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变迁谱写成长史诗
在 沧 桑 变 化 的 时 代 洪 流

中，复旦人的时代记忆并不仅
仅停驻在史料记载，还存在于
校园内外无声久伴的建筑中。
然而，一切新的景致都随着时
代浪潮现出向上向前的姿态。

一条条道路历经时代演化
和岁月洗礼；一幢幢建筑穿越
百廿风雨；一代代复旦人亲历
城区发展和校园变化。百廿复
旦的变迁是一所大学的成长史
诗，更是一部近代中国人文地

理的鲜活图鉴。复旦人的时代
记忆并不仅仅停驻在史料记
载，还存在于校园内外无声久
伴的建筑、曾经或正在发生于
我们身边的种种故事中。

1905 年 9 月 13 日，马相伯
校长领导新成立的复旦公学在
吴淞开学。后因遭逢战争，校
址搬迁至徐家汇李公祠。久受
校舍所有权困扰，1918 年，李
登辉校长乘淞沪铁路来到江湾
站，勘察地理形势，决定选址

江湾镇。此后在这片沃土上，
巍巍复旦得以弦歌不辍，赓续
百廿。

在如今的复旦校区方位示
意图上，邯郸校区、江湾校区、
枫林校区、张江校区，不断开辟
出广阔的新天地。

从吴淞江畔的简陋校舍到
旧江湾镇的学术殿堂，再到如
今 四 校 区 蓬 勃 向 上 ，未 来 已
来。

孙 冉（2023级中文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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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的梧桐叶落了又

生，相辉堂前的草地黄了又绿。

120年光阴流转，复旦的烛火始终

明亮耀眼——那是由一代代学人

悉心传递的光，在历史的暗夜中

倔强摇曳，于时代的浪潮里执着

燃烧。

马相伯先生倾尽家财在吴淞

江畔种下一粒教育救国种子。陈

望道老校长借如豆油灯译就《共产

党宣言》，照亮了民族寻找真理的

漫漫长路；抗战烽火中西迁北碚，

师生们仰望星空。这些故事里藏

着复旦最初的基因：以自由之思想

探寻真理，以卓越之学问滋养家

国。

今日走过校史馆，总忆起那些

泛黄的故事。老先生们反复提及：

学问当如深埋地底的竹根，耐得寂

寞，方见破土凌云的气象。他们用

毕生诠释着潜心治学的永恒价

值。这何尝不是复旦精神的隐

喻？

更多复旦人在书写薪火的当

代传承，是对复旦初心的庄严致

敬。所谓薪火相传，不过是前辈

转身成为提灯人，照亮后来者的

星辰大海。

百廿沧桑，复旦人始终相信：

真正的教育不是流水线上的精致

产品，而是点燃灵魂的火种。从

3108教室里升腾出的思想云霞，到

师门四代传承的显微镜载玻片；从

“复旦诗派”在1980年代唤醒的写

诗瘾，到今日学子在AI 大课上追

问“ 算 法 能 否 理 解 杜 甫 的 秋

兴”——这条绵延的精神长河，始

终激荡着自由而无用、卓越而有趣

的浪花。站在光华楼楼顶看问题，

一群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围着老先

生们在泛黄的纸页间追寻人类起

源，讨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转

身望向江湾校区，六大新成立的创

新学院里，青年科学家正用机器人

的舞蹈，实践着让科学回归好奇的

期许。

百廿辉煌，复旦科技创新的

基因图谱里，镌刻着跨越世纪的

突破印记。这些穿越时空的科技

坐标，连缀成一条从望道路延伸

向星辰大海的创新链条，见证着

复旦人用代码重构世界、以粒子

丈量文明的永恒求索。

站在复旦源的星空下，这所校

园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巍峨楼

宇或耀眼排名，而是“学好世界语，

做好中国人”的叮嘱，是三十年如

一日亮到深夜的研究室孤灯，是

“真正的学问，总带着几分不合时

宜的浪漫”的感慨，是在病榻上批

改论文的红色笔迹，这些微弱的、

固执的、日常的光点，终将汇成璀

璨星河——因为文明的火种，永远

在寂寞和平凡的坚守中传递。

百廿是新起点。相辉堂檐角

的风铃轻响，那簇自马相伯时代

点燃的烛火，用一个个大先生的

嘱托，照亮永远的求索之路。

孙燕华（学校机关老干部工作处）

旦复旦兮，母校明天更光华。

复旦学子都想回母校参加校

庆活动，重观青年时学习的地方，

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幸逢百廿纪

念，特撰文思忆我印象最深的几

次校庆。

1955年50周年校庆

1954年我考入复旦化学系，

第二年就遇上50周年校庆。那是

院系调整后的第三年，学校实力

大增，朝着“江南第一学府”的目标

挺进。报到的数日后，我就被校

长陈望道、党委书记杨西光任命

为本届280多名同学中的5名班干

部之一。任命公告以两张报纸大

的版面形式竖行书写，贴在国权

路大门入口处右侧的一排公告柜

内。标题为任命书，落款为校长、

书记签名。为什么在那么多同学

中选中我？我想肯定是中学送来

的评语较好，估计提到了我成功

将教会学校美华的学生转入公立

学校的履历。因此，1955年5月27

日，我获得登辉堂的入场券。

1956年51周年校庆

51周年校庆学术气氛浓郁。

庆典大会还是在登辉堂，和学校第

三次科学讨论会一起举办，我都参

加了。印象最深的是，当晚文艺晚

会由学生会负责，我在一个话剧节

目里扮演一位党委书记。

1985年80周年校庆

1985年初，复旦副校长邹剑

秋考察厦门，市政府指定我带邹

校长参观有关单位。邹校长邀请

我参加80周年校庆，说此次校庆

有技术合作的内容。

80周年校庆，我准时到母校

报到，报到处很热情地告诉我活

动期间学校安排副校长蔡祖泉陪

我，我听到后十分高兴，因为我早

就认识他。一位工作人员领我进

登辉堂，会场、讲台没有什么变化，

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小桌有我

的名牌。庆典会后，蔡祖泉带我

参观他的实验室和玻璃吹管工

厂，谈了不少双方合作的前景。

厦门几位参加南下服务团的

校友特意定制一对一米多高的浮

雕精致瓷花瓶，用老树根精雕细

刻的瓶座镌刻着“献给母校80周

年华诞”，我参加了献礼仪式。他

们1949年离校未获证书，这次母

校补发了毕业证书。

2005年100周年校庆

100周年校庆是大庆典，厦门

校友会2003年夏召开会员大会，

选定一对大石狮作为百年华诞献

礼。5月11日天刚亮，石狮到达复

旦西大门。

这对高2米多的石狮原希望

放在大门，但高校门口不能放石

狮，只好另找地点。大家很满意

奕住堂，前有开阔的大草坪，对面

是相辉堂，楼前门口有放石狮的

位置。但一丈量石狮太高了，和

建筑不协调。后来又到江湾校

区，几幢主楼前也都不合适。大

家感叹地说两个石狮打成一头大

象就好了。

7月下旬，我在鼓浪屿的家中

接到学校的邀请函，红色烫金字，

校长、党委书记签名，落款时间是

2005年7月21日。

学校决定把石狮放置在经济

学院大楼门前，9月18日上午举

行献狮仪式，还说石狮很合适叫

“献钱狮”。18日一早，我提前到

达现场，经院大门口挂上红色条

幅，上书“复旦大学厦门校友会百

年校庆献礼仪式”，已有不少志愿

者在工作，石狮也盖上了红绸布。

校领导在志愿者引导下为石狮点

狮眼，我在一旁陪点。

19日上午，我到相辉堂参加

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下午

到无锡参加复旦大学第九届世界

校友联谊会。22日回上海后，23

日 18:30 在新南华大酒店参加百

年华诞庆典酒会，20点到江湾校

区参加百年校庆大型交响乐焰火

晚会。

24 日 9:30，我到国权路正大

体育馆，坐在A区U1主席台右侧

会场，参加庆祝复旦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下午，我参加在化学

楼举办的54届班级活动。18:30，

光华楼前已经人山人海，舞台搭

在光华楼之间，一艘飞艇盘旋在

会场上空。到我们的节目时，广

播响起“老校友回来了”，大家都欢

呼起来。喇叭又响起“50年代来

了”，此时，我被通知在前面出场，

接着是60年代……有不少女学生

冲上舞台献花，我按要求在大舞

台走了一圈，抱了好几束鲜花。

晚会由上海电视台直播，亲友们

看到我在台上。

百年校庆活动，我从头到尾

都参加了，了了我的夙愿。

2015年110周年校庆

转眼 10 年过去，我已 80 多

岁，身体不如 10 年前那样康健。

但校庆到了，我回母校参加了所

有活动。

印象最深的是在光华楼前合

影时，有好几位年纪比我大的校

友还坐轮椅参加。这次活动中，

我又见到了好几位老朋友。

2025年120周年纪念

2024年，我就动员子女，2025

年5月要陪我回校参加120周年纪

念活动，但子女都不支持91岁、患

有腰突靠轮椅出行的我外出，建

议就地参加厦门校友会组织的活

动。厦门校友会在2月16日组织

了一次 120 周年校庆倒计时 100

天暨迎新春活动，校友共叙复旦

情缘，我被邀请参加。

洪声文（1954级校友）

我经历的六次校庆活动

光影书画

百廿光阴流转 百廿风华是什么

是无数人接续的征程 也是几代人的青春总和 实习记者 廖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