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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兴云涌，潮起潮落，百年中华近现代史，波澜壮阔，
浩浩汤汤，有苦难、有辉煌，有万丈沟壑、有一飞冲天。“桥
都”重庆与百年高等学府——厦门大学，跨越千山万水，和
衷共济，相扶相携，无论是在重庆的厦大人，还是在厦大的
重庆人，他们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以艰苦卓绝
的行动，在现实和梦想的两端架起一座座气势恢宏的桥
梁，共同叙写时代的奋进篇章。

团结之桥
力主抗战 一致对外

狼烟四起，战火纷飞，生死存亡，一念之差。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遭受了规
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日军野蛮轰炸，举国上
下，艰苦抗战。

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有一个人因为坚决抗日引
发日本侵略者仇视、追捕，在他避难安全后，在渝各团体联
合在重庆大学为他举行安全庆祝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毛
泽东特地托人从延安送来祝贺条幅，上面亲笔题写：“华侨
旗帜，民族光辉”。

他就是陈嘉庚。他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毁家兴
学，创办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他更是在力主
抗战、抵御外敌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1938年陈嘉庚
给重庆国民参政会发去的提案电报。彼时广州失陷、武汉
撤退，汪精卫等人却主张议和。多次劝诫未果，陈嘉庚毅
然决然，提案获得了多数通过，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形
成舆论洪流，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的气焰，被邹韬奋称
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民族抗战决心，陈嘉庚还组织慰劳团
回国，力促团结战线。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率慰劳团
抵达重庆，会见了国共两党要员，全面考察了当时首都重
庆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卫生、交通、新闻媒体等情况，
参观了工厂、军械厂、合作社、炼药厂等，连续待了40天，
他认为如果国共分裂发生内战，则无异于自杀，为敌人万
分快意。他的坚决抗日行为引起日本侵略者仇视，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新加坡，大肆搜捕陈嘉庚。陈嘉庚
被迫到印尼避难，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新加坡。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给予他的高度评
价。时隔39年后，1984年，来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也欣
然命笔，用同一评价为陈嘉庚题词。这8个字铸成了嘉庚
精神的核心。陈嘉庚一生舍家为国、英勇无畏，其崇高的
爱国主义精神与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浸染着重庆这片土
地，铭刻在每一位厦大师生心中，搭起了抗战时期的“团结
之桥”。

思念之桥
一首乡愁 两岸泪流

“谁能一舟横渡，尽听两岸潮声。”余光中，富有重庆情
缘的厦大人。他曾在重庆生活了7年，就读于从南京迁到
重庆“大后方”的南京青年会中学，经历了重庆大轰炸，艰
难的抗战岁月使他对重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与妻子生
活的60多年，重庆话成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他自称
重庆崽儿，将重庆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其作品《当我死
时》《思蜀》《嘉陵江水》《乡愁》中都描写了他在重庆生活的
场景。

1949年，余光中赴厦门大学外文系学习，在厦大期
间，他发表了包括处女作《扬子江船夫曲》在内的7首新
诗、7篇文艺评论、2篇译文，开启了他文学创作的征程。
1950年，余光中辗转至台湾。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
著名的乡愁之诗。他把亲情、爱情、乡情和祖国情融合为
一，道出了浓浓思念，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渴望祖国统一、亲
人团聚的切切心声，引起了海峡两岸人民、海外游子的悠
悠共鸣，他也因此被称为“以乡愁之诗撼动亿万华裔”的诗
人。2011年，余光中站在故乡泉州洛阳古桥上，朗读了自
己为《乡愁》续写的第五段：

而未来，
乡愁是一道桥梁，
你来这头，
我去那头！
余光中把乡愁化作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化彩虹桥，表达

了两岸统一的信心。晚年，他曾多次到厦大、重庆以及祖
国各地讲学、交流，担任大陆多所高校教授，将自己的乡愁
化作桥梁，用诗人的方式，承载着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
两岸融合发展的重任。

担当之桥
爱岗敬业 服务西部

开发西部事关中国现代化全局，两江交汇的重庆，是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负有重大使命。一代
又一代厦大校友扎根重庆，服务西部，谱写着这座城市的
绚丽乐章。

陈大燮，193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曾先后担任
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筹备处重庆工厂厂长，重庆市化工
研究院原高分子研究室主任，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顾问教
授，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他曾在国
内首创蓖麻油制耐纶810（聚癸二酸辛二胺）的合成方法；
独创止血纤维研制的制法与组成；领导医用级低分子量聚
乙烯醇材料的研究，并应用于止血纤维和避孕药膜的生
产，填补了国内空白；其指导的瞬间止血粘合剂的研制，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踏着学长的足迹，2015年毕业于厦门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赵征寰也来到重庆，在西南大学药学
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长期研究新型高性能功能化无机
纳米材料的设计及合成的他，已经在高性能磁共振成像造
影剂和智能抗肿瘤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的设计开发研究领
域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并应用于疾病早期诊断与治疗。

“半生忧乐寄数海，一腔情愫系中华”，1968年毕业于
厦门大学经济系的高葆旺豪情万丈地写下这样一句诗，并
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仰。他长期担任重庆市统计局局
长，为摸清重庆的市情实情，走遍了重庆的山山水水、城市
乡村，深入基层调研，为政府提供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宏观
决策信息，并创造性地在全市推行了属（在）地统计，组织
开展了10余项国情国力调查。卸任统计局长后，他仍为
重庆三峡库区的统计事业不遗余力地奔走呐喊，数次前往
广东、山东、福建等三峡库区对口支援省市联系工作，成为

“鞠躬尽瘁为大公的数海好儿女”。
“用心用情抓帮扶，凝心聚力谋发展”，2011年毕业于

厦门大学政治系的王栋在两年前来到重庆市深度贫困镇
——大进镇红旗村担任第一书记。为方便服务群众，王栋

“住进红旗村、变成红旗人、结上红旗亲”，用脚丈量村里的
土地，用当地方言传递真情实感，不到一个月时间，对在家
农户实现了全覆盖的调研走访，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脱贫方
法。他协调市里的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以资金入股的
方式建立了肉牛养殖场，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失能贫
困户加入其中，每年享受保底分红上千元，实现扶贫兜
底。在此基础上，他走村串户做动员，说服全村走上一条

“茶为龙头、茶旅融合”的产业扶贫之路。在他的全力支持
下，部分贫困群众人均增收达到每年3000元，村民们日子
越来越红火。而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王栋主动向单位申
请延期驻村工作，决心与红旗村民一起昂首阔步，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立于2007年的厦大重庆校友会，一直在思考和探
索怎样让校友们更好地服务重庆，服务西部，服务国家和
社会发展。2015年，厦门大学重庆校友会联合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等20所高校重庆校友会，筹建“大学客”咖啡馆，
共同出资成立“重庆高联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大学客”为各校友会的建设和活动提供线上和线下平台，
设立“大学客”图书馆，组织体育赛事，不定期举办公益讲
座，为在渝校友提供创新创业扶持，让校友力变成生产
力，为建设美好重庆作出了积极贡献。厦大重庆校友会
也从最初的80位校友到如今聚集了1000多位校友，厦
大人服务重庆，服务西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力量更
加强大了。

沧桑砺洗，薪火相继，厦门大学在渝校友们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使命在心、责任在肩，架起了“服务西部”的担当
之桥。

传承之桥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百年厦大以其厚重的人文底蕴
潜移默化地感召着在校的重庆人。他们奋斗在教学科研、
工程实验、党政管理、后勤服务等各个岗位上，为厦门大学

“双一流”建设奉献青春，挥洒汗水。
孙世刚，重庆万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峡库区水环

境演变与污染防治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厦
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
院院长。1977年，孙世刚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
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82年，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法
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学成后，他将自己所有的知识
奉献给国家。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
性的科研成果，提出了电催化活性位的结构模型，揭示了
表面原子排列结构与电催化性能的构效关系，系统研究了
电催化过程，发展了高灵敏度、高时间分辨的电化学原位
红外反射光谱方法、时间分辨光谱和空间分辨光谱技术，
阐明了多种有机小分子与铂电极表面相互作用的机制，创
建了电化学结构控制合成方法，破解了高表面能纳米晶制
备的难题。2007年，孙世刚首次制备出高活性的二十四
面体铂纳米晶催化剂，为能源、催化、材料等领域的发展奠
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其成果也成为厦门大学第一篇发表
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长篇研究报告。

“知无央 爱无疆”，在厦大校园内还有许多像孙世刚
般自强不息，求索在洋洋学海，奉献在茫茫鹭江边的优秀
教师。1982年毕业于厦大化学系专业的郭祥群，现为化
学系教授。自本科毕业后，郭祥群长期坚持工作在基础教
学第一线，先后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选中共
十六大代表。中文系教授李国正，埋头苦干，潜心研究，首
创《生态汉语学》，结合故乡特色与自身专业，研究泸州方
言，出版《四川泸州方言研究》，将家乡语言、文化进行推
广。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的重庆人林郁如选择
留在厦大，长期从事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她，
创建了外文系硕士研究生口笔译方向，使厦大成为我国南
方第一所培养会议口译员的学校。她也被授予“省优秀教
师”和“省女职工标兵”的称号。

52岁的厦大保安周德新来自重庆，厦大的工作经验唤
起了他儿时成为一名律师的梦想。2014年，他参加了成
人教育高中起点升专科学习，5年内，他黑白两班倒，在老
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通过了四十多门考试，获得了厦门
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厦大校训与精神的熏陶下，周德新
俨然成为一名厦大精神的传承人，自2013年到厦大工作
以来，他始终谨守岗位，守护着厦大校园，累计为厦大捐款
达2万余元。今年6月，他获评2019“感动厦门十大人
物”。

明日之桥
校地合作 共同奋进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厦大与重庆
的明日之桥愈加雄伟。

早在1928年，厦大就开始招收重庆学生。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高校还选派教师来厦大进
修。近几年，每年有将近200名重庆籍学生进入厦大学
习，成长成才；13000多人次重庆市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
位干部到厦大参加高级研究班，提升综合素质；一批重庆
籍教职工在厦大挥洒汗水，成就梦想。

如今，许多重庆的企业与厦大再续前缘。重庆紫光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厦门大学设立重庆紫光化工奖（助）学
金，奖励和资助30名厦大化学化工学院本科生和研究
生。厦大也承接了许多重庆市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并与
重庆热风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大学、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开展紧密的
产学研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深化交流，双方还在制度研究、发展规划、公共管理
等方面开展合作，为重庆市有关单位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包括三峡学院发展战略咨询、新时代政府财政管理平台
（预算法）、城口县生态经济发展研究、刑事从业禁止适用
问题研究等项目。

顺应时代步伐，奔走在西部建设的路上，厦大人勇往
无畏。为培养学生服务西部的家国情怀，厦大每年选派多
支社会实践队伍，前往重庆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2012
年-2019年，厦大赴重庆开展社会实践的队伍已多达62
支、556人。厦大与重庆人才往来一直十分密切，近些年，
厦大每年都向重庆市输送近300名的优秀毕业生，重庆市
委组织部也制定了面向厦门大学定向选调生人才计划，吸
引优秀毕业生赴重庆干事创业。厦大与重庆市的明日之
桥，在这些人扎实稳健的脚步下显得尤为壮美。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新未来。伴随时代的号角
声，厦门大学与重庆市将继续携手共进，一同绘制祖国美
好的蓝天，铸造校地间亘古不变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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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渝相携手厦渝相携手 河梁造通途河梁造通途
——厦门大学与重庆市共叙时代篇章厦门大学与重庆市共叙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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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亲笔书写的乡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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