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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伊始，中共中央组织部

收到一笔12万元的“特殊党费”。

这笔党费来自学校计算机科学技

术学院退休教师、中国共产党员、

中国人工智能协会荣誉副理事长

谢铭培。

谢铭培夫人黄唯群说，谢铭

培毕生的愿望就是回报党的恩

情。所以在谢铭培因病去世后，

他的夫人女儿根据其遗志，代为

领取并捐赠了12万元抚恤金作为

党费。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

向谢铭培家属颁发了《党费收据》

证书。

捐款是回馈党恩的一种形式

谢铭培一生对党忠诚，饱含

热爱。他早年曾给解放军做过方

言翻译，见证了解放军艰苦的生

活条件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

之后又因党有了进入中学读书的

机会。与日俱增的感恩之心使他

萌生了入党的心愿。但是他深

知，入党不能只是因为感恩，而是

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

此，谢铭培认真思考共产主义的

意义。他认识到马克思讲的共产

主义社会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

发展提出的，是要把天堂的愿景

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哪怕这个

愿景要几十代人才能实现，也要

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这一信仰自从谢铭培提交入

党申请书之后就坚定不渝，从未

改变。在他结婚的时候，他写了

一副对联，将自己（铭培）和爱人

（唯群）的名字嵌入其中：“铭记一

生党栽培，唯念终身为‘愚’群。”

他自己解释道，这个“愚”是“愚公

移山”的“愚”。这句话也成为他

的座右铭。

谢铭培一生简朴，甘于奉献，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患病之初

他便谢绝了学校的大病医疗补

贴，表示要将这笔钱留给更需要

的人。2020 年 3 月，谢铭培在党

员抗疫捐款活动中捐出5000元。

当时谢铭培已经病重，却依然表

示：“这5000元并不会对我的退休

生活产生影响，但是抗疫前线的

同志们一定有需要。”像这样的捐

款还有多少次，就连他的家属也

不是完全知晓。

为了科研“甘当烧炉工”

谢铭培不仅是一名信仰坚定

的共产党员，还是一个优秀的科

技人才，在科研方面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他是复旦第一代数字计算机

（602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的研

制者之一，与研制团队的同志们

一起，日夜奋战，克服了种种困

难。当年同为研制者之一的徐研

人（现计算机学院退休教师）回忆

说：“在1962年冬天，每天夜里物

理楼六楼的灯光始终通明，照耀

着漆黑的夜晚，那就是602研制组

在艰苦地调试着计算机。当时没

有空调，只能靠几台轴流鼓风机

制冷。为了保证机器的正常散

热，房间的门窗都必须打开。刺

骨的北风从门窗钻进来，我们穿

着棉大衣仍冻得直打哆嗦。”

1963年上半年，602计算机通

过了综合调试后，如何扩大容量、

提高实用性成为重中之重。谢铭

培被委以重任，试制最关键的磁芯

储存器。这项工作属于粉末冶金，

与计算机知识并无关系。但谢铭

培义无反顾投入工作，在他看来：

“只要工作需要，不管是事务性工

作还是技术性工作都不计较。”他

戏称自己“甘当烧炉工”，深入上海

铁合金厂，与工厂的技术人员共同

研究配方和烧制工艺，经过长达三

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成功烧制出

了602计算机为扩大存储所需要

的几十万颗磁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谢铭培

带领团队与上海第二机床厂联合

研制数控车床的数字控制装置。

在没有资料无人指导的情况下，

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拼着一口气

要做出功能上和日本精工一样的

数控车床，大家吃住都在实验室，

仅用了两年便取得成功。该数控

车床多次到国外参加工业展览

会。该项目还获得1977年上海市

重大科技成果奖。

“他是全校第一个开设数
字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课程的
人。”

在教学方面，谢铭培更是勇

挑重担，开授新课。他首开的《晶

体管数字计算机》《人工智能》等

课程面向前沿、广受欢迎。高海

锋至今还能够回忆起谢铭培上课

的情形，“讲课非常风趣，同学们

都很喜欢，没有一个同学不去

听。”刘其真、江杰等老师回忆说：

“听谢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谢

老师讲课深入浅出，例如在讲授

‘最优化’时，用销售员到多地推

销产品的例子，形象地讲述了寻

找最优路径的求解问题。”

当年为了获取编写工业控制

技术教材的第一手资料，谢铭培

带领金旭东等三名学生到淮海电

子厂生产第一线调研，与学生一

起，吃住在厂里，自带铺盖，睡统

铺，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

神，无声地激励着同学们。

谢铭培恪守学术标准，对学

生严格要求，对于学术上的不正

之风非常反感且坚决抵制。多年

来，先生桃李千行，为党和国家培

育了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

最深沉的挂念留给祖国

2020年的春天，谢铭培竟然

亲手写下了自己的讣告并转交给

退休党支部书记高海锋，是委托，

也如同告别。

在去世一个月前，谢铭培还

写下一首七绝《盼台湾回归祖国

怀抱》：

逝世亦是获轻松，只惜未见

台湾统。有朝敲响统台钟，欢庆

之余告老翁。

作为福建泉州人，与台湾隔

海相望，谢铭培对祖国的统一始

终怀有殷切的期盼。这种情怀成

为了他在生命尽头最为深沉的挂

念。

在谢铭培去世后，家属和学

院遵其生前讣告，丧仪从简，不举

办遗体告别仪式及纪念活动。

2021年3月10日上午，计算机科

学技术学院党委在江湾校区召开

了谢铭培的家属慰问会，并向学

院全体师生党员发出“向退休党

员谢铭培同志学习”的号召。

谢铭培用他信仰深植、俯首

奉献的一生在告诉我们一位共产

党员应有的信念与坚守，告诉我

们在任何岗位、任何时刻都有人

身先士卒、矢志不渝地践行着使

命与承诺。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节

点，我们要学习老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文/孟觉之刘其真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激励广大复

旦人深入了解党和国家的

发展历程，学校深挖红色

资源、用足鲜活教材、讲好

党史故事，推出“百人百

事”系列报道。

报道全方位、多媒体、

立体讲述建党百年历史进

程中，复旦师生、校友中为

党奉献为党工作的先进事

迹和生动故事，鼓励当代

复旦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021年3月10日，计算机学院栗建华书记向谢铭培的夫人黄唯
群转交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党费收据》证书

复旦，敲响“五四”上海第一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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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静肃穆的校史馆里，安放

着一口形制古朴的钟。

它历经沧桑，外身铜锈斑斑，

钟身一周，繁写楷体的六个大字

“复旦大学校钟”赫然映入眼帘。

1916年，这口老校钟由锡铜

合金烧铸而成，青灰色，高40厘米，

直径43厘米，重48公斤，它日常

“负责”上下课打铃，召集学生集

会。102年前，它还见证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

时光穿越回1919……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

亡，在此一举！”“中国的土地可以

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

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

同胞们起来呀！”

5月4日清晨，成千上万的传

单伴随着学生们铿锵有力的嗓音，

飞向北京城的四面八方，“五四运

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5月6日天刚亮，复旦校钟敲

响。“铛——铛——铛——”回荡在

校园里的钟声，拉开了“五四运动”

在上海的序幕。

学子们闻声而聚，一同声援北

京学生的爱国举动。一方面联系

上海各大中学校，通电营救北京被

捕学生；一方面积极准备参加5月

7日举行的全市性的国民大会。

在拟定的电报稿得到33所大

中学校的一致同意后，复旦学生迅

速发出电报，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释

放被捕学生：“若政府违背民意，滥

肆权威”，“吾人义不独生，誓必前

仆后继,以昭正义”。

另一方面，李登辉校长也积极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主张联合上

海各校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1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寰球中国学

生会成立，复旦5名学生担任关键

职务，瞿宣颖起草了《上海学生联

合会宣言》。因此，复旦大学成为

了“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和

大本营。

发轫于北京的“五四运动”，在

上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逐渐

到达高潮。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

存亡，爱国青年与全国民众一同奋

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

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

国主义壮歌。

“五四运动”期间，复旦大学延

聘了陈望道、刘大白、胡汉民等一

批思想进步的教师，使复旦成为南

方众望所归的新思潮摇篮。

那年那日，响彻校园的复旦钟

声，便是“五四上海第一钟”，在这

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

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

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中，复旦青

年发挥了自己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

如今，这口复旦校钟依然伫立

在校史馆里，继续见证着复旦青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开

拓创新、奋发有为。

文/项天鸽
复旦校钟

谢 铭 培 说谢 铭 培 说 ：“：“ 铭 记 一 生 党 栽 培铭 记 一 生 党 栽 培 ””
一笔特殊党费背后的故事

复旦百人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