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7 日，距离建校 120 周

年 20 天之际，校庆原创歌曲《风

起卿云》发布。

这首歌曲由 1978 级校友、

词作家张海宁作词，Echo 合唱

团 驻 团 作 曲 潘 行 紫 旻 作 曲 ，

2002 级校友、上海音乐家协会

合唱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洪川

担 任 音 乐 总 监 ，2004 级 复 旦

EMBA 校友优客李骥、2012 级

管 理 学 院 校 友 何 思 远 领 唱 ，

2022 级临床医学专业尤书元同

学担任钢琴演奏，复旦大学回

声（Echo）合唱团合唱。

在歌曲诞生的背后，有师

生校友关于热爱、传承与成长

的故事。他们用一首歌，表达

对母校的爱，也串起学子们在

复旦的成长记忆。

优客李骥：重回母校
唱响青春记忆

李骥，曾是“优客李林”的

一员。2004 年，他来到复旦管

理学院攻读EMBA项目。

“走进学校，第一感受就是

树木很多。”李骥回忆起初入复

旦时的情景，“建筑物可以新

盖、地可以扩建、围墙可以树

立，但是树木要成长到茂密，那

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一走进

复旦校园，他就感受到，“这是

一所有历史的学校”。

求学的日子里，老师们的

创新、积极，以及与同学们的交

流互动，让李骥记忆犹新。小

组学习模式、国际化师资队伍，

让他学到了丰富的管理知识，

他特别喜欢陆雄文、统计老师

郑祖康的课。“这些知识不管是

对管理企业，还是对创业都很

有帮助。”李骥说，“我还感受到

国际文化的脉动”。

接到《风起卿云》的录制邀

请，李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歌曲筹备和 MV 录制拍摄过程

并不轻松。虽然此前他在台湾

已经录制过一版，但他对音乐

有要求，到上海后又花了半天，

在专业录音棚再次录制。

由 于 李 骥 在 上 海 只 有 三

天，完成录音后，主创团队马不

停蹄地推进 MV 拍摄工作。部

分画面的录制在相辉堂前草坪

进行，李骥表示，这里承载了他

不少复旦记忆。“我们开学、毕

业都在相辉堂，从老校门走到

相 辉 堂 ，觉 得 好 像 穿 越 了 时

空。”在他眼中，复旦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承载着历史的厚

重，见证着文化的传承。

四面八方，只为同一首歌

洪川 2007 年从社会学专业

本科毕业后，又曾回到母校攻

读硕、博学位。这位与校庆音

乐缘分颇深的校友，曾参与 100

周年、110 周年校庆的歌曲录

制、创作，此次再度参与 120 周

年校庆《风起卿云》的制作。

洪川介绍，歌曲希望体现

当下时代背景，以及学校正在

推动的教育教学改革，以“强

收”结尾，整体昂扬奋进，更加

具有力量感。歌曲节奏明快，

运用较多切分、弱起等游移节

拍，打破平衡惯性，个性鲜明。

这是一首混声四部合唱作

品，制作时加入了弦乐队、吉

他、打击乐、管乐等，让音乐听

上去更有感染力。同时为方便

传唱，也有钢琴伴奏混声四部

版本乐谱，可供广大师生校友

组团演唱。

一曲《风起卿云》的诞生，

离不开众多师生校友的配合。

Echo 合唱团成员精心处理、认

真排练。2021 级物理学专业本

科生、现任 Echo 合唱团团长罗

超说：“唱这首歌时，需要多一

些青年人的活力，用更年轻一

点的声音。”

加此次录制的复旦大学回

声（Echo）合唱团成员，是各院

系爱好音乐的同学。拍摄 MV

当天，很多人上完早课赶来，在

化妆间，团员们还在抓紧时间

练习。

和李骥一起领唱的何思远

也是Echo合唱团的男高音，毕业

后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拍摄

当天，正逢周一工作日，他请了

半天假，清晨赶到学校。拍摄现

场，李骥、何思远等全情投入，一

遍又一遍配合导演要求，投入在

歌曲的演绎中。下午一点多录

制结束，何思远连盒饭也没来得

及吃就赶回单位上班。

大家满怀热忱，从四面八

方而来，只为这同一首歌。正

如歌词中所写：“愿青春不虚

度，愿信念不朽，携手共担当，

同赴光明晨曦。”

本报记者 叶 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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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校友共创校庆原创新歌《风起卿云》

在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复旦大学第十三届读书节

4月22日开幕，学校与上海图书

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下文简

称：上海图书馆）签署全面合作

协议。

校党委书记裘新、上海图书

馆党委书记杨春花见证签约。副

校长陈志敏，上海图书馆党委副

书记、馆长陈超代表双方签约。

复旦与上图渊源深厚，双方

将以这次全面合作为契机，构建

深度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优势

互补、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合

作局面，打造校馆合作新范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在图书馆际互借、人

才联合培养、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特藏建设与服务、馆员和管

理干部交流、阅读文化推广等方

面全面合作，共同开展项目研

究、建设研究平台，携手提升相

关领域学科建设和研究能力，助

力双方实现高质量发展。

阅读达人揭晓

读书节是复旦独特的文化

名片和响亮的阅读品牌，今年读

书节举办一系列活动以飨读者。

谁是复旦最爱读书的人？

读完谁感悟最深？良好的阅读

环境靠谁维护？图书馆将过去

一年师生阅读大数据汇聚榜单，

根据读者的借阅数量及参与图

书馆活动情况、旦旦书评撰写质

量、服务图书馆活动情况等，综

合评出2024年度阅读达人、2024

年度图书馆“阅读上海”优秀书

评人、2024年度图书馆优秀志愿

者。

“我喜欢读书，从图书馆借

阅纸本和电子书是主要阅读方

式”，到复旦读研的第一个学期，

微电子学院孔春明同学就“以朝

圣者的心态逛遍4个校区的图书

馆”，成为 2024 年度阅读达人。

得益于复旦一次最多可借100本

书、预约取书、新书荐购等服务，

身处张江，孔春明却自称“坐拥

书山”，在漫游书海中滋养精神

家园。

方便快捷的服务让肉身不

必“游荡于书架之间”，取而代之

的是点开图书馆主页“上架新书

通报”链接，一键直达前沿。孔

春明最常关注最近又多了什么

书，新书之多广，不由得让他感

叹“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种

找书方式，也让他接触了许多常

规路径下大概永远接触不到的

书：“如果将一座图书馆比作一

片百花从，那我就如同一只小蜜

蜂，这朵花尝尝，那朵花嗅嗅，累

了就歇歇，歇好了就继续飞舞。”

陈尚君谈学术起步

在“大家谈”环节，文科资深

教授陈尚君作题为《我的学术起

步》的讲座，与大家分享治学初

心，回溯四十年学术求索之路。

开场，陈尚君展示了一张照

片，显示他的《唐五代诗全编》。

这套 40 年学术长跑捧出的心血

之作，由50册书、1225卷、1800万

字构成。全套书垒起来可达1.74

米，可谓“著作等身”。

“我的起步是非常晚的。”回

顾自己的学术历程，陈尚君坦

言，自己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

初中一年级即因社会动荡中断

学业，辗转农场劳动多年，但始

终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求。

1977 年 3 月，陈尚君进入复

旦中文系读书，一年后以专业第

一名成为首批研究生，自此孜孜

不倦钻研唐宋文学。他师从 83

岁的朱东润先生，初窥中国传统

学术之堂奥，得到王运熙、陈允

吉等多位先生教益。陈尚君回

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滴趣事，引

起全场会心笑意。他说，这种师

承不仅体现在学问传授，更在于

治学精神的延续——朱东润先

生曾以“富贵气”勉励后学，强调

学术研究应超越物质局限，追求

精神境界的纯粹。

陈尚君的学术历程既是个

体生命与时代共振的缩影，也体

现了复旦人文学科“板凳甘坐十

年冷”的学术品格。

本报记者 汪祯仪

学校与上海图书馆在读书节上签约学校与上海图书馆在读书节上签约

“我喜欢用讲故事的方法写

历史”，作为复旦“民间校史”知

名的书写者，张国伟十几年来以

“读史老张”为笔名，不断观察、

搜集、思考与写作，其中一个重

要主题便是母校复旦。恰逢建

校 120 周年，继《相辉：一个人的

复旦叙事》《卿云：复旦人文历史

笔记》后，读史老张又一部新书

《复旦记》4月26日正式发布，“复

旦人文历史笔记三部曲”至此圆

满。

新作《复旦记》中，读史老

张在继续描写“远去的复旦”的

同时，开始着墨于“身边的复

旦”。新著不仅写历史人物，也

写身边师友。今年是历史学科

创办 100 周年，在《复旦记》第四

编“师友记”，读史老张特意写

下他所认识的不少历史系的人

和事。

据统计，《复旦记》提到的有

名有姓的人物有 536 位，多是普

通人。这也是读史老张一直以

来的创作理念，“把大人物写小，

把小人物写大”，因为“小人物也

能有大想法、大坚持，而大人物

也有鲜活、可爱的一面”。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 方东妮王双艺

““读史老张读史老张””发布发布《《复旦记复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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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旅”

各国文化风情展

4月29日中午在

光华楼东辅楼前

草坪开启。来自

亚 洲 、非 洲 、欧

洲、美洲近 30 个

国家展台前，中

外学生用美食、

游戏、音乐和舞

蹈带领师生环游

世界。

本报记者李怡洁

足不出校游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