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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与高中生面对面
讲解自然界手性现象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手性分
子就像是你的双手，左手和右手不能
完全重合；分子不能与其镜像重合
时，该分子就是一个手性分子。手性
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氨基酸、蛋白
质、糖、DNA都是单一手性的。”这是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药研究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林国强院
士为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创
新实践工作站第四期120名高中生
带来的“手性与自然”主题报告。

在该工作站第四期开学典礼上，
林国强院士围绕自然界中的手性现
象，他从天然产物结构与合成、生物
催化反应以及中医药手性药物的研
发等多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医
药与手性化学的世界，将在场学生带
入了神秘而有趣的手性化学世界。

结合一些生动的实例如“信息激
素如何用于棉花虫害防治”“有些果
实为什么鸟儿不吃”“红景天、紫杉
醇、芹菜甲素等药物成分的合成”，林
国强院士让现场师生充分领略了有
机化学的魅力。林院士结合近2年
研究团队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效，
验证了中医药在临床的疗效，介绍中
药的优势和长处。他的首场报告为
高中生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科学大
门。不仅有前沿理论知识，更有社会
实际运用效果，让高中生们对科学研
究的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江浦街道打造
“街校企”联建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一手牵企
业，一手牵高校，杨浦江浦街道打造

“街校企”联建模式又推出了新模
式。为了让杨浦区域内的大学生能
了解杨浦的世界500强企业，而企业
又能零距离向优秀学生推广自己的
理念，昨天江浦街道举行了“复旦学
子进外企”李尔公司开放日活动。

“I just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然后全部还给老师了。”现
场，江浦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史文卿幽
默的开场白，引来在座师生们和外企
白领的笑声。

昨天，李尔（亚太区）人力资源副
总裁史蒂夫。克拉克向复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的学生们“剧透”了该企
业的招聘流程。与此同时，在李尔工
作了3年的复旦毕业生王欣月分享
了自己的工作经历。

开放日活动结束后，复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研一学生王莹表示，这是
自己第一次参观世界500强公司，通
过这次活动，更加明确了职业规划，
感受到了外企的工作氛围。“我明年
就要毕业了，这样的开放日活动能让
我们提前熟悉职场环境。”在参观过
程中，王莹也表示，能感受到公司开
放的企业文化，员工积极的心态。

另一位研一学生李艺璇对 HR
“剧透”的招人要求印象很深，觉得受
益匪浅。“李尔的复旦校友还讲述了
自己的成长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
我也是第一次到世界500强企业走
走看看，感受很不一样。”

碑身诉说珍贵校史故事
这块石碑为华东师大前身光华

大学在建校五周年之际，即1930年6
月3日校庆日竖立的纪念亭和纪念
碑，系为表彰外交家王省三夫妇捐赠
沪西家族田地为校地而立，以表垂之
久远。

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
涛介绍，此纪念碑高153cm，宽66cm，
厚11cm，碑身文字由光华大学国文
系教授、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撰写，童
斐（字伯章）书写并篆额。碑刻整体
完整，仅少量文字漫漶不清；该碑原
竖立在光华大学大西路（今东华大
学）校园内的碑亭内。1937年“淞沪
抗战”爆发，光华大学遭遇日军毁灭
性轰炸，碑亭、碑座以及校园建筑被
炸塌，石碑也由此下落不明。

89年后的今天，碑身意外在豫园
附近的民宅花圃重现世间。这块碑
石，亦是华东师大目前发现的光华大
学最早的校史石碑文物。

据悉，《王省三先生暨费佩翠夫
人昭德之碑》不仅颂扬了王省三先生
捐地办学的爱国义举，而且见证了华
东师大前身光华大学创办的历史过
程，因此无疑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校
史文物。

据汤涛根据档案史料发掘研究，
此石碑背后，隐藏着一个实业家对民
族教育的深情；一群有志气的中国人
收回教育权、创办中国人自己大学的
爱国故事；还有管鲍之交的王省三与

张寿镛共同缔造光华大学的感人故
事。“可以说，没有王省三，就没有光
华大学。正是他捐出自家在上海大
西路（今延安西路）65亩墓田作为校
基，才有了光华大学后来的传奇。”

“王省三”们创办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

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以高压手
段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行动。6 月 3
日，该校师生570余人愤然离校，并
筹谋收回教育权，创设一所中国人自
己经办的大学。

当日，离校师生成立了善后委员
会，商议如何安置离校师生。转学还
是办学，仓促之间，一筹莫展。

6月4日晨，离校学生、王省三的
三儿子王华照，给大家带来了好消
息。他说：“昨晚回到家告诉了家父离
开圣约翰大学的事，家父说，离开圣约
翰大学是正义之举。当下最紧急的
是创办新校，安置离校师生。创办新
校首要考虑的是学校用地。我家有
地在大西路，除了先人墓地，还有百
亩，以此为新校用地，应该足够了。家
父想要捐出这块地作为新校之基。
家母也很支持，说这是很好的事，应尽
快去做，以安抚学生彷徨无适的心。
家父听后，更加坚定了捐地办学的决
心。过几日家父会有正式书函告知
此事。”大家听了不禁眉飞色舞。善后
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许体钢问：“这事
可否在当天善后委员会开会时作口
头报告？”王华照说，我正想请你们向

委员会报告一下这事，我不便自己去
说，家父说不要以此而居功。

善后委员会开会时，大家听了这
个消息欢声雷动。6月3日离校，4日
就有了新校用地，其愉快之情无以言
表。4天后王省三捐地的正式书函
送到善后委员会。他书函中写道：

“吾国系独立自主的国家，教育之事，
本不应仰人鼻息，受人奇辱。昔年洞
察外交形势，早唱收回教育权，以增
进国民国家观念之说。今情形，更加
证明了收回教育权的必要。”“毅然愿
拟以大西路私产先人坟墓余地约百
亩，供献于建设大学曁附属中学永远
之用”。

除了王省三先生慨捐土地作为
校基外，离校学生许体钢的父亲许秋
帆捐赠 5000 元作为光华大学开办
费，张悦联的父亲、沪海道道尹张寿
镛捐赠3000元，并愿筹集经费、协助
办校。后来师生又向社会发行建筑
公债，赴南洋募捐，筹集到几十万元
作为创校经费。

正是有王省三这样一群有志气
的中国人齐心协力，1925年6月光华
大学才得以成立，并定6月3日为校
庆日。9月光华大学开学，光华大学
及中学两部共收圣约翰大学离校学
生、外来新生970余人，一切课程编
制都按照国内著名大学建设。

从爱国师生宣誓脱离圣约翰大
学到光华大学成立为时只有1个月，
光华大学能以如此的规模和速度创
立，当时学界无不惊为奇迹。

王省三昭德碑89年后重回华东师大
碑身诉说珍贵校史故事 民族实业家捐地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教育兴国、教育强国，
这是百年来有志气的中国
人一直延续的梦想与期
待。一块纪念石碑，背后有
家国情怀，亦见证中国高等
教育的沧桑巨变。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校
友郭廷芳、张束夫妇向学校
捐赠一块额名为《王省三先
生暨费佩翠夫人昭德之
碑》。这是石碑在时隔89
年后重返华东师大。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王省三先生暨费佩翠夫人昭德

之碑》全文如下：

我光华大学肇造五稘纪念之日，乃

树碑于校之北方，额曰“王省三先生昭

德之碑”，而委无锡钱基博以文于石：

昔在十四年之六月有三日，我同

学五百五十三人，既以不忍于父母之

邦，不为卜舫济所容，望门投止，以棲

徐家汇之复旦中学。瞻顾四方，蹙蹙

靡所骋！

先生有贤子曰恩照、华照，生长

纨绮，攘臂同仇，而不诱势利，不为柔

脆，固难能已！疾痛惨怛，则以归命

于父母。于是先生奋而起曰：“我随

节欧洲，横大西洋以抵美，足迹无不

之。几见有国人不能自教其子弟，而

拱手受成于外国人如我国者！儿曹

幸少安无躁！我有先人之墓田，经之

营之，足以辟黉舍。为我留一穴归

骨，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夫人费佩

翠，嫓德均懿，以克赞于夫子之闳

雅。而于是劳之来之，匡之翼之，以

启佑我光华大学，则是先生之有大造

于我也！《传》不云乎：“何德不报！”而

况先生，宏此远谟！用铭贞石，允昭

大德。为德不卒，昔贤所戒！树德务

滋，先生有焉！

先生，上海王氏，名丰镐。弱冠

之岁，尝为吾邑故太常寺卿薛庸庵丈

所赏拔，随轺四国，象鞮是寄，用以起

家。历官有绩，为世所称，不具著也。

时在民国十九年六月三日，宜兴

童斐书并篆额。

来看碑文写了什么？

石碑在时隔89年后重返华东师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