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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语： 

• 《海外南開人》欢迎踊跃来函来稿。

来稿请 email 给伍语生  

talktowu@yahoo.com             

李小晓 misshotmail@gmail.com   

或 武迪 deedee.wu@yahoo.com 

• 乐捐给校友会或《海外南開人》支票

抬头请写：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 本校友会网站：http://nkaa.org  

《海外南開人》編輯委員會 

热烈庆祝南开中学 105 周年、南开大学 90 周年华诞 
 

回国回母校参加校庆有感 

纽约   伍语生 

 

         题记：我之所以要提前一个多月将<海外南开人 

NANKAI  OVERSEAS>的未定稿发出给校友会 (The 

Alumni  Board),就是根据我九年来,从被选任校友会会

长并组刊<海外南开人>的经验已知：从未定稿到定

稿,是要费一番周折,是很需要一些时间的.果不出我

的意料，第 32 期未定稿刚寄出就连接收到李小晓两

封来函，其中一函:”强烈要求我写一篇回国回母校

参加校庆有感”。怎么办呢?乖乖！还是”强烈要

求”呢.李小晓真厉害.思考良久……看来只有服从

一条路了！那就以小晓的建议为标题吧:  <<回国回

母校参加校庆有感>>。 

接到怀时发来的学校的统一邀请函为时已

晚,竭尽一切努力也只能买到 10 月 16 日由纽约

飞北京的机票。17 日中午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可

惜我确实没有时间来欣赏这宏伟的国际机场建

筑,匆忙地走出去,幸有朋友来接我,又急急忙忙

把我送到了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列车站。这世界上

最先进的高速列车，我急忙对准机头照了一张

像,啊!慌忙中照成了 VIDEO，没法放到这篇拙文

中，一叹!  

上车后每人都可以在门口拿一瓶西藏高原

的矿泉水，FREE！我拿了一瓶，正是口渴，啊,

甘美的祖国水啊，真甜美。我很在意看看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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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偷偷拿几瓶的，暗中观察，结果是没有，绝对没

有。是的，祖国变了，人也变了，我独自发出了会

心的微笑。对号入坐，秩序井然，文明礼貌，我再

次会心地微笑了。不一会儿，在不知不觉中车就开

动了,轻轻地徐徐地,我抬头一看,车蓬上显示出的车

速竟然已是 158KM/Hour！啊！高速，中国速度！我

又笑了。 

叫了一辆计程车,到了南开校门处,南开,我熟

悉又陌生的南开！ 正当我踌躇之时,突然间有人问

我:你是伍语生老师？原来我上车后，我的朋友就给

南开打了电话。他急急忙忙为我按排了住宿处后，

学校很大。他又对着计程车喊道：你别忙走，送伍

先生去会场。 

会场的门已经关了,他用手机叫开了门。啊!好

大的会场！一望无际的观众，我低着头，哈着腰被

引到了后排有人站起来让给我的座位，没有时间推

让，刚坐下，就在我再熟悉不过的：渤海之滨的校

歌声中开始了。焰火，欢腾，歌声嘹亮，热血沸

腾，请原谅我的这支拙笔确实描写不出当时的盛况

和感受。 

那多次拿到世界冠军的无伴奏合唱团的优美动

人的歌声我终于听到了。突然间节目主持人对台下

喊道：我校为解放军总后培训的同学来了没有?台下

左角一片叫声：“来了!”“请举手!”一大片同学

举起了手。台上说：“啊!你这么小哇!”“将来毕

业了要到祖国边疆去啊,你敢吗?”台下一大片嘹亮

的回答:“敢!”多么可爱,多么果断!我一下子回到

了从前，我的青年时代，我也是同样地高声地回答

过:“坚决响应祖国的召唤!” 

节目进行间,台上主持人问:“你们知道我国著 

名的周总理扮演者是谁吗?”“知道!”“你们

看!周总理来啦!”台下一片欢腾。‘周总理’缓

步稳健地走上了舞台。——那情景，就像 1957

年周总理和西伦凯维兹一同来到了南开一样,那

时我是生物系学生会主席,所以在前排,总理离我

很近,我看得很清楚的——这时台上的周总理向

我们招手。台下一片沸腾。‘总理’说：“同学

们好!”“总理好!”‘总理’又说：“我是爱南

开的！”台下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我的眼睛湿润

了。泪水流上了我的面颊……旁边一个同学递给

了我一张纸，可眼泪擦去了却又流出来…… 

……节目继续地进行着。不久,‘张伯苓校

长’又走上了舞台,台下又是一片沸腾,‘张校

长’向大家讲述当年日寇轰炸南开的罪恶情

景……这时一个同学走上了舞台,‘张校长’高

大的身躯,慈祥地对着小同学说道:“小同学,我

等待今天,我已等了 90 年啦!”整个会场再次沸

腾了! 泪水再次流上了我的面颊,旁边的同学再

次递给了我一张纸,她也哭了……。 

        节目结束后，同学们安静地离场。时间已经

很晚了。我独自走在林荫道上，对这场景，我熟

悉却又陌生。我下意识地来到了马蹄湖。大学时

代，我曾在此度过了多少个清晨和黄昏。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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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青春年少，学子意气风发努力向上。马蹄湖给我

留下了深深的怀恋与留恋。它是我大学时代沉思、

独坐、锻炼、晨读的难忘的好去处。它是我大学时

代的难忘的好伴侣。我独自站在湖边，像梦境一

般，青年学生时代的往事，一幕幕地重演在我的眼

前…… 

……………… 

啊！对了，李小晓给我出的题目是:   “回国回

母校参加校庆有感”。还有“回国”这个大题目

呢，只是此刊篇幅有限，写一首诗来交卷吧，不知

能及格否? 

水 调 歌 头 

 

    夜深梦九州，结伴神州游。故国念我，但岁

岁终日疑眸。不期烟雨寥落，明月夜思悠悠。难

觅知己路，沉沉淡光流，月恬星光幽。 

    秦楚雾，汉唐路，大江流。今日华夏，花遮

柳护玉楼影，恰似盛唐时候。抚额白发千搂，天

涯遇挚友。月来花弄影，相伴结神州。 

    

难忘恩师 难忘南开紫 

纽约中国广播网 南姗(天津南开女中 1963 级) 

 

乙丑仲夏，午时，法拉盛。 

    在公司上班的我，忽觉有些闷热。图一时凉

快，想把稍长的头发盘起来，于是找到公司秘书文

小姐，问她要个皮筋。 

“嗯，尽管挑吧。”她打开抽屉，指着一个白

色透明塑料袋说。 

我低头一瞧，嘿！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皮筋

还真不少。忽然，在多种色彩的皮筋里，我意外地

发现了一种令我怦然心动的颜色——“哦，南开

紫！”“什麽？”“我就要这个了！”顾不上解

释，我挑出一个南开紫色的皮筋说道。 

“你刚才说什麽紫？”“哈，就是你们讲的深

藕荷色。我说的南开紫是我们母校的校色……” 

于是，在那个中午，我向来自台湾的文小姐自

  豪的谈起了母校，谈起了伴我远行的南开情结。

————————————————————— 

说起浓浓的南开情结，就不能不提起我已经

去世的班主任冯承融老师，因为我的南开情结与

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她让我爱上了这独属

于南开的青莲紫色。 

我的中学，在遥远的中国天津市，她的名字

叫“南开女中”。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有幸成

为冯承融班里的学生。 

那一年开学前，同学之间高兴的相互转告

说，新班主任是迎新会上教职员工表演的话剧

《年轻的一代》里饰演夏倩如的冯承融老师。对

于冯承融老师，我们早就有所耳闻—— 她总是把

烫的头发盘起来，穿着洋气、举止文雅。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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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父亲冯文潜是周恩来

总理的同窗好友、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 

————————————————————— 

从那以后，我师从冯承融老师，经常听她给我

们讲南开历史中那些点点滴滴的人和事。 

看到冯老师收藏的剧照，我知道了周总理在

南开就读时喜爱艺术，曾在话剧《一元钱》中饰演

过婀娜的女性角色；我知道了为南开倾尽毕生心血

的张伯苓老校长，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病逝之后，其

追悼会就是在我们南开女中礼堂举行的。然而，老

校长“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却

直到 1986 年才得以实现。 

听冯老师介绍，我们得知南开培养了多位科

学院院士，培养了物理学家吴大猷、袁家骝；化学

家钱思亮；医学家吴阶平；历史学家范文澜、文学

巨匠老舍、曹禺；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等多位名

人。 

南开这一切的辉煌和历史，都在影响着我们从

骨子里成为真正的南开人。从张伯苓老校长和严修

先生创办南开的故事，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南开校训的含义；从“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

我南开精神”的校歌， 到“面必净，发必理，衣

必整，纽必结” 的容止格言，直至今日，记忆犹

新。 

————————————————————————————— 

冯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教导我们承继

南开传统，爱国爱校、学业精通、文体并行、提高

人文素质、全面发展。因此，我们这一个班的同

学，都发展的非常全面。我们班曾培养出全国、全

市名列前茅的少年乒乓球、体操选手；在一般学校

 
学生还没有见过垒球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已经在

练习“本垒打”了……  

文革后期，尽管多数同学都下乡了，但是无论

走到哪里，我们始终不忘自己是南开培育的学

生，逆境之中保持着南开的傲骨；平凡之中，坚

持着南开的精神。 

经过多年努力，班里同学基本都接受了高等

教育。在医生、律师、记者、教师等多种行业

中，多为精通业务、尽责敬业的骨干，更有优秀

者当上了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联合国政府间会

计和报告专家工作组的中国代表。 

————————————————————— 

师恩难忘。这浓浓的师生情随着岁月的变迁

成为了深厚的友谊，继而成为了两个家庭剪不断

的联系，成为了一段围绕南开紫的温暖记忆。 

毕业后步入社会，我的工作单位与老师住的

南开大学，都在卫津路上。故此，我常常跨过卫

津河去家里拜访、探望她。一来二去，与冯老师

的母亲、冯文潜先生的遗孀黄奶奶也变得十分熟

识。 

记得 1979 年春我结婚的时候，黄奶奶送我一

套精美的茶具：一个茶壶 6 只茶杯、6 个碟子；壶

和杯都是紫色底上有一朵盛开的白色马蹄莲花。

正是南开校色—— 紫色、白色。我们的校徽、校

旗、校服都是这两种颜色，校色已经深深植根于

几代南开人的心中。 

————————————————————————————— 

今年是我和先生结婚整整三十周年，在纪念

珍珠婚的时刻，想起可敬的黄奶奶、想起恩师承

融，想起那些南开的点点岁月，不禁感慨岁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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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物是人非。但同时，我发觉有些记忆，有些情

感，即使沧海桑田，也始终那样新鲜。 

   一只橡皮筋，一种平常的颜色，令我感慨万

千。 

   对此，我想南开人是理解的，故撰此文与纽约

南开校友分享。 

 
   美好的南开，难忘的南开紫，愿它带给大家吉

祥。 

（作者原系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现
为纽约中国广播网节目总监。） 

 

  

 

川迟摄于南开大学 90 校庆现场 

  

纽约南开校友会举行 90 校庆聚会 

（宋怀时 1982 级） 
 

2009 年 10 月 18 日，纽约的天气阴冷潮湿，

细雨蒙蒙。但坏天气并未能减少南开校友们庆祝南

开大学建校 90 周年的热情。近 40 位校友从四面八

方聚集到法拉盛共叙校友情谊。大家首先在校友会

新会旗前合影留念。这面新会旗是由纽约校友会理

事会自己设计，南开大学校内的南开校友总会联系

制作并赠给纽约校友会的。而另一面悬挂在会议室

正面、较小的会旗，则是前会长伍语生学长在南开

大学制作的。两面会旗凸显了纽约校友会与南开大

学及南开校友总会的密切联系与亲情。 

  之后，宋怀时会长介绍了南开大学校庆办公

室及校友总会邀请海外校友回校参加南开大学 90

周年校庆活动的情况。纽约校友这次只有不到 10

人回国参加校庆，不如南开中学 100 年校庆盛况

空前，许多校友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一

方面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思念、和祝福，同时

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回国参加校庆活动，亲身感受

母校的发展与进步。 

参会校友还利用这次聚会，充分讨论和酝酿

了新会长和副会长的候选人，经投票选举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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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执行委员会。原会

长宋怀时本已任期两

届，不应再参选。考虑

到几位前副会长蔡志

雄、杨策、杨应时等先

后回国发展，肖庆麟年

事已高，罗星住处较远

不能经常参加活动，仅

剩丛玉洁一人负责财 

 
部分参会校友合影留念 

荣誉副会长，以加强与

老校友间的联系。两者

亦为理事会成员。 

与两年前上一届选

举相比，校友会发生了

很大变化。当时只有会

员不到 200 人，现在已

有 300 余人。从会员的

组成来看，老校友逐渐 

务。因此被推荐再多服务校友两年，以便于培养年

轻校友。此外，李丹、郭晓久两位中年校友因经验

丰富、人脉广泛，也被推选。武迪是刚工作不久的

注册会计师，被认为是掌管财务的最佳人选。李祎

是文理通才，主意多、社交能力强，是留学生中的

佼佼者。两位年轻才女均顺利当选。 

在执委会之外，另有几位负责校友会事务的

成员与执委会共同组成理事会。他们是：张海波，

旅美南开校友会网站管理员；伍语生，《海外南开

人》主编；李小晓，《海外南开人》副主编；朱

煜，纽约校友会电邮组管理员；丛玉洁，财务副主

管。校友们还提出，邀请裔锦声为校友会特别顾

问，以加强南开校友了解人才市场的动态，提高南

开校友在国内外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挽留肖庆麟为

  减少而年轻学子大批加入。在 2007 年的年会上，

大约三分之二是老校友。这次恰恰相反，90 年代

以后毕业的校友将近三分之二，而本世纪毕业的

校友更是接近半数。已退休的老校友只有不到四

分之一。这次的选举结果不仅反映了这种年轻化

的趋势，也反映了老校友渴望年轻校友早日接班

的期待。 

南开中学 105 周年，南开大学 90 周年，纽约

南开校友会 63 周年，听起来是那样的久远。然

而，我们这次南开校庆的主题是“南开永远年

轻”！“汲汲骎骎，日异月新”，悠久的历史、

优良的传统只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不断地开拓进

取才是我们南开人永远的目标。 

旅美南開校友会选举结果 (2009-2011 届)： 
 

会长:    宋怀时 1892-1984 南开大学哲学系 

副会长:  李  丹 1983-1988 南开大学物理系，医学物理专业； 

武  迪 2003-2007 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 

郭晓久 1984-1988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李  祎 1997-2000 天津南开中学；2000-2004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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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其他成员: 

丛玉洁 1994-1998 南开大学金融系，财务副主管； 

李小晓 2003-2007 南开大学英语系,《海外南开人》副主编； 

伍语生 1954-1958 南开大学生物系,《海外南开人》主编； 

张海波 1992-1999 南开大学微生物系，旅美南开校友会网站管理员； 

朱  煜 1995-1999 南开大学电子系，纽约南开校友会电邮组管理员；  

裔锦声 1982-1984 南开大学英语系, 特别顾问； 

萧庆麟 1942-1945 重庆南开中学，荣誉副会长。 

 

历史沿革 

85 年前，在充满动荡与不安的年代，蜀光中学

在盐都古老的大地上破茧而出，踉跄起步。虽举步

维艰，几易其地，几易其名，但蜀光的薪火相传，

血脉相连。 

历史永远铭刻： 

‐‐1924 年，自贡商会会长，盐商范荣光先生提

议创办自贡初级中学，校址定在自流井井神祠。 

‐‐1929 年，学校迁至自流井东兴寺小学，改名

“私立蜀光初级中学”。 

‐‐1937 年，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教育创办人

张伯苓先生来自贡，参观考察自贡教育。自贡绅士

欧阳尔彬等人联名恭请张伯苓先生接办蜀光，张校

长欣然应允。校董事会推举张伯苓先生为校董事

长，聘南开中学中学部主任喻传鉴为校长。校址定

在伍家坝，并请国民党元老、监察部长、著名书法

家于佑任先生题写校名“私立蜀光中学”。喻传鉴

任蜀光校长后，采用南开教育模式，制定并实施蜀

光三年改造计划。至此，蜀光步入高速发展轨道，

 
开创了曙光的新纪元。蜀光，因张伯苓先生接办

而兴；蜀光，因融入南开教育而盛。 

‐‐1952 年，自贡市人民政府正式接办蜀光中

学，更名为“四川省自贡市第二中学校”。 

‐‐1953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蜀光中学为全

省（含重庆市）14 所重点中学之一。 

‐‐1980 年，四川省教育厅重新认定蜀光中学为

“全省重点中学”。 

‐‐1982 年，四川省教育厅恢复“蜀光中学”校

名至今。 

‐‐2002 年，蜀光中学创办成川南第一所“四川

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2009 年，市委市政府决定：用三年左右时

间，努力把蜀光建成“三个一流”的现代名校。 

风雨沧桑，蜀光镌刻了“尽心为公，努力增

能”的品质；沧海横流，蜀光造就了“自强不

息，争创一流”的精神。厚重的蜀光文化底蕴，

承载了辈辈学子们的报国之情；丰硕的蜀光教育

业绩，谱写了代代蜀光人的辉煌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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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业绩 

岁月悠悠，蜀光人负犁耕耘，为盐都莘莘学子

铺造一条康庄大道；光阴荏苒，蜀光人攻坚克难，

在校园播种文明铸就一段岁月辉煌。 

85 年春华秋实，85 个岁月迭变，蜀光人为祖

国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 培养了 4 名院士：胡海涛，侯朝焕，王亚

辉，王方定。培养了为国家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张

思敬，黄楠森，许迈扬，李公天；有为科学事业作

出贡献的罗亦孝，易明初；有著名艺术家王锡仁，

陈戈；有陆军名将王寿云、空军名将徐心德 ……

蜀光中学一大批毕业生已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 

 
量。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蜀光中学高考成绩

斐然，高考升学率雄踞全省前列。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艺体教育成果饮誉省内

外。先后荣获全国全省全市殊荣近 100 项。 

--2009 年喜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殊荣。 

结束语 

蜀光人将以鲲鹏之志，海天气魄，求真务实，

雷厉风行，苦干实干的精神和智慧，扬帆破浪，

再铸蜀光明日的辉煌。 

“沱江之滨，釜溪之津，巍巍我蜀光精

神”…… 

 

  诗词鉴赏                       国 庆 述 

谷雁翔 

美国纽约州大学教授 

南开经济系，金融系 学生，教师 1978-1987 

 

    六十华诞，九州同庆。共和国的步履，历尽曲折坎坷，走上和谐辉煌。华夏人的企盼，变卑屈为平

等， 化贫弱为富强。 宣秦汉武功，唐宋繁荣，明清远行，勿忘衰败；伤暴政残酷，内乱频仍，浩劫惨

痛，需建制衡。思想与时代共进，发展和自然相生。筑千城广厦，播万顷丛林。青少徜徉校园，耄耋养颐

高堂。  长车驰天路，巨轮航远洋。携众国和睦邦交，登星月争先探索。举世界盛会，树两岸深情。 齐

努力，共建神州，盛世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