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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心事，狂歌竞夜

北京大学教授、“北极光”杰出
文学翻译奖亚洲首位获得者许渊冲
先生今年已 97 岁高龄。虽然行动不
便，但思维清晰、声音洪亮，饱含
激情的动作、手势，瘦削的躯干迸
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北大畅春园内，碧绿的爬山虎
攀满红墙。在一间简陋陈旧、堆满
书籍的屋子里，记者见到了这位从
西南联大走出的翻译大家。“我们校
歌怎么写的？‘千秋耻，终当雪。中
兴业，须人杰’。”80年后，回忆起在
西南联大求学的岁月，许渊冲依然激
情澎湃。讲到激动处，他从摇椅上坐

起来，青筋凸起的大手“啪”地拍在
扶手上，“我们是救国不忘读书，读
书不忘救国！”

1937 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
发。次年春天，北大、清华、南开
三校南迁，于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
学。那一年，16 岁的许渊冲以总分
第7名的成绩考入联大外文系。

2002 年 ， 西 南 联 大 65 周 年 校
庆。81 岁的许渊冲回到云南母校，
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前，细细寻找自己的名字。在碑阴
面，刻着西南联大抗战以来832名从
军学生的名字，他是其中之一。1941
年，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入驻昆
明。当时大三的许渊冲与吴琼、万
兆凤等 30 多位外文系男生纷纷报名
入伍，成为第一批志愿军翻译。

“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真 是 苦 难 深
重！”许渊冲眉头紧锁，双手在空中
挥动，难以平息心中愤慨，“我们联
大挨日本人炸……晚上出去一条路
都是火焰。”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
万军。”虽然学校不建议学生直接冲
锋陷阵，但难以抵挡的爱国热情促使
一批批联大学子奔赴战场。一些联大
学子参加八路军，用所学特长，制造
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另一些学
生毅然报考在当时死亡率极高的飞行
员。最终有12人被录取，其中5人在
战斗中壮烈牺牲。

更多师生选择坚守在校园里，
弦歌不辍，赓续中华文化命脉。

“我们那个时候吃的是八宝饭，
所谓‘八宝饭’就是由老鼠屎、稻
糠、砂石等混合而成。”2017年11月
1日，天南海北的联大人齐聚北京大
学，纪念西南联大建校 80 周年。许
渊冲先生的校友，西南联大化学系
1946 届毕业生关英回忆道，每次吃
饭，她们都要拿饭盆不停抖，把砂
石抖出来才能吃。

艰苦环境培养出的联大学子刚毅
坚卓，取得了惊人成就。3882位学生
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 位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

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几十年之后，其中许多人早已功

成名就，但勤俭朴素、夕寐宵兴的习
惯保留至今。在许渊冲先生的家，地
面和墙面清一色是未经粉刷的水泥。
不满15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里，一排
从二手市场花15元钱淘回来的架子上
塞满了书，靠窗是一张破旧的书桌。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许渊冲每天工
作到凌晨一两点。一如80年前，在更
简陋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在土夯墙的
教室里，他和同学们听着铁皮屋顶上
劈劈啪啪的雨声，奋发学习、一刻
不停。

5月2日上午，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
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北京大学全体师
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向全国各族青年、向全国
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坚持好、
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
一代人接续奋斗。

2018年 5月 4日，是北京大学 120周年校庆
日。120年前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北京大学
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
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北京大学从此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正如
《燕园情》歌词中所唱到的：“红楼飞雪，一时英
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忆昔长
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
约。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我们
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我们今天东风
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
中华震惊世界。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图为北大西校门图为北大西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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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木成林，震惊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在新时代呼唤新使
命，以新使命激发新作为。

“我的梦想是，让我们的《儒藏》成
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我编了《儒藏》
之后一百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2003
年，76岁高龄的国学大师汤一介发起了
卷帙浩繁的儒藏编纂工程。这部《儒藏》
囊括古今中外的儒家典籍，可谓集中华
文化精髓之大成。十多年来，汤老废寝
忘食，亲力亲为，与400多人的编撰队伍
一起，完成了近3000万字的编纂工作。

近年来，一系列扎根本土的重大
人文社科研究在北大开花结果。除

《儒藏》工程外，《中华文明史》多语
种版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全

七卷）、《北京历史地图集》等都是北
大浓厚的人文积淀在新时代吐露出的
馥郁芬芳。

拼搏的精神迸发科研的活力，大量
基础性学科研究成果在北大涌现。2013
年北大取得干细胞技术重大突破，美国
权威期刊纷纷报道，掀起国际学术界
的“中国风”；2014 年全球首例运用
MALBAC（单细胞基因组扩增）技术
的试管婴儿在北大诞生；2017年北大
3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北大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已经形成。

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阵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继承
传统、发扬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5月5日，来自
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将
齐聚北大，参加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
大会。本次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广聚全球学者，传
播中国声音，共话人类命运。“世界马克
思主义大会由北京大学举办，既是我
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责任。”北京大
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于鸿君说道，“这是我们在新时代
传承践行北大担当精神的形式之一。”

自 1992 年成立以来，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朝着建设具有北大气
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马克思主
义学院不断迈进。

2011年，黄枬森、张世英、杜维明等
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相聚北大，以

“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为题进行“中西
马高端对话”；2015年，首届世界马克
思主义大会在 北 京 大 学 举 行 ；同年
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大基础性工
程——《马藏》编纂工程顺利推进，预
计今年首次出版10卷，共计500万字。

2018年3月25日，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诞生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在英国牛津郡成
立，这是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以独立运
营的形式走出国门。汇丰商学院院长海
闻表示，120年前，中国人向英美等国学

习，创办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
堂”。两个甲子后，当年的“京师大学堂”来
到英国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创办了自己的
校区，这背后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2017 年 11 月 18 日，深秋的燕园
掩映在金黄的银杏和青翠的松柏间，
分外美丽。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北京
大学第十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北大未来的征程
被清晰地描画：到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北大的办学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将大幅跃升，居于世界
一流大学前列；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时，北大将稳稳立于世界
高等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高等教育
的发展。

许渊冲接受采访许渊冲接受采访

图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图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

眼底未名水眼底未名水 胸中黄河月胸中黄河月
——写在北京大学写在北京大学120120周年华诞之际周年华诞之际

严严 冰冰 吕安琪吕安琪 原原 洋洋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

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淡红色的墙体历经风雨沧桑，透

出 一 种 厚 重 而 深 邃 的 力 量 。 2018
年，红楼建成100周年；北京大学建
校120周年。

“百年红楼，堪称半部中国近代
史。”纪念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陈翔介
绍，在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方针的指导下，新文化运动蓬
勃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
新思想传入北大。

1918年，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建
起了一座新楼。四层，工字形，通体
红砖。这座被称为“红楼”的建筑是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部，并作图书馆和
文科教室使用。这一年，年轻的毛泽
东来到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图
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
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校长蔡元培履新满一年。

这是北大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
年。随后百年，风云激荡，英杰辈
出。这几位与红楼有关的名人，都成
为中国近代史上引领风潮的重要人
物。

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传统与现代

的智慧在这里交汇、碰撞，许多脍炙
人口的情景流传至今：西装革履、风
度翩翩的胡适在台上讲授中国哲学；
长袍马褂、瓜皮小帽的辜鸿铭慢悠悠
地踱进教室，用力把辫子向后一甩，
开始上英国诗歌课；邓中夏、高君宇
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探索
拯救中国的道路……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大兴
于校，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是
北大宝贵的精神财富。

1919 年 5 月，巴黎和会中国外
交失败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炸醒
了象牙塔里的北大师生。得知消息
的那个夜晚，大家齐聚北大法科大
礼堂。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京
报》 社长邵飘萍慷慨激昂地说道：

“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
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
府，应当挺身而出。”法科学生谢绍
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蘸血
写下“还我青岛”。

一场举世罕见的爱国学生运动，
轰轰烈烈地从北大开始了。

5 月 4 日下午，以北大学生为首
的北京高校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天
安门进发。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
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
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沿
街散发着《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
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
头！”

北京学生的义举点燃了全国人民
的爱国之情。北大人向世间发出的第
一声呼喊，被历史永远铭记。

在 2014 年纪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
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
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信
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
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
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
夺目的时代光芒。”

燕园情，千千结

季春时节，北大校园鲜花盛开，
草木葱茏，生机盎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广
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在与总书记座谈中作为学生代表
发言的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本科生
宋玺，对总书记扎根基层的人民情怀
印象尤深。之前，她就读过《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了解了总书记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源泉。通过总书记
的讲话，她深刻地感受到：“大学生
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架空自己，否
则，就没办法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来自北大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的王
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气中难掩激
动：“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
总书记！一开始内心很紧张，但总书
记一直面带笑容，和老师同学们亲切
握手，整个氛围特别轻松。”

“这是我第二次握到总书记的
手！”新媒体研究院2016级研究生邓
筱激动地告诉记者，“仿佛见到了久
违的长辈一样。”2014 年 5 月 4 日，
还在北大读本科的邓筱就参加了习近
平总书记与北大师生座谈活动，第一
次近距离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总书
记一直鼓励青年去基层，希望我们能
走在时代前列，与国家的脉搏同跳
动。”从那时起，总书记的话一直萦
绕在她心头，激励她将社会责任与人
生选择紧密相连。如今的她即将成为
一名基层选调生。“对我来说，参加
基层工作能最直接、最深入地了解国
家基层治理。”邓筱说道，“要让自己
的才干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
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梦想，每一代北大
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北大校庆
前夕，记者寻访不同历史时期毕业的
多位北大学子，回望一段段与北大有
关的峥嵘岁月，去了解一个民族的信
念、精神、梦想，去汲取千千万万中
国青年前行的力量。

东风桃李，青春作业

1981年3月20日晚，香港伊丽莎
白体育馆内，中国男排正与韩国男排
争夺参加当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
券。

在中国排球的辉煌历史上，这不
过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但由此引发的
一句口号，让它注定载入史册。

“第五局 15 比 9，中国队赢了！”
消息传来，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宿舍
楼上，一个个身体从窗户里探出来，
高声喊叫、欢呼。正是在这场胜利的
庆祝中，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
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很快，这个口号就通过广播、电
视、报纸传遍全国，成为引领时代的
最强音。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口号喊出
来是必然的。”回忆起“3·20”之
夜，口号提出者之一、北大中文系
77级校友、《光明日报》 高级编辑刘
志达感慨道。他反复向记者强调：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北
大学子的心声。”

这其中，有压抑已久的民族自豪
感、有精神枷锁解除后的自由酣畅、
有准备大干一场的豪情壮志。它精确
勾画了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给人以
振奋、鼓舞。

奋发图强、思想开放，是刘志达
那个时代北大学子的共同特质。1977
年考上大学的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批幸运儿。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
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
定恢复已经停止 10 年的高考。那年
冬天，570多万人涌入考场。虽然最
终只录取了不到 30 万人，但是它却
激励了成千上万人重新拿起书本，加
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得知自己被录取时，刘志达正在
北京永定机械厂里陪护一位受伤的师
傅。当时，他已经快 30 岁了。机械
厂的工人们揶揄道，“刘志达心气
高，难怪给他介绍对象都相不中，原
来是要到大学里去找。”

与刘志达同年入校的哲学系学生
俞晓阳，当时是首都钢铁公司的一名
起重工。那天他上完夜班，从炼钢厂
高炉上下来，满身黑灰地接过录取通
知书。“一看，北京大学！”年逾花甲
的俞晓阳回忆至此，爽朗地笑起来。

入校后，忙碌的课程和丰富的校
园活动很快充满了他们的生活。“所
有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
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

著……”忆起北大的校园生活时，刘
志达曾经的老班长岑献青说：“就像
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

饥似渴。”
当时担任学生会学习部部长的俞

晓阳负责组织讲座，“容纳 400 人的
办公楼礼堂，常常来 600 人都不止。
有的同学干脆跑到讲台上，坐在讲演
者脚边听。”

1982 年，77、78 级 3000 多名同
学离校之际，自发捐款 6000 余元，
在燕园里塑起了李大钊和蔡元培先生
的铜像，以报答母校的培育之恩，表
达振兴中华的决心。

如今，64 岁的俞晓阳已经是多
家上市公司董事。他仍然记得刚入校
参加文化复查时写的那篇作文，题目
是“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作文的结尾我记得很清楚。”他说，
“‘通知书贴在胸口，步出首钢大东
门，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从那
时起，我迎着太阳迈向了新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