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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记录时代复旦源校史馆馆藏真迹开展

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陶

艺与雕塑》和服务学习课程《艺

术与创造力（陶艺）》的教学成果

展，6 月 4 日于北区艺术教育中

心室外陈列区正式开展，由艺术

教育中心主办，以陶土为媒介，

展现青年学子对生活与艺术的

独特思考。亦是学校“服务学

习”育人理念的生动实践。

展览共展出三十七位同学

的课程作品。学子们将课堂技

艺与个人表达深度融合：一盏盏

手工茶具承载实用美学，奇幻造

型的雕塑诠释游戏哲思，人物群

像凝固同窗情谊……充满巧思

的作品背后，是学生对生活细节

的敏锐捕捉与艺术转化的创造

力。部分学生以陶艺为载体关

注环保议题，或为社区设计功能

性陶器，体现复旦学子兼济人文

的情怀。

陶艺课程学生作品展已举

办多届，旨在为同学们提供一个

艺术创作的展示平台，并希望能

向更多师生展示陶瓷艺术的魅

力。 来源：艺术教育中心

美育课程作品开展美育课程作品开展

复旦源新校史馆中，八十年

前的信封静静躺在展柜中，战地

邮戳印记的信纸泛黄，记录着复

旦人在抗战烽火中的热血与柔

情。

一封封书信真迹，承载一位

位复旦人提笔瞬间的思绪万千，

折射“120 年来复旦大学与时代

同步伐，形成了光荣的爱国传统

和优良的校风”。

谢希德的信件

“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
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
奋斗。” ——谢希德

1952年，谢希德与曹天钦在

英国南安普顿港的回国轮船“广

州号”客轮甲板上，望着海天，思

绪万千。这对科学伉俪结束留

学后的归国路充满波折：美国禁

令阻挠、父亲谢玉铭的坚决反

对、李约瑟博士的鼎力相助……

最终，他们以“赴英结婚”为

由突破封锁，在剑桥萨克斯德大

教堂完成婚礼，并于1952年10月

1 日抵达上海，恰逢新中国第四

个国庆日。

谢希德回忆：“身后的日不

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条件，却挽

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

次年谢希德生日之际，曹天

钦在所赠礼物《理论力学》（德文

版）的扉页上郑重勉励妻子：“做

一个模范的人民教师！”

归国后，她与曹天钦分赴复

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投身教育

与科研，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

奠基人、中国现代蛋白质研究的

奠基人。

如今，他们的婚礼照片、归

国船上留影与《理论力学》赠书

题词，成为校史馆中新展的珍贵

文物，见证一代复旦学人“科学

报国”的初心。

曹越华的战地情书

“亲爱的……抗战胜利后，
我们将在黄土地上筑一座小小
的城堡，守着炉火听杜鹃绽放的
声音。” ——曹越华

1944年，“复旦才子”曹越华

在缅甸前线密支那阵地的战壕

里，为“交大佳人”王德懿写下这

封“最美战地情书”。情书由中

英双语书就，信封上工工整整写

着，“缅甸密支那新军 88 团第三

营曹越华书”。

抗战时期，复旦迁至重庆北

碚，1943 年，曹越华从复旦大学

外文系应届毕业后，经校长举荐

到昆明任美国盟军翻译。正是

在一次西南联大的学生聚会上，

曹越华与王德懿相识，二人一见

钟情。

作为中缅作战中史迪威将

军的翻译兼“足球知音”，曹越华

骤然应召调往缅甸前线未及与

王德懿告别，只能在炮火间隙以

文字寄托思念。

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两人

才得以团聚，并在复旦北泉“数

帆楼”名阁喜结连理，复旦文学

院长伍蠡甫为证婚人。2016年，

两位老人携手共庆百岁：“老都

老了，但是越老越恩爱”。

梅汝璈的请辞信

“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
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
能返校。 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
拟 请 自 二 月 份 起 准 予 辞
卸。” ——梅汝璈

1946年，法学教授梅汝璈写

下这封请辞信，向时任复旦校长

章益告假，章校长批准并向梅先

生表达了希望他大事了结后能

再回复旦的愿望。

1946 年 1 月 9 日晚上，复旦

政治学会在大礼堂欢送梅汝璈

教 授 任 中 国 法 官 参 与 东 京 审

判。巧合的是，梅先生赴日参加

东京审判的出发地——江湾机

场——如今正是复旦的江湾校

区，今日的法学院正在这篇土地

上焕发出新姿。

在那场旷日持久、异常艰难

的审判过程中，梅先生脱法袍据

理力争，殚精竭虑，舍生忘死，竭

尽心力地争取国家和民族的利

益。他力主严惩侵华元凶，在法

庭上以“若不严惩，惟蹈海而死”

的誓言捍卫正义。

谢家发出首封传真件

“非常期待你的回国。”
——谢希德

这是 1993 年，谢希德老校

长给正在美国哈佛肯尼迪学院

进修的复旦青年教师周明伟去

信中的一句话，也是家中购买

了传真机后，发出的第一封传

真件。

“ 送 学 生 出 去 ，让 知 识 回

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归，谢

希德深知要弥补与世界的差距，

不仅要内部夯实基础，更重要的

是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她亲自为

许多留学、访学师生撰写推荐

信。

从1980年代开始，谢希德任

复旦校长期间，就用打字机一字

一句为学生敲下留学推荐信，据

不完全统计，平均三天一封。她

坚持每封信“量身定制”，甚至忍

痛在丈夫曹天钦追悼会次日完

成手写信件。

谢希德在关心留学海外学

生的同时，总会提醒他们按时

归国，由她推荐出国留学的师

生，几乎都在留学期满后回到

祖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国

家 的 栋 梁 。 担 任 校 长 的 岁 月

里，她还用独特的魅力将复旦

大学推向世界。

这些信件不仅是学术桥梁，

更是复旦国际化进程的基石。

前往谢希德专题，一睹这位教育

家“开眼看世界”的远见。

复旦源校史馆馆藏真迹如

同一扇扇时光之窗，每一封信笺

都在诉说：复旦的校史是个人命

运与国家兴衰的交织，是书信笔

墨与时代洪流的共鸣。

本报记者 汪祯仪
本报记者 李玲摄

研究生支教团（后称“研支

团”）原创话剧《西望》5月24日16:

00点在相辉堂南堂上演。这是《西

望》演出的第三年，也是研支团成

立的第二十六年。

演员的诞生

每年，都会有准研支团队员和

从支教地回校不久的支教队员共

同参演《西望》。他们在戏里演绎

研支团的老故事，在戏外创造研支

团的新故事。

3月16日，《西望》的四位新手

演员和一位导演聚在亚洲青年交

流中心Room8，打磨第一幕演出。

《西望》由2003年创作的研支

团主题话剧《托起明天的太阳》受

到启发，并因《西望》杂志而得名。

每届研支团队员都会撰写一篇支

教记录文稿，收入《西望》杂志。

2022年，《西望》诞生，再现研

支团接续奋斗二十余年的支教故

事，至今已完成两轮排演，近40名

学生演员参演。

戏里戏外

第26届研支团队员、2020级

中文系本科生黄榕参演2024年演

出的第二轮《西望》。他表示，《西

望》并非宏大视角，集中呈现的各

类真实故事片段，能够以小见大地

展现研支团的支教历程。

《西望》没有严格的故事主线，

而是以故事片段形式展开叙述。

自2022年起，每轮演出，《西望》都

会邀请从支教地回来的研支团队

员登上舞台，修改剧本，重现他们

的支教故事。

接到“演自己”的邀请时，第23

届研支团队员、2022级中文系研究

生罗炜有些忐忑，但又想了想，“能

在复旦的舞台上展现研支团的故

事，挺有意义。”

今年9月，三合中学不再招收

七年级新生,不远的将来它将不复

存在。第三轮《西望》剧本编撰时，

第25届研支团队员、2024级华山

医院研究生刘汇传递了她与三合

中学的故事：组建首批国旗护卫

队，“兼任”校医，凌晨地震时将睡

梦中的学生喊醒……

火花种子窗

助学金发放、图书室援建，种

种资助场景都在《西望》剧中呈

现。第一轮《西望》剧中有个情节：

按规定，每一笔资助，都要在全校

公布受助人名单。为了保护受助

学生的自尊心，罗炜告诉她那是

“优秀学生榜”。

第23届研支团队员、2022级

经济学院研究生田晟昊看到罗炜

表演这一幕时，想起自己的经历,

“我也是通过各种借口让学生来找

我，我再偷偷地把资助款给他，让

他回去放好。”

《西望》剧中说：“支教老师是

走进大山里的蜡烛，不如说是一扇

窗：里面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大

山外的风光；外面的人，从我们身

上看到山沟沟的模样。”

《西望》的第六幕有一段台词：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来奉献、来牺

牲的。相反，我是来受教育的——

受深刻的国情、社情、民情教育，受

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们给予的

滋养。”

在《西望》回忆录中，第25届

研支团队员、2024级新闻学院研究

生赵芸巧写道：“是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帮助我长成了大地真正的女

儿。”

文/刘子林李大武张纯茜郎
淋媚

舞台呈现大地上的舞台呈现大地上的《《西望西望》》

图片新闻

穿梭过枫林梧桐落叶，在光草柔茵上定格时光，三教一夜、江

湾湖畔......找寻内心的鲜花。《此刻开场》这支MV送给2025届毕

业生，你的精彩，此刻开场。 来源：校团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