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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下午，复旦体育科技人文创新论坛暨第二

届复旦大学体育文化节闭幕活动在复旦大学谢希德报

告厅举行。活动前举行的复旦-姚基金-南加州大学代

表团三方交流分享会上，姚明首先介绍了姚基金，之后

深情回顾体育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影响。

“如果没有篮球，我会走什么样的路？”15岁那年，

姚明首次离家去外地，前往西部一座城市参加全国比

赛。尽管挤了一整夜的绿皮火车，住宿条件也十分简

陋，但这段经历让他兴奋不已。回到上海那晚，他拉着

父母滔滔不绝地分享路上的见闻，直到凌晨三四点仍意

犹未尽。

“那次我觉得自己的世界打开了，后来我出国打比

赛又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

姚明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体育为更多孩子创造

接触世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志愿者去乡村提供服务非常辛苦”。听完复旦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介绍，姚明谈起自己十年前在偏远乡

村的经历。“我当时只做了两周志愿服务，但足以让我意

识到它的不易。而姚基金每年派出的大学生志愿者支

教的时间要比我长的多”。

“让平凡伟大”是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时设立的

口号。在创建姚基金后，他继续坚持“以体育人”的理

念，努力为乡村地区的孩子创造站上更大舞台的机会。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就所谓的‘伟大’，但所有的伟大

一定来自于每一个平凡的角落”，他目光坚定地对在场

师生说道。

复旦体育科技人文创新论坛上，中美师生共话校园

体育发展与科技赋能。“复旦体育，加油！”活动结束时的

齐声呐喊，让友谊的种子发芽。

本报记者李怡洁 章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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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第十一期“浦江科

学大师讲坛”在复旦大学相辉堂

举行，88岁高龄的国际著名法庭

科学鉴识专家、美国纽黑文大学

终身教授李昌钰应邀专程从美

国来沪，与上海市高校及中学师

生代表面对面畅谈“人生逻辑与

刑侦科学”。

从事刑侦工作 65 年、经手

8000 多件案子的李昌钰觉得自

己始终是一名科学家，“只是用

科学讲话、用证据讲话，有多少

证据就讲多少话。”

一生该怎样去选择与生活

呢？李昌钰给出好几个关键词：

Purpose，Passion，Hard Work，

Knowledge，Persist and Believe

（注：目标，热情，勤勉，知识，坚持

和相信）。“有了Purpose，就会有

Passion”，在李昌钰看来，有梦想与

目标的人，生活态度自然会积极进

取，做事的动力也就源源不断。

从曾经的台北警校少年到

全球公认的现代法庭科学奠基

人，如今在刑侦界，无人不晓李

昌钰。他首开以科学证据将嫌

犯定罪的先河，把 DNA 鉴定技

术引进案件侦破工作中、深陷政

治漩涡中仍坚持让证据说话，获

得过国际鉴识学会终身荣誉奖、

美国司法基金会最高司法荣誉

奖、世界杰出华人奖、中国政府

友谊奖等800多个荣誉奖项。

他寄语年轻学子：“自媒体

时代，虚假新闻、网络暴力现象

普遍，鉴识人员会面临更大压

力。如果你们决定以后从事这

一行，就要想得开，坚守原则，做

好准备。”

与此同时，学科本身也在经

历另一深刻变革。谈及未来，李

昌钰第一个想到的是DNA技术

的突破：他设想有朝一日，DNA

分析能与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

特征全面融合，为破案提供前所

未有的精确线索。

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电

脑、手机等通讯设备也可能成为

现场，刑侦破案中所采用的技术

也在快速迭代。比如李昌钰早

期处理案件时曾使用血迹拉线

法重建犯罪现场，如今，3D 建

模、激光扫描等技术也逐渐取代

了这一方法。

讲座尾声，复旦大学法医学

与法庭科学学院揭牌成立。金

力为李昌钰颁发复旦大学名誉

教授证书。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最早设

立法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长期

致力于服务国家法治建设和公

共安全事业，近年来紧扣平安中

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部

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法庭

科学领域持续深化布局。去年1

月，复旦大学设立法庭科学研究

院实体运行科研机构，围绕医理

工文交叉融合，积极探索服务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创新路径，

一年多来已取得明显成效。今

年5月，复旦大学批准成立了法

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这是复旦

推进法医学一级学科发展和新

医科建设的重要跨越，更是服务

国家战略、推进法治进步的重要

举措。

学院将依托复旦大学深厚

的学术底蕴与跨学科优势，聚焦

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

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全球视

野、创新能力与团队精神的高层

次、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建

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法

医学与法庭科学创新高地，在推

进国家法治现代化和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的征程中贡献更多的

复旦智慧和复旦力量。李昌钰

作为国际法庭科学界享有盛誉

的专家，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全球

法庭科学的发展，在受聘为复旦

大学名誉教授后，未来也将为学

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宝贵支持

和重要助力。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 方东妮葛近文

神探李昌钰受聘教授

5 月 27 日，复旦大学建校

120周年当天，16位80岁左右的

老人从天南海北齐聚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共同为母校庆祝百廿

华诞，他们是复旦大学1965级经

济学系校友，今年也是他们入校

的第60个年头。这场时隔10年

的同窗聚会唤起了青葱岁月的

回响，更让他们见证了复旦的欣

喜变化。

曾经在班级里担任团小组

长的王国金是本次“甲子同窗

情”校友返校聚会活动的发起

人。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在复

旦大学建校 100 周年和 110 周年

之际，这批经济学院的老校友

们也曾相聚。然而，上两次相

聚因种种原因十分匆忙，于是

他们共同商定了一个“十年之

约”——待母校 120 周年华诞之

时，再度相聚。

王国金和薛华良记得，五月

份刚在微信群里发出邀请时，一

开始只有 4 位上海本地同学响

应了。在时任 1965 级经济学系

班长洪生雄的号召下，越来越多

的外地同学克服重重困难，决定

参加。

“咱们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

了，这种机会不太多，我在群里

说，可能不会有再见的机会。大

家起先是悄无声息的，后来踊跃

起来，一个一个都冒出来了。”洪

生雄说，“我对复旦和老同学怀

有深厚的感情，终身不忘！”最

终，16位老校友得以如期相聚。

“大概我们这批人里面我是

路途最远的，也可谓‘远道而

来’，这说明我的腿还是合格的，

脑子也还是合格的。”他打趣

道。他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印尼

华侨，这次专程从福州赶来。

除了班长有力号召，王国金还

提到，经济学院也对本次校友返校

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希望重温

60年前在复旦食堂吃的饭、参观原

本经济学系的老楼和学生宿舍，学

院都充分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现年79岁的刁德霖作为曾经

复旦大学广播台播音员和话剧团

演员，在这次聚会中再次登台，为

在场校友朗诵了老同学创作的诗

歌。“这几年每年都要掉一颗牙，

牙一掉就漏风，漏风念出来就不

标准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

不要用当年在话剧团的标准来要

求啦。”他笑着打趣道。

但站在台上的他精神矍铄，

声音仍旧温和而有力，把老同学

所作的诗篇一一朗读，一个个熟

悉的地标将回忆唤起：“光华楼

畔，同窗相逢。七号楼前，旧居

留影。学生食堂，忆品午餐。百

廿校庆，辉煌复旦。喜看经院，

涌动人才。当年才俊，已是耄

耋。展望新楼，荣耀倍添。”

“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和同学

们一起多回来，跟大家一起看看

复旦的变化和做出的成绩。”王国

金寄语新一代复旦学子，“现在的

你们，前途一定会比我们更辉

煌！” 实习记者蒋子怡杨馨蕊

60 年前入校 今日再聚首
本报讯 教育创新如何赋

能人才培养的范式突破？产学

研协同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技

术革命？5 月 27 日，大学与可

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复旦举行，

数十位国际知名大学校长及专

家围绕“构建全球高等教育共

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

进行深入探讨。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会上

致辞。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香

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奥地利

欧亚-太平洋大学联盟主席约瑟

夫·斯特罗布尔、香港中文大学

常务副校长潘伟贤、格罗宁根大

学副校长彼得·费尔霍夫、京都

大学副校长河野泰之、香港中文

大学协理副校长陈新安、澳门科

技大学协理副校长朱依谆等参

与研讨。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

敏担任研讨会主持。

本报记者 汪蒙琪

大学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中欧建交50周年、复

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5月26

日下午，复旦大学与德国—意大利

欧洲对话中心、意大利特雷卡尼百

科全书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

员会主任裘新，德意欧洲对话中

心秘书长克里斯蒂安·特兰尼

洛、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书研

究院总干事马西莫·布雷先生分

别代表三方签约。其中特雷卡

尼研究院由其管理领域主任玛

尔塔·列奥罗瑞代表出席见证。

据合作备忘录，三方将在科研与

文化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复旦

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将作

为复旦主要执行单位推进工作。

本报记者李怡洁

复旦与德意欧洲对话中心、
特雷卡尼研究院签约

名人在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