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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司南协会，展开一张校园文化“活地图”
三月中旬校园全面开放，游

客数量逐渐增加。如何引导游

客合理、有序地参观校园，成为

师生颇为关注的问题，司南协会

的诞生正是复旦学生自发做出

的回应。“司南”不仅仅是物理空

间意义上的导航，更是指引着每

一位复旦人的精神故乡。

复旦的每座建筑背后都有

一段属于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

复旦人在此产生的互动与故事，

也将慢慢成为复旦独特的历史

记忆。在这个以“复旦”为名的

场域内，人、事、物通过深厚的人

文底蕴连接，自然地融为一体。

而向公众讲述出不同复旦人、复

旦建筑故事背后共同的复旦情

结，正是司南协会的志愿者们正

在做的事情。

今年五一假期，校园里人流

量空前庞大。人群中间有显眼

的一抹蓝，那是专属于复旦的文

化导览——复旦司南协会的志

愿者们。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复旦人来讲述复旦

开放后的校园人流如织。

然而，游客们或多或少和师生的

生活空间有微妙的冲突；同时，

尽管各种非官方的“游学团”层

出不穷，游客们依然缺乏一个全

面认识复旦的渠道。因此，四月

中旬，校学生会的骨干成员、笃

行计划和主持人队的同学们萌

生了组建以官方社团为载体的

校园导览队的想法，并迅速付诸

实践，一个以“复旦人讲述复旦

为宗旨”的社团“司南协会”应运

而生。

这是全校范围内的一个包

含导览活动的学生组织。“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也要应对最大的

挑战。

第 一 重 挑 战 是 路 线 的 确

定。司南协会想做的，不仅仅是

校园的地理地图，更是承载着复

旦精神的文化地图：路线设计需

要充分覆盖具有历史渊源、地标

性的地点，比如校史馆和纪念广

场；还要结合当下的学科建设和

学生活动，实现历史和当下两个

角度的结合。更重要的是，要避

开教学楼和宿舍区域，也要契合

游客们的需求和队员体力的客

观条件，不能使游览时间过长。

第一条导览路线落地：从光

华楼，到相辉堂、毛主席像等历

史建筑，再到相草、光草，既满足

了游客们的期待，也完美实现了

线路的闭合。

第 二 重 挑 战 是 讲 稿 的 生

成。骨干成员们先确定了中文

版初稿，接下来，核心成员在线

下培训时集思广益，进行删改。

比如相伯路这一段，增加了对沿

路的生物楼和物理楼的讲解：

“左手边的立人生物楼，是生命

科学院办公、实验与研究所在

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由

谈家桢教授创立于1986年，是我

国最早的在大学中成立的生命

科学学院，现在是国家生物学基

础科研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也

是国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

才培养基地。”在讲述学科故事

的同时，也突出了新学科建设，

展示出复旦全面发展的“卓越”

新气象。

第三重挑战是志愿者的招

募与培训。热情和良好的沟通

能力是最重要的两个要求，志愿

者们还需要熟悉基本的讲稿、能

积极应对游客们的小问题。此

外，协会还要求他们将内容个体

化、亲近化，将校园风光与自身

实际经历结合。通过个性化的

调整，不同轮次的讲解中会包含

每个同学独特的感受。这些要

求，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的培训

和练习。

每个志愿者上岗前至少要

经历两次培训。2021 级临床医

学八年制专业本科志愿者董洁

仪说：“实地培训给我们的设想

赋予了真实感和落地感，把抽象

的东西具体化，保证了导览质

量。”

“迎来第一次大考验”
五一，亮相复旦

五一期间，如果从国顺路门

进入复旦，就会看到一个小摊子

和一群蓝马甲的志愿者在吆喝，

神情中洋溢着热情与激动——

那就是司南协会的同学们首次

亮相。

结果是超乎寻常的顺利和

热门。五分钟一班、每班 30-40

人次的频率已经很高，却几乎每

一场次都能达到设定的最大规

模。司南协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2021 级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施

懿说：“我们不仅收到很多游客

的反馈，也有很多志愿者因为在

某次导览中收到了正向反馈，更

加希望到参与到后面的活动，主

动要求加班。”这五天校内游客

络绎不绝，校园、社会和学生三

者间，通过司南协会这一纽带渐

趋形成条理化的和谐。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

生志愿者邓璇回忆：“一开始大

家都既期待又紧张，担忧活动的

效果，也担忧自己能否很好承担

这个重要的任务。”但是在好天

气加持下，只要一吆喝，就有很

多人跟着志愿者走。最让志愿

者们有成就感的是，很多游客会

和他们产生一些暖心的小互动，

比如夸一下志愿者，或者问一下

志愿者的一些情况，甚至会和他

们的孩子说“来学习这位复旦的

这位哥哥/姐姐”，令志愿者们颇

有成就感。

很感动志愿者的一件事是：

有一天，太阳特别晒，志愿者又

必须穿着马甲一直走，很快就汗

流浃背。此时，队伍里有个小朋

友主动为志愿者打起遮阳伞，在

整个过程中他都坚持举着。如

此种种，无数微小细节展露出来

的善意，最能帮助志愿者们直观

体会到志愿活动中产生的价值

感和内生动力。

每次导览结束后，随着志愿

者的鞠躬，游客们总不吝报以热

烈的掌声，这样的喝彩，无疑是

对志愿者们工作极大的肯定和

激励。

志愿者们还意外地获得同

学认可，即使是对同学们，导览

依然能够带来更新、更全面的视

角。

“运用好丰富的精神资源”
沪滨屹立东南冠

119岁的复旦有太多令人着

迷的故事，如何运用好这丰富的

精神资源？司南协会想要从这

一代新复旦人自己的故事中，从

地理校园的角度交出答案。

司南协会的核心目标是，以

学生自主的方式进行游客管理，

系统地讲述复旦的历史底蕴、学

科建设、校园生活以及新时代的

定位，实现学校、学生、社会三者

融汇贯通。2022级工程与应用技

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志愿者李由

提到，导览词中有“1919年5月6

日，当时的国文部主任邵力子在

复旦敲响了上海的‘五四第一钟

’。他于凌晨赶回复旦，敲钟集合

同学，报告北京发生的事件，号召

复旦同学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举

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正是从复旦走出的。”在五四那天

的讲解中，李由有打破时间壁之

感，直接领略到复旦先辈们的五

四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传承。

整个导览过程实现了几代

复旦人精神情感上的统一。志

愿者们说，老校友会和队员们交

流记忆中的复旦，虽然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复旦人的认

同没有变。而小朋友或中学生

这些“准复旦人”们总是问：这个

雕塑背后有什么含义？那条马

路 的 命 名 又 有 什 么 样 的 缘

由？……复旦精神就这样进行

着传承。

司南协会致力于回溯历史，

展示现在，展望未来。校史中丰

富的精神文化涵养了一代代复

旦人，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独特齐

一的复旦气质：卓越、有趣与使

命感。不过所司之南是过去，是

现在，亦是未来。

对所有社会公众，司南协会

展示了一种开放的新渠道。他

们可以通过志愿者规范、生动的

讲解，了解到复旦厚重的历史、

鲜活的当下和无限的可能，在三

者的交织间体会到代代相传的

复旦精神：“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

这，不仅是一个新复旦故事

的开端，更代表着一代代复旦人

将在司南协会，讲述独特亦源远

流长的复旦故事......

文/蔡欣阳 刘语童罗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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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传承理想

学生弦乐团5月26日在相辉堂北堂举办音乐会，将我们曾走

过的路娓娓道来，庆祝复旦大学119岁生日。

来源：艺术教育中心

“新水墨试验的审美取向和

艺术特征”艺术沙龙 5月22日举

办，特聘书院导师马新海带领大

家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泼墨艺

术的创新之旅。

水墨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成

于五代，盛于宋元，自唐代王洽

始，便有水墨相融、自由泼洒的

创作方式。这一艺术形式历经

千年演变，不断吸收传统精华、

融入时代元素，最终孕育出今天

独具特色的新水墨试验，丰富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

性。 来源：学工部

特聘书院导师讲新水墨试验特聘书院导师讲新水墨试验

“博学——复旦书画双年展”

5月27日—6月30日在邯郸校区

光华楼三楼围廊展出，这场“博学、

笃志、切问、近思”系列艺术展的首

展，是以校史为范围的第一次整体

回顾展。

展览由复旦大学书画篆刻

研究会和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

书画社（俱乐部）主办，参展人

员 90 多人，180 多件作品，重点

介绍王蘧常、潘良桢、王培南、

陈翔 4 位书画家。期间全天开

放，无需预约。

来源：校工会

““博学博学””书画双年展回顾校史书画双年展回顾校史 为庆祝建校119周年，“陈志

宏书画展”于5月23日起在江湾

校区廖凯原法学楼一楼大厅展

出。校党委副书记钱海红，上海

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海派书

画家陈志宏出席开幕式。

陈志宏专门书写了校训书

法作品及其他书画作品20多幅，

捐赠给学校。 文/晁华荣

陈志宏书画展开幕陈志宏书画展开幕

建校119周年校庆系列音乐

会暨《声乐(美声唱法)》&《合唱与

指挥》美育课程汇报演出5月25日

举行。上海轻音乐团和书院LU-

MOS合唱团同台演出，涵盖美声、

民族、通俗等多种唱法, 汇集传统

名曲与原创曲目。 来源：学工部

校庆音乐会开放演出校庆音乐会开放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