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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医泽——复旦上医院士精神展”开展

本报讯 五年前，在“䇹政基

金”设立二十周年之际，为感念李

政道先生对复旦的关怀与指引，

复旦师生自发组织编纂一本画

册，回顾李先生与复旦之间的往

事。今年 6 月，《李政道与复旦》

画册正式出版，作为复旦献给李

政道先生、献给“䇹政基金”25周

年的礼物。

11 月 17 日，《李政道与复

旦》画册座谈会在复旦举行。李

政道先生代表、中国高等科学技

术中心研究员王垂林，中国科学

院院士、副校长马余刚，编委会主

编、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原副校长

孙莱祥致辞。李政道先生长子、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教授李中清，物理学系教授、原

副校长周鲁卫，中国科学院院士、

物理学系教授陶瑞宝，中国科学

院院士、物理学系教授孙鑫，以及

编委会、历任䇹政学者、望道学

者、物理学系代表出席座谈会。

1982年3月18日，李政道先

生被复旦聘为名誉教授，苏步青

老校长为其颁发聘书和校徽。在

致辞时，李政道先生说：“复旦，从

今以后为我母校。”

1998年，李政道教授出资设

立了以他与已故夫人秦惠䇹的

名字共同命名的“䇹政中国大学

生 见 习 进 修 基 金 ”（“䇹政 基

金”），旨在支持有志科研的优秀

本科学生，帮助他们了解并获得

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训练和经

验。自此，复旦开始本科生的学

术研究计划项目。这是国内第

一个在本科生中以“一个导师带

一个学生”为模式的科研计划项

目，不少优秀本科生在学术前沿

领域崭露头角。

2018 年，编委会顾问、已故

复旦原校长杨福家和孙莱祥提议

编辑一册影集，借助现代科技，可

以看到李政道先生不同时期在复

旦留下的身影，让广大未能亲睹

李政道先生风采的读者，借此影

集领略大师风范。

利用暑假，教务处遍访校史

馆、档案馆、物理学系，多方搜寻，

收集到百余张定格珍贵瞬间的照

片，它们展现了李政道先生与复

旦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也

定格了复旦的发展历程。

2019 年 2 月 ，受 编 委 会 委

托，王垂林将画册清样带到美国

请李先生审阅。“先生一页页看

得很仔细，并说这些照片激起了

他很多回忆，照片中很多都是他

的老朋友。”

在为画册正式题词前，李政

道先生在白纸上草写了很多遍，

练习了很长时间，才一笔一划在

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䇹政精神，

旦复旦兮”八个字。

李政道先生给编委会写信

说：“我与复旦有着多年的来往与

深厚友谊，过往种种，经编委会费

心，都呈现于本画册中。”

本报记者 赵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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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院士不是学术生命

的终结，而是更重要的终身使

命的开始，生命不止，奉献不

停。”11 月 15 日，“枫林医泽——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士精神

展”开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

在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中这样阐

释院士精神。

“更高更远更忠诚为国为民”

闻玉梅说：“工作成果是评选

院士的条件之一，成果会不断被

超越，精神却是永恒的。科学道

德、科学精神、优良学风、表率作

用、培养人才是院士精神的体

现。院士拥有最高学术称号，理

应有更高、更远、更忠诚的为国为

民的精神。”

面对一个科学知识快速发展

的时代，杨雄里认为，作为院士要

谨慎发表意见。“即使在自己从事

的熟悉的研究领域，也要考虑到，

所积累的知识，所做的研究成果，

很快会被新知识的海洋淹没。”

现场，王正敏分享了耳鼻喉

科青年医学科学家不久之前成功

完成全球首例基因治疗感音神经

性聋，为耳鼻喉科精准医学的发

展铺下了牢固可行的道路的喜

讯。他希望能通过展览为复旦新

生代医学科学家起到引领和推动

的作用。

此次院士精神展通过陈灏

珠、沈自尹、汤钊猷、闻玉梅、王正

敏、周良辅、杨雄里等 7 位院士，

以及韩启德、桑国卫等15位校友

院士的 160 余件珍贵史料实物，

展现他们在诸多领域的丰硕研究

成果，也代表言传身教、发蒙启

滞、继先贤而启后学的精神。

“以院士为代表的上医前辈，

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凝聚起追求真

理、科研报国、服务人群的优良传

统，形成了宝贵丰富的精神资源，

值得我们大力弘扬。”裘新表示，

希望以这次展览为契机，广泛发

动师生向大师名家们学习，见贤

思齐，在校园内进一步形成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

科学、尊重创造、创新报国的浓厚

氛围，为建设科技强国、健康中国

汇聚澎湃动力。

“能够取得成功与勤奋有关”

在诸多展品中，有一本和学

生证差不多大的证书，静静地躺

在“脑的奥秘的探索者——杨雄

里院士”的展柜中。这本证书不

大，却来头不小。

证书左侧页上写着：“杨雄里

教授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这里

所说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大家熟

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说起自己能够获得如今的成

绩时，除了学术成果突出这个最

为基础的因素外，杨雄里认为勤

奋是必不可少的。

在他看来绝大多数的人都不

是天才，没有天赋异禀，走在队伍

前面的人，最后能够成功的人，都

离不开勤奋的工作。“我走得并不

快，但是在别人停顿的时候我也

在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

走在了前面。”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如

果再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科

学研究这条艰辛的道路。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半个多世纪来，有

许多成功的喜悦，从事科学研究

对于我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经过艰难困苦才能出成果”

2020年12月，沈自尹中西医

结合展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

馆揭幕，沈自尹家属捐献了近千

件珍贵史料。为了增加展品的丰

富度和完整性，开展前，家属又向

图书馆捐赠出8件史料。

在展柜里，一排整齐摆放的

方印格外醒目。其中，三枚是沈

自尹工作时常用的处方药和膏方

专用印。

三枚工作印之外，还有两枚

方印是沈自尹亲手书写，并刻章

送给女儿们的礼物。一枚刻着

“梅花香自苦寒来”，另一枚刻着

“君子以自强不息”。

“他觉得任何事情都需经过

艰难困苦才能得到成果，希望以

此激励、自求进步、发愤图强、永

不停息。”在沈自尹的女儿沈蔚

看来，这两句话，也是父亲一生

的追求和真实的写照。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戚心茹 摄

推进医学生思政工作

本报讯 为着力完善立德树
人落实机制，构建铸魂育人新格
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回答好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
课题，11月16日，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举
行。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
委书记袁正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回顾了近年来上海医
学院“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
情况，重点介绍了上海医学院

“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实施方案，
并就推进落实“强国之路”思政
大课等作了布置。

复旦上医特色版“时代新人铸
魂工程”方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以
师生携手共建共治共享为手段，聚
焦“明道上医”“人文上医”“学术上
医”“创新上医”“活力上医”“暖心
上医”“智慧上医”“奋斗上医”等品
牌工程建设，发扬传统，培根铸魂，
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医学生。

会议强调，2023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学校和上医谋划下
一阶段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
全体学生工作队伍要进一步凝
聚力量，推动医学院事业发展，
引导师生将爱国心、强国志转
化为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实际行动，迎接学
校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文 / 邓楚提 吴玉飞

研讨教学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 11月 17日至 18
日，高校教学数字化转型探索暨
示范课堂经验交流研讨会在复
旦大学对口支援高校河西学院
成功举办，以教育数字化助力东
西部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和教学
资源共建共享，创设东西部高校
帮扶典范，打造教师教学发展共
同体。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深入实
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教
育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同发
展的重要举措。 文 / 孟媛杨玮

爱思唯尔总裁访复旦

本报讯 11月15日，爱思唯
尔（Elsevier）全球期刊总裁劳
拉·哈辛克率全球学术出版、学
术与政府市场团队一行到访复
旦，副校长汪源源及相关部处负
责人与来宾进行了会谈。

双方交流了关于增加中国
编 辑 数 量 、收 录 更 多 中 文 期
刊、提供出版培训、助力复旦
大学科研发展、订购预算的可
持续发展与开放获取背景下
的新策略等议题。

文 / 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