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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今天的复旦，人才集聚，群星闪
耀，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金力领衔
的人类表型组计划，已使中国在这个
基础科研领域奠定引领优势。蚂蚁集
团原首席AI科学家漆远以复旦大学
浩清特聘教授身份开启新征途。作为
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
创始院长，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漆远牵
头启动了 CFFF（Computingforthe
FutureatFudan）的建设，与阿里云、
中国电信等合作伙伴共同攻坚国内
高校最大的云上智算平台。不久前，
通过AIforScience科研范式变革，

复旦一项重磅突破，正为瘫痪者带来
新的希望——该校科研团队全球首
创的“三合一”脑脊接口技术，将为全
球2000万瘫痪者带来新的希望……
为打造基础研究的前沿重镇和

全球英才的学术殿堂，复旦大学还成
立了相辉研究院。研究院营造最宽松
的学术环境，聚焦攻关前瞻性、挑战
性、高价值的关键科学难题，提供10
年以上的长周期支持和个性化、人性
化服务，5—10年不考核，为人才“十
年磨一剑”提供制度保障，让研究者心
无旁骛、自由探索。就在昨天，张江复
旦国际创新中心启新，开启校地合作

共建协同创新育人平台新征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

与材料学院教授赵东元表示，“不要
总是问‘有什么用’。”基础研究要破
题，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功利心”。
他曾说道，“相辉研究院将引育一批
具备打破常规和逻辑思维定式，摒弃
功利、勇于探索，敢闯‘无人区’的最
顶尖人才，让他们在充满激情、氛围
宽松的学术圣地中探索，从而涌现出
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作出造福人类
新贡献的‘大师级’人物。”这一席话，
是对“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进
一步演化。

读懂百廿年复旦校训“密码”

“亲爱的校友，欢迎回家！”刚刚
过去的这个周六，来自世界各地的
复旦校友回归母校，共同纪念复旦
百廿相辉。
“从邯郸、枫林再到附属医院，我

完成了从本科到医学博士的培养，
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青年医
生。”2015届临床医学八年制校友、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副主
任医师刘歆阳说。在校期间，得益
于复旦通识教育和转专业政策，她
听从初心召唤，转到了临床医学八
年制专业；毕业后，受周平红教授启

发，她进入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投身
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找到真正适
合自己的方向。毕业前，她曾在誓言
碑前写下人生目标——做一个让病
人感到温暖的医生。“10年过去了，这
依然是我朴素的理想。”
动物实验课上满校园挖蚯蚓、

野外实习期间跟着老师研究蝙蝠
饮食习惯……“钟扬老师说，科学不
仅是论文和实验，更是用技术解读
生命复杂系统的勇气。所以我在
本科论文就尝试用NLP分析数百篇
文献，构建了基因调控网络知识

图谱。”
在校期间经历的点点滴滴，让

2005届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校友、予果
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夏涵至今依旧历历在目。毕业
后，怀着“让病原诊断更简单”的使
命，他创立企业，开发的产品可快速
分析锁定病因，完成42万次病原检
测，帮助全球患者重燃希望。回顾毕
业20年的历程，他感慨：“正是‘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让我一
路敢于创先，让中国的创新走向世
界，守护更多生命。”

最新开放的“复旦
源”内，有一面报墙。《申
报》，这份创刊于1872年
的中国新闻史早期著名
报纸，见证了1949年前
的“复旦时刻”。
《申报》1905年刊出

复旦的新闻：“每年筹款
‘一万金’助马相伯办复
旦”。这一年，教育家马
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他
以超前的理念，在中国教
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创
办“能与欧美顶尖大学比
肩”的中国大学。然而，
“中国人办自己的大学”，
钱从何来？早在1905年
3月，知名爱国实业家、
教育家张謇就曾公开表
示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
办的学堂，他责无旁
贷。后来的《张謇日记》
里对资助复旦公学的记
载 ——“ 资 助 一 万 银
元”。其后，两江总督、南洋
大臣周馥请求清政府再拨款
的一万两白银，加上严复等
社会贤达公开募集的资金，
复旦公学终于得以开办。
复旦公学培养出了一批

影响深远的教育家、科学家、
政治家，除了于右任、邵力子
等人外，还有如中央大学和
清华大学老校长罗家伦、浙
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民革
中央原副主委孙越崎等，成
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
支重要力量。

1920年12月19日，《申
报》在第10版刊登新闻：“复
旦大学新校舍行奠基礼。复
旦大学自经董事会议决募款
建筑校舍后，积极进行。校
长李登辉君复亲至南洋募捐，
经各埠侨商热心捐助，已有成
数。复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简照南昆仲独捐巨款，故进行
益速。从去岁起陆续在江湾
购地七十余亩，并依原有计画
（划）先建大学部，于昨日柬请
各界行奠基礼。下午三时开
会，校长李登辉报告，略谓：国
家之强盛，可以大学之多少为
比例。英美地小于中国，而大
学之设，中国瞠乎其远，是非
一致进行不可。并谓复旦为
私立大学之首创者，以后愿
努力成一中国之模范云。”

1913年1月，校董会推
举原教务长李登辉出任校长，
这是复旦历史上继马相伯之
后又一位最为关键的奠基

人。李登辉从一开始就
参与了复旦的创建。临
危受命担任校长的他多
次赴南洋筹款，募得巨
资，购买了江湾校址的
土地，也就是现在复旦
大学邯郸校区的一部
分，使学校有了立足发
展的根基。李登辉在奠
基典礼上的讲话，反映
出“教育救国”的理念。

1932年6月27日，
《申报》第15版刊载：
“方一二八祸变之初，复
旦义勇军，义愤填膺，星
夜奔投翁旅长，请缨杀
贼。更鼓吹十九路军主
战，得该军同心协力，屡
挫敌锋。卒以众寡悬
殊，退守安亭，作背城一
战。忽以和约协定，素
志未伸，忍痛而归。本
校师生，举行欢迎大会
慰劳之。感赋四绝。”

“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
复旦学子积极投身十九路军
抗战。当时，活跃着一支学
生抗日义勇军，其中五十余
人来自复旦大学学生军。他
们主要承担后勤保障、抗战
宣传和战地教育等工作。报
纸上的照片、展柜中的徽章，
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1937年，抗战全面爆
发。《申报》1937年10月12日
第4版刊发时任复旦教员的
陈望道的专论《战时的专门
教育》。后来曾担任复旦25
年校长的陈望道在文中说：
“教育所最需要的，是图书仪
器，不是高楼大厦。有高楼
大厦而图书仪器不够，或者
会使人有是办房子、不是办教
育之感。有图书仪器而没有
高楼大厦，不但可作战时的象
征，如果能够就势启发学生安
俭乐楼，就连校屋也可以算是
一种战时的课程。太过在门
面上装璜，形同百货商店，本
不是我们教育上非苦守坚持
不可的优点。”

从1905年9月到1949年
5月，复旦大学历届毕业生共
计9000余人。其中，出任大
学校长者28人；当选中央研
究院院士或评议员者7人，在
81名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
占比近一成；后当选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或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一级教授者15
人。同时，涌现出革命烈士
41人。 本报记者 张炯强

120年，无数复旦人守护着这十
个字的校训。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发达国

家留学归国的复旦教师有21人，其
中就包括知名高分子科学家于同隐
和后来成为复旦校长的顶尖物理学
家谢希德。谢希德和曹天钦以赴英
国结婚为由，才得以离开美国，1952
年8月，谢希德乘“广州号”客轮从英
国南安普顿港启程，最终于10月1日
到达上海。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要
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条
件，却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在
谢希德带领下，复旦大学的半导体技
术获重要突破。我国第一支锗集成
电路、上海第一支锗三极管、第一块
锗单晶、调频调场式顺磁共振波谱仪
等在复旦研制成功。
在培养人才方面，苏步青老校长

为所有复旦人作出了榜样。他提出
了“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鼓励
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他一生培养
了谷超豪、胡和生等多位院士，谷超

豪又培养了李大潜、洪家兴等多位院
士，形成了“苏步青效应”。2009年，
复旦谷超豪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得奖后，谷老专门给中央写信，强
调数学研究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础
战略性地位，提议建设“南方数学研究
中心”。2012年，由此提议设立的上
海数学中心正式揭牌并奠基。
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在生命最后

时光“哪怕看不见了”仍每天工作，留下
两大憾事：一件事是完成《老子》简注工
作，另一件事是马王堆帛书残片的缀
合。临终前他还在说，“马王堆帛书的
整理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现在
还有很多碎片没有缀合上去。”他带领
团队在充分吸纳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对这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于2024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长
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本）》。
复旦1991级国际政治系校友马

骅曾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2003
年，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
只身来到梅里雪山脚下的藏区明永
小学，一边支教、一边从事学术研

究。他将自己的稿费用于学校建设，
用爱心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后来在当地不幸遇难的他用生
命谱写了一曲青年志愿者献身教育、
忘我付出的伟大颂歌。
校友们还留下了一段佳话：1979

年7月11日，复旦大学新闻系7813班
同学陶维佳、刘晓红、陈静溪、王晓望
结伴游黄山时偶遇邓小平同志。四人
商量，代表所有恢复高考后有机会读大
学的78级同学谢谢他。最终，王晓望
一行在百步云梯附近见到了邓小平，小
平同志欣然同意在每人的学生证上签
名留念。他亲自指定以“百步云梯”为
背景，与大家合影留念。

80年代，师生们求知若渴、争分
夺秒，要“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灯
火通明、座无虚席的图书馆，草地上
围坐讨论的师生是当时复旦园最常
见的景象。从复旦话剧团排演四幕
话剧《于无声处》全市轰动，到学生卢
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在全国文
坛引发强烈反响，复旦的文化影响力
辐射全国。

校训让我一路敢于创先 《
申
报
》的
﹃
复
旦
时
刻
﹄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今天，5月27日，是复旦大学120
岁的生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复旦大学
建校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20年来，
学校秉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
训，追求卓越、开拓创新，为国家培养了大
批优秀人才。

这十个字的复旦校训，究竟有怎样
的内涵？120年，两个甲子，复旦大学
的精神起源何在，文化底蕴又是什么？

▲

今天上午，参加建校120周年大会的学
子、校友纷纷在校园里打卡留影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校友说

段段佳话践行守护校训忆往昔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