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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加快推动
残疾人事业发展，努力倡导扶残助残的良
好社会风尚，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暨
第二十五次“上海助残周”期间，宝山区民
政社会事务管理中心于5月23日-5月24
日开展“2024年助残周扶残帮困活动”。

宝山区民政社会事务管理中心吴中华
主任带队走访3个街镇5家残疾人集中就
业企业，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环境，与企业管
理人员和残疾职工促膝交谈，以平等、尊重
的态度向残疾职工表达真挚的关心和问

候，耐心倾听心声，了解真实想法和感受，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学会融入社
会这个大家庭，并要求企业进一步压实责
任，做好残疾职工健康安全保障。随后，向
在场残疾职工送上慰问物资。

此次活动共惠及全区残疾人集中就业
企业44家、残疾职工766人次，实现全覆
盖。下一步，事务管理中心将继续适时开
展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走访慰问活动，扎
实做好扶残助残工作，全力推动残疾人事
业这项“春天的事业”蓬勃发展。 文/园兴

扶残助残 温暖相伴
宝山区民政社会事务管理中心开展“2024年助残周扶残帮困活动”

从去年开始，为了进一步弘扬复旦
的学术传统，凸显复旦的文化传承，复旦
大学在整个5月举办了一系列的校庆学
术讲座，今年亦是如此。各个学科的高
质量学术报告彰显了学者立足前沿、服
务国家的志向和情怀，激发广大师生投
身学术、服务国家的热情。

本届科学报告会以“笃志爬北坡，科
研启新程”为主题，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
五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主题报告，他们是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刘钊教授、
世界经济研究所万广华教授、物理学系
陈焱教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迟楠教
授、生物医学研究院/肿瘤医院徐彦辉教
授，期待师生们把五位老师身上严谨治
学的精神带入到自己的学习生活中，也
将爬北坡的精神融入各个领域的科学研
究中，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为复旦大学
迈向顶尖一流大学作出复旦人应有的贡
献。

其中，刘钊教授研究领域及方向为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也是第三批“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复旦大学“钟
扬式”科研团队带头人。他此次报告题
为《好古敏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
心田》。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一句，出自《论语·述而》
篇，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孔子说，
我不是生下来就聪明的人，而是喜欢古
代的学术和文化，并勤勉地去探求的
人”。刘钊教授从事的是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典型的

“古”，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好古之人。
为什么要好古呢？刘钊说，现在我们所
有的知识体系，除了外部引进和借鉴的
之外，基本上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
如果我们不好古，不敏求，就不能深切地
认识我们的过去，也没办法深切地认识
当代。要想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民族、
历史和文化，就必须不光要好古，而且还
要敏求。

“以甲骨文为例，我们现在已知甲骨
文中有约4000个单字，但是现在认识的

只有1000多个，还有2000多个不认识。
如果我们不好古，不敏求，就没办法认识
这些字，也就没办法通过这些字了解商
代的历史和文化。”刘钊说，我们对古代
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古书，通过古书中的
文字来实现的，试想如果没有文字，或文
字没有保存下来，就会像古人设想的孔
子没有出生一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
长夜”。

考古、古文字和古籍，为什么重视
“三古”呢？因为“三古”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根脉和源泉，了解早期的历史，就
要追溯到源头，而“三古”就是源头。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有一个很重
要的工作就是考释文字，刘钊为此举例
谈了中心学者的考释和研究成果。在他
看来，中心所有研究者都可以算是好古
之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裘锡圭先
生。裘先生是复旦文科唯一的杰出教
授，一生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今
年已经90岁，但是依然每天工作不辍，在
助手协助下，虽然已经双目失明，却依然
写出超过9万字的学术文章。裘先生对
学术的执着和追求令人感佩。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种子播撒
在复旦青年学子心间，渐渐生根发芽。
2023 年 8 月，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树人
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获奖
名单公布，由中心陈剑教授、蒋文副研究
员共同指导的复旦中文系2020级古文字
强基班彭若枫的论文《据海昏侯孔子衣
镜铭重思“博学而笃志”之义》获得了一
等奖。彭若枫同学现已通过转段考核，
将于2024年秋季学期进入中心攻读硕士
学位，更深入地投入古文字的学习和研
究。“可见，年轻人只要勤思多学，一样能
变成好古之人。”刘钊说。

刘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浇
灌心田最好的营养和水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保留了太多古人的智慧和奇思
妙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需要我们去
探寻和复原。他号召说：“让我们以孔子
为榜样，努力传承中华基因，好古敏求，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田。”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光荣之城的红色往事依然具
有激荡人心的力量。作为上海唯一的红色
书店1925书局昨天联合上海评弹团，为读
者奉上了一场“碧血丹心迎曙光——回望
红色经典”的评弹专场。听到那些熟悉的
红色往事，不少读者湿润了眼眶，而“红色
阅读”又一次掀起了热潮。

去年起，上海新华传媒与上海评弹团
共同打造了“评弹中的江南文化”系列演出
品牌，在1925书局定期上演，引起了读者
的浓厚兴趣。这一期的演出正逢“红五
月”，评弹团的青年演员们便特意为读者遴
选了《王孝和》《江南春潮》《战·无硝烟》等
一批红色评弹剧目的经典选曲。

红色剧目创作一向是上海评弹团的传
统，老一辈艺术家们走上战场、深入生活，
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红色题材作品，并且传
唱至今。《江南春潮》便是评弹团上世纪50
年代创作的红色中篇评弹，当时演出汇集
了众多评弹名家，如杨振言、周云瑞、蒋月
泉、陈希安、张鸿声等，反映了上海工人阶
级在党的领导下对反动派进行的一场英勇
的、机智的、胜利的护厂斗争。

中篇评弹《王孝和》是第一部用评弹反
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作品。1955
年，由上海评弹团的蒋月泉、张鉴庭、姚荫
梅、唐耿良、陈希安等艺术大家共同合作，
将革命烈士王孝和的事迹搬上了舞台。该
作品当年在静安书场首演时，1000 个座
位，连演3个月，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其
中蒋月泉演唱的《写遗书》、陈希安演唱的
《党的叮咛》广为传唱，成为上海评弹团保
留曲目。

近年上海评弹团新编创的《浦江钟声》
《足迹》等红色开篇，也是这个创作传统的
延续。《足迹》，以一个新上海青年的视角，
带大家体验一场“红色之旅”，共同领略上
海作为党的诞生地，所蕴藏的丰富红色文
化资源。而《浦江钟声》以黄浦江畔的钟声
为题，融入了多种评弹流派，与读者一起重
温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百年变迁。

参与演出的青年演员们告诉记者，
每一次演绎这些红色剧目，在感动读者
的同时，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次红色教
育。与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共同去追寻
党在上海的奋斗历程和崇高精神，挖掘
上海这座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这也
是他们的使命。

以学术校庆为119岁生日庆生 复旦大学教授：

用优秀传统文化
滋润年轻的心

本届科学报告会以“笃志爬北坡，科研启新程”为主题。 受访者供图

昨天是复旦大学建校119周年纪念日。“学术校
庆”是陈望道老校长为复旦留下的优良传统，从1954
年举办首届科学讨论会起，“校庆”一词与“学术文化”

“科学精神”密不可分，至今已举办了58届。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红色往事激荡人心

在这家红色书店里
“回望红色经典”

“碧血丹心
迎曙光——回
望红色经典”评
弹专场。

青年报记
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