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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 北京理工大学七十年盛大华诞# 已乘着金风发

出邀约(

七十年春风化雨# 七十年桃李芳菲# 从昔日的延安自然科

学院到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 从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欣欣向荣

硕果累累# 七十年弦歌不辍) 咏叹不息# 引人怀想# 催人

奋进(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教育

是为人类文化承先启后的事业( 意即#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传

承) 发展文化( 大学作为传播科学) 培养人才) 创新理论) 塑

造精神的重要阵地#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 大

学文化建设的作用日益突出( 七十年来# 北京理工大学始终高

度重视以先进文化培育人) 引导人) 鼓舞人# 学校第十三次党

代会以来# 校党委提出要创建先进的校园文化) 学术文化) 人

才文化) 创新文化# 在郭大成书记和胡海岩校长的直接指导带

领下# 全校师生正激情进取# 大力推进文化建设(

今年# 是学校 *文化建设质量年+# 学校确定了 *德以明

理 学以精工+ 的校训# 使之与 *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的校

风) *实事求是 不自以为是+ 的学风构成了一个精神文化体(

学校正在建设校史馆# 深入开展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 努力推

出一批反映理工特色) 时代特点的校园歌曲# 这些将较大丰富

学校文化建设的内容# 使传承延安精神) 弘扬现代大学文化有

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 年编撰出版的 ,北京理工大学文化建设丛书- 得到

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现在# 有更多的人开

始关注) 关心文化建设事业# 一批老教师) 离退休老干部更是

饱含激情地投身到文化建设中来# 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

北京理工大学七十年华诞的祝贺( $%&% 年# 我们再次将这些

成果集结成册# 作为向北京理工大学校庆七十年献上的一份

厚礼(

$%&% 年 ,北京理工大学文化建设丛书- 分别由抒发我校

老同志歌颂祖国和赞美美好生活情怀) 描述我校大学生生态科

考) 记载我校校友成功轨迹) 追溯北理工学子七十年偶像变



迁) 介绍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等人先进事迹) 阐述中法大学对北京理工大学影响

与作用) 记录我校良乡新校区建设过程的 ,诗韵咏怀- ,亲历科考!感悟生命-

等七分册组成( 北理工七十年的发展历程# 几代北理工人的不懈努力) 拼搏) 奋

斗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北理风格) 北理文化) 北理精神# 在本套丛书中随处都

可以捕捉得到( 书中# 既有对七十年所取得成就的讴歌和赞美# 也有对七十年走

过历程的回顾和理性总结% 既有对学校初创时期艰辛岁月的深情回眸# 也有对学

校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和祈祷祝福''字里行间# 殷殷之心# 款款之情# 溢于言

表( 本套丛书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为脉络# 将学校过去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和历史积

淀浓缩于其中# 这既是对薪火相传的延安精神的体现和传承# 亦是对今日繁荣的

讴歌( 通过它# 你能够进一步走近北理工# 认识北理工# 了解北理工(

七十年所创造的杏坛卓纪# 是由几辈人心手相连共同铸就的( 在此# 谨向曾

经和正在为学校文化建设辛勤耕耘的广大校友) 师生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关

注) 支持学校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向为本套丛书出版作出贡献的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昔日的辉煌已成为如歌岁月# 相信七十年华诞将成为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的新起点# 北京理工大学必将积历史之厚蕴# 宏图再展# 续谱华章. 愿

我们这所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学校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群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画下浓重的一笔(

谨以此书# 贺北京理工大学七十周年华诞.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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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生态科考之路# 今日落笔成书# 蜿蜒过几多山路# 曲

折过几多细流# 在科考的道路上# 我们心相印# 手相携# 把北

理工洋溢的笑脸并同从延安带来的理工精神撒播到我们走过的

每一寸土地(

从延安走来的北理工# 把延安的精神灌注到了每一个理工

学子的心中# 印证了地球上生命力最旺盛的种子就是思维着的

精神# 伟大的延安精神在战火肆虐的年代鼓舞了一代人为了祖

国的自立而抗争奋斗( 如今# 这延安精神在北理工这片沃土

上# 又激励着新世纪的大学生为了祖国的自强而不断地完善自

我# 做有用之人.

正是那艰苦奋斗) 自觉奉献的爱国精神# 让我们在生态科

考的路途中# 每当仰望星空# 凝视那浩渺的苍穹# 或是登高望

远# 俯视这美丽的中国时# 就有一种为了这曾经饱受欺凌但是

依然胸怀博大的祖国奉献一切的动力# 因为深沉地爱着自己的

祖国# 实地考察的过程中#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队员们都

不曾抱怨退缩# 而是一如既往) 艰苦奋斗) 奉献自我# 解决了

一个又一个困难# 跨过一个又一个障碍# 一路走来# 心系

祖国(

正是那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让我们行走于不

同城市间# 品味着不同的文化( 每一次科考到了一个地区# 那

里的风土人情# 那里的地理特点# 那里的植被绿化# 科考队员

无不一一记录# 把最鲜活的记忆带回学校# 或研究# 或分析#

或总结# 在一次次激烈的讨论中# 在一次次思维火花的碰撞

中# 新思路) 新想法) 新建议# 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 这正是

生态科考的意义所在# 一路走来# 实践创新(

正是那以人为本) 协作攻坚的团队精神# 让我们体验到了

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 群策群力是我们生态科考队伍的核

心力量# 离开校园千里之外# 我们生态科考团队亲如一家# 一

起领略祖国的美景# 一起策划行动方案# 仿佛在打一场攻坚

战# 有协作# 有奉献# 不分你我# 一路走来# 其乐融融(

正是那与时俱进) 争创一流的先锋精神# 让我们在探索和

发现中勇于创新( 与时代的脉搏相跳动# 走在时代的前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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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科考永远不变的主题( 每一次生态科考的选题都把握时代的前沿# 结合当地

的特色# 力争创新( 生态科考的队伍每到一处# 都展现着理工学子高质高效) 争

创一流的工作作风# 一路走来# 敢为人先(

*清清的延河水# 哺育我茁壮成长+# 延安精神是源# 京工精神是流# 生态

科考正是一个契机# 让延安精神走出延安# 让延安精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传播.

本书编辑部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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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心灵的美丽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生态科考活动! 自 !""# 年启动至今! 已经有 $ 年的

历史" $ 年中! 有来自生命学院# 信息学院# 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外语学院#

理学院等不同院系的涵盖本科到博士的 %" 多名同学经历过考察活动! 考察团的

足迹遍布我国的大江南北! 每到一处! 总能发现触动心灵的美丽" 在考察活动

中! 我们或穿梭于茂密的热带雨林! 欣喜于潺潺的溪流! 或西入茫茫戈壁! 惊叹

于大漠的缕缕孤烟$ 或驰骋辽阔草原! 体验蒙古族同胞的万丈豪情$ 或站立黄河

入海口! 阅览江海的奔腾不息%%今生有幸! 生长在中国! 拥有数不清的美景#

道不尽的传说! 更有读不完的历史# 品不完的风情%%

我们有西藏连亘浩荡的高原山脉# 深不见底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我们也有彩

云之南那雨林中的象群# 茫茫雪山中被呼为 &山中野老' 的滇金丝猴"

当我们行走在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 那些触动心灵的美丽! 发自肺腑的自

豪! 只为那是( 我的祖国母亲) 苦苦寻觅一个合适的词语描述心中的祖国大地!

偶得 &美丽' 一词! 心中一颤! 非她莫属)

&美' 的东西给人以享受! &丽' 的色彩给人以欣喜" 如果说美丽只是一种

感官的享受! 那就错了! 美丽更是一场心灵的盛宴" 风格迥异的大自然带给人的

感觉无外乎这两种! 心境明朗了! 便会被那些最原始# 最亲切的东西深深打动"

海的广阔# 山的宽厚# 水的澄澈# 生命的灵动! 谱写着和谐的乐章"

中国! 我们的美丽中国) 触动心灵的美丽"

自古至今! 文人墨客笔下的浓墨重彩的名山大川# 清新雅致的村落阡陌# 沁

人心脾的鸟语花香! 留下了多少令世人向往的文字!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欣赏

与赞叹" 层峦叠嶂中的雄奇秀险! 姹紫嫣红中的莺歌燕舞! 烟波浩渺中的如痴如

醉! 中国啊! 我们的祖国! 这一声呼唤! 饱含深情! 融入我们的血液! 流淌! 不

会忘记! 未曾犹豫! 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真谛)

最美不过吾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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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畔!水仙飘香

一弯碧带波涛漾! 两岸花果四季香"

五瓣水仙扬美名! 九龙共舞颂芗江"

###题记! $芗江情%

九龙江水的波涛滚滚! 蜿蜒! 蜿蜒过我的家乡" 这水浇灌了这片富饶肥沃的

南国土壤! 这水滋养了这簇娇嫩欲滴的洁白水仙! 这水哺育了这方淳朴勤劳的芗

江子民" 这水! 是漳州人民的生命之源! 龙江精神依水而生! 依水而长! 发扬

光大"

恰若青云始出岫

清晨的九龙江! 雾气氤氲! 水牛漫步! 依江而住的船家们早已踏着晨曦而

起! 声声汽笛弥漫在湿润的空气中! 仿佛早餐时外婆端来的一碗热气腾腾的豆

浆! 温馨而舒适"

记忆中的九龙江! 总是与 &外婆家' 密而不分" 童年时最初的记忆! 来自

于外公自行车座上眺望的龙江风情" 儿时的我爱哭闹! 不愿离开外婆家上幼儿

园! 每天早晨总难免一番折腾" 外公心疼小孙女的娇弱! 每每哄完又哄! 还不辞

辛劳骑着自行车! 从几里地外的外婆家中一路将小孙女载到江边! 看看河州上放

牧的水牛" 奔涌的江水在江心冲积出了几块大小不一的三角洲! 洲上绿草丰美!

往往成了水牛们的乐园" 水牛们涉水而至! 来到江心绿洲觅食# 嬉戏" 水牛在绿

洲上慢悠悠地 &闲庭信步'! 摇头晃脑! 我在江边看得乐呵! 也跟着摇头晃脑!

其乐无穷! 上幼儿园的不快情绪便悄然消逝" 从此! 早起临江看水牛便成了我每

天上幼儿园前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朝阳熹微的晨光里! 我记忆中铭刻下了

淙淙流淌的九龙江水# 水中央芳草萋萋的三角洲# 洲上休闲玩乐的水牛群! 好一

番亲切可人的龙江水景! 恰若青云出岫般清新袭人" 而外公心头的慈爱! 眉尖的

汗水! 令我如今想来依旧感觉得到胸腔里胀满了温柔与感怀"

但逢水仙花开时

龙江之水清! 比不过水仙之香清妩淡雅$ 龙江之水美! 赛不过水仙之美隽永

悠长" 然水为花之魂! 花为水之灵! 水仙花韵与九龙江水总归是丝缕相连"

九龙江水环绕着圆山流淌徜徉! 圆山脚下恰是一篇繁茂的水仙花田" 谁也说

不清为何娇艳的水仙独独钟情于此地! 当地的花农们却笃信一个美丽的古老传

说" 难道是某个俊美无比的少年! 因为太过留恋自己的容颜而临水幻化作这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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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当然不是! 西方的神话传说太虚幻! 留不下令人相信的理由" 而我们的传说

却自然真诚! 使得世世代代口耳相传! 一再虔诚地信仰"

传说天上的水仙仙子游历人间! 来到了美丽的九龙江畔! 轻挪玉步间偶遇圆

山" 扬头! 满山葱翠绿意苍茫$ 俯首! 江水清冽依依流淌$ 侧耳! 山林小庙晨钟

暮鼓! 伴随着青烟袅袅! 一切都是那样静谧# 那样怡人" 水仙仙子不禁醉心于这

片美景! 从此流连! 不再离去" 她在山脚下的田地间播下水仙花种! 汲来九龙江

水日日灌溉! 精心培育出一朵朵清香四溢的鲜花! 要为这片美丽的山林再添胜

景" 花自孤高人自傲! 仙子的一片冰心! 不愿与世间百媚争奇斗艳! 故在每年冬

末春未至时悄然盛开! 让洁白如玉的花儿点缀无色的冬天! 同时叩响春天的门

扉! 唤醒一片姹紫嫣红"

如今圆山依旧葱翠怡人! 水仙依旧年年盛开! 人们依旧信奉着那个古老的传

说! 勤勤恳恳地在九龙江水流淌的土地上种植水仙花! 令水仙的芬芳香飘四地"

恨别九龙水惊心

&为什么我的眼中满含泪水! 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九龙江水长流

不息! 带着我对故乡的依恋绵绵不绝"

想来不觉羞惭! 离乡三年! 未尝江水! 未听江声已久! 记忆里晨光熹微中的

水牛群已定格成了一幅泛黄的老照片! 随着外公的白发一起老去" 每逢寒暑返

乡! 九龙江已不再是我心之向往之地" 也许是往日的宁静澄澈被河岸旁喧嚣的厂

房打破! 临江而居拉响汽笛的船家渐行渐远! 取而代之的是大排档艳俗的叫卖

声! 抽沙船轰隆作响的涡轮声! 嘈杂之至甚至驱走了江心戏水的水牛群" 阳光照

耀下闪烁的不再是江水的澄碧! 而是泛滥的油污$ 微风撩起的不再是层层涟漪!

而是采沙船满载而去后留下的卷卷漩涡" 九龙江水渐渐变得这样陌生! 面目可

憎! 令人心悸" 如此浊脏# 危险的江水还能浇灌出纯洁净美的水仙吗* 还能为这

块富饶肥沃的土地浇灌出生机吗* 还能哺育世世代代辛勤劳作的芗江子民! 为他

们带来平和安定的生活吗*

鲁迅先生说( &悲剧! 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这样的九龙江! 令

人不忍听其潺潺江声! 不忍看其黯黯江景" 近日的九龙江! 没有见到萋萋芳草!

没有慵懒散步的水牛! 到处是机器轰鸣! 是裸露的山体! 是淤积成滩的泥沙! 就

连江心绿洲! 都偶尔显露出垃圾漂浮而过的痕迹" 不管江边的老船家是否保留!

尽管十几年前九龙江奔涌不息的风貌和遗存依稀可辨! 其实远了! 远了"

高山常绿水长蓝

同饮一弯江水! 怎舍清水一去不复还* 共守一片青山! 怎能任其绿树不再孤

鸿哀* 江水悠悠! 似乎也在为自己哭泣" 而中国有千万条像九龙江这样的河流!

以无私广博的胸怀! 哺育着华夏儿女! 为人子女的我们! 怎能忍心眼睁睁看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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