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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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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2017新春致辞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  卢国文 

 

尊敬的北美浙大校友，你们好！  

这是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微信平台的创刊篇，

也标志着北美校友会新的开始。 

 首先在这新春到来之际，向你们致以诚挚的

问候和祝福！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万事

如意，阖家幸福！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于1976年由一批30～40

年代的老学长们在纽约创立, 宗旨是促进校友之联

谊、互助、及发扬母校求是精神，关心并促进母校

的发展。1979年接待了由刘丹书记带队的第一个

浙大访美代表团。到了2005年，由于学长们年事

已高，就把校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80年代改革开

放后从大陆来北美留学的校友们。北美校友会的近

两任会长分别是陆重庆学长和叶继承学长，对北美

校友会的纵向传承，横向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我代表北美校友会对他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年12月北美校友会理事会举行了会长选

举，选出了北加州校友会理事长卢国文校友为

2017-2018届的北美校友会会长。作为新一届会长，

将致力于加强北美校友会与各地方校友会之间的联

系、多倾听各地方校友会的心声、争取各种资源为

各地方校友会服务，期待与各个地方校友会的广大

校友们一起努力打造一个强大兴旺的北美校友会！

把北美校友会建成一个校友喜爱的大家庭！非常感

谢校友们的大力支持！  

从老学长们1976年成立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到现在已经41个年头。41年来，北美校友会经历

了新老交替，年轻校友的经历和需求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我们在不忘记老学长们创立的北美校友会的

优良传统和历史的前提下，要与时俱进。北美校友

会作为联络和整合各地方校友会资源的平台，将在

下列几方面展开工作：  

1.现在估计有2~3万浙大校友在北美；我们可

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各地的校友微信群互推的方法

来帮助校友加入到各地校友会大家庭。北美浙大校

友会现在有24个地方校友会，但北美有美国50多

个州，加拿大10个省和3个地区，及墨西哥各州。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微信的力量，通过各位校友的共

同努力和微信群的传播，争取让北美浙大校友会的

求是旗插遍整个北美！  

2.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地方校友会的一些

活动（如关于创业，职场，生活，投资等的讲座，

或节日联欢和野外聚会）延展到整个北美，方便异

地校友的参与，充分加强各地方校友会之间的互动、

互助和互乐； 

3.分享北美校友会、母校和各地校友的信息和

活动（如工作机会信息，各种讲座和论坛等等）；

不断改进和完善一年一度的北美校友会年会。北美

校友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40届年会。最近的

2016年第40届年会在北加州硅谷召开，约有550位

校 友 参 加 。 第 40 届 年 会 的 详 情 请 浏 览 ：

http://tinyurl.com/zjuaa40wx； 

4.争取各种资源和支持，为北美各地方校友会

的发展添薪加火；为北美各地方的校友服务； 

5.协调各地方校友会密切配合美国浙江大学教

育基金会，充分挖掘地方校友会的各类资源为母校

服务。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协调各地方校友会配

合母校120周年校庆和募捐工作。 

为了方便校友们获取北美校友会微信公众平台

发布的信息，诚挚地邀请校友们加入北美校友会的

微信公众平台：zjuaa1976,或扫描二维码。 

http://tinyurl.com/zjuaa40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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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集思广益，更好地服务各位校友，

欢 迎 填 写 北 美 校 友 会 工 作 建 议 表

http://tinyurl.com/zjuaajy01，畅所欲言，对北美校

友会提出工作建议。只有各位校友的积极参与，北

美校友会才会越来越兴旺！ 

 

 

北美校友们强，则地方校友会强！ 

地方校友会强，则北美校友会强！ 

 

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卢国文(信电系 84 届）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2017-2018） 

WechatID：zjuaa-glu 

LinkedIn:www.linkedin.com/in/guowen-lu-

0b69895/ 

Website:www.zjuaa.org 

    

2017-2018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执行团队 
 

会长：卢国文 

秘书长：吕敏伟 

财务：王晓丹 

地区校友会联络：卢国文/王晓鸣 

老校友联络：申屠濂/胡捷 

会员会费：吴美良/叶继承 

刊物：赵长春/陆重庆/周志强/卢国文 

募捐：倪继红 

创业：胡捷/洪保明/叶继承/卢国文 

法律顾问：邹书康 

提名委员会：顾克勤/申屠濂 

校友会顾问：刘长庚/陆重庆 

 

理事长（过渡）：叶继承 

现有章程基本是在成立之初的章程上进行了

较小的改动，但现在校友的构成和地方校友会的

运作方式已经跟老学长们成立校友会时有了很大

的变化，比如理事会由年会上会员大会选举、校

友交年费、理事的资格等议题需要重新考虑。所

以章程的修改和完善已经是迫在眉捷的事。鉴于

叶继承前会长十多年如一日积极主动、勤勤恳恳

地在为北美校友会服务，对北美校友会的发展有

很强的责任心，处事公正具有包容心，并对北美

校友会的历史和工作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有担

当这一系列优秀的品质，所以邀请叶继承前会长

担任临时理事长,来负责章程的进一步修改、完善，

组建章程修改小组，及负责下一届理事的选举工

作。 

 

北美副会长：地方校友会的现任会长，都被聘任

为北美副会长。 

1. 北美校友会正在努力利用北美平台为地方

校友会提供资源： 

http://www.linkedin.com/in/guowen-lu-0b69895/
http://www.linkedin.com/in/guowen-lu-0b69895/
file:///C:/Users/guowe/Downloads/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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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帮助地方校友会壮大，如利用北美平台通

过各地校友互相推广； 

b. 利用北美平台为各地方校友会开拓经费来

源，如人才活动宣传费等等； 

c. 资源稀缺的地方校友会可以向北美校友会

申请一些用来办活动的合理经费，如活动场地费

用、网络直播所需设备费等等（可申请的活动经

费细则有待确定，具体补助数目由北美校友会的

经费所决定，这两年每年不超过$300）； 

d. 提供网络直播的培训； 

e. 免费提供各地校友会的网站 hosting； 

f. 为地方校友会提供 501(c)(3)的子帐号。 

2. 北美校友会对地方校友会的基本要求： 

a. 每年组织校友活动不少于两次； 

b. 每年组织校友至少给北美校友通讯写 1

篇活动报道或文章，宣传当地校友会； 

c. 转发北美校友会的通知； 

d. 配合北美校友会筹划的活动。 

3. 每个认同北美浙大校友会，并满足北美校

友会的基本要求的地方校友会的现任会长，都被

聘任为北美副会长。所以，如果地方校友会换届

了，由新任会长担任北美副会长。 

4. 北美副会长是北美校友会与地方校友会的

桥梁。由于刚开始用这样的组织架构，所以现在

每个地方校友会现任会长都是北美副会长；但每

年都需进行评估，是否继续聘任其为北美副会长。 

 

 

 

 

 

地区 会长 

加拿大(多伦多)  王晓鸣 

渥太华地区 冀根利 

西安大略地区 王荣良 

卡尔加里地区 李 阳 

温哥华地区 姜玮清 

蒙特利尔地区 施建基 

滑铁卢地区     严伯平 

罗德岛地区 马 焰 

波士顿地区   倪继红 

大纽约地区   单 雷 

纽约上州地区 方 敏 

华盛顿地区 徐 飞 

底特律地区   王晓鹏 

佛罗里达地区 梅仁伟 

密苏里地区     陈余荣 

达拉斯地区 胡文雄 

休斯顿地区   胡旭华 

芝加哥地区   吴文吉 

香槟地区       卢立群 

明尼苏达地区  林宏建 

大丹佛地区   朱一波 

北卡地区    张向武 

奥斯汀地区   夏建军 

波特兰地区     孙鸣秋 

亚利桑那地区   王惟咨 

西雅图地区   林 娜 

南加州分会   孙旭东 

北加州地区   陈醉霜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理事成员 
 

理事 地区 理事 地区 理事 地区 

王晓鸣 多伦多 于 丹 纽约上州 郭 昕 休斯顿 

周志强 多伦多 方 敏 纽约上州 胡旭华 休斯顿 

赵长春 多伦多 朱韵丽 华盛顿 DC 夏建军 奥斯汀 

王荣良 温莎 陆 杭 华盛顿 DC 胡文雄 达拉斯 

http://zjuaa.org/MA/home.htm
http://zjuaa.org/NY/home.htm
http://www.zuaagd.com/
http://www.zuaah.org/
http://www.zuaa.org/
http://zjuaa.org/MN/home.htm
http://zjuaa.org/greaterdenver/
http://www.zjuaanc.org/
http://www.austinzjua.org/
http://sasa.sdsc.edu:8080/zuaascc/main.html
http://www.zhe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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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根利 渥太华 徐 飞 华盛顿 DC 王惟咨 亚利桑那 

施建基 蒙特利尔 黄 勤 北卡 王晓丹 大丹佛 

王晓鹏 底特律 张向武 北卡 朱一波 大丹佛 

陈 田 底特律 吴祚宝 明尼苏达 林 娜 西雅图 

马 焰 罗德岛 胡 捷 明尼苏达 张正友 西雅图 

申屠濂 大纽约 林宏建 明尼苏达 孙鸣秋 俄立冈 

吕敏伟 大纽约 洪保明 波士顿 田 元 北加州 

孙淦钊 大纽约 倪继红 波士顿 卢国文 北加州 

吴美良 大纽约 梅仁伟 佛罗里达 叶继承 北加州 

单 雷 大纽约 蔡文君 芝加哥 陈醉霜 北加州 

何霞云 大纽约 吴文吉 芝加哥 成玉娟 北加州 

陆重庆 大纽约 邹书康 芝加哥 许 凯 北加州 

段云所 大纽约 卢立群 伊州香槟 惠建国 北加州 

陈剑平 大纽约 顾克勤 伊州(基金会) 孙旭东 南加州 

凌建平 大纽约 陈余荣 密苏里 朱 滨 南加州 

沈 澜 大纽约(基金会) 朱 承 亚特兰大(基金会) 金陶涛 南加州 

 周青山 南加州(基金会) 

 

 
 

【北美校友会对母校120华诞的贺信】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在这五月，杭州最美的季节，我们母校浙江大

学迎来120周年全球同庆的华诞。这是浙江大学发

展史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球60万校友共同期盼

的喜事。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向母校，向全体师生

员工和全球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 

120年栉风沐雨，120年弦歌不绝，母校在危

难中创立，在困境中崛起，在融合中发展，在国家

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画卷书写了隽永华章，也为

校友们在世界各地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去年九月北美浙大校友会40届年会上，北美

浙大校友会发出了启动全球校友迎庆120华诞的倡

议书！全球各地校友会以迎庆120华诞为契机，展

开了各类充满创意的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母校在

海外的知名度！ 

北美的海外求是学子，虽然远在万里之遥，但

情系母校。我们将汇聚爱心，从点滴做起，用感恩、

祝福和支持共同筑起浙大的梦想！我们将饮水思源，

宣传母校成就，回馈母校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为

把浙江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添砖加瓦！ 

母校，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永远的牵挂，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希望浙大的明

天更加辉煌。 

衷心祝福120华诞校庆活动圆满成功！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201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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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各地浙大校友会微信群全球互助推广 
卢国文（84届信电系） 

2017.9 

 
现在估计约有2-3万浙大校友在北美，但北

美浙大校友会现在能联系到的大概只有6000-

8000人。不少校友处于潜水状态，也有不少校友

找不到所在地校友会组织。同时，北美浙大校友

会现在在美国10个州和一个地区、加拿大4个省

共有24个地方校友会，但北美有美国的50个州、

加拿大的10个省和3个地区、及墨西哥，所以北

美很多地方还没有浙大校友会组织。北美浙大校

友会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尽可能地找到在北

美的每个浙大校友，在没有校友会的地方尽快建

立校友会组织，努力争取让校友会组织遍布整个

北美各地区！ 

微信现在给这个使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我们可以通过互助推广微信公众号和各地的校友

社交群的方法来帮助北美校友加入到各地校友会

大家庭，先让有微信但还没找到组织的校友与当

地的校友联络起来。北美浙大校友会自从3月份

起，组建了80多个北美各地区的校友联络群，络

续通过全球各种校友渠道进行了宣传推广。母校

也通过校友总会的微信公众号帮助进行了推广。 

 

一部分用于寻找各地方校友的微信群二维码 

 

非常感谢全球校友们对北美微信群互助推广

工作的支持！通过推广，不少地方校友会增加了

很多刚找到组织的校友：有些校友比较集中的地

方一下子多了上百人；很多本来还没有微信群的

地方校友会新建了微信群，十多个地方的地方校

友群马上凝聚了20人以上。不少校友感叹“终于

找到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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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微信群全球校友互助推广后新建的群： 

密苏里（Missouri）70+ 

亚利桑那（Arizona）80+ 

波特兰（Portland）60+ 

伊州香槟（Champaign）200+ 

爱荷华（Iowa）20+ 

康州（Connecticut）50+ 

威斯康辛（Wisconsin）30+ 

印第安那（Indiana）50+ 

俄亥俄（Ohio）60+ 

乔治亚（Georgia）120+ 

宾州州立大学（PSU）20+ 

费城（Philadelphia）90+ 

匹茨堡(Pittsburgh)100+ 

弗吉尼亚（Virginia）40+ 

加拿大爱屯（Edmonton）50+ 
 

目前已经新成立了四个地区的校友会，可视

作微信群互助推广的直接成果之一：密苏里校友

会从启动微信群互推到成立只用了一个多月；波

特兰地区和亚利桑那地区已于5月通过校庆活动

举办校友会成立仪式；伊利诺伊香槟地区校友会

也于2017年8月底成立。 

 

密苏里校友会于2017年4月成立 

虽然第一次全球校友对北美微信群互助推广

工作的效果很显著，但还有不少校友没有被联系

到。所以北美校友会会经常进行这样的微信互推

互动，以尽可能地联系到更多的北美校友！非常

感谢全球校友们对北美微信群互助推广工作的支

持！ 

 

波特兰校友会于2017年5月成立 

 

亚利桑那校友会于2017年5月成立 

 
香槟校友会于2017年8月成立 

 

 

微信公众平台将是北美浙大校友会与在北美

的广大校友互相交流的重要渠道。为了能方便和

及时地得到校友会发布的信息和通知，诚挚地邀

请校友们订阅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微信公众平台：

zjuaa1976,或扫描二维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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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加入当地校友微信群的校友，请订阅

上面的微信公众号并加微信号“zjuaa-glu”为好友，

同时注明想加入的地方校友群，谢谢！ 

 

 

 

 

 

 

 

 

 

 

 

 

   

北美浙大校友会第40届年会暨迎庆母校120周年华诞 
卢国文（无线电84届） 

 

2016年9月24日，北美浙大校友会第40届年会

暨迎庆母校120周年活动在硅谷的圣塔克拉拉会议

中心（SantaClaraConventionCenter）圆满召开。

据最后现场登记表统计，约550位来自北美和其它

地方的校友参加了这次北美校友的盛会，另外参加

的还有200多位参加北加州校友会统筹协办的杭州

北美创业大赛决赛路演的非校友观众。场面热闹非

凡！学校和校友总会领导，浙大副校长严建华，

12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张美凤，校友总会

副秘书长党颖等专程到会祝贺。中国驻旧金山副总

领事邓繁华和教育参赞杨军也受邀出席了年会。 

参加年会的校友从时间上横跨70多年，从

1945年毕业的年长校友，到2016年毕业的、甚至

预期2017年毕业的年轻校友；从距离上横跨大平

洋，有二十余位来自杭州、北京、上海、昆山、海

宁、苏州、广州、深圳、昆明、湖北等国内校友会

的会长、副会长及校友；还有50多位北美各地校

友会理事、分会校友会负责人、校友及北美浙大教

育基金会理事。从上面的统计图上可以看出，各个

毕业阶段的校友数都有参加，但06年后毕业的年

轻校友占大多数。这也反映了年轻校友刚到一个新

地方对通过地方校友会组织来建立人脉、互相交流、

相互帮助、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年会上，不

少校友偶遇到了多年未见面、甚至失去联系的同学，

在校期间的校友朋友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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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于1976年由30、

40年代毕业的在北美的老学长们发起，

在纽约成立，至今已经41载；其中北

加州分会在1971年成立，是成立最早

的分会。除了2001年因9.11事件停办

了一年外，北美浙大校友会不间断地

在北美各地举办年会，这次年会也是

第六次在旧金山湾区举办。2005年，

老学长们由于年事已高，把北美校友

会的大旗交给了年轻的校友，同时北

美校友会整合了大陆改革开放后留学

北美的年轻校友所组织的各地方校友

会，成功实现了纵向传承、横向发展，

大大扩大了北美校友会的规模。这是

国内高校中历史最悠久的整个北美层

面的校友会。校友是母校最重要和宝

贵的资源。北美校友会一直致力于联

络校友感情，提高校友凝聚力，提升

母校的国际声誉，增强人才和项目交

流，发动校友对母校的捐款和捐赠，

以及充分发挥校友资源为母校服务。

本届年会还发布了《迎庆浙江大学120

周年华诞倡议书》，号召海内外浙大

校友以迎接120周年校庆为契机，为助

母校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砥砺前

行。 

40届年会在规模上和组织上都是

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北美校友会历史

上留下了自己的一页。成功来源于北

美校友会和北加州分会的长期努力和

深耕及广大校友的大力支持！年会前

前后后有80多位校友会志愿者参加了

筹备和现场服务工作：有花了大量的

时间构思和设计会议手册、礼品、名

签卡、签字墙、照片墙和横幅等等的

设计小组；有使外地参会校友感到宾

至如归的接送小组；有用二维码签到，

充分发挥了硅谷IT优势的会场注册小组；有井井有条维护中餐

和晚餐秩序的用餐小组;有在晚会上进行精彩表演的演出小组等

等......业余的团队干出了专业的效果！这些志愿者的默默奉献

和辛勤的付出是这次年会成功举办的基石，在这里非常感谢他

们！通过成功举办这次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校友会团队自豪感

满满，也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为以后组织大型校友活动累积

了宝贵的经验。 

 

年会还得到了不少校友和校友企业的赞助，筹到了3万多

美元的捐款：段永平，匿名赞助者，林家俊和陈建萍，成志，

程立新，金文英，北美浙大教育基金会，Vobile，美国中兴通

讯和沈楠律师事务所。美国中兴通讯和赵凯校友的Elliston酒庄

赞助了一些抽奖奖品。这些赞助使得校友会能够举办出一个比

较高大上的年会，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册】 

一早校友们就在注册处排起了长队；超出预期的参加人数

大大延长了注册时间，早上的会议开始时间不得不推延了半个

多小时。 

注册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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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前的校友互动 

 

 

 

【上午议程】 

湾区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郦志坚校友主持年会，于上午9

点半宣布会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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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校友会理事长、年会主席卢国文代表东

道主首先致辞，欢迎并感谢各地校友代表的到来，

及年会的赞助者和志愿者的大力支持。 

 
北美浙大校友会会长叶继承作北美校友会年度

工作报告。 

 

 

北美各地校友会会长和代表，图文并貌、有声

有色地介绍了各分会的特色和所在地的风土人情；

使大家对各分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后可以更好地

互动！ 

 

北加州会长成玉娟 

 

明尼苏达前会长胡捷 

 

西雅图会长林娜 

 

北卡代表霍明旭 

 

波士顿会长倪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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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丹佛会长王晓丹 

 

加拿大会长王晓鸣 

 

加尔卡里代表俞樱 

 

 

大纽约代表北美前会长陆重庆 

 

南加州代表孙宇含 

 

 

大会还为40年代毕业的老学长举行了怀旧座

谈，为年会增添了一份感动和惊喜，也让年轻校友

们了解了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历史。这些老学长们曾

经经历过西迁，现均已90多岁高龄，他们是刘长

庚（46届机械）、吴梅生（45届数学）、赵清源

（45届农经）、胡荫华（46届化学）、邝瑞珍

（47届化学）五位校友。刘长庚学长简要地介绍

了北加州校友会的历史；他说北加州校友会成立于

1971年，是北美校友会里最早成立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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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学长的引领下，全场校友共唱浙江大学校

歌，年会气氛推向高潮。 

 

 

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邓繁华对年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和肯定，祝愿北美浙大校友会进一步团结广

大海外校友和侨胞，更好地为当地校友服务，为中

美关系友好发展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 

 

 

严建华副校长代表学校和校友总会向大会的召

开表示祝贺。他首先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近期发展

情况，围绕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支撑条件和校友

工作等四个方向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学校这些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校友和各地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他同时介绍了学校校庆筹备情况，在母校120周年

华诞之际，希望各地方校友会和广大校友们热情参

与和大力支持，助力母校早日迈入世界一流大学的

行列。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会长周青山在会上发

言，号召北美浙大校友积极参与“聚沙成塔”活动，

期盼广大校友继续通过美国教育基金会的平台支持

母校发展，加强与北美校友会的互动。 

 

 

现场聚精会神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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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络气氛，上午大会结束前举行了抽奖活

动。奖品有校友会赞助的GoPro最新发布的产品：

Hero5Black运动照像机，美国中兴电信捐赠的最

新智能手机Axon7和智能投影仪，及赵凯校友的酒

庄Elliston捐赠的红酒。 

 

 

 

 

上午议程结束后开始拍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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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提供了从会展中心订购的简单三明治午餐。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校友报名时，只有120人登记

要求在会场用午餐；校友会向会展中心订购了180

份午餐，但中午时约有280位校友要求在会场用午

餐。所以只好赶紧从外卖店去买Pizza和三明治，

不少校友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吃到午餐。而且会展中

心不准带自买的食品进会场，所以部分校友只好在

大楼外面吃。在此对此深表歉意！ 

 
 

 

 

 

 

【下午论坛讲座】 

下午的活动分成了求是科技、创新创业、投资

生活三个主题论坛；讲员们张琦、丁沪生、苏虹林、

刘伟力、严志程、易锋，郑巧晶、沈楠、王阳、王

扬斌、张竑、吴万敏、冯望烟、童水光、曹曙、蓝

珍、王胤超、郑飞君，段永平、恵建国、常桐善、

陈醉霜、蒋英，任紫君等校友分别就这些主题作了

丰富多彩的演讲，现场气氛活跃、讨论热烈。很多

校友恨不得有分身之术，可以同时参加多个讲座；

既想听段永平学长的分享，也想听其它感兴趣的论

坛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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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同时进行的还有北加州浙大校友会统筹协

办的创客天下-杭州北美创新创业大赛的硅谷决赛

路演。校友赖玢洁担任了决赛路演的主持人，250

多位硅谷高层次人才观看了路演。决赛在18个优

秀项目中选出6个去参加11月杭州国际人才交流大

会上的总决赛。 

 

 

 

【晚会】 

为了晚会的顺利进行，晚宴选择了在会展中心

以自助餐的方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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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会上北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的CFO王晓丹校友介绍了基金会和母校的“聚沙成塔”校友捐赠计划，

号召校友们积极参与到“聚沙成塔”捐赠活动中去，为母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赛伯乐投资集团总

裁王阳校友则建议北美校友们成立一个校友基金，利用校友资源，投资优质校友企业，收益的一半拿来捐

给学校，一半留给自己，做到“有名有利”。 

 
温显老师导演的晚会节目也是非常丰富多彩！太鼓（斯丹福太鼓队）、二胡（子菲）、琵琶（张玉

琴）、小提琴（刘旋，王欢）、独唱（温显，赵夏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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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第二故乡贵州遵义湄潭县委县政府也专门为此次年会录制祝贺视频，并向年会赠送字画，欢

迎校友们常回湄潭看看。 

 
 

晚会中校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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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络气氛，晚会也加入了抽奖活动。奖品有Apple的iWatch2,最新发布的GoProHero5Black运动

照像机，及赵凯校友的酒庄Elliston捐赠的红酒。 

 
 

年会在晚上愉快而温馨的晚会中圆满结束。希望这对于参加年会的校友是值得留念的一天！ 

 

这里值得一提，也是令年轻校友们感动的是，五位95岁左右的老校友从早上9点开始到晚会9点多结束，

全程参加了长达12多个小时的年会议程和互动，而且还看上去依然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当天晚上送老学

长们上车回家时，刘长庚老学长一直说今天看见这么多校友来参加年会，非常高兴；对年轻校友从他们

那里接棒以后，北美校友会的蓬勃发展感到非常的欣慰。 



 
 
National Chek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 22 - 

 
 

有点遗憾的是年会一天的活动安排太紧凑，

很多很有意义的互动项目最后没有时间去做，

如与国内来的校友的互动、刚毕业到北加州读

研究生的校友的迎新活动、老学长们与毕业相

隔60、70年的年轻校友之间的互动如合照等、

发放学校的定制小礼品等等。还有，本来说好

8月18日前报名的校友可以得到一个学校的定

制小礼品（与往年一样，这份小礼品是夹在一

个精致的文件夹里的成绩单）。当时约有400

多校友报名，所以校友总会花了不少精力为这

些校友准备了成绩单，但由于时间关系（发放

需要好几个小时），无法在当日会场将所有礼

物分发给参会校友 ,只有参加晚会的少许校友

在现场拿走了一些成绩单。剩下的只能后续想

办法分发，在此我深表歉意! 

 

 

 

 

40年代的浙大成绩单 

 
年会也为校友准备了签名墙，以作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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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年会的苏州校友会代表团               年会部分志愿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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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庆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倡议书】 

 

亲爱的校友： 

2017年5月21日，我们的母校将迎来建校120

周年华诞，这是浙江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全球60万校友共同期盼的喜事。120年栉风沐

雨，120年弦歌不绝，母校在危难中创立，在困境

中崛起，在融合中发展，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

历史画卷上书写了隽永华章，也为我们在世界各地

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母校，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永远的牵挂，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希望浙大的明

天更加辉煌。当前，全体浙大人以迎接120周年校

庆为契机为把母校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砥砺前

行。 

母校的荣光，伴随校友成长，也由校友铸就。

母校建校120周年的圆梦计划已经启动，这是时代

的召唤，也是所有浙大人的共同心愿。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包括海内外校友

在内的所有浙大人的奋发图强和不懈努力。 

亲爱的校友，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将爱心汇聚，

从点滴做起，用感恩、祝福和支持共同助力浙大发

展！让我们和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一起，积极

推动母校的“聚沙成塔”募捐计划,并尽力支持母校

开展“卓越学术”工程、“品牌文化”工程、“助推梦想”

工程和“美丽校园”工程。 

我们真诚期待广大校友情系母校，饮水思源，

宣传母校成就，回馈母校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为

把浙江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添砖加瓦！ 

2017，我们一起回校，共庆我们的母校120周

年华诞！ 

2017，全球校友同庆！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2016年9月24日     

   

 

【非常感谢北美40届年会志愿者们】 
（按姓名拼音排列） 

 

蔡为  蔡中堂  曹春明  常诚  陈浩  陈姣  陈杰  陈玲  陈清源  陈然  陈伟英  陈醉霜  成瑶  成玉娟  成志程  

宇微  从虹  范容菲  范思淇  方中南  傅靖华  高济舟  顾松庠  韩筠  何骏  胡必成  胡迪  胡林俊  胡晟  胡芸  

黄毳晨之  孔艳阳  赖玢洁  李锋  李佳晨  李莉  李思琦  郦志坚  刘佳  刘兰  刘璇  陆重庆  卢国文  卢颖臻  

罗丹利  吕铖  缪向群  钱曼倩  曲雅甜  冉菁菁  阮沈勇  沈澜  苏卫鸣  陶一翔  王彬成 王欢  王丽娜  王晓鸣  

魏超群  温显  吴旭  肖潇  徐开文  徐媛  杨登亮  杨礼宇  杨旸  杨洋  杨舟  叶继承  易峰  余晓兵  郁建民  

詹晓峰  张备胜  张立明 张阳  张玉琴  章铮  章舟涛  郑丹丹  郑飞君  郑巧晶  子菲  等等 

 

感谢默默奉献的热心校友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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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网络直播首试2017北加州校友会春节联欢 
卢国文(信电系84届)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正在启动充分利用网络直

播资源把地方校友会的活动扩展到整个北美的工作，

使各地的校友都能感受或参与到北美其它地方校友

会的活动，以增强各地方校友会之间的互动、互助

和互乐。 

我们将在北加州浙大校友会2017年2月5日星

期天的春节晚会上作试验直播。然后北美校友会会

根据各地校友会和校友的反馈，总结网络直播的流

程供每个地方校友会参考和使用。非常感谢各地校

友会和各位校友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北加州校友会2017春节晚会将于2月5日星期

天下午4点开始。北加州会网络直播这个活动，感

兴趣的校友可以浏览相关页面来获取直播链接（或

长按二维码扫描进入、或点击页底的"Read more"）： 

https://www.facebook.com/zhedaalumni 

 

节目有浙大二代中国功夫表演、儿童二重唱、

少儿舞蹈、校友合唱：梦与追求、琵琶伴唱：青花

瓷、独唱：风吹麦浪，还有新组建的北加州浙大校

友乐队的LiveBand表演。 

时间表   

3:30pm SuperBowl观看开始 

4:00pm－5:30pm 注册,照片墙,画脸,拧气球,Social 

5:30pm－6:00pm 正式活动 

6:00pm－6:30pm 晚宴 

6:30pm－7:30pm 乐队联奏暖场乐，小朋友的文艺

表演，给老校友祝寿，给小朋友们发红包 

7:30pm－8:30pm 超酷的乐队，超好玩的游戏，最

火的班歌合唱，最回味无求的歌唱表演 

8:30pm－9:30pm Liveband，舞会 

 

有关北加州浙大校友会新春联欢的详细介绍请

浏览（或长按二维码扫描进入）： 

http://u3139028.viewer.maka.im/pcviewer/17M66IXN 

 
非常感谢各地校友会和各位校友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参与！ 

祝各位校友学长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

       

https://www.facebook.com/zheda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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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YouTube官斱频道来了！ 
张洁（英文06届）   2017年5月20日 

 

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之际，在北美浙江大学

校友会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

YouTube频道 (www.youtube.com/c/ZhejiangUniversity)

正式上线。频道不仅是全球各地校庆活动的通报站，

更是向全世界宣传浙大历史文化、校园生活和最新

学术成果的重要窗口。 

 

浙江大学校友会是世界各地的校友们传递梦想、

交流心得和寄托乡愁的地方。至今，校友会已遍布

于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非洲等十几个国家

及国内31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共计有140个地方

校友会。数年来，校友们为母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在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YouTube

频道的成立又一次体现了浙大校友会强大的执行力

和影响力。 

浙大新闻全球播报 

浙大120周年校庆YouTube频道作为一个平台

向全球输送浙大信息，发挥新闻播报站的重要功能：

如传播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系列宣传片、官方校

庆视频等等。 

 

 

全球校友共庆华诞 

以这个为浙大120周年校庆而成立的频道为媒

介，世界各地的校友送来了祝福。他们以校友会的

形式通过视频向母校和各地校友送上了问候。 

 

（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祝福母校） 

YouTube频道链接：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ZEM_dDwCGZA&index=4&list=PLaFavSdHYr6

9nXOs6-ZG1MVPRM1xpJcQ- 

 

校友们在世界各地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个美

丽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校友将他们的祝福汇集到这

里，让更多的人感受这份喜悦和热情。请点击下面

各地校友会视频链接，感受来自北美校友对母校的

祝福： 

【Apple校友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qWQW32Fz8) 

【Austin奥斯汀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elyVlPDCo） 

【Boston波士顿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fP7MlfsoA) 

【Dallas达拉斯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jBDXEPweE) 

【Google校友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NPkIGKt7o) 

【Houston休斯敦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NycjDPM24) 

【Minnesota明尼苏达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KyKgRrUvE)

http://www.youtube.com/c/ZhejiangUniversity
https://www.youtube.com/%20watch?v=ZEM_dDwCGZA&index=4&list=PLaFavSdHYr69nXOs6-ZG1MVPRM1xpJcQ-
https://www.youtube.com/%20watch?v=ZEM_dDwCGZA&index=4&list=PLaFavSdHYr69nXOs6-ZG1MVPRM1xpJcQ-
https://www.youtube.com/%20watch?v=ZEM_dDwCGZA&index=4&list=PLaFavSdHYr69nXOs6-ZG1MVPRM1xpJc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qWQW32Fz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elyVlPD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fP7Mlfso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jBDXEPwe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NPkIGKt7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NycjDPM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KyKgRrU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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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ouri密苏里校友会成立暨庆祝母校华诞120周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cMMsDvCU) 

【NewYork大纽约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2K4yFw06jk) 

【NorthCalifornia北加州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vwhgLtvbc） 

【NorthCarolina北卡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EcjDwHdI) 

【Portland波特兰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_l0f-Rf98) 

【SouthCalifornia南加州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tpKux5OUc) 

【Stanford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b0CjEZUQk) 

【UCBerkeley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Rd73RouxQ) 

【WashingtonDC华盛顿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4s6rydlsM) 

【加拿大Calgary卡尔加里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

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fRx6IxlA) 

【加拿大Vancouver温哥华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

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E79WkZob8) 

【加拿大WesternOntario西安大略校友会庆祝母校

120周年校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p6B4sWU6G8) 

 

 

走进求是园共寻求是魂 

 

除了浙大校庆相关视频，该频道还记录了求是

园内发生的点点滴滴，发扬并传播着求是文化。 

《ZJUTV学术最前沿》回顾精彩讲座，传播

学术理念。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里分享真知灼见，

为浙大学子和校友们送上知识盛宴，如李开复带学

子走进AI人工智能，俞敏洪鼓励学子生而不同，化

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谢涛启迪学子“没有变

形就没有世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罗泰教授分享

考古心得，等等。 

 

（李开复浙大讲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ricMaskin） 

同样由浙大电视台推出的《画说》、《暴走浙

大》、《浙大人物》、《科技新探》、《尚书》等

节目也在该频道定期更新。其中《画说》更是以图

片加评论的方式，全方位搜罗校内校外的新鲜事，

同时也将浙大校园的美丽风光展现给每位观众。 

而浙江大学的系列活动如“缘定浙大”集体婚礼

也在该频道播出，浙大新人们幸福的笑脸温暖了整

个求是园。而浙大学子自己拍摄的各类影片也被收

录在《浙大拍客》中，学子们用自己的眼睛捕捉校

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镜头里别具一格的风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cMMsDvC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2K4yFw06j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vwhgLtv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EcjDwHd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_l0f-Rf9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tpKux5OU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b0CjEZUQ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Rd73Roux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4s6rydl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fRx6Ix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E79WkZo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p6B4sWU6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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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定浙大”集体婚礼） 

校庆是一次分享收获和喜悦的节日，同时也是

一个总结历史、展望未来的契机。在全球校友的努

力下，该官方频道已正式上线，并且秉承“求是创

新”的校训，继往开来，助推梦想。 

欢迎大家关注和订阅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频

道ZhejiangUniversity。 

 

 

除了Youtude，浙江大学也在海外开通了官方

社交帐号，欢迎大家关注和订阅。 

Facebook: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Twitter： ZJU_China 

   

 

2017北美浙江大学校友浙江创业行 
胡捷    2017年5月22日 

 

 

 

各位分会会长、各位理事们： 

在您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在卢国文会

长自始至终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叶继承前会长的親

自参与和组织下，第四屆北美浙大校友学子浙江行

活动从5月15日开始到5月20日，途经宁波余姚、

绍兴和杭州江干三地圆满结束。 

活动情况简要汇报如下：共收到项目33个，

其中10个被在余姚召开的宁波第四屆机器人峰会

录取並邀请参会；25个被绍兴录取並邀请对接；

17个被杭州江干区邀请对接。项目专家主要来自

浙大在北美校友，少数来自其它大学在北美校友，

有个别来自欧洲。项目深度、广度和数量明显高于

以前几届浙江行。 

这次浙江行活动领队是胡捷和叶继承前会长，

两人分工明确：胡捷主要负责中国国内部分，包括

联系和落实接待方、争取资助、传递项目及了解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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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被接受情况、车辆安排等等；叶继承学长主要负

责北美这块，主要是发征集项目通知、对收到项目

初审汇集打包、申报不全的及时联络项目负责人、

建立去各地专家微信群等。但分工不分家，两人互

相配合默契，沟通及时。叶继承前会长花费了大量

时间和精力，具体细緻地进行项目汇总，列出项目

专家的个人信息一览表等等，经常工作到深夜，以

至后来抱病浙江行。对国内联络这块，由于时差关

系，往往也是需要通宵达旦工作，整个联系沟通过

程，微信电话电邮以千计算。波士顿的洪保明前会

长，有着参与过二屆浙江行组织领队的经验，也是

时时关心帮助並提供过去有关材料供参考。 

在各地分会会长、理事们、北美浙大校友会会

长们及浙江行的组织者们共同努力下本届浙江行已

顺利完成，浙江省内接待方和专家们双方都很满意，

路演认真，对接活跃，意向浓厚，达到预期效果。

北美浙大校友学子浙江行活动是在四年前由陆重庆

前会长提出並实施的。主要理念有三个：一是为北

美校友们回国创业提供一个平台；二是扩大北美浙

大校友会在浙江的影响；三是为浙江的经济发展作

些贡献。 

浙江行是以小分队形式按一年一次进行。四年

中足跡已遍及浙江多个市区如嘉兴、桐庐、湖州、

富阳、杭州、萧山、绍兴、慈溪、宁波、余姚、台

州等，共推荐了近百个项目，已有多个项目落地。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现在各地对项目质量要求越

来越高，经费资助越来越难，邀请条件越来越多。

今后希望有更年轻的校友，特别是有愿意付出大量

时间和精力且有饱满热情的能吃苦耐劳的年轻校友

来参与和承担浙江行的组织和领队工作，让浙江行

继续健康有序进行下去，让我们北美浙大校友会的

这一浙江行品牌越做越好，不辜负前任和后任会长

的期望，也不辜负广大校友们的期望。 

 

 

 

 

附：2017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浙江创业行通知 

 

尊敬的浙大校友与朋友们： 

为帮助北美浙大校友和其它海外创业人士了解

浙江省的创业投资政策及环境，更好地为海外优秀

人才搭建在浙创新创业平台，以及帮助相关企事业

解决疑难问题，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与浙江省及各

地有关部门及企业合作，将在前几年的基础上，继

续举办2017“北美浙大校友浙江创业行”活动。 

【一】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2017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9 日，具体时间

以正式邀请函通知为准。 

地点：以绍兴为起点，杭州为终点，覆盖杭州、绍

兴、宁波、台州等地区。技术需求面广，可以是下

列方面之一： 

先进装备制造、生命健康、信息经济、节能环

保、高端纺织、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金属

制造、现代住建、通用航空等产业，以及涉水治水、

文化旅游、智慧城市、人文社科、经济金融管理等

领域，电子信息、互联网、金融、智能制造、文创

产业、工业机器人及其核心零部件、服务/特种/并

联/医疗等方面的机器人、人工智能、高端医药产

业制造、医疗器械、绿色材料、智能电子信息等领

域 

【二】活动方式及特点 

活动以结合各地需求和专家特长为特点，以小

而精的推介、洽谈及实地访问考察为方式，努力实

现海外携带项目与民营资本的对接。参加方将包括

省市各地政企、科技开发经济产业园区和投资方相

关人员。 

【三】活动食宿旅费 

活动期间全程食宿费用由主办方承担，对被选

中项目的专家将有一定的国际旅费补助。本次活动

参加者不限于北美，我们诚邀北美各地浙大校友和

海外其他校友朋友踊跃报名，期待各路英才积极参

加！ 

【四】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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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完整填写【报名表】，连同表中所要求的相

关材料，于2017年4月10日前 

通过电子邮件发至ncuaa_zjx@zjuaa.org。优

先考虑有完整创业项目计划书。 

被邀请者将于活动前一个月左右收到我们的正

式邀请函。 

报名表请从下面网址里的【报名方式】在PC

或MAC上下载填写： 

http://zjuaa.org/event/2017ncuaa_zjx.htm 

 

 

 

【五】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方式：所有材料信件请直接发往

ncuaa_zjx@zjuaa.org 。 

联系人：胡捷 651-208-6849,洪保明 508-333-

8763,叶继承 408-306-1422,卢国文 408-887-895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www.zjuaa.org    

2017 年 3 月 1 日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设立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卢国文(信电系84届） 

 
尊敬的浙大校友与朋友们：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www.zjuaa.org)于 1976

年由一批 30－40 年代毕业的老学长们在纽约创立,

宗旨是促进校友之联谊、互助、及发扬母校求是精

神，关心并促进母校的发展。1979 年接待了由刘

丹书记带队的第一个浙大访美代表团。北美浙江大

http://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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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友会坚持不懈地每年召开年会（仅在 2001 年

由于 911 事件而停办）。由于这些老学长们的坚

持，北美浙大校友会成了在北美所有大陆高校校友

会中历史最悠久，凝聚力最强的校友会；而且越来

越壮大!去年 9 月在北加州硅谷召开了第 40 届年会

暨迎庆母校 120 周年华诞，共有 550 多校友参加。 

到了 2005 年，由于老学长们年事已高，就把

把校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从大

陆来北美留学的校友们。在办理移交时，财务清单

上留下了老学长们自创建北美浙大校友会三十年来

所缴会费及捐赠积余的两万多美元。随着时光流逝，

越来越多的老学长已经相继离开我们，怎样更好地

使用这笔包含着老学长们对北美校友会和母校厚爱

的有限资金来回报承继他们的心志，成为了我们这

代人当下即需考虑的要事。经过近年来许多理事的

商讨和与一些年长校友的交流征询，准备设立一个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使后代能借

此纪念这些经过“西迁”的浙大校友们在浙大和北美

浙大校友会历史中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希望这也能

够了却目前尚健在年长学长的心愿，告慰数百离去

的学长，同时推动校友会的传承发展。 

被誉为“文军长征”的浙江大学抗战西迁，是一

部深刻反映社会历史背景、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文

化底蕴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是浙江大学发展史上

的光辉篇章，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前后历时 9 年、行程

5000 余里的西迁办学期间，以竺可桢校长为代表

的老一辈浙大人抱着对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心和对科

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在艰

难险阻中顽强拼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培养和保护了一大批卓越人才，成就了“东方剑桥”

的辉煌。浙大西迁办学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

州遵义湄潭的人民当年给予浙大办学无私的支持。 

今年适逢母校 120 周年华诞，我们将结合母

校的“聚沙成塔”活动，充分调动北美校友的集体力

量，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 

1、名称：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2、用途：每年一度在规定的时间中，将该基

金在本年度内的增益部分（不动本金），经严格申

请及评审过程发放。西迁纪念奖学金将用于对浙大

西迁地的教育有关的项目的捐赠，及赞助需要经济

补助的浙大校友（以浙大西迁地—江西泰和、广西

宜山、贵州遵义湄潭、丽水龙泉来的浙大学生为第

一优先考虑）到北美的短期实习，以配合浙大实现

让每个学生在 4 年大学生活里有一次到国外交流的

机会的目标。后期也会赞助为北美校友会服务的一

些项目。每年能赞助的学生人数及用途会随着大家

对基金捐赠的增加而增加。申请、评审及管理细则

另定； 

3、来源：动员广大北美校友及其它资源共同

捐赠。无论捐款

多少都是校友们

的 心 意 和 支 持

（美国的捐赠款

可以免税）！以

后每年都会募捐

一次； 

4、管理：本金留在美国，由北美浙大校友会

和捐赠者推选组成的西迁纪念奖学金管理委员和浙

大美国教育基金会联合管理。每年向捐赠者提供这

个基金的受捐和赞助报告。浙大美国教育基金会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ON FOUNDATION 

USA)是浙大在美国注册的 501(c)(3)的非赢利组织，

具体介绍请浏览：http://zuef-usa.org/fundraising.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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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学长为“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捐赠100万美元匹配基金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 卢国文 

2017.5.18 

 

2017 年 5 月 14 日母亲节，我收到了来自段

永平学长的一个令人激动的短信！他要为“北美浙

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捐赠 100 万美元 1：1

匹配基金！这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收到最大的捐赠，

是这个母亲节里北美浙大校友会献给母校的最大礼

物，也是对母校 120 周年华诞最好的祝福！校友

们捐一美元，西迁纪念奖学金就得到两美元。而且

西迁纪念奖学金的投资管理将由段学长亲自来指导！

仅增益部份用来发放奖学金，这样的机制也使得这

个西迁纪念奖学金可以长久传承下去！ 

西迁纪念奖学金将用于对浙大西迁地的教育有

关的项目的捐赠，及赞助需要经济补助的浙大校友

（以浙大西迁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

湄潭、丽水龙泉来的浙大学生为第一优先考虑）到

北美的短期实习，以配合浙大实现让每个学生在 4

年大学生活里有一次到国外交流的机会的目标。衷

心期望校友们积极参与，争取早日达到 100 万美

元的匹配捐赠！北美浙大校友会和美国浙大教育基

金会也将设计一个方案，使得捐赠者们能有效监督

西迁纪念奖学金的运作。 

尊敬的北美浙大校友与朋友们，无论多少，你

们的捐赠都是对西迁纪念奖学金最好的祝福和最大

的支持！是以北美浙大校友名义建立起来的西迁纪

念奖学金得以实施和发展的基石！让我们一起努力，

通过西迁纪念奖学金，力所能及地地帮助浙大西迁

地提升教育质量和帮助需要得到帮助的浙大学生，

为北美浙大校友会和浙大的传承发展作出自己的一

份贡献和付出。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参

与！！！ 

【下面是捐赠的方法,捐款备注请注明“Xiqian 

Memorial Scholarship”】 

通过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网站 www.zuef-

usa.org，打开网页点击右下边的 PayPal 的链接，

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 

使用银行电邮转帐服务，如 Chase 银行服务，

通过 Chase QuickPay(Email:azkef2008@gmail.com)

捐款。 

将您的捐助支票连同填妥的【2017-2018 年度

捐助表】(见下页)一并寄给基金会 ZUEF(USA)。

邮寄地址： 

ZUEF(USA)c/oLanShen, 

13HiddenRidgeCourt, 

Scarsdale,NY10583 

 

所在公司如有 Donation Gift Matching,请通过

公司捐赠给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USA)。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是在美国加州注册的

非盈利组织，来自美国的捐款可以得到抵税优惠。

TaxIDnumber：94-3227113。 

捐款联系邮箱：scholarship_xq@zjuaa.org 

 

 

 

 

 

http://www.zuef-usa.org/
http://www.zuef-usa.org/
mailto:scholarship_xq@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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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捐助表  
 

捐助者 

中英文姓名 
系科专业 毕业年份 捐助金额 支票号码 

 
   

 

支票请注明 Payable to: ZUEF (USA) 或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USA)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E-mail  

您的留言及建议 
 

 

是否愿意将您的姓名列于我们的捐助名单：  是     否   

基金会内部使用 Case No.  

捐助收到日期  

支票确认日期  

 

请将捐助支票随此表格寄到： 

ZUEF (USA) c/o Lan Shen 13 Hidden Ridge Court Scarsdale,NY10583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是在加州注册的合法的美国非营利免税募捐组织。在收到您的捐款后，我们会

立刻提供正式的捐款凭据，供您报税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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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第41届年会 

暨欢庆母校120周年华诞囿满召开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卢国文 

 
在波士顿满城金秋红叶的陪伴下，北美浙大校

友会第41届年会暨欢庆母校120周年华诞于10月14

日在沃尔瑟姆威斯汀（TheWestinWalthamBoston）

圆满召开。这次北美年会由波士顿分会承办。非常

感谢波士顿校友会在倪继红会长带领下为组织这次

年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奉献！ 

非常感谢300位左右来自北美和其它地方的校

友们来参加这次北美校友的盛会；有的长途拔涉，

有的千里迢迢，有的万里迢迢。这次参加过西迁的

老学长们由于年事已高，虽无法亲临会场，但还是

送来了视频祝福！同时60年代毕业的校友成了这

次年会最资深的学长；波士顿及周边地区名校林立，

所以年会吸引了很多的年轻校友来参加。参加校友

中三分之二以上是2000届以后的，其中2010届以

后年轻校友更是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参加年会

的还有多位杭州、上海、北京、江西、苏州、澳大

利亚等地校友会的负责人及校友；在年会里，大家

都只有一个标签：校友。大家相聚在一起，似乎有

说不完的话，畅谈着在母校的青葱岁月与未来的期

待。学校和校友总会领导，吴朝晖校长、校友总会

胡炜秘书长、张美凤老师，党颖老师等专程到会祝

贺。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徐永吉教育参赞等教育处领

导受邀出席了年会。 

今年的年会还增加了一个议程。北美校友会虽

然在北美，但传统上北美年会相对封闭，整个活动

的按排和议程基本局限在校友之间。今年北美校友

会在努力提升浙大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在同时同地协办了一个国际行动理

事会（InterActionCouncil)关于人工智能对社会的

影响的专家会议；会议由国际行动理事会秘书长和

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前州长Weld先生主持。

国际行动理事会是由一些、前政要如前总统、前总

理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主要是为发挥余热，对可

能发生的全球的社会问题作出预测及可能的解决方

案，供现政府及一些世界组织作参考和采用。 

【41 届年会上午议程】 

年会上午9点半开始。年会主席、波士顿校友

分会倪继红会长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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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会的传统，为过去一年在北美过世的老

学长和校友致哀，接着校友们一起唱校歌！ 

 

浙大校友总会胡炜秘书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带来了总会对北美校友们的问候。 

 

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徐永吉对年会的召开表示

祝贺，祝愿北美浙大校友会进一步团结广大海外校

友和侨胞，更好地为当地校友服务，为中美关系友

好发展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 

 

北美浙大校友会卢国文会长简要回顾了北美校

友会历史并作了北美年度工作汇报。 

 

吴校长等为2017年新成立的北美地方校友会：

密苏里、波特兰、亚利桑那、和伊州的香槟校友会

授旗。 

 

 

北美各地校友会会长或代表图文并貌、有声有

色地介绍了各分会的特色和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及

各分会所做的活动，使大家对各分会有了更深的了

解，以后可以更好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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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盛顿 DC 徐飞会长 

 

大纽约单雷会长 

 

北加州陈醉霜会长 

 

南加州金陶涛理事 

 

密苏里陈余荣会长 

 

香槟卢立群会长 

 

加拿大（多伦多）王晓鸣会长 

 

芝加哥蔡文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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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倪继红会长 

 

西雅图林娜会长 

 

国内兄弟校友会的代表，杭州校友会吕建明会

长和上海校友会胡海平会长分别简短地介绍了当地

校友会。 

 

 

江西校友会吕任东会长赠送书法题词给北美校

友会。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陆国震教授在

会上发言，期盼广大校友继续通过美国教育基金会

的平台支持母校发展，并加强与北美校友会的互动。 

 

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校友（信电系91届

研）做“时代的机遇，创新创业与一带一路”的演讲。 

 

最后，吴朝晖校长作了主旨演讲，表达了对北

美浙江大学校友进行深切的关怀与高度的肯定。吴

朝晖校长与北美校友们分享了浙江大学评上双一流

的喜讯，表示校友就是母校最宝贵财富，母校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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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进步离不开校友们的一贯支持。并希望北美校

友会成为与母校构建发展共同体的先行者、模范者！ 

 

 

上午最后议程，近300位校友的全体合影，工

程浩大。 

 

 
 

【下午-求是论坛】 

本次求是论坛总共分3个分论坛：创业投资与

专业服务、科学技术与生命健康、人文教育与职业

发展。来自于波士顿各名校和全球各地的不少杰出

校友应邀出席北美年会，共同研讨计算机、教育、

医疗、生物等前沿科技与全球行业趋势，围绕当前

热点，展开深度跨界交流。 

【Room1：创业投资与专业服务论坛】 

分论坛主持：方芳、张谦 

【陈肖峰校友】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副院长，

执行董事。演讲题目：浙大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

—着力打造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研发、孵化、产业化

的创新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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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荻勇校友】生物04届，现供职于纽约奥

博资本。演讲题目：医疗保健产业的风险投资及其

他多种投资； 

【郑巧晶校友】法学院及竺可桢学院09届，

现于美国盛富德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演讲题目：

美国劳工法101——员工及初创企业必须知道的劳

工法知识； 

【胡海平校友】化工92，师董会创始人,上海

校友会会长。演讲题目：年轻的心态，成就年轻的

事业； 

【薛敏勤校友】光仪77届，亨瑞集团副总裁。

演讲题目：全球投资新四化“教育全球化，身份全

球化，资产全球化，企业全球化”； 

【ThomasAxworthy】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

事会(InterActionCouncil)秘书长；曾担任加拿大总

理皮埃尔•特鲁德的首席秘书及首席演讲稿撰写人。

演讲题目：白求恩，星球健康，和人工智能。 

【叶继术、俞思聪、陈鸿小组研讨主题：浙

大人在创业路上】 

 
【叶继术校友】浙大苏州工研院常务副院长。

主持十多项科技与产业发展规划，组织高技术产业

化开发与转移、转化项目逾百项，以创业导师身份

投资于5家初创公司。 

【俞思聪校友】数学统计本科，美国西彻斯特

大学应用统计硕士。米乐居高级合伙人。 

【陈鸿校友】化工自动化92届。自95年开始

创业，合伙建立恒生电子。08年任杭州友笑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至今。2007年创建杭州浙大

校友会，现为杭州浙大校友会名誉会长。 

【Room2：科学技术与生命健康论坛】 

分论坛主持：张凌波、应晓优 

 
【冯国平校友】医学 82届，麻省理工任

McGovern脑研究中心讲席教授。演讲题目：脑科

学的机遇与挑战； 

【周如鸿校友】首届混合班，物理88届，美

国IBM华生研究院软物质科学实验室主任和哥伦比

亚大学化学系兼职教授，2009年获奥巴马总统颁

发的美国国家技术奖章。演讲题目：人工智能在生

物医药中的应用； 

【马满材校友】浙江网新恒天软件首席创新官。

演讲题目：21世纪的IT产业职业发展趋势； 

【李全政校友】生物医学97届，哈佛大学医

学院副教授，麻省总医院图像重建与人工智能中心

主任。演讲题目：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中的应用； 

【朱云祥校友】化学84届，圣诺菲健赞生物

制药公司资深总监及杰出专家研究员。演讲题目：

抗体疗法与精准医疗； 

【于吉洋校友】计算机 06 届， St.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计算生物学系助理教

授。演讲题目：大数据和癌症精准医疗。 

【Room3：科学技术与生命健康论坛】 

分论坛主持：牛婉婷吴剑 

【黎娜、郑国安、魏青山小组研讨主题：学

术界求职及青年教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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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娜校友】数学系（竺可桢学院）07届，

现任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曾获

2016年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早期职业发展奖与

美国国防部青年学者奖； 

【郑国安校友】竺可桢学院工科07届，现任

康涅狄格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助理教授，其发明的

傅立叶层叠成像技术已被收录于《傅里叶光学导论》

的经典教科书中； 

【魏青山校友】高分子系05届，现任北卡州

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助理教授。 

 
【胡国富校友】化学83届；现任塔夫茨大学

医学院、塔夫茨医学中心教授，创建杭州天因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演讲题目：从杭州到波

士顿到杭州——38年的学习、研究、创业之路； 

【王元校友】竺可桢学院04届；现任诺华生

物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演讲题目：职业发展——

从计算机到制药大数据 

【缪哲教授】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现任

专业方向为中国早期艺术史。演讲题目：一个中国

大学博物馆的诞生； 

【丁海杰校友】心理学05届博士。现任职于

史宾沙波士顿分部LAS部门分析总监。演讲题目：

领导力与企业文化； 

【周斌校友】浙大书法文献学、心理学博士后。

现为上海交大-美国南加大文化创意产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

演讲题目：中国书法与国际交流。 

【Room4：国家行动理事会专家会议】 

国际行动理事会是由一些前总统、前总理等前

政要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主要是为发挥余热，对

可能发生的全球的社会问题作出预测及可能的解决

方案，供现政府及一些世界组织作参考和采用。他

们每年开三至四次专家会议，一次年会。专家会议

上专家们对所定的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政

策方案。年会是对专家会议的总结。这个年度的议

题是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和相

应的对策。 

这次是北美校友会首次参与协办国际行动理事

会的专家会议。共有16位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

参加了研讨。北美校友会里卢国文会长，王阳校友、

周如鸿校友和李全政校友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国

际行动理事会秘书长ThomasAxworthy先生和麻萨

诸塞州（Massachusetts）前州长Weld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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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 

晚宴在华尔街著名华人董事经理瑞士信贷银行

风险管理董事总经理郑昌光博士的一番精彩演说中

隆重开启。200多名校友参加了年会晚宴。享受美

食的同时，年会筹备组精心准备了精彩纷呈的音乐

舞蹈与歌唱表演，其中校友的即兴互动表演大大地

活跃了晚宴的气氛！ 

郑昌光博士做“以不变应万变”精彩英文演说。 

 

美国浙大教育基金会财务长王晓丹校友讲解捐赠免税。  

 

国际行动理事会专家会议成员们与校友们共进晚宴。 

 

国际行动理事会秘书长Thomas先生在讲述他

与白求恩大夫的渊源：他的岳母是白求恩大夫在加

拿大诊所就医时的护士。他岳母对白求恩大夫的评

价是“非常聪明，但难于沟通”。 

 

 

来自波士顿信电82届的许阳校友边弹边唱，

一群浙大男神们共同演绎的《之江校园》，勾起不

同年龄校友对于母校的深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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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电82届许阳校友精彩的边弹边唱，引来无

数女生们的排队献花，堪称年会上的经典一幕。 

 

来自多伦多的机械系83届铁木尔校友展现了

现场漫画速写的高深功底。 

 

来自波士顿大学的两位浙江大学校友家属为晚

宴奉上了一曲优美的西洋乐合奏。 

 

校友们踊跃上台献唱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大合

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晚宴压轴节目来自年会筹备组的一曲《好日

子》，红红火火的歌声振奋全场。 

 

参加年会的部分北美校友会理事们在晚会上亮相。 

 

在年会结束前，本地年会主席、波士顿浙大校

友会会长倪继红女士对校友们的精彩表演表示感谢，

并在现场主持了抽奖活动。本次年会抽奖奖品（高

级西洋参和高级电动剃须刀等价值近3000美元）

由亨瑞集团提供赞助！除了奖品，亨瑞集团还提供

了$5000美元的广告赞助。在此非常感谢亨瑞集团

对本次年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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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杯北美校友高尔夫友谊赛】 

 

10月15日，在陈田、王晓丹、叶继承等校友

的精心策划以及北美校友高尔夫爱好者的支持和参

与下，首届北美「西子杯」高尔夫球友谊赛于牛顿

市共富（Commonwealth）高尔夫球场成功举行。

首届冠军由唐栩获得，并列亚军为许阳和袁彬。北

美校友会也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尔夫爱好群，以方便

爱好高尔夫的校友互相约球。图为卢国文会长为冠

军唐栩校友授“西子杯”。 

 

 

 

【北美浙大校友会卢国文会长工作报告】 
 

北美浙大校友会卢国文会长在年会上简要回顾

了北美校友会历史并作了北美年度工作汇报。 

 

【历史回顾】 

 

北美浙大校友会于1976年由30、40年代毕业

经过西迁的在北美的老学长们发起，在纽约成立，

至今已经42载；除了于2001年因9.11事件停办了

一年外，北美浙大校友会不间断地在北美各地举办

年会；这也是第三次在波士顿举办年会。2005年，

老学长们由于年事已高，把北美校友会的大旗交给

了年轻的校友；同时北美校友会整合了大陆改革开

放后留学北美的年轻校友组织起来的各个地方校友

会，成功实现了纵向传承、横向发展，大大扩大了

北美校友会的规模。这是国内高校中历史最悠久的

在整个北美层面上的校友会。校友是母校最重要和

宝贵的资源。北美校友会一直致力于联络校友感情，

提高校友凝聚力，提升母校的在国际上声誉，增强

人才和项目交流，发动校友对母校的捐款和捐赠，

和充分发挥校友资源为母校服务；争取做母校发展

共同体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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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在1979年热情接待了由刘丹

书记带队的浙大第一批到美国访问的代表团。 

 

1979年接待刘丹书记带队的浙大第一批到美

国访问的代表团时的活动按排和路线图。 

 

老学长们成立校友会后，每年雷打不动地出版

两期校友通讯，以老学长们的西迁回忆文章为主。 

 

2005年，老学长们由于年事已高，在新泽西

的年会上把北美校友会的大旗交给了年轻的校友。 

 

2010年在波士顿的年会 

 

今年2017年在波士顿的年会 

 

历届北美浙大校友年会地点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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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工作汇报】 

 

2017年以来三个重要工作： 

 全球校友微信互推-连接北美校友； 

 北美浙大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与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互动。 

 

【全球校友微信互推-连接北美校友】 

1.现在估计约有2-3万浙大校友在北美，但能

联系到只有8000校友左右。 

2.到2016年底，在美国10个州和一个地区，

加拿大4个省共有24个地方成立校友会，但北美有

美国50个州，加拿大10个省和3个地区，及墨西哥。 

3.努力争取让北美浙大校友会组织遍布整个北

美各地区！ 

4.微信为联系校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通过60

多个地方校友会微信群的建立，经过第一轮全球校

友微信互推帮助寻找北美校友： 

--在没有微信群的地方，建立了微信群; 

--已有微信群的地方校友会，有的一下子增加

多达200+校友; 

--到年会时，已经新成立了4个地方校友会：

密苏里、波特兰、亚利桑那、伊州香槟。 

 

 

 

2017年新成立的北美地方校友会 

 

 

 

 

微信和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了方便校友交流的主

要工具。2017年新建了北美浙大校友会微信公众

号（zjuaa1976），作为北美校友会发布消息的平

台。同时也建了很多功能群，如校友工作机会内推

群，摄影群，高尔夫群，专业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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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经过近年来许多理事的商讨和与一些北美老学

长的交流征询，准备设立一个“北美浙江大学校友

西迁纪念奖学金”,纪念这些经过西迁的北美老学长

们为北美校友会和母校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北美

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在5月120校庆期间

正式启动，并得到了段永平学长捐的100万美元匹

配基金。西迁纪念奖学金以老学长们以前已有的3

万美元捐赠、及刘长庚/吴梅生学长增捐的2万美元

为基础，通过组织各种募捐活动来集资。 

【名称】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用途】每年一度发放，用该基金在本年度内

的增益部分(不动本金），下面是一些用途的例子： 

1.用于对浙大西迁地的教育有关的项目的捐赠； 

2.赞助需要经济补助的浙大校友到北美的短期

实习；以浙大西迁地来的浙大学生为优先考虑； 

3.赞助为北美校友会服务的一些项目，如校友

子女优秀奖学金等等； 

4.等等。 

【评审】申请、评审及管理细则另定。 

【来源】动员广大北美校友及其它资源共同捐

赠。无论捐款多少都是校友们的心意和支持（美国

的捐赠款可以免税）！ 

【管理】本金留在美国，由北美浙大校友会和

捐赠者推选组成的西迁记念奖学金管理委员和浙大

美国教育基金会联合管理。每年向捐赠者提供这个

基金的受捐和赞助报告。 

浙 大 美 国 教 育 基 金 会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ON FOUNDATIONUSA)

是浙大学在美国注册的501(c)(3)非赢利组织。非常

感谢各位校友对西迁纪念奖学金的大力支持！捐赠

方式请浏览：http://zuef-usa.org，捐赠时请注明

“西迁纪念奖学金”。如对西迁纪念奖学金及捐赠想

要 进 一 步 了 解 ， 请 联 系 ： zheda.alumni@ 

gmail.com。 

 

 

【国际行动理事会专家会议】 

国际行动理事会是由一些前总统、前总理等前

政 要 组 成 的 非 盈 利 性 组 织 （ 详 情 请 浏 览

http://www.interactioncouncil.org），主要是为发

挥余热，对可能发生的全球社会问题作出预测及提

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供现政府及一些世界组织作参

考和采用。国际行动理事会每年开三至四次专家会

议，一次年会；专家会议上专家们对所定地的议题

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政策方案。年会是对专家会

议的总结。国际行动理事会在中国已经举办过两次

年会。2013年年会在天津举办,2016年年会在贵阳

举办。 

2016年国际行动理事会与浙大建立了互动机

制。今年卢国文会长受邀参加了在都柏林举办的

2017年会，一是熟悉年会的运行方式，二是讨论

如何协办一个在美国的国际行动理事会专家会议，

讨论未来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 

 
2016年国际行动理事会埃亨主席等访问浙大 

 
国际行动理事会在都柏林的 2017 年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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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计划专家会议在北加州硅谷召开。但因今

年的北美年会在波士顿召开，所以在跟国际行动理

事会商量后决定把这个专家会议与北美校友年会放

在一起，在波士顿举办。国际行动理事会负责邀请

美国的专家，由北美校友会来邀请中国的专家，这

样除了对议题的讨论，还能激起中西方思想的比较

和碰撞。 

这次是北美校友会首次尝试参与协办国际行动

理事会的专家会议。共有16位在人工智能方面的

专家参加了研讨。北美校友会里卢国文会长、王阳

校友、周如鸿校友和李全政校友参加这次会议。会

议由国际行动理事会秘书长ThomasAxworthy先生

和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前州长Weld先生

主持。 

和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互动，主要是出于两个初

衷： 

1.帮助增加和提升浙大在全球的知名度，去年

国际行动理事会成员访问浙大前，他们还不怎么知

道浙大。通过合作和互动，可以增加让全球政府部

门和世界组织了解浙大的途径。 

2.帮助增加和提升浙大在全球的影响力。浙大

教授或校友通过参与专家会议，提出有价值可行的

方案，可以增加提升浙大在全球的影响力的途径。 

 

【北美校友会一些常规活动】 

1.各地方校友会组织各种校友联谊、讲座活动； 

2.接待母校来访问北美的代表团； 

3.人才交流/项目对接/创业发展。从 2008 年开始，

北美浙大校友会通过一些地方校友会，帮助协办浙

江省国内外的国际人才交流活动； 

4.北美学子浙江创业行：2014 年起每年组织有创

业项目的北美浙大校友到浙江省各地进行路演和考

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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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需要开展的一些工作】 

1.重建北美校友会网站，强化校友互动功能； 

2.对北美经过西迁老学长们的采访和历史资料收集； 

3.通过网络直播把地方校友会活动扩展成北美活动； 

4.成立一系列以专业或领域为主体的北美浙大校友

分会； 

5.成立和规范一系列以兴趣为主体的北美浙大校友

俱乐部； 

6.加强与北美主流社会的互动和合作，为母校牵线

搭桥； 

7.校友导师计划或领航计划，帮助校友成长； 

8.为“北美浙江大学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募捐； 

9.挖掘能为母校捐赠的非赢利机构或慈善机构。 

【北美校友会 120 校庆活动】 

今年是母校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北美各地

方浙大校友会举办了各种校庆活动。其中比较知名

的是大纽约校友会申请的帝国大厦为浙大120校庆

点灯的活动，点燃了各地校友会纷纷在一些标志性

大楼上显示庆祝浙大120周年华诞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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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志愿者致谢】 

非常感谢倪继红会长带领下的50多位波士顿

校友会志愿者和一些北美校友会理事在年会准备工

作及现场服务中所做的努力和辛勤付出！不少校友

志愿者为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牺牲了很多业余时间、

家庭时间、和学习时间，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年会赞助致谢】 

年会的成功离不开充足的会务经费，和校友们

和企业界的赞助！我们非常感谢校友（叶继承、卢

国文、吕敏伟、倪继红和施建基等校友）、机构

（美国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杭州市、江干、萧山、

绍兴等地区在北美人才工作站）和钻石赞助企业

（亨瑞集团）对今年年会的热心赞助！ 

 

【北美浙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平台】 

为了方便和及时得到北美校友会发布的信息和

通知，诚挚地邀请校友们订阅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微

信公众平台：zjuaa1976,或扫描二维码加入。 

 
 

如果还没有加入到所在地的地方校友会的微信

群，可以先加微信号“zjuaa-glu”为好友，并注明希

望加入的地方校友会。 

 

感谢所有年会志愿者！ 

感谢所有参加年会校友！ 

感谢波士顿以外长途拔涉来参会的校友！ 

尤其感谢千里迢迢从国内来参加年会的学校领导和

校友！ 

感谢所有参加论坛讲座的讲员！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北美浙大校友会的校友和朋友！ 

 

 
吴校长等学校领导和部份志愿者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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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迎庆120周年倡议书】 
 

亲爱的校友： 

2017年5月21日，我们的母校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华诞，这是浙江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

全球60万校友共同期盼的喜事。120年栉风沐雨，120年弦歌不绝，母校在危难中创立，在困境中崛起，

在融合中发展，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画卷上书写了隽永华章，也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良好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后盾。 

母校，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永远的牵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希望浙大的明天

更加辉煌。当前，全体浙大人正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浙大在新时期提出的

殷切期望，以迎接120周年校庆为契机，启动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实施“六高

强校”战略，为把母校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砥砺前行。母校的荣光，伴随校友成长，也由校友铸就。

母校建校120周年的圆梦计划已经启动，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所有浙大人的共同心愿。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包括海内外校友在内的所有浙大人的奋发图强和不懈努力。 

亲爱的校友，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将爱心汇聚，从点滴做起，用感恩、祝福和支持共同筑起浙大的梦

想！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将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全力支持母校开展“卓越学术”工程、“品牌文化”工程、

“助推梦想”工程和“美丽校园”工程，认真组织和参与校庆各项活动，尽力完成母校交给的各项筹备任务。 

我们真诚期待广大校友情系母校，饮水思源，宣传母校成就，回馈母校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为把浙

江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添砖加瓦！ 

2017，我们一起回家！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201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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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美各分会介绍及活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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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温哥华校友会简介 
 

 

热烈祝贺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借着这个机

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温哥华浙大校友会。 

 

温哥华浙大校友会初创于2002年秋季，经过

十几年的发展，现已凝聚了一大批活动骨干，团结

校友三百余人。我们每年固定举办两次校友们的大

型聚会，一次在初春，一次在盛夏。另外，还有多

次的理事及热心校友聚会。我们也有自己活跃的微

信群，进一步促进了校友之间的团结和互助。校友

会被校友们称之为太平洋彼岸的“求是人之家”，在

大温哥华范围内的中国各主要大学校友会中，应属

佼佼者。 

 

温哥华浙大校友会还有因身处温哥华而得天独

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温哥华在历年多次被评为世界

最宜居城市，拥有发达的传统行业，如旅游、林业、

矿业、运输和物流业等，近几年技术、数字及互动

媒体、绿色环保等前沿产业也得到迅猛成长，这给

校友们融入到当地生活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温

哥华还拥有包括世界名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

十余家大专院校，每年吸引着大批中国留学生前来

就读，其中也包括许多浙大毕业生。 

 

今后，我们会更好的建设和完善这个为校友服

务的平台，承上启下，让求是精神在异国他乡发扬

广大，代代相传。 

 

 

温哥华浙大校友会 

2017年四月二十八号于加拿大温哥华 

 

 

 

 

2012年春节聚餐 

 

2013年二月元宵节聚会 

 

2013年8月在Marine公园BBQ聚餐 

 

2013年10月宴请张土桥副校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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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新春联欢 

 

 
2017年2月新春聚餐及120周年校庆活动 

  

 

北美浙江大学温哥华校友会企业家联盟简介 

在海外的校友会应该如何开展活动才会有凝聚

力、才会吸引大多数校友的参与，这可能是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如果仅仅每年活动一二次，不是在餐

馆吃顿饭，就是BBQ的老套套,这样往往导致参与

的人数越来越少。鉴于此，温哥华的一部分有志于

在北美求生存图发展的浙大校友，于2008年10月，

成立了“温哥华浙大校友企业家联盟”，其宗旨是帮

助浙大校友在北美立足生存、共图发展，寻求、促

进北美与中国之间的技术交流、经济合作和商业贸

易。联盟活动紧紧围绕着加强校友的互通信息、互

助互利、团结合作，最终达到会员之间的互助共赢

之目的。联盟希望成为校友之间信息交流的平台；

校友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支持校友创业发展的后

台。 

“温哥华浙大校友企业家联盟群”现有62人，联

盟通过不定期聚会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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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项目研讨、信息交流、资讯发布、专业讲座等，

我们还组织郊游、登山、烧烤等联谊活动；每年年

底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进行年度总结并讨论下一年

的活动。 

联盟成立8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果，除了达

到校友间的联谊和增加凝聚力目的外，先后为多位

会员促成了从中国进口建材产品到加拿大和从加拿

大出口保健品到中国的生意。去年，联盟还推荐了

谢爽校友参加“杭州北美创业大赛”，其参赛项目

“工业制备色谱分离技术和产品应用”进入总决赛，

并且已经成功地在杭州落户。我们认为，我们的尝

试是有效的。 

 

 

温哥华浙大校友会 

 

 

 

 

北美浙江大学西雅图校友会 

 
 

浙大西雅图校友分会成立于2007年，同年，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第31届年会在西雅图举办。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西雅图区已有300左右校友会

会员。陈志强学长是我们校友会第一任会长，为

校友会做了很大贡献。之后张振友学长任了一年

会长（2015）。现任会长是林娜学长，她及6名

会理事成员组成理事会。我们希望继续发扬浙大

求事精神，做好西雅图的校友会工作！在此西雅

图理事会代表所有的西雅图校友向浙大母校祝贺！

希望120周年校庆庆典取得巨大成功！ 

 

 

西雅图浙江大学分会理事会 

于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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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波特兰校友会 5 月正式成立 

暨庆祝母校 120 周岁生日快乐 
 

在波特兰，还有一种人，叫浙大人！ 

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5月里，波特兰的浙大

人自发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浙大校友会波特兰分会，

一起致敬浙大120周年华诞。离开母校，我们在异

国他乡缘聚波特兰这座美丽的城市，不约而同地带

着从母校刻下的“求是创新”印记在这里工作、生活、

学习，我们一起向我们的母校浙江大学献上最诚挚

的生日祝福。浙大，120周岁，生日快乐！ 

 
 
 

北美浙江大学北加州校友会介绍 
卢国文（84届信电系），陈醉霜（82届土木系） 

 

1971年，以刘长庚老学长为代表的30～40年

代毕业的先到台湾后到美国留学的老学长们在北加

州成立了校友会。于76年与纽约和其它一些地方的

校友会一起成立了北美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并每

年召开一次年会。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大陆到

美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1990年代中期，在硅

谷的来自大陆的年轻浙大校友也独立成立了一个北

加州校友会，英文为ZhedaAlumniNetwork。当时

彼此并不知道互相的存在。2000年左右时候，老

学长们成立北美校友会与大陆来的年轻校友的互动

多了起来，少数大陆校友会的骨干分子开始参加老

学长们的年会组织工作。由于老学长们的年纪越来

越大，对准备年会已经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依懒年

轻的校友。2005年开始正式把北美国立浙江大学

校友会会移交给了大陆来的年轻校友。从此，来自

大陆各地独立成立的校友会，包括北加州校友会，

融入到了老学长们创建的北美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

实现了纵向传承。 

北加州校友会承担过7次北美的年会，1983

（172人）,1987（204人）,1994（212人）,2000

（105人）,2004（78人）,2009（135人）,2016

（550人）。2016年第40届北美年会的微信总结

（含视频）的链接：http://tinyurl.com/zjuaa40wx 

 

http://tinyurl.com/zjuaa40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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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北加州校友会组织了浙大文琴艺术团

在斯坦福大学的演出。 

2008年起，北加州校友会的发展出现跳跃式

的成长，主要归结于互联网通信的发展，和2008

年起每年承办浙江省在硅谷的人才项目交流活动

（这些活动大大增加了浙大北加州校友会的知名

度）。现在估计在北加州有6000多浙大校友，其

中能用email和微信联系到的有2500多。北加州应

该是海外浙大校友会中校友数最多的地方。 

 

2009 年年会时北加州校友会的 5 个理事（左到右）： 

叶继承、卢国文、周巍、段永平、郦志坚 

北加州校友会每年有两个传统节目，一个

是春节联欢，每年约有 350 名左右校友和家属参

加。春节联欢中有聚餐、给老学长庆生、抽奖、文

艺表演、校友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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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就是秋季BBQ野餐，每年约有250名校

友和家属参加。 

北加州校友会平时不定时的组织各种服务校友

的的活动，如CEO俱乐部、创业讲座、职场辅导

讲座、生活类讲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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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林建华校长访问硅谷。 

 

 

2016年3月吴朝辉校长访问硅谷。 

 

北加州校友会也积极与当地的其它校友会和科

技社团组织合作和互动，多次被北加州中国高校联

盟评为“最活跃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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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校友会2017年积极参加了旧金山湾区

最大的社区活动——华人体育运动会，大大调动了

校友们参加大社区活动和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提升

了校友的凝聚力！ 

 

 

 

 

 

北加州校友会从2008年起，作为主要协办单

位，已组织30多场浙江省及地方政府的各种人才交

流活动，其中浙江省的在硅谷的大型人才交流活动

的参加人数都在500人以上。2015年起作为主要协

办单位，帮助征集参加“创客天下——杭州北美创

新创业大赛”的创业项目和组织在硅谷的决赛。杭

州海外创业大赛已经成功地成了一个杭州市引进海

外人才的有效平台和品牌。参加2015和2016年杭

州海外创业大赛的优秀项目已经有50多个在杭州落

地，200多个正在落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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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是由在南加州地区校

友自愿结成非盈利性组织。目前注册会员500余人，

面向所有南加州校友，覆

盖地域广泛(包括洛杉矶

LA，橙县Orange，圣地

亚哥SD，河滨Riverside，

文图拉VenturaCounty)，

具有严谨的组织结构，和

民主的选举制度。近20

年来，我们以促进南加州

地区校友联谊互助，发扬

母校求是精神，关心帮助

母校发展为宗旨。 

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

会曾经成功地组织并接待了潘云鹤校长,杨卫校长,

林建华校长和浙大文琴艺术团的访问;成功地承办

了第30届和35届浙大北美校友会年会,并发起了北

美求是论坛。我们坚持通过每年一度的春节聚会，

春季登山毅行，夏季野营活动,和秋季松竹梅（南

加州高校）野餐会，联络和丰富浙大南加州校友的

生活。近几年来 ,我

们南加州校友会通过

微信交流，更加及时

频繁。欢迎来南加州

工作 ,学习和定居的

校友加入浙江大学南

加州校友会。 

洛杉矶是美国第

二大城市，是工商贸

易、科教文化、影业

娱乐中心，拥有美国

西部最大的海港。高

等学府包括加州理工

学院（Caltech）、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南加州大学（USC）等。娱乐方面包括好莱坞和

中国剧院、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橙县的尔湾

是新兴的科技名城。圣地亚哥是美国重要的军港基

地，也是半导体、生物制药的重要基地。 

邮箱:zjualumnisc@gmail.com； 

微信号:浙大南加州校友会，或搜索“Xudong-

14”入群。 

 

 

2017 年 2 月庆祝中国春节活动 

部分校友在加州理工大学，展示浙大 120 周年全球同庆的校旗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9E%E7%90%86%E5%B7%A5%E5%AD%A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9E%E7%90%86%E5%B7%A5%E5%AD%A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9E%E5%A4%A7%E5%AD%A6%E6%B4%9B%E6%9D%89%E7%9F%B6%E5%88%86%E6%A0%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8A%A0%E5%B7%9E%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5%BD%E8%8E%B1%E5%9D%9E/7927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A0%E5%B7%9E%E8%BF%AA%E5%A3%AB%E5%B0%BC%E4%B9%90%E5%9B%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AF%E7%90%83%E5%BD%B1%E5%9F%8E
mailto:zjualumni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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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卡尔加里校友会 
(2017年5月1日) 

 

加拿大卡尔加里浙江大学校友会成立于2006

年夏天，是一个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校友会的宗旨

是：加强校友之间以及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服

务校友，联系社会，互相帮助，共创美好生活。 

校友会成立以来，在创会会长张志强、第二任

会长刘阳、现任会长李阳以及所有理事，共计有陶

进(创会副会长)、李敬(第二任及现任副会长)、喻

茂华、张哲、李元芳、章国民、杨驰、崔恒谦、俞

樱、黄德群、李光(其中张志强、陶进、李敬、李

阳、喻茂华、张哲都是创会至今的理事)的共同努

力下，校友会有了很大的发展。 

 

拿大卡尔加里浙江大学校友会全体校友祝母校

一百二十年华诞生日快乐！ 

 

校友会从小到大，从最初的二十几人发展到目

前的近百人，校友会的名声也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参加校友会的，有刚毕业不久移民到卡尔加里的校

友，有在卡尔加里已经生活工作了很多年的校友，

最资深的校友是1964届的毕业生。年轻的，中年

的，年长的，大家欢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校友会

成员中，大部分从事专业工作，主要在石油天然气

能源以及医疗卫生等行业。也有转行后在商业领域

取得极大成功的校友，更有积极参政的校友。所以，

加拿大卡尔加里浙江大学校友会是一个人才济济、

卧虎藏龙的大家庭。 

为实现校友会的宗旨，理事会多年来为校友会

这个大家庭组织了许许多多的活动。 

1.卡尔加里的夏季很美，美到人们都不愿留在

家里而错过她的美。理事会每年都要组织大型夏季

烧烤聚会，校友们都是全家出动，有的还扶老携幼。

欢语笑声与鸟鸣风声共奏华章，饭菜肉香与空气清

香交替袭人，攒动的人影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校友

会的红色横幅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真是一幅绝美

的山水画。 

 

 

2.地处洛矶山脉的卡尔加里周围有着无数的徒

步旅行山道，理事会每年都会组织几次洛矶山脉的

徒步旅行(hiking)，使大家有机会和大自然亲密接

触，即欣赏风景，又锻炼身体，还有机会遇见小兔、

小鹿、山羊、麋鹿，甚至草狼、大熊。 

3.河流是不能浪费的。水上飘流也是我们的热

门活动。从上游漂流而下，虽说可以随波逐流，但

是如果不能掌好舵，把握好方向，随时都有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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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里的大石相撞。很刺激的活动，深受校友喜爱。 

 

 

4.运动是很多校友的爱好。我们校友会组队参

加了第一至第四届卡尔加里多元文化体育节，并获

得优胜奖杯。 

 

5.共产主义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名词，那到底怎

样才是共产主义呢？卡尔加里附近有很多被我们俗

称为“共产主义公社”的“德国村”，理事会组织了对

“德国村”的考察。开了眼界了。他们与马克思是同

乡，但与马克思不是同样的信仰。这并不妨碍他们

做到发展巨大的生产力，创造足够多的财富，完全

按需分配。 

6.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对于生活在

海外的华人来说更有家庭团聚的强烈愿望。理事会

每年都会举办校友们的春节联欢会。每个家庭都会

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家最拿手，最美味的食品拿来

与所有校友们分享。大家不仅品百家菜，尝百味鲜，

而且，还对感兴趣的食品的烹饪方法互相讨教，得

以真传。有艺术天份的孩子们为叔叔阿姨、爷爷奶

奶献上精彩的歌曲、音乐、舞蹈和武术，真是其乐

融融的大家庭。 

 

 

7.理事会还组织校友参加华人社区举办的新春

嘉年华活动，展现校友会的风采，与华裔族群和其

他族裔的人们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春节，丰富

加拿大的多元民族文化。 

8.生活在卡尔加里，了解和认知当地的环境和

规定是必要的生活常识。理事会根据需要举办各种

专业讲座，邀请专业人士为校友们讲解法律、投资

理财、会计报税等方面的知识。 

9.3D打印技术的出现，为人类的生活开创了一

个新领域。理事会邀请了3D打印技术方面的专家

为校友们讲解了这一新技术的发展历史，目前的应

用现状，并通过现场实物打印展现给大家这一技术

的迷人之处。大家对这种新技术将为人类带来的创

新抱有极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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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活是美好的，留住美好的方法之一是摄

影。理事会为校友们举办了摄影讲座，丰富了校友

们的业余生活。 

11.理事会还有专人与母校保持联络，及时地

将母校的资料分享给每位校友，以便校友们充分利

用与自己有关的信息。 

12.理事会鼓励校友们互相帮助，互通信息。

诸如招聘信息、子女求学、生活信息、投资创业、

困难求助等等，都会在校友中互相传递，为有需要

的校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交流平台。 

加拿大卡尔加里浙江大学校友会一直在发展和

充实。本届理事会将在保持以往传统的基础上，努

力为校友们提供更多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交流等

方面的服务，使校友会这个大家庭更温馨。 

值此母校浙江大学一百二十周年华诞，加拿大

卡尔加里浙江大学校友会全体校友真情祝愿母校生

日快乐！并祝愿母校越办越好，越来越强！同时，

也希望我们校友会能为浙江大学与加拿大卡尔加里

市，以及我们所在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交流合作

出一份力。 

   

 

庆祝浙江大学百廿华诞暨北美浙大亚利桑那校友会成立 

 

西湖五月,藕花时候。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 

浙江大学建校于1897年5月21日，今年是120

周年校庆。近日来除了杭州各大校区的校庆活动，

全世界各地校友也纷纷以各种形式庆祝母校百廿华

诞。而在大洋彼岸的亚利桑那州Arizona，正是仙

人掌树saguaro开花之际，我们用最热烈的温度迎

来了母校浙江大学的百廿大庆。 

 

亚利桑那州位于美国西南部，西接加州，南邻

墨西哥。世界闻名的大峡谷GrandCanyon，羚羊

谷AntelopeCanyon，纪念碑谷MonumentValley和

美国最有灵气的旅游小镇赛多娜Sedona都是亚利

桑那州的华丽名片。风凰城（Phoenix）和图桑

（Tucson）是亞利桑那州最大的两个城市。凤凰

城是亚利桑那州州府，也是全美第五大城市，以及

主要的华人聚集地之一。凤凰城有相当规模的半导

体行业，被称为沙漠硅谷SiliconDesert。半导体龙

头老大Intel重兵坐镇。凤凰城的银行业也极具规模，

有 WellsFargo,JPMorganChase,AmericanExpress

等各路大佬。另外亚利桑那州还吸引了很多制造业，

航空业，以及国防工业大公司安营扎寨，如凤凰城

的Boeing，Honeywell和图桑的Raytheon。在凤凰

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和在图桑的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UA)每年都有上千的中国学生在此学习、

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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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3日浙大校友会的第一次活动在王

惟咨学长的热心张罗下于Jogoya Sushi Seafood 

Buffet举行。亚省的浙大校友们藉此契机欢聚一堂，

庆祝母校的120华诞，也庆祝亚利桑那州校友会正

式成立。共有26位校友参加，从79级的老校友到

06级的新晋奶爸，跨度近三十年。大家虽然来自不

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相逢便相知，因为我们共同

拥有一个美丽的母校--浙江大学，西子湖畔，人间

天堂。大家从当年的食堂最爱，到今天的工作子女，

各种交集，许多相似，欢声笑语之间三个小时不知

不觉就过去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相约再聚! 

 

 

 

亚利桑那州浙江大学校友会的成立，虽然是借

母校校庆的东风，也是亚省浙大人的共同心声。它

不仅仅是我们的过去与情怀的交集，更是我们的未

来与发展的平台。目前亚利桑那州浙大校友微信群

已有凤凰城Phoenix和图桑Tucson的64位校友。如

果你也是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浙大人，欢迎你和我们

联系:weiziw@gmail.com。一日浙大，永远浙里，

期待您的参与！ 

 

 

大漠孤烟明月2017.5.15于Chandler , AZ 

Photo by Kevin Wang , Wenjie Tang , Wei Zhou 

and Internet 

 

 

 

 

 

 

 

 

 

 

mailto:欢迎你和我们联系:%20weiziw@gmail.com
mailto:欢迎你和我们联系:%20weizi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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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大丹佛地区校友会简介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丹佛地区分会在王晓丹

前会长的带领下于2012年2月18日成立。依托丹佛

都市圈，主要吸纳和服务在科罗拉多州境内的浙大

校友们，同时也欢迎毗邻州的校友加入。目前注册

校友为50余人。得益于科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丹佛地区校友会的活动多在户外展开。或是其乐融

融的公园野炊，或是惬意娴静的湖边垂钓，又或者

是活力满满的郊外徒步等等不一而足。 

初春时节校友会也会举行中国新年为主题的聚

餐活动，大家一起包饺子，自带小灶展示厨艺，艺

术细胞丰富的校友们还会展示一下才艺为活动增添

一份喜庆。 

校友们克服了科州地域较广，同时校友们居住

之间不如美国其他海岸大城市里那么集中的诸多不

利因素，积极参与到校友会的活动中来。 

目前校友会还在积极宣传，争取吸引更多的浙

大校友加入到校友会的活动和工作中来，同时更好

的为丹佛地区的校友们服务。 

 

<大丹佛地区校友会编撰> 

 
丹佛校友会成立时合照，摄于 2012 年 2 月 18 日。 

 

 

北美浙江大学达拉斯校友会简介 
 

浙江大学桃李满天下，众多浙大学子选择在达

福地区学习生活，扎根落叶。在达福地区的浙大校

友已经不下300，并在不停地增加中。为了加强当

地校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在蔡谦校友（能源85

级）的牵头下，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达拉斯分会于

2013年11月成立，蔡谦先生也当选为校友会的第

一任会长。短短三年，达拉斯校友会已有超过150

名校友成员。 

自从成立以来，校友会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定期

举办活动，以增进大家的交流，为校友们在达福的

生活增加一些点缀。2016年夏季，由浙大校友会

牵头，达拉斯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三校联谊活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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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活动共有两百多北大，清华，和浙大的校友们参

加，有效地加强了校际之间的交往，在当地华人中

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活动后数校还成立了达福地区

的中国高校联盟，复旦，交大，南大，中科大也一

并加入，成为达福地区华人中影响较大的一个联谊

性组织。 

达拉斯校友会由一个12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

共同管理和组织活动，现任会长是胡文雄（电机

89级）。在理事会的无私奉献和积极努力下，达

拉斯校友会不仅常有校友间的互动，还积极参与当

地的社会经济活动，包括科技讲座，商务峰会，及

当地的选举和政界活动。 

双甲古园轻挽求是风，孤星新城畅抒念师情！

2017年是浙大纪念成立120周年的一个大年。身处

海外的校友们，看到母校近几十年的腾飞发展，无

不激动万分，感慨万千。为表庆贺，十数位校友们

戴着德州牛仔帽，穿着牛仔装，在Plano有名的

LegacyVillage的群牛像前为母校献上了诚挚的祝

福。校友们还特意集资准备了一件别致的德州牛仔

帽工艺品，刻上有恒的记忆，飞洋快递至了母校，

为母校的生日送上海外学子们的一份情，一份意。 

 

“牛仔们”共祝 120 周年校庆 

 

 

<2017年5月美国达拉斯，王娟、胡文雄供稿>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奥斯汀分会简介 

 
奥斯汀（Austin,Texas）坐落在美国西南部，

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也是德州大学的所在，

以及众多高科技企业所在的高科技城，又因濒临德

州丘陵地形之起点，故有“硅丘”（SiliconHills）之

称，以与美国西部传统电子重镇硅谷相呼应。奥斯

汀位于德州中部，在三大主要城市（休斯敦、达拉

斯和圣安东尼奥）之间，交通方便。人口约2百万，

华人华侨约2.6万，享有“世界现场音乐之都”的美

誉。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奥斯汀分会成立于2013

年1月23日，现有近150名校友。奥斯汀分会秉承

“求是·创新”的校训，为校友服务，为母校服务，也

为海外华人社区服务，致力于建立奥斯汀地区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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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德州地区的广大浙大校友之间以及校友与母

校之间沟通的桥梁，扩大浙江大学母校和校友们在

北美地区的影响。奥斯汀分会先后举办了烧烤、登

山、保龄球、高尔夫球教学比赛等活动，受到校友

们的欢迎。 

 

 

 

 

 

奥斯汀分会会热情欢迎各地的浙大校友来奥斯

汀访问和旅游！如果有校友将来奥斯汀学习工作，

也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校友会，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为你提供帮助。 

 

 

北美浙江大学休斯顿校友会简介 

 

休斯顿市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是德州第一大

城市，美国第四大城市，墨西哥湾沿岸最大经济中

心。全市地面积约16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20

万。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拥有众多博物馆和剧

院，每次2、3月份在此举办的Houston Rodeo是全

美最大的牛仔节。休斯顿以其能源工业、航空工业、

港口船运、医疗产业闻名世界。休斯顿的官方别名

叫“太空城”，NASA的Johnson Space Center就坐

落于此，NBA的休斯顿火箭队也因此而得名。休斯

顿是世界知名的能源中心，六大“石油超级巨头”中

的五家在休斯顿设有生产或研发基地，全美

Top100的能源公司中有28家将总部设在这里，全

市总计约有5000家公司从事与能源相关的业务。

位于休斯顿市内的德州医学中心是世界最大的医学

城，包含了43家医院及医疗研究机构，其中以癌

症和心脏方面研究最为著名。在教育方面，休斯顿

地区有 4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较为知名的有

RiceUniversity, TexasA&MUniversity, UTHealth, 

University of Houston。 

浙江大学休斯顿校友会于1999年成立，由休

斯顿及邻近地区的浙大校友组成，目前注册的校友

有两百余人。根据校友信息统计，休斯顿地区的浙

大校友主要分布在石油化工、生物医疗、教育、电

力自动化等行业领域，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从事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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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及相关行业，在生物医疗领域的校友也占了相

当大的比重。校友会的宗旨是加强大休斯顿地区浙

大校友之间的联系、沟通，增强本地校友与母校及

其他地区校友会之间的联络，服务于本地校友、提

供必要的帮助，推进浙大校友与本地其他兄弟院校

校友会的联谊，发扬浙大求实创新精神，为母校和

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校友会每年固定在春、秋两季

各组织举办一次大型的校友聚会。除此之外，校友

会也会不定期地组织形式多样的校友活动，比如校

友毅行、新春午餐会、赏花摄影采风、创业校友线

下交流活动等等。在历届校友会理事成员的不懈努

力、全体校友的积极参与下，浙大休斯顿校友会已

经成为大休斯顿地区浙大校友相互交流、相互帮助

的平台和纽带。 

 

2017 新年聚会 

 

 

2016 秋季校友毅行 

 

2014 春季聚会 

 

浙大休斯顿校友会热情欢迎各地的浙大校友来

休斯顿访问和旅游！如果有校友将来到休斯顿学习

工作，也请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校友会，我们会尽最

大努力为你提供帮助。 

休斯顿校友会的网址是http://www.zjuaa-hous 

ton.org/，邮箱是info.zju.houston@gmail.com。 

 

 

 

 

 

 

mailto:info.zju.houst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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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校友会明州分会及 2017 年初冰钓活动介绍 
 

明尼苏达州及明尼苏达大学简介。明尼苏达州

（Minnesota）位于美国中西部。州名在当地印第

安部落达科语中意为“天色的水”，意指天色云烟般

的明尼苏达河和遍布湖泊。首府为StPaul，与

Minneapolis及其他周边的郡构成双城地区（Twin-

city Metropolitan Area）。该地区有三十余家美国

大公司总部，比如3M公司、塔吉特、美国西北航

空公司等。有美国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美国超级

娱乐购物中心（Mall of America）。明尼苏达大学

是该州最大的大学，属于美国大学十大联盟（Big 

Ten Conference），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于

30名左右。该校诞生了26位诺贝尔奖得主校友或

职工，产生多项影响世界的技术发明，包括飞行记

录器（黑匣子）、可收取式汽车安全带、心脏起搏

器、心肺呼吸器等。明尼苏达州具有优良的居住、

就业、生活、娱乐以及其他科教文卫条件。 

浙江校友会明尼苏达分会成立于2007年，负

责该地区的校友沟通或活动组织。自成立以来，明

州分会每年组织一次春游和一次秋游户外活动。活

动行程遍布双城及周边地区，活动项目有趣多样，

包括会餐、讲座、踏春、划船、看电影、钓鱼、K

歌、远足等等，不一而足。校友分会致力于沟通明

州及周边地区校友，为校友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快

乐，也给新到明州的校友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

平台。2017年1月29日，为迎接浙大120周年校庆，

丰富校友们的生活，校友分会组织了春节冰钓和会

餐活动。浙大的故事里有你有我，有大家共同经历

的喜怒哀乐，有共同谱写的绚丽篇章，这次活动也

受到了近二十位校友们的踊跃参加。 

冰钓是明尼苏达州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户外活动

项目之一。作为明州冬季的特色项目，吸引着众多

钓鱼爱好者和好奇的游客们。冰钓地点选在

Minnetonka Lake，当日气温接近零下二十度，冷

到部分手机的电池无法正常工作。一望无际的湖面

上坐落着许多舒适的冰屋和冰钓爱好者。校友们先

在冰面上固定了帐篷，在一尺多厚的冰上钻出几个

直径二十公分的冰窟窿。冰下湖水清澈，可以看到

水下十多尺深的彩色假饵。附近有钓鱼爱好者调到

一尺多长的walleye。 

 

钻冰窟窿 

 

聚餐照片 

冰钓活动结束后，大家赶往明大圣保罗校区附

近的学生公寓活动中心聚餐。会长和理事们给大家

介绍了浙大和校友会的发展近况，浙江省各地市创

新创业接洽机会，以及浙大迎接校庆的筹备情况。

聚会期间校友们一起祝贺母校120周年华诞，再创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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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密苏里校友会 

 
密苏里是美国第24个州，位于美国中西部，

创建于1821年8月10日。坐拥53座州立公园、森林

以及无数风景名胜区。圣路易斯市内除了于世闻名

的大拱桥（Gateway Arch)之外，还有许多风景优

美的特色公园象森林公园、美术馆、历史馆、科技

中心等等，更为难得的是绝大多数的公园是免费开

放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路易斯市动物园在

2016年全美最佳免费旅游景点的竞争中，完胜了

纽约中央公园，圣地亚哥动物园，芝加哥世纪公园，

一举赢得了冠军！而在圣路易斯之外，比如位于堪

萨斯市的堪萨斯市博物馆以及玛莉·爱特金斯美术

馆、位于圣约色夫的小马快车博物馆、以及位于汉

尼柏（Hannibal）的马克吐温儿时旧居暨博物馆。

又比如布兰森（Branson）是乡村音乐的中心，全

年都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每年游人如织，美名广传。 

如此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

定居于密苏里地区，仅圣路易斯市就有接近五万华

人居住。而在密苏里地区的浙大校友之间，一直以

來都有非正式的联系。近年來更因为网络发达，微

信等社交平台的崛起，让校友之间可以有更多认识

和互动。大家最近在讨论后选出理事与会長，决定

正式成立密苏里浙大校友会。校友会的宗旨除了加

强校友们之间的联谊，增加感情之外，还可以发挥

集体力量，来增加母校的知名度及影响力。目前会

员人数巳超过了70人，仍然在继续增长中。 

 

 

2017年4月15日，是春日的一个美丽的星期六，

大密苏里地区的浙江大学校友们，如约来到风景美

丽如画的Creve Coeur湖边，欢聚一堂，以野外烧

烤聚餐的形式，共同庆祝密苏里浙江大学校友会的

正式成立，以及母校浙江大学的120华诞。 

 

参加成立大会的密苏里浙大校友会会员 

为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在短短的三星期内，密

苏里浙大校友会理事会及志愿者进行了大量的筹备

工作。从校友会会旗、庆祝横幅及校服的设计定制，

到精美食物的购买烧烤，无不尽心尽力，以求尽善

尽美。 

 

密苏里浙大校友会理事叶旭东校友和陈余荣会长 

时值阳春的四月，公园里湖水清潵，碧波荡漾，

草长莺飞，花红柳绿，身处公园，目光所及，处处

美景，赏心悦目。而会场所在的Scout Shelter,温

暖春风中飘荡着鲜艳的浙江大学的校旗、会旗、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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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彩旗，五彩缤纷；亭柱及树枝上挂满了姹紫嫣红

的喜庆气球；空气里传来一阵一阵浓郁的烧烤香味，

筹备会及校友们共同准备的30多道菜肴，让人垂

涎欲滴；加上儿童们的嘻戏呢哝，新老校友的寒喧

热谈，伴着蓝天白云，鸟语花香，时光仿佛又回到

了浙江大学的学生时代，不由让人感觉到生活是如

此的静好！ 

在密苏里浙江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副会长

顾克勤(机械78)主持了活动开幕式，介绍美中地区

特别是大密苏里地区校友们的状况。 

由会长陈余荣(农学79)郑重地向大家宣布了密

苏里浙江大学校友会的正式成立！并介绍了校友会

的宗旨及现届理事会的成员：顾克勤，邹瑾(金相

78)，汪如琪(化学04)，陈更生(物理95)。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总会长卢国文，特意远道

从加州旧金山赶来，帯来了总会的祝贺和支持，并

特别介绍了北美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的历史、现状及

展望。卢会长最初所建的密苏里校友联系微信群，

为密苏里浙大校友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本次活动的最亮点当属我们资深校友，并倍受

中美社区各界敬重的百岁学长陶光业愽士的亲临现

场！陶老在会上作了简短致辞，并欣然接受理事会

的邀请，担任了首届荣誉会长。 

陶老1937年考上了浙江大学的机械工程系。

当时中国正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为避战火，陶老

随浙大一再西迁。大一时，迁移至浙江西天目山；

大二时，搬到江西太和山区；大三时，进一步退到

广西夷山；大四时，最后撤退到贵州遵义。目前，

陶老应该是当年浙大西迁学生中的仅存者。那一段

大迁移大动荡带来的严峻艰苦的大学生活，曾经强

化青年陶光业那一代浙大人的适应性，独立性和坚

韧性，也形成和代表了我们浙大人的百折不挠的进

取精神。我们希望能从陶老那儿把浙大精神继承下

去，代代相传！ 

 

如果说陶老是一辈浙大人的骄傲，新一代的浙

大人更是人才辈出。比如在密苏里校友中，植保

79的叶旭东校友参加了＂黄金水稻＂的发明创造。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

有122个国家的1.9亿儿童和0.19亿孕妇缺乏维生素

A。从而每年导致导致1至2百万人死亡，五十万人

永久失明。而稻米作为主食，是可以成为一种方便

的手段，来补充维生素A。黄金大米因为富合维生

素A而呈金黄色，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去解决世界

发展中国家缺乏维生素A缺的自然现象。叶校友以

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严谨的求是精神，曾积极地投

身于其研究过程中，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在可

喜可贺。值得我们作为浙大校友们为此骄傲！ 

4月15日的校友会成立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

共有六十余位校友及家属参加，大家在美时美景中

相聚、相识、相忆及相谈，真乃人间美事一桩！大

家一起为母校浙大送上了120周年庆祝的祝福。 

在大密苏里地区的浙江大学校友们，从此可以

藉助新校友会，大家互相关注、互相帮助、互相携

手共进。 

 

密苏里浙江大学校友网址：http://www.zjuaa-

mo.org 

 

 

 

 

 

http://www.zjuaa-mo.org/
http://www.zjuaa-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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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香槟校友会成立仪式 

暨 2017 秋季烧烤活动囿满丼行 
作者：齐嘉，江州童      时间：09/03/2017 

 

 

美中时间2017年8月26日中午12时，香槟地区

的浙大校友们在HomerLake公园举办了北美浙江

大学校友会香槟分会（以下简称香槟校友会）成立

仪式暨香槟校友会秋季烧烤活动。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UIUC）农业与生物工程系王新雷教授，

电子工程系姜璟老师以及浙大在香槟的众多杰出校

友参与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由浙大香槟校友会理

事会组织，目的在于向校友汇报过去一年校友会的

工作以及发展进程，举行香槟校友会成立仪式，同

时丰富校友们的业余生活，进一步加强新老校友的

联络交流。 

近年来随着浙江大学与UIUC日益紧密的合作，

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浙大学子通过3+2等联合培养项

目来到UIUC求学，也有不少浙大的老师来到UIUC

进行访问交流。据估计，目前在香槟地区学习工作

的浙大校友人数已经达到了150余人。我们可以预

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两校合作的进一步深入，来

自浙大-UIUC国际联合学院的学生也会陆续来到香

槟小镇学习交流。面对日益壮大的校友群体，以香

槟校友会会长卢立群为代表的热心校友们感到了将

校友工作带上正轨的必要性。 

在2016年秋季，香槟的热心校友们组建了香

槟校友会理事会。理事会旨在搭建香槟地区浙大校

友交流的平台，促进校友之间的联系，丰富校友的

业余生活，同时做好准备，为将来浙大与UIUC之

间的合作交流贡献校友的力量。在过去的一年中，

理事会将组织的框架予以正规化，并顺利同北美浙

江大学校友会建立联系，申报正式成立香槟校友会。 

本学年伊始，校友会喜迎新生。按照往年惯例，

香槟校友会为新老校友准备和组织了大型校友活动，

以期加强老校友感情联络的同时将刚刚来到玉米地

的校友们纳入组织，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促进交流。本次活动以烧烤聚会的形式举行，参与

聚会的校友们携亲朋好友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到场

人数超过了80人。 

 

烧烤现场热火朝天，气氛活跃 



 
 
National Chek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 76 - 

活动当日，香槟小镇秋色正好，HomerLake

湖边风景宜人，校友们在湖畔架起了烤炉，炭火渐

旺，不久便是十里飘香。在烧烤的间隙，校友们共

忆往昔在浙大的峥嵘岁月，谈起当年的趣事，并相

互交流香槟当地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的经验。 

 

本次活动的重量级嘉宾，资深校友王新雷教授

在活动的下半场给校友们讲述了浙大校友在UIUC

奋斗的历史进程。从第一个浙大—UIUC联合项目

到如今共建联合校区，十余年间的进步，不仅有浙

大自身发展壮大的原因，更有无数校友不懈努力的

身影。同时，王教授还向UIUC的学子们传授了许

多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经验。 

 

王教授与理事会成员交流,对校友工作表示赞

赏与支持. 

最后，卢立群会长宣布了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香槟分会的正式成立，在场的校友们共同见证了香

槟分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众人合影后，香槟校

友会成立仪式暨2017年秋季烧烤活动圆满落幕。 

欢迎浙大校友们来到玉米地! 

 

 

 

北美浙江大学密西根校友会庆祝母校成立 120 周年 

 

浙江大学密西根校友会的前身是浙江大学大底

特律地区校友会，成立于1994年8月。2014年北美

浙江大学校友在底特律开会年之季改名为浙江大学

密西根校友会。现有近300成员。 

底特律地区是汽车产业的集中地，为通用、福

特和FCA的总部所在，还拥有诸如Continental, 

Bosch, Delphi的众多配件商的研发中心或总部。 

本地校友多数从事汽车工程行业，在整车设计、

机械、电子、软件等各方面人才济济。近年来更是

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方面多有建树。 

本地拥有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等多所知

名大学，吸引了众多年轻的浙大校友前来深造。 

值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密西根的求是人一

起致敬我们的母校，向我们的母校献上最诚挚的生

日祝福，祝母校光辉历程更加辉煌，人才辈出，硕

果累累! 

 

 

浙江大学密西根校友会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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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佛罗里达校友会 

 
 

佛罗里达州又名佛卅，别名 “阳光之州 ”

（SunshineState）。佛州东临大西洋，西濒墨西

哥湾，南与古巴隔海相望仅距90英里，北部与乔

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相连。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居全美第22位，人口约两千多万，居全美第四，

其中17%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州府位于塔拉赫

西，最大的城市为杰克逊维尔，最大的都会区为迈

阿密都会区。北部为亚热带气候，南部为热带气候，

气候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是美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给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佛罗里达校友会成立于2007年12月上旬。佛

州地域广泛，校友们分散在各地。2017年初通过

北美校友会平台，利用微信互推的方式，很快建立

了一个具有80多校友的微信群，大大地方便了佛

州校友之间的联系。 

 

佛罗里达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是梅仁伟校友。他

1982年7月本科毕业于浙大力学系，1985年5月在

马里兰大学航空系获硕士学位，1990年十月在伊

利诺大学理论与应用力学系获博士学位。1990年

开始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现为机械航空系终身教

授。主要专注于颗粒两相流动，传热学，晶格-波

尔兹曼方法以及制氢过程中热化学反应机理等方面

研究，已发表期刊论文九十多篇，获得美国专利和

版权数件。曾任第十三届美国应用力学会议大会秘

书长及数届国际多相流会议及APS流体力学会议组

委。目前担任ActaMechanicaSinica编委,佛罗里达

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学系热科学与流体力学负责人

等，于2014年获聘为浙大能源学院包玉刚讲席教

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0%E5%85%8B%E9%80%8A%E7%BB%B4%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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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西安大略校友会 

 

为庆祝母校120周年华诞，加拿大西安大略浙

江大学校友会(ZJUUWesternOntario)的部分校友

与94岁高龄的化学46届胡荫华老学长一道,于2017

年4月15日下午,在美丽的温莎市底特律河边公园欢

聚同庆。祝福母校求是创新，校运昌隆！ 

 

刚刚成立的加拿大西安大略浙江大学校友会前

身是加拿大温莎浙大校友会(ZJUUWindsor)。主要

负责人是85届机械液压的王荣良。校友会目前有

二十余位校友。由于温莎地处美加边境，流动性较

大，长期居住温莎的校友不多。最年长的是化学

46届胡荫华老学长，而最年幼的则是99年毕业于

求是幼儿园的90后王泰姬。位于底特律河边的温

莎市是加拿大最南端的城市。这里气候宜人，曾经

一直是北美三大汽车制造厂家的模具工具及零配件

的主要生产基地。 

 

 

 

 

 

北美浙江大学北卡校友会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北卡分会，简称“北卡浙

大校友会”，于浙江大学115周年华诞之际成立于美

国北卡罗莱纳州州府罗丽市北卡州立大学，旨在团

结和服务北卡和周边地区各个领域的校友。每年不

定期举办校友联谊等各类活动，丰富广大校友们的

业余生活；帮助母校联络相关教授、专家、企业家

以及知名人士，为母校的发展做贡献；接待来自母

校以及与母校有联系的各省市访问交流团，为母校

及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引资、引智工程贡献力量。校

友会的宗旨是促进校友的联系，互相帮助，共同关

心母校的发展。 

 

北卡浙大校友会现有已经注册会员200余人，

分布于南北卡、田纳西、弗吉尼亚、佐治亚、密苏

里等各州。北卡浙大校友会以洛丽-凯瑞(Raleigh-

Cary)、达勒姆-教堂山(Durham-ChapelHill)两大都

市区为核心，依托于北卡三角研究园区和北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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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大学和杜克大学等，辐射美国东南地区。北

卡三角区汇聚了包括杜克大学在内的多所高等学府，

与各高等学府紧紧相邻的有多所当今世界高新技术

领域鼎鼎有名的企业标志，包括IBM、思科、联想、

索尼爱立信、SAS、RedHat等，主要从事生物工

程、生物制药、化学、计算机软件、硬件、环境科

学、网络、材料科学、微电子、传统制药、通讯技

术方面的科技探索。 

在母校浙江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北卡

浙大校友会代表美国东南地区北卡罗来纳、南卡罗

莱纳、田纳西、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佐治亚、

阿拉巴马、肯塔基、密苏里、佛罗里达等州的校友，

恭祝母校一百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华盛顿浙大校友会丼行共迎母校 120 周年华诞联谊会 
作者李群，摄影包昌鑫。 

 

正值樱花盛开的阳春三月，阳光明媚，春风喣

暖。2017年3月25日，大华府地区的浙江大学校友

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进行校旗签名，唱校歌及赏樱

花等活动，迎接母校120周年华诞。 

上午10点，华盛顿纪念碑下，求是鹰旗高高

飘扬，六十多名校友从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州，

马里兰州纷纷赶来。从78级的年长校友，到刚走

出浙大校门的16届毕业生，校友们一见如故，格

外亲切。大家纷纷自我介绍，追忆母校生活，畅谈

在校趣事，非常热闹。校友们在校庆锦旗上一一签

名，寄托对母校的深深祝福。 

 

中午12点，校友们齐声高唱校歌，嘹亮的歌

声回荡在华盛顿上空。之后，校友们一起合影留念，

录制祝福母校的视频，作为浙大120周年华诞的献

礼。最后，校友们举起横幅，一齐喊出“浙大，我

爱你”，将联谊会活动推向高潮。 

 

当日正值华盛顿樱花节，校友们来到波多马克

河畔，在樱花树下，一边野餐，一边赏花，共叙校

友之谊。华盛顿浙大校友会的负责人陆杭和徐飞向

大家介绍了校友会的一些简况，欢迎加入校友会的

新同学。新老校友欢聚一起，畅谈往事，展望未来，

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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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踏出校园多少年，

一句“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就将我们带回芳草青青

的求是园。那里，是我们挚爱的母校，那里，有我

们青葱岁月最珍贵的记忆。祝福母校120周岁生日

快乐，祝愿浙大走向世界一流。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渥太华分会简介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渥太华分会地处加拿大的

首都渥太华市，涵盖渥太华和加蒂诺大都市圈。渥

太华是加拿大的政治中心，多元文化中心，是英语，

法语双语并重的城市。渥太华还是加拿大的科学文

化中心，国家级、市级和大企业公司级的科研机构

遍布全市。渥太华市区北部是高技术集中发展的地

区，几百家电信、电脑、信息系统高科技公司云集，

素有“北方硅谷”之称。它与郁金香结缘，与音乐共

舞，与冰雪相伴。渥太华是一个节日之城，有著名

的郁金香节、热闹的热气球节、欢快的室内音乐节、

华丽的冬季冰雪节。渥太华是一个文化生活极其丰

富的城市，是博物馆的聚集地。 

 

浙江大学渥太华校友分会成立于2007年，目

前有注册校友八十多人，活跃校友五十多人。校友

们大部分就职于高科技公司，联邦政府的各个职能

部门和科研机构。校友会每年夏天组织公园聚会，

冬天室内聚餐等联谊活动。连续十年加盟联校龙舟

队参加渥太华的龙舟比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和经典赛事。并且连年取得好成绩，多次挤进决

赛阶段的比赛。校友会多次参加各种加中友好的庆

祝活动，并同其他侨学界一起，积极组织参与欢迎

胡锦涛主席，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的各项活动。

为加中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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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大纽约校友会简介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是北美浙江大

学校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在

1976年夏正式成立于纽约。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

约分会现有二千多名校友，从二十几刚出校门的年

轻人到年逾百岁的长者，从文理医农到工商经贸，

年龄跨越几代，专业涵盖几乎所有领域。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致力于服务在大纽

约地区（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宾西法尼亚、

特拉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浙江大学校友。每年

举办夏日公园聚会、春节联欢聚会、校友迎新、职

业讲座，以及各种校友交流活动。几十年来，如同

一个大家庭，为联络校友，团结北美华人，为母校

发展、提升浙大在海外的影响和声望作出了重要贡

献。 

近年来，大纽约分会与北美浙大校友会一起积

极参与组织、接待来自家乡的考察团和招商引智团，

推荐海外人才到浙江工作、投资、创办实体、从事

合作研究，积极配合浙江省和杭州市做好海外人才

的引进工作。多次成功协办了浙江省在纽约的高层

次人才、创业交流活动。 

更 多 有 关 信 息 请 电 邮 联 系 zjuaagny@ 

gmail.com，敬请关注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

微信公众号ZJUAAG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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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蒙特利尔校友会 

 

蒙特利尔校友会，最初在浙大领导访问团的现

场指导和授旗下，2002年10月成立于蒙特利尔，

后几经更名。会址设于蒙特利尔，校友主要集中在

大蒙特利尔地区，覆盖全魁北克省以及相邻地区。 

一如法裔风情，蒙特利尔校友会活动随性、小

型、多样。 

---接待浙大管院研究生暑期团到麦吉尔大学访

问学习； 

 

---参与安排浙江省人社厅到蒙特利尔的招才引

智活动； 

 

---欢迎李克强总理访问蒙特利尔； 

 

---元宵节校友聚会； 

 

校友元宵小聚，2017 年 2 月 

---校友北极行； 

 

 

校友北极行（纸上字样：庆祝浙大 120 周年；车

上字样：生日快乐，浙大） 

---“浙江大学《校友之歌》”的修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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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南开大学校友会的联动； 

---跟加拿大浙商会的联动； 

---参与中国使领馆的活动； 

...... 

在母校120华诞期间，还将有一次欢乐的庆贺

聚会！ 

 

 

 

北美浙江大学波士顿校友会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麻萨诸塞州的州府

所在地。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波士顿

东临大西洋，夏季温和，冬日多雪，四季分明。 

从倾茶事件到独立战争第一声枪响，波士顿

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的诞生。美国的第一所大学

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建城之初创立于此，在此后的

三百余年中，波士顿共计成立了百余所高等学府。

其中的佼佼者还有麻省理工学院、东北大学、塔

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麻州大学、

伯克利音乐学院等。宋美龄女士的母校维斯理学

院亦位于大波士顿地区。 

教育产业为波士顿地区的科技、医疗产业提

供了充足的科研人才，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水

平，使波士顿成为美国东北部举足轻重的经济中

心。众多高等学府也为波士顿参差多态的文化产

业奠定了基础。波士顿以高级知识分子式的市民

教养闻名，全城治安良好，文化活动丰富，博物

馆、图书馆、音乐厅等文化场所众多。波士顿美

术馆(MFA)、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JFK)

图书馆以及波士顿歌剧院均为波士顿的地标级建

筑。波士顿交响乐团，波士顿芭蕾舞团也颇为著

名。 

波士顿也是数百位浙大学子的第二故乡。目

前，波士顿浙大校友已有四百余名，以在波士顿

各大高校深造的硕博学生及研究人员为主，具有

年轻化、高学历、高流动性的特点。波士顿浙大

校友会秉承联络校友、反哺母校的宗旨，侧重于

为初到美国的新人提供服务、为求学求职的学子

提供信息机会、为母校及浙江省方面的活动提供

支持。据会长倪继红女士介绍，近年来，通过组

织新年元宵聚会、组队参加波士顿龙舟大赛、春

夏季爬山，秋季烧烤等活动，为校友搭建沟通互

动的平台，一是鼓励校友之间联络感情、维系精

神上的归属感，二是引导校友与波士顿当地业界

精英交流、走向社会成为可用之才。校友会不仅

组织户外活动丰富校友生活，更为浙大学子开设

讲座，提供职业规划、投资创业等方面的指导。

校友会还与波士顿本地的华人专业协会密切联系，

为校友融入当地华人社区提供机会。为庆祝母校

120周年华诞，波士顿校友们分几次录了祝福录

像，制作成视频。今后，作为浙大学子与母校之

间的精神纽带，波士顿浙大校友会将再接再厉，

为提高校友凝聚力，为提高浙大在美国的声誉作

出更大贡献。 

 

文：李冠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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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美各地方校友会活动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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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浙大校友欢庆母校120校庆活动回顾集锦 
北加州浙大校友会会长陈醉霜（82届土木系） 

 

北加州浙大校友会为庆祝母校浙大120周年生

日庆典展开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新老几任会长，

理事会，各组长，各群主，紧密配合，各司其职，

尽心尽力，组织严密紧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活动

规划，和众多的校友们共同完成了这件壮举。北加

州校友会集浙大多年之精英，通过此次活动的历练，

更加壮大。在多位重要成员飞赴杭州参加校庆大会

外，各小组各小群，既独立作战又互相支援，在旧

金山湾区的几大地标处以各大公司的员工为骨干，

金门大桥、Apple、Google、斯坦福学生会、加大

伯克利分校，五组各自先行举行了热闹的庆祝活动。 

 

 

 

 

 

 

 

5月20号那天，又与全球浙大校友的隆重庆典

活动同步，上午步行爬山小组响应校友总会诚邀全

球浙大人同跑庆百二十的活动，“在浙里，我爱你”，

呼朋唤友，徒步行走两英里，顶着酷热的太阳，高

举校友会的战旗，拉练在加州蓝天、白云，和金黄

色的山野里。在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所有人欢欣鼓

舞，以青山、海湾、广袤的田野为背景录下那激动

人心的欢庆时刻。同时各个运动队，围绕着校庆也

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备战和迎接即将到来的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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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以校友会乐队为主，举办了 live music 

party，多位浙大校友歌手们献唱，在乐队的默契

伴奏下，纷纷唱起了自己的拿手歌曲，“只要你唱

得出，我们就能伴奏”，酣畅淋漓地表达欢乐的心

情。何以抒发那浓浓的母校思念之情，唯有那唱响

全球浙大人的“浙大校友之歌”。所有出席活动的校

友，在温显老师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唱着豪迈的校

友之歌，怀念敬仰之情，回忆起10年前那激动人

心的，令我们永远自豪，动容的一幕：浙大110年

校庆之际，北加州校友会老校友代表团从旧金山直

飞杭州参加盛大的校庆活动，他们从校门口一路高

歌，唱着北加州校友创作的校友之歌一路走到大会

会场主席台，献上老校友们的敬意，受到全校师生

的热情欢迎。1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有些老校友

已故去，但是那挚爱母校之情，依然伴随着我们北

加州校友会的一路成长，一路传承到今天，到未来。

“啊，母校，我们永远的家园。”看着你从杭州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越来越强盛，我们为你感到自豪，

我们永远热爱你！祝你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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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浙大校友会华体会纪实 
北加州浙大校友会会长陈醉霜（82届土木系） 

 

 

8月的旧金山湾区风和日丽，迎来了盛大和隆

重的华人体育运动会。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全体

人员由总领事亲自率队参加，更有当地各位政要，

各种社团约150个团体，10000人参加了这一年一

次的重大活动。浙大北加州校友会在报名结束的最

后一天紧急决定，第一次正式组团以庞大的阵容参

加华体会，角逐多项运动项目。在校友们的热情参

与下，几天内就有众多运动高手报名，阵容强大，

项目几乎涵盖整个运动会，有两支排球队参赛，有

16人×100的大接力赛，参加拔河比赛，约有20多

名田径运动员参加30项比赛。为浙大扬威，为运

动员加油，为参赛运动员做好后勤工作，又特征集

志愿者组织了义工大队，做好后勤和啦啦队工作。 

 

在开幕入场式，浙大义工队组成的方阵和其他

150个团体共同列队出席，高举着校旗和校友会的

横幅，随着校友也是主持人的自豪的介绍下，队伍

整齐地进入会场。所有参赛队员，身穿校友赞助的

球衣，为母校的荣誉出赛。曾经默默无闻的浙大队，

瞬间的崛起，和高调出场，引起各方注意，和多家

媒体的争相报导。 

原来对拔河比赛并没有重视，只是准备在现场

临时抓一些不上场的队员和义工仓促应战。后来才

发现这是所有比赛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卫冕冠军是

旧金山总领事馆队。据说从来没有输过一场，在运

动大会上名声极其响亮。那天以总领事馆罗大使带

头拉拉队，副总领事率队走方阵，所有八十来名工

作人员倾巢出动参加入场式和拔河。他们只参加此

一项比赛，是历届的冠军。临时搭建的浙大拔河队

在力克群雄之后，在决赛时不可避免的碰上了这一

冠军队。开始时总领馆队派出了由几位领事在内的

拔河队，轻视了浙大队，没想到第一场在浙大队的

顽强努力下败了下来。他们立刻派出了精锐部队，

换成了领馆身体强壮的警卫和工作人员，这些人曾

在华体会拔河处长的亲自调教下，训练有素，经验

丰富，体力充沛，最后终以在场地佔优势的情况下

以二比一赢了浙大队。但我们虽败犹荣，顽强的拼

搏精神，赢得了罗大使和运动大会主席的赞赏，

“从来没有人赢过总领馆队，你们打破了这一神话”，

罗大使亲自为我们每一个队员发奖合影。从此我们

跟总领馆结下了友好的战斗友谊。每次再见面必大

谈拔河。大家不知深浅的还扬言要明年干掉总领馆

队。总领馆队也把我们视为了最强劲的对手，而其

他一些败给我们的拔河强队，也把浙大队视为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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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和目标。浙大的战绩令所有人刮目相看。当浙江

大学的名字一遍遍在广播中响起时，当我们的校旗

飘扬在赛场上时，所有人都记住了浙大。浙江大学，

一战成名！ 

 

 

此次参赛，成绩出色，虽成立组队的时间已经

临近比赛，多位浙大金牌选手因为没有自己的队伍，

而不得不参加其他团队，使浙大总分受到不少影响，

侭管如此仍夺得了多面金牌，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

战胜了多个学校队和地方团体。我们有艰辛，有汗

水，更有成功和骄傲.大会主席特来恭喜我们，总

领事馆总领事特与我们运动员合影。当浙大的校旗

在操场上飘扬的时候，不少校友跑来与校旗一起合

影，激动地表示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以后将为浙

大而战。所有选手都会在这次比赛后归队，组成强

大的体育大队。运动会使浙大校友会更强大更团结。 

 

 

 

整个运动会期间极其激动人心，为了永久的记

住那个难忘的时刻，为了捕捉每一个精彩瞬间，多

位摄影爱好者和义工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将精彩

照片上传。将身临其境的激动和感慨永久的记录下

来。大会结束后我们又进行了摄影作品的评选，选

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摄影爱好者们选送出

自己得意的作品，先由校友们海选出前10名，再

请专业摄影委员会进行评奖，选出了前三名得大奖

的作品，并进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至此轰轰烈烈

的华人运动会划下了圆满的句号并载入了北加浙大

校友会的历史。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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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校友会的活动又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筹备下次的中秋和国庆的野外烧烤大宴。敬请关注随后的活动

报道。 

 

 

浙大北加州校友会成功丼办“与领事面对面”座谈会 
杨旸（信电系11届），陈醉霜（土木系82届） 

 

8月27日，由浙江大学北加州校友会主办的“与

领事面对面”座谈会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成功举办。

中国驻旧金山查立友副总领事和杨军教育参赞以

“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科技社团”为题为我们校友会

举办讲座。 

 

查立友副总领事为我们介绍了旧金山湾区华人

社团的基本情况。他指出湾区80多万华人华侨中，

有各类社团有1000-1500个之多，因此加强社团内

部建设以及如何团结不同社团便十分重要。这需要

社团领导人或组织者有更好的修养、更宽的格局以

及更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社团就是求同而组，求同

化异，个人要乐于将专业成就和要求放在次要地位，

勇于把别人的优点放在主要位置。专业人士尤其高

科技业者都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要成为优秀

的社团负责人和骨干，就要向湾区的一些杰出的社

会活动家学习，就好比出了家门去组织社会活动，

就是要尽量把自己的专业留在家里，不能用自己擅

长的去要求他人，追求共同立场（ common 

ground），这样社团才能做大、做强。 

查副总还指出，组织社团不是在州政府注册就

完事了，它就像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后，关键还在

于经营，产品要有特色，要组织营销，要培养客户，

也就是说社团的吸引力需要培养，不要搞成几个人

的小圈子。另外，社团发展也有阶段性，初创阶段

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团结可能不是问题，但是随

着社团影响力的提高，如何分配好具体利益就成了

社团团队面临的挑战，这时候就容易分裂、出走。

但是如果社团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内部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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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搞的好，社团就能迈上更高的发展台阶。 

查副总领事还分享了自己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总书记2015年在西雅图对在美华人华侨代表三

点希望的理解，即在美华人华侨要融入主流

（livewell），即入乡随俗，参与当地社会发展，

和各族裔融洽生活；学贯中西（learnwell）,即吃

透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和历史，真正

担 当 起 中 美 友 好 的 桥 梁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leadbygoodexample），即把中华文化文明最美

好的东西展示给美国主流社会。希望浙大校友们以

实际行动把习主席的期待落实好。 

 

查立友副总领事 

杨军参赞介绍了中国总领馆教育组的主要工作，

以及总领馆支持在美华人回国创业、开展平安留学

等活动情况。校友会负责人也向查副总和杨参赞介

绍了浙大校友会历史和开展工作的两大板块：一是

作为校友之家，为校友提供各项服务和丰富多彩的

业余生活；二是为校友举办职场培训，鼓励校友积

极参与社区，关心国家大事，为华人新生代代言。 

 

杨军参赞 

查副总领事和杨参赞还回答了与会人员关心的

问题，鼓励新一代华人华侨积极参与美国主流社会

活动，为祖国统一和中美友好作出贡献。查副总也

对浙大校友会多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进

一步发挥带头作用，用好浙江的优质资源，加强与

其他社团联系和合作，并表示总领馆愿意为校友会

工作提供更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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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校友会成功丼行2017年度BBQ和迎新聚会 
杨旸（信电系11届） 

 

 
 

2017年10月7日，天朗气清，秋风和畅。上午

10点钟，随着悠扬的乐曲，北加浙江大学一年一

度的BBQ聚会正式拉开序幕。当日浙江大学校友

及家属和刚毕业到北加州读研深造的新校友近300

人来到了山景美丽的Rengstroff公园，参加BBQ和

中秋的聚会活动。熙攘的人群中你看到的是勤劳、

热情的义工们忙前忙后的身影，还有同学们三五成

群，诉说着数月未见的相思与趣闻。北美浙大校友

会主席卢国文，理事长叶继承应邀参加了我们的聚

会活动。 

早上11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义

工校友在为大家注册登记，使每个校友都有名片，

让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认识和交流。 

 
12点钟,餐会开始。餐桌上摆放好了各式菜肴。

烤炉上袅袅炊烟夹带着肉香，是前一天晚上就开始

腌 制 的 韩 国 牛 仔 骨 、 猪 排 、 鸡 腿 、

baconwrapaspargus、玉米和红薯；桌台上有定购

的炒面、熏鱼、笋尖等等，最后还有中秋的月饼和

甜甜的西瓜……品种之繁多，让人垂涎欲滴。大快

朵颐之后，Susan会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

迎校友参加中秋的BBQ活动并向大家简单地介绍

了校友会的工作。 

 

 

浙大校友会活动一向享有最佳美食的声誉，义

工们忍受烈日和高温忙着烧烤，给大家准备丰盛的

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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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友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校园时光。校友们在悠扬的音乐中聚集在一起，亲切

交流，快乐分享，尽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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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的校友们斗志昂扬，劲头十足，开始了拔

河比赛。会长Susan带领大家兵分两组，随着一声

哨响，两队交锋开始。这是为增进团结，为浙大明

年华体会夺冠而准备的友谊拔河比赛。连我们的孩

子也勇于一搏。绳子开始一段僵持不动，各队指挥

大声下令，啦啦队齐声呐喊，好一副箭拔弩张的激

烈战况。友谊的竞赛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敌我

双方战后握手言欢，合影留念。 

拔河比赛以前，我们的运动健将们的即兴篮球

表演，还有小朋友欢快喜悦的蹦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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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校友浩波而设的骨髓捐赠台在义工们的宣传努力下，也收获颇丰。 

 
碎散在林间的阳光跌落到校友们的脸上和身上，

穿行在这温暖的阳光中，那种惬意，如不亲临其境，

却也无法感受。校友们在依依不舍中道别，并相约

春节晚会再相见。 

感谢各位义工为这次活动作出的巨大贡献，感

谢经验丰富的前会长Janice的现场帮教，更感谢大

家携家一起共庆中秋，才使这次聚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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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休斯顿校友会2017年秋季活动花絮 
 

 
2017年11月11号，秋高气爽，校友会在500SeawallBlvd,Galveston,Tx77550举办了秋季活动。这次

活动以轻松快乐，行赏大海的风光为主题，年轻的校友们一起聚餐游戏，叙旧觅友。度过了美好的“双11”。 

 

 

 

http://www.zjuaa-houston.org/2017/12/26/%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4%bc%91%e6%96%af%e9%a1%bf%e6%a0%a1%e5%8f%8b%e4%bc%9a2017%e5%b9%b4%e7%a7%8b%e5%ad%a3%e6%b4%bb%e5%8a%a8%e8%8a%b1%e7%b5%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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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密苏里浙江大学校友会(执笔/摄影邹瑾) 

 

为了加强乡亲们及校友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密苏里浙江大学校友会和圣

路易浙江同乡联谊会联手，于今年劳动节周末，在

Huzzah河上，举办了漂流一日游活动。 

 

HuzzahRiver(当地人发音为｜ˈhuːzɑ｜)位于

圣路易斯市的西南方向，距市区约100miles（165

公里）。Huzzah河长约35.8miles（57.6公里），

起源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先向北流过密苏里州

Ozarks水区，再转向东，最终并入Meramec河。

在与Meramec的交汇处，形成了6225英亩（2,519

公顷）的Huzzah保护区。Huzza河的水质清澈，

河岸上拥有丰富的石灰崖和本地松树、橡木和山核

桃树。在此野营，划独木舟，漂流，深受圣路易人

的喜爱。早在 2011年，圣路易斯河畔时报将

Huzzah河评为"最佳漂流之旅"。 

九月三日那天，天高气爽，蓝天白云，清风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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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艳阳映水，波光粼粼。最高气温仅达华氏88

度(31℃)，气候非常宜人。一个完美的外出郊游的

日子。 

出乎意料，当天参加人数空前，上午10点，

多达84人来到集合地点，其中甚至有两岁的小朋

友。大家欢声笑语，济济一堂。一共租了13只橡

皮艇，外加两只二人划艇才容纳下所有的同乡校友

和朋友们！ 

 

漂流者以艇为单位，或六人，或八人（橡皮

筏)，或双人(划艇），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伴着

着微微的青草味，沿着清澈碧透的河流，或随性漫

流，或竞赛小斗，冲轻波，闯小浪，落浅滩，一路

追逐嬉水，一路欢声笑语… 

 

中途停船野餐，大家把带来的食物放在一起共

同分享，有的朋友甚至带了红酒，也有的朋友带了

啤酒，还有朋友带了烤鸭、棕子和月饼，酒香、肉

香、菜香、饼香、水果香、点心香，以及米饭香和

凉面香，外加孩子们的嘻笑声，其香悠悠，其乐融

融！ 

 

大约12miles(19公里）的漂流結束后，活动组

织者在HuzzahValleyResort门口设了一个休息站，

为刚下船的漂流者们提供了冰水和西瓜。 

 

密苏里浙大校友会会陈余荣先生和同乡会会会

长黃爱雪女士共同作了活动总结。都表示這次联合

活动非常成功，天气很是作美，參加人数空前，大

家都玩得开心，尽兴,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

热闹和放松的节日！本次活动为社区，为浙大校友

們提供了良好的联谊机会，增进了友谊，丰富活跃

了浙江同乡会们及浙大校友们的业余生活！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啦......啦......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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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第46届马拉松赛报道 
侨报记者管黎明，11月5日纽约报道 

 

 

纽约今天(6日)将迎来第46届马拉松赛事，预

计来自全世界各地的5万多名选手将参加这一盛事。

而在5日中午，来自中美两地的100多名选手也在

曼哈顿中城的雅博艺廊举办“2016纽约马拉松全球

华人参赛选手赛前聚会”活动，其中年龄最大的选

手、来自纽约本地的74岁张群芳今年已经是第19

次参加马拉松比赛。 

当天活动协调人——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

会会长吴美良表示，此次聚会也是在2017年浙江

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华诞之际，作为全球欢庆活

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北美浙大校友会组织全球浙大

校友参加2016纽约马拉松赛的活动。今年共有有

13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浙大校友参加今年的纽约马

拉松赛。 

此外，当天还有多个华人“跑团”组织的成员出

席赛前聚会，包括纽约的“威”、波士顿的“犇”、芝

加哥的“驰”、加州的“BURN”，以及来自国内的“去

跑步”等联谊组织。 

来自上海的逸奔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去跑

步”组织的负责人周嘉瑜更表示，他们可以为国内

选手提供办签证、旅游、参赛等一条龙服务，如今

世界各地的马拉松比赛越来越受到国内跑步人士的

喜爱，在参赛的同时还可以游览当地的风光以及了

解那里的人文历史。 

来自深圳的叶砚女士是当地一家户外运动产品

的贸易代表，这次是她第一次来纽约参加马拉松赛

事。她表示，对此非常期待，而之前曾先后在深圳

本地和越南参加过两次比赛，也希望借此机会游览

一下纽约这个城市。 

早年从台湾来美的张群芳是聚会现场年龄最大

参赛者。他表示，自己早年在金门当兵时因为当地

气候潮湿患下背部风湿病，来美后于1988年开始

养成跑步的习惯，因为这对缓解背痛非常有帮助。

他在1995年53岁那年首次参加纽约的马拉松，从

此与比赛结下不解之缘，今年将是他第19次参赛。 

而家住上州威切斯特的金融业者、浙大校友邹

晨女士表示，很多人可能觉得平时生活繁忙，根本

没时间去进行跑步这样的运动，但实际上只要有决

心和毅力，无论再忙也可以抽出时间来。 

邹晨以自己的经历表示，虽然平时工作很忙，

每天还要送孩子上学，但每个礼拜还是可以抽出时

间跑个三、四次，这样也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让

他们从小养成一种坚持做好某件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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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浙大校友绕曼哈顿岛长跑共庆母校120周年华诞 
文稿/摄影:许赟春（心理学08届） 

 

 

为庆祝母校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北美浙江

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自2016年以来组织了一系

列的欢庆活动。2017年4月29日，大纽约分会组织

校友以绕曼哈顿岛长跑的独特方式庆祝120周年校

庆。当日纽约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清晨8点，9

名身穿北美浙大校友会T恤的纽约浙大学校友们，

在纽约地标中央公园哥伦布圆环门口集结，共同参

加庆祝母校120周年绕曼哈顿岛的长跑活动。 

 

活动开始，校友们举着校旗共同合影，并拍摄

视频祝贺母校120周年华诞。大家在北美浙大校友

会大纽约分会会长吴美良学长的一声“开跑”鸣枪声

中开始起跑。这次跑步路线从纽约地标中央公园哥

伦布圆环门口起跑，往西跑至哈德逊河边，然后往

南，沿路经过纽约航空母舰博物馆、中国驻纽约总

领事馆、世贸中心、华尔街、布鲁克林大桥、联合

国总部等众多纽约地标，最后回到中央公园绕一圈，

共25公里。参加本次活动的校友，大部分都是长

跑爱好者，多位校友参加过全程马拉松比赛。在波

士顿、纽约、柏林、和摩洛哥超级马拉松等各大赛

事上，也都能看到其中几位校友在烈日下挥汗的身

影。 

 

 

纽约曼哈顿快节奏的生活，让大家容易习惯了

有距离的相处方式，也容易忘记享受当下的风景。

但此次活动，跨越了这道坎儿，用大家最爱的方式

找到了这样一群同道中人。在中央公园，这座城市

里可以慢下来，享受时光，感受生活的“城市绿洲”

相聚，体会当下的酣畅淋漓，激动和喜悦。大家一



 
 
National Chek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 100 - 

起回忆大学的时光：毅行，夜跑西湖，论坛66，

88和98，同窗最纯真的情谊，青涩的大学恋情。

虽然大家已经从那时的少不经事变成了现在的成熟

干练，却似乎再次看到大家脸上一如当年的笑容和

纯真。大家一路聊着，一路笑着，一路欣赏着并不

经常感受到的风景，25公里很容易就被踩在脚下。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酣畅奔跑完成了绕岛跑，饥

肠辘辘的大家涌进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聚餐。

运动过后的饭吃的特别香，大家也继续交流感情，

分享自己的的生活和工作。跑步和聚餐活动下来，

大家都觉得很充实，也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一次用跑

步的方式一起聚会和庆祝母校校庆活动。 

 

 

 

庆吉年共祝双甲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丼办新春联谊会 
 

 

 

2017年2月12日，丁酉吉年之始，浙江大学也

即将迎来其双甲寿诞，近140名校友齐聚纽约博雅

艺廊，共庆新春、元宵佳节，并为即将到来的母校

120周年华诞送去来自大洋彼岸的祝福。上海财经

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兄弟院校的

校友们也一同参与了此次聚会。 

虽是风雪交加的严寒，却依然阻挡不了校友们

参与的热情，上至40届、49届的老一辈校友，少

至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16届毕业生，求是之缘从

西子湖畔蜿蜒至哈德孙河畔。正所谓“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中午12时，聚会在“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旋

律里正式开始，全体校友一齐高唱浙江大学校歌。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会长吴美良学长率先致

欢迎辞，他笑着说道：“大家能冒着大雨大雪赶来，

足见对母校是真爱！”随后他介绍了母校浙江大学

120周年校庆全球同庆的活动，号召各位校友通过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积极参加聚沙成塔的捐赠

活动。他还介绍了大纽约校友会庆祝母校120周年

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正在进行的何霞云、何荣元学

长夫妇画展，即将举行的纽约校友绕曼哈顿岛长跑

校旗传递、校友讲座等。最后他介绍了到场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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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分会理事包括段云所、单雷、孙凎钊、何霞

云、侯小彤、陈剑平、陈曦等学长。上海财经大学

美国校友会会长李争争，浙江财经大学美国校友会

副会长徐叶紫，浙江工商大学北美校友会孙乐怡也

相继为在场的校友献上了新年的祝愿。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徐永吉参赞和乔喆领事，也

到场参加了此次的聚会。徐永吉参赞代表纽约总领

馆教育组表达了对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的祝贺，

并为校友们带来了来自总领馆的关怀和问候。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医科

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兄弟院校北美或纽约校友会

的会长也到场祝贺。 

40届的姚文琴学长和49年的陈意子学长（亦

是著名NBA球星林书豪的外婆）是到场校友中最年

长也是最受校友们爱戴的两位学长，年过90岁的

她们依然冒着风雪来与母校年轻的学弟学妹们见面。

她们亲切地表达着对后辈人的期许，共切蛋糕庆祝

母校120岁生辰。 

 

他乡品“家”肴，他乡遇故知，校友们也难掩兴

奋的情感。刚刚走出浙大校园的16届校友施远表

示“见到这么多的校友觉得非常亲切”。同是16届校

友的谢欣成也抒发了同样的心情，她还说：“能参

与到母校120周年祝福视频的拍摄，觉得十分荣

幸。”而连续5年参与校友会志愿者工作的09届校友

夏启东则是难掩眼中的喜悦与自豪，他表示帮助校

友会举办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已然成为了他生活里的

一种习惯。 

觥筹交错之时自有丝竹雅乐为兴，浙大、浙财

大的校友及家属，分别带来了歌舞乐器等才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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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恭贺浙江大学120周年华诞的祝福视频

落下帷幕。 

83届校友、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郑昌光学长

在致辞时说到：“校友会将会是把浙江大学引入国

际视野的重要桥梁。”我们希望我们的母校在未来

可以赢得来自全世界更多赞许的目光。而作为校友

的每一个人也将以此为己任，并将自己的点滴成就

与贡献作为我们为120岁的母校献上最真挚的贺礼！ 

感谢卢宁建筑事务所、马剑学长、周晓平学长、

段云所学长、何霞云和何荣元学长夫妇、

Qbedding水星家纺独家冠名的联合会杯华人篮球

联赛等对本次聚会的赞助。感谢袁旭东、傅一瑶、

简舜、张朔楠、LouisMelchor以及应浩然等学长的

精彩文艺节目演出和众多志愿者的热心帮忙。本次

春节聚会由张钰羚与王蒙雨主持。 

 

撰稿：陈曦 

摄影：单雷、戴郁菲、Sunjie 

 

 

北美浙江大学大纽约校友会第五次系列欢庆活动 

 

 

2017年4月8日，周六的纽约迎来了一个明媚

的艳阳天。经过跨年数月的周密筹备，北美浙大校

友会大纽约分会在纽约著名的体育比赛场馆巴克莱

中心成功组织了第五次共庆母校120华诞系列活动。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来自纽约、新泽西、康州、

宾州、波士顿等地区的近百位校友，其中有刚刚来

美的应届年轻校友，也不乏事业有成如美国福特汉

姆大学学术副校长兼首席研究官历史系82届洪朝

辉、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83届数学系郑昌光等一

批资深学长。令人激动的是49届医学院的陈意子

老学长，以及她的外孙、著名NBA球星林书豪和他

父亲及相关人员也一起参加。 

在观看了NBA布鲁克林篮网队与芝加哥公牛队

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精彩比赛后，大家与尚未脱下

球衣就赶来的林书豪进行了热烈而生动的交流答问，

他讲到父母对他的严格要求和鼓励，外婆对他的深

切寄望关心，当年与家人一起打球美好欢乐家庭时

光；他谈到自己在NBA的成功源于对篮球的热爱和

激情，除了天生的力量和速度外，重要的是学会不

断练习和改进自己的弱点；他展望了下一个赛季，

坚信篮网和他本人都会有更好的表现。时间飞快地

流逝，经纪人催他离开了，临行前他高声祝贺“浙

江大学、生日快乐”，校友们紧接着一起呼出了“母

校浙大、生日快乐”，这呼声回荡在可容数万人的

比赛场馆，引来了周围许多“老外”的瞩目。 

大纽约分会在会长吴美良的带领下，理事和会

员们一直在努力通过不同方式精心组织校庆系列活

动，去年夏天开始的校友聚会，十一月份的马拉松

参赛，今年与华人社区协办的画展，春节邀请有其

它校友会联合举办的团聚，以及这次在万人体育馆

的欢庆，和正在准备四月份的曼哈顿绕岛跑步活动，

使校庆、浙大的影响从校友内部到兄弟院校、从华

人社区到“主流”社会不断扩大加深。大纽约地区的

校友们，老中青一起，传承发展，求是引领，凝聚

着北美校友、提升着母校影响，使校庆的真正内涵

在细无声中浸润到北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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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成功丼办2017迎新酒会 
 

 

新学期伊始，又一批求是学子踏上了美利坚合

众国的土地，开启了新的求学征程。9月10日晚，

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雅

博艺廊成功举办迎新酒会。会间，

新老校友欢聚一堂，共叙同校情谊。

席间，与会校友们一起品尝各色美

食、美酒，一同把酒言志，共话理

想，为校友会的发展出谋献策。校

友会的理事成员们热情洋溢地分享

生活与学习经历、职场经验、以及

校友会的发展历程。会长单雷在致

辞中希望借助校友会的力量帮助新

校友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为新老校友们提供一个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并祝愿新校友们学有所成，一

展宏图！ 

 

 

交流与连结：波士顿第四十一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札记 
李冠婕（心理与行为科学2014届） 

 

2017年10月13日，波士顿Westin酒店，北美

浙江大学校友会第四十一届年会前夜。 

 

即将容纳三百名浙大校友的酒店大厅此刻正在

举行婚礼。年会志愿者们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忙碌地

准备即将分发给参会校友的礼物、年会注册资料文

档、摄像摄影器材与年会布置装饰，他们必须等到

深夜才能进入大厅开始布置。在此之前，年会筹委

会的三十余名校友已为年会奔走忙碌了两个月。每

周一次电话会议、每月一次长会议已成为筹委会成

员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成果都将在

第二天呈现在五湖四海的校友面前。 

 

这是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第三次在波士顿召开。

前面两次是1995年和2010年。今年适逢校庆120

周年，波士顿再次成为年会承办城市。收到确认通

知，波士顿校友会会长倪继红女士在校友群招募筹

办组志愿者，应晓优、张谦、金同迁、曹圳、高学

宇等二十多位校友挺身而出，前来报名。有人已在

波士顿工作定居二十余年，也有人是刚刚来到波士

顿读书，甚至还有尚未从浙大毕业、到美国来完成

毕业设计项目的大四学生。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浙

大人因求是结缘，于波士顿重逢，为了第四十一届

北美校友会年会而胼手胝足地共同奋斗。10月13

日深夜十一时，还有校友在不断赶来、入住酒店，

志愿者们仍在跑前跑后，有人刚刚打开充当晚餐的

盒饭，有人在连夜修剪年会当天作装饰用的百余支

玫瑰花。还有志愿者当晚就住在了酒店，以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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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早起来布置会场。 

 

10月14日早五点，会场布置小分队进入酒店

大厅开始工作。七点，负责年会注册的二十余名志

愿者全部就位。九点钟年会正式开始时，有近三百

名参会者注册入场。 

 

按照历届年会程序，大会首先由年会主席倪继

红女士致辞。倪主席代表全体波士顿浙大人对来自

国内及全美各地的校友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并对吴

朝晖校长及各位参会领导表示感谢。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教育参赞徐永吉先生随

后对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徐参赞在讲话当中

首肯了浙江大学的历史文化贡献，鼓励求是学子担

当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使。徐参赞还对北美浙大

年会的未来表达了祝福，希望没有能够参加本届年

会的校友能够在来年加入到这一盛会中来。 

浙大校友总会秘书长、校长助理胡炜在讲话中

列数了浙大校友在科技、政界、经济等各方面的贡

献，强调了校友会服务校友、服务母校的宗旨。胡

炜秘书长特别提到今年已是百岁老人的姚文琴女士

仍然挂念母校，热切希望能够参加今年的百廿校庆，

母校会永远是校友们的精神故乡。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卢国文博士随后做了

校友会年度工作报告，提到浙大校友会是最早成立

的在北美层面上的高等学府校友会。今年的百廿校

庆当中，北美校友与母校遥相呼应，筹划举办了

“帝国大厦点亮求是蓝”等一系列校庆活动，各地校

友会分会也都组织当地校友跨越大洋祝福母校。参

加年会的分会会长也都汇报了各地校友会的工作情

况。在年会现场，江西校友会向母校赠送书法作品

祝贺百廿华诞，作为东道主的波士顿校友会则向母

校赠送了百人签名表达生日祝福。北美校友总会还

向新近成立的地方分会授予校友会旗帜。理事长陆

国震教授介绍了浙大美国教育基金会，鼓励校友反

哺母校，回报祖国。 

本届年会的第一位keynotespeaker王阳校友结

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当今时代呈现在求是学子

面前的机遇。王阳校友曾任IBM全球副总裁，现于

赛伯乐投资集团任总裁兼国际董事长，并在浙江大

学国际创新研究院任执行院长。王阳校友在演讲当

中提出了开宗明义的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创业投资？

他号召广大校友响应时代的召唤，珍惜国内创新创

业的氛围，加入到浙大校友的国际化平台中来。 

 

年会的上半场在吴朝晖校长的讲话当中走向了

最高潮。吴校长提出，校友会要构建面向全球校友

的发展空间，其中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与基

础，旨在构建面向母校与校友的共同体。吴校长指

出，北美浙大校友会是最早成立的海外校友会之一，

是全球校友会各地分会中的优秀代表，也是发展校

友共同体的优秀先行者。吴校长提出母校与校友要

“开放共生、合作共赢、价值共创”，与王阳校友的

演讲遥相呼应。 

 

年会当日的重头戏当属下午的求是论坛。一方

面，求是论坛是历届北美浙大年会的保留传统，汇

聚浙大校友当中的各界精英成功人士，代表了北美

地区浙大校友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求是论坛历

来是北美地区校友彼此交流、加深了解的良机。本

届求是论坛分为“生物科技与医疗”、“创业投资与专

业服务”、“人文教育与职业发展”三大分论坛。波士

顿作为“美国雅典”，坐拥哈佛、MIT等全球顶尖高

等学府的科教资源，在生物医疗、科技创业、经济

金融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各位论坛演讲嘉

宾多为波士顿及周边地区的浙大校友，其中卧虎藏

龙，具是各界翘楚，如IBM实验室主任、哥伦比亚

大学兼职教授周如鸿，MIT脑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冯

国平，AFSOR青年学者奖获奖者黎娜教授等。“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前沿词汇成为本届求是论坛

的关键词。此外，也有很多来自国内的校友受邀为

北美校友介绍创新创业大势，分享心得与经验。人

文方面，来自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缪哲教授与毕

业于浙大书法文献学、心理学的周斌教授分别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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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演讲。本届论坛还特别请到了前政府首脑国

际 行 动 理 事 会 、 前 加 拿 大 总 理 首 席 秘 书

ThomasAxworthy先生演讲AI时代的全球发展环境，

旨在为校友们打开国际化的视野。有趣的是，

Axworthy先生可谓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岳

母与白求恩同在一个手术团队中共事。 

 

精彩纷呈的求是论坛之后，本届年会的会议项

目在keynotespeaker郑昌光校友的晚宴演讲中走向

尾声。郑昌光校友是华尔街顶级华人董事总经理之

一，现任瑞士信贷银行风险管理董事总经理。郑昌

光校友从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讲起，指出当今时代

是数据的时代，把握住“数据”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世

界当中以不变应万变。 

晚宴之后的联欢活动将本届年会的热烈氛围推

向顶点。东北大学Imax舞团与波士顿大学西洋乐

团分别受邀表演了劲爆火辣的现代舞与高端典雅的

古典乐。浙大情侣招艳阳与梅一健以电子乐队

theXX的名曲为伴奏表演了breaking双人舞。参加

晚宴的广大校友也各显绝技，轮番登台。来自多伦

多的赵铁木校友表演哑剧现场大展速写功力，观众

纷纷排队求画。王晓鸣校友与许阳校友等人合唱隽

永的《之江之歌》，触动广大校友对母校的思恋。

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许阳校友返场弹唱《夜空

中最明亮的星》，引来十数名“粉丝”排队献花。来

自纽约的单雷校友与波士顿分会倪会长领衔男女对

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台上台下反响热烈，成

为全场大合唱。晚会的压轴节目为年会筹备组选送

的手风琴伴奏女声独唱《我爱你中国》《好日子》，

一曲高歌技惊全场，余音绕梁令在座校友不忍离去。 

 

在所有的热闹与庆贺都圆满结束之后，回首本

届年会，不禁反思：参加校友会的人数连年攀升，

是什么吸引着来自中国与北美各地的校友来参加年

会？年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校友会对我们意味着

什么？ 

来自北加州的求是论坛嘉宾郑巧晶校友说，看

到校友在年会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希望校友会能持

续吸引北美校友，为大家提供平台。 

 

道而来的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冯国震说，在生活

之外我们还要有诗和远方，希望校友可以彼此支持，

互相分享。 

 

初次参加校友会的冯国平校友说，国内的发展

越来越快，希望能够为祖国、为母校有所贡献，在

校友会可以同校友交流，加深对国内环境的了解。 

 

第二次来到波士顿参加校友会的张四纲校友说，

他是被校友会这个平台所吸引，希望能在这里与全

球校友当中的创新创业弄潮儿作跨时空的互动。 

 

在晚会上一展舞姿的招艳阳校友说，她刚刚从

浙大毕业来到美国，希望以年会为契机与校友交流，

舞蹈正是一种与校友联系的方式。 

 

波士顿当地的邹英寅校友说，在校友年会见到

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校友，可见校友年会将会越来越

盛大、越办越好。 

 

每一位校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校友会存在的

核心意义：连接校友，促进交流。诚如吴朝晖校长

所言：母校与校友是一个共同体。我们作为校友以

母校而自豪，也应该努力让母校以校友为骄傲。校

友会是将广大校友与母校紧密连接起来的纽带，而

年会则是这种情感纽带在现实时空中的具象化，它

将四海之内的校友集结起来，以各自的方式贡献出

自己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使得校友会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而年会也让更多校友融入集体，在异国

他乡找到求是游子情的栖居之所。 

2017年第四十一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已圆满闭

幕，你开始期待下一届年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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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友园地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 107 - 

湄潭浙大心中永存 
胡荫华（化学系1946届） 

 

 

我一辈子都以自己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更确

切地来说是贵州湄潭浙大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为荣！ 

浙大自1941年到达西迁终点湄潭直至1946年

返回杭州期间，仅有两届学生（45及46届）在湄

潭完成全部学业，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1942年，我由当时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随

后参加报考了浙江大学及四校联合招生（浙江大学、

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中的中央大学，

并同时被这两所大学的化学系录取。而我选择了国

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2年夏入学，先后

在贵州永兴场一年（一年级），湄潭三年（二至四

年级），于1946年夏毕业于湄潭，在贵州度过了

我的全部大学生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入侵，大片国

土沦陷。国立大学均开始向后方转移。南京中央大

学于1937年直接迁至重庆沙坪坝。西南联大（清

华、北大和南开大学联合）先去了长沙，再徒步转

移至昆明。唯独浙大是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广西

直至贵州，一步一步，一路办学，一路迁移的。浙

大的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小孩，以及大批书本、

教学器材、生活物资等等，组成庞大的西迁大军。

先在江西吉安，继而泰和，然后广西宜山，历时三

年，直至1941年初才到达西迁终点站遵义、湄潭

和永兴三地。当时后面有敌军逼近，头上有敌机轰

炸，困难可想而知。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排除万难，

谱写了“文军西征”的壮举。贵州的遵义县当时容不

下诺大的一个浙江大学，故在当地只设工学院和文

学院，以及竺可桢校长和行政管理机构。把理学院

和农学院设在东边约70里的湄潭。又将全体文、

理、工、农的一年级新生放在离湄潭20里的永兴

场。 

谈到浙大西迁，就要先提一下家父。父亲胡家

健,字建人，安徽省绩溪县人（1903年12月19日-

2001年1月15日）。受名师胡晋接、陶行知等言传

身教，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些早已有报道（1，

2）。他“木铎传薪，弟子何止三千？他一生春风化

雨，菁莪寄被全国”（摘自《世界日报》2001年1

月19日父亲辞世后讣文）。我在此仅追忆他于抗

战年间供职于浙江大学的一点儿往事（1938-1945

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放弃正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由美国返回祖

国。日军入侵中原大地，时年我13岁，正在安徽

芜湖女子中学读初二。学校一下子没有了，慌乱中

我赶上了最后一趟从芜湖开出的闷罐火车，回到绩

溪家里。此时父亲已先我到家看望祖父祖母。随后

我便随父亲、继母及姑姑一起，于1937年8月间告

别爷爷奶奶和三个幼小的妹妹离开家乡开始了流亡。

我随姑姑辗转于湖南长沙、贵州贵阳、四川重庆等

地。流亡期间，父亲应其老师、浙大教务长郑晓沧

教授邀请，于1938年春赴浙大教育系任教授直至

1945年。父亲受命于危难，与浙江大学一起经历

了西征全过程，力佐竺可桢校长完成浙江大学西迁

办学壮举。西迁时还兼任校总务长暨湄潭分部主任，

为保障西征大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恢复和发展教学

功不可没。在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环境下，

教育何去何从？他不忘初衷，在西迁征程中求生存，

先后在宜山筹建实验学校并任学校主任，在湄潭创

办浙大附属中学并任校长等职，执着于为国家培养

和输送有知识的后继人才的使命（1，3）。在纪念竺

可桢校长的《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一

书中，关于父亲有如下几段记载：“……因为有中

小学教育管理经验，胡家健被竺可桢委派筹建实验

学校并任实验学校主任，很受竺可桢赏识。浙大迁

到贵州湄潭以后，胡家健又被竺可桢任命为湄潭分

http://www.wikiwand.com/zh-sg/%E5%AE%89%E5%BE%BD
http://www.wikiwand.com/zh-sg/%E7%B8%BE%E6%BA%AA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5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13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87/18593415.htm
http://www.wikiwand.com/zh-sg/%E7%B8%BE%E6%BA%AA
http://www.wikiwand.com/zh-sg/%E7%B8%BE%E6%BA%AA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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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任，并创建湄潭浙大附中兼任校长。1943年

湄潭附中第一届毕业生30余人参加教育部统考，

平均成绩获第一名，全部升入大学，因而声誉远扬。

竺可桢对于胡家健可谓知人善任。”（3，4）。1939

年11月1日在为宜山实验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

竺校长率大学各级政要悉数参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

讲话“……实校筹备，时间极促，赖胡主任暨各教

授夙兴夜寐，擘画经营，得具今日之规模，本人深

致感谢”。“……中学部因校舍建筑等稍费时日，因

而先行成立小学部，幸胡主任及小学部诸先生通力

合作，得以两个月中，由圈地盖屋而至开学上课。

仍希诸位教授，本此精神做去，而充分达到实校筹

办之三项目标”（3，4）。父亲曾将他与竺可桢校长的

来往书信等物一直保留在他上海的老屋中，可惜在

“文革”中被付之一炬。此事乃父亲晚年最大遗憾之

一。 

 

摄于2007年随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重返湄潭，参观

浙大展览馆时。像片上方的挂像记载了1940年5月浙大西

迁至湄潭时，父亲与竺可桢（校长），蔡邦华（农学院院

长）等同车到达湄潭县政府时的情形。 

 
摄于约50年代，父亲与蒋中正在一个社会活动中。右照为90年代我与父亲摄于美国弗吉尼亚父亲家中。墙上悬挂的相

片及条幅乃父亲老友胡适（字适之）赠送父亲的半身像及诗文题字。 

 

父亲晚年在香港及美国定居期间，常有过去的

学生们以电话、探望、书信或寄去他们的刊物等各

种形式与他联系，这些都给他晚年带来欣慰，而自

称是“老园丁”。我与父亲还参加了1991年6月在

WashingtonDC举行的第16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

父亲在大会上讲了话，并高兴的被他曾经的学生们

关心和围绕着。父亲去世后，当年附中的老校友们

在他们自编的《咏湄》刊物上设专栏怀念老校长，

连续几年都有怀念他的文章，例如登在《咏湄》第

23期中的悼念词“桃李芬芳/翰墨书香/高山景行/泽

广流长”。2003年我曾在北京参加浙大附中《咏湄》

刊物年级在京校友缅怀老校长的聚会，当时家父刚

去世一年余。参加者有竺校长的儿子竺安，浙大原

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之女郑竺英，还有凌如镛、赵郁

之、曾闻问、葛正苏、黎航等浙大及浙大附中校友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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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03年浙大附中在京校友们缅怀老校长的一次聚

会。上左为我与竺安，上右为我与郑竺英。下图为参加者

的合影，后排左一为我的长女黄其苓。 

抗战期间，国家危亡，后方条件也非常艰苦。

当时的湄潭只是很小一个县城，一条小街，有一条

湄河相伴而行。那里山清水秀、安静、优美，民风

朴实。又因偏僻，没有敌机骚扰。确实是一个读书

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有一座大文庙，挂着“万世师

表”的大匾。我们当时实验室和部分教室就设在那

里。女生宿舍集中在一个山坡上，一座两层小楼隔

成小间，全部上下铺，中间两张长条大桌供晚自习

用。湄潭当时没有电，晚自习都是靠几根灯草的油

灯照亮下完成。我们当时是流亡学生，所有学费和

伙食费都由政府支付，在当时条件下给了我们很大

的优惠照顾。当年湄潭小街上还有一个大茶馆，男

生们常常三三两两在茶馆中喝茶、温习功课，给小

城也增添了一番生气。我们还组织了女生励进会，

是一个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团体。孙曾垕同学

是两任会长。后附的45、46两届女生励进会欢送

毕业生照，均摄于当时女生宿舍小楼前。我与孙曾

垕同学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数月前刚刚永远离开

了我们。谨以此照表达哀思。 

湄河边当时应该有好几个这样的大水车，大家

课余经常在河边游玩，水车边留影。照片中共有

19人，都是当时从南开中学考入浙大的。70年后

的今天我和邝瑞珍老友(化学47届)一起，居然还能

认出并写出名字18个半（可惜那位吴姓同学的名

字想不起来了）。郑家骏因为是摄影师而缺位了。 

 

不论条件多艰苦，不论何时何地，浙大的校训、

校规、学风，纪律，都一直是严格地遵守和保持着。

学习和教学各方面都是一丝不苟，不得有半点马虎。

师生们利用各种条件因地制宜，非常丰富多彩。比

如体育课，美丽湄河的沙滩是体育课的操场，湄河

清清流水中是游泳课的课堂。当时若不会游泳，体

育课就不及格，那可是要留级的。我们当时的体育

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舒鸿教授，他曾于1936年以教

练身份参加了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当时中

国唯一之人。再比如我们化学系，各种化学实验照

章进行，一样不漏。我们自己用木炭炉火蒸制蒸馏

水，并在木炭炉火上架起各种玻璃器皿，进行各式

化学反应，完成教学内容。以我自己为例，我就是

凭着湄潭化学系打下的基础，于1946年夏刚一毕

业，就应召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

系，给著名生化学家王应睐当了助教。1950年参

加南京当时资源委员会（地质部前身）严格的的竞

职考试，包括英文试卷及英文答题，现场基本化学

实验操作及分析等等项目，我都取得了好成绩，在

化学实验考试中我还得了最高分。因而从30多名

竞争者中入选（招收3人），进入南京矿产分析实

验室，与先期已经在该室工作的谢学锦同学（化学

系46级）成为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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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大学生们到哪里都朝气蓬勃。我们在湄

潭搭台演出，夜晚在煤气灯下演话剧。我们还有个

水平相当高的歌咏团，组成四声大合唱：女高音

(Soprano)，女中音(Alto)，男高音(Tenor)和男低

音（Bass），以各种形式表演，宣传抗战，比如

黄河大合唱等等。在歌咏团大合唱中我和邝瑞珍都

是唱女中音的。而平时一有机会大家三五成群在一

起唱四部和声时，我就扮演女高音的角色了，邝瑞

珍则仍配女中音，因为她有本事配音很准。如今离

开湄潭已经70多年了，每逢和邝瑞珍相遇，必定

要拿起老歌本和声唱一二曲，回味无穷。另外我特

别还记得的是化学系每年欢乐的送旧迎新会，师生

济济一堂，聚餐吃饭、还灌白酒，都说是整天和酒

精打交道的人应该有酒量。后附两张45及46年在

湄潭化学系师生留影，应该都是聚餐喝酒之后照的。 

 

这颗大树记载了多少故事和友谊。这是我们最亲密的

四姐妹。前排邝瑞珍(化学47届)，胡荫华(化学46届)。后排

孙啟福(化学47届)，刘艺珍（园艺46届）。 

对于当时校规严明印象很深的另一个例子是无

论何时何地何原因，学生必须完成指定课程，才能

按期毕业。42年与我同期入学的好友邝瑞珍先读

一年生物系，二年级时转入化学系，就要回永兴多

读一年，重新学习化学的课程；41年入学的谢学

锦先读物理至二年级后，决定改学化学，转化学系

再读二年级成为我同班；同期孙啟福好友因为生病

休学一学期，也要推后一年才能毕业。当时正值日

军偷袭珍珠港期间，男同学中有些响应国家召唤去

军队当翻译。他们都在抗战结束后回校再复读。所

以当时在湄潭的一些同学延后到47年复原后在杭

州毕业。应邝瑞珍和孙啟福友的邀请，我于47年

暑假去了杭州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得以与老同学

们再相聚。此行乃我第一次有机会踏上了母校在杭

州的校园。 

刚入学时系里曾有多名女生。慢慢的就只剩我

一人了。进三年级时班上新来了一名女生叫樊文洵，

我们成为好伙伴。同时还有几名男生新转入我们班。

我们在理农各系也看到有新面孔的同学加入。后来

得知他们都是来自敌占区的龙泉分校的学生。浙大

主体西迁后，为满足战区前方青年读书求学的需要，

自1939年起在龙泉设立了分校。学生在那里读一、

二年级，再到西迁的后方校区读三、四年级。在当

时那种环境下在敌占区办学有多么不易！浙大克服

重重困难，不忘初衷，坚持在敌占区办学，为身处

战区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为国家、人民负责，培

养未来知识人才。在当时真是独树一帜，为大众所

敬佩。 

浙大一直是一个学风严谨，学术气息浓厚的大

学堂。其求是、求真、创新作风培养和熏陶了代代

学子。1944年在我念大二、进大三的期间，世界

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两次来湄潭

访问，我们当时一点也不在意，无任何准备。后来

才听说他对于浙大在偏僻山区及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认真办学，保持浓厚的学术气氛，取得许多高水平

学术成果十分惊叹，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演讲中，称

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在湄潭5年办学期间，浙

大保持并发展壮大，走出了许多个国内外知名学者

科学家。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政道，是与我同时期的

学生，在湄潭读物理系。我的老朋友如化学系的谢

学锦、戴立信，物理系的汪容、任之恕等等，都是

当时从湄潭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的院士、或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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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斗。我1956年因为四大院校支援大西北，离开

地质部南京实验室，随丈夫自南京迁至西安。先在

陕西地质局任工程师，从事矿物原料分析研究。

1961年初调到西北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科研。

算起来自1942年18岁进入浙大与化学结缘，至

1992年冬于68岁退休。整整50年，我一直没有离

开过我心爱的化学领域。我为能一生奉献于我所热

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而自豪。我虽无大建树，但一

直勤恳敬业，获得了不少成果，带出了不少优秀的

大学生、研究生，无愧于母校的培养。2007年借

母校成立110周年之东风，我们湄潭化学系耄耋老

友们，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杭州，并有机会与我们的

老师杨士林、严文兴欢聚一堂，大家兴奋不已。 

 

2007年5月22日与化学系老友及老师相聚的晚宴。前

排左起：郑秀龙，方亦雄，杨士林老师，严文兴老师。后

排左起：邝瑞珍，孙幼礼，杨慧莹，田学华（顾以健夫

人），朱帼英，顾以健，胡荫华，戴立信，竺安。 

2007年5月，我参加了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

在纪念母校成立110周年之际，再次回到了魂牵梦

绕60年的湄潭。我们受到了湄潭各界的热情接待，

还被授予了“湄潭荣誉市民”的称号。我们这些“老湄

潭”们一路走、一路看，认真找寻着当年的记忆。

60年的光阴，国家巨变，湄潭也早已旧貌换新颜

了。虽然当年的景物大多已不存在，心中的湄潭永

存！它承载着我和我们一代人青春的烙印，成长的

足迹！ 

 

2007年随浙大暨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重返湄潭，代

表团成员与湄潭各界人士摄于湄潭文庙。前排左八为浙大

校长杨卫。二排右三为浙大校友总会主任张美凤。二排左

一为当时北美浙大校友会会长陆重庆。 

 

 
于1944年摄于湄潭。相片没有记录下当时的背景是哪

里。但从背后房子底部雕龙刻凤的图案可以看出是当时的

文庙（对比右侧相片中的背景）。前排左起：刘艺珍（园

艺46届）胡荫华（化学46届）李凤珠（44届），李汉溥

（44届）。后排左起：陈明敏（农化46届），杨运生（农

艺46届），程嘉钧（物理45届）。 

于2007年摄于湄潭文庙。前排左起：陈意子（医学49

届），方亦雄（园艺46届），胡荫华（化学46届），姚文

琴（教育40届），邝瑞珍（化学47届）。后排左起：朱韵

丽（电机85），张美凤（数学78届），胡捷（化学68届），

何霞云(化工65届)。张美凤老师是母校浙大校友总会的负

责人，其余为北美浙大校友会代表团访问湄潭的女团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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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25日，四位老“笑”友相聚于美国加州SanJose，参加北美浙大校友会第40届年会剪辑。左上第一张相片

左起为刘长庚，胡荫华，吴梅生，邝瑞珍。 

2016年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成立40周年，同时

也是我浙大毕业70周年的喜庆年。现居住美国的

老朋友、老校友邝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和我都非

常珍惜这次机会，一起报名参加了于9月23-25日

在加州SanJose举行的校友会年会，我们也得以在

加州相聚数日。为参加年会我翻出了不少新老相片，

许多70年前以及70年间的故人和旧事又一下子呈

现在眼前。我和梅生、瑞珍自15、6岁在贵阳、重

庆流亡上中学起就是同学了。我们又先后同窗于永

兴、遵义、湄潭，度过大学时光，至今已有超过四

分之三世纪的友情。梅生和长庚更是结缘于永兴，

成为恩爱夫妻携手至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

雨，我们现在都已是年龄在92-93的老人了。岁月

流逝，友谊永存！我们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一起认

真参加会议，一起唱校歌，一起欢乐。会下我们又

在一起谈往事、谈现在，吃吃玩玩，快乐无穷。虽

然喉咙哑了，我和瑞珍还保持老传统，在一起配了

几曲和声。虽然耳聋了、眼花了，很多事情已经忘

记了，我们四人仍然一起唱了好多当年在学校一起

唱过的老歌，一起回忆了不少年轻时同学的名字和

故事，大家兴致勃勃，还真有点儿“童心未泯”呢。 

母校即将迎来她120周年华诞。我作为与浙大

血脉相承3/4世纪的老校友，由衷地为母校在新时

期的发展壮大欣慰，祝福母校继往开来，位于国之

先进，并再铸辉煌！让求是精神代代发扬光大！谨

以此拙文和相片献上我们对母校和湄潭的美好祝愿！ 

参考文献： 

1.《一生致力教育丰碑铭刻大地--追忆教育家

胡家健教授》，周文甫、唐建军，《浙江大学报》

网络版，2009。 

2.《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湾中华书局，

1976。 

3.《连天烽火化春风-竺可桢在宜州》，温存

超、罗传清编著。 

4.《竺可桢日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 

致谢：以上数张70多年前相片中的校友名字，

近日由多位老校友共同回忆整理。除了在北美的邝

瑞珍、吴梅生、刘长庚外，还有现居国内的章斐

（生物47届），段秀泰（农化47届）及任之恕

（物理47届）等老朋友的热情参与。 

作者简介：胡荫华，女。1924年出生于安徽

绩溪县。1946年在贵州湄潭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

http://www.zdxb.zju.edu.cn/article/show_article_one.php?article_id=7413
http://www.zdxb.zju.edu.cn/article/show_article_one.php?article_id=7413
http://baike.baidu.com/view/64052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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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化学系。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医学

院生物化学系任助教，地质部南京实验室及陕西地

质局西安实验室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1961年

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任教师、教授直至1993年退

休，后移居北美。曾任陕西省化学学会理事，全国

电分析化学学会委员，两届西安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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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水稻的故事 
浙大密苏里校友会 

 

 

密苏里浙大校友会人人才济济。植保79的叶

旭东校友曾参加了＂黄金水稻＂的发明创造。大家

都非常感兴趣。在密苏里浙大校友会成立暨母校

120周年华诞的庆祝活动后第二天，理事会预约了

叶校友，登门作了深入的釆访。那天登门，叶校友

及叶夫人非常热情。叶校友泡了清香绿茶，叶夫人

送上亲手做的美味点心。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中，大

家随意地聊了起来。 

1992年叶校友进入了苏黎世瑞士联邦高工植

物研究所（SwissFederalInstituteofTechnology)攻

读博士，专攻牧草类转基因研究。1997年秋，一

个偶然的机会让叶校友加入了Potrykus教授的黄金

水稻研究组。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欧盟及联合国

FAO多年共同赞助的一个科研项目。 

众所周知，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据联合

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全球大约有38亿人食用稻

米。稻米中的维生素A原（β-胡萝卜素）只存在于

糊粉层中，通常会在稻米加工过程中被剥离而损失。

因此，在以稻米为主食的人群中，很容易引起维生

素A缺乏的营养问题。 

在发达国家，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吃胡萝卜、

西红柿及叶绿素丰富的植物，以及奶、油、肉类食

品而得到弥补。但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食物的严重

缺乏和极其不丰富，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恶劣了。根

据联合国卫生部门2005年的数据，每年大约有

1.24亿儿童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并造成50万儿童

夜盲和永久失明。缺乏维生素A还会使其他健康问

题如腹泻、麻疹和呼吸道疾病恶化。因此改善维生

素营养，每年将可挽救几百万儿童的生命。 

早在1990年，苏黎世瑞士联邦高工植物研究

所的Potrykus教授等人提出了设想，通过生物技术

手段来把维生素A合成的代谢途径引入稻谷。如果

成功，将是一种方便的手段，来解决维生素A缺乏

的问题。由此的研究课题先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

欧盟，以及联合国FAO将近十年的资助。 

 

 

注：本文中的水稻照片来自网络 

任何有关转基因的研究都是漫长的过程。

1997年秋，叶校友加入黄金水稻研究课题时，苏

黎世瑞士联邦高工植物研究所的Potrykus和德国弗

莱堡大学的Beyer领导的这一研究小组已经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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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做了七年多的研究。水稻本身胚乳细胞是含有合

成β-胡萝卜素的最初前体的，但缺少将该前体转化

为维生素A原的酶系。理论推导还需要引入三个酶

到水稻米粒中才能合成维生素A前体。原先的研究

小组想法是分步引入单一基因，然后通过育种杂交

把几个基因整合在一起。经过长达7年多的研究，

虽然得到了单基因转化水稻，通过育种整合并没有

得到米粒中的维生素A前体的合成。 

1997年底Potrykus教授决定将在1999年3月退

休，课题受其影响将面临解散。因此研究小组成员

也开始找工作准备离开课题组了。叶校友则刚完成

博士论文。一日，与同事聊起水稻工作，因为教授

将在十五个月后退休，看起来是沒有时间来证明课

题的可行性了。叶校友直接建议为什么不把三个基

因同时一步转入水稻呢？这样可以减少多代育种杂

交的时间，加快和调整几个基因的同步表达。随后，

因为课题组同事先后找到了工作而离开，叶校友正

式进入了水稻课题负责研发，并将此前的建议正式

赋于实验中。 

1998年2月，德国合作者发现无法把三个维生

素A合成基因构建在同一个遗传载体上。叶校友忽

然灵光一闪，三个一起的遗传载体不行，那就分在

二个载体上混上一起做转基因水稻吧。多次实验的

结果证明此设想，从而就直接导致新发现：米粒中

维生素A前体合成只需要额外的二个酶而不是原来

想的三个。 

1998年5月，叶校友拿到了孟山都公司的工作

邀请，在等待签证的6个月时间里，他单独完成了

最终转化载体的枃建和所有水稻转基因工作。

1998年11月，水稻在温室里开花时侯，叶校友也

不得不离开研究小组前往美国孟山都公司工作了。

身体是跨洋过海了，心却仍留在了温室里。每每听

说有从前的同事回欧洲，都会请他们回温室去看看

那些稻子。12月里，曾经的研究组好友，回瑞士

过圣诞，而实验水稻正值灌浆时期。朋友传来了最

新最详细的观察报告：实验稻没有什么异样，外表

颜色如常。叶校友心情沉重了，实验大概又失败了。 

喜讯却来自三周后。1999年1月中旬，当温室

实验水稻收获下来送到德国合作者实验室，在用砂

纸磨去种皮后，金黄色的稻米显了出来。成功了，

经过近十年的研发，黄金水稻终于成功了。并且证

明了只需要额外的二个基因的参与，而不是最初设

想的三个。二个月后，Potrykus教授在苏黎世退休。

叶校友受邀参加教授的退休告别会，在会上首次报

告了黄金水稻成功的故事。 

2000年，叶校友和Potrykus教授在《科学》

上正式宣布，他们成功地培育出胚乳含有β-胡萝卜

素的转基因水稻，在水稻米粒了中重建了β-胡萝卜

素生物合成途径。这种水稻的谷粒因呈金黄色而被

称为"黄金水稻"。 

叶校友和Potrykus教授研制出的第一代黄金水

稻的胡萝卜素虽然并不是太高了，更象是一个概念

上的产品，但它却代表了人类的希望。有了这黃金

水稻的先锋，后期的先正达农业公司才能在其基础

上，用玉米基因代替水仙花来的第二个同源基因来

提升水稻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最高达到每千克大米

含37毫克胡萝卜素，一个小孩子吃70多克就能满

足每天一半的维生素A需要量了。 

黃金水稻的后期研究推广应用，委托国际水稻

研究所继续进行。目前，胡萝卜素含量虽然已达到

了实际推广应用的水平，但由于世界各国对所有转

基因产品都有严格监管和安全评估。每一生物技术

产品往往需要花费数千万美元进行安全评估和审查

批准。黄金大米目前还在审批阶段。希望早日应用

以挽救更多的儿童。 

叶校友以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严谨的求是精神，

曾积极地投身于黄金水稻的研究过程中，并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实在可喜可贺。值得我们作为浙大校

友们为此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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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校友陶老釆访记 
浙大密苏里校友会 

 

初次见到百岁校友陶光业愽士，是在2017年4

月15日，密苏里浙大校友会的成立大会上。 

那是一个灿烂的四月天，活动所在的公园里，

湖水清潵，碧波荡漾，草长叶飞，花红柳绿。会场

上彩旗飘飘，新老校友们相聚一堂，相识相谈，气

氛热烈。听说本次活动请到了浙大资深校友及百岁

学长陶光业愽士来参加，大家都在激动地等待。 

 

上图从左到右：陈余荣会长，陶老，北美浙大校友会

总会长卢国文和顾克勤副会长 

“来了，来了”，大家都迎了上去，自发地夹道

欢迎。一位中等身材，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老人

在校友LisaHu的陪伴下，向我们走来。老人穿着

一身整洁的蓝西装，虽然白发苍苍，但梳理的整整

齐齐，显得很精神。陶老思维清晰，声音洪亮，不

仅欣然地接受了担任密苏里浙大校友会荣誉会长的

邀请，而且致辞并与全体校友一起祝贺母校120年

华诞。 

 

虽然因为个人的成就以及对社区的贡献，陶老

在圣路易斯中美社区早已久负盛名。但我们密苏里

浙大校友会，想对陶老了解更多。在4月18日，校

友会理事们在陈会长带领下，来到骑士之家老年公

寓（McKnightPlaceSkilledNursing），对陶老进行

了采访。 

陶老及夫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是百岁

老人，陶老仍然思路快捷，口齿清晰，与陶夫人一

起，以聊天的方式，向我们详细地回忆了他的个人

工作及生活。 

 

陶老1917年出生于中国北京，早年就读天津

南开中学，1937年考上了浙江大学的机械工程系。

刚入校就赶上卢沟桥事变，隨后中国正在遭受日本

铁蹄的蹂躏。因此他回忆说，在杭州的浙大其实只

读了一个星期。此后他跟着学校辗转各地，一再西

迁。从而陶老因此也拥有了特别的大学经历。大一

时，隨浙大迁移至浙江西天目山；大二时，又随浙

大搬到江西太和山区；大三时，浙大进一步退到广

西夷山；大四时，隨浙大最后撤退到贵州遵义。作

为亲身经历者，陶老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当年大学

西迁途中的艰难与不易。 

从陶老的叙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那

一段大迁移大动荡，造成了少有的严峻艰苦的大学

生活，却也培养训练了青年陶光业那一代浙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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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独立性和坚韧性，也逐渐形成了浙大人的

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目前，陶老大摡已是当年浙

大西迁学生中的仅存者。我们这些浙大校友后辈，

真心地希望，能从陶老这样的老前辈们那里，了解

到更多的老浙大历史，接受到更多的老浙大传统，

领悟到更多的老浙大思想，继承到更多的老浙大精

神，并将之代代相传。从而能够以此为基础，为动

力，发展发扬新浙大。希望母校人材辈出，即往开

来，辉煌再创！陶老很同意这样的想法和意愿。他

多次强调，多一点浙大新人，未来是掌握在浙大新

人的手中，要使新浙大发扬光大。 

在采访中，陶老向我们介绍了他一生的工作及

成就。浙大毕业后，陶老曾任职于国民政府的国防

运输部门。他曾经在南方做运输，把汽油运到后方。

当时汽油奇缺，运输车没有油，他曾经利用自己学

到的知识，将燃油汽车改成以烧煤为动力的“燃煤”

汽车，用“煤”车运汽油。在战争年代为拯救中华民

族贡献了自己的学识及青春。后来为了学习更高更

深的技术和知识，以报效国家，回馈社会，在

1943年毅然选择赴美留学，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

硕士，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后来又建立了自己的事

务所，并在美国建筑工程上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1958-1988年间陶老公司在世畀各地进行工业设计过

的建筑艺术模型图 

在美国的40多年工作时间内，陶老利用自己

所学，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工程公司。他的公司

专攻建筑设备、机电和结构工程设计，项目遍及美

国，台湾及亚洲等世界各地的工程项目。参与的建

筑设计总面积超过4千5百万平方尺，参与设计的

建筑价值超过50个亿美元。 

陶老在美国，除了继续在华盛顿大学教书，还

因为卓越的专业成就相继获得华盛顿大学名誉博士、

学校董事等等，他也为学校设立奖学金，捐赠网球

场。现在陶先生已经退休，公司移交给别人接管。 

釆访中，陶先生的热情和精力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常常会忘记面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已经100

岁了。陶老一辈子爱好运动，曾经是南开中学的三

级跳远运动员，还被选中参加当年的奥运会运动员，

后来因为战乱未能成行。 

陶老有位贤内助，陶夫人。陶先生夫妇是典型

的successfulbusinesspartner.在公司里陶先生负责

技术，他夫人主持经营管理。陶夫人也有96高龄

了，但依然美丽优雅，热情健谈，充满活力。 

夫妻俩多年来热心公益，倍受圣路易中美社区

各界敬重。在刚刚结束的第44届圣路易美华协会

上，陶光业博士伉俪(Dr.&MrsWilliamandAnneTao)

获颁终身成就奖(LifetimeAchievementAward)。 

面对自己的成就，陶老很感谢母校浙大的影响。

陶老认为母校让他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做学问

的态度。隨母校西迁的艰辛历程更是培养了他的坚

忍不放弃精神。来美后，他专业改了，从汽车工业

到机械工程设计专业，也遭遇过中美文化的冲击，

甚至经历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后的艰难时期，但陶

老以他的坚韧独立的性格和快速适应的能力，都坚

持下来了。 

面对我们这些浙大校友小辈们，陶老殷切希望

我们继续发扬浙大的求实精神，不要轻易放走人生

的机遇，坚持了，必有收获。最后他再次庆祝母校

120年生日快乐，祝愿母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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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海拾零之三：“复原”路上是沧桑 
徐彬 

 

“复员”这个词在我们当代人的“词典”是指军人退役，严格说还是专指军人中的干部转业即从军队到地

方工作，因为当兵的离开部队只能叫作“退伍”。然而这个词在校史上确是专指当年浙大在抗战结束后离开

贵州遵义湄潭战时办学地重新回到杭州原校园的过程。之所以叫“复员”是因为浙大作为直属于教育部的国

立大学，在抗战开始后随同大批党政军各机关一起迁移到大后方的行动是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统一安排，

所以当战争状态解除后，浙大从贵州返回到杭州的过程也叫“复员”。一些老校友的回忆中也将此形容为“东

归”，以与浙大的“西迁”相对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代表中国的八年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浙大的“东归”时间还

要等到第二年的初夏。造成延迟的客观原因无非是以下几方面的：一是可征用的交通工具极其紧张。我从

有关历史资料看到，据统计，1945年抗战结束时国统区所属的数省运输系统里登记在册可正常行驶的交通

车辆居然只有六百余辆。那时有那么多政府的党政军机关要尽快回到原所在地，在有限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总有个优先顺序考虑。二是浙大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去修复因被日军占用而遭到过破坏的杭州庆春街原校舍。

就拿我出生时所住的老浙大龙泉东村宿舍而言，当年就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当作医疗所，有些房子还并改

造成军火仓库，我小时候时还有小伙伴在房子地板下的通风过道里发现过日军遗留下的的火药、子弹，还

找到过一把指挥刀。再次，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是要尽可能利用暑假时间，减少因学校大搬家而造成对正常

教学秩序的影响。 

浙大东归实际所行的路线是政府和学校经过反复考虑后精心安排的，尽可能充分利用沿途不同的交通

路线和运载工具的便利和经济。具体来说是从遵义出发，先坐汽车到长沙，然后换铁路从长沙到汉口，再

坐轮船沿长江而下从武汉到南京，最后再坐火车沿沪宁线和沪杭线到杭州，总行程约三千里。学校为方便

教职员工在几个重要的中转地点还设立了联络站。 

1946年5月上旬，我家一共五口人包了一辆车，踏上了从遵义回杭州的东归过程，他们分别是我祖父

祖母，父亲及两个叔叔。其中小叔徐义君是三八年在西迁路上生的，此时也已经是一个八岁的少年郎了。

因为是“包车”，所以当时尽可能还带上了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连人带物塞满了一卡车。能够做到那样

的“阔气”，一家人包了一辆卡车启程，这也是与当时竺可桢校长在国民政府为教职员工争取到复员的较充

足经费有关。那时的经费分配政策是教职员工按职称算，高低职称之间的经费差异并不很大，而家属则按

人头算。如我父亲当时的职称是图书馆助理馆员，相当于助教，拿到的相应费用只比教授等级少了五分之

一，但一加上家属按人头算我家有四口之多的“优势”就十分可观，所以已达到“富可包车”的程度。 

说起有关“东归”途中的细节，小时候经常从长辈口中听到频率最高的是这几个词，即“木炭车”、“大雪

山”和“盘山路”，而且这三个词都出现在形容同一场遇险的场景描述之中，这就让我搞清楚它们的相互关系

和相关信息着实伤尽了脑筋。 

单要搞清楚“木炭车”为何物很容易。所谓的“木炭车”其实是一战时期欧洲各国因战事对汽油严加管制

而被民众发明出来的一种汽油替代方法，即在原汽车动力系统外附加一套锅炉及管道装置，通过燃烧木炭

所产生的煤气，混合机油输入到汽车的动力系统来替代汽油。抗战时期因中国自身还不能生产汽油，加上

日军的长期封锁，造成了大后方汽油供应的严重不足，因此大多数民用大型车辆都被改造成这种“木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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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东归租用的卡车就是这种车。 

木炭车的最大缺点就是动力不足，因此一到要爬坡的地段，卡车就很容易因为动力不够而突然熄火。

我家老人之所以对木炭车印象深刻首先就是他们从遵义出发沿途一路上卡车老是歇火停车。由于湘黔公路

一路都是行在山路上，这时候开车的司机就会马上踩死刹车，然后叫后面的人立刻下车，帮忙用两块三角

木垫垫住后轮，以阻止卡车在坡路上倒退失控造成人身事故，接下来要通过鼓风炉将锅炉里的气烧足后才

能重新启动；即使到了这时候，有时还仍然需要有人在后面帮忙再推一下才能大功告成。对我年龄还是青

少年的两个叔叔而言来说，做这项重要“后勤”工作是他们当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不但很有成就感，而且

还可以下车活动活动手脚，并在卡车重新启动的等待时间里前尽情玩耍一下。 

一度卡住文笔让我写不下去的是，老人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木炭车”在经过一座坡度陡峭的

“大雪山”，在非常难行的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上差点车翻人亡的险情往事。此事究竟发生在何地何处，已

故的老人们当年没有说清楚，还在的小叔也因年事已高而无法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而我却一筹莫展，因为

在网上查来查去一度却查不到相关资料。 

首先是我查不到湘黔公路沿线有雪山。资料显示贵州确实高原山地居多，平均海拔都有1100米，但却

没有雪山，即使是海拔超过2000米的雷公山、梵净山、乌蒙山也没有“雪山”之称；全省气候是以潮湿和闷

热著称，就是到了冬季最低温度也有5度。我甚至将湘黔线所经过的贵州各地从贵阳到玉屏的几十个县名

一一输入到电脑里，再与“雪山”一起作为关键词来检索，好不容易查到沿途经过的贵定县有一处叫“金海雪

山”的地名，然而再细查下去却让我哭笑不得，原来该地名是因为当地种有万亩的油菜和梨树，一到开花

季节大片油菜花和梨花所显示的黄白二种颜色看上去好似“金海”和“雪山”，故取此名。 

其次我也查不到湘黔路上有著名的盘山险道。贵州境內山脉众多，綿延纵内，公路穿山过岭自是常态，

但是若论著名的盘山道，却只有晴隆的“二十四道拐”。该公路地段古称“鸦关”，其雄、奇、险、峻，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抗战时期在美军工程部

队的帮助之下，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建成了有24道弯“S”型的盘山公路，全程约4公里。因为这条盘山公

路当年是连接中国取得境外美国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的必经之路，加上被一名美国记者拍成了

照片登载在美国杂志上，故成为抗战大后方交通生命线的标志，驶名中外。但是这条盘山公路的地理位置

却是在贵阳以西南通向云南的方向，而浙大东归是从贵阳往东南方向的湖南走，所以我家老人们回忆的一

定不是这条盘山路。 

当我被卡在这里时，我当过现代史教师的学术背景指引着我将查考范围扩大到去检索国民政府在抗战

时期在湖南所做的交通建设的相关历史资料，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查到了能够完全对号入座的地

方！ 

原来我要找的那段盘山险路并不是在贵州境内而是在湖南。具体来说是在湘黔公路湖南境内的洞（口）

榆（榆树湾，今怀化市城区）段上。我之所以一直在查贵州的黔湘公路一是因为贵州多山已经成为我的先

入之见，二是因为我知道当年国民政府军队自35年因尾随追击长征中的红军而进入了由地方军阀控制的四

川贵州云南等地后，立即制定了将西南地区作为未来中日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的计划，并开始了以贵阳为

中心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包括黔湘公路在内的几条重要战略公路在37年中日开战前均已基本建成。而我

新查到的湖南境内的洞榆公路在战争开始后的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即将失手的危及时刻，为了保持西

南与中原及华东联系的生命线进一步畅通而紧急修筑的。当时湖南的数千军民硬是在雪峰山脉的群山之中

用手脚和石碾子开辟了一条简易沙石公路，从而使得原来的湘黔公路可以从湘潭起，横贯湘中腹地邵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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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并从洞口起穿越雪峰山山脉，抵怀化后再连接上通往贵州境内的黔湘公路段。而我祖父辈老人回忆中

的“大雪山”就是指的是这段路上的雪峰山，该山确实是因为山顶长年积雪而得其名，只不过我家老人们作

为车上过客没有去认真查考其正式名称而已。 

至于雪峰山的“盘山公路”之险更是证据“确凿”。历史资料显示：建成后的这段公路，“雪峰山，山连山，

331道弯，弯弯都是鬼门关”。其上下山26公里路上共有331道弯，122个险点，半径小于50米的急弯占全

路段弯道的60%，整个路段高低水平落差达800米；全路段的路面都是以砂石建成，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行车极其困难。这段公路在49年后即使经过多次修整到2016年邵怀高速正式通车前一直还是安全事故高

发路段，平均每年达200余次，因此在大半个世纪里一直是常走这条公路的司机们心中的“畏途”。而我家

那五口人在东归途中所坐的“木炭车”就是在这段路上差一点车翻人亡。 

险情是发生在他们过雪峰山的下山路上。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点对下行在雪峰山路段的车来

说更是如此。按331道弯的二分之一算，下山会遇到160多个转弯道，而且有那么多半径小于50米的急转

弯。那次造成险情的原因是他们坐的那辆车在过其中一个下山弯道时，因为弯道过窄而车速又较快，导致

车的右前轮已经驶到了左边的路基的极限处，那位司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能突然采取急转弯再踩死刹车，

恰恰这时候我的大叔徐义良又是站在这辆车的后方“看风景”，结果被车的惯性力直接甩出车外。幸运的是

因为雪峰山上气候较凉，当时他正好身上卷着棉被，是內裹著棉被摔到路上的，人又没有翻到路基之下的

山谷中，所以只造成了皮肉伤。当时车里的其他人也都被车的惯性弄得七弯八倒，好在均无大碍。惊魂未

定，转眼一看，就在他们遇险的那个弯道下方还躺着刚翻车不久正在冒烟的的出事卡车的残骸…… 

就是这位当年“大难不死”的大叔徐义良，随父母回到杭州后进了浙大附中，在附中读书期间里加入了

中共地下组织，成为该学校“青年同盟”的支部书记，参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建国后因参加土改

而到了温州，先后担任过温州二中的校长和洞头县的教育局长。 

写到这里，我再回过头去解释一下为什么雪峰山这段天险盘山道并不像前面那条“晴隆24拐公路”出名。

原因之一是在建造邵怀高速时，专门建造了一条7公里之长的雪峰山隧道，直接打通了“雪峰山天险”，原来

的那条公路就少有人使用了；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即雪峰山这个地名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因而其

盘山道之险完全被其锋芒所盖，不值一提。那就是抗战时期的“雪峰山大捷”或“雪峰山战役”。 

也就是浙大“复员”的前一年的1945年4月，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为挽救已成之败局发起了“芷江战役，

史称“湘西会战”，妄想集中所剩的兵力攻占位于湘西芷江的美军军用机场，先取得制空权，进而利用湘黔

和黔川公路直捣我国战时首都重庆。而此时的日军已经在前一年占领了湖南的邵阳宝庆一带的湘黔公路，

因此国军要挡住日军的进攻，只能利用洞榆线上雪峰山的地理特点设防，所以双方在此战中激烈争夺的战

事大都是沿着雪峰山一带展开。此战被称之为中日战争的最后一战，因国军的英勇抵抗，日军至始至终未

能打通洞榆公路，战役最后以中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而结束，毙伤日军总人数高达2万7千余人，

夺得日军军旗90面以上，俘虏日军447人；而国军也为之付出了伤亡2万660人的代价。1945年秋国民政府

在洞口镇在此战中牺牲最多的七十四军修建了阵亡将士纪念碑，此碑在“文革”中曾经被毁，1993年重建，

每年的抗战胜利日当地民众都会前往此地献上鲜花，以纪念在抗战胜利前夕为国牺牲的英魂。 

说来也巧了，就像雪峰山战役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那样，老人们对“复员”东归的回忆出了雪峰山后

的可记录下来的就不多了。我记得的只剩下他们坐轮船从武汉到南京后改换坐火车坐的是货运的“闷罐车”

情形。一家人坐在“闷罐车”盼望着赶快抵达杭州，但一路上却开开停停，行车缓慢，车内闷热潮湿，空气

不佳，人又不让下车，故受够了罪。好在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九年的家乡了，重见久别的家人，相信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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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又是另一番心态。 

后记：原本只想写一篇与浙大相关的家史回忆文章，没想到一直写到“史海拾零”回忆录之三还远远结

束不了。虽然我家的祖辈和父辈在浙大都是小人物，但却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家史一旦放在校史和

国史的背景之中就成为时代的一个缩影，而我又曾经是一名中国现代史的学者，熟悉家史与校史及国史之

间的彼此关系，因此我也有这个责任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写出我的家史，以奉献给我的祖国和母校。下一篇

回忆录的题目已经拟定：《我家出了两名“地下党”》，说的是我大叔抗战结束后在浙大附中参加地下学生

运动的情形，以及我父亲在48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为浙大子女的我的母亲，却不知她是一名从上海来杭州

“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周志强先生忆往事四则 
解放前夕浙大的学生运动点滴 

——儿时目睹到的于子三事件的一些场景 
 

1946年我时年七岁，全家随父母从浙大西迁

办学地贵州湄潭永兴复员回杭州。住进父亲分配到

的浙大新落成的刀茅巷泰和村家属宿舍B25一套。

从泰和村沿刀茅巷南走百余米就到了庆春街。从巷

口穿过庆春街对过稍偏西一点就是老浙大庆春街校

区的北大门，有穿制服的警卫把门，它虽不是学校

正门，却是学校进出的主通道。刀茅巷口对街直冲

的是毛儿弄，是一条20来米长的简陋的棚户区，

没有出口的盲弄堂，住户多为浙大的工友。弄底是

一堵矮墙，翻过墙去就是健身房边的网球场。我讲

毛儿弄的目的是要説明校门封死后我们仍可以从这

里翻墙进学校。 

儿时几乎天天放学后到浙大去玩耍。1947年

秋冬的某一天放学回家后，听到大孩子说浙大学生

游行被人冲打了,我也跟在他们后面到庆春街去看

热闹。只看见庆春街从浙大北大门口到醋坊巷－大

学路口这一段满地散落那种手持的彩色纸标语,庆

春街校门鉄门紧闭，门里面堆满一人多高的课桌椅，

平时对家属孩子蛮凶的校警也不见踪影，只有学生

纠察站在鉄门后警戒。禁止仼何人出入。街上行人

不多。 

校门进不去了，又蛮想进校园看个究竞，于是

大孩子带着我们一行从毛儿弄翻墙进入学校。先右

拐到阳明錧前广埸，看到学生三五札堆议论，穿过

慈湖上的桥后看到左前方土山前空地上有很多人聚

着，走近一看是个新坟，木墓碑上写着于子三衣冠

仼字样，我印象深刻，因当时仼字不识，我在人群

中穿来穿去看热闹，看着看着也逐渐听出点明堂来。

原来是浙大的学生自治会会长于子三死在警察局拘

留所,警方说是于用指甲大小的玻离片割喉自杀,学

生坚信是警方拷打杀害,拘留所那里来的玻璃碎片?

要向当局讨个公道。从衣冠仼向南过去数十米，是

当时工学院的院入口处，进去后左侧有一排平房，

有几间房是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其中一间陈列了

于子三的遗物和血衣，一件灰色的毛线衣，领口处

有深褐色血迹。这些物件介放后我入学的初中杭二

中还组织大家参观过数次，故很记得过了几天后，

校门口不再封死，我们不用再翻墙，从校门口进去

看过几次，衣冠仼还在，保留好多天呢。 

回家后从父母处了介到冲打学生的是一批江干

南星桥地区雇来的黄包车夫。一人发一个银元来打

游行学生。我记得那几年局势比较紧张，浙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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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游行有好几次，反饥饿反内战。浙大阳明舘背

面庆春街沿街的墙面上，游行学生用沥靑画了很多

标语漫画，画面上的学生身穿长衫，戴眼镜骨瘦如

柴，身体弯成九十度，意示学生吃不饱。当局（那

时的杭州市长是周象贤）雇人用白石灰涂上，干了

后隐隐约约还看得出，一直到介放这些漫画标语可

辨认出来。 

当时当局认定于是共产乱党，他是和几个同党

学生在延龄路学士路一家旅馆内开会时被捕。关在

拘留所后于自杀。后来才知道于子三不是共产党员，

只是CY，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于子三是农学院学

生，山东牟平人。数月后自治会会同校方向警方交

涉，同意学生游行出殡，葬于子三于西湖邻近的万

松岭浙大拥有的土地上。杭二中在52或53年还组

织过我们学生清明去扫于墓，还教会我们唱当年出

殡时的挽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的

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进。你真值得骄傲，更

使人婉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那春天的仼

篮。” 

无独有偶，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当年领头

组织冲打浙大学生的黑社会头目杨松山，杨继震，

郦XX被押到浙大阳明錧广场前公审，判处死刑，

立押刑场执行枪决。那天我正巧从杭二中放学回家，

穿越浙大途経阳明馆广场前时目睹到了这公审场面。

坏人终有报应。 

浙大的学生运动是有历史传统的。我父亲告诉

我，他1935年就参加过浙大学生组织的一二九运

动。浙大学生集队到城站集会，要到南京去请愿。

领头的学生代表到沪杭线上卧轨，阻断鉄路正常运

行，胁迫当局表态。听他説领头的学生自治会主席

叫施尔宜。事后蒋介石到浙大召集师生训话，蒋训

斥説：“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蒋并当

埸诘问施尔宜：“施尔宜，你是不是共产党？”施很

沉稳不卑不亢的回答：“我不是共产党。”施説的是

实话，当年急进出头露面的学生学运领袖往往都不

是党员。党员学生在幕后策划领寻。一般学生也大

致知道谁是党员。运动后这个党员学生就离开浙大

去了延安。施尔宜介放后做过很长时间的上海华东

师大党委书记，这是后话。 

 

 

刀茅巷和海星小学 

——儿时的轶事鈎沉 
Sept.27-2017 

 

刀茅巷是众多“泛建德村”群群友童年生活过多

年的地方，我们的启蒙学校“海星小学”就座落在巷

底。针对这个题目，我先开个头，聊聊往事，大家

都来参加，把我们童年的久远往事都侭力钩沉回忆

出来，也是一件乐事。 

先说说刀茅巷 

刀茅巷是傍城墙沿城河南北走向的一条大巷，

能通汽车。南端起自庆春街，北到仁爱医院海星小

学后断头了。志书上说，它原有上(南)刀(庆春街向

南)，下(北)刀(庆春街向北)之分。南刀很短，后被

浙大校区内健身房纲球埸阻断。北刀就是现在的刀

茅巷。刀茅巷内集居了最大多的浙大员工，像建德

村泰和村芳野村珠碧弄巷口对过毛儿弄及散居附近

石板巷方家塘的住户。浙大创校开山祖地庆春街蒲

场巷(大学路)校区就在刀茅巷口南囗对面。近么，

所以集居了百余戸员工。 

先从刀茅巷南口右边向北说起，先是村墙内四

排丁种，再到大门。大门到震旦公司(绸厂)之间的

空隙还有数户棚戸。过震旦后是一幢二层大房，住

过伞兵，我们称它降落伞部队。楼北这里有个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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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拐进东去，蔡堡教授家就住这里，是一户田园

式的宅子，再往东进去一点，就是菜地，从这里看

得到南边违建德村的乙种房子，正东就是城墙。过

小巷后就是几家石库门排屋，好像是谈教授就住这

里。再下去就是一条死弄堂，东通武林铁工厂，弄

口座北朝南有几家石库门房子，王仲侨还是王季午

教授，拿不准，但女儿叫王嘉陵的那家王家及李茂

之教授是住这里。石库门房北贴隔壁就是泰和村3

排27家乙种房子了。泰和村朝北有好一段是菜地。

莱地尽头就是仁爱医院南界了。先是太平间，昔称

"挺尸间"，它北面一壁之隔有一个慈善性质的初小

昔时称之"苦儿班"，不收费用还供点吃的。浙大子

弟鲜有进苦儿班的。再过了医院大门就到了海星小

学的大门囗，刀茅巷也断头到底了。一直到介放初

期，造了多幢工人新村后才通到现在的体育埸路。 

再从刀茅巷南口左边向北说起，巷口转角上是

一茶錧，向北过了一个门洞口便是九间头芳野村沿

巷座西向东的二层排屋，隔珠碧支弄后就是大冶铁

工厂。支弄接珠碧正弄，正弄北有浙大员工宿舍，

南通庆春街，大冶正门对建徳村大门，厂少东钱耀

中常来村和孩子们玩。伞兵房对过是一间颓坏了的

大院，再北就是方姓政府官员私宅，边上方家溏是

否是其私产不可知。池西北角住有数家浙大员工。

泰和村大门正对是卲姓私宅，边上有些机户，再北

面去便是石板巷，昔日机戸集中此处，又是通所巷

东街路的主路。石板巷北除了几家另散房子，仁爱

医院对面只是菜地。海星对面断头处有一条泥路钭

到东园巷机神庙，机神庙中还有一所“覌成小学”，

此处往西也可通所巷东街路。 

再讲讲海星 

海星小学是仁爱医院管下的天主教教会小学。

医院还有一所护士学校。小学的教室房舍和护挍混

合成一体的。医院北端临巷楼房二楼是护校，楼下

若干间是幼雅园及一年级，二三四五六年级教室则

排成凹字形布里置，凹形开口向南，字底那位罝有

三间教室，字侧左右各一间，中间是个厅，每周一

纪念周会跟校长颂读“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余

年......”就在这里。厅和二侧教室用滑移落地大玻离

窗相隔，圣誔节表演时推开移窗，厅几乎大了一倍。

凹形建筑前是个小操场，课间在此追逐嘻耍，广埸

南用木栅隔开，栅南就是医院区和教堂了。在幼稚

园那边有个大操埸篮球架。再往东一点就是城墙了。

那间教堂还在,作为市级文物了。前几年我特地去

看过。医院制高点铁皮水塔已坼了。 

学校的校长我初小毕业那年是钟维帆先生，文

凭上有他的名字。校务实际上由一位华裔雅琳

(Eileen)姆姆掌管。我四下49年5月三日杭州介放

后不久，校长由陆鸿图女士接任了，钟校长好像是

去了孤山博物馆。一直到我51年毕业，校长还是

陆老师。老师中除了两校长姆姆外，只记得三年级

的级仼老师彭女士彭老师，髙年级的反而不记得了。 

海星规模不大，每级一个班，全校学生不超二

百人。浙大子弟要占相当比例，以致介放前几年学

校中贵州话还蛮通行的。据说46年前海星髙小不

招男生，后来因浙大子弟破例了。 

因为是教会小学，介放前晨课要学圣经的，学

得好的有学费减免。每年五月圣母月，学生午后去

教堂，男生只有跪橙之份，女生可上后楼唱诗。所

以我还记得创世伊甸园诺亚方舟之说。 

介放后当然没有这些活动了。50年上半年下

城区小学为庆祝杭州介放一周年，在区中心小学所

巷小学进行文艺会演，海星参演节目之一是两对男

女孩的歌舞演唱“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歌颂民

族大团结,我和王勋华是其中一对.我也不知老师怎

么就选中我了，其实平时我挺淘的。可是排演中挺

服王勋华管，制得住我,成功演出了这个节目。她

大我半岁，那时我五下，她六下。当年其它文娱项

目我都挨不上边，没能耐。 

51年我报考浙大附中，发榜时附中慧兰合并

成杭二中我成了杭二中的第一届学生，海星同班的

泛建德村子弟中好几个考进二中同班，那年男生可

选考的公立初中只有三所：清波门杭初,杭二中(附

中)，市中(杭三中)；女生多一所女中。其它都是私

立的安定，宗文，树范等。进公立初中也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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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 就说到这里了。 

 

 

“建德村泰和村”·浙江大学的眷村 

——眷村伢皃忆旧事 
2017/03 

 

前言 

这里所提的建德村泰和村是指浙大复员东归杭

州后学校在庆春街刀茅巷内新建的二个教职员工的

住宅宿舍羣。学校命名为建德村和泰和村，以纪念

浙大1937年西迁首站地浙江建德(古严州府今建德

市梅城镇)和1938年西迁第二站地江西泰和。 

1946年浙大复员从贵州东迁回杭州，由于浙

大在西迁中壮大很多，迁回杭州后职工宿舍是个大

问题。当时估计有二百多戸需要介决。竺校长决定

在刀茅巷内原巷口的浙大操埸及巷中段西迁前浙大

原文理学院的旧址上新建二个职工宿舍群，即后来

命名为建德村和泰和村的眷属村（查了竺日记

46/06/17，有记述）。又收购刀茅巷巷口的一幢九

间二层楼旧民房，整修后命名为芳野村（纪念浙大

浙东龙泉分校址地）。修缮大学路校内龙泉馆。还

在市内马市街吴牙巷横河桥掁恒里收购或或租赁不

少宅舍。建德村泰和村造好后当地人黄包车夫都叫

它刀茅巷新洋房。建德村先完工，泰和村稍后。我

家先入住泰和村，后迁住建德村.前后有十余年之

久。 

我，一个眷村长大的娃娃伢皃，从我家居住的

时序先来説説泰和村，再来谈谈建德村。 

泰和村 

泰和村规模不大，位于刀茅巷中段，村座巷东，

村大门朝西。一共只有三排二层楼的排屋，毎排九

戸一共27戸，戸型都是乙(B)种，和建德村的仅有

一排九户的乙种完全一样。因为要和建村的乙种门

牌号顺连，所以泰村的号南边第一排从西往东序为

10-18号，中排19-26号，北排27-36号。大门口内

朝北有一间门房，管理外人出入递送信件报纸。 

泰和村的地块厡是浙大文理学院的，我皃时看

到大门外南墙墙拫下有墙界石碑"浙大文理学院界"，

好像西迁前是生物系所在，抗战中因什么被毁就不

得而知了。石碑南是一排座北朝南向东伸的石库门

房，弄底是武林鉄工厰大门。 

泰和村的北面是菜地，东面隔墙是武林鉄工厰，

只有北面一小段外面是菜地。村里这角上建了公厕。

那时说是洋房，但户内没有抽水马桶，公厕主要供

每户倒马捅用。村西大门直冲当地住户邵宅之墙，

向南偏一点是到方家塘。出村大门向北半里许是仁

爱医院和海星小学，二个眷村极大多数员工子弟都

入读海星小学。 

我先说一说村里左邻右舍。文中提到的住户不

一定是在同一时段而是有先有后住进的。村内住户

第一排西边第一家(10号)是师院历史系张慕骞，他

皃子大我一岁，是同班同学兼打闹玩伴；东边第一

家(18号)是农院章恢志，其子章化龙比我小，也是

玩伴，我现还保有一张在学校里男生宿舍X斋前大

学生拍我俩的照片，我们当时正捉蛐蛐儿。第一排

住过的人家自西往东数还有蒋新，王承绪，严德一，

朱祖祥，熊同禾(其女熊恵茜我小学同班)，胡刚复，

吴长春，一介放南下接收干部金孟加也短期住过.

这些住户有可能前后住同一号。印象最深的是住

16号的胡刚复--部聘教授理学院院长。部聘相当现

在的院士资格。按理住房应从优安排甲种，所以学

校在他家16号正对面贴文理学院墙界为他专们盖

了二间平房作胡教授女几的钢琴房，那时她不到

30岁，说是待字闰中，常在琴房中练奏，琴声优

飏。传当时有位海归还看中了她。胡教授无锡世家，

一门有多位学界耆宿。他喜欢晩饭后出门和村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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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邻居闲聊。胡太太也很慈眉和善。大慨也说不清

楚的厡因，介放后浙大没有续聘胡教授，后来他去

了天津大学。 

第二排西第一家(19号)是柳支英，病虫害教授，

我家是25号，26号仲祟信，27号先住王凯基后住

王曰玮，24号好像是招侍所似的先后住过几位海

归航空教授梁守盘，戴昌辉，后为机械工厰方老先

生。隔壁仲家大皃子大我一岁，和我合不来，我被

他"调牌"过几次。第三排左第二家(29号)是髙尚志，

体育教授，其次女和我小学同班。髙教授院调去了

华东化工学院，文革中整他说他在永兴是国民党区

分部主任，外调人员来杭向我父调查，我父据实告

之是一年级永兴分部训育主任。这主任那主任是"

推板勿起"：区分主任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上纲的。

髙去世前告诫女儿，勿忘周伯伯的直言。第三家是

陈楚淮，师院英文教授，第四家是方重，文院英文

教授，第五家是周本湘，当时是讲师，最近网上传

过他作的词江城子，说后被选作附中校歌。第六家

周则孟，德文教授，第七家胡士喧，体育教授，第

八家许国容，数学教授，第九家(36号)严文兴，化

学教授。住泰时期对他印象深，他是介放前后公推

的泰和村"村长"热心村里公共事务。小孩子顽皮爬

公共报架被他看见要被打屁股，严教授的父亲是位

教会人士，介放前夕租住在村外的民居，常来泰和

村儿子家。因为教会的关系严家比较洋派，严教授

呼叫儿子回家时都用英文Bob，女儿Julie叫唤。严

教授是介放初期新建玉泉校区时的校总务长，建新

校区他劳苦功髙。文革后改革时期主持教师升等评

级的英文考核，得罪了不少人。 

我们泰和村还有一户村民，那就大门口的传达

室(那时叫门房)张福保大叔，四十来岁，和大婶和

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女儿三口住那二间传达室。他

负责管理进出入，分发报纸信件，传呼村内住戸来

传达室接听电话。当时建德村泰和村和当内总机有

电话联络了。电话当然还是手揺式的。上面提过贴

泰和村南墙界朝南是几戸石库门房，医学院教授王

仲侨，李茂之住这里。当时时有一个故事，王教授

爱女被四脚蛇咬了一口，王教授爱女心切又紧张，

亲自札针却误伤了神经，遗下女儿跛足。所以医生

一般不会为至亲开刀手术，无论医术髙低，这排石

库门房南面，座刀茅巷东朝西，也有几家石库门房，

生物系谈家桢教授住这里。这排房子巷对过是方家

院宅，省公路局局长的私宅，宅西就是方家塘了。

方是官家，其次女是我们小学同班同学。 

介放前村民历経的大事件是应变和防止逃兵散

勇搔扰，介放初期腰鼓连响歌唱介放区的天是明亮

的天等事件，我在另一篇回忆"改朝换代"中有过敍

述。此篇不拟重复。 

介放后在泰和村时期我经历的大事应有好几椿。

我逐次数来供大家听听。 

先数抗美援朝，很记得市民大游行，美帝麦帅

口叨大烟斗，李承晚，保大被扮成伤残状，吉田更

是一付丑状，群众高唱雄纠纠气昻昻跨过鸭绿江，

大讲唇亡齿寒，后来又发动捐献飞机大炮，说是战

争是南方挑起的。还教唱颂金的北韩囯歌“长白山

绵绵山岺……”，其实此歌隐含金氏王朝对中国领

土要求的鬼心思。志愿军是白白死了。到今年还有

遗骸送回来。被俘的送到了台湾。前几年我去台东

旅游，见一九旬老者拾空矿泉水瓶变卖，一问才知

他系38军入朝参战时被俘。金家王朝是只货真价

实的白眼狼。 

1950年五月份吧，我五(年级)下，杭州下城区

所属小学在所巷中心小学搞文艺会演庆祝杭州介放

一周年，我就读的海星小学选派了几个节目参加。

其中一个是歌舞，颂扬民族大团结，两对男女孩子

跳唱。我也不知怎么被老师挑中，可能我长得不似

歪瓜裂枣，还筫精灵端正吧。对手女孩王勋华比我

大半岁高一班，六下，也是住眷村的(建德村)。綀

习和表演中我这个刺头却很服她的管，练习认真听

话，上场不怯，成功的完成表演，那埸会演我还有

我个人的演讲节目，但我临时怯起埸来，只能取消

了，因为没有护法覌音在侧壮胆麽。 

朝鲜战争中美军不顾国际公约搞起细菌战来。

泰和村的居民在统一规划下作了准备演练。本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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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虫害专家柳教授指导，大家制作粗白布袖套脚

套,配上口罩,拿上长竹筴还实地演练过几次。最后

杭州是没来空投细菌弹，最远投到了山东半岛地区。 

三反五反社会上游行印象固然深刻，但还莫过

于学校中学生打虎捷报队敲锣打鼓一天数次到村里

来报捷的场景，一面击鼔鸣锣，一面髙声报导:xx

巳坦白交待数达亿元(老RMB)。我最记得校医张光

耀伯伯被迫得走上投校内城墙内新开河自尽亊。我

们小时侯从贵州永兴到杭州看病都是和霭可亲的张

伯伯，怎么就死了？小小的医务室所有资产倍上几

倍也达不到亿呀。后来平反了。人死了活不过来了。

三反五反初衷是好的，执行起来就走了样，基层下

级人员为了邀功请赏，宁左勿右。还有蒋军军机轰

炸闸口电厰,飞机上枪击庆春街上行人致死等。 

建德村 

建德村规模最大，位于刀茅巷巷口地段座东。

村大门正对着当时私营的大冶铁工厂(厂主钱姓,后

合营/公营后成杭州机床厰)。东边界就是城墙和护

城河，北边界西段和震旦丝厂接界，其东段是菜地，

没有围墙，用鉄丝纲拦着。南边界是庆春街沿街民

居的后墙。整个地块大致呈反r形，上面一划短小，

下面那一直粗大。进门后有口池塘和震旦公司接壤。

建德村厡地块是老浙大的操场，我听我父亲説过，

日据时日军跑马。 

进村大门后大路直通城墙(原城墙1958年炼钢

铁时拆除，现为环城东路)，约有百来米。路东段

北面建有甲种二排，每排六戸共计12戸，乙种一

排共计9戸。路东段南面建有丙种8幢单层房，每

一幢又分隔成四戸，就像田字形。而八幢房子平面

上排列成九宫格状，但缺少宫格中心那一幢，中心

留成绿地和小操场。故丙种共有32户。丁种是大

门口一进来后大路南侧四排二层的排屋，每排8家，

共32户。丁种西侧隔外墙就是刀茅巷了，东侧挨

着丙种。 

建德村泰和村所有的住户自来水接到各户后门

的室外。抽水马桶是没有的，村里建有公厕，除供

村民方便外也供住户倒马捅用。当年市民眼里的洋

房和现在的比要差好大一截，不过比起当时一般市

井要去公共龙头自已挑水取水，还是要方便得多啦。 

户型结构上甲种较大，楼上朝南正房，朝北是

次卧，楼下有前，中，和楼梯间三间,最北间是厨

房,只有一层。乙种和丁种房型和面积都类似，丙

种最小一点，一室一厅。 

住房的分配厡则主要讲等级，也兼顾人口。甲

种分配给当时的大教授，如一号陈建功，二号佘坤

珊，六号王葆仁，七号王淦昌，九号何增禄，十二

号是当时会计科佐理陆缵何老先生和其子陆迟先生

(讲师)合分一套。浙大有不少大教授，其他的住那

里昵？如当时有的大教授是住在东街路横河桥振恒

里的石库门房子，如苏步青，李寿恒，王国松，蔡

邦华等。有的住杭州自宅里。 

乙种也住有不少教授副教授，像杨新美，张启

元，王仁东，黎子耀，杨耀德，王谟显教授等人。

丙种住有张有清，冯乃谦，钱令西和彭起(法籍太

太)等教类。丁种我记得的不多只有肖辅，李洁菲，

及李启明(远房亲戚)教授及先生。 

建德村也设有传达室，在大门口座北朝南也是

二间，但后边空地很大。首仼商培发先生自行扩展

没数间，在边上开地种菜养猪，大路北侧到池塘还

有很多空地，他家都用来种植生息，在这里我还第

一次见到他们怎样种植甘蔗。 

商房子北侧墙外刀茅路边似有几戸棚户，住戸

也是浙大工友。商后来调到校内机械工厰去了，継

仼是一位跛脚的师付,我还亲历过他的一段故事哩。

那时五一还是五二年，一天我正在阳明舘广场西侧

附近的厡报囯厅玩要。我记得报囯厅是一座殿宇式

的老式建筑，有些年代了，当时巳攺成学生食堂。

当时忽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只见烟尘四起，人们纷

纷奔过去，只见大殿蹋了，人们纷份扒砖扒瓦，不

一会救出一位厨工，伤势不轻，好在医务室不远，

医生赶到后略为检查一下送到医院去了。事情过了

年把，建德村来了位跛脚门房，一跛一跷在村里送

报送信，我好奇和他闲聊，真是无巧不成书，该师

付就是我那时看到的伤者。时刚过午，食堂只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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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苦笑了一下。 

和建德村隔着城墙的是一户姓金的当地农户，

贴墙临城河而居。建德村在改革开放后原来的那些

房子均已拆除，改建成高层公寓。 

我家从47年春起住泰和村，介放后我们长大

了，房子有点挤，待到刚介放后有些大教授如王凎

昌直调去了北京，他空出的房子先被药学系刘宝善

教授补进，刘住了一年不到，院调去了上海，52

年下半年或53年初我父亲就补进了甲种七号，第

二排西边第一家。在这里我一直住到57年我考进

大学后搬进学生宿舍，家里也在稍后些搬到求是老

村了，搬一搬去我家还是没离开过眷村。 

搬进建德村的第一天就和何增禄教授(甲9号)

的小皃子何毛(和我同年)打了一架，为的是给我新

来的一个下马威，我二个弟弟在旁覌战，何毛有陆

家(甲12号)三兄弟助威。战果是我略占上风。第二

天就成了朋友，可谓不打不相识。那时是初中一，

二年级，很皮。多年后我就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陈运

铣教授就住乙种我家后面一排，陈先生的大侄和母

亲也同住，侄子其父母海难，他寄养在叔家，我们

看他要做很多家事，大为不平，故常借故欺侮陈先

生亲子，我真多管闲事。有次爬上城墙向里掷石块，

被住东边乙种9号陈天来的妈妈着实的骂了一回，

后来见了她有点怕。我家边上有个池塘，那年我们

三兄弟跳上池中竹筏玩水，我们回家不久，仼仲英

先生唯一儿子，比我小，独自跳上笩子也戏水，但

笩倾落水溺亡，我们兄弟闻后也有点后怕。 

由于丙种房子中间有一块蓝球埸大的空地，我

们常玩踼小足球，先是自家的小皮球，后来体育教

授蒋新从学校拿来一个小足球，大家玩得很开心，

可是好景不长，球被收回去了。原因是西面球门那

间丙种扩建过，墙壁就在球门后面很近，墙体又是

木条上抹石灰这种便宜货。我们少年射门脚劲也不

小，球击墙后掁动很大，以致石灰剥落。住户任先

生意见很大，告到蒋先生那里，球被收回了。 

初中生了，玩起矿石收音机了。爬厨房(一层)

屋顶，树天线，绕缐圈，上岳王路淘另件，也忙得

不亦乐呼。当耳机中听到广播声后，开心劲甭提了，

那几天一直听到电台广播仃为止。精益求精嚒，当

时我的机子浙江一台和二台要窜台，我翻书求助，

偶尓见到我家后邻王仁东教授年少时创设的三廻路

调谐，选择性好，因此我对王教授大为钦佩。后来

又见他五十岁的人了执着的学骑自行车，身上搕碰

的靑青紫紫，心里更敬重他的挚着。据就他练好后

有段时间通勤来往建德村玉泉。  

建德村住户最熟分的是住丙种张有清教授。前

张妈妈不育，但爱孩子。我们二家从贵州青岩起就

是好朋友了邻居，一直延续数十到求是村。青岩时

我才一岁，刚会走路，老要去张伯房里玩，我母用

一条长板凳横在我家房门前，我就出不去了，张伯

见了，教我“钻过来,钻过来”，他一教我就会，我妈

的办法不灵了。到建德村后，到吃饭时间前张妈妈

常来看我们四个孩子吃饭，笑咪咪的很乐在其中。

每逢过年初一，我们第一时间去张家拜年，拿回他

们早就包封好的糖果点心，心里也是甜兹兹的。

58年前张妈妈意外过世。张伯伯再婚，生了二个

儿子，延续了张家香火。 

附记 

一个伢皃，也只能谈点当年的琐事轶事，若用

成年后的看法理介写出来的话，就不大真实了。这

篇回忆是应校史办张淑锵校友之约，趁四月份回国

谒袓陵前草成。 

 

 

改朝换代 

——跨1949（民国38）年间浙大校园内的一些故事轶闻 
Dec.2011撰写，Feb.201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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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 

1948年秋冬国共内战大势已定，淮海（徐蚌）

战役结束，百万解放军蓄势长江下游北岸，“钟山

风雨”即“起苍黄”。是年我已九岁半，会看报纸新

闻，明白事理了。当时时局动荡，人心浮动，金圆

券巨幅贬值，物价飞涨，银元投机盛行。江北地区

的一些富户殷商因江北土改，斗争地主，纷纷逃亡

江南。因而浙大社区内传言四起。 

员工中也盛传若共军过江，浙大要解散了。学

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浙大刀茅

巷教职工宿舎泰和村和建德村作了一些应变措施，

泰和村近36号东边的男公厕紧贴村外菜地，在其

男厕一格内向东村外开了一个暗门，紧急时可向外

逃生。建德村与泰和村大门原是木栅门，因此也铺

钉上厚木板，说是防散兵游勇，伤兵流寇入内抢掠。 

大人谈得最多是学校犮的应变费，折成黄金白

银给员工，不少员工到众安桥兑换成袁大头，交易

银元倒进倒出，获取利差，刀茅巷口也可见银元交

易，交易者二指揑住银元，向银元圆周边缘吹气后，

迅速放到耳朵边听声音，説是可以鉴别银元成色，

银元按成色有大头（袁），小头（孙中山），鹰洋

（墨西哥）之分。银元黄牛手托一摞十来个银元，

颠动叮咚作响，吸引交易客。 

大部分职工用应变费购粮伫油，对付物价飞涨。

金圆券贬值十分厉害，一天几变，真是一片乱象。

有一阵刮起了抢米风潮，发了应变费补贴后家家戸

戸都去米店去抢购米，以防币值大贬。庆春街校门

对面的米店里的米囤底见了天，只有六谷糊（杭州

人称玉米粉为六谷粉、六谷糊）还有售。 

老师们对付物价飞涨的办法是增收。复原东归

后大量人口回流,杭州很多中学复办扩招增班,师资

尤其是数理老师较缺。中学校长们把眼光放到浙大。

経苏师推荐父亲到几所中学去兼过课，我记得有新

群中学和市立中学。那时新群中学在南山路省军区

的大门口，很靠近西湖，那年师生新年茶话会父亲

还带我去参加过。学生中有后来成了浙大机械系教

授谭祖根和我小学同班同学徐积昌的哥哥徐积焕。 

市立中学当时在里西湖原西湖博览会的总馆会

址。父亲在此校教的是初中三角。班上有一位女学

生是当年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的女儿。那学期结朿

后父亲不再去了。不久秘书长通过苏师介绍亲自上

我泰和村家里来要请周老师去他家当家教。他女儿

指名要请周老师，她説现在校里教的老师讲得不好，

她听不懂。雷女正值荳蔲年华，雷当然要仔细一点，

通过其湖藉同乡浙大医务室医士胡荣华女士处了解

到父亲的正风正派。但后来还亲自坐上他的汽车上

泰和村我家来考察一番，见我父正派并巳婚，育有

四个孩子了，于是放下心来，请我父去他府上家教。

每日用他的包车来接。家教时还要此雷女的弟弟陪

读。雷早把家教酬金交给了雷太。一学期过去了，

家教费却被雷太麻将输光，最后只送了套新西服算

是酬金。最近上网了解到雷曾是中央政府派到外蒙

古考察当年"独立公投票"闹剧的代表。当年他不能

説真相，多年后他出了回忆彔，披露了一些实情。 

我进的小学是刀茅巷底天主教教会仁爱医院办

的海星小学，仁爱现在叫红会，当家嬷嬷是欧州来

的。仁爱有一护士学校，小学原本由护校管辖，本

来只初小男女混班，髙小不招男生。四六年浙大复

原后校工大多住建德村泰和村，所以有很多子弟进

了海星。家长代表又和校方协商，破例髙小也开始

收男生了。因从贵州初返，学校中好一阵的听到的

大多是贵州方言。我是四七年春未插班了进二下。

教会小学吰，每天早上还有半小时的圣经"道理"教

育。学得好可免学费。冬天耶誔时季都有文艺表演，

大嬷嬷来会埸发糖。五月份圣母月午后进教堂，男

孩子跪拜，女孩子进唱诗班。 

48年下半年，那一阵插班生来来去去很多，

大多是达官贵人子弟逃台前过渡一下。一个叫李幼

蒸的插在五或六年级，有几个教授的子弟狠拍他马

屁，围着他转。当时不晓得他老子是什么大官，他

也牛得很。经年后我看到史料才知道李幼蒸是李蒸

的儿子，李蒸是49年南京李代总统宗仁派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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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是张治中）北平囯共和谈代表之一。谈判破裂后，

李蒸是否回了南京?他儿子在海星小学晃了晃就不

见了。后来是去了台湾还是留在大陆就不得而知了。 

浙大刀茅巷职工宿舍建德村及泰和村中的不少

住户接纳了逃离战区的亲戚。逃离战区的应大多是

富户殷商。他们带来很多有关解放区土改的负面消

息。説什么成立闻香队，哪户炖鸡烧肉的外溢香气

被闻到，贫下中农就去他家去共享共产。当时隔邻

（B24）先后住过航空系教授梁守盘和戴昌辉（戴

和梁一様，也是中国火箭技术的元勋之一）。梁近

卅岁，刚从美国回来，大概还没太太，我看到他到

门口用报纸生炭炉自炊的情景，好像不大行。梁走

后戴来住。戴的姐姐（説是贑州地区的国大代表）

一家去台前在泰和村暂住。戴的大外甥比我小数岁，

小的弟弟还是抱手里的年纪。50多年后小的那位

在Cambridge/Canada华人聚会上结识，他哥哥在

一次家庭的聚会上（Ohio/USA）大家在聊天中得

知相互曾为邻居过。世界说大也真不大。相聚不知

曽相识。我说这些也就从一个小侧面了解当印证当

时社会的动荡，人人忙着应变，各奔前程。 

临杭州解放的前几天，校园中传竺校长不露面

了，传説他去了台湾，因为前一阵传教育部长杭立

武力劝竺校长去台。杭州解放后不久听大人説校长

去了上海。多年前和校史专家闲聊方知竺校长自此

一别后再没有公开回过浙大。校史专家门猜是否和

一解放后浙大没有续聘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有关，

因军管中左派学生和职工代表对胡很无好感，力主

浙大不要续聘他。胡是竺浙大西迁时竺的左膀右臂，

又是浙大当年为数不多的几位部聘教授之一，是物

理学界的老前辈。故他们猜校长为此心存不悦。 

胡后来去了天津（南开?）大学。 

解放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陶勇部驱军从杭州西北

沿京（宁）杭国道从瓶窑良渚方向首先入城（良渚

甁窑五月二日就解放了）。原本老百姓想可能要打

一打，结果没有听到什么枪声，守城国民党军队早

已弃城逃走。守钱江大桥的部队象征性的在钱江大

桥公路桥面顶上炸了一炸，算是抵抗过了。説是象

征性，原来守桥置放炸药的工兵连队早被地下党买

通了。但不炸不行呀，上峰这里不好交待，于是工

兵把炸药放在公路桥面上，这里是大桥结构上的最

高位置了。晌是响了，但爆炸力向上空扩散，破坏

力最小，桥墩及钢桁架未伤及。下层鉄路桥通行未

受影响。解放军的后续部队继续过桥往宁波定海、

金华方向追敌。正是"大桥顶上爆炸响，钱塘古城

告解放。" 

我家住的浙大宿舍刀茅巷泰和村隔着一片菜地

紧挨城墙城河，城河对面是沪杭鉄路，再过去就是

华家池了。三号中午我随几个大我一点的孩子从厕

所里的暗门溜出来后爬上城墙，趴在城墙顶上的草

丛中隔着城河，大约有四、五百米远，观看解放军

鸣枪逼停一辆沪杭鉄路线上从上海方向开过来的旅

客绿皮列车，车停在艮山门到庆春门那一段路轨上，

没看见有平民下车。从几节车厢上走下好几位双手

髙举的人士，原来解放军进车厢搜了，俘获了多位

戎装人士。我们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害怕万一被

误认，一梭子扫过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就赶紧

撒了下来了，又从老路喑门溜回泰和村。 

从城墙上下来后，在家里呆了一阵，呆不住，

看到陆续有有人从泰和村大门出去。去过的人回来

説，外面很热闹，但秩序井然。我也大着胆跑到巷

子里去了。先看到刀茅巷震旦绸厂隔壁的一栋大空

房住上了很多解放军。此空房原住过国民党伞兵，

故百姓大家都这么称它降落伞部队。老百姓都趋前

和士兵聊天。数天后城市民生完全恢复平静。小学

恢复上课。学校里开始教跳大秧歌，学打连响（一

根竹杖，中数节挖槽后穿入铜钱，揺拽打击犮声）。

那时我已小学四下，五六年级率先取下教室黒板上

方的耶稣像，我猜也是那个大人教的。管教务的我

们的老师雅玲（Elen）嬷嬷着实大大生了气。 

解放没几天，原来贴周象贤布告的地方改贴成

军管会布告，内容记不得，但杭州市军管会主仼和

付主仼的大名谭震林谭啓龙是记得的。谭震林没呆

多久就上京了，谭啓龙做杭州一把手有好几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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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6月6日浙大实施军

管。浙大军管会军方成员是林乎加和刘亦夫两人，

浙大校方成员为孟承宪、严仁赓、张君川、范绪箕、

陈立、刘潇然、黄焕昆、许英良、包洪枢等九组共

成接管委员会。名单是我大起来后才知道的，其中

我知道名字的有航空系范教授，他当时好像兼做总

务长，陈立是心理系教授，黄焕昆是电机系青年教

师。后来军方又派来一位金孟加来浙大，他曾短期

在泰和村住过。 

六月是学校传统盼发续聘聘书的季节。收到聘

书了，下学年工作就着落了。教职员工中若有点前

朝官员背景的，心里是有点犯愁的，特别是文学院

的，理工的好一点。传不续聘的有100多位。未续

聘中最大牌的是理学院原院长，部聘教授胡刚复。

历史系有多名教师未被续聘，我两个同学的爸爸，

历史系的，坊传他们是张其昀一路的，是CC系。

张是CC系骨干，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未续聘的老

师被送到苏州革大，改造思想学习了年把吧又回浙

大的教职上来了。 

以上这些，就是我对改朝换代时期我眼中大事

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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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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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现任工作人员名单 
 

理事会： 

胡炜（浙江大学）  陆重庆  陆国震  倪继红  

王扬斌  王晓丹  许赛嫦  杨芳莘  叶继承  俞栋  

张美凤（浙江大学）  张阿铭  周青山  朱承  

朱尔萍 

学术评选委员会主席：陆国震 

拨款委员会主席：周青山 

财务委员会主席：王晓丹 

提名委员会主席：顾克勤 

募款委员会主席：倪继红 

校友关系委员会主席：陆重庆 

 

基金会会长：杨芳莘 

理事会主席：陆国震 

基金会常务副会长：王晓丹  金文英 

基金会副会长：胡炜（浙江大学）  叶继承 

秘书长：叶继承 

副秘书长：顾玉林（浙江大学） 

财务主管：王晓丹 

司库：沈澜 

顾问委员会主席：朱承 

顾问委员会：朱承  蔡亦钢  洪朝辉（副主席）  倪

频  孙宇政  罗建红  王音特  邹书康  娄征  李摩西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北美校友会 

2016年9月-2017年11月捐款名录 
 

刘长庚（机械46）-西迁基金 

吴梅生（数学45）-西迁基金 

郑安民(光仪86届)-西迁基金 

诸葛起（科仪工程84届）-西迁基金 

张朔（无线电87届）-西迁基金 

张竑（混合94届）-西迁基金 

谭文清汪静波（机械84）-西迁基金 

于超（国际经济07）-西迁基金 

张正友（无线电85届）-西迁基金 

倪继红（化工自动化88届）-西迁基金 

叶继承肖潇（无线电86）-西迁基金 

卢国文章铮（无线电84届）-西迁基金 

顾克勤祝新新（机械82，医学82）-西迁基金 

ZHUYunfeng-西迁基金 

陆杭（临床85）-西迁基金 

吴美良（土木20）-西迁基金 

陆国震（数学83届）高美玲-西迁基金 

申屠廉（光仪67届）-西迁基金 

洪朝辉（历史82）沈澜（中文82）-西迁基金 

陈醉霜（土木82）-西迁基金 

HEWayne-西迁基金 

XUEZhengyu-西迁基金 

王晓丹（化学89届）-西迁基金 

王凌(光仪82）-聚沙成塔西迁基金 

胡捷（高分子68届）-西迁基金 

WANGJun(Canada)-西迁基金 

CHENHao-西迁基金 

倪继红（化工自动化88届）-计算机学院奖学金 

孙宇政（医学82届）医学院-杏林奖学金 

校友（材料85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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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微-马青奖学金 

俞栋（电机91届)$2020 

周青山（化学82届） 

周洪龑（计算机06硕士）$1000 

季健芳-西雅图分会基金 

顾克勤祝新新（机械82，医学82） 

蔡亦钢（机械81届） 

尤晨华（光仪82）/AppleMatching-太和基金 

陆国震（数学83届）高美玲 

杨芳莘（化学81届） 

朱承（力学81） 

楼从容 

张正友（无线电85届）/MicrosoftMatching 

顾文建（电机83届） 

王晓丹（化学89届） 

娄征（化工81届） 

王家隆（无线电85届） 

谢立克（材料81）沈波（地质81） 

黄乃立（机械52届） 

王凌(光仪82）-太和基金 

金文英（光仪80） 

CHENJim 

AmazonSmile 

YIFeng 

WANGZhuowei 

CHENStephen 

 

 

 

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司徒塔特勋爵赴浙大讲学 
图文均由浙江大学提供 

 

 

浙 江 大 学 美 国 教 育 基 金 会 （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U.S.A）、浙江大

学外事处及化学系的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西北大学詹姆

斯·弗雷泽·司徒塔特勋爵(SirJ.FraserStoddart)于

2017年5月8日至10日访问了浙江大学，并成功开

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 

司徒塔特勋爵在访期间分别面向浙大本科生和

相关专业研究生的作了两场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

(第二十一场)，并与相关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多

场次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对推动浙大化学及相关学

科的发展起了了积极的作用。 

Stoddart教授由于在分子机器和有机纳米科学

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他

1942年生于苏格兰，是有机超分子化学和纳米科

学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迄今已在《Nature》、

《Science》、《NatureChem》、《PNAS》等杂志上

发表1000余篇学术论文，论文被广泛引用，影响

深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爱丁堡科学院院士、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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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促进会院士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40余年年期间，Stoddart教

授成功培养了近400名博士和博士后，其中80余人

任职于国际著名大学。他开创了有机化学中一个全

新的领域，即展示了“机械键”在分子化合物中起到

的卓越贡献；他开创并推动了分子识别与组装过程

中模板合成双稳态机械互锁型分子（如轮烷和索烃）

的方法，并独特地将分子开关和分子马达类分子机

器用于纳米电子器件、纳米电子机械系统、纳米药

学和金属有机骨架结构等领域。 

5月9日上午，Stoddart教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

区邵逸夫科学馆121报告厅向化学系研究生做了题

为“Materials beyond cyclodextrins: emergence 

opens up a whole new world”的专题演讲。浙大化

学系的师生，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天津

大学，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等国内学

术机构的相关科研工作者们，纷纷慕名前来聆听大

师的教导。在这次报告中，Stoddart教授总结了一

类著名的主体分子环糊精的发展历史，讲述了在他

的实验室，由于偶然的发现而发展出来的新型功能

材料，进而讲述了这些基于环糊精的材料在催化、

选择性识别、贵金属的提取等领域的重大应用。在

提问环节学者和研究生们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热情

和学术修养，向Stoddart教授请教了从研究方法到

应用前景的各式各样的问题，Stoddart教授一一为

他们做出了解答。会后在场不少同学围绕着

Stoddart教授继续交流问题。 

5月9日晚，Stoddart教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邵逸夫科学馆117多媒体报告厅带来了一场有趣而

扎实的讲座——“机械键——科学与艺术的思考”

（ The mechanical bond － Mind ingart with 

science）。Stoddart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历，

并勉励在座师生，不要害怕失败，要时刻对世界保

持好奇心、创造力和驱动力。 

机械键，就像两个套在一起的面包圈，是环状

分子互锁成链状或结状结构的一种拓扑化学结构。

Stoddart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创建了分子博罗米

恩环。“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这个环。比如雕塑、

教堂彩绘玻璃，都有它的影子。”这些形状让

Stoddart教授非常着迷。1991年，他的研究组制造

了一个开放的、缺少电子的分子环和一个长得像轮

轴一样的柱状分子物。在对这类分子环进行结构研

究之后，他成功得到了一类被称作“轮烷”的特殊分

子——环状分子结构与轴状分子结构的机械结合体。 

这一发现证明分子环能沿着分子轴像织布梭一

样前后穿梭，由于分子环在分子轴上处于不同位置

的时候，整个分子的电导性是不一样的，可以分别

用来表示“0”和“1”。让“在分子上设计机器”的梦想逐

步变为现实。Stoddart教授就用这种“轮烃”结构，

制造了纳米电梯、分子肌肉和分子晶体管，特别是

这种分子晶体管，或许在未来将有望颠覆现有的传

统计算机芯片技术。 

“这是一种创新。”Stoddart教授强调，化学是一

门能够不断创新的学科。这种创造性的品质有别于

传统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反而与艺术创作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我为什么能成功？其实成功来源于失败。”

Stoddart教授在谈及自己研究经历的时候说，研究

一个缺少电子环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要在不断的失

败中总结经验，并始终保持好奇心、创造力和驱动

力。 

作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Stoddart对其他的科

学家也是不吝赞美。在他的报告中，他也提到法国

科学家Sauvage在1983年的工作，后者和Stoddart

分享了201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Stoddart教授提到，

“这仅仅只是一篇影响因子才不到3的杂志，而且还

是用法语写的。然而就是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让

Sauvage教授拿到了诺贝尔奖。在目前片面追求影

响因子的学术界，我们更应该像Sauvage那样追求

更纯粹的学术。” 

“好奇心和驱动力能够让我们能够不断创新。

而那些懂得创新的人，往往不会为了名利而工作，

他们是真正得享受工作。这种创新往往需要一辈子

去实践。”Stoddart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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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ddart特别鼓励年轻的中国学者，勇于尝试

全新的学科。“其实我做博士的时候，我学的是糖化

学，而不是超分子科学，更不是互锁分子”，

Stoddart提到，“然而就在1967年，我在加拿大做博

士后的时候，我偶尔走进了图书馆，读到了

Pedersen(注：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一篇

论文，被超分子深深的吸引了。我决定开始进入这

个领域，去研究它。我觉得现在年轻的学者，更应

该有尝试新领域的勇气，而不是徘徊于自己导师的

领域之中。” 

讲座结束后，Stoddart教授与师生们合影，浙

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为Stoddart教授颁发了聘

书、佩戴校徽。 

 

 

美国工程院院士BruceRittmann教授做客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 
图文由环资学院供稿 

 

 

 

应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原北美竺可桢教

育基金会）和浙江大学邀请，美国工程院院士、亚

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教授、Swette环境生物技术中心

主任BruceE.Rittmann教授于2017年10月23日到访

浙江大学，并做客第21期竺可桢杰出学者系列讲

座。 

“浙江大学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通过北美浙江

大学教育基金会，邀请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海外

知 名 专 家 学 者 来 浙 江 大 学 交 流 访 问 。

BruceRittmann教授是环境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国际

知名专家，他在废水处理、可再生能源及环境生物

技术等领域耕耘三十多年，已发表了500多篇学术

论文，包括Nature、PNAS等。他的研究成果为修

复环境污染、改善人类健康提供了新思路。 

24日下午2:30，Rittmann教授在浙江大学环资

学院B112报告厅举行了题为“Opportunities in 

Microbial Bioenergy”的主题讲座，环资学院院长

陈宝梁教授主持了本场报告，浙江大学外事处副处

长徐莹出席了Rittmann教授的学术讲座并为其颁发

了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的奖牌。Rittmann教授首先

介绍了当前能源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提出了以

生物质为能源的新型能源，并介绍了生物能源的发

展历程及相关技术的研究进展。在提问环节，与会

的科研工作者踊跃提问，从具体的研究方法到科研

思路，Rittmann教授都一一解答。 

 

10月25日上午10:00，Rittmann教授在环资学

院B110举行了题为 “Understanding the Biofilm 

Anode in Microbial Electrochemical Cells (MX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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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报告。环资学院赵和平副教授主持了本次报

告。在大会上，Rittmann教授首先介绍了燃料电池

的优点及传统电化学燃料电池的缺点，然后提出了

一种新型微生物电化学电池（MXC），并重点介

绍了MXC膜生物阳极的电子转运理机理。会后，

Rittmann教授与前来聆听报告的师生们进行了亲切

交谈，并对师生们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Rittmann教授的两场报告吸引了众多环资学院

及其他学院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参加，

为我校环境学科的国际交流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美国科学院院士StephenP.Goff做客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 
 

 

应浙大美国教育基金会（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U.S.A）和浙江大学外事处

及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

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学院院士、美国科

学促进会会士StephenP.Goff教授于2017年9月19

日至23日访问了浙江大学。来访期间，Goff教授成

功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第21场)，并与相关

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多场次面对面的学术交流，

此次来访对我校的国际交流和生物医学，特别是病

毒与基因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StephenP.Goff教授1978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

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Goff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病

毒和宿主的相互作用以及界定病毒每一个基因产物

的功能，他对小鼠白血病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这两组逆转录病毒尤其感兴趣。Goff教授

在小鼠Abelson白血病病毒的致癌基因的特点、调

节以及下游的信号调控等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可以限制许多病毒基因表达的

宿主蛋白-ZAP（锌指抗病毒蛋白）。Goff教授已发

表了300多篇论文，包括Cell，Science，Nature和

PNAS等国际知名期刊。 

9月20日下午4点，Goff教授在紫金港校区校

友楼西溪厅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Transcriptional 

Silencing of Retroviral DNAs in Embryonic Cells”

的大众演讲，全校150余名师生积极参与，全场热

情高涨，座无虚席。在互动环节，在座师生积极提

问，就“病毒与基因”的研究问题与Goff院士进行了

深入交流。 

StephenP.Goff教授的此次访问，为浙江大学

师生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给了本科生同学们科

学研究的方法与启迪，给广大研究生拓宽了“病毒

与基因”研究的思路，为广大生命医学科研工作者

提供了研究新思路和潜在合作可能性。对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的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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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系列 
 

浙江大学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从1997年设立

至今已持续了整整二十年。讲座由浙江大学美国教

育基金会（前美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资助，每年

一期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主讲，迄今共有四十八

位来自美国各大学各领域的杰出学者到访浙江大学，

为浙大打开了学术发现的新窗口，为优势学科延揽

了学界的领袖。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对全校师生开

放，既为研究生和教师开设深度学术报告，也针对

本科生进行普及性科学演讲，成为浙大众多的学术

讲座中生命力最强的优质品牌之一。 

竺可桢杰出学者是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和

北美校友为献给母校的一份珍贵礼物。经过二十年

的努力和积累，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有了广泛的影

响和独特的风格，并将继续把最新科学研究和发现

带到求是园。 

一、注重优势学科，开拓广度深度 

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有广度有深度，讲创新讲

探索，不仅把国际上各领域的顶尖学者专家请到求

是园和大家面对面，用通俗易懂的的语言展示最新

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同时提供学者与学生、教授和

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合作的契机，在浙大

的教学和研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 

1998年，基金会请到美国智能控制系统的专

家Alexander M.Meystel教授。作为竺可桢杰出学

者,他给当时的浙大带去智能系统和智能控制的前

沿研究信息。为了帮助浙大开拓新的智能交通系统

（ITS）等研究领域，基金会又在1999年组织并邀

请了美国5位该领域的权威学者，举办了“智能控制

和智能系统国际系列讲座”。专家们分别为浙江大

学的师生作了涉及现代化智能交通的道路、车辆和

管理三方面研究课题的系列讲座，同时还分别与浙

江大学信电、计算机、控制、机械、电机等系的教

授们，交流各自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带给大家很多

的启发和灵感。 

2000年基金会邀请了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

大学工程与应用数学教授何毓琦博士（Dr.Yu-

ChiHo），为竺可桢系列学术讲座做了关于复杂系

统性能分析与优化的报告。何教授的前沿性研究成

果不仅在理论上立足点高，而且在控制领域有很重

要的应用价值，引起控制计算机、电机数学等系师

生的浓厚兴趣。此后几年，浙大在智能交通系统方

面，特别是车牌识别、信号控制和交通仿真与网格

计算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12年浙大美国教育基金会邀请到美国波士

顿大学信息和系统工程中心（CISE）的创始人之

一的Christos Cassandras教授，为竺可桢杰出学

者讲座做计算机仿真、计算机和传感器网络应用、

制造系统、运输系统等研究信息的报告。2016年，

则邀请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德克萨斯A&M大

学P.R.Kumar教授，介绍信息物理系统的应用前景

和挑战。Kumar教授专注于能量系统、无线网络、

自动化运输与信息物理系统。这些都对浙大控制及

相关学科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持续帮助和加强了

浙大在这方面研究的优势。 

二、注重探索和创新 

注重在新兴领域有开拓性研究的专家也是浙大

美国教育基金会甄选竺可桢杰出学者的特点。

1997年，基金会邀请美国普渡大学国际生物化工

学科知名学者曹祖宁（GeorgeT.Tsao）教授访问

浙大。曹教授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再生资源工程实验

室并担任实验室主任,曾获美国化学学会杰出研究

终身成就奖、美国能源部创新研究成果奖以及美国

化工学会终身成就奖等。曹教授把再生资源工程的

研究成果带到浙大，开启了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的

序幕，此后基金会一直注重邀请在新兴科研领域有

特别建树的专家。 

为促进纳米和新型材料研究方面，2002年基

金会邀请到哈佛大学MarkHymanJr.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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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Lieber到访浙大。Lieber教授在低维与纳米

尺寸物质的物理与化学、纳米材料的电子、光子特

性的基础研究，以及纳米电子和光子系统的研发等

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Lieber教授的两场讲演，内

容涉及他领导的研究组近年来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

术开发领域的大量成果，以及在纳电子器件、介观

电路、量子计算机领域的若干设计和专利，令人耳

目一新。 

同年，基金会还请到加州伯克利大学材料工程

著名教授Professor Eicke R.Weber博士和贝尔实

验室及朗讯科技的优秀科学家鲍哲南博士。鲍哲南

博士一直致力于化学、材料科学、能源、纳米电子

学和分子电子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

果，是美国最优秀的女化学家之一。获得麻省理工

大学颁发的100位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称号。 

2004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 (UCLA)科研副校长何志明（Chih－

MingHO）教授，为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做了“生物

信息纳米合成”的专题演讲。何志明教授是享誉美

国的跨学科研究学者，在生物科学领域和纳米科学

领域都颇有建树，拥有多项专利。2008年，美国

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讲席教授锁志刚博士，在浙

大做了力学与材料科学新领域开创性研究的讲座。

锁志刚教授曾在1992年获美国总统奖，2001年获

ASME应用力学委员会“青年力学研究特别成就奖”。 

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基金会在2006年邀请

到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王晓东博士。王博士

在细胞的程序化死亡（又称凋亡）的分子机理研究

上突出成就，获得许多奖项，并在2004年41岁时

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

士，也是80年代后中国大陆旅美学者中入选美国

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 

2004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

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

Prof.VanC.Mow(毛昭宪教授)来到浙江大学讲学。

2013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癌症医学院

副院长、世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及医学科学家

Yusuf A.Hannun教授也为竺可桢讲座演讲，对浙

大生物医学各领域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注重文理并行 

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在推进科技新领域研究的

同时，也兼顾社会科学诸多领域。2001年请到德

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

田国强。田国强教授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有独到

见解，在浙大做了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中国

经济改革之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信息有效性

和激励机制设计等多个讲座，传达了经济学的前沿

理论和最新研究方式。 

2008年，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

Otis Dudley Duncan教授谢宇院士访问浙江大学。

谢宇院士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为浙江大学师生做了

题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的学术报告，

独到地分析了他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三个基本原

理即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境原理，

同时讲解了社会科学中变异性的独特之处。2013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与比较法教授Tom 

Ginsburg访问浙大，并举行两场竺可桢杰出学者讲

座“作为产品的宪法”和“交叉学科新视角下的国际法

研究”，并与相关领域的教师面对面就热点和前沿

问题进行学术交流。2016年，基金会又邀请美国

刑事法和死刑法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

Carol Steiker教授访问浙江大学，为竺可桢讲座介

绍美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经验和问题。这些都为浙大

社会科学的师生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四、科学与人生 

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在注重专业研究的同时，

也通过专家自己的求学求真的经历和体会为浙大学

生展示了如何做好一个学者、如何做好科学研究这

样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命题。2000年基金会的邀

请了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工程与应

用数学教授何毓琦博士。何教授其中一个演讲是有

关他的治学经历，他认为做学问应该是“实际--理论

--推广”。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能够拥有绝活。

何教授认为，首先要善于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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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手里有榔头见到什么都

是钉子”。作为在校的学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具，

但是这可以通过导师的引导来弥补。何教授还认为，

所有的学术论文中，大约只有1％的文章能够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很多的论文是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的，但是，这绝大部分的论文是起着传承知识的作

用，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写论文的目的。 

2004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UCLA)科研副校长何志明（Chih－MingHO）

教授的一个演讲是关于“想像与知识”。何教授认为

大学生要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飞速发展，就要先学

好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些基础课程的，有了

扎实的知识基础，才会提高想象力，才可以在毕业

后灵活调整，适应未来的挑战。他也建议交叉学科

的研究，让不同学科背景的教授和学生来组合，一

起交流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搞交叉学科不能

单靠量化来衡量业绩，而应在数量和质量中寻找平

衡点。 

2011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

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aulLicht生物科学杰出讲座教授、美国科学院院

士蒲慕明教授作了题为“On Science and Scientific 

Life”的演讲，主要从如何做科学、如何进行探索性

研究和假说驱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的快乐与困顿

等几个方面来讲述科学研究。蒲教授详细说明了他

对于研究方式的分类——前瞻式研究和回顾式研究,

指出对于刚刚踏入研究领域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回

顾式研究更为重要。在“创新科学与创造科学”上,蒲

教授认为新颖性、重要性、连续性、独特性、完整

性、及时性,这六个方面尤为关键,并就“六性”一一

作了阐述，并谈到了科研的苦与乐,“乐”在于求得真,

在于发现的过程,“苦”只是暂时的,也是必要的，要

学会处理困境 ,发挥逆境孕育创造力（Adversity 

breed screativity）。 

美国数学会副主席、前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

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圣容教

授则为浙大学生作了题为“How can you tell if it is a 

sphere?”的公开演讲，演绎精彩的几何分析之旅。

张教授将一些深奥的数学定理，用她清晰而生动的

语言，感染了很多学生。张教授特别鼓励女生从事

数学研究，她认为数学才是最适合女性的专业。张

教授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同班的4位女生，都成了杰

出的女数学家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了一段佳话。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P.R.Kumar教授Kumar教授

通过演讲，告诉莘莘学子，科学研究就是要找到关

键问题并创新，找到解决方案，造福人类生活才是

科学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基金会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计划北美校友回馈

母校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基金会学术选拔委员会与

浙大相关院系合作，邀请美国各领域最知名的学者

教授学者赴浙大演讲和交流。这些学者在浙大的学

术讲座吸引了众多浙大师生以及国内同行，引导了

浙大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跟踪，加强了浙大和其他国

内高校与美国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间的交流合作。

二十年来，这些杰出学者的讲座更激励和启发了年

轻学子并影响诸多学者，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了科

学的精神、研究的激情和探索的乐趣，并因此促进

了浙大有关学科研究水平的发展。 

 

附：竺可桢杰出学者名单 

2017 

 Prof. Stephen P. Goff,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

国微生物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Sir J. Fraser Stoddar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美国科学院院士，2016 年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美国西北大学詹姆斯·弗雷

泽·司徒塔特勋爵) 

 Professor Jill Pipher, Brown University (美国

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布朗大学主管科研的

副校长) 

2016  

 Professor David Jerison, MIT（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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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教授，傅里叶分析和偏微分方程专家） 

 Professor P. R. Kumar, Texas A&M University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ACM & IEEE Fellow、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 

 Professor Liqun Luo, Stanford University（美

国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

学生物系骆利群教授） 

 Professor Carol Steiker,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法学院 Henry J.Friendly 讲席教授，

美国刑事法和死刑法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2015  

 Professor James M. Tiedj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美国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州立大学

微生物生态中心主任） 

 Professor Shu Chien, UC San Diego（美国国

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自然与艺术学院

“四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UCSD）钱煦教授） 

2014 

 Professor Harry Klee, University of Florida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Professor Sun-Yung Alice Chang, Princeton 

University（美国数学会副主席，前普林斯顿大

学数学系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

大学 Eugene Higgins 讲座教授张圣容博士） 

 Professor William R. Wagne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国际著名生物材料专家、美国人

造器官学会主席、匹兹堡大学教授） 

2013 

 Professor Tom Ginsburg,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国际

法与比较法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Professor Yusuf A. Hannu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著名分子生物

学家及医学科学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癌

症医学院副院长） 

 Professor Lawrence Craig Ev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2 

 Professor Christos Cassandras, Boston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信息

和系统工程中心（CISE）的创始人之一） 

2011 

 Professor Mu-ming Po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Paul Licht 生物科学杰出讲座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教授） 

 Professor John Barceló III,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 William Nelson Cromwell 

国际法与比较法教授） 

 Professor R.Graham Cooks, Purdue 

University（前国际质谱学会主席、美国普渡大

学化学系教授） 

2010 

 Professor Pol D. Spanos, Rice University（美

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结构动力学专家，莱斯大

学教授） 

 Professor Thomas Dun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美国科学院院士，

加大圣芭芭拉分校教授） 

 Professor Luis A. Caffarelli,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数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 

2009 

 Professor Linda Saif, Ohio State University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动物病毒

学与免疫学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Professor Stenphen Quake,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 

 Professor Carlos E. Kenig,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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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著名数学家,美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 

2008 

 Professor Raymond L. Erikson,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细胞生物学讲座教授）  

 Professor Marshall W. Mey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

授） 

 Professor Zhigang Suo, 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锁志刚） 

 Professor Yu Xi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美

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 Otis Dudley 

Duncan 教授谢宇博士） 

2007 

 Professor Philip Benfey, Duke University（杜

克大学生物系系主任） 

2006 

 Professor Xiaodong Wang, University of 

Texas（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达拉斯生

物医学 George L. MacGregor Distinguished 

Chair 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 HHMI 研

究员） 

2005 

 Professor Barry S. Cooperm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Professor Shu Chien, UCSD（加大圣地亚哥

分校钱煦教授） 

 Professor Klaus Schulten, UIUC（美国伊利诺

斯大学香槟校区教授） 

2004 

 Professor Chih-Ming Ho, UCLA（国国家工程

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座教授） 

 Professor Van C. Mow,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毛昭宪教授) 

 Professor B.F. Spencer, Jr. UIUC（美国伊利

诺斯大学香槟校区教授） 

 Professor Kang G. Shin, University of 

Michigan（韩国工程院院士，密歇根大学电子

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实时计算实验室奠基人） 

2003 

 Professor Chenming Hu, University of CA, 

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和计

算机科学系教授、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台湾

台积电公司首席技术总监胡正明博士） 

 Professor Eicke R. Web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加大伯克利分校教授） 

 Dr. Zhenan Bao,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Bell Labs, Lucent 

Technologies（贝尔实验室和朗讯科技的优秀

科学家鲍哲南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

教授 ） 

2002 

 Professor Charles Lieber,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教授） 

2001 

 Professor Guoqiang Tian, Texas A&M 

University（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 

2000 

 Professor Larry Yuchi Ho, 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数学

教授何毓琦博士） 

 Professor Umit Ozguner, Ohio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

教授） 

 Professor Masayoshi Tomizuk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大伯克利分校教授） 

 Professor Karl Hed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大伯克利分校教授） 

 Professor Pitu Mirchandani, University of 

Arizona（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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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Chuck Thorp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1998 

 Professor Alexander M. Meystel,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and 

Drexel University（美国智能控制系统的专家） 

1997 

 Professor George T. Tsao, Purdue 

University（美国普渡大学国际生物化工学科知

名学者曹祖宁教授） 

 

 

 

浙江大学北美校友年度爱心捐款倡议 
 

亲爱的学长、校友： 

您是否记得，漫长求学路上启蒙您的那位尊师？

又或是点亮茫茫学海的那位睿智学长？古之学者必

有师，您当然明白，从莘莘学子成长为栋梁之才、

社稷之器，绝非一朝一夕或仅凭一己之力即可达成。

蓦然回首，正是母校的谆谆哺育、恩师的点滴滋养，

才让你我拥有昂首世间的立人之本。 

今天，我们当慈鸟反哺、涌泉相报！您知道，

校友的回馈是美国优秀学府屹立于学术之巅的重要

因素，如普林斯顿大学近年的校友回馈率高达63%。

而我们浙大在这方面还需要艰辛地努力。浙江大学

美国教育基金会是唯一获得母校授权在北美成立的

校友基金会，我们希望在北美搭起一座校友回馈母

校的桥梁。 

为不断提升浙大学术水平，基金会一如既往，

为引进美国著名学者到浙大讲学筹资，让名师名家

与浙大师生面对面。过去二十年，基金会已邀请了

50位知名学者到浙大举办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

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您的不断支持是讲座得以

持续的基础。 

同时，基金会还帮助校友在母校设立冠名奖学

金，奖励并扶助优秀或需要资助的学弟学妹。您可

以选择您想赞助的学院、专业，并命名该奖学金。

基金会还与北美校友会合作，以校友会老学长们多

年的捐赠为基础，设立北美校友西迁纪念奖学金。

段永平学长已承诺为该奖学金捐赠1：1匹配基金，

真诚期待您也能加入捐赠行列。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是在美国注册的非盈

利组织，您的捐款可以得到免税优惠。微软、苹果、

谷歌、高通等公司都为员工提供捐赠匹配，请把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USA)

登记在您的捐赠单位中。若捐赠股票，基金会会帮

您办妥捐赠手续。其它捐款方式如下： 

在基金会网站，www.zuef-usa.org，点击

DonateNowwithPayPal捐款 

将您的捐助支票连同填妥的表格一并寄给基金

会ZUEF(USA)。邮寄地址：ZUEF(USA)c/o Lan 

Shen, 13 Hidden Ridge Court, Scarsdale, NY 10583. 

通过 ChaseQuickPay, 基金会电子邮箱为

azkef2008@gmail.com 

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基金会募款负责人倪继

红：joanni@suzhouchem.com。电话：(339)206-

1167或沈澜（484）467-0792。有关基金会和校

友会详细信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www.zuef-

usa.org或www.zjuaa.org。 

各位校友，请把您对母校的感念化为奉献。诚

挚感谢您对母校和基金会的关爱和支持！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 

浙江大学北美校友会 

2017年12月 

 

http://www.zuef-usa.org/
mailto:azkef2008@gmail.com
mailto:joanni@suzhou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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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捐助表  
 

捐助者 

中英文姓名 
系科专业 毕业年份 捐助金额 支票号码 

 
   

 

支票请注明 Payable to: ZUEF (USA) 或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USA)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E-mail  

您的留言及建议 
 

 

是否愿意将您的姓名列于我们的捐助名单：  是     否   

基金会内部使用 Case No.  

捐助收到日期  

支票确认日期  

 

请将捐助支票随此表格寄到： 

ZUEF (USA) c/o Lan Shen 13 Hidden Ridge Court Scarsdale , NY10583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是在加州注册的合法的美国非营利免税募捐组织。在收到您的捐款后，我们会

立刻提供正式的捐款凭据，供您报税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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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永久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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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祖父程天放先生 
程宝珠撰稿于2017年 

 

前言 

今年是国立浙江大学120年校庆。祖父程天放

先生曾为浙大校长（1932-1933），承蒙密苏里浙

江大学校友会会长陈余荣请我写一篇纪念祖父的文

章。今年也正好是祖父去世50周年，虽然时光流逝，

然而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特在此将祖父的生平事略

和我们的祖孙之情记录下来，以兹纪念他老人家，

同时以此文献给浙大，庆祝浙大120年校庆。 

 

一、幼年到中学的求学经历 

祖父原名学愉，江西新建县人。生于1899年

农历正月十六，浙江杭州，他的曾祖矞采为清道光

年间湖广总督。十岁那年，他父亲仲芝因病辞官，

返回故里休养，两年后即与世长辞。 

年幼丧父的祖父，较一般同龄的孩子早熟且个

性稳重。在私塾上学，天资聪敏又好学不倦，能一

目十行，过目不忘。由于祖父记忆力特强，直到老

年，幼年时所读的四书，唐诗宋词等依然可以朗朗

上口。 

祖父在家乡三年，除了读儒家思想的古书之外，

也涉猎历史、地理、科学各方面的书籍，从历史小

说「孽海花」中得知反清复明的哥老会及提倡革命

的领袖“孙汶”（孽海花书中所用的原名）、「和扬

州十日记」清军初入关后屠杀汉人和秋瑾被捕就义

的历史，同时从「地球韵言」、「海国图志」等书

中了解了世界地理，知道中国工业落，看到满清政

府的腐败，中国受到列强的压迫，从此就立志要参

加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因此虽然出生书香门

第、官宦世家，从曾祖父起代代都在清朝为官，家

人也希望日后他能承袭祖业在清朝做官，但是祖父

的革命思想，却引导他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11年，祖父13岁那年，革命党武昌起义成

功，三星期后南昌也光复，他在家乡得知胜利的消

息，立刻剪了辫子，表示支持革命。民国成立后，

新学堂兴起，十三岁，离开了家乡，到南昌接受新

式教育。求学于私立心远中学，刻苦勤学，中英文

皆出类拔萃。深得校长的器重。在校时首次用英文

投稿，被录取刊登在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杂志上。 

在心远中学求学期间，中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

下，1915年又有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

条约。全国上下群情激愤，祖父即代表同学起草电

文，主张拒绝签约，万一日本用兵，当以武力抵抗。

正预备联合南昌各中学拍电文给袁政府，不料袁世

凯已屈服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他救

国意识越发强烈和坚定。 

 

复旦大学校史馆祖父照片 

标题为：上海学生联合会领袖程学愉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 147 - 

二、领导五四爱国运动 

心远中学毕业后，祖父于1916年进入复旦公

学（现上海复旦大学），在他四年大学生活里最值

得回忆的就是参加了学生政治性的爱国运动。当时

袁世凯已亡，政权在北洋军阀手中，政治依然腐败。 

 

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等人解散国会，又将溥

仪捧出来复辟。祖父与几位同学对于军阀的横行，

异常气愤，因此联络上海各校爱国青年组织中华全

国学生救亡会，想唤起人民共同来挽救民国的危机。

他们典当衣服，租了个小办公室，发宣言、拍电报、

办杂志、虽然后来因为学生们缺乏资金，因而无法

继续。这是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

比五四运动还早了两年。 

在复旦求学期间，1919年战胜国对战败国在

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

权益交给日本，因此在北京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月

四日爱国运动。祖父和几位同学在复旦大学领导上

海各地学生响应北大的「五四运动」，组织上海学

生联合会。并进行抵制日货。六月三日祖父带领千

人学生罢课游行，不畏荷枪实弹的军警，在滂沱大

雨中，昂然前进，上海市民受到学生爱国精神的感

召，纷纷拿出雨伞为学生们遮雨，且跟随着学生游

行抗议。全国大专院校及举国上下也都相继响应。

北洋政府代表在众怒难犯之下，也就不敢签字，学

生运动总算初步成功。 

之后祖父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学

生联合会日刊的总编辑。因才思敏捷，学生会重要

文稿多出其手。国父孙中山先生从报上读到其言论

倍加赞赏，因而多次召见。对祖父勉励有加。 

三、求学海外 

1920年祖父考取江西省公费留考。赴美留学，

初主修哲学。于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转读政治，获硕士

学位。后因当时公费时常无法收到，为了生计问题，

应加拿大的醒华日报之聘请，到报社担任总编辑，

并且参加党务工作，宣扬革命主张，且致力于沟通

侨胞感情，促进侨胞团结。 

同时进入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 “加拿大的东方移民 ”

（Immigration in Canada）；细数东方移民的艰辛

历史，为东方移民遭受的歧视提出正义的呼声，并

分析国际公法之复杂问题。此文可为后人研究国际

关系提供宝贵的史料。这篇论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印行，可惜在1932年淞沪战争时被烧毁。后来此

书由杨春远翻译成中文，祖父亲自校阅后，连载在

「浙大校刊」第111期-123期。 

四、从事教育工作 

虽然祖父是主修政治，学成回国后除参政外，

献身教育多年。除了担任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和四

川大学校长和政治大学教育长外，曾先后任职安徽

省、湖北省和江西省教育厅长。1949来台后为首

任国府教育部长。 

1） 浙江大学校长 

 
1932年自从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战争爆发后，

政府财政相当困难，浙江大学经费已经欠发数月，

四月祖父就任浙大校长，由于地方政府欠缺经费，

浙大教授们无薪可领，他于是上京向中央政府及教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9%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87%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1%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0%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4%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8%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B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9B%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E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E%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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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救助，因而得到资助；蒋中正也以私人名义电

浙江省政府，从7月起浙大可以得到按月分发的全

额经费，解决了问题，师生们都很满意。 

1933年，政府决定派祖父为湖北省教育厅厅

长，浙大文工两院学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坚决挽

留程校长，且决议电行政院，收回成命。他们宣布

程校长在浙大的成绩，反对任何人继任浙大校长

（申报）。然而上电无效，祖父还是离开了浙大，

担负起中央指派的新任务。 

在浙大时期，除了繁忙的校务，祖父勤于写文

章，也好做诗。校刊上有他的“健行室诗存”可欣赏

到许多文采飞扬的诗篇；有寄情山水、有忧国忧民、

有送别友人等。其中一首在加拿大求学时所写，赠

好友黄季陆（后来任国府教育部长）的诗（刊登在

校刊第104期），诗中最后两句：“睡狮会做惊人吼，

伫看风云起亚东”预见了中国今日的强大崛起。全

诗文见“对友人重情义”一章。摘录一首浙大校刊

105期中的七言诗如下： 

清凉山远眺怅然有感 

滚滚江流逝不回，浪花如雪扑城隈。 

匡时自古多残局，凭吊何人问劫灰。 

东北云起方紧急，中原豪杰未催颓。 

他年塞外驱群虏，鼓角声喧举酒杯。 

 

校刊上还有许多关于教育、政治、外交、时事、

社论各方面的文章，如“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刊

登在104-107期，“九一八事变之经过及吾人应采之

方针”等文稿。 

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一文是有鉴于国家的

衰微，社会的不安定，自918事变后，国人呼吁改

革教育，以救国于存亡之际。在此文中他提出五点

改革教育的目标与方针： 

1. 要普及教育，中国80%是农民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能力自卫，对国家民族危险情况茫然不知，

不知道团结。国家需要提高他们的知识，培养

成健全的国民。 

2. 要培养生产份子，我国生产落后，许多食衣住

行等日常生活用品都仰赖舶来品，要能教育出

有生产能力的国民 

3. 学校要有良好的师资，当时许多不良教师无法

训练出有学识，有生产能力的学生。良好师资

才能造就健全的国民，担当救国的责任 

4. 培育专业人才，中国那时处处要仰赖外国专家

为我们当顾问，如农业，军事，水利等。中国

需要靠教育培育学术及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5. 培植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可以领导社会，转移

风气，请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建设国家。从此

文可知祖父对教育的高瞻远瞩。 

2） 四川大学校长（1938-1943） 

1938年从德返国后，祖父被任命为四川大学

校长，四川地域观念很强，有些川籍教师，四川土

绅联合反对他就任，但是个性坚强，不畏强势的祖

父，更加促成他就职决心。对日抗战期间，为保护

学校安全，将川大从成都迁往峨嵋。为建设学校，

积极争取经费，克服抗战时期经费奇缺的困难。 

他充沛的文人情怀和教育家的理念，带领川大

师生专注学术研究，教师指导学生论文或学生翻译

外文著作的质与量均大幅度地增进。设立师范学院，

培养专门人才。川大教育水平因此大为提高。

1940年公布全国专科以上学生论文比赛，川大合

格者人数达21名，是全国合格总数的百分之十二，

名列全国第三。 

因抗战多年，东南各省沦陷，印刷业和书店受

到摧毁，许多书籍缺乏，祖父见川大有4万余块古

籍多年未加整理，或残缺，或遭虫蛀，于是决定补

刻重印，弥补坊间书籍的贫乏。因此他向蒋中正，

孔祥熙，陈立夫请示拨款16万元，将川大贮存的所

有古籍刻版拣选整理，先行印制了25种古籍。在抗

战期间，能申请政府拨款专用于古籍的刻印是相当

难得，祖父在文化救亡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同时

奠定了川大的学术基础，是川大继往开来的关键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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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大教育长 

 
1943 年政大校庆与校长蒋介石摄于重庆校园 

1934年聘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

中正委员长），创立了研究所，网罗留学回国的专

门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为国家培育许多英才。 

蒋委员长因祖父曾任政大教育长，建树颇多。

1943年再命他继任中央政治大学教育长。二度担

任政校教育长后在大学部增设新闻系、地政系，在

经济系内曾设统计组，此外还设立法官训练班，为

国家储备人才。直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

学校迁回南京和「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

「国立政治大学」，他就此请辞，结束了3年8个月

的教育长职务。 

五、出使德国 

1935年当我国与德国首次交换大使时，祖父

年仅36岁。即被派为特任全权大使，原习国际政治，

至此得学以致用。这在他的生命史上开展了全新的

一页。 

祖父抵达柏林后，自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艰辛

的一段经历。在驻德期间，国家国力艰难，不但馆

内的经费和人员短缺，有关中德关系，中国史料及

国际公法等应有的资料也非常缺乏，国内的消息及

情报又很迟缓。日本大使馆因经费充裕，消息灵通。

我国在宣传上根本无法和日本竞争。 

 

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和德国交涉购买武器与军

火以抵抗日本，祖父就任初期，希特勒政府对我国

尚持友好态度，一切外交和军火的购买都进行顺利。

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对我政策上有所改变，起

初我方为了维持军火的供应，和保留军事顾问，不

得不和德方敷衍。直到德意日三国成立轴心国，德

国承认了伪满洲国，不再售卖军火给中国，并且停

止在中国的军事顾问，祖父虽全力以赴，也无力挽

回，悲愤填膺之下，因此提出辞呈数次，终获得批

准。结束了在德2年7个月的外交生涯。 

六、对台湾的贡献与著作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担任首任教育部长，

那时政府经费短绌，百废待兴，大环境非常恶劣，

政策多难施展。积极发展原住民的教育发展，照顾

原住民学生，提高原住民的师资和设备。1952年

举办学生四建会，要求学生从工作中学习，做到身、

心、手、脑并用的健全发展。 

更于1953年在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台访问时，

祖父向尼克松建议，补助教育经费，资助侨生学费，

获得尼克松同意。从此扩大大专院校招生名额，广

招侨生，扩充师资，增设校舍等，因此侨生在台得

到补助升学的机会。因为台湾四面环岛，为台湾的

海洋教育得以深根发展，于1953年设立了海洋专

科学校，现在的国立海洋大学，专门培育海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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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核准东海大学的设立。 

祖父认为要改造教育的当务之急，要造成健全

的国民，必须栽培技术人员，培养良好师资与专门

人才。在当时随着这方面前进的教育改革，造就出

台湾今日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祖父是台湾教育承先

启后的舵手。 

1954年行政院改组，祖父应美国西雅图华盛

顿大学之聘请，任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1956年5

月，辞谢了续约。同时应华府的公共出版社之请，

着手撰写『中俄关系史』『 AhistoryofSino-

RussianRelations』，于1957年三月出版。一个月

后获美国纽约时报周刊评为“政治家与学人之作，

有助于世人对中国之了解”此书乃学习远东问题必

修之著作。 

1957年祖父自美返台，1958年起出任两任的

考试院副院长，先后主持高考和普考七次。为考试

院成立以来，一人连任高普考典试委员长最高纪录。

又被派出席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若干

次。他一生为国效力，鞠躬尽瘁。 

七、对友人重情义 

祖父待人以诚并重友情。其故友赖景瑚先生在

敬悼文中写到“他好学深思，有条理，有决断……

最使我钦佩的就是治事严明而负责任，对人诚恳爽

直，不轻然诺……他始终站在正义公道的这一边，

他实在是兼有旧道德和新学养的现代君子……喜欢

和友好高谈阔论，分析天下大事，有时他可以和你

谈论到面红耳赤，有时也可以发几声大笑，结束了

一场雄辩；你只要和他一接近，就可以发现他的仁

慈、和蔼、讲道义、重友情……天放先生是一位贯

彻始终的强烈爱国者”。 

黄季陆先生与祖父为相交半世纪以上的挚友。

他俩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时同住一寝室。朝夕相处，

研讨学问，畅谈抱负。祖父又继季陆先生为加拿大

醒华日报主编，当年俩人皆为怀有豪情壮志的热血

爱国青年。季陆先生曾撰文，以有祖父这样的朋友

而自豪，并敬佩他为人方正，刚毅，纯洁，有是非，

重感情。在多伦多有一日二人于中国餐馆双英斋共

饮，祖父即席吟诗一首，三十多年后，1958年，

祖父用毛笔宣纸将此诗书写送季陆先生，季陆先生

视为最珍贵的纪念。此诗文如下：（刊登于浙大校

刊104期） 

斋号双英信巧同，相期努力事豪雄， 

莫抛壮岁如山气，预祝他年不世功。 

皙种天骄虽自满，炎黄神裔岂终穷， 

睡狮会作惊人吼，伫看风云起亚东。 

 

当年那首豪情盖世的爱国诗即预言了中国今日

的强盛；虽然他心中的中国是他一生效忠的“中华

民国”。1967祖父年仅68岁即离开了人世，未能见

到这只睡狮已作惊人吼，且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 

 

摄于 1964 年 前排左起钱美明，祖父母，钱婉孙

后排左起程琪，钱纯，程宝珠 

八、慈辉永照 

祖父与表妹黄婉君女士缔结良缘，祖母温婉贤

淑，夫妻鹣鲽情深。本有一女琪，一子瑗，然而抗

战期间1944年在四川小温泉，儿子程瑗游泳丧生，

他们悲痛无比，祖父又因操劳公务，对工作一丝不

苟，因此患严重失眠症，后学习太极，不再失眠，

逐渐恢复健康。 

1949年随政府来台，1950年过继表侄孙女宝

珠「我」为孙女，琪姑与故财政部长钱纯结为连理；

姑父为故中研院院长钱思亮的长子。姑姑婚后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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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女美明和婉孙，深得祖父母疼爱，我虽为过继孙

女，祖父母待我如己出，爱护备至，疼爱有加。 

祖父虽然工作繁忙，对我的关爱无微不至。我

从小体弱多病，除了祖母不舍昼夜地照顾我外，生

病时祖父每天替我量温度和脉搏，关心我的病情，

并嘱咐我多休息。为了我身体健康，常鼓励我多运

动。大学时，隐形眼镜问市不久，亲自带我去询问

眼科医生，了解情况后，才放心让我配戴。 

饱读诗书的祖父，要培养我从小读书的习惯，

他为我买了许多的儿童读物，我常沉浸在童话世界

里，此外最快乐的时光是和祖父散步，他有说不完

动听的故事，从西游记说到基督山恩仇记等中外名

著小说，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散步时也会教我背诵

唐诗。上高中时有一次念到诸葛亮的出师表，祖父

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全文，真令我佩服祖父惊人的

记忆力。 

祖父除了读书、写作、研究学问之外，嗜好围

棋，喜游山玩水和摄影。周末假日常和友人下围棋，

也会带着家人寻幽访胜；台北近郊的风景区﹐如乌

来、碧潭、阳明山等地都有我们的足迹。好电影、

双十节的烟火、马戏团、国外来的白雪溜冰团，维

也纳儿童合唱团等的表演等也不错过，公余之暇，

尽量享受天伦之乐。 

喜好游山玩水的祖父，每次出国开会后，会顺

道访友旅游几日，旅途上他必带着照相机和手提式

小型电影机，拍下国外的风景和朋友。影片冲洗出

来后，我就是他的好助手，一起剪接影片，分享制

作影片的乐趣。记得有一天我穿了一件崭新的红裙

子，在电影机前，像跳芭蕾舞似地旋转，我的裙子，

有如一把漂亮的红伞似地张开，我开心极了。还有

一次圣诞节，我找了些同学来玩，祖父拍下我们从

圣诞树后又笑又跳地出来的欢乐镜头，虽然只是短

短数分钟的家庭娱乐片，同学们都很兴奋能成为

“程氏影片公司”的影星。 

1966年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祖父还特别带

着我和我的两位同学去台中的日月潭渡假数日。同

时邀了他的围棋好友同往。我们在日月潭泛舟，欣

赏湖光山色，共同渡过了愉快的假日。 

祖父疼爱我﹐但是并不溺爱。他除了注重我的

学业，同时要我生活作息有规律，不允许我奢侈浪

费，凡事总是以身作则，要我做到诚实守信。有一

次带我去书店买书，回家后，他发现店员多找了五

元，祖父立刻要我以我的名字写封信附上五元寄还

书店。 

除了对家人的爱顾，他的仁爱不分亲疏。虽然

他看起来比较严肃，然而他是位富有同情心的仁厚

长者；他对素不相识上门请求帮助的乡亲们，不论

他们是求职或需要些救急之款，皆尽力协助。我高

中那年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乡女孩写信给祖父，

因她的父亲病重无法工作，她需帮助家计，祖父虽

不认识她，但为她的孝心所感动，即帮她找到一份

工作。祖父是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君子。 

他学识渊博，正直耿介。在公事上一丝不苟，

处事严明、果断、公正；律己以廉，其座右铭为

“淡泊足以明志，宁静足以致远”。生活简朴，而有

规律，每天打太极拳，平日手不释卷，多埋首于于

右任为他所题“健行室”书房之中，孜孜不倦于学术

的研究。祖父正直及诚信的做人原则，成为我日后

待人处事的楷模。 

 

祖父与我日月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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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晴天霹雳 

祖母在我高二那年癌症去世，祖父在遭遇丧偶

的悲痛，寂寞的晚年时，更加痛爱我，为弥补我失

去的“母爱”。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身体一向健朗才

68岁的祖父，在祖母去世两年后，突然病了，由于

国内的名医都查不出病因，在医生们的建议和先总

统蒋中正的资助之下，姑姑陪祖父赴美就医。记得

机场送行那天，我有着不祥的预兆，望着逐渐消失

在云端的飞机，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止住，

自此日日盼望着美国的医生能挽救祖父的生命，然

而群医依然束手无策。仅仅两个星期，1967年11

月29日，祖父因失去造血功能，血液干枯而与世长

辞。姑姑扶灵返国安葬，从此天人永隔。那如太阳

般一直温暖照耀我，宠爱我的祖父，就这么匆匆地

离开了人世。 

我无比的悲痛；祖父病重时无法于病榻之前服

侍，照顾他，他临终前我亦无机会见到他最后的一

面。没想到机场送行，竟成了诀别。我时常在夜阑

人静时，独自在卧房里黯然落泪；思念着恩比山高，

比海深，疼爱我，教养我的祖父母。祖父如春风般

和煦的爱和高风亮节的操守，永铭我心。子欲养，

而亲不在；浩瀚的养育之恩，此生永远也无法回报。 

祖父的去世留给敬爱他的亲友们无限的哀伤和

永恒的怀念。先总统蒋公亲临吊丧，颁“学渊绩懋”

匾额和褒扬令，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十、书籍、日记、著作永留后世 

祖父去世后，姑姑将其生前所用珍贵的两千五

百多册中英文书籍、书桌、椅子和文房四宝和207

张照片均于1968年捐赠国立政治大学。政大将社

会科学数据中心命名为天放楼以为纪念，后政大重

建科学数据中心，拆除天放楼，但仍保留他所有的

书籍和其他遗物，且将其所有相片做数字典藏，永

存政治大学。 

祖父的日记也于2007年由姑姑捐赠史丹佛大

学胡佛研究所，为后世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史

料。 

2014年，我造访了复旦大学，见校史馆中悬

挂了一张祖父学生时代的大照片，纪念他在「五四

运动」时为上海学生会的领袖。档案馆存有许多他

学生时的文稿和照片。回美后，非常感谢复旦大学

陈启明先生又寄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给我，包括祖父

在浙江大学校刊，四川大学校刊以及许多报章杂志

上刊登的诗集，演讲稿和文章。祖父书生从政的爱

国赤诚，可从他的文章和诗篇中看出。祖父长于诗，

我已将他的许多诗篇收集在「健行室诗集」。他为

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作品。 

 

下列为祖父的几本重要著作： 

1．英文版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中苏关系史） 

2．欧亚归途 

3.美国论 

4.政治学 

5.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 

6.使德回忆录 

7.程天放早年回忆录 

8.匡庐，书卷，溪声 

9.宪法与教育 

10.英文版Immigration in Canada（加拿大的东方

移民） 

 

参考数据： 

1.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 

2. 使德回忆录 

3. 程天放先生逝世纪念集 

4. 浙江大学校刊 

5. 网上资料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 153 - 

贺校庆、忆师恩 
左励（原杭大外语系，82届） 

 

值此浙大120周年纪念日，并值此本人步入花

甲之年之际，回顾当年在浙大文学院——杭大外语

系的学习经历，不禁要提笔由衷感谢母校给予的优

良教育，特别是外语系的两位老教授鲍屡平和蒋炳

贤的师表和教诲。 

恢复高考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大学

英语教育。蒋炳贤和鲍屡平两位老教授是我的英语

精读课老师和散文课老师。他们认真备课授课，使

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信息量。虽然我曾一度困

惑于古老的莎士比亚和18、19世纪文学对现实生

活的实用价值，但当年打下的文学基础仍令我受益

非凡。 

毕业留校后,与鲍屡平和蒋炳贤两位教授成了

同事，有了距离更近的接触。闲暇时会上他们家拜

望聊天，有机会目睹他们平日的家庭生活。虽是晚

辈，又是昔日的学生，两位老先生却非常礼待，丝

毫不摆架子。后来，我在杭大外语系读英语语言文

学在职研究生，鲍屡平先生任我的论文导师。选题

时，我表示对美国近代小说家亨利·詹姆士感兴趣。

虽然这超出了鲍教授的研究范围，但他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并明确告诉我虽然他不熟悉这位作家，

但愿意与我一起读书研究，嘱咐我把找到的有关书

目也告诉他。我很感动。老先生完全可以为了自己

的方便，让学生选择他擅长的题目。于是我们开始

了一起研讨的历程。期间，我患了腰腿疼，不得不

离校去我父母所在的医院治疗休养，一边把写好的

论文草稿一章章地寄给鲍先生过目。每次他都及时

把改好的稿子寄回，从不耽误。就这样，我虽生病

养病半年，但仍如期完成了论文，通过答辩。 

93年出国时，鲍先生已卧病在床，但当时我

在联合国译员培训班学习，不知他病而且病得厉

害。我写信请他写推荐信，并说待放假回来时再上

门取。他没有回信拒绝。直到我去取时，才发现他

病体虚弱。但他告诉我，这封信他一定要写。随即

他嘱咐夫人把他扶起，当着我的面，为我写了或

许是他有生之年最后的一封推荐信。签名时，他

忍不住抱怨自己字迹颤抖。这是鲍先生刻在我脑海

中的最后一幕，令我终生难忘。 

出国前，我也专门登门向蒋先生道别。每次回

国总要去杭大河南新村看望他老人家和夫人以及鲍

先生的夫人。蒋先生笔头很勤。每次写信给他，一

定会及时收到回信。他在信中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

活，并殷切期望我们学成归来。如今我在联合国中

文处工作，在国际组织中为祖国和世界各国服务，

也算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两位老先生都已逝去多

年，但他们遍布天下的桃李仍在缅怀他们的恩德，

感激他们的教诲，学习他们做人、做学问的榜样，

可谓虽死犹生，功德圆满了。 

 

 

作者简介：左励，1 9 8 2 年毕业于原杭大外语

系后留校任教。1 9 8 2 年至1986年在杭大外语系

读英语语言文学在职研究生，后考取联合国译员培

训班，于1993年赴美，获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

之后在威廉·玛丽学院智优教育中心工作。2001年

进纽约联合国总部中文处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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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和2017年过世的老学长 

讣告 

 

程尚义（6/5/1920农历-3/18/2017） 
 

浙江大学化工系1945届校友，程尚义先生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 在 美 国 新 泽 西 州

TallwoodCareCenter逝世。先生一九二零年农历

六月五日出生于浙江省建德县，享年97岁。 

1937年秋，先生在浙江省立严州中学初中毕

业，就读浙江大学代办高工。时值日寇入侵，故乡

沦陷，学校被迫解散，无奈四处颠沛流离，1938

年秋至1941年秋，先后在丽水碧湖联合中学、金

华高中完成高中教育。 

1941年秋，在浙江龙泉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

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信中国一定会打败日本，为

了战后建设，勤奋学习，四年共修166个学分，远

远超过毕业需修的120学分。 

1945年，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四川油矿勘探处的隆昌

县天然气、炼油厂工作。1947年3月，到达台湾基

隆，在新竹石油公司研究所（后改称经济部联合工

业研究所）任工务员、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等职。 

1958 年 1 月 ， 获 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奖学金，跟Professor 

Henry F.Payne做RA，主攻公路和汽车的油漆和烤

漆配方。1959年6月获硕士学位。1960年12月通

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去 BF Goodrich Chemical 

Company的Development Center任Scientist。并

在1961年6月授予博士学位。 

1964年秋，前往纽约市The Cooper Union大

学任教。1969年成为full Professor，后任化工系系

主任。1989年69岁时退休，但退而不休，继续任

教到1996年，是该校荣誉退休教授。因先生在BF 

Goodrich Chemical Company时擅长解决技术难题，

因此在The Cooper Union任教期间，仍应聘担任

该公司顾问八年。 

先生热心北美浙大校友会活动，情系母校心怀

故乡，先后十一次回国讲学，回馈桑梓与母校。受

到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海内外学术组织的

积极评价。 

按照生前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二零一七年三月廾五日葬于新泽西州Ocean 

County Memorial Park。 

 

 

 

 

周德禄（-9/21/2016） 

白头偕老 

(杨清玉) 
德禄，你扵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凌晨，在三

个孩子和媳妇的一一吻别后，宁静地离开了这世界，

丢下了你的家人。你时年九十五，而我九十一岁。

我们相处一共六十四年。我们该是白头偕老了吧! 

我们相识于南京再逄于台湾。重逢两年后的一

九五一年，我们终于在父母的祝福下结了婚。当时

你在国民党工作，虽是拥有中校的名义，但是月薪

微薄。然而量入为出的生活并未影响我们的生活，

年底时大女儿加入了这个小家庭，更为我们带来了

许多的喜悦。 

为了事业及孩子们的教育前途，你于一九六一

年获得了加州州立理工学院（CalPoly）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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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校位于中加州一个小城，气候温和，绿草如荫，

人口不过四万，生活宁静，真是个居家的絶好地方。

扵是周家就在这里落脚了。你对教职极为满意。你

在浙大严格的电机训练帮了你的大忙，因为你在这

里教的也是电机电子工程。你于一九六一年来，而

我带着孩子则于次年跟上。就此我们成了美国的移

民。 

平时你总是用大量的时间认真准备功课，班上

也有中国学生，和我们很是接近，这种为师为友的

关系，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乡愁。你是一个忠厚温

和的长者，从不扳脸教训他们，所以学生们都愿意

周末打牙祭。烤鸡（BBQ）是你的拿手，当然我

腌出来的鸡肉也帮上了忙。 

你一生稳重沉默从不批评人，这是当中国教授

聚在一起时对你的赞扬。在我们家里，你我性格差

异很大，是十足的“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当我急

得跳脚时，你的口头禅是繄事慢办，因此生活常常

加进了香料及笑料。 

你在CalPoly呆了数十年后终于退休，随后我

们实现了你的爱好--旅行。记得当孩子们还小时，

在寒署假中你经常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每次行前

总是先问他们希望要去什么地方，然后综合他们的

意愿而定行程。在旅程中，女儿作记录，儿子管帐，

老爸当然是司机，一路嘻嘻哈哈其乐无比。你很少

过问孩子们的功课，但你用潜移默化的方法影响孩

子们的自觉自动。例如你把我们的起坐间房顶的正

中部开了一个大天窗，四周加上四支莹光灯，成为

一个日夜都是光线最充足的地方，下面则摆了四个

大书桌拼成一个大四方。每当晚饭后你就坐在你自

己的书桌前准备教材，孩子们看到我们坐在那里，

他们也不禁前来凑热闹。不久后他们也自动的加入

做功课了。开始我还嘀咕你浪费了一个房间，事后

我不禁佩服你的机智。孩子们今天的成就不能不归

功于你。 

不知道什么原因，近年来你常会摔跤。为了昜

于照顾，儿子把我二老搬到离他家不到一里路的现

址。他们上下班、孙子们上下学，都会经过这里来

看望。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号，一个凄风苦雨的日

子，我们抛去了大部分的身外之物，离开了那曾经

居住过几十年的老家，来到这里的一个老人之家，

这里不但有人照顾，更有各种活动：郊游、电影，

任人选择，一切自主。不幸的是，两个月后你又摔

了一交，从此坐上了轮椅，十个月后在子女媳的环

绕下平静的离开了我们。 

你走了，也带走了我的心，我的安全感。当我

在整理你的遗物时，看见你那些文件，医药报告，

家书等等分门别类的券宗整齐地放在挡案柜里。子

女们往往毫不费力的就能找到需要的文件。在你的

呵护下我真是一个白痴。你生前我全力的照顾孩子

而往往忽略了你，你走后我才发现我丢失了一个宝。

悔不可及。奈何! 

 

 

 

 

谢觉民（-2/26/2015） 
 

谢觉民，匹兹堡大学地理学名誉教授，于

2015年2月26日在美国马里兰州银泉逝世。享年96

岁。 

觉民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市，是家中四个孩

子中最小的一位。他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他

为 此 深 感 自 豪 。 四 十 年 代 末 ， 他 与 妻 子

（thelateJeanKanHsieh，阚家蓂）来到美国雪城

大学深造，于1953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五十年

代初动荡不定的时局使之未能回国而最终成为美国

公民以及全球旅客。 

在他长期杰出的职业生涯中，觉民曾在包括达

特茅斯学院、利兹大学、天主教大学，香港大学，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及自己的母校浙

江大学等许多大学任教。他曾先后三次荣获富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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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研究教授奖，是国家人文基金会资深会士。他于

1969年加入匹兹堡大学，并于1992年退休。 

觉民编着了许多学术书籍和地图，其中包括有

《中国：永恒的大地不尽的人民》（1967），

《台湾：透视地理》（1964），《中国地图集》

（1973），《改变中的中国：地理评估》（与

MaxLu合着，2003）和《中国，分省地图集》

（与JeanKanHsieh合着，1995）。他的最后一本

书《与升起的太阳竞跑》（2009），是与妻子合

写的一本回忆录。这本书描述了他们两人在浙江大

学所度过的岁月，二战期间浙大因日本侵占而撤离

杭州西迁的往事。 

觉民好学、自信、好强，有决断，他十分喜欢

下中国象棋，也是篮球、尤其是匹兹堡大学球队的

痴心球迷。 

深爱着他的妻子在共同生活65年后的2012年

去世。留下了他的两个小孩，女儿谢艾琳

（ SarahLesselsHsieh ） 和 儿 子 谢 安 平

（MichaelTomenga）。他的孙辈五人Brian，

Andrew 和 KyraTomenga ， 以 及 Jessica 和

AlexanderHsieh是他至爱、柔肠和最为骄傲的所在。 

我们将不举行追悼会。相关追忆捐赠可在匹兹

堡 大 学 国 际 研 究 / 亚 洲 研 究 中 心 的 网 站

www.giveto.pitt.edu 上办理。悼念请发往 post-

gazette.com/gb。 

更多信息可见：http://www.legacy.com/obituaries/ 

postgazette/obituary.aspx?n=chiao-min-hsieh&pid=17430 

8417#sthash.IaMivQpv.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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