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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复旦历史上，曾经有过马相伯（1840—1939）、孙越崎（1893—1995）、苏步青（1902—2003
）等诸多百岁老人。
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诞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当他百岁高龄之时，已是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
地的1939年。
中共中央致电庆贺，誉之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这是一个民族在国家危难之际，对文化兴邦、教育救国的深切体认。
1992年10月，孙越崎校友百岁诞辰之际，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2001年9月22日，在苏步青老校长百岁华诞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联合在复 旦大学隆重举行苏
步青院士百岁华诞暨回国执教70周年庆贺大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专程出席大会，并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00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切看望百岁老人雷洁琼先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她
祝贺百岁华诞。
　　硕年耆宿，学界辉光。
　　如今，在复旦迎来百年校庆之时，我们高兴地看到，我校有杨国亮（107岁）、李仲南（106岁）
、夏征农（102岁）、雷洁琼（101岁）、严幼韵（101岁）、蔡尚思（101岁）、周有光（100岁）、钱 
（100岁）、李兆萱（100岁）九位百岁老校友与母校同庆百年华诞。
 “巍巍上庠，国家之光”，这是全体复旦人的福祉。
　　在百年校庆的出版物中，我认为本书是别出心裁、别有新意的。
编著者通过翻阅浩繁的资料，打捞历史的细节，挖掘感人的瞬间，让我们有幸领略九位校友百年人生
的精彩。
他们当中有功勋卓著的国家领导人，也有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有执著教书育人的教授，也有恒念悬
壶济世的医家；有长期身处域外的外交翘楚，亦有在两岸三地无私奉献的学界前辈；或许，他们当中
，有的一生服务于复旦，有的在母校的时间并不太久。
不同的是，每位老人的人生长卷精彩斑斓、自具千秋；相同的是，这些长卷书写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复旦。
　　这本图传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好教材：从九位老人的精彩人生中，你可以读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
，可以体会到百年复旦奉献社会的精神轨迹，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情深意长和对家国天
下的神圣责任。
　　我很愿意向高校的各级管理者推荐本书。
高校管理是一个比企业管理具有更高要求的、更为复杂的精神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校管理包含着对民族文化的守望。
它需要我们拥有科学的方法，神圣的使命感，还有对教育、对文化的深切体会和创造精神。
　　九位老人情系教育、心怀家国的人生，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提醒。
我很愿意向老师们推荐本书。
在一个信息时代，文明对话、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都面临着某种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为复杂的挑战，需
要我们拥有能够与之匹配的心智。
九位老人的睿智人生足以成为我们深思并学习的镜鉴。
　　我愿意向莘莘学子们推荐本书。
如何利用好中国著名高校的百年积淀和丰富资源，不断提升自我，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大家可以在九位长者的身上，汲取到丰富的给养。
他们逆境不改初衷、始终谨记使命，成为大学精神坚定执著的承担者、创造者和赓续者。
他们是值得大家终生景仰的良师益友。
　　我也愿意向各界朋友推荐本书。
九位老人都有着十分精彩的人生，他们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奋斗书写自我，是一百
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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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他们，我们可以找到学习的榜样、奋斗的目标和前行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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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题    记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
人类是好奇的，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好奇，人类才不断发展、向前。
一个世纪，在璀璨星河中，只是沧海一粟，而一百年的斗转星移，人类自始至终在不断搏击，不断奋
发，不断创造，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铸就了一个个让人怦然心动的杰出人物
。
    杨国亮跨越三个世纪，可谓超世纪老人，在皮肤科学领域驰骋70多年，这在世界皮肤科史上都是罕
见的。
    一位跨越三个世纪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向我们健步走来——        少年时代    让我的笔先将岁月的车轮返
回到107年前——    在四川邛崃县一个叫泉水乡的美丽小山庄，这里有个小镇叫羊安场，镇边有一条清
澈见底的小河，日夜向前流淌，两岸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被水冲得泛白而又光滑，河边有一座破旧的古
庙，从前这里香火很旺，如今早已不盛了，成为一所小学⋯⋯    羊安场住着一户人家，男主人有点文
化，喜办学，在办私塾的同时也从事体力劳动，以后，即便在五六十岁时，也经常参加劳动。
他生活非常俭朴，正直无私，颇受当地百姓赞赏——他，就是杨国亮的父亲。
    1899年6月26日，杨国亮在这个家庭诞生了，一落地，哭声出奇地响亮，这似乎预示着不同凡响吧。
    田埂上，一个小男孩正使劲地扯住疯狂翻飞的大风筝在奔跑，后面跟着一群嗷嗷欢叫的小伙伴。
风筝越过树梢、穿过山头，哇，上天了，真棒!小男孩和小伙伴一齐欢呼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心也随
着风筝飞上了蓝天。
刚满5岁的小男孩——杨国亮笑得很开心!    杨国亮是好奇的，而这种好奇，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杨国亮有两个哥哥，但与其弟弟不同，他们不善读书，于是，杨国亮的父亲——这位酷爱中国文化
的“泉水乡人”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倾全力培养幼年杨国亮读书。
    杨国亮4岁半时，父亲即教他读《孝经》、《中庸》、《论语》、《孟子》。
    父亲在离家6里地的一个小镇的古庙里，创办了一所小学，杨国亮6岁时，就离家到这所小学住读。
8岁时，他开始正式学《论语》，并学写作文。
以后也涉猎其他书籍、诗词和一些小说。
    古庙的偏殿，不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群孩子正随着一个
穿着蓝布长衫，头上缠着辫子的老先生，摇头晃脑地读古书。
小时候的杨国亮长得十分瘦小，面色略黄，却精神抖擞地读着，他尽情徜徉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
，在这里，他读完了《诗经》、《礼记》、《左传》、《周礼》、《史记》。
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铸就了他爱祖国、爱人民、正直善良的品格，也成就了他以后为事业、为有
所发明创造而忘我工作、忘我献身的性格和宇宙观。
    少年杨国亮已显现出读书的“天赋”，对古书特别热爱，随着理解力的逐步加深，他读书兴趣日浓
，爱做笔记，经常将所喜欢的内容摘录下来。
他以“天资聪颖、好学深思”而闻名全校。
        中学时代    辛亥革命时期，杨国亮13岁。
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不准四川人民自己出钱修路，让帝国主义修，并将已从人民
中筹集的资金没收，激起民愤，农民与清兵激战，杨国亮的两个哥哥亦轮流参战。
学校停课，杨国亮的家乡时常可听到铜炮轰击之声。
这些惊天动地的农民革命运动的伟大威力，给杨国亮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1914年，杨国亮考入了县城唯一的一所中学——邛崃联合中学。
当时杨国亮脑子很清楚：“我得考进去，只有考进去，才能解决我的升学问题。
”在这所学校，他首次接触到了《数学》、《博物》、《史地》、《英文》等现代课程。
    更让杨国亮高兴的是，他读到了梁启超的《中国魂》和《饮冰室文集》，这激发了杨国亮反帝爱国
热情，尤其是文中有拿破仑和葛苏士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而忘我工作之情节，更激发了杨国亮的奋斗
精神。
那时，杨国亮经常在天还未亮时，即起身来到自修室点亮油灯读书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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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冲击着封闭的邛崃县，杨国亮有机会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要民
主、要科学的呼声让杨国亮有如梦初醒之感，他与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
    杨国亮初步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
    杨国亮决心走出狭小的邛崃县城，走向广阔的天地，去学习，去奋斗，去找自己的路。
但贫寒的家境，已拿不出钱来帮助他完成宏愿。
    由于杨国亮读书很用功，成绩优异，年少露才华，不少同学便主动积极帮助他“出川深造”。
        走出四川  来到上海    1920年，21岁的杨国亮走出家乡，抵达离家不远的乐山，恰遇汹涌澎湃的“
川滇之战”，无法继续前行。
此时，杨国亮身边的钱，眼看就要用完了，怎么办?“秀才”杨国亮突然有了“灵性”：何不用剩下的
一点钱做点小本生意?以赚来的钱维持生计，再资助日后求学呢?说干就干，他真的做起了“杂货买卖
”，同时，兼做“文书”，帮人家抄抄写写，赚点小钱。
为了这点“小钱”，杨国亮说：“把手都抄断了。
”可一介“书生”“文人”怎么会做生意呢?钱亏了，赶快歇业，要不连本钱都蚀光了。
恰好，这时出川的路通了。
    1922年冬，风尘仆仆的杨国亮到了上海。
    毕业后荒学3年半，且杨国亮深知四川的教育远不及上海，唯恐自己根底浅薄，乃于1923年春来到上
海大同大学补习。
一年后，杨国亮面临专业抉择。
那时，社会腐败，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学一门既能独立生活又能为老百姓解除痛苦的
职业才好。
        古语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于是，杨国亮毅然决然选择了学医之路。
    1924年夏，杨国亮考入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预科雅礼大学学习。
    在“雅礼”期间，杨国亮“很快看到党刊《向导》”，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这使他在思想上产生
了一个转折点。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1929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杨国亮不满学校的奴化教育，便组织同
学反帝罢课。
嗣因北伐军迅速攻下武汉，美国人撤退，学校停办，杨国亮于1927年1月到武汉入第四中山大学医学系
学习。
杨国亮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武汉革命思想高涨，我亦想献身革命，于1927年2月参加共产主
义青年团，并投考学生军，因痔疮，未被录取。
”    由此看，中国或许少了一位“将军”，却多了一位良医。
如今，107岁的杨国亮应该是中国最老的“共青团员”了。
    杨国亮当兵未成，随即到伤兵医院协助医疗工作。
1927年6月，因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难以为继，杨国亮离开武汉，再次来到上海。
这时，杨国亮始知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政变。
杨国亮自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那时，他虽不是一位党员，“但精神已跟着党走了”。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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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九位百岁老人的画传，是百年校庆的献礼图书。
这本图传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好教材:从九位老人的精彩人生中，你可以读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可以
体会到百年复旦奉献社会的精神轨迹，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情深意长和对家国天下的神
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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