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傅 萱 72025.2.23 星期日
校园文化
复旦

1983 年 1 月，谢希德先生出

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第

一位大学女校长。她对学生们

唯一的要求，就是报效祖国，出

去要带着知识回来。

42 年后的 1 月，一座崭新的

谢希德雕像在她的故乡福建石

狮揭幕。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许征，谢希德之子、曹惟正先生

等出席雕像捐建落成揭幕仪式。

这不是谢希德先生在国内

的唯一雕塑，在复旦，在上海福

寿园，在她的母校厦门大学，人

们塑像立碑，纪念她。

石狮谢先生雕像：
五年筹划，匠心独运

石狮钟秀。山水环抱间，雕

像缓缓揭幕，谢希德先生沉静如

水的面庞露出。花岗岩坚韧沉

稳，定格时光，让科学巨匠风采

驻留人间。

这座纪念雕像的筹划始于

五年前，由当地商会提议，历经

多方讨论与调整，最终落成。“雕

像 的 创 意 和 制 作 过 程 充 满 曲

折”，曹惟正回忆，“最终选了谢

希德坐在椅子上、手捧《半导体

物理学》一书的形象，突出她作

为 教 育 家 和 科 学 家 的 双 重 身

份。”

这一原型来自谢先生的一

个经典形象，那是1992年记者采

访时，谢希德在家中书架前站立

拍摄的一张照片。画面中谢希

德身着红色上装，一手拿眼镜，

一手捧起书本，面向镜头微笑，

成为许多人心中谢先生的经典

形象。

雕像身后的那把椅子匠心

独运，以谢希德办公室和家中的

椅子为原型。担任复旦大学校

长期间，谢希德就坐在这把椅子

上，用打字机一字一句为学生敲

出国推荐信。据不完全统计，先

生平均 3 天就要写一封。“送学

生出去，让知识回来。”谢希德送

出去的学生不少都在留学期满

后回到祖国，成为学术界的中坚

力量。担任校长的岁月里，她用

独特的魅力将复旦大学推向世

界。

雕像中的谢先生，不仅精气

神“神还原”，许多真实细节也得

到很好还原。最初版本的坐像

设计为穿裙双腿并拢，但其实先

生单腿“因疾病不能弯曲”，为打

磨这些小细节，曹惟正向塑像大

师提供了许多母亲坐着时的照

片，工作室几易其稿。

雕像将人物与山石融为一

体，象征着谢先生在科学领域的

厚实基础，象征着她勇于攀登科

学高峰的精神。

雕像坐落的石狮学府公园，

毗邻几所学校，书香气息浓郁。

地点与谢希德一生求学、执教的

经历契合。“从厦门大学到美国

大学深造，再到复旦任教，她的

一 生 都 与 学 术 和 教 育 紧 密 相

连。将雕像安放在学府公园，不

仅是纪念，更是一种传承。”

上海、福建谢先生雕像：
风格不同，精神相通

这并非谢希德的第一座雕

像。复旦校园美国研究中心庭

院中有谢希德半身像，厦门大学

物理学院也曾为她塑像，上海福

寿园则有谢希德与丈夫曹天钦

的雕像。

这些纪念雕塑记录了谢希

德的不同人生瞬间，也体现了人

们以不同形式对这位杰出科学

家和教育家的缅怀。

复旦大学校内的谢希德半

身像是最早的纪念雕塑之一，于

谢希德逝世一周年，也就是2001

年揭幕。

雕像位于复旦美国研究中

心内的小花园中央，以她生前的

官方肖像为蓝本。中心还设有

谢希德演讲厅，举办各种学术活

动和进行国际交流。

1956年秋，为了实现国家12

年科学发展规划，在物理学家黄

昆、谢希德倡导和主持下，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

大学、吉林大学等 5 所大学的物

理系的师生共同创办五校联合

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在此期间，

谢希德和黄昆合著《半导体物

理》一书，填补我国半导体教学

与研究的空白，为新中国培养一

大批半导体科技骨干人才做出

贡献。

1984 年里根总统访华曾来

访复旦大学，谢希德主持接待并

赠送礼品。次年，谢希德建立全

国首个美国研究中心。

这座雕像不仅纪念谢先生

对中国半导体事业发展做出的

贡献，也纪念她为提高中国大学

在世界的影响力、推动中美政治

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厦门大学的雕像定格了谢

希德教书育人的形象，背后等身

的著作书籍展示了她作为学术

引领者的智慧。

2011年，谢希德母校厦门大

学90周年校庆之际，为纪念杰出

校友，厦门大学上海校友会捐赠

雕像。这座身高两米的院士铜

像现坐落厦门大学海韵园中的

山坡上，铜像下方的铭文简明扼

要地概括了谢希德生平。

谢希德先生不仅学术造诣

深厚，而且对母校恩情念念不

忘。1985年，她发起创办上海厦

大校友会，关心、支持母校的发

展。

福寿园雕塑：
写下伉俪情深

上海福寿园内，坐落着谢希

德与丈夫曹天钦雕像。这对院

士伉俪青梅竹马，相识携手一

生，在学术领域互为支撑，成为

科学界的佳话。他们在同日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成为中科院

院士，又一同立下遗体捐献遗

嘱。

曹天钦曾对谢希德说，“希

望你做一个模范的人民教师”，

谢希德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荣誉无数，著作等身，谢希

德却说：“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是

拥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美满温

馨的家庭。”曹天钦谢希德夫妇

伉俪情深，携手相伴大半个世

纪，共同书写科教报国的人生。

从复旦到厦大，从上海到石

狮，这些雕像共同构成谢希德科

学与教育生涯的立体画卷。

这不仅是对谢希德先生个

人的纪念，也是对科学界和教育

界的致敬，激励年轻一代追求卓

越，传承科学探索精神和教育奉

献精神。

本报记者汪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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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旦到石狮，群雕再现谢希德的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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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书院· 复旦管院店开业
朵云书院首次“登陆”校园。15000+藏书2000+文创好物

1200+平米文化空间为开放、多元的管院政立院区增添了一抹

思想与诗意的色彩。 来源：管理学院

■谢希德新雕像揭幕在石狮揭幕（小图为原型）

■ 校内的谢希德半身像

■ 谢希德与丈夫曹天钦雕像

我校《国际医疗扬帆远航

——上海国际医疗品牌推广》

《数智时代上海民间书信的国

际叙事重构》《Dr Yan: A Pioneer

（先驱者颜福庆）海外纪念展》

等 3 个项目入选 2024 年度上海

市“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项目；

《“体验上海· 行知中国”中美青

少年联谊活动》《青年全球治理

创新设计大赛》《在上海遇见你

故乡的建筑》等 3 个项目分获上

海市“银鸽奖”最佳奖和优胜

奖。

开展《国际医疗扬帆远航

——上海国际医疗品牌推广》

项目的附属华山医院是我国最

早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医疗机

构之一，牵头编制全国首部《国

际医疗服务规范》地方标准，连

续 16 年成功主办国际医疗相关

学术会议。

《数智时代上海民间书信

的国际叙事重构》项目以复旦

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跨越半个多

世 纪 的 上 海 民 间 书 信 资 料 、

2018 年牵头成立的“当代中国

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国际联

盟”为基础，构建数字人文研究

平台。

2024 年是颜福庆教授前往

南非担任华工矿医的 120 周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解放日

报社将《Dr Yan: A Pioneer（先驱

者颜福庆）海外纪念展》海外巡

展的首站选定南非，在约翰内

斯堡阿德勒博物馆举办的该展

共计展出颜福庆先生生前相关

珍藏档案与物件40余件（组）。

获得 2024 年度上海市“银

鸽奖”最佳奖的《“体验上海· 行

知中国”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

是复旦大学、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承办的“体验上海· 知行中

国”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为深

化中美民间友谊注入了新的动

力。

获得优胜奖的《青年全球

治理创新设计大赛》由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策

划设计，长期由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学生自主运营，致

力于面向全球青年征集全球治

理领域的智慧与创意。累计已

有来自 103 个国家和地区、331

所大学和机构的 2904 名选手参

加，提交治理方案接近1000 份。

《在上海遇见你故乡的建

筑》活动由上海中华文化学院、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市虹口海外联谊会共同主

办，来自 20 个国家的 28 名复旦

大 学 留 学 生 走 进 上 海 市 武 康

路、思南路、多伦路，探访武康

大楼、巴金故居、孙中山故居、

思南公馆、鸿德堂、永安里等历

史建筑，在行走中深入了解上

海历史街区和北外滩的历史变

迁与文化特色。

文/步 凡

多项目入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项目及银鸽奖多项目入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项目及银鸽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三种图书

入选刚刚揭晓的 2024“上海好

书”榜单，分别是《欧洲妇女解放

史》《科学驱动的全面健康时代》

《计算机教授白话人工智能》。

“上海好书”100 种由上海市出

版协会、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

会、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联

合发布，分为主题出版类、人文

社科类、文学艺术类、少儿读物

类、科普生活类。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版著作入选上海好书复旦版著作入选上海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