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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35 期） 

复旦大学对外联络与发展处 

校友联络办公室主办                                   2008 年 6 月 10 日 

 

 

复旦将长期支扶贵阳乌江复旦学校 
——王生洪秦绍德会见该校副校长一行 

 
6 月 2 日下午，校长王生洪、校党委书记秦绍德在光华楼亲切会

见了前来我校附属中学进修的贵阳乌江复旦学校副校长王毅一行。副

校长许征出席，乌江复旦学校英

语、数学教研组长朱焕刚、侯尚勇

及外联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每

年吸纳骨干教师前来我校附属中

学和复旦二附中进修学习是我校

支持乌江复旦学校的系列举措之

一。  

校领导十分关心并认真听取了王毅同志关于来校进修情况和乌

江复旦学校近况的汇报。领导同志们关切地询问三位老师的学习、生

活情况，为三位教师通过三个月的进修，取得了教研上的进步感到高

兴。  

王生洪表示，自 2005 年百年校庆之际全校师生捐资捐款援建乌

江复旦学校三年来，复旦大学时刻关心乌江复旦学校的发展，除了硬

件建设以外，尤其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王生洪强调，学校会把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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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教师来校进修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创造条件，为乌江复旦

学校师资建设出力。 

当得知乌江复旦学校今

年九月将要开办高中后，秦绍

德十分欣慰。他表示，造就一

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乌江

复旦学校取得长远发展、尤其

是办好高中的重中之重。秦绍

德指出，复旦大学与乌江复旦学校对口支持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学校

将积极支持该校教师来复旦两所附属中学轮训进修，也鼓励附属中学

优秀教师和大学师生利用暑假前往乌江复旦学校带教支教。  

许征介绍了二所附中和外联处历年来与乌江复旦学校开展的工

作。  

听了校领导的讲话后，王毅代表乌江复旦学校对我校长期以来的

支持表示感谢。三位教师表示，将把此次进修的成果体现到今后的教

书育人中，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  

会见结束后，校领导与三位教师合影留念。 

作者：周晔 新闻中心 

 

《复旦学报》（社科版）复刊 30 周年 
暨英文刊创刊庆典举行 

 
5 月 31 日上午九点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 30 周年

暨英文刊创刊庆典活动在光华楼 13 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我校校长

王生洪、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副司长徐维凡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教授等出席庆

典活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理事长龙协涛教授、教育部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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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报以及各兄弟院校主编也应邀出席。校长助理、社科部主任桑

玉成教授担当主持。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以及各兄弟院校

文科学报纷纷发来贺电、贺信，祝贺《复旦学报》（社科版）复刊 30

周年和英文刊创刊。  

王生洪指出，学报复刊三十年来，学报始终以“坚持学术本位，

反映时代精神”为办刊宗旨，作为我校重要的学术窗口，致力于反映

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特色与发展方向，对我校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学术发展、知识传播、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王生洪表示，《复旦学报》英文刊的创立，必将推动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的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多地参与国际

学术领域的对话，让更多的中国学者、更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走向世界。王生洪强调，要更加重视办好学报的重要意义，坚定地支

持学报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王生洪希望《复旦学报》继续牢牢把握

正确的办刊方向和办刊宗旨，加强学术理论的探索，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牢固树立精品意识，进一步办出特色。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教授在致辞中谈到了学术在生态

研究的引领地位以及学术“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表示，衡量一

个大学的标准并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树与大思，即大思想、大学问、

大学者、大学派、大观点，而体现这种大思的恰恰在于一本好的刊物。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一份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创刊

于 1935 年 6 月，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自 1978 年复刊以来，

学报始终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以“坚持学术本位，反映时代精神”为

办刊宗旨，鼓励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2004 年学报入选教育部

首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建设的高校社科

学报之一。  

此次创办的英文刊是国内由高校主办的首份综合性人文社科英

文刊，这必将成为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4

因为爱 ，我与你同在 
——与来沪灾区小朋友共度六一有感 

 
因为船，才到达彼岸  

  因为冷，候鸟才飞向南  

  因为有瞬间阴霾，阳光才更灿烂  

  因为同携手作伴，不会感觉孤单  

  因为你，眉头才放宽  

  因为我，跌倒了有人搀  

  因为所有的付出，总会得到偿还  

  因为我们，笑着过难关  

  5.12 大地震发生至今已经过去半个月了，这半个月对整个中国

来说，充满了残酷，弥漫着悲伤。无声的哭泣，无数的绝望，夹杂在

四川、绵阳、成都、什邡…… 但是，就在这举国同悲的时刻，无数

的鼓励，无尽的安慰，却萦绕在整个中国。四川大地震，虽然让我们

丧失了家园，却向世界证实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一个团结的大中

国。正如歌中所唱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自上周起，从灾区已陆续有伤病员来沪医治。上海共接待了 20

位来自灾区的小朋友，他们分别被分配在三所儿科医院。2008 年的

六一儿童节，对所有的灾区孩子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节日，而对那些

来沪治疗的孩子，更是非同一般的一天。刚刚经历灾难，如今又身处

异乡，他们会怎样度过六一呢？作为一名复旦网络学子，我带着这样

一份牵挂，这样一颗爱心，与其他 5位志愿者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看望在那里接受治疗的 7 位孩子。  

   晚上 7 点，我们一行 6人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到医院，病房早

已被布置的焕然一新，玻璃橱窗上贴满了红绿相间的图案。刚刚步入

病房，便被一个小不点大的孩子的叫声吸引。看到我们志愿者前来，

小不点更是表现的分外惊喜。他来自什邡，叫邓鑫柯——一个只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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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半的小男孩，是所有来沪伤员中年龄最小的，由于手指在地震中受

压骨折坏死，医生们不得不从他的大腿上取皮肤来移植。大人们看着

都很心疼，可小家伙儿表现得却很坚强。在聊天的过程中，小鑫柯的

调皮捣蛋让邻床的姐姐唐建花和周围的人咯咯直笑。他是病房里的开

心果，从他的脸上丝毫没有看出任何的伤感，他用乐观的笑容感染着

周围的每一个人。邓妈妈说：“幼儿园坍了，很多小朋友都遇难了，

他还是幸运的。”听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格外的纠结，这是怎样

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抚慰他们的心

灵，用更多的爱去关心他们。我们志愿者所带来的礼品让灾区的孩子

们感受到了温暖，从他们真诚的笑容中，我们也体会到了爱的力量。  

  隔壁病房有另外 3 个小伤病员，其中两个是来自汶川映秀小学的

学生。一个男孩儿叫王光新，在地震中右手被砸断，不得已做了截肢

手术。女孩儿名叫李文倩，在废墟中被埋 2个小时获救，但失去了左

腿，左臂和右手也骨折了。两个孩子是分批送到上海儿科医院的，异

地相逢让他们很快成为了相互鼓励相互依靠的好朋友。看到同伴因右

手绑石膏无法动弹，仅剩左手的王光新坚持每天要去照顾李文倩。看

到患难与共的场面，不禁让我们志愿者潸然泪下。无论多大的灾难出

现在我们面前，只要携手共进，又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行的步伐

呢？  

  为了不影响孩子休息，8 点多的时候我们准备离开了。望着这些

可爱的面孔，我们迟迟不肯离去。“要坚强，要勇敢地活着！”这是志

愿者讲得最多的话，也是最发自内心的祝福。活着真好，因为你们活

着，所以世界才如此美好；因为你们活着，才让中国有了希望！灾区

的孩子们，我们志愿者所做的也许甚少，但我们希望用自己一份小小

的爱心筑起你们心灵最牢固的防护墙，让你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有

全世界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牵挂着你们，关心着你们。所

以，邓鑫柯、王光新、李文倩、唐建花，还有所有的所有的灾区小朋

友们，你们一定都要好好地，坚强地活着，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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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爱，希望绽放华彩  

  就因为爱，所有的生命才收获了圆满  

  就因为爱，至少还有一个信念不会更改  

  就因为爱，我与你同在  

作者：孔煦妤 网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