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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南开校友 2008 校庆聚会 
宋怀时 （84 级校友） 

 

 
 

金秋十月的纽约，40 多位大纽约地区的南开校友于 26 日下午在曼哈顿东上城举行

了一年一度的校庆聚会。尽管许多在校校友因面临期中考试不能前来，中青年校友在这次

聚会中仍占了大多数，其中还有几位 2008 年刚刚来美的学弟学妹。 

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会长宋怀时首先向校友们报告了校友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自

去年校友会执委会改选以来，几位副会长（萧庆麟、丛玉洁、杨应时、杨策、罗星）积极

协助推动和扩展校友会的活动范围。在全美范围内，纽约校友会与美国其它地区的南开校

友会建立了正式的联系网，互通信息，并积极促成了南开校友会全美联合网站的建立。在

大纽约地区，旅美南开校友会与其它中国高校的校友会及学生学者联合会建立了广泛的联

系，大大加强了相互间的交流和合作，并共同组织了多项活动。在抗震救灾和迎奥运的活

动中，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成为了大纽约地区最活跃的组织之一，许多校友在各项活动中

贡献颇多。 

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一年来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校友间的介绍增加了约 70 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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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大大扩展了校友会的组织。在伍语生主编、杨应时副主编及广大校友们的支持和努

力下，今年发行了五期《海外南开人》，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每年三期。校友会还接待了以

饶子和校长为首的南开大学代表团，协助其成功完成了在纽约的访问，包括在南开创始校

长张伯苓先生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追赶常青藤”大型主题宣讲会，为南

开招贤纳士。校友会还组织了专场”求职与相关法律问题”的讲座，协助在校校友留美工

作。 

目前，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面临的工作重点是：1. 建立大纽约地区校友的电子邮

箱小组（Email Group），改善校友间的相互交流。2. 进一步完善南开校友会全美联合网

站。3. 物色和增补一位副会长，加强校友会的领导力量。4. 明年组织校友回母校参加南

开大学建校 90 周年校庆。5. 争取申请非盈利组织 501（c）（3）资格，为将来的募捐创

造更好的条件。 

之后，校友们畅所欲言，相互交流各自的经验、体会。喻娴才学长前一天才刚从国

内回来，她参加了金陵女大（目前在台湾）的旅游团，到河南省参观古迹。沿途所见，城

乡面貌及人们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的新富民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拥

护，温总理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宝宝”。她还风趣地称赞中国近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成

就：有外国友人将汉字‘银’字看成了‘很’字，”所到之处，随时可见‘中国银行’之

类的标识，让人真是感慨‘中国很行’。”  

张素央学长受邀回国观看奥运会，看到不但奥运场馆宏伟壮观，配套设施先进齐

全，而且服务十分细致周到。她拿到了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季托夫赠送的票，坐在体操馆

的包厢中，不仅条件舒适、视界开阔，还有各种食品、饮料免费供应。朱泓校友则指出，

奥运主场馆鸟巢、水立方的两位中国主设计师都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表明中国的建筑

设计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校友们还就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及美国的大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通过交流增进了

相互间的了解。最后大家在校友会会旗前合影留念。 

回北京参观第 29 届奥运会 

张素央 ( 43 级校友) 8/2008 

 费了很多周折， 终于买到一张开幕式的门票， 7 月下旬从纽约出发飞北京，到北

京后即与代我领票的同事林紫华联系， 她请她的先生张全德将票和有关文件送来给我。 

这次买开幕式票事， 他们夫妇俩为我帮了很大忙， 为我存钱到中国银行， 并办理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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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票手续等等， 非常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有了开幕式的门票，但如何到达乌巢，

却搞不清楚，国家体育总局虽有专车，但必须到指定地点上车，有点远，于是翻了翻奥运

会观众指南，上面有个服务中心电话，经询问，得知可乘地铁去乌巢。为了确认，我于 8

月 5 日先走一趟看看，离我家最近的地铁站叫双井站，200 多米步行可到，进站后二元人

民币买张票上车(10 号线)，车站和车厢都是新的，比纽约的要乾净漂亮得多，最好的是各

个站台都有洗手间，方便乘客，从 10 号线出站，因去乌巢的 8 号专线要到开幕式当天才

可使用，出站后坐了一段公共汽车到达乌巢附近的广场。因确保安全拉了警戒线不能越

                                    

过。大约在 100 多米以外可看到水立方和

更远一点的鸟巢，照一张像，路边还有很

多人及各种花样，我也有选择的照了下

耒。因天气太热，我匆匆地从原路回到

家。开幕式是 8 月 8 日晚 8 时开始，我 4

点半从家出发上地铁 10 号线，因持有奥

运会门票，不必花钱买票，只要将票亮一

下，售票员就给你一张地铁票。10 号线上人不多，但转刭 8 号专线时，人流如潮，中外乘

客十分拥挤，因各线路都要转到 8 号专线去乌巢。8 号线车厢有好几节，全都满载。从 8

号线出站后，还要排队进行安全检查，虽有 8 个检查点。但排队都很长，检查后还要走一

段路才能到乌巢。选好景，请身旁的游客给我照了几张。进馆后，按票上印的区号，层

号，通道号，排号，座席号找到座位，坐下耒喘喘气。每个座位上有一个包，打开看看，

有电筒，火炬式的一排红色灯泡的火棒，小摇鼓，红白花的头巾，还有书，卡片与纪念

品。乌巢内部很宽广，座无虚席，不时有电筒，火棒的摇摆闪耀，小摇鼓拍隆拍隆的响声

和挥舞头巾，使会场气氛非常热烈，上场表演的人数众多，节目很壮观，多采用电子操

纵，充份显示了我国的高科技水平。

开幕式后又陆续去水立方看游泳比赛和花样游泳比赛，这次游泳比赛的成绩很突

出，打破了多项奥运会纪录及世界纪录。椐反映说水立方中的气温，水温及潮湿度等等都

非常好，有利于运动员发挥技术创造好成绩。后又去国家体育馆看了体操比赛及体操、硼

床、艺术体操等优秀运动员表演，看体操比赛时，我和紫华两人坐在包厢的位子。这两张

票是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梯托夫送给曾是付主席的张全德先生的，张先生转送给我和他的

夫人紫华同去观看。包厢不但位子好，在背后的小客厅里有沙发及食品，各式点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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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冰淇淋及饮料等，随便自取，真是很优待。既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最后又去北京工

业大学体育馆看了艺术体操比赛。我国得了团体第二名，比过去的成绩提高了一大步。我

总共看了六场，在此期间还应亲友及同事们之邀聚餐或耒访。实在是相当疲劳。总算我身

体还好，平安无事。8 月下旬回到纽约，体力有些疲备，情绪还不错。接着而耒的是一些

应酬和参加各种活动，还有些事情必须尽快完成，就此停笔了。      

法学院戴上奖学金首次颁奖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08-11-07 15:36 

 

  南开新闻网讯 (通讯员 贾佳) 11 月 6 日，南开大学法学院戴上奖学金首次颁奖，戴

上奖学金由南开大学法学院 96 级校友、美国戴上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戴上先生创建。法

学院党委书记夏静波、副院长傅士成、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李悦、戴上先生出席了在范孙

楼举行的颁奖仪式。 

  戴上先生自南开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于美国威廉玛丽大学法学院，并取得法律硕士

学位，随后在纽约创建了戴上律师事务所，现该所在纽约市所有华人律师事务所中排名第

二，在东海岸非白人族裔律师事务所中排名第七，伴随着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戴上先生决

定以建立奖学金的方式回报母校，并且将自己对体育精神的一贯推崇融入其中，本着学习

成绩与身体素质共同发展的原则，评选出五名奖学金获得者。 

  仪式上，傅士成陈述了奖学金的评选细则和确定方法，并由戴上先生向获奖同学颁发

证书，法学院党委书记夏静波老师表达了对戴上先生的感谢之情，并且鼓励法学院学生要

想戴上学长学习，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懂得感恩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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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仪式结束后，戴上先生还向法学院各年级学生讲述了自己在国外求学与工作的经

历，并且语重心长地向学弟学妹们提出了建议：要有切合实际的理想和目标；要学习他人

身上的长处；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最后戴上先生表达了自己对青年学子们的深切期

望，让在场的同学受益匪浅。 

70 年后，这所特殊大学的成就仍被世人津津乐道  

 西南联大启示录（文化观察） 

   本报记者 胡洪江 徐元锋 《 人民日报 》（ 2008 年 11 月 5 日   11 版） 

 

图为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旧址，位于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 

本报记者 胡洪江摄 

 “七秩弦歌励耘，万千桃李芬菲。”11 月 1日，西南联合大学迁昆建校 70 周年庆典在

昆明隆重举行。 

  1937 年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 

湖南，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京沪失守，战火危及长沙，仅维持了 4 个多月的长沙

临大被迫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 1938 年 5 月 4 日开始上课。1946 年 5

月，三校分别迁回原址复校，师范学院留在云南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

云南师范大学。 

  70 年后，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这一教 

育史上的奇迹，仍被世人津津乐道。对今天的高等教育而言，这所特殊的学校能带来哪些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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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之一】 

  大众教育不能丢了“大学精神” 

  王睿哲是云南师范大学的大二学生，对她来说，虽然就生活学习在西南联大旧址旁，

但那些灿若群星的大家，“还是感觉离我们太远了。” 

  类似的问题也在困惑着不少人：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时代，西南联大的“大学精

神”是否过于“阳春白雪”？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刚刚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院长。眼下的高等教育有一个

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许多大学生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但却不懂得尊重生命，生存本

领差，也不珍惜生活。罗崇敏感觉，“脚踏实地，乐观向上”的西南联大精神在今天仍有

现实意义，为此，他找到了“三生教育”的切口，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

育”。在他的力推下，云南省部分州市及大中专院校从今秋新学期开始了“三生教育”的

试点，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获得生活体验，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启示之二】 

  学术规范是治疗浮躁的良药 

  11 月 1 日下午，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行了一场名为《物理学的诱

惑》的演讲。当一名中学物理老师提问“学生对物理兴趣不浓应该怎么办”时，杨振宁笑

答，“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念很多的物理，真正研究物理学是少数人做的事情。” 

  这个回答令提问者出乎意料。长期研究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对此解释

说，“尊重个性、学术自由”，正是西南联大的治学精神之一。 

  西南联大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和启发式教学，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一份

资料记载了当年开课的状况：“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

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

的、想听的课程。” 

  由于师资充裕，西南联大常常是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程，如文学院的必修课《中

国通史》，就分别由吴晗、雷海宗、钱穆等讲授，观点流派各异。余斌说，学术自由只是

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规章制度的严格。 

  据联大老校友张凤鸣回忆，联大一个学生考了 59.5 分，去跟教务长求情。教务长不

开口子，学生愤愤地说：“59.5 分跟 60 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

别，59.5 分和 59 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 分和零分又有什么区别？” 

  从昆明市教育局退休的一位联大老校友告诉记者，1941 年他入学时，班里有 4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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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毕业时仅有 20 多人。他说：“每学期应修学分中，有 1/2 不及格就要退学，1/3 不

及格就要留级，非常严格。” 

  王睿哲坦承，现在同学们感觉大学还是很好“混”的，不少同学都是考试前临时抱佛

脚，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此，余斌感慨地说：“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许是治疗目

前学界浮躁的一剂良药。” 

  【启示之三】 

  “把象牙塔建到坚实的大地上”   

  余斌给记者讲了一段史实：1938 年 2 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师生分水陆三路正式迁

滇，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徒步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进

入昆明。西南联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议决：“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

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步行团共 250 名师生，行程 3500 华里，历时 68 天，常要借宿农家茅舍，时常与猪、

牛同屋，还要躲避敌人的炸弹，一路尝尽艰辛，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当年步行团学生、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回忆说，“此次步行，令同学们走出象牙塔，第

一次去认识自己的祖国，才知道中国有多么贫困，多么辽阔……正是这些在寒苦中的人民

教育了青年学生，中国不会亡。中国的精神与希望在民间，在下层的人民当中。” 

  王睿哲也赞同，关注民瘼疾苦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养料，不过，她也承认，如今同学们

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多数都做不到这点。 

  “无论如何，教育不能关起门来，要关注中国的国情，把象牙塔建到坚实的大地

上。”余斌说。 

  【启示之四】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如今的不少大学，大楼越修越气派，学术上却没有多少建树，这与缺少真正的大师不 

无关系。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当年许多优秀学生即是慕大师之名投奔联大。 

  罗崇敏说：“如今部分高校变得越来越'官场化，这与西南联大精神格格不入。”教授

会治校、自主使用教材等，都是西南联大可资借鉴的经验。罗崇敏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 

教育发展仍存在着观念、体制和运行障碍，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应推进政府管理职能改 

革，简政放权，使高校真正拥有办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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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哥大南开校友聚会 
郝召锋 (2000 级校友) 

 
纽约时间 2008 年 12 月 14 日晚 6:30，部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南开校友以聚餐

的形式举行了一次期末聚会，这次聚会的目的主要是为部分将要毕业离校的校友送行。纽

约旅美南开校友会副会长杨应时不久前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他的论文得到答辩委员会

成员们的高度评价，获得了博士论文的最高评级—第一等级（Line1）。杨应时毕业后将

要回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国际部工作，李小晓、张冬瑾、乔慧、杨帆等几位校友硕士毕

业，面临求职就业或者申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选择。 

  
 
自左向右：崔喜君、杨帆、张冬瑾、乔慧、杨丹、原野、杨应时、张桐、吴梦溪、李铭斐、李小晓、郝召锋 
 

餐会上气氛融洽，校友们畅所欲言，交流了自己的近况以及对未来的初步计划，话

题涉及学业、工作、生活等多个方面。应时学兄现身说法，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工作的

经历，他在工作、学习上的经验和体会对学妹、学弟们有很大的启发。 

整个 餐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将近晚 10 时大家才合影留念后尽兴散去。 

诗词鉴赏                                       七    律 
--  回国有感 

 
伍语生 （58 级校友） 

 
仰天长啸对长空，笑贼徒不识英雄。 

 
神州崛起春已动，指点江山任从容。 

 
富民强国千年梦，游子归来此心同。 

 
喜看华夏春似锦，处处花开处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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