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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相聚，更高处见；日月光华，更
显灿烂。今天，我们在疫情防控特殊环
境下，以云端升旗特殊方式共同庆祝母
校117岁生日。此时此刻，鲜艳的五星
红旗正高高飘扬在复旦上空，见证走过
的岁月，寄托美好的祝愿，也昭示光明
的未来。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向各个
历史时期为复旦建设发展作出贡献的
前辈先贤致以崇高敬意，向全校师生员
工和海内外广大校友表达亲切慰问，向
关心支持复旦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感谢！

复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
一代代复旦人接续奋斗，117年间创造
了无数辉煌。今天的复旦，师生一德、
共赴山海，正意气风发向着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前列奋勇迈进。

117 年历经风霜，117 年硕果辉
煌。从马相伯毁家兴学、几易校址的
创校之困，到抗战中“在茅屋里求学、
在战火中教书”的内迁之难，从新中国
成立后一穷二白、向科学进军的奋发
之坚，到改革开放后锐意进取、跨越发
展的变革之新——诚如75年前李登辉
老校长所说，复旦“每经一次艰险，即
促成一次新进步”。而这“进步”的历
史结晶就是“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
精神，这是我们117年来从未被任何
困难压倒、反而越挫越勇愈战愈强的
核心要义所在。

这个春天，校园经受了史无前例的
大战大考，复旦精神再次绽放出夺目的
时代光彩。我们以能团结而有力，师生
员工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守护校园稳
定安全；全球校友八方支援、情同手足，
涓涓关爱温暖人心。我们以乐服务而
有用，在校园战疫场景中，在“气泡”“网
格”阵地上，党员先上、干部下沉，让党
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大白”“小蓝”
志愿服务风雨无阻，青春在逆境中绽放
光芒。新一代复旦人乐群达观、迎难而
上，展现出青春该有的模样。我们以肯
牺牲而有为，校内外师生员工以小我自
律服从抗疫大局，保证网络教学、党建
思政、管理服务不掉线；附属医院医护
人员舍小家为大家，白衣执甲、英勇出
征，不愧为最可爱的人。在这场惊心动

魄的战斗中，每一名复旦人都是战士，与家国同担当、与城
市共风雨、与学校共坚守。如今，阴霾即将过去，曙光就在
前方！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必将载入复旦史册。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未来前进道路上，还会有激流
险滩、风雨坎坷，还需要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我们要将抗
疫斗争中锤炼的精神、磨炼的意志、淬炼的作风转化为砥
砺奋进的强大动力，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高扬“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旗帜，坚定不移扎根中
国大地、争创世界一流，不断书写建设“第一个复旦”新的
历史篇章！

卿云烂漫，旦复旦兮。让我们共同祝福母校117周年
生日快乐！衷心祝愿复旦的明天更加光华灿烂，全体复旦
人永远向前进展！

（本文为焦扬在庆祝建校 117 周年云升旗仪式上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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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复旦大学建校117周年校
庆日，我们用坚守学术传统来庆祝复
旦人的共同节日！1954年，陈望道老
校长提出“校庆种种活动，以促进科学
研究为中心”，自此科学报告会成为了
复旦校庆月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相
聚云端，疫情给个人、校园都带来了极
大的冲击和挑战，但这些冲击没有影
响复旦人在学术领域追求卓越。我们
坚持冷静的思考、科学的态度、不懈地
探索，这些“坚持”在抗击疫情时期更
显难能可贵。希望无论何种情况，复
旦和复旦人都在追求科学进步、弘扬
科学精神、扎实校风学风。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高
校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
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本届校庆学术报告会“以中国为
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第一
个复旦”发展目标，选取了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中华早期文明、科学前沿
与未来、科技转化与应用、人民生命
健康、学科融合与创新这6个专题，从
不同维度讲述复旦的科研和学术，来
回答时代之问。

今天是本届报告会的综合专场，
我们打破学科界限，锻造学科熔炉。
本场报告会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学
科融合创新”为主题，邀请大数据、类
脑、医学智能、能源经济、传播学等领
域的六位专家，聚焦学科融合创新，分
享他们的最新成果与治学思考。“学如
弓弩，才如箭镞”，很适合用来介绍今
天的专家们，如果把学问的根基比作
弓弩，才能比作箭头，依靠厚实广博的
知识来引导施力，威力才能发挥得淋
漓尽致。今天的专家虽耕耘在不同的
学科领域，但他们都基于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通过学科融合创新，极大地拓
展了各自的学术疆土，向我们展示了
计算社会科学、智能医学、类脑与人工
智能等新兴研究领域在科学研究和社
会发展中的强大推动力。

学科建设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复旦的学
科格局长期稳定，拥有多样、丰富的学科资源，但如果我
们把学科的认知作为自我设限的边界，就很难突破现有
的知识体系，也就很难再有原始创新。“善学者尽其理，
善行者究其难”，学问学问，问题才是核心。当你在做研
究、做科研时，担心自己是不是跨出了学科边界，那也许
就是创造的时候，因为学问没有边界。当前新的科技革
命、新的发展格局，构建孕育着学科发展的巨大可能，如
果现在的复旦不抓住机遇拓展格局、优化结构，也许就
会失去达到顶尖的时机。我们今天谈的学科融合，就是
基于复旦对于学科的考量，打造融合创新的学术共同体
是复旦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如何利用复旦的优势，把
握好学科的互动、融合，涌现创新性研究成果，是我希望
本场报告会给大家留下的另一个思考题。

学科交叉已成为高水平科研与顶尖人才的重要特

征。百余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有41.02%属于交叉学
科，尤其是21世纪以来，跨学科成果占半数以上。今年
上半年中美分别发布了十大突破性技术，无论是基础研
究还是应用研究，全球都在高度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等领域，而今天的报告专家们也都在这些领域
有所突破。

从这些专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数据智能已融入科
学研究与社会生活，显现出问题导向下的学科交融。同
传统的社会科学不同，如今大数据已深入社会科学研
究，计算社会科学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和议题受到高度关
注。它诞生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的深度融
合，这是科技创新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
高校在实践学科融合创新时应重点关注的增长点。大
数据的应用已成为经济运行机制迭代、社会生活方式更
新、国家治理能力升级过程中最重要的撬动性力量。同
时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极大的服务了人类文明，从
精准医疗到机器人，信息技术与社会生产的交互赋予了
数据超越自身的国家战略意义。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
来的战略性技术和推动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已成为
全球战略必争的科技制高点。

为响应数据智能时代的召唤、促进高水平的学科交
叉融合创新，复旦在近年的学科布局中已经形成了多元
化、高水准的新图景。从2015年成立大数据学院和研究
院、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始，逐步建立复
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研究
院、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以及我
们正在积极推进的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AI3）研究院、智
能医学研究院、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国家
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等等。文理医工因数据智能
而交叉融合，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成为了学校科研增量
中的亮点，蕴藏了巨大潜能。

不仅仅是数据智能，所有的学科都具有鲜明的动态
性和时代性。学科在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不断演化，
从最早的哲学、数学、物理、医学逐步分化形成现在的学
科体系，又因为新的社会需求和技术革命开拓出新的研
究领域，学科边界不断重塑、再造。最近，国务院学位办
启动了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工作，其中提出，高
校应优化以学科为基础的建设模式，但不拘泥于一级学
科，积极争取按领域和方向开展学科建设。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会对学科布局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复旦自身
学科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如何尊重科学规律、对接国
家需求，做好融合创新，是复旦未来学科发展工作的一
个重要问题。

对此，我提一点自己对学科发展的想法，就是要注重
培养学术共同体。不同学科人的融合，表面上看是学科
融合、学问融合，但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思想碰
撞，融合形成学术合力。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能够突破
固化的行政边界，从而实现共谋资源、共享机遇、共同发
展。如何更好建设、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有机力量，将是我
们打造复旦学科融合创新机制的关键一环。希望学术共
同体能够成为学校人才引育的集聚阵地，立德树人的重
要载体。而今天报告会上的分享，就是希望可以在更广
层面上，让更多的师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思想，并
逐渐在复旦加入、创造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今天，我们相聚校庆科
学报告会，希望师生共勉，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最前沿
的学术讨论庆祝母校生日。当前，复旦大学正处于创建
世界顶尖一流大学的重要历史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积极
呼应科技强国、健康中国，弘扬哲学社会科学等要求，全
面提升科研原创能力、应用转化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能
力，为“第一个复旦”矢志奋斗，为实现一流水平的育人，
做出一流水平的学术贡献，奉献复旦人的力量。

最后，借此机会与今天到场的师生一同温故“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并由此提三点期望：一是
多听多问、多想多做，争做学校学科融合创新的先锋；二
是沉下心思、笃定志向，在治学与实践中不断提升学术
和科研水平；三是爱国荣校、使命担当，主动融入时代洪
流、争做时代新人、引领时代潮流。

祝福我们的复旦、祝福所有师生校友，校庆快乐！
预祝今天的报告会圆满成功，感谢专家学者们为师生
校友带来的分享，希望每一位师生都能在今天的分享
中有所思、有所得，继而在自己的学术和科研上有所
为、有所成。

（本文为金力在庆祝建校117周年第56届校庆科学

报告会综合学科场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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