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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毕业班校友联络员与母校共同探讨复旦校友工作 

 

200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2:00，复旦大学 2008 届校友班级联络员

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工会礼堂举行，这是首次由学校校友工作部门召开

的应届毕业班校友联络员座谈会。来自全校 30 个院系近 60 位应届毕

业班校友工作联络员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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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联处处长张宏莲，副处

长孙钢、丁力，校学工部副部长

包江波，校研工部副部长楚永全

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外联处副处

长邵仁厚主持。 

按照会议议程，张宏莲处长

首先介绍了复旦大学对外联络

与发展处的工作职责及学校校友工作近况。衷心感谢各位“准校友”

勇挑校友联络员的职责，敢于担负起广大校友与母校之间交流和沟通

的平台。她在讲话中指出，校友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校

友联络员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在广大校友的积极参与下，每个人都

可以从复旦大学校友平台中取得收获和感受愉悦。校友联络员的工作



在培养广大“复旦人”校友意识、培育在校学生的爱校意识、形成“校

忧郁母校共荣辱”的价值观等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会上，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章晓野就建立校友联络员制度的由

来、意义和实施方案等作了简要的介绍，使到会的各位同学对自己所

担负的工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座谈会启动了一个重要议程，那就是为复旦大学 2008 届校友班

级联络员颁发聘书，从此时此刻起，与会的近 60 位以及今天因故未

能参会的同学光荣地成为复旦大学第一届校友班级联络员，担负起了

母校与 2008 届校友交流联系的“桥梁”。 

孙钢副处长就“相辉校友章”项目的推介作了简要的介绍。相辉

校友章是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复旦大学校友会（筹）从

2007 年起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的捐赠项目，旨在倡导以实际行动关

爱母校、支持母校发展的理念。参加此项目对母校做出的首笔捐赠的

毕业校友，都将获赠一枚珍贵“相辉校友章”作为留念。 

座谈会还向各位校友联络员征集了“金点子”，听取了联络员对

我校校友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联络员们就校友网的建设、增强校友理

念、校友章制作以及加强学校与毕业校友的联络与沟通，为校友服务

等问题积极发言，畅所欲言。 

外联处副处长丁力就海

内外校友对母校事业发展所

起的作用和重要性作了介绍。

他希望各位校友联络员回到

当地工作后，继续关心当地的

校友会组织建设，联络与协调

在当地的校友，在尚未建立复

旦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地区筹建校友会，为校友工作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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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工部副部长包江波和研工部副部长楚永全也分别作了发

言，他们认为，建立联络员工作制度很重要，它是校友和母校建立并

保持联系的纽带。希望广大校友积极为母校的校友工作献计出力。 

最后，邵仁厚副处长作了总结发言，衷心感谢各位校友联络员在

毕业的繁忙时期，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发言十分中

肯，必将有利于推进学校校友工作的健康发展。外联处，校友联络办

公室永远是各位校友的家，衷心欢迎各位校友常回家看看。 

校友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长期、不断提升的过程，复旦大学作为一

所拥有百年历史积淀的知名学府，校友文化应当成为复旦文化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校友在复旦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亦不可替代。开展校友联络员活动，有利于弘扬复旦大学校友文化，

复旦二十余万校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学校竭诚为广大校友服务，校

友也能从学校获得宝贵的资源；有利于建设校友与母校、校友与校友

之间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共同探讨校友在新时期对母校发展所起到的

作用以及母校对校友工作和生活上需要提供的帮助。 

 

我校首届校友文化论坛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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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复旦大学西安校友会共同发起筹办、母

校大力支持的“首届校友文化论坛”，历时两天（6月 14—15 日），

在北京圆满结束。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山东、河南、安徽、江西、

深圳、温州等地的校友 60 余人，出席了在景明园宾馆举办的校友文

化论坛。宾馆坐落在风景秀美的北京植物园旁，校友们或携论文与会，

或现场积极讨论，就校友文化的概念、如何把校友会办成校友之家，

复旦大学学校文化与校友文化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母校秦绍德书记、彭裕文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率宣传部副部长周桂

发、校史研究室钱益民，外联处校友联络办工作人员等专程赴京，与

来自京沪津徽陕等十余省市的 60 多位校友一起，参观了复旦校友李

岚清在国家大剧院的篆刻展览；出席了由原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副

部长洪绂曾主持、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李岚清篆刻讲

座；并在论坛上分别对校友文化作了探讨性发言。  

  杜鸿科、刘强、程阳锋、于强、李泽民、袁皓、高会民、冯胜生、

龚继兰、卢洪献、杨贵昌等各省市校友会负责人专程赴京，与北京校

友一起全程参加了活动。  

  一批德高望重的在京老年校友，如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献研究

室金冲及；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

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李仁臣；钱币学家戴志强；农业部老司长朱丕荣；

外交部老大使过家鼎；中纪委老干部王重淮；求是杂志社编审马镔；

对外文委干部朱世达；企业家校友王长田、姜新浩，与北京校友会负

责人徐耀中、陈克铨、陶庆军、李百祥、沈志群、沈观根、李莉、曾

军、邵敬扬等，以及吴士深、周振、汪雁鹤、李家文等青年校友一起

参加了活动。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武二生同志参加了研讨会。  

二、校友文化研讨会于 6 月 14 日下午 2 点在景明园第六会议厅正式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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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校友会会长徐耀中主持、秦绍德书记致辞。  

  秦书记说，今天上午我们听取了岚清同志的讲座，非常精彩。与

岚清校友相比，我们在文化的素养方面，文化的情趣方面，都还存有

差距。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我们校友中间的文化因素带到学校

去，带到人才培养的工作当中去。这次关于校友文化的研讨，题目出

的非常好。校友会是一个由成员结构决定的自发团体，年龄跨度很大，

学科分类很不一样，职业的分类也很不同，校友会要聚集起来是很不

容易的。但是以校友文化为命题来讨论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各式各样

的校友都连接起来。在校友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语

言，共同的思考，可以互相启发。  

  秦绍德书记就校友文化谈了自己的思考：校友文化的根基是在母

校，校友文化弘扬的主要力量是校友，校友文化是联系全世界复旦校

友的重要纽带。  

  受母校委托专程来京参加校友文化论坛的彭裕文校务委员会副

主任，代表母校全体师生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关爱

和支持母校发展的广大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母校是全体复旦人的精神家园”。彭裕文副主任在向大家介绍

了母校近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学科建设、队伍建设、

校园建设等六大领域取得的可喜成就后，深情地说，校友文化是世界

所有的知名大学都非常重视、培育的一种文化。培育健康积极的校友

文化，是传承学校精神，扩大学校影响，增强学校凝聚力，促进学校

发展和校友进步的重要手段；培养校友文化，需要学校各级领导和各

地校友会的重视、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的积极参与，

需要从事校友工作的同志们的热情奉献。  

三、在 6月 14 日下午和 6月 15 日上午的研讨会上，金冲及、朱世达、

桂晓风、马镔、何慧娴等学长，就校友文化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和观点；

程阳锋、卢洪献、于强、李泽民、高会民、龚继兰等各地校友会负责

人，不仅在百忙中赶写了论文，还争先发言作了现场论述；年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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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的杨贵昌老学长回忆了复旦人跟党走出生入死干革命的难忘往

事；正在筹备第十一届世界校友大会的安徽校友会会长袁皓欢迎各校

友会组织校友参会；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冯胜生，代表

温州校友会向母校和各地校友会负责人发出了邀请：建议今后继续组

织各地校友会和学术界研讨校友文化，将此次在北京召开的校友文化

论坛确认为首届，并代表温州校友会申请下一届校友文化论坛的主办

权。  

  从母校赶来的章晓野、钱益民老师，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武二生先生，分别从母校的学校文化与校友文化、母校历史传承与校

友文化、如何提升校友文化的品位和价值、不同大学之间应加强校友

文化的沟通交流等不同角度，作了精彩发言。  

  作为联合主办单位的北京校友会会长徐耀中、西安校友会会长杜

鸿科，北京校友会第一副会长、上医分会会长陈克铨，常务副会长陶

庆军，在会场作了言简意赅的发言，就研讨校友文化的意义、确认校

友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校友文化的核心内涵、

载体与特点；以及校友会在弘扬校友文化中的独特功能等，进行了探

讨。陈克铨老师建议校友会要致力于将原复旦和原上医两校的校友文

化融合交汇，让蕴含着两校丰富历史内涵的校友文化不断充实完善。  

  南昌市政协副主席、南昌校友会会会长李国强，在提交论文并已

定来京参会后，临时要务公干没能与会。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专门探讨

了校友会宗旨与校友文化内涵，指出：团结意识、感恩意识和奉献意

识三者融为一体，有机组成了校友文化的基本内涵。  

四、在这次研讨会上，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研讨会预定的时间太短了。15 日上午原本安排了一次中间休息，由

于大家争先发言，主持人、西安校友会会长杜鸿科老师只好取消了间

休安排，并“严令”每人发言不得超过 10 分钟。就是这样，还是有

不少与会校友没能抢到话筒；会务组原本安排在 12：30 午餐，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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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发言不断，不得不两次通知餐厅推迟用餐时间。下午一点多，主

持人不得不宣布停止研讨发言。  

  北京市社团办武二生同志在大家盛情邀请下讲了话，他认为这是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讨，希望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越办越有内涵。  

  北京校友会会长徐耀中代表北京校友会和西安校友会两个主办

单位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研讨会能够成功举办，得益于母校、

各地校友会和北京各界校友的鼎力支持，成果丰富，不仅收获了一批

研讨论文，更收获了规范化、高层面研讨校友文化的精神成果，并就

以校友文化为核心、为动力，推动校友工作取得了共识。  

  会议一致鼓掌通过决议：确认本次校友文化论坛活动为首届、今

后将继续不定期举办此类高端型的校友文化论坛，并确认温州校友会

为第二届主办单位。  

五、本次研讨会，不仅初次探讨了校友文化与母校文化等文化科研课

题，也涉及到母校与各地校友组织以及各地校友组织之间的联谊、合

作、互助等课题，并就一些课题达成了初步的运作意向。如母校校史

馆负责人周桂发老师、校友联络办主任章晓野老师分别谈到了培育校

友文化要制度化、要校内外通力合作的问题；要和各地校友会联手，

创作完成复旦人“口授历史”重大图书选题等。  

  校友尤其是大学校友是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人群。这个群体在中华

民族文化体系中，不断在学校文化、地域文化、社团文化中吸收融合，

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定人群特征的文化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方式。也正因此，这一文化具有极强的母校文化传承性和地

域文化的独特性、社团文化的包容性，可以被视为一种亚文化或次生

文化，它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北京校友会与西安校友会联合发起主

办、母校大力支持的校友文化论坛，将成为复旦学子又一个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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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盼着，本次在京举办的“首届校友文化论坛”之后，一届

又一届对校友文化的探讨开掘，将会派生出一项又一项、一批又一批

文化科研的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