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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感悟校友文化 
 

名校多传统。校友会在复旦大学发展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复旦创办于 1905 年，10 年后第一个校友会成立，到 2008 年 1

月校友会已达 80 个，遍布海内外；作为校友活动的重要载体，复旦

世界校友联谊会（简称世联会）1990 年至今 18 年间开了 10 届，形

成了自己的运作模式，引起国内大学的广泛关注，成为全球复旦人的

盛大节日和校友会的一个品牌活动。南昌校友会有幸承办了第十届世

谊会，对校友文化有些感悟和体认。 

    关于校友会的宗旨，虽有多种表述，但最基本的是联络校友，回

报母校，服务社会。与此相对应，其所蕴含的校友文化内涵是团结意

识、感恩意识和奉献意识。 

    校友会是一种松散的群众组织，它既区别于工会、共青团、妇联

一类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社会团体，也不同于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协会

或学术团体，而是由同一学校的校友自愿组成的社团，因而具有与众

不同的特点。校友相聚，集中展示各自的风采，分享彼此的成功与喜

悦，增进互相之间的情谊，同时向世人诠释母校的实力与魅力。校友

特别是名校校友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包括智力资源、育人资源、信

息资源、人脉资源、物资资源等，校友会通过多种形式，广泛联络校



 2

友，将这些丰富资源加以发掘、激活、整合、利用，不仅非常必要，

而且完全可能。这是校友会的根本宗旨和首要任务。 

    联络校友，体现和尊崇的是团结精神。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体现

情谊，团结促成和谐。要广泛联系校友，动员、组织、激励校友，就

必须胸怀校友情结，增强团结意识。校友再多，散兵游勇，一盘散沙，

表现不出母校的实力和风采，难以形成建功立业的气候和土壤；校友

之间不集不聚，不相往来，燃烧不出峥嵘岁月的激情，难以形成改革

创新的气势和力量。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强强联合之后，南

昌校友会也与时俱进，在原复旦江西校友会和上海一医校友会合并的

基础上成立，并于 2007 年 9 月承办了第十届世联会。这次盛会，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复旦（含上医）校友会 40 多个、校友近 400 人参加，

还有大量的贺信、贺电。有的校友万里迢迢，越洋跨海，有的以轮椅

代步，伉俪携手，老中青三代聚首在滕王阁下，英雄城里，共叙友情，

共谋未来。浓郁的校友情怀和同窗情谊，令人如坐春风。一件小小的

“复旦往事”，一声当年亲昵的称呼，都会牵引出一段温馨的记忆。

团结的复旦校友无人不年轻，无往而不胜。 

    当今社会，师生之间、校友之间的感情是最为纯洁、纯真而纯朴

的。大学时代风华正茂，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

学子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一个校园里，同属一个年龄段，同沐春风

春雨，朝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种难忘的共同经历，超

越年龄、专业、届别和地位的界限，这种天然的情感维系和价值取向，

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的相融、思想上的共鸣和语言上的相通。中国有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李登辉老校长说过“造就学生者学

校，而造就学校者学生”，可见母校情结、同窗情谊人皆有之，且历

久弥新，至老不衰；回报母校，奉献社会，是校友的共同愿望，且乐

此不疲、义无反顾。即便在左祸横行的日子里，有些校友在校期间受

到不公正待遇，或不应有的伤害，也能以“儿不嫌母丑”的博大胸怀，

正确对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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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母校，体现和尊崇的是感恩情怀。饮水思源。滴水之恩，涌

泉相报。人在最宝贵的年华所接受的教育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感

恩是人生的必修课，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是人类进步的助推器。感

恩生命，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自然，感恩社会。复旦人知恩图

报。学校创办之初，艰辛备尝，是于右任、邵力子等校友“三救复旦

于危难之中”，才使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免于夭折，至今传为佳话。

复旦百年校庆，社会各界捐款 2.8 亿元，其中许多项目系校友所捐赠。

原江西校友会虽然捐款数额不大，但参与人数占会员的 1/2。2008 年

2 月 13 日，复旦教育发展基金会美国纽约首届年会的举行，开启中

国高校之先河。校友回报母校，既有物质的有形的资源，也有精神的

无形的资源，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心尽心。捐赠以自愿为原

则，不在数额大小，重在参与人数的多少。在国际上，毕业生对母校

的捐赠是评价一所大学声誉的指标之一，反映了该校教育的水平和毕

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美国最具权威

的大学排行榜，把校友给母校的捐款额当作大学排名的主要依据之

一。哈佛大学 2007 年一年获得 349 亿美元的捐赠。像牛津、剑桥、

哈佛、耶鲁等欧美著名大学参与捐赠的校友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近年来，国内校友文化虽有长足进步，但高校发展几乎仍就主要依靠

政府拨款，社会和校友捐赠十分有限，倡导和培育捐赠文化还需要作

更大的努力。 

    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就像一颗颗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为国效力，

为民服务，为当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贡献知识和力量。

校友会联络、激励校友，砥砺学行，不忘母校教诲，弘扬母校传统，

爱国荣校，服务社会，这是何等利国、利民、利校、利人的事。校友

与母校荣辱与共。校友是母校的名片，其言行举止、精神风貌、工作

成就，往往代表母校形象，体现母校作风，折射母校精神，关系母校

声誉。校友的成就是母校无上的荣光，母校的卓越是校友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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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社会，体现和尊崇的是奉献思想。知识来自学校，力量奉献

社会。从总体上说，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以思想智慧、专

业知识和技能奉献社会，服务人民，因此，立足当地，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也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校友而言，他们

曾是母校的学子，更是当地的子民，校友会的活动假如仅仅停留在联

络校友，增进情谊，弘扬传统，回报母校这个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立足当地，服务现实，在母校与地方之间当好“红娘”，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南昌第十届世

联会所以为复旦、江西和广大校友满意，就是因为这次世联会创新了

校友会工作思路，提升了校友活动层次，比如开展财智对话、招商引

智、崛起论坛，启动 10 个科技合作项目，建立科技成果南昌转移中

心和网络教育学院南昌学习中心等，进而推进了复旦与江西的全面科

技合作。作为实力雄厚的大学，复旦满怀“江西情结”，千方百计为

地方服务；作为经济尚欠发达的省份，江西引入复旦优质科教资源，

加速中部崛起，校地共同构筑产学研结合的平台，实现互动双赢；而

校友会则居中协调、沟通、策划、筹备，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复旦历来有“团结、服务、牺牲”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是百年来复旦校友的高尚情操和执着追求。校友会活动尤

其是世联会的举办，既为联络校友增进情谊提供了场所，为校友回报

母校捐资赠物提供了契机，为复旦服务地方，地方依托高校构筑了平

台，同时也是为复旦和全社会培育校友文化，增强高校综合实力浇水

施肥。这样的活动体现了校友会的强大生命力和先进校友文化的支撑

引领作用，也自然会得到校地和校友的支持。 

    宗旨蕴含文化，文化凸显宗旨。团结意识、感恩意识和奉献意识

三者融为一体，有机组成校友文化的基本内涵；这三者之中，又以感

恩意识为核心、为灵魂、为根本。校友交往的纽带是智慧型的挚爱，

其特征是情感和思想性。回报母校自不必说，联络校友必须有校友情

结，以对母校的怀恩、知恩、感恩、报恩为前提；服务社会必须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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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精神，以感恩母校、感恩祖国为思想基础。感恩是一种人类最美好

最纯真的情愫。在某种意义上说，校友文化本质上就是感恩文化。灿

烂的校友文化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校友工作之果。增强校友会工作的

吸引力、号召力和凝聚力，需要先进校友文化的支撑和引领。当然，

培育和弘扬校友文化，增强感恩意识，就不单是校友会和学校的工作，

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作者为复旦大学南昌校友会会长、研究员） 

 
 

澳大利亚校友会前会长祝敏申校友访谈实录 

图为祝敏申校友(左)在澳洲联邦国会大厦的欢迎圣火招待会上 

与圣火传递总指挥蒋效愚副主席和中国驻澳大使夫人殷国梅女士合影 

 
祝敏申，男，复旦大学 77 级中文系校友。1984 年获得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博士学位，旅居澳洲长达 20 余年。多年来，他热衷于华人

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在澳华人社团、政界、商界等领域均

享有一定的影响力。1999 年，他出任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名誉会

长，曾组织悉尼华人举办大型联欢晚会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访问澳大

利亚；多次出席国际高层次会议，如 1999 年和 2001 年的财富论坛，

2001 年和 2003 年的 APEC 工商领导峰会。2000 年他当选澳大利亚九

位杰出华人之一。现在，他任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顾问，澳大利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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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并兼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亚洲商业顾问委

员。 
 

成长中的澳洲校友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旦大学旅澳墨尔本地区的校友较为活跃。

本世纪初，复旦大学李登辉老校长之侄李善之学长在澳发出成立复旦

大学澳洲校友会的倡议，得到了当地校友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学校

的高度重视，时任学校主管领导的王卫平副校长积极支持在澳墨尔本

与悉尼两地校友的融合，得到了当地校友的拥护，筹建了以悉尼为中

心的校友联络组织。2001 年 2 月 28 日，王卫平副校长、外联处副处

长柯国庆赴澳悉尼出席复旦大学澳洲校友会的成立大会，与会校友

150 余人。 

在澳悉尼和墨尔本两地的校友占在澳校友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澳洲校友会成立后，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校友会的会长、副会长、

理事等组织机构成员分别由悉尼和墨尔本两地推选校友出任，实现了

在澳校友“同为复旦人”的心愿。 

澳洲校友会成立后，定期组织校友聚会交流。祝敏申学长回忆起

出任第一届澳洲校友会顾问期间，他担任了在首届校友会成立大会的

重要嘉宾邀请与接待等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母校领导、中国驻悉尼总

领事、驻澳教育参赞、州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其它兄弟院校校友会领

导等的邀请和接待工作，使复旦大学在当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得到了

极大的提高。 

多年来，在祝敏申学长的积极带动下，澳洲校友会始终与母校保

持着紧密的联系和沟通，2004 年起出任校友会会长。 

 

开展海外校友活动之难处 

近十年来，祝敏申学长为当地校友会的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他

深有体会地讲述了校友会在海外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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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对于国内校友会而言，海外校友会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

资源问题，这包括物质资源与人脉资源。在澳校友大致分三类：一是

在校留学生；二是处于事业发展阶段的中青年校友；三是定居海外的

老年校友，这三类校友中，能够相对聚集各类资源的校友为数有限。

一般的校友活动以校友自费参与为主；部分校友因经济原因，不能参

加。以办会为例，举办一次大型会议涉及到嘉宾邀请、接待等大量会

务准备工作，需要调动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大量的资源为会议

服务。在海外，即使是现任政府官员的校友，也不可能借助公共资源

来为校友会服务，因此，所需的资源都必须来自校友会内部成员。 

第二，中青年校友仍处事业开创和发展阶段，精力有限，有心无

力。复旦在澳校友整体实力尚欠强大，海外校友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

有实力和能力的中青年校友的无私贡献，但是正处于事业发展黄金阶

段的中青年校友，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投入

于校友会工作，众多校友对母校、校友的关爱仅以每年参加 1-2 次的

聚会聚餐活动加以体现。 

第三，校友间因年龄、专业背景、个人爱好和需求差异较大，校

友活动的形式众口难调，很难满足所有校友的要求。因此，澳洲校友

会在各地相应成立校友联络小组，各自开展小型的联谊活动。 

 

最动情于“找到组织” 

当问及祝敏申学长在这么多年从事校友会工作中的最难忘事时，

他颇有感触地说：“那就是一封封校友的 email 了。” 旅居海外的校

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校友会已成为离家后第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

在接受采访的前日，他还收到了一位刚到悉尼留学复旦校友的信，那

位校友在信中高兴地写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组织”这句

话令祝学长最受感动，他为校友会已成为校友可信赖的组织，为自己

已成为这一组织的牵线联络人而骄傲和自豪，深感自己的付出值得，

意义重大。 



 8

最无私的奉献 

祝敏申学长多年来热衷并致力于校友会的工作。他对母校始终怀

着一腔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百年校庆期间，他积极加入复旦大

学“嘉华杯”高尔夫慈善赛活动，打高尔夫是他的最爱，他说，运动

休闲也能为母校做贡献，很开心！2008 年春节，在澳校友聚会因财

力不够，难以筹办，他自愿慷慨出资挑选悉尼最好的中餐馆，邀请并

招待了七、八十位校友及家属欢度新年；2008 年 2 月，复旦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美国）首次在纽约召开年会，闻讯后，他立即慷慨捐

赠一万美金，作为对母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今年 4月 24 日，奥

运圣火在澳堪培拉地区传递，他再一次，个人出资组织赞助复旦校友，

与年轻的校友们一起凌晨三点出发，由悉尼赶赴当地参加“迎奥运，

保圣火”的活动……崇高的品格令无数复旦人敬佩。提起这些，他总

是谦虚坦诚地说：“我个人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我作为一名复旦人，

是复旦的教育，复旦的恩赐，才有我的今天，取得了一些成绩。会尽

己所回馈母校理所应当。” 

 

海外校友会应该是校友的、复旦的、主流的 

2008 年澳洲校友会改选，祝敏申学长自愿让贤，主动担当起校

友会顾问的职务。他欣喜地说，卸任前完成了自己最大的心愿——建

立澳洲校友会的网站。如今，澳洲校友会网站已在广大校友中广泛传

播开来，成为校友之间最迅捷的交流沟通平台，成为校友与母校、校

友与校友桥梁和纽带。 

谈起对海外校友会的发展，他语重心长地说，校友会是校友们自

发成立和自我发展的组织，它的作用不能仅限于聚餐聚会，而应是母

校视野的延伸。复旦澳州校友会应该首先是澳洲校友的，要尽可能地

满足校友的需要，为校友在海外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便利条

件；同时，它又应该是复旦的，它因复旦情结而生，必然因复旦而健

康发展，逐渐壮大，为扩大母校在海外影响力、提升品牌做出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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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校友会发展的宗旨应是为复旦的，要加强与母校的联络沟通，

海外校友会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复旦的水准，校友联谊是个活动基础，

但在此基础上，校友会要与母校事业目标整合，体现自身的价值，提

升自身的水平；海外校友会在当地发展过程中要探求途径进主流，要

体现主流的价值，不进主流就无法体现复旦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