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湾校区日湖畔，一座欧式

风格的建筑庄重典雅，与湖面的

波光相映成辉。这是由香港恒

基兆业地产创始人、我校资深校

董李兆基捐建的“李兆基图书

馆”。

3 月 17 日傍晚，李兆基先生

溘然长逝，享年97岁。

李兆基图书馆的灯火依旧

长明，楼前铭刻捐建者姓名的铜

牌泛起一层薄雾般的光晕，为缔

造者写下无言的悼词。

情系复旦，捐助图书
馆、设立奖学金

李兆基一直将教育视为国

家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他的观

念里，教育是培养人才、推动社

会进步的关键。

2007年，李兆基受邀担任我

校第四届校董。同年，他设立

“李兆基奖学金”，资助港籍学子

赴复旦深造，为其提供国情考察

与学业辅导，助力青年融入内

地、厚植家国情怀。

2008 年 9 月 9 日，由李兆基

投资一亿捐建的“李兆基图书

馆”于复旦大学江湾校区落成。

这座融合欧式典雅与现代智慧

的图书馆，以“信息共享空间”理

念打破传统，为师生提供开放存

取的一站式服务以及优质的协

作学习环境，成为国内高校图书

馆标杆。“捐款给学校，受益不独

是学生本人，更可相传至下一

代，以至整个社会，是值得投资，

是很好的回报。”揭牌仪式上，李

兆基勉励复旦学子把握良机，努

力求学，成为杰出的中国新一

代。

“希望校园设施与学习环境

得到提升，及学术方面有飞跃猛

进，为国家培育更多人才”，他认

为教育是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

步的关键。如今的李兆基图书

馆藏图书约150万册，座位650余

席，早已成为新江湾校区重要的

文化地标。馆内丰富的藏书、数

字化服务及学术交流空间，滋养

了一代代复旦学子的求知热望。

“李兆基奖学金”奖励每年

被复旦录取的香港优秀学生，近

百学生受助于李兆基奖学金。

李兆基身体力行，积极促进沪港

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合作。他深

知，只有通过相互了解和沟通，

才能真正实现共同进步。“进入

复旦后，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

并了解我的祖国，更系统地学习

专业知识。”在校期间，“李兆基

奖学金”获奖者、临床医学院临

床医学（八年制）专业 2012 级学

生叶菁云积极参与国际医学交

流，也和不同医学院的同学们一

起举办医学学习活动。“要感谢

李先生。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

的机会。”

“四年的上海学习经历，让

我明白了李先生的初衷。”经济

学院2008级本科生黄月凤是“李

兆基奖学金”获奖者，毕业后她

选择留在上海工作。

李兆基曾多次携家人及员

工到访复旦，见证学校的成长与

进步。

他为复旦做出的卓越贡献，

得到师生的广泛赞誉。2007 年

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

审核，同意复旦授予李兆基名誉

博士学位。2008年2月29日，名

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江湾校

区举行，李兆基成为复旦历史上

第十位名誉博士。

授证仪式现场，李兆基发表

主题演讲，与现场 400 余名复旦

师生分享他的人生感悟和成功

之道，讲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并

表达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

当在场学生问及青年如何才能

创业成功时，李兆基表示，一定

要勤奋努力，刻苦耐劳，有毅力，

能忍耐，他呼吁青年珍惜中国崛

起机遇，“英雄有用武之时”。

2019年，李兆基升任为复旦

资深校董。在他任职期间，李兆

基家族与复旦的情谊不断加深。

2010年10月，李兆基先生再

次到访复旦，参观了中国历史地

理研究所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并与荣获李兆基奖学

金的香港学生进行交流。

2011年11月，李兆基出席在

香港举行的复旦大学第五届校

董就职典礼暨复旦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年会。

跨越两代的教育情缘

自2019年起，李兆基担任校

董事会资深校董。其家族与复

旦结下的深厚情谊，也随着长子

恒基兆业地产主席李家杰成为

校董事会校董得以延续。

2024年11月，李家杰捐赠设

立“复旦大学李家杰特聘教授”

项目，面向校内外选聘具有良好

师德师风和学术声誉、学术造诣

深厚、有突出的团队建设和组织

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助力复旦加

快建设世界一流师资队伍。

李家杰多次陪同父亲到访

复旦。以家族之名，李氏家族将

“重教兴学”的信念化作绵延薪

火，融入复旦校园文化，不仅为

师生提供优质资源，助力学校发

展，也让财富的价值在知识的传

承中得以升华。

两代港商以赤子之心架起

沪港之间的教育桥梁。这种跨

越代际的精神传承，见证了一个

家族对教育事业的恒久承诺，更

彰显了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情

怀。

2023 年 4 月，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裘新率团访问香港，专程拜

访了李家杰校董，高度评价李家

杰校董及其家族对复旦大学的

长期支持。

2024年9月12日，校长金力

在港为李家杰颁发第八届校董

聘书。

从江湾图书馆的拔地而起

到特聘教授项目的破茧成蝶，从

学科攻坚的紧要关头到人才培

育的关键节点，李氏两代人以雪

中送炭的敏锐、开渠引水的智

慧，将支持精准注入复旦发展的

脉动之中。

如今，江湾校区的书页依旧

翻动，日湖畔的灯火依然明亮。

斯人虽逝，星河长明。

实习记者丁超逸 祝天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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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园徽经过数版打磨、创新，

反复斟酌、讨论，设计集诸家之长，

兼具宽广包容、温暖亲和、清新雅

致之感。

来源：北苑园委会

传承两代复旦情 校园有座李兆基图书馆

小组讨论，线上面试，复习

背书……学生们需要可以出声

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想要

“开口”的同学们能去哪儿？

在四个校区里，搜索图书

馆、食堂、五大书院等空间借用

系统，统计得到满足条件的“有

声自习室”总数83个，通常以“静

音舱”“讨论室（研讨室）”“活动

室”命名，并在功能说明中明确

表示可以用作讨论或会议等。

找个地方“开口”

“求推荐：邯郸校区及学校

周边带充足的充电插座、满足两

人讨论及工作需求、无需预约、

营业时间到晚十一点左右、性价

比合适的咖啡馆/店。”这是国际

政治专业的李明懿在朋友圈发

的求助帖，起因是正在申报“卓

越杯”创新创业大赛的她和朋友

“灵光乍现”，想趁着想法热乎在

晚上交流讨论。除了小组讨论，

李明懿学习时也有出声的习惯，

“只有把整理的材料读出声才能

背下来”。

2020 级新闻学院李施馨绮

准备考研时，常常趁着晚上实习

下班而两个室友还没有回来的

个把小时在寝室里背书，等室友

们回来就不出声复习了，或者转

到宿舍楼道里去背。

所以同学们不仅需要能开

口、能出声，还需要在不被打扰

也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出声，所

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依旧有不

少同学在需要出声学习的时候

“寻寻觅觅”。

可以出声的空间

根据房间容量、配置设备的

不同，“有声自习室”大致可分为

单人自习类、多人讨论类和一室

多用类三种。多人讨论类房间

总体数量最多，占比次之的是教

学区内的单人自习类空间。作

为补充，也有少部分“一室多用”

类空间，它们并非专用于出声学

习活动，而同时作为咖啡吧或休

闲区。

除了“专用”有声自习室，校

园里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能够

出声学习的场所。比如食堂、宿舍

楼道等室内空间，又比如曦园、燕

园、文图后花园等户外“小天地”。

如何预约有声自习室

预约有声自习室，都需要经

过哪些步骤？

除极个别线下直接登记使

用的场所（东区17号楼105、本部

7 号楼 108），绝大多数校内有声

自习空间都采用线上预约，地点

位置各异的空间分属不同管理

系统，需要从各种网站、小程序、

公众号的端口进入。

据统计，邯郸校区 85%的有

声自习室在线上预约后需经审

核批准。相较而言，更方便预约

的空间在图书馆，除了匹配空闲

时间和预约人数之外不附加其

他条件。37%的有声自习室的借

用审批还需要本人所在院系或

团委的负责老师签字或盖章，这

些房间绝大多数是宿舍区内的

书院公共空间。

着急使用时面临需要提前提

交借用申请的问题。这决定了有

出声学习计划的同学要提前多久

准备，最快什么时候能约到。

单人自习类有声空间都可

以在当天或提前 1 天预约；多人

讨论类空间大部分要提前1-2天

提交申请。但最好比规定上的

最迟预约时间再提前两三天申

请。

文/龚涵孜 阮婷叶欣宇

四校区四校区8383个自习室能传个自习室能传““琅琅书声琅琅书声””
在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

到来之际，学校发布《复旦大学

绿色低碳公约》，向全校师生发

起节能节水倡议。

公约提出十项节能减碳日常

行动建议，倡导师生树立节能意识

牢固树立科学用能意识，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积极倡导、广泛监

督，勇当节能减排的践行者与引领

者。 来源：校绿色低碳工作组

《《复旦大学绿色低碳公约复旦大学绿色低碳公约》》发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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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北坡凌顶学术睿

谈”沙龙3月19日下午在江湾校

区图书馆举办，物理学系石磊教

授就“液体表面波系统中的物理

和潜在应用”主题进行报告分

享。

在报告中，石磊系统梳理了

其科研团队在液体表面波领域

的探索历程。在论及高水平科

研成果的培育与发表时，他强调

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实验

研究，“特色才是研究的灵魂”，

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学术特色是

突破同质化竞争的关键。针对

研究生群体的学术成长需求，他

进一步说明，有特色并不是空泛

地指做到最好，在前面是加定语

的，从“院系”最有特色一步步成

长为“上海市”乃至“全国”、“全

世界”最有特色，有特色的研究

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合作伙伴，

寻找更多可能。 来源：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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