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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生动地讲述了一批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夕阳似

金的生活和老有所为的精神风采。

  他们或退而不休,或离而不休,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和

创造精神。他们中有的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有的进

行科技项目攻关;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参加关心下一代工

作;有的参与社区公益事业;有的从事老龄工作为老服务

等等。

  他们把自己从事的事业视为生命,孜孜不倦地追求,

默默无闻地奉献。硕果累累,层出不穷, 为复旦大学不断

争得新的荣誉, 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事迹是感人

的,他们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他们是我们青年人学习

的楷模。

  他们给我们以启迪, 退离休教职工乃是国家的宝贵

财富,要珍惜!



夕阳似金
———《旦园枫红》序

彭裕文

  正当复旦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为迎接百年校庆 , 努力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 满怀豪情,艰苦奋斗的时刻, 由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

理委员会和复旦大学退( 离) 休教师协会合编的《旦园枫红———复

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纪实》一书与大家见面了。

  这本纪实性散文集, 共有 77 篇短文, 其中 55 篇来自邯郸校

区, 22 篇来自枫林校区。很有意思的是 , 这些短文排列的顺序, 是

按照文章所介绍的退离休老教师的年龄。第一篇介绍的是“年龄

有老学无老, 健在不休死后休”, 今年 98 岁高龄, 已经退休 17 年,

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德高望重的蔡尚思老先生感人的晚

年学术生涯;而排在最后的第 77 篇, 则歌颂了在今年抗 SARS 的

斗争中,“阻隔危险, 传递关爱”的复旦大学非典隔离区负责人李

德容老师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李德容老师今年才 56 岁, 去年 5

月刚刚退休, 是退离休教师中的小妹妹。

  全书生动反映了复旦大学广大退离休教师 , 退而不休、离而不

休, 把自己从事的事业视为生命 , 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介绍了他

们在退离休以后, 继续“老有所为”, 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精

神, 继续推动国家和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丰硕

成果和精神风采。

  2002 年 9 月的一天, 复旦大学退管会的沈文龙同志给我转来

了一份署名“复旦大学退 ( 离) 休教师协会”三易其稿才完成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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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夕阳仍辉煌———关于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情况调

查》( 即本书的代序二) 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原来, 复

旦大学许多退离休老教师离职不离岗 ,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关

心下一代和社区公共公益事业等方面 , 依然在默默地无私奉献 ,新

的硕果层出不穷, 为复旦大学不断争得新的荣誉。我知道 ,复旦大

学目前已经有退离休教职工 3 000 名, 近年来, 每年还有近二百名

教职工加入退离休队伍, 其中, 不乏精神境界高尚、又有真才实学

之士。他们在职的时候勤奋工作 , 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有功之臣 ,

没有他们就没有复旦的今天;退离休以后还在继续默默奉献着硕

果, 真正显示出他们是学校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 在他们

身上闪耀的, 不正是复旦百年校庆要好好总结和大大发扬的复旦

精神吗? 这种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一定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

力量!

  于是,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份情况调查转给秦绍德书记和

其他学校领导, 让大家对复旦退离休老同志的“老有所为”情况有

更深刻和具体的了解;第二件事是转给学校的宣传部门、校刊, 希

望他们满怀热情地去深入采访和大力宣传。

  沈文龙同志进一步提议 , 能否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一本反映

复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丰硕成果和伟大精神的纪实性散文

集呢? 复旦大学退( 离) 休教师协会理事长、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方

林虎教授当即表示大力支持。于是 , 编委会迅速组成,编委和退教

协的理事们与两个校区许多退离休老教师们 , 都积极热情地忙碌

起来, 投入了此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他们不管年老体弱 ,不管还

有许多不得不亲自忙碌和操心的事 ,人人怀着一颗热情跳动的童

心, 夜以继日认真地工作着。特别令人感动的是 ,在今年抗 SARS、

战高温的日子里, 他们都没有停止一天。在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

的时刻, 我向全体作者和本书的编委, 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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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所描述的一个个老教授们面前 , 我是一个晚辈。阅读

了本书以后, 我首先为我们的老前辈们“宝刀未老”, 在退离休以

后的日子里, 还作出了如此辉煌的成果而感到喜悦和骄傲。98 岁

的蔡尚思老人, 耄耋之年还挤公共汽车去上海图书馆 , 查阅资料,

完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和

《中国礼教思想史》等重要学术著作; 96 岁的我国法医界老前辈陈

康颐教授, 鞠躬尽瘁, 奋斗不息, 1995 年以来竟然陆续出版了《应

用法医学总论》、《应用法医学各论》和《现代法医学》等三大部我

国法医学的最新著作;还有许多老教师继续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研

究生, 继续潜心于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 ,全身心投入关心下一代和

公益事业……真是“夕阳无限好 , 晚霞灿若虹”。

  我还深深地感到,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尚和伟大的精神 ,

比起他们在退离休以后做出的辉煌成果 , 更加令人震撼和感动,更

加值得我们光大和发扬。我想 , 这大概就是世世代代传下来 ,又一

定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复旦精神吧!

  通读全书, 在这些老教师身上, 最集中表现出来的, 我看有四

种精神:

  一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中文系的贾植芳教授 ,早年

投身革命, 但一生坎坷。尤其是胡风事件, 使他受尽委屈和打击。

平反以后, 他努力工作,无怨无悔。近十年中, 奋发著述,出版回忆

录、专著和教材十余部。2002 年 5 月,他获得了“上海市第五届上

海文学艺术奖提名奖”。他深情地说:“鲁迅和胡风是我的良师益

友。我一生的成就也无非就是做到了像他们那样 , 把一个‘人’字

写得还算端正。”历经风雨的贾植芳教授一以贯之追求真理的精

神和作为我党诤友的豁达心境 , 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今年早春 ,

“非典”突如其来爆发, 首先在我国广东凶猛传播, 不少患者和医

务人员一个个相继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已经退休十年的我校公

共卫生学院李子华教授 , 突然在家里接到国家卫生部领导亲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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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打来的电话。因为在衣原体研究方面 ,他是我国具有较高知

名度的专家, 电话要求他立即赶往广州, 参加关于“非典”病原体

的重要讨论。当时,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 CDC) 已经公开发布信

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认为“非典的病原体基本可以肯定是衣

原体”。李子华教授想, 目前已知的三种致病的衣原体即使引起

肺炎都有症状不重、抗菌素治疗效果非常好和不会使人致死等特

点。于是, 他明确表态:衣原体不可能是这次非典的元凶, 我们应

该从病毒的方向去寻找真正的病原体。后来的事实应验了他的

观点。

  二是艰苦奋斗、挑战困难的精神。我们的退离休老教师大部

分都是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走来 , 家境一般都不宽裕,有的还相当

困难。但是, 他们视事业为生命, 艰苦奋斗, 锲而不舍。如管理学

院的徐业基老师, 老伴卧病,儿子残疾, 本人患有全身性银屑病 ,其

痒难忍, 家庭经济也相当困难, 真可谓是贫病交加。然而, 在李大

潜院士和管理学院领导的热情帮助下 , 他追求事业的意志不衰 ,坚

持从事管理预测理论的研究 , 在核心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

究论文。他说:“我要像写电视剧一样, 一集一集写下去, 使预测

理论系列化、完整化。”我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女教授陆培廉 , 身患

高血压、乳腺癌、腰背痛和轻度脑梗塞等多种疾病 , 她老伴又三次

中风, 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惟一可以依靠的女儿 ,又患乳腺癌

而动手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 , 曾使她陷入苦闷和彷徨。但是 ,

她没有被压倒, 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在巨大的困难面前 ,她重新

振作起来, 投入工作, 充实生活, 参与教研室的许多工作, 参与编

写、审阅和审校了不少教材和著作。在奉献中她忘却了烦恼和痛

苦;在对事业的追求中,她达到了心理的重新平衡。

  三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退休已经 15 年的著名政治

经济学教授蒋学模老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前后共修订

了 12 版,发行超过了一千八百万册。每次修订的过程 , 就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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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坚持和追求真理,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他语重心长地

说:“我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一不怕守旧, 二不能守

旧。”“有人喜新厌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旧’抛弃 ,我

一定要坚持, 决不动摇;但是, 我们又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

作僵死的教条, 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传统观点 ,我们

一定要抛弃, 代之以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他还自豪地说:“有人

自称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我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

主义者’。”93 岁的顾学箕教授,从进入医学院读书之日起 , 就立下

了“一生为人群服务”的远大志愿。1987 年退休以后, 坚持实践自

己的志愿, 继续在预防医学教育和职业卫生领域辛勤耕耘 ,不断开

新花、结硕果。国家卫生部在 2000 年授予他“全国职业卫生先进

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高分子系的于同隐教授在 70 岁退休以后,

又为高分子学科开辟了新的重要研究方向———生物大分子 , 而且

在蚕丝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张薰华教授今年 82 岁,还在指导

博士生。60 岁以后, 他先后出版了九本专著, 发表了一百多篇论

文。他说, 他的成果大多在 60 岁以后产生,“60 岁还是下午三四

点钟的太阳, 离晚霞还早呢!”

  四是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在复旦大学退离休老同

志中更是处处可以见到。姚桂根教授爱生如子、刘启鼎老师无微

不至照顾老同志、林敏先生热情服务社区 ,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作出了贡献。老人们谁有困难 ,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热心于我校

退教协工作的潘玲娣、袁震宇和王蕙仁等老同志。为了填补国内

的空白, 阮刚、汤庭鳌、章倩苓和包宗明四位教授在退休后 ,共同翻

译出版了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萨支唐教授

的《固态电子学基础》一书。萨支唐教授激动地发来电子邮件:

“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 这个中译本是属于平均年龄 66 岁的你

们四人的。多么了不起啊!”还说:“应该将此告诉年轻人,你们是

年轻人的榜样。”萨支唐教授说得真好 , 我们一定要发扬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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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离休老同志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的精神 ,激励我们的青年教师和

广大学生, 更加奋发有为地投身于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复旦大学的广大退离休老同志为什么能这样奋发向上 , 积极

有为?

  我想, 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长期教育下,

他们看到我国经济发展 , 社会稳定,政治民主, 思想自由;看到复旦

大学的绝大多数老同志衣食无虞 , 有了困难也可以得到社会和学

校应有的帮助。他们深深地感到 , 躬逢盛世, 应该把自己的晚年,

把自己的全部生命, 都投入到毕生热爱和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去。

只有“老有所为”, 才有“老有所乐”。复旦大学党委坚决贯彻党中

央制定的老龄工作政策 , 复旦大学退管会的同志们和各基层单位

都认真、全面地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确定的“六

个老有”的正确方针, 也帮助复旦大学的老同志们创造了能够“老

有所为”的条件。当然, 老同志们高尚的奉献精神是首要的。

  今后, 在复旦大学的退离休工作中 ,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落实好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全面理解和执行好“六个老有”的正确方

针和党的老龄工作政策 , 为复旦大学老同志们的“老有所为”创造

更好的条件。同时, 我们也深切地希望, 退离休老同志的“老有所

为”, 一定要量力而行,老同志们第一位的任务是健康长寿。

  最后, 衷心祝愿复旦大学的退离休老同志们健康长寿 ,老有所

为, 生活愉快,晚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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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仍辉煌(代序二)
———关于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情况调查

复旦大学退( 离) 休教师协会

  为了配合校退管会进一步做好退管工作 , 进一步落实退离休

人员的“六个老有”, 我们对全校退离休教师最近两年“老有所为”

方面的情况, 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

  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从今年 3 月份开始的, 前后经过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 普遍发动, 全面调查。3 月中旬, 根据理事会的要

求, 各基层小组通过发放调查表, 或逐个询问, 对会员的“老有所

为”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其中 491 名会员对调查作出了积极的回

应( 占会员总人数的 42 % ) , 40 个小组提出了详略不同的报告。

  第二阶段, 召开“老有所为”的专题研讨会。4 月 11 日, 我们

在浙江长兴召开理事扩大会议。会上 , 副理事长袁震宇报告了第

一阶段的调查情况。会议围绕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有将近 20

位会员发了言。涉及的内容有: 11 关于“老有所为”内涵的理解

问题; 21“老有所为”与学校和社会事业需要的关系; 31“老有所

为”与退离休教师献身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和精神健康需要的关

系; 41 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老有所为”尚需注意和解决的问题等

等。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型调研会 , 也是一次对“老有所为”

问题加深认识的会议。

  第三阶段, 重点深入, 解剖典型。9 月份开始, 我们选择了生

命科学学院、经济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等三个单位作为重点 ,由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事长方林虎带队, 与各学院退教协小组召开座谈会 ,先后共有二十

多位教授出席了座谈会。三个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也亲临

会议, 与大家亲切座谈交流。会上, 大家就退离休教师“老有所

为”的相关情况以及开发退离休教师智力资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 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觉得, 经过三个阶段的调研,大体摸清了全校退离休教师

“老有所为”的基本情况, 现报告如下。

一、离职不离岗 夕阳仍辉煌

  离职不离岗, 夕阳仍辉煌。可以说这是我校退离休教师“老

有所为”的形象描绘。我们现有会员 1 167 名, 他们都具有副教授

以上的高级职称, 或曾担任处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他们中有的曾

是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骨干 , 有的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有

的是在各自学科领域中深具影响的资深教授。他们虽然退下来

了, 但仍然在“老有所为”, 积极奉献。据对 491 名会员的不完全

统计, 退离休教师们至今仍在教学、科研、关心下一代和社会公益

等四个方面参与学校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其中为本校本科生上课

的有 75 人, 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有 65 人, 指导博士研究生( 包括博

士后工作站) 的有 37 人, 为各类学校和培训班讲课的有 169 人。

即 491 名退休教师中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的有 342 人, 占 70%。一

些老教授至今依然承担着繁重的指导博士生的任务。如经济学院

的蒋学模, 在 2001 年前, 他每年都指导博士生九名 ( 每个年级三

名) , 另有四名老教授这两年指导博士生 45 名, 博士后六名。哲

学系潘富恩指导博士生八名, 博士后二名, 金顺尧指导博士生十

名。中文系范晓指导博士生 17 名, 其中五名为外国留学生, 宗廷

虎指导博士生七名。外文系陆国强指导博士生六名。政治系孙关

宏指导博士生 15 名。微电子学系章倩苓指导硕士生 11 名,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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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六名, 博士后二名。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 14 位老教授

指导 50 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后, 有 16 位老教授指导 32 名硕士

生。公共卫生学院的俞顺章与医学院的程介士指导培养的二名博

士生, 在 2001 年都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并各获专项资助

资金 65 万元与 50 万元。

  在科学研究方面, 退休的文、理、医教授承担科研项目 144 个,

获得经费一千多万元。化学系退休教授承担的课题项目获得了四

百多万元的经费资助。最近, 现代物理所汤家镛筹备和启动“电

子束离子束”的一个项目 , 又获得 3 000 万元经费。生命科学学院

郭杰炎 2000 年完成国家 863 科技重点项目,验收通过后, 以 1 000

万元转让( 入股) 内蒙古金宇集团和复华实业集团。医学院陈惠

黎、程介士主持两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 2001 年度验收总评为优。

公共卫生学院的沈福民与美国福克斯·蔡司癌症研究中心协作研

究“肝癌的病因、预防及遗传问题”, 自 1993 年迄今, 已进入第二

期协作, 他退休后仍然是该课题的负责人。在这两年中 , 俞顺章、

朱惠刚、单易非、陈惠黎等四人 , 分别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或三等奖。俞顺章的研究成果“大肠菌及类大肠菌试验”获得

了国家发明专利。

  许多老教授退休以后笔耕不止。据不完全统计 , 这两年来,已

出版各类专著 225 种,发表论文 634 篇。经济学院洪远朋从 1999

年以来, 主编出版了四本《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丛书, 撰写主编

出版《共同利益论》等三本专著, 发表论文 12 篇。年过八旬的张

薰华再版了《资本论脉络》, 出版了新著《经济规律的探索》, 发表

了论文 11 篇。中文系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濮之珍、潘旭澜 ,哲

学系潘富恩, 管理学院陆廷纲、王其藩、华宏鸣等都有一部或多部

专著出版。85 岁的贾植芳依然笔耕不止, 今年获得了“第五届上

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提名奖”。生命科学学院的周德庆编著出

版、待出版的著作有 12 部之多。物理系倪光炯与陈苏卿编著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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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材《高等量子力学》, 被同行认为是“新内容丰富,前沿内容

精彩”的著作。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老教授已出版专

著 56 部, 还有 12 部待出版。成令忠主编《组织学彩色图鉴》获

2001 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历时三年主编了 300 万

字的《现代组织学》, 并还在主持筹划由八个院校联合编著的新教

材《组织胚胎学———人体发育组织学》。刘星楷在已出版的《中华

本草》( 1—10 卷本) 和《中华本草精选》两部大型专著中任化学编

委会主任编委。陈惠黎两年来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十篇发表在影

响因子为 1. 7—2 . 9 的国际杂志上。程介士发表的 18 篇论文中,

有十篇发表在国外 SCI 期刊上。

  还有部分老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经验 , 参与社会的经

济活动、科技开发和技术咨询、顾问等。如药学院金昭英加入了百

嘉公司, 这几年开发研制成了四个产品上市。一些退下来的党政

干部, 同样积极参与“老有所为”活动 , 原总务处长董嘉良、出版社

副社长汤金年, 创办上海高银科技开发公司十年 ,开发了不锈钢酸

洗钝化膏和核磁共振谱仪等系列高新产品。

  不少老教授应聘参与国家的法律、科技、医学事业的管理工

作。管理学院王福新现任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咨询专家、上海

市政府信息产业办立法咨询专家 , 生命科学学院郑师章现任中国

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专家委员会委

员, 药学院郭济贤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副主任等等。

  在关心下一代成长方面, 退离休老教授们主动参加教学巡视

督导, 或开展“忘年交”活动。他们听课, 检查教学、实验质量, 用

各种形式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与青年教师和学生的真诚交往

中, 做到了“忘年结友谊, 润物细无声”。在社会公益方面, 有 225

人在各社会团体、学术、文艺团体、出版物和市政社区中担任了理

事长、监事长、主编、编委等职。医学院有 43 位教授在 121 种刊物

中兼职。公共卫生学院顾学箕, 曾被国际权威杂志《职业卫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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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称为“中国职业卫生之父”。退休后壮心不减, 宝刀不老。

90 高龄的他,在 2000 年获得了“全国职业卫生先进个人”的殊荣 ,

是荣获这一称号的最年长者。

  总之, 退离休老教授依然在教学、科研、关心下一代和公共事

业方面积极奉献, 硕果累累,不仅促进了我校和国家科技文化事业

的发展, 而且为复旦获得了荣誉。

二、事业需要我奉献 躬逢盛世任驰骋

  在调研中, 我们与各单位的领导以及许多老教授讨论过这样

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老教授在退离休后 ,仍然孜孜不倦地在

教学科研方面作贡献, 仍然热情地关心下一代和参与公益活动?

大家共同的回答是:“事业需要我奉献,躬逢盛世任驰骋。”

  事业需要激发了生命活力, 许多老教授在教学科研事业上老

当益壮。如经济学院因国家需要人才 , 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现有在

校本科生 1 200 人,硕士生 1 100 人, 博士生 300 人, 而在职教师只

有 84 人。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任务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 一方面是繁重的任务促使学院领导设法在老教授中开发资

源, 返聘了 5 位博士生导师, 请他们指导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是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也激发了老教授们的工作热情。如张薰华

1991 年离休以后,一直耕耘在教学工作的第一线, 现在仍然每年

带三个年级的九位博士生。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者还在不知疲倦地

工作, 这是为什么? 他回答说:“这是事业的需要。作为教育工作

者, 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下一代。人为万物之灵 ,灵就灵在具有

智力。人类世代智力的扩展 , 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才有人类

美好的未来。”

  也许有人会说, 这些老教授“老有所为”是为了增加一些经济

收入吧? 这样的看法似乎不无道理。确实 , 一些老教授退休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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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 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 , 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报酬,

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何况他们的付出远大于他们的获取。但是

这不是我们老教授们的主要目的 ,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学校的建

设和发展服务。如生命科学学院郭杰炎 , 退休八年来一直从事国

家 863 项目的实验工作, 领取的是返聘费。如果他换个单位搞实

验, 收入可以增加几倍;但是他不去, 因为他认为这是事业需要。

陈石根、周润琦和李致勋从事的是具有原创性的 FE 研究工作。

他们做了 17 年,制成了十多个产品, 申请了三项专利和一个药证 ,

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发表论文四十多篇,撰写出版了

《酶学》( 69万字 ) 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解释》( 120 万

字) 。在他们退休时, 都想结束工作了, 但是这项研究尚未有人能

够接班, 他们还只能坚持下去。对事业的责任感使得陈石根天天

来实验室工作。又如, 公共卫生学院沈福民从事“遗传流行病学”

研究。这是个新兴交叉学科 , 在国内他起步早,做了二十多年。学

科的性质决定了需要较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 , 研究它不仅要

求把握学科本身, 还要求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他自己一直想休息

了;但心犹不甘,因为接班人还没有跟上来 , 事业要求他继续顶着。

再如医学院的宣增镛, 退休以后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委任 ,继续担任

国家跳水裁判委员会主任 , 并任上海市跳水协会副主席。2001 年

主持筹办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大学生运动会跳水比赛 , 担任比赛现

场执行裁判长。他的工作得到了国际游联、大体联和国家体育总

局的充分肯定, 在世界大赛的裁判工作中 ,为国争了光。他在回忆

这段经历时说:“比赛结束后, 在回家的路上, 我两腿沉重, 累得路

都走不动了, 但精神上非常愉快, 一种成就感、满足感支持着我

……我热爱跳水, 热爱跳水裁判工作, 它是我的事业, 是我生命的

一个重要部分。只要国家需要 ,事业需要, 只要我力所能及, 我将

继续做下去。”

  “事业需要我奉献。”这就是我们老教授们的“老有所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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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境界。

  同时, 退离休教授“老有所为”积极性的高涨, 与躬逢盛世是

分不开的。所谓盛世, 就是政治稳定,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思想自

由, 学术民主。在这样的盛世里 , 老教授中除极少数困难者外, 大

多生活安定, 衣食无虞。退下来后, 一般身体还较健康, 因而他们

有时间、有精力继续在教学上发挥作用 ,或继续去完成他的研究工

作。而且, 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会不断

提出新的问题, 要人们去面对,去研究和探讨。老教授们都是高级

知识分子, 是思想者,即使退下来了, 也不可能对生活中出现的这

些新问题、新情况不加审视甚至无动于衷。他们必定要去思考探

索, 乃至给予回答。国政系朱文忠在谈到他主编出版《小城镇发

展导论》时说:“20 世纪 90 年代末, 江总书记多次深入农村考察,

提出了‘小城镇, 大战略’, 把发展小城镇提到‘带动农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的高度, 充分肯定了发展小城镇的重大战

略意义。探索这一‘大战略’, 就是推动我调查研究和写作的直接

动因。”历史系 97 高龄的蔡尚思之所以能在 2001 年先后出版了

《蔡尚思论文集》、《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等专著 ,医学院 95 岁高龄

的陈康颐之所以能在 2000 年主编出版 150 万字《法医学总论》和

《各论》后, 又主编 300 万字的《法医学大全》, 汤纲之所以修订再

版合著的《明史》和二十五史新编《明史》, 并合作主编约 300 万字

的《明史辞典》等, 也是因为躬逢盛世可在学术领域任我驰骋。

  盛世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盛世也是最有利于实现自我价

值的时代。历史系汤纲说:“躬逢盛世,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

贯彻, 为我们更好地面对历史真实创造了条件。”管理学院华宏鸣

认为:“‘老有所为’能满足老同志受到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

需要, 从生命的价值意义看,它对我们学校的退休教授来说尤其重

要。”他 2000 年退休后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 主编出版了《组织与管

理题苑》, 发表论文七篇, 在国际会议上宣读发表论文三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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