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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国内正

掀起全盘引进苏联教育体制的潮

流，有人因此提议，北京大学对

标的是莫斯科大学，复旦大学对

标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既然苏联

方面是以城市名命名大学的，那

么，索性把复旦大学易名为“上

海大学”？陈望道校长对此表态：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光华’

（指光华大学，1951 年与大夏

大学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已

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着吧！”

从此，再也无人提起更改复旦校

名之事。

此外，此次落成的“复旦

源”“一源六馆”格局，除了校

史馆，还有博物馆、艺术馆、科

技成果馆、校友馆和特藏档案馆。

其中，复旦大学博物馆，

由相伯堂、简公堂、景莱堂（蔡

冠深人文馆）组成。相伯堂以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的

名字命名，建于 1933 年，相伯

堂与北侧简公堂曾遭炮火重创，

百廿校庆之际新修的相伯堂恢

复了原貌，作为复旦大学博物

馆的“码头”，将配置全市、

全国、全球文博资源，引进国

内外合作展。

艺术馆毗邻百年老校门与燕

园，开馆展“日月复光华”通过

文献、影像与艺术作品的结合，

从哲学和科学、艺术和技术的跨

界共生的角度，呈现复旦精神的

传承与延续。

科技成果馆则展示了极宏观

到极微观的基础研究创新，从信

息技术到人工智能，从生命健康

到科学装置的重大技术突破，生

动诠释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科

学家精神。

校友馆前身则为 1922 年落

成的“奕住堂”，是展示校友工

作与校友成就，促进校友交流合

作并承载校园文化传播与创新的

综合空间，除了展览之外，还有

不同规模的会议室和沙龙休闲

区，包括咖啡吧和茶室，供校友

来访和活动之用。

而特藏档案馆收藏来自建校

以来的丰富档案资源，包括书画、

名人手稿、名人手札、珍贵书刊

等。

伴随着“一源六馆”的开放，

一系列重磅文化展览及学术活动

也面向公众同步推出。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裘新表示，“复旦源”

不仅是校园文化地标，也是城市

文化名片；不仅是学校育人场域，

也是市民共享空间。“复旦源”

的启用和后续运营，将为上海打

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作

出新贡献。

以文理医工“四轮驱动”

向创新型大学转型

复旦大学历史上有过两次大

的机遇：1952 年院系调整，成为

文理综合性大学；2000 年与上海

医科大学合并，形成文理医“三

足鼎立”，完成向高水平综合性

研究型大学的跃迁。当前重塑新

工科格局，形成文理医工“四轮

驱动”，加速向创新型大学转型，

是复旦大学面临的第三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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