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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台下师生的掌声，一

位身穿西服、精神矍铄的老者，被

搀扶着走向演讲台。此前的几分

钟，会场为他响起两阵掌声，一次

是入场时，一次是主持人介绍

时。这位耄耋老人，便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

研究奠基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

所名誉所长汤钊猷教授。

10 月 24 日晚上，“我一生做

成两件半事”人生分享会暨新书

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蔡冠深

报告厅内座无虚席。93岁高龄的

汤钊猷分享他妙手回春的“控癌

三部曲”、从医七十载走过的人生

之路，并与复旦师生对话交流。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

致辞中表示，10 月份是“文化校

历”的学风建设月，汤钊猷先生

就是复旦学风的写照，“希望越

来越多的像汤先生一样的大家

名家走进学校，特别是跟本科同

学做沟通交流，让学生感受‘中

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为肝癌患者带来希望

“我今天要讲我一生做成

‘两件半事’，其实这些都是我和

团队一起做的。”言谈沉稳有度

的汤钊猷，在讲座伊始揭开“两

件半事”的谜底：“第一件事是小

肝癌研究，第二件事是不能切除

的肝癌缩小后切除，做了一半的

事是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

伴随着大屏幕上照片的切

换、史料的展示，复旦师生在汤

钊猷的娓娓道来中一同回溯上

个世纪，探寻一代大医的成长之

路与思想精粹。

74年前，与新中国成立同一

年，19岁的汤钊猷考入上海医学

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从

此以“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做一

名好医生”为信念。

从事血管外科10年后，只因

国家紧缺，汤钊猷毅然转向肝癌

临床与研究。

“作为临床医生，提高疗效

是硬道理。”经过数十年的临床

研究与验证，汤钊猷与团队成功

实 现 单 纯 用 验 血 中 甲 胎 蛋 白

（AFP）诊断早期无症状小肝癌，

证明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既

可切除小肝癌又风险较低，证实

小肝癌切除后无症状复发的再

切除可进一步提高疗效。每一

句结论的背后，都倾注了医者心

血，不仅载入教科书，更切切实

实使无数患者受益。

研究最难医治的癌症

上世纪80年代，汤钊猷在国

际上率先提出“亚临床肝癌”概

念，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
波珀誉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

的重大进展”。研究最难治的癌

症，钻研最艰深的方向，90年代，

汤钊猷带领团队转向癌转移的

世界性难题研究，从头做起，建

成了世界上至今尚无的高转移

人肝癌模型系统。因此，汤钊猷

成为国内罕见的两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科学家。

“需求出发，质疑先导，精

细实践，中国特色。”这是汤钊

猷 55 年研究肝癌，总结出的四

大成功要素，“与年轻同道共

勉”。从国家、病人和医生的需

求出发，敢于质疑肝癌的“不

治”，利用精细实践达成“部分

可治”，由此走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癌症康复之路。

现场，汤钊猷第六部摄影集

《汤钊猷影集（人生篇）》正式揭

幕。“感谢大家帮我出版了不值

得出版的影集，”汤钊猷自谦说，

“这部影集有助于茶余饭后消

遣，加一点人生感悟，我的目的

便已达到。”

本报记者胡慧中

10 月 27 日 上 午 ，“ 上 海 论 坛 2023”在 上 海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拉 开 帷 幕 ，以“ 包 容 性 全 球 化 ：

亚 洲 的 新 责 任 ”为 题 ，吸 引 了 全 球 近 500 名 专

家 学 者 参 会 ，其 中 来 自 境 外 的 与 会 嘉 宾 人 数

接近五成。

开幕式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明、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韩国 SK 株式会社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崔泰源先后致辞。复旦大学副校长

陈志敏主持开幕式。

围 绕 大 会 主 题“ 包 容 性 全 球 化 ：亚 洲 的 新

责任”，中国前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亚

洲开发银行前行长、日本瑞穗研究所主席中尾

武彦，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 · 霍普金斯大

学 高 级 国 际 研 究 学 院 院 长 詹 姆 斯 · 斯 坦 伯 格 ，

埃及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前部长、阿拉伯大

学协会秘书长阿姆尔 · 埃扎特 · 萨拉马，世界贸

易 组 织 前 总 干 事 帕 斯 卡 尔 · 拉 米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 韩 国 崔 忠 贤 学 术 院 院 长 朴 仁 国 主 持 主 旨

演讲。

崔 天 凯 表 示 ，全 球 化 顾 名 思 义 应 该 立 足 全

球、面向全球、造福全球，应该具有充分的包容

性。需要指出，我们所说的包容性并不是指居

高临下的施舍，也不意味着任何人或者国家可

以自命为教师爷，而把其他人、其他国家视为只

能唯命是从的跟随者。真正的包容性应建立在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基于

国情的选择，相互借鉴，博采众长，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

中尾武彦在讲话中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出了建议。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国家之一，研发人员数量不

断 增 长 ，科 研 总 体 实 力 大 幅 增 强 ，优 势 明 显 。

要保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中国可以采取扩张

性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及时做好坏账的识别处

置 ；建 设 开 放 型 贸 易 投 资 体 系 ，为 外 企 和 私 营

企业提供良好安全的商业环境；继续提升公共

服 务 水 平 ，通 过 税 收 进 行 财 务 再 分 配 ，推 进 共

同 富 裕 ；建 立 良 好 的 对 外 关 系 ，加 强 与 各 国 的

沟通互信。

詹 姆 斯 · 斯 坦 伯 格 认 为 ，每 个 人 都 有 责 任

为 建 设 一 个 更 美 好 的 未 来 尽 一 份 力 。 中 美 两

国要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开展合作，特别是在

那些需要两国发挥引领作用的问题上，诸如气

候 变 化 、全 球 健 康 、能 源 问 题 等 。 中 美 双 方 应

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国人员往

来与人文交流。没有中美两国的切实合作，就

不能实现稳定、繁荣和健康的世界秩序。世界

发展需要各国的参与，这也是“上海论坛”的核

心思想。

阿姆尔·埃扎特·萨拉马认为，全球化为交流

合作打开了一扇“大门”，同时也凸显了包容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应优先投资研发领域，建立

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机制，培育合作和包容的文

化。政府、大学、行业领袖和民间社会应联合起

来，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创新和公平发展的生态

系统。阿拉伯国家应进一步拥抱多样性，加强区

域一体化，加大教育和创新领域投入力度，推动

经济多元化，加强外交与人文交流，坚持社会发

展优先，保护文化认同。

帕 斯 卡 尔 · 拉 米 指 出 ，各 国 都 应 该 抵 制 经

济民族主义的倾向，“本国优先”并不是双赢的

方 案 ，而 是 重 商 主 义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以 及 生 产

体系效率降低的方案，这将首先对贫穷国家造

成伤害。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解决前所

未 有 的 发 展 带 来 的 新 贸 易 障 碍 。 欧 盟 和 中 国 应 该 建 立 更 多 的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解决贸易、气候相关措施、数字融合或共存

等问题。

为期三天的“上海论坛 2023”由复旦大学和崔钟贤学术院主

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论坛聚焦“国际经济、气候变化与低碳

转型、全球发展与治理、地缘政治、数字安全与开放”五大板块，设

置开幕式、5 场分论坛、18 场子论坛和 6 场高端圆桌，产出 20 余份

主题报告。

本报记者 汪蒙琪 李怡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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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教育国际交流

本报讯 10月26日，第24届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开幕。当天下午，“一带
一路”十周年：教育国际交流成就与
未来研讨会举行。此次研讨会是本
届年会的重要分论坛之一。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安延，“一
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理事长、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出席会议并
致辞。“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
会秘书长、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
长陈玉刚主持会议。

会议邀请来自东南亚、南亚、北
非地区的教育专家和青年代表，以
及国内优秀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
育部门、“走出去”企业等专家代表
进行交流。主旨演讲环节，与会嘉
宾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进行总结和交流，分享了院校合作
办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平台建
设、青年交流等方面的各项实践经
验和案例成果，探讨教育助力“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云
展览在会上揭幕。展览由“一带一
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和复旦一带
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组织征集，
全国多家教育单位申报参展。
来源：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加强中匈教育合作

本报讯 日前，副校长张人禾会
见前来复旦访问的匈牙利总理首席
顾问欧尔班·巴拉兹。欧尔班·巴拉
兹向复旦中外学生、青年学者作“一
带一路”倡议与中匈关系展望报告。

在会谈环节，张人禾介绍了复
旦与匈牙利高校、匈牙利中央银行
在科学研究、学生培养、人员交流等
方面的合作情况。复旦将继续支持
对匈教育合作，期待双方加强在理
工科、医学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欧
尔班·巴拉兹强调了中匈两国加强
并深化各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期待
从各层面、全方位加强与中国高校
合作，加强智库交流和研究探讨。

来源：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培训思政骨干教师

本报讯 日前，复旦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中心会议暨课程思政骨干
教师培训班举行。各院系相关领
导、复旦课程思政标杆课负责人、复
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优秀
课题负责人、课程思政骨干教师代
表等参会。复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中心主任、副校长徐雷参会并讲话。

复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
心去年入选上海市课程思政教
学研究示范中心，目前还建设
了 10个院系及附属医院课程思
政教学研究分中心。会上，表彰
了2022-2023年度复旦课程思政
标杆课、2022年度复旦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优秀课题。

来源：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弘扬 教育家精神

他是复旦教授，躬耕教坛40

余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学研究

的中坚力量；他是美学大师，博

采众长、承上启下的美学思想，

被誉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

结形态”；他把生命和美奉献给

人间，达成精神境界、学术境界

和人生境界高度统一。他便是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下文

简称：中文系）教授蒋孔阳。

10月28日，“当代美学的新拓

展：蒋孔阳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

讨会”在光华楼举行，《蒋孔阳全

集》(增补卷) 正式揭幕。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裘新、《学术月刊》社长金

福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复旦大学

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教授朱立元

主持仪式，蒋孔阳家属、弟子及美

学研究者们济济一堂，追忆大师精

神风范，展开当代美学前沿研讨。

这是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系列活

动之一，同时是“文化校历”中国语

言文学学科周活动之一。

在复旦走向美学天地

100 年前，蒋孔阳出生于四

川万县三正乡的苦葛坝，一个四

面环山的偏僻村庄，距离县城

100里、乡镇15里。少年蒋孔阳

醉心于自然山水，后来他时常在

诗文中追忆：“如果我也谈得上

受到过什么美的熏陶的话，那么

就是我家乡的那些山，以及山间

的泉水、树木和白云。”

大学就读于经济系，蒋孔阳

对此提不起兴致，大部分时间都

泡在图书馆，阅读文史哲著作。

1946年6月，大学毕业后，蒋孔阳

被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却将这

个众人歆羡的“金饭碗”，自嘲为

“坐以待币”。直到有一天，他在

南京夫子庙旧书店看到朱光潜

的《文艺心理学》，当下被吸引，

掏出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书。“从

此以后，我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一

种学问叫做‘美学’，而我自己也

就朦朦胧胧地爱上了‘美学’。”

两年后，蒋孔阳结束银行工作，

来到上海海光图书馆担任编译。

1951年，蒋孔阳调任复旦大学，开始

了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教学与研

究。他曾欣喜地说，来到复旦以后，

他才“真正走向美学，从事美学的工

作”，契合自己的性格和兴趣，从此

开拓了人生的新天地。

上世纪 60 年代的复旦校园

里，总有一间教室窗户外面有许

多学生探头探脑，试图爬进教

室。这并非因为学生迟到，而是

蒋孔阳讲授的西方古典美学课

太受欢迎，教室里从门口到过道

都挤满了人，因此才有学生“出

此下策”，从窗户旁听。

讲台上的蒋孔阳穿着一身整

洁的中山装，衣服洗得有发白痕

迹，戴着一副框架眼镜，脸上总是

带着温和的笑意，中等身材，气质

儒雅。说话时四川口音浓重，却

总是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

与轶事信手拈来，讲得深入浅出，

引人入胜。他也是我国最早在大

学里开设美学课的学者。

开创通往未来的美学

谈起导师蒋孔阳的治学特

点，朱立元说：“蒋先生最重视服

从真理，一生服膺马克思的‘不

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

’，把它作为座右铭，并在为人、

为师、为学中终生践行。”

上世纪80年代，蒋孔阳迎来

了美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出版了

《德国古典美学》《美和美的创

造》《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等

一系列著作。其中《德国古典美

学》是我国首部对西方美学断代

史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具有开

拓性的意义，获上海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为学不争一人胜，著述但求

百家鸣”，同样是蒋孔阳一生遵循

的格言。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与研

究中，体现出兼收并蓄、各有所长

的特质。在1993年出版的《美学

新论》中，蒋孔阳提出自己多年研

究、融会贯通的观点：“美在创造

中。”“这是一种通向未来的美学，

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与开放性，为

当代美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

力。”朱立元认为，蒋孔阳以实践

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理论，

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营养，

将古今中外美学思想与实践融入

了自身美学体系的血肉之中，为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的美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美学新论》出版时，蒋孔阳

的一首题诗，可作为他美学思想

与人生的注解：“葡萄不是美酒，

但美酒却由葡萄酿造。美不等

于生活，但美却在生活中创造。

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每个

人都充满了对于美的渴望。我

们每天都在开拓新的生活，我们

每天都在塑造美的形象。但愿

与美同在：健康，幸福而高尚。”

蒋孔阳原名蒋述亮，改名

“孔阳”，出自《诗经·七月》“我朱

孔阳”，意为“大阳”。他虚怀如

谷、谦虚和善，如阳光洒向众人，

一生追求真善美，正如他文章里

所说：“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

和绿草一样，多作奉献，把生命

和美奉献给人间。”

疾病缠身仍笔耕不辍

“每天24小时，除了吃饭、看

电视、会客、开会之外，我差不多

都在书房度过。有时读书，有时

写作，有时呆呆地坐着，听凭脑

神经细胞四海翱翔。”1991年，蒋

孔阳为自己14平米的书房“无名

室”撰文写道。

晚年的蒋孔阳，被多种慢性

疾病缠身，但他依旧孜孜不倦地坐

在书房里工作。在《只要有路，我

还将走下去》一文里，蒋孔阳道出

心声：“血液还在我的血管里流淌，

我的路还没有走完，我要振奋起不

怕老的精神，继续走下去!”他勉励

自己也勉励众人：“像屈原那样工

作，不马虎；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不

计较。”正是这样的信念与热忱，让

他在人生最后的10多年里时间，

笔耕不辍，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

文，出版了《美学新论》《美在创造

中》，主编了《哲学大辞典·美学卷》

《西方美学通史》等学术巨著。

1999年6月26日，蒋孔阳先

生带着对美学的惦念与未了的

心愿辞世，享年76岁。

近年来，蒋孔阳毕生耕耘与

惦念的复旦文艺学学科，发展势

头良好，取得丰硕的成果，并逐

渐形成了研究方向齐全的文艺

学等教学科研中心，如复旦大学

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心、艺术人类

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心。

“作为后学，我们复旦文艺

学的每一位教师，都充分调动自

身的教学科研积极性，在各自研

究领域有所贡献，这就是对蒋先

生‘博采众长，自由创新’学术传

统的传承与发扬。”朱立元说。

裘新表示，“大学之大，在于伟

大的精神传承。希望我辈学人，传

承以蒋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

的学术精神，延续复旦文脉、光大

复旦学脉，努力出成果、出思想、出

人才。” 本报记者胡慧中

蒋孔阳：毕生诠释美学真谛 汤钊猷：用一生做成两件半事

“如果下辈子还有机会，您

还愿意做一名战地记者吗？”一

位记者曾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舒宗侨。他说：“当然要做，

而且希望是终生职业！”

10 月 24 日，“抗战烽烟中的

记者，复旦讲台上的名师”纪念

舒宗侨教授诞辰 110 周年座谈

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

同日，纪念主题展开展。

展览以舒宗侨生平为中心，

精选近百张珍贵影像资料、多封

书信手稿，通过挖掘史料及背后

的故事，多角度立体展现舒宗侨

的新闻传播活动、教学育人理念、

思想情感以及其在新闻传播领域

的贡献与成就，缅怀舒宗侨的新

闻人生与家国情怀，弘扬教育家

精神。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主办，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

教师工作部指导。这也是复旦大

学“致敬大师”的系列活动之一。

记者的生活就是战斗

1932年，舒宗侨考入复旦大

学新闻系，4年后毕业，成为中国

最早的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之一。

1935 年秋，时年 23 岁的舒

宗侨担任刚创刊的上海《立报》

记者，正式踏入新闻界。全面抗

日战争开始后，舒宗侨的工作从

《立报》转到苏联塔斯社。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舒

宗侨采访许多名人，为当下的

人们认识历史、认识历史人物

留下珍贵材料。他记载下徐州

会战前夕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

将军的名言：“现在的军人，就

是要找个机会为国家光荣地去

死!”激励了无数爱国者。

把相机看作战斗武器

舒宗侨之子舒达远曾在《不

尽情思忆父亲》一文中写道：“他

（舒宗侨）把照相机看作是战斗

的武器。”

1942年，舒宗侨和美国人温

福立等联合中、美、苏三方的当

局，在重庆设立“联合国幻灯电

影图片社”。考虑到图片和幻灯

流传的范围有限，舒宗侨创办

《联合画报》。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

复旦大学教授顾铮撰文，高度评

价舒宗侨“将‘读图时代’上推六

十年”。“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新

闻画报的开创者，《联合画报》最

大的影响是用照片对日伪军进行

攻心战。”他说，“舒宗侨当时的工

作，不仅仅是突破新闻封锁传递

真相，而且是以摄影的方式与敌

方展开的艰苦宣传战。这样开创

性的工作，就其性质而言，成就了

中国现代传播学、尤其是视觉传

播学的最早一批实际成果。”

1948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在

上海审讯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时，审

判长面前放着两部红色封面的画

史，这两本画史就是舒宗侨陆续编

著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

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合编），成

为日军侵略中国的铁证。

活跃在教学育人一线

1942 年，应陈望道先生之

邀，舒宗侨开始在重庆北碚复旦

大学新闻系任教，主讲《新闻编

辑》《新闻摄影》等课程。解放

后，舒宗侨在新闻系新设《外国

新闻事业》一课。与此同时，舒

宗侨在国内高校中首先建立新

闻摄影教研组及实验暗房，并担

任《世界新闻事业》季刊主编和

《新闻大学》编委。

一直到 1986 年退休前，舒

宗侨始终活跃在教学和育人一

线，不少学生成为中国新闻传媒

界的栋梁之材。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实习记者 姚舟怡

舒宗侨：烽烟中的记者，讲台上的名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