张首晟在上海的

演讲也不点名地提到这个教授的投资，也佐证了这一

点。由此可见，即使创业专著，也不尽准确。也有种

说法是两人分别投资了。不过不管那种说法，斯坦福

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   

[ 梁松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叫 Otter.ai 的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系统，可以自动产生会议记录，到 Appstore 

可以免费下载 Otter 应用。 本虾很喜欢 Otte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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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看上去就像是一种声波图。

Otter 是一种獭，我曾问梁松，＂ Otter 本身和声

音有什么关系吗？我知道蝙蝠靠声音判断方向的＂。

他回道：Otter 是种很 social 的动物，智商很高，

会用工具。Business Insider 有篇文章很逗，介绍

otter 说，＂ Sometimes they forget they're not 

humans ( 有时它们忘了它们是非人类 )＂。

插播结束，回到谷歌。］

这就是 Google 作为一家公司的开始。这笔钱没多

久就用完了，但是其他投资人听说太阳微电子的创始

人给 Google 投资了，也纷纷注资 Google，这样才有

了今天这样一家大型跨国公

司。可以想象，如果佩奇和布

林不是在斯坦福而是在其他学

校，估计很难有机会直接向一

位工业界领袖推销自己的发

明。

到 1999 年，由于搜索引擎

的开发花费了太多的学习时

间，佩奇和布林甚至考虑将其

出售。两人找到 Excite 公司

CEO 乔治·贝尔 (George 

Bell) 提出一百万美元的收购

价。尽管谈判后将价格降低

到 75 万美元，但仍被拒绝

了。没过多久，两人就得到了

凯鹏华盈 (KPCB) 和红杉资本

在内的两千五百万美元投资，

这是后话。贝尔是不是该找块

豆腐撞死呢！

不过张首晟说的却是两人

想用一百万美元卖给雅虎 (

不是 Excite)，但是雅虎都不

理他们，＂于是我们一位教授

写了十万美金的支票，现在他

是全人类最富有的教授＂。看看，他的一段话有两处

都有不同的说法，孰对孰错，不得而知。

和惠普一样，谷歌的起步也是在车库里。他们租

住了邻市门罗公园市的一桩住房，房东也跟着有了传

奇的一生，在此不再赘述，想知道的，请读本虾旧

文。初创时的地址如下供诸位前往膜拜：

32  Santa  Margarita   Ave,  Menlo  Park,  CA 

94025 
谷歌在 2004 年上市，每股价值 85 美元，市值立

刻飙升超过 230 亿美元，公司许多雇员也在瞬间变成

百万富翁！而两位创始人和第三位入伙者超级管理者

葛洛夫这三驾马车主动要求将他们自己的基本薪水降

至 1美分，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持有的 Google 股

票。有趣的是，科技顽童的本性不变，他们把股份定

在 27182 万份，因为数学常数 e的值是 2.7182。逗逼

吧？

[顺便说一句。虾女初中时，同班的一对兄妹，喜

欢漫画。哥哥创办了一个 Instagram，发布各种切中

时事的幽默漫画，取名为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 ( 其实就是圆周

率 pi 啦 )，流量高达 480 万。妹妹眼热，也创了一个

类似的，取名 2.718281828459045235360287420 ( 自

然常数 e)，流量也有 100

万。一个圆周率，一个自然常

数，倒也互配。两人的网站都

大赚。才是初中生啊。

再次插播结束。］

谷歌此后的发展不断引领

潮流，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

能、阿尔法狗，领域不断扩

大。而现任 CEO 皮查伊

(Sundar Pichai) 来自著名的

印度理工学院，也是斯坦福校

友。

 皮查伊在斯坦福读书期

间，父母来看望他

谷歌的员工被允许有 20%

的自由时间用于奇思异想鼓捣

创新，所以公司虽大，仍保有

初创企业的活力。创始人佩奇

就说过，＂ good ideas are 

always crazy until they 

are not ( 好的想法一开始都

不靠谱，直到它们被实现 )。

＂

公司的 Google X 就是干一

些新奇的事的，创始人是德国计算机科学家特伦

 (Sebastian Thrun)。无人驾驶汽车之类都是 Google 

X 的的项目。特伦说最好的学习之地就是硅谷。硅谷

的人既自大又谦逊，自大是因为＂我们说我们可以改

变世界＂，而谦逊则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很清

楚该如何做，我们只是不断地在尝试。＂

竞业禁止条款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谷歌诞生在盖茨计算机科学楼

是讽刺。

谷歌在搜索业务上是盖茨所创的微软的一大劲

敌。双方斗法百十回合，火花四溅，令我等吃瓜群众

目不暇接。这还不算，又冒出个李开复出走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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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劲爆。盖茨投资斯坦福大楼时根本不会想到那座楼

会诞生一个强大的对手的，讽刺不讽刺？

谷歌真正有名的华人是前高层主管李开复。2005

年李开复离职微软加入谷歌的当天，微软就拉开了撕

逼大战，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违反竞业禁止条款

 (non-compete clause)。法院裁决：李开复可以立即

为谷歌工作，但工作范围将受到限制。这一纠纷当时

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两家公司达成非公开协议才得到

解决。

竞业禁止条款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加州就可以置

之不理？说起来，这是个关系加州之所以繁荣的关键

所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得益于本虾

与好友三国的讨论以及查阅的有关资料。现在将心得

分享于此。

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员工离职后使用原公

司的技术创业或在对手公司从事同种技术工作是不被

允许的。而且即使他不使用原公司的技术，但只要他

所从事的业务与原公司＂可能＂存在竞争关系，也是

要被禁止的。这项法规叫做竞业禁止条款。

可是，加州就牛到不理这个条款！早在 1877 年我

大加州就在劳工法中定下调子：任何一家企业，不许

对雇员进行人身限制。那年著名律师伍德 (Horace 

Gray Wood) 提出了任意雇佣 (at will) 的观点，即

雇主雇员均可自由随时终止雇佣关系，根本无需理

由。这条原则，在现代逐步演变成加州劳工法里不承

认所谓竞业禁止条款，这个条款说白了就是个“不

竞争”条款。对加州来说，不竞争，毋宁死。不竞

争，何来繁荣和活力？

加州这个简单至极的、仅有几十个字的条款，保

证了员工来去自由：任何时候、去任何一个下家。加

州因此是一潭活水。

这个条款，不仅保护加州的雇员，还适用于从外

州迁入加州的人才。比如，脸书想雇一个 MIT 毕业的

波士顿当地公司的编程高手，碍于那个破条款就不能

雇用，不过这人只要搬来加州就可以了，因为管辖权

在加州，而加州是不吃那条破法那一套的，加州法院

会裁定那个竞业禁止条款在加州无效，不可以强制执

行。而在其它州，reasonable non-competing 

clause ( 合理的竞业禁止条款 ) 是可以接受的，在

加州绝对不许。

实际上，由于加州这种我行我素的作派，外州的

公司惹不起，也不会打这种必输的官司。现在明白为

啥小扎这个并非硅谷长大、又是哈佛毕业的学生不就

近在人才济济的波士顿开公司，却非要哭着闹着要把

脸书开到硅谷来了吧？也明白为啥李开复一案的关键

是争夺管辖权了吧？只要定在加州开庭，谷歌必赢。

按照加州法律，当一个人必须使用某一项技能才

能生存时，就必须允许他使用。这是他赖以生存的唯

一技能，你总不能砸人家饭碗让人家去工地搬砖去

吧？当然他不能直接粗暴利用原公司的成果 ( 那是侵

权了 )，但如果他天赋异禀，可以把过去的东西重新

做出来，你也不能说他违规。

试想，一家初创科技公司，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找

到合适的人才，来实现迅速扩张。这样的人才，最佳

来源就是竞争对手。要这样干不来加州不是等死吗？

再试想，在其他州，一个雇员和雇主签订了合

约，两年之内不能给竞争对手工作。如果违反协议，

就会被告上法庭，上庭去辩论合约是否

 reasonable。这一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得准备好巨额

律师费。于是，在这些州，想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人

才，就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样不成一潭死水才

怪！

而一个雇员在一家公司呆久了，就成了寄生虫和

寄主的关系，结果两者谁都离不开谁，双方均失去活

力，直到僵化而死。

加州就没这个问题。整个加州无论是法规上还是

文化上都对这种叛逆有着极大的宽容，体现在公权力

和民间社会对此的理解和处理。2014 年，加州四个巨

头 Google、苹果、Intel 和 Adobe 被罚款 4.15 亿美

元，因为他们之间私相授受，建立攻守联盟，订了个

＂君子协议＂，合伙对付加州这条劳工法，彼此承诺

相互不挖墙脚。这就破坏了竞争，破坏了地区的活

力，员工的自由也因此被侵犯。加州就对此做法大开

杀戒。这个例子显示了法律的威力，其实也是公权力

对叛逆的一种宽容。

加州的经济之所以如日中天，硅谷的创新之所以

层出不穷，一切都得益于这部制定于 1877 年的法

律。

据统计，总部在加州的公司，总市值大约 6.7 万

亿，占美国所有股市总值的 25% 强。如果算上还没有

上市的独角兽们、半独角兽们、总部不在加州的加州

企业等等，数量会大得惊人！ 

著名小说家泰勒·考德威尔 (Taylor Caldwell) 

说，”如果无法在加州做到的事情，那么在其他任何

地方都无法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有两位英国

媒体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加利福尼亚意识形

态，即嬉皮式的自由精神与雅皮士的企业家精神相结

合的产物，其实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两分法。这种精

神从仙童到 PayPal 黑帮一脉相承地贯穿下来了。

如果你走在斯坦福的校园里，仔细闻一下，当会

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风中飘荡着这种精神。

【作者简介】皮皮虾，旧金山湾区名人，2018 年厦

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双年会演讲嘉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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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冠病毒和引起的肺炎

单箭  1990 届 化学系 （本文根据给中学生的讲座整理）

1 .  传染病： 细胞， 细菌和病毒  
人体由大约 10 兆 （trillion）细胞组成。同时

寄生在人体的还有大约 100 兆寄生菌。 寄生菌对人

类的代谢，免疫和其他功能有重要的作用。

人体细胞一般在 10 到 100 微米左右 （100 微米

大约相对于一根头发的直径）。 细菌大概一微米。 

病毒大概 0.1 微米 （100 纳米）。

人体大部分时间和这些寄生微生物和平共存。但

是微生物也可能造成传染疾病。人体传染病源有以下

几种：

• 寄生虫 （Helminth）：比较大的寄生虫可以肉

眼看到。 大部分寄生在消化道里。

• 单细胞原生动物（Protozoan）

• 真菌（Fungus）

• 细菌 （bacterium）

• 病毒 （virus)

人体主要传染病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

呼吸道传染病 (respiratory infections) ，包

括主要由病毒引起的流感及感冒。 痢疾 

（diarrheal diseases) ，主要由消化道的寄生虫及

细菌引起。 艾滋病源于 HIV 病毒。 肺结核

 (tuberculosis) 是结核菌引起。疟疾 （malaria) 是

蚊子携带的单细胞原生动物 （Protozoan）引起的。

2.  病菌和病毒  
细菌平均在 1 微米左右。是可以自己分裂繁殖。 

可以在培养液里生殖。 病毒一般在 0.1 微米左右。

需要在宿主里才能繁殖。离开宿主， 病毒一般在常

温下存活时间有限。

病菌和病毒感染都可能产生疾病。 一般常说的抗

生素只对病菌有效。专门抗病毒的药物相对比较少。

3.  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  
呼吸道病毒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鼻病毒

（Rhinovirus）和冠状病毒（coronavirus）。这两种

病毒和其他一些呼吸道病毒统称为感冒病毒。 呼吸

道感染一般是由感冒病毒 （common cold virus) 和

 流感病毒 （influenza, flu) 引起的。

一般来讲， 感冒病毒引起的症状比较轻。 以流

鼻涕喉咙痛为主。 没有发烧的症状。 流感症状来得

比较快。 会引起发烧。新冠病毒虽然和引起感冒的

冠状病毒同类 ，但产生的症状和危害却大很多。

4. 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由表面突起的尖刺（spike) 而得名。 

常规冠状病毒是造成普通感冒的病毒之一。 已知的

流行感冒冠装病毒有四种 （229E, NL63, OC43, and 

HKU1）。这几种病毒每年感冒季节流行。因为症状很

轻， 所以没受到重视。

按目前的理论，自然界有多种源于动物的冠状病

毒。 其中很多被蝙蝠携带。 通过中间体， 有些可

能传到人类。除了前面提到的常见感冒冠状病毒， 

目前已经知道的传到人类， 而且危害较大的冠状病

毒有三种：

• SARS-CoV (2003, China)：新冠病毒 1，2003

年 在中国发现。 造成近 8000 人感染， 774 人死

亡。

• MERS-CoV (2012-)：2012 年在中东发现。 造

成近 2500 人感染， 858 人死亡。

• SARS-CoV2 (2019, COVID-19)： 新冠病毒 2；

2019 年在中国武汉发现。

5.  SARS-COV-2 新冠病毒和 COVID-1 9  肺炎  
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 80% 左右感染者属于

轻症或没有症状。 轻症感染者的症状类似普通感

冒。 病毒感染一般在上呼吸道。

一旦病毒入侵到肺部， 就会产生重症。 患者呼

吸给氧受到影响。 需要一般的辅助给氧器材。

当病毒对肺部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 由免疫反应

引起的副作用加重。 病人呼吸受到严重阻碍。需要

呼吸机帮助给氧。 这个时候就成了危急重症。危急

重症的死亡率高达 40% 到 80% 左右。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和年龄关系很大， 也和病人的

其他原有并发症有很大的关系。

6.  传播和预防  
病毒本身不能在宿主体外繁殖。常温下在体外的

存活时间也有一定限制。 因而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

道产生的液体微颗粒 （droplet）。患者在呼吸，说

话，咳嗽，打喷嚏的时间都可能产生载着病毒的液体

微颗粒。 这些在空气中悬浮的微颗粒被另一方吸入

呼吸道， 就可能造成感染。

落在固体表面的液体微颗粒里的病毒，可以短暂

存活一段时间。 也可能是病毒传播的途径。但这不

是主要途径。

防止病毒传播的主要方法是保持距离和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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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金报告
丁俊琪 教育基金财务

这份报告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校友通讯》第６８期的教育基金报告，总共有两年多的来往帐目见下

表。具体资助厦大奖教奖学助学励学金明细见表后注１和注２。同时，不少校友通过教育基金在 Benevity 设

立的帐号，可以得到公司的 Match fund, 用途具体指明的，按捐赠校友的要求转给美洲校友会财务具体处理，

详细分类见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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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2019 年资助厦大奖学金明细（总计：$ 

12,000.00）：

自强奖 4 名 每人 400 美元，小计 1600 美元；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1 名 600 美元 小计 600 美

元；

代萨本栋基金汇款 $2750:　

 1）萨黄淑慎本科生奖学金，5名每名奖金 300 美

元，共计 1500 美元。

 2）萨本栋博士研究助研金，1名，奖金 1250 美

元；

秋季曾玉山助学金 2名高年级同学（秋季开学后

4年级同学）2x375=750 美元，3名低年级（秋季开学

后新生、二年级以及三年级同学）3x500=1500 美元，

总共 2250 美元。

秋季明芳励学金 4x500=2000 美元；化学系八一级

系友捐赠 2800 美元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去年汇给厦大的资金仍有余

额：人民币 2222.33 元人民币，折换成美元 $330。今

年实际汇款 US$11,670.00。 

注２：2020 年资助厦大奖学金明细（总计 $ 

12,550.00）：

美洲校友会资助：$6200" 自强奖 4 名 每人 400

美元，小计 1600 美元

"阮康成教育学奖学金 1 名 600 美元 小计 600 美

元

秋季曾玉山助学金 4名 4x500=2000 美元，总共

2000 美元。

秋季明芳励学金 4x500=2000 美元。

萨本栋基金 : $27501.

 萨黄淑慎本科生奖学金，5名每名奖金 300 美

元，共计 1500 美元。

萨本栋博士研究助研金，1名，奖金 1250 美元

汪德耀基金：$3600 用于汪德耀与王文铮生命科学

奖。

由于去年化学系八一级系友捐赠的 2800 美元还在

厦大教育发展基金的帐上（由于国内外汇管制，无法

转到化学系八一级同学基金），实际汇款 $9,750.00.

注３：校友通过公司（主要通过 Benevity）捐

赠，大部分用于 COVID-19 捐献给医院，所收捐赠转

给校友会日常帐号，用于各个分会的具体报账。

明细如下： 

San Diego Chapter (James Kong Match 150 ),

NYC Chapter (Songkai Yan 1000+ Jun Xie 

600+Serena Zhang 400), 

general: Qiang Chen: 600, Naining Yin 

(SoCal Hospital Donation): 200, Zhen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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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0, Qi Tan 200)，

以上共 $3344.20，于 2020 年 9 月７日通过 XMUEFNA 转给校友会财务，其他没有专门指定用途的捐赠，我

们一起留在教育基金，用于资助自强奖等有美洲教育基金资助的奖项，在此谢谢各位校友的捐赠，希望大家多

多支持教育基金，使我们能够继续资助自强奖。（XMUEFNA 为厦门大学美洲基金，由美洲校友代为管理，丁俊

琪任财务，由于美洲基金为投资基金，给厦大转账可免去 Wire 等杂费，这两年教育基金资助厦大的各种奖学

奖教励学助学金，我们都通过 XMUEFNA 转账）。

201 8 年明芳励学金奖励名单  
苑慧敏，杨萌迪，夏福乐，蒙秋霖

 

２ ０ １ ９年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资助的获奖者  
（一） 自强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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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２ ０年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资助的获奖者  
（一）自强奖教金

黎晖晖（经济学院）

洪少丹（审计处）

（二）自强奖学金

耿懿雯（艺术学院舞蹈表演（本科）

柯聪明（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凝聚态物理（博））

董晓芳（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赖日泉（学校办公室）

（二） 自强教学金

张昊东（航空航天学院 2017 级本科生）

宋翠英（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201 9 年明芳励学金奖励名单  
衷博美，李颖，张瑾，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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