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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聚秀
留学生中国书画印作品联展自12月10日在光华楼一楼学

生活动广场走廊开展，来自十几个国家不同专业留学生的书法

作品笔走龙蛇、印章古朴精致、绘画绚丽多彩，以独特视角诠释

中国传统艺术。 来源：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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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巨龙”校车吗？在“巨

龙”上乘车是怎样的体验？

日前，在复旦新年日历首发

式上，身着运动卫衣、头戴棒球帽

的曹惟正在发言的最后突然表示

要捐赠。68岁的他两鬓斑白，却

精神矍铄。他从背包里掏出一沓

整齐的照片、证书、旧书，郑重交给

学校档案馆。“我想借此机会，代表

家人将这些物品捐给复旦。”

曹惟正是老校长谢希德之

子、物理学系 1977 级校友。自

2017年起，他开始向学校档案馆

捐赠谢希德先生相关的实物史

料。这一次捐赠，专为120周年校

庆将要启用的新校史馆而来。

两张“巨龙”校车乘车证

在曹惟正12月下旬最新捐赠

的物品里，有两张谢希德每天上下

班都要使用的校车“乘车证”。

1932年秋，学校开始实行校

车制度，一开始只有2辆。1946年

夏，复旦从重庆复员返沪后，校车

逐步增至9辆，新辟外滩和大西路

（今延安西路）等线，直达市中心

区。当时的台湾校友曾撰文感叹，

“我们的校车，是全上海各大学中

最漂亮的，那是蓝底黑顶，而漆有

黄色魏碑体‘国立复旦大学’六个

大字的舒畅大客车……”

校车见证了一代代复旦大师

的日常。顾颉刚、萧乾、朱东润等

人常坐校车，在车上讨论学术，碰

撞思想火花。70年代末，校车主

要使用的辽宁丹东产的单节黄海

牌客车。1984年至1994年之间，

学校曾启用一辆能乘二百人的“巨

龙”校车。校车队从北京客车四厂

提车，经过7天的长途跋涉，才开

回复旦。

尽管谢希德那时已升任校

长，学校给她配有小汽车，但她很

少乘坐，仍坚持坐校车。“巨龙”校

车每天早上6：30左右从上海体育

馆附近开始上客，开到建国西路

时，谢希德上车，7：50左右到邯郸

校区物理楼停车，贯穿整个上海市

区。据新闻学院教授张骏徳回忆，

每次谢希德乘校车，都事先约好一

位老师，在车上一路与老师对谈大

约50分钟。

在谢希德珍藏的两张乘车证

中，有一张粘贴着白色纸片、盖着

醒目的“4”字红色印章，在其下方，

隐约可见“3”“2”“1”的字样，类似

当年上海公交车使用的月票。

这里走出一批半导体先
锋

今天，人工智能热潮席卷全

球，其核心是芯片技术。芯片技

术的核心，又离不开微电子的支

撑。复旦是我国最早从事研究

和 发 展 微 电 子 技 术 的 单 位 之

一。成立于 2013 年的微电子学

院前身是半导体物理专业，1958

年由谢希德创办。

在这次捐赠中，有谢希德、

方俊鑫签字赠周世勋教授的《固

体物理学》、《群论及其在物理学

中的应用》两本书。

1952 年，在新中国百废待

举之时，谢希德历经波折回到

祖国，在复旦物理学系任教。

那时,半导体物理在国内是新兴

领域，国内尚无相应教材，物理

学系的学生每隔一两周就能拿

到谢希德编写的讲义。在她与

另一位教授方俊鑫的努力下，

1955 年，物理学系建立固体物

理教研室，致力于半导体物理

的发展。

1960年代，谢希德提出开展

极限物理条件下固体特性的研

究。1962年，复旦大学被列为国

家科技十年发展规划中的“固体

能谱”重点项目主持单位之一。

这标志着复旦在固体物理研究

领域开始占据重要地位。1986

年，在她原有讲义基础上编撰的

《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成为固体物理研究领域一本重

要的教材，被众多研究生课程采

用。

如今，复旦的微电子专业在

全国享有盛誉，2015 年，微电子

学院成为首批国家示范性微电

子学院。2019年，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专业获批首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年，以微

电子学院为建设主体，学校获批

建设“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

新平台”。今年1月，复旦大学成

立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

院，构建产教融合的集成电路高

层次人才培养大平台。

带着推荐信，学子走向
世界舞台

改革开放之后，复旦大学加

大对外开放。1983 年谢希德出

任校长后的七八年间，复旦有

600 多人次到国外开展学术活

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副

总裁、复旦大学杰出校友朱民

说，“正是带着谢校长的推荐信，

我得以走向世界舞台。”

1984 年 4 月 30 日，3108 教

室迎来美国总统里根。“你们这

些有机会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

同学，将帮助你们的国家走向

新的繁荣”，他对在场的复旦学

子说。

1985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成立。这是我国最早建立

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

构之一，也是我国高校第一个专

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作为

中心创始人，谢希德在80年代多

次赴美。

1998年，克林顿总统与夫人

访华，在上海与 8 位市民代表进

行一场题为“构筑二十一世纪的

中国”的座谈，特别邀请复旦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代表。年逾古

稀的谢希德作为中心主任，与现

任中心主任吴心伯一同出席。

据吴心伯回忆，当时在会场入口

处，美方邀请谢希德站在最前

列，在会场内将她安排在克林顿

身旁。

2000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被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

年，中心又被批准为美国研究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本报记者 李怡洁 图\档案馆

新捐赠校车乘坐证，牵出隽永的复旦记忆

12月23日下午，校工会靳以

剧场热闹非凡，本年度教工文艺

社团汇演在前期紧锣密鼓的筹

备下如期举行。来自集邮协会、

书画篆刻研究会、戏剧协会、教

工合唱团、朗诵协会、教工舞蹈

团和枫林韵教工舞蹈团、摄影协

会的 80 余位老师以及特邀表演

嘉宾刘铁江老师，以一场精彩纷

呈的演出，汇报一年来的活动成

果，迎接新年到来。

汇演正式开始前，校工会副

主席金再勤介绍了本次文艺汇演

的筹备工作，向各文艺社团老师们

一年来的积极参与和为本次演出

所做的刻苦排练致以感谢，对

2025年的社团工作提出希望。

教工合唱团首先盛装登场，

带 来 歌 曲《九 儿》与《西 湖 春

晓》。在舞蹈《橘颂》中，教工舞

蹈团的老师们翩然起舞，广袖舒

展，俨然化身为一株株高洁挺拔

的橘树。枫林韵教工舞蹈团表

演婀娜飘逸的《簪花引》，举手投

足间尽显“照水眉谁画，簪花面

不羞”的活泼姿态。

舞蹈之后，戏剧协会成员华

莉、姜锴博分别献上经典越剧《西

厢记· 琴心》与昆曲名篇《思凡》。

汇演气氛逐渐推向高潮，朗诵协会

的郑召利、马波、江珊、盛青四位老

师用饱含热情的声音，发出属于复

旦老师们的《一代人的呼声》。来

自大数据学院的刘铁江则以变幻

莫测的魔术《魔星高照》，让台上邀

请嘉宾们眼花缭乱、台下观众们啧

啧称奇。

精彩表演之外，书画篆刻研

究会的周桂发携手丹长江、郑召

利、刘伟民、黄劲松、朱政几位书法

家，亲笔书写新春祝“福”；教工集

邮(收藏)协会会长陈刚登台科普

集邮文化，深情叙述集邮协会的发

展历史；教工摄影协会的成钊带来

了摄影协会的年度工作宣传片，呈

现了一年来复旦教工用镜头记录

下的美妙大千世界。教工舞蹈团

展现了颇具京韵的《粉墨花旦》后，

本年度教工文艺社团汇演在观众

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2024年，各教工社团在校工

会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认真

参与各项赛事，呈现出一派繁荣

景象。在日常工作之余开展的

社团活动中，他们始终保持着那

份热爱和执着，为健康校园文化

建设添砖加瓦。 来源：校工会

教工文艺社团汇演迎接新年到来教工文艺社团汇演迎接新年到来
由复旦大学书画篆刻艺术

研究院携手合作共建单位上海

中国书法院共同主办的“文武生

智 -- 李燕生、张耀伟双人艺术

展”12 月 29 日在江湾校区李兆

基图书馆开幕。

本次双人艺术展以“文武生

智”为主题，展示李燕生、张耀伟

两位艺术家在书画篆刻、音乐、

诗词、经史子集等多个艺术领域

的深厚造诣，展现了文与武、艺

术与文化的跨越性融合。

两位艺术家以“文武合一”

的理念打破艺术边界，将五色、

五音、五律、五行等元素融合在

作品中，呈现出和谐共鸣的艺术

境界。展览不仅展示了他们的

书画作品，还涵盖了音乐、诗词、

篆刻等多元艺术形式，体现了李

燕生在古琴、小提琴等领域的造

诣以及张耀伟深厚的中医武术

背景。

开幕式当天，著名书画艺术

家李燕生与张耀伟来到现场，与

校内外艺术爱好者交流互动。

开幕式还特别地策划了一系列

歌唱、演奏、太极拳等活动。在

开幕式尾声，李燕生与张耀伟特

别为学校创作以李白诗《望庐山

瀑布》为题的书法作品，同时表

达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热

爱和对莘莘学子的美好祝愿。

这场跨地域文化交融的艺术盛

宴，不仅展示了故宫墨香与上海

海派艺术的碰撞，更以古琴、竹

笛、篆刻、书画等中华传统艺术

的辉煌成就，向观众呈现了一幅

古音、古色、古香、古墨的文化画

卷。

2021 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本科生、复旦大学大众印

社社长张婉秋在观展后兴奋地

说：“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各具千

秋，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也

有体现时代性的创新，他们的作

品在形神之间展现出武的豪迈

与力量，同时不失文的细腻与深

沉，巧妙地将‘文’的静谧与‘武’

的激昂相结合，寓意着智慧与力

量的和谐共生。”

2022 级法学院本科生陈康

祺感受到此次艺术展对传统文

化在高校进行创新性传承的重

要启示，“这次艺术展表达了艺

术的无限可能，也激发了我对于

传统文化的新认识和思考”。

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月9

日。 来源：教务处

““文武生智文武生智””双人艺术展举办双人艺术展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