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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塔下砥砺初心博雅塔下砥砺初心 三江口畔不负韶华三江口畔不负韶华
——写在宁波市北京大学校友会成立之际写在宁波市北京大学校友会成立之际

2003 年 10 月 31 日，新华社发
布了一条消息—— 《北大纪念前辈
教授马氏五兄弟》，文中写道：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史和北大
早期历史上，有一大批学识渊博的
前辈学者执教。被称为“一钱 （钱
玄同）、二周 （周树人和周作人）、
三 沈 （沈 士 远 、 沈 尹 默 、 沈 兼
士）、 五 马 （马 裕 藻 、 马 衡 、 马
鉴、马准和马廉） ”的诸位教授，
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

北大“五马”就是宁波人，清
末曾任上海宝山县知县马海曙的五
个儿子，从月湖西区马衙街走出，
成就了月湖的一段民国传奇。马海
曙有九个儿子，老二马裕藻曾任北
大国文系教授、系主任；老四马衡
曾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图书馆主
任；老五马鉴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
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老七

马准教授文字学和目录学，老九马
廉继鲁迅先生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
小说史。马廉身体较差，1931 年秋
从北京大学返回家乡养病。他到
宁波时，宁波城墙已基本拆完。
深知这些古砖文物价值的他随即
开始了找寻，每天朝夕背负装砖
的麻袋在颓垣废墟间寻觅。每有
所获，及时将得砖地点、铭文内
容 等 进 行 详 细 登 记 ， 并 剔 除 泥
苔、传拓考证。短短两年内，他
集得铭文砖近千块，又结合自己
所集的古砖和资料，编撰成五卷

《鄞古砖目》。1933 年至 1935 年天
一阁重修，马廉是发起人之一。
重修竣工后，他毅然把所藏古砖
悉数捐献给了天一阁。天一阁特
辟一室予以储存陈列，因其中有
不少珍贵的晋砖，遂命名为“千
晋斋”。马衡精于汉魏石经，注

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曾任北京
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
任兼导师。1934 年起任故宫博物院

院长。1931 年，日本侵华，故宫博
物院文物南迁。数千箱国宝在战火
烽烟中，辗转东西南北，历尽艰难
险阻，到抗战胜利竟传奇般地完璧
归赵。身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
可谓尽职尽责。不仅如此，马衡先
生还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大量甲骨、
碑帖、金石拓本等珍贵文物全都捐
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五马”：北大、故宫与“千晋斋”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宁
波市余姚黄家埠人。自 1919 年至
1945 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 20
多年，主持校政达 17 年之久，是北
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
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
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奠定
了北大的伟大初心和精神内核。蔡
名 义 上 做 了 十 年 半 的 北 大 校 长 ，

“ 而 实 际 在 校 办 事 ， 不 过 五 年 有
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经常
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蒋

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
培的得力助手，还三度代行校长职
权，对北大的成长和发展功不可
没。在蔡蒋等一代先贤的主持下，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
地追求真理”成为三项治校的准
则，并积极推进学生自治，共同把
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蒋梦麟 1930
年执掌北大初期，国家重心南移，
北大状况堪忧，教授严重不足、学
生质量下降、财政经费匮乏、图书
资源流失，且明显有“纪律弛，群
治弛”的弊端⋯⋯蒋梦麟自觉担当
起重振北大的重任。他自称平生做
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
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
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
的精神办事，不怕得罪人。10 余年
间，得罪人的事、筹措钱的事，蒋
梦麟一力扛下。如此，在风雨飘摇
的战乱年代，北大的教学和科研水

准非但没有下滑，反而稳步上升，
堪称奇迹。蒋梦麟还作为北大校
长 ， 参 与 缔 造 了 西 南 联 大 。《西
潮》 是蒋梦麟的自传性作品，写于
西南联大没有灯光、没有桌椅的防

空洞里，几乎囊括了中国 1842 年至
1941 年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表
现了作者对中西文化碰撞下整个动
荡社会的深刻思考，被哈佛大学远
东研究所定为重要参考书。

蒋梦麟：风雨飘摇年代里未名湖畔的擎烛人

北大和燕园，宁波和甬城，一北一南，既
遥远又近在咫尺，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温
暖。这种感觉只有北大在宁波的校友们才能深
切、真切地感受到。细数北大在宁波的校友，
不乏留学海外卓有成就毅然选择来宁波创业

者，如国家级特聘专家，在半导体、温差发电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智能微网技术等方面有相当造诣的金安君博士；有“科学中国
人”2014年度人物，中科院材料所客座研究员，专注磁电子材
料、物理和器件、存储物联网传感器技术研发、MRAM、硬盘技
术，大数据，云存储，人工智能，自动化，汽车零部件，汽车电
子及自旋电子学领域的高级专家，希磁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
毛思宁博士；有怀着满满的报国情怀，绝然辞去世界500强企业
的高薪职位，来甬创立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九年磨一
剑，在科创板挂牌上市的金亚东博士；有国家特聘专家，中国科
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硕士、荷兰特文
特大学博士、德国洪堡学者钟志诚博士。也有躬耕在教学领域的
知名学者等等。这些都是校友会里的翘楚。汲取博雅塔下文脉的
精华，沐浴着宁波的城市精神，骨子里流淌着北大的魂，哼唱着
家国情怀的歌。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里，北大人在宁波已
齐声喊出：“博雅塔下砥砺初心 三江口畔不负韶华”的庄严口
号。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
经·小雅·鹿鸣》 描写了鹿儿呦呦
鸣叫、啃食原野上蒿草的场景，屠
呦呦的名字正出于此。屠呦呦生于
宁波，并在宁波完成了基础教育。
宁波中学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医
学院药学系；工作不久，她自愿脱产
学习中医药，走进祖国传统医药“宝
库”；1969 年，39 岁的屠呦呦受命从
中药中寻找治疗疟疾的突破口，于
是皓首穷经，只为那棵青蒿草。

青蒿草在宁波也是常见的一年
生草本植物，在中医药方中常用作
阴虚潮热的退热剂，在东晋葛洪

《肘后备急方》 中就有着“青蒿一

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的记载。但要在中国已有两千
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
青蒿素，却是相当艰辛。屠呦呦几
十年如一日埋头在古籍里，收集了
2000 多种方药，筛选了 380 余种中
药提取物，最终找到用乙醚提取青
蒿素的方法，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
提高到 100%。当时，试验环境简
陋，没有通风系统、实验防护，屠
呦呦又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仍然
坚 守 科 研 一 线 ， 并 甘 当 “ 小 白
鼠”，以身试药，确保青蒿素的安
全使用。为了验证青蒿素的疗效，
她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赶去海
南疟区现场临床试用。为倾全力研
制青蒿素，屠呦呦将女儿送到宁波
老家寄养。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特

效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
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尽管屠呦呦
本人已 90 岁高龄，已经荣膺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等无数荣誉，但她和她的团队
仍然还在继续奋斗前行。

屠呦呦：一株镂刻大爱情怀的青蒿草

王义遒，生于 1932 年，宁波
慈城人。毕业于宁波中学，曾任
北京大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
任、常务副校长等职，1954 年毕
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京大
学多年从事波谱学和量子电子
学研究，率先发现了氟化物晶体
中核磁共振化学位移规律及其
与溶液中位移值的关系。1965
年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原
子钟，还主持研制成我国第一批
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
曾因首创激光抽运铯束频标的
长期性能而获 1993 年中国物理
学会饶毓泰物理奖。

王义遒先生既是杰出的自

然科学家，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
教育管理专家、教育家。他在专
心科研的同时，先后讲授“核磁
共振”“光的受激发射”“量子电
子学基础”等课程。牵头撰写的

《量子频标原理》，是我国原子频
标工作者和学生的必读书。在高
校管理方面，王义遒更是有着自
己的独到体会。他曾向北大提
议，将“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作
为北京大学校训。他认为，大学
生应当具备“两种态度”，一是不
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态度，二是
正确对待自己、他人、事业、人类
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态度；同时还
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善于利
用信息工具和外语的能力，二是
培养独立自主获取知识，发展表
达、交流、合作与组织的能力。学
生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能力都
是靠自身取得，因此学生应当自
爱、自觉、自省、自由，最终实现
自我解放。科学家和诗人及艺术
家是相通的，王义遒先生还出版
有《湖边琐语》，记录在北大未名
湖边的随感、心得，这些文章文
笔诙谐流畅，寓意深刻，脍炙人
口。

王义遒：
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百千鸿儒遍天下”，一门“五
马”在人文学术领域各领风骚，这
在北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几
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家族史中也属
罕见。”五马”与北大的故事，宁波
人知之甚少，与故宫、与千晋斋的
故事知之者更少。“五马”是研究
文史的学者，音韵学、文字学、
训诂学、考古学都是十分枯燥的
领域，但宁波人知行合一的躬行
精神，浓郁的家国情怀，执着解
读并创新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深深地撞击着当时民众的魂灵，激
励着民族的尊严，超越了学科意

义，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
点。在外族入侵、狼烟四起的年代
里，能让故宫的国宝文物辗转数千
里，完美地完成使命，不知需要何
等的勇气和智慧！一位知名的北
大教授，每天独自背着袋子躬着
病 羸 之 躯 ， 在 废 墟 之中艰辛寻
捡，如果没有马廉对宁波城墙的文
明碎片悉心整理，这一段宁波城建
溯及两晋的信息将湮没无闻！这种
治学治身的精神，早已铸成了一座
宁波人精神的不朽丰碑，这不是新
一代北大人应该深刻领悟并学习
的精神吗？

蒋梦麟先生关于教育有一段
发人深省的话：“教育要定出产
品的标准，这就是标准：活泼泼
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的个
人。这就是我所瞩望的中国教育
的未来。”尤其是谈到“学生自
治，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来
改良学校社会。他们是以社会分
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
助，来去社会的进化”。这些治
学理念为北大定格特殊的人文精
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蒋梦麟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家国与
民族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

中。正是像蒋梦麟这样的主心骨
披肝沥胆地坚守、披荆斩棘地突
围，使北京大学在幽暗的历史关
口从容前行。宁波人蒋梦麟可以
说是未名湖畔的一名擎烛人，博
雅塔下的坚守者，镂刻了宁波与
北大血缘相连的不灭印记，实际
上这也是宁波人知行合一、知难
而进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心怀
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在艰难困
苦中勇于作为，没有强大的内
心、坚定的信仰、忧国忧民的情
怀、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怎么
可能有如此的传奇呢？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
不畏辛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敢于在
重大问题、前沿领域中闯出新路，科
学发展才能与时代同向而行。“她是
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
发现青蒿素的中国女性。”从拉斯克
奖评审委员会对屠呦呦的评价中不
难了解到，她就像一株挺立的青蒿，
顽强、倔强、执着地向高处生长，拥
有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屠呦呦以
不变的淡定、执着，诠释着科学家

“心中有国家、造福无国界”的大爱
情怀。有了屠呦呦先生，北大宁波校
友都感到无比自豪和亲切。当今世
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
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作为北
大学子选择宁波这块热土进行创业
生活工作，就是要学习她爱一行、专
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学习她为
追求科学锲而不舍、知难而进的献
身精神；学习她不为名、不为利、只
为科学实验而忘我牺牲的精神，才
能不负北大、不负韶华。

评评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
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
当”。王义遒先生是重大科研
成果的创造者、良好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治学治身理念的躬
行者。他在学术上服务国家战
略，主动为国担当，做有学术
穿透力的科研；在改革中勇于
开拓，敢于尝试，敢做中流砥
柱。在教学管理上，敢做为国
求学、努力自爱的表率。在他
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
浓郁的、持久的、稳定的学术
气质，这是北大情怀，也是宁
波“知书达礼”等城市精神的
时代传承。2019 年宁波中学
建校 110周年，王义遒先生回
到母校，他深情回忆在母校学
习的日子，说：“离校后 60 年
中，我能够为祖国的教育和科

技事业做一点事，不能不感谢
母校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深
厚的爱国情怀、严肃的生活态
度、宽厚扎实的科学文化知
识。”宁波为“文教之邦”，在历
史上为进士之乡，大儒代出，
学派纷呈。在近代是西方新知
最无障碍进入的城市之一，为
宁波成为全国著名的“院士之
乡”创造了条件。以王义遒先
生为代表的学者风范，告诉我
们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英雄”，将个人的理想、追
求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
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磅
礴的精神力量,抵达更高的人
生境界。正是一代一代这样优
秀的宁波人，以卓越的努力推
动社会进步，传承着我们城市
的文脉，彰显着名城的魂魄。

评评点

金亚东博士 谈建博士 毛思宁博士 金安君博士 钟志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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