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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系成立70周年暨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30周年发展论坛举行

立德树人七十载，格物明理新

华章。11月12日，复旦大学物理

学系成立70周年暨应用表面物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30周年发展

论坛在江湾校区物理楼举行。

校长金力、校党委常务副书记

周亚明、副校长徐雷、校长助理马

余刚出席本次论坛，论坛由物理学

系党委书记刘召伟主持。物理学

系在校师生、海内外系友、兄弟高

校院系领导代表等线上线下参会。

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新辉煌

金力向所有复旦物理人致以

热烈的祝贺，向关心支持复旦物理

学系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金力表示，复旦大学物理学

系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复旦众

多学科的基石，是学校新学科的

“超级孵化器”。应用表面物理国

家重点实验室与物理学系在科学

研究、人才引进等方面，紧密合作、

协同发展。70年来，复旦物理学系

始终秉承“立德树人”初心，作育国

家栋梁；复旦物理师资人才蓬勃发

展，国内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复

旦物理人潜心科学研究，成为我国

物理学研究高地。

新时代新征程，金力希望物

理学系继续传承育人为中心的办

学理念，坚持最优秀的教师担任

本科生教学的传统，发挥一流教

授在一流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

用，成为复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改革的“先行者”。持续增强人才

引育力度，进一步营造人才成长

发展的环境，完善一流人才队伍，

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成为国内

外物理学人才近悦远来的首选之

地。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已有的学科高原上崛起一座座

高峰，瞄准世界前沿领域，聚集力

量开展有组织的、原创性、引领性

科研攻关，为推进物理学科发展

作出更大的复旦贡献。

回顾历史沿革，介绍发展近况

物理学系系主任周磊回顾了

物理学系的系史沿革、先辈学者的

筚路蓝缕。在 70 年的发展历程

中，复旦物理学系是新学科的一个

“超级孵化器”，为复旦大学新兴学

科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七十

多年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秉承

“格物、致知、明理、通达”的理念，

以先进的育人理念、雄厚的师资力

量、和谐的管理氛围、优质的学术

成果等优势，被公认为“国内最强

的物理学科之一”。

十年来，物理学系创新发展，

人才培育成绩卓著，学科布局日益

均衡。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物理学

教育基地之一，复旦物理学系重视

人才培养，秉承谢希德先生的治学

理念，代代传承，形成“卓越教学，

育人至上”的复旦物理文化。近年

来，物理学系不断进行本科生、研

究生培养体系革新，打造多层次科

研实践平台，加强一流/精品课程

建设，教学成果突出，科研屡出硕

果。物理学系还开展一流社会服

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服务学术

共同体，学科发展国际化。

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沈健表示，依托于

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物理学系的大力支持下，

于1992年12月通过了国家验收并

正式对外开放。经过 30 年的发

展，实验室建成本领域国际领先的

前沿科研基地、人才培养基地，未

来将更好地应对国家重大需求。

物理学系多年来累计培养学

生近万名，很多人成为相关领域的

领军人物，有近30位系友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实验室与物理学系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目前也拥有研究人员70名，

在相关的前沿基础研究方面做出

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代表了中国表面科学的最高发展

水平，未来将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兄弟院校送祝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高原

宁表示，近年来，北大物理学院与

复旦物理学系的合作日益向纵深

推进，已实现了科研教学、人才培

养等全方位的合作。未来，双方将

协力开创中国物理研究与人才培

养的崭新篇章。

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段文

晖说，多年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保持良好

的互动和交流。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王伯

根表示，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与南

京大学物理学院情同手足，衷心

祝愿复旦物理学系在一流学科建

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也衷

心希望双方携手未来，共谋发展，

共创辉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执行院长陈宇翱说，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物理学院与复旦大学物理学

系的情谊历久绵长，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学生交流等方面进行了

长期深入多元的交流合作。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

院院长向导现场致辞表示，多年

来交大物理与天文学院和复旦物

理学系紧密联系。未来，双方将

始终并肩而行，共同为国家实现

科技强国梦想，贡献一流大学的

智慧和担当。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曹超教授

代为宣读了浙江大学物理学院院

长林海青的亲笔贺信。贺信中说，

多年来双方一直保持密切交流，合

作情谊深厚，衷心祝愿复旦物理学

系踏上新征程，书写新辉煌。

教师、学生代表发言

“70年来，复旦物理学系不仅

见证了大国的崛起，也记录了复旦

物理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深耕与

成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系

教师代表龚新高表示，70载的辛勤

耕耘换来桃李芬芳，物理学系培养

了近万名栋梁之材，为推进国家和

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

认为复旦物理学系最大的成就，就

是造就巨大、且令我们倍感自豪的

系友群体。”龚新高是改革开放以

来，直接以教授身份加入复旦物理

学系的第一人。20多年以来，他认

真履行教学科研服务三方面的教

授职责，兢兢业业，为复旦物理学

科的发展奉献热情，发挥光热。他

相信在前进的道路上，复旦物理人

一定会披荆斩棘、齐心协力、携手

共进，再创“第二个70年”复旦物

理人的辉煌。

2019级物理学系直博生王佳

俊出于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转专

业进入了物理学系。本科期间，受

益于基础学科拔尖计划，他参加过

多门荣誉课程，并从物理学系开放

的学术环境和资源打开了科学探

索的大门。研究生阶段，在攻坚克

难的科研道路上，日益感受到肩负

的责任。他将踏着物理学系前辈

们的脚印向前，也慢慢去迈出自己

的脚步。

系友代表发言

“我在物理学系建系第二年入

学，后来留校工作，到1988年的35

年时光里，一生与复旦密切相连。”

1953级系友、88岁高龄的王兆永

深情地说。他回顾了自身在复旦

物理学系的成长与发展，回忆了

1982年担任系主任后的育人探索，

衷心希望复旦物理人为国家科技

的创新突破、领先世界贡献力量。

1977级系友林民跃是改革开

放后复旦物理学系的首批学生。

他认为，在复旦的4年大学生活，

是他人生的重要时光。物理学是

理科当中非常基础的一门学科，讲

的是万物之理，让他受益无穷。大

学生活使人视野开阔，逐渐成长起

来，希望物理学系的学生们都能有

所收获，不断进步。

1984级系友任云华从一个普

通学生的视角，回顾母系的教书和

育人。有幸在80年代进入复旦物

理学系学习，母系不仅为学生们提

供了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无微不

至的生活照顾，也像一棵参天大树

为他们遮风挡雨。“无论身处何地，

毕业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

园，那就是复旦物理学系。”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是我学

术人生的启航之地，在这里我得

遇良师，获得了一流的本科教

育。”1985级系友张东辉说。他难

忘师长的卓越才识、高尚人格风

范，他的研究方向也缘于1986年

聆听的一场报告会。谢希德校长

为每位赴美攻读博士的同学都亲

自书写了推荐信，合影留念，张东

辉至今感念于心，成为后来选择

回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

时刻牢记自己的系友身份，勉励

自己潜心科研。

2005级系友殷海玮在复旦物

理学系攻读博士，毕业后的创业艰

难时期，他得到了导师资剑等老师

们的帮助，创业起步完全是在复旦

物理学系的开放包容而富有人文

关怀的环境中所滋养。他博士期

间研究微纳光子学，对于后来创业

所做的光谱仪、光谱技术来说，也

有着巨大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疫

情期间，殷海玮出资帮助了物理学

系退休教师，回报母系。

据悉，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成立

70周年暨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

实验室成立30周年不仅举办发展

论坛、系友报告会、学术报告会，还

推送多期系史展报、在线云合影

等，并在江湾校区物理楼进行系史

展览。 文 /胡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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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全国全面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11月5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

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理论旅行

与体系再造：外国新闻传播史学

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

次会议旨在推动外国新闻传播

史、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与新闻

传播教育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的

相互交流，发掘理论概念在历史

进程中的多样性，探寻学术话语

在不同文化和环境中的流变性，

考察拓宽外国新闻传播史路径的

诸多可能性，助力加快构建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来自国内

17所高校的52位学者嘉宾，通过

线下线上融合的方式参与大会。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

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国新闻史

学会麾下历史最久的二级专业学

会之一，外国新闻传播史专业委

员会一直是兼顾新闻与传播、研

究与教学、具有学理关怀和全球

视野的学术团体。当下正是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佳时期，

亦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阶段，

希望有关研究融合更多学科视

野，共同为推进建构自主知识体

系作出贡献。

为了更好分享对于外国新

闻传播研究的真知灼见，推动国

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贡献智慧，研

讨会还举办了“鉴往知来：中国

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学术史

与学科史”“理论旅行：中国外国

新闻传播史学界对国外理论的

接受、批判、改造与输出”“见微

知著：外国新闻传播史领域的最

新个案”“比较之维：各美其美与

美美与共，当代全球传播与跨文

化传播诸议题”“体系再造：思想

史、文化史、身体史、话语史、技

术史等视角的有益补充”等多个

分论坛。 来源：新闻学院

外国新闻传播史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秦 绍 德 教 授 主

编《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

报刊史料汇编》（全四册）10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根据 1909 年至 1937

年间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

驻地等进行的一年一度的

调 查 所 撰 写 的 报 告 翻 译 、

校勘而成。本书提供了反

映近代中国各地新闻事业

概 貌 的 珍 贵 史 料 ，对 中 国

新 闻 史 ，尤 其 是 地 方 新 闻

史 的 研 究 大 有 帮 助 ，对 中

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

亦有助益。

《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
料汇编》（全四册）
秦绍德 主编
许金生 副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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