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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实习生 杜怡宁

本报讯“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
五卅的上大”，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大学聚集了上海市四分之一之多的
共产党员，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
里，上大师生心系中华，不畏牺牲，开
拓前行，赢得了“文有上大，武有黄
埔”的盛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百年后，20岁的
上海大学大二学生朱聆在讲解员的
队伍中继续前行，用语言传播校史文
化，用行动传承上大精神。

源远流长
家国情怀交织红色基因
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于1940

年赴国外留学，虽然身在异国他乡，
但钱伟长时刻准备用所学报效祖
国。1946年他谢绝冯·卡门的挽留，
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以

“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冲破阻
力只身回国。他曾回忆说：“我是中
国人，我要回去。”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组织部
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
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
受年龄限制。1983年1月19日，钱
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
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
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
大学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
将所有心血倾注于此，始终坚定地站
在科学教育的前沿，在教育和教学实
践过程中汲取中西文化之长，积极探
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并尽其
所能付诸实践。

2010年钱伟长获得了当年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奖。“从义理到物理，从

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
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
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
有祖国”，颁奖词中的字字句句，便是
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上海大学的红色文化基因源远
流长，最突出的便是位于校史馆三楼
的这一张珍贵的历史影像截图——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大学。
上大在上世纪20年代是中共上

海区委最重要的活动据点，当时在上
大的共产党员数量占了整个上海市
的四分之一之多。1925 年 5 月 30
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
发，并很快席卷全国。

“五卅运动”和“五四运动”并称
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促进民族觉醒与
思想觉醒的两大政治事件，上海大学
是“五卅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上海
大学师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
这股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成为了“五
卅运动”的先锋，起到了主力军的作
用。所以当时将上海大学在“五卅运
动”中的作用和北大在“五四运动”中
的表现相提并论，被称为“北有五四
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

参与讲解
来自传承的缘分

生于2003年的上海大学悉尼工
商学院国贸专业大二学生朱聆，入学

之初就加入了校史馆的讲解队伍。
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参与过多次讲
解工作的“老讲解员”了，在不断的学
习和实践锻炼中，她已成长为上大校
史馆讲解员中的中坚力量。而最初
引导她选择上大，最终成为上大一员
的，是她的中学老师。

“我的高中班主任，也是我们的
语文老师就毕业于上海大学文学院，
她之前和我们讲过上大的校训和校
史文化，这影响到了我，使我决定要
报考上大。”朱聆告诉记者。而进入
上大以后，走入校史馆，面对着真实
的影像资料和一件件触手可及的展
品，热爱历史和校史文化的朱聆选择
更加深入地去了解，进而继续像自己
的班主任一样，用有声的语言去向大
家传播校史文化，承担起对外沟通桥
梁的责任。

做好讲解工作并不容易，面对着
庄重又严肃的校史文化，朱聆总是认
真对待、精心准备。“我觉得要重视每
一次讲解，在讲解之前要记熟讲解
词。为了能有更好的讲解效果，我会
提前来面对着展板练一练，争取把每
次讲解做到最好。”

提到让自己记忆最深的讲解时
刻，朱聆总会想起自己第一次真正讲
解时候的紧张和不安感。“虽然大部
分都记熟了，但是练习时发现还是有
些前后不太连贯。”而如今，面对着每

次近一小时的讲解，朱聆几乎不会卡
壳，这也是一次次锻炼积累下的底
气。即使为外国友人讲解，她也可以
一个人从容应对。

文物就是无声的历史，从上大毕
业的班主任给朱聆打开了触摸上大
校史的一扇窗口，朱聆对于讲解工作
的尊重则成就了她一次次的校史讲
解。作为中坚力量的青年讲解员，她
也成为了校史故事与大学精神的传
播者，让上大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

无声对话
感悟钱老谆谆教诲

如果要给一所大学赋予生命，那
么上海大学的灵魂，便是老校长钱伟
长先生。钱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
祖国，献给了教育，高山仰止，伟业流
长，他的经历激励着无数的上大学
子。而在校史馆参与讲解的朱聆，更
是通过讲述钱伟长老校长的故事，每
天都在无声地聆听着钱老校长的谆
谆教诲。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很多钱老
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老听
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就毅然决定回国
的故事。美国当时对中国科学家回
国有一定的阻碍，他就假装短期回家
探亲，并多交了三个月的租金。回国
之后就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了祖国
的建设中。”面对钱老炙热的爱国情
感和实际的爱国行动，朱聆说她真切
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除了钱老自身的经历以及投身
国家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故事之外，通
过讲解，朱聆还了解到更多他为上大
辛勤努力的故事。上大的校园和建
筑也是钱校长教育思想的体现，朱聆
介绍了上大教学楼“鱼骨天线”布局
的寓意：“这一布局，就是通过造通道
把楼连起，做到文理相通、方便教师
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院与学院沟
通。而这一设计理念就出自钱老。”
精细到每一个小设计，钱老同时让上
大在一砖一瓦中都秉承了开放融合
的办学理念，这一认真仔细和开创性
的想法给朱聆留下了深刻印象。

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上大学子
前行。钱老用无声的行动和一段段
历史教育着上大学子做一个“自强不
息，道济天下”的人，朱聆表示，她希
望自己能将钱伟长老校长的故事和
自己的感悟讲给更多人听，以青年力
量让永恒星辉播撒到更广更远的地
方。

一座“感动中国”奖杯

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有祖国

在上海大学校史馆中，有一个代表钱伟长校长
一生荣誉的奖杯——钱伟长“感动中国”奖杯。“无名
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是对钱伟长校长一生最
好的概括，也将爱国主义永恒地镌刻在了上海大学
的精神谱系中。

历史影像——“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大学。

朱聆觉得，在校史馆参与讲解就像是在无声地聆听着钱老校长的谆谆
教诲。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钱伟长“感动中国”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