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卢元姗

责任校对  谢卫奋

封面设计  徐新蕾  潘向蓁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安兴汇东纸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32.25

字        数   645 000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853-0

定        价   8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的声音：《同济大学生》报：1984—2017 / 鲁育宗
主编 .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608-6853-0

  Ⅰ . ①花…  Ⅱ . ①鲁…  Ⅲ . ①同济大学－校报－
汇编－ 1984-2017  Ⅳ . ① G64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0272 号

花开的声音  《同济大学生》报（1984—2017）
鲁育宗  主编　



谨以此书，献给母校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

《花开的声音》编委会

主 任  马锦明

主 编  鲁育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锦明  王  暾  文  军  孔德懿

邓  玄  冯身洪  朱大章  刘  毅

杜汉荣  李正林  孟叶舟  胡金华

鲁育宗  蒯  悦  谭  武  谭启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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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同舟共济 理想长青

——写在《花开的声音》之前

在同济大学 110 周年校庆前夕辑成这本关于大学生报成长记忆的书，无疑是十

分令人欣喜的。学校百余年办学历程中的人和事，以及无数同济元素，布满了历史

的星空，熠熠生辉，而《同济大学生》报作为最富代表性的校园文化载体之一，无

疑是其中极其闪亮的一颗。

早在上个世纪的 1984 年，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学校党委领导、团委指导下，

创办了这份全国高校第一家由大学生自采自编的报纸，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办报的

工作之中。追踪社会热点、捕捉校园新闻、反映同学心声、弘扬同济精神，从校园

采访到社会调研、从手工排版到电脑制作、从小众读物到数千份发行量，创办至今，

《同济大学生》报走过了不平凡的成长道路，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校园媒体。

这份规模不算很大的报纸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大报”，生动反映了她在学生心

目中的地位。很多校友一定还记得早年读书时在食堂用饭票购买“大报”的场景，

记得掩映在民主楼中青藤围绕的报社小屋，记得报纸上对热点问题富有见地的专版

讨论……尽管以专业眼光来看，报纸风格不尽成熟，文笔也常显稚嫩，但她视角独特、

演绎生动、色彩明快、朝气蓬勃，体现了爱国荣校的拳拳之心，深受同济学子的喜

爱欢迎。

可以说，“大报”的成长是大学发展的侧影，“大报”的记载是大学历史的写照，

“大报”的追求是大学精神的体现。《同济大学生》报作为校园学生媒体，伴随学

校的发展而成长。其内容源于同济，其受众也根植于同济，同济大学的创新发展为

报纸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源泉，大学生报则以特有的方式记录了学校发展的大事和学

生群体成长的心路历程，并累积成为一份特殊的校史档案。“大报”汇聚了一群怀

揣理想的有志青年，他们奋笔书写这所百年学府的历史，积极传递对同济的献策建

言，在新闻人的履职中历练成长，成为学校育人成果的具体体现。“大报”人和他

们文章中的主角、同济的师生校友们一道，奉献青春，追逐理想，传承弘扬同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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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精神，挥洒同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时隔多年，《同济大学生》报上的诸多文章读来仍然饱含感情、充满温度。回

眸历史，宁静深邃。以这份报纸为代表的多种校园文化载体，已成为同济大学特有

的文化标识和同济人永远的精神家园。展望未来，远大光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要发挥好文化的作用，丰富精神、涵养心灵、砥砺品

行，以实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与理想。同舟共济、长

风破浪、扬帆远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济人将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高度

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续写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的美好篇章。

由衷感谢各方给予大学生报的关心支持和为办报付出辛勤劳动的同济人，所有

的真情厚意早已嵌入行行文字、缕缕墨香，载入绵绵记忆、卷卷史册，融入漫漫长

路、悠悠岁月。感谢本书主编鲁育宗校友和参与编辑工作的校友师生们，他们满怀

热情、不辞辛苦的工作，使得在同济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能将这份承载历史记

忆的珍贵礼物献给亲爱的母校。

期待未来，“《同济大学生》们”能更好地记录同济故事、传播大学精神、弘

扬中华文化，持之以恒，为了精神永驻、理想长青！

2017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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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济脉搏

发刊词

《同济大学生》报就这样同大家见面了。这最初的印象还好吗？

当我们第一次掬起这份油墨未干的小报奉献到诸位面前的时候，我们感到欣慰。

从办报设想提出到今天，才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顺利

地实现这一从无到有的转变，是与有关领导和全校师生们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此

我们首先向所有关心本报并为我们提供各种方便的领导和师生们致谢！

《同济大学生》报是时代的宠儿。在这个呼唤着狂人和巨人的时代里，真与假、

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空前激烈地交织碰撞着；科学的发展也早已不是手摇诗扇的秀

才们四平八稳的规行矩步；社会再不需要卑躬与自谦，它正渴求着新的思想与意识。

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学生们，是从来不甘袖手旁观于改革潮流之外的。变革传统观念，

创造新的意识，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办报的宗旨。

《同济大学生》报由我们大学生自己编、自己读、自己写。它将通过众多的栏

目采取多种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真实地反映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学习、工作、

生活。做大学生可信赖的朋友，独具鲜明的时代感和理工科学生特色，这就是我们

所要为之而努力的。

《同济大学生》报在同济园中破土萌芽，它象一位年轻的鼓手，为同济的振兴

咚咚地敲响现代化的节奏。改革了，一切过时的、腐朽的东西都应当被无情地摒弃；

一切传统的、“理所当然”的东西都应当被重新认识！

对于办报来说，我们都还是远离着成熟的，但我们深信：不灭的热情是通向成

功的阶梯。领导和师生的鼓励会带给我们信心和勇气。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

让我们共同扶持它！

试刊一号（1984.11.17）第 1 版

祝贺《同济大学生》报试刊

校长　江景波

在同济的百花园里，金色的秋天是美丽的，因为它充满着丰收和希望。同济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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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团委和学生会联合创办的《同济大学生》报在金色的秋天诞生了，它也充满着丰

收和希望！

希望《同济大学生》报荟精集萃，广开言路，成为反映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

的一面镜子，成为广大同学的挚友，成为学校教学改革工作的宣传阵地。希望《同

济大学生》报有青年的朝气，办得新鲜活泼，富有特色和时代气息。

愿《同济大学生》报在开拓我校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中，根深叶茂，茁壮成长。

试刊一号（1984.11.17）第 1 版

我校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记者　张国栋

本报讯　十一月十二日，我校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在外语楼召开成立大会。

该中心旨在使同学们通过实践提高适应能力，扩大知识面，同时在经济上增加

收入。中心成立后，将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主要承接校外社办企业，集体企业和

个体户的技术服务项目，然后在全校实行公开招标。成立大会上，服务中心就对已

有的服务项目机械类描图等进行了公开的招标，其他服务项目诸如电子琴改进、建

筑设计、外语翻译等正在积极联系中。

该中心分设经济核算部、对外联络部、对内联络部等三个分部，由总经理、副

总经理、三个分部经理等五人组成经理部。中心实行经理负责制，由校学生会副主

席周彤担任总经理。中心在每系聘请一位老师组成技术顾问团，高廷耀副校长担任

顾问团团长。

学校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试刊一号（1984.11.17）第 3 版

本报召开读者招待会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几十名各方面的读者和本报工作人员聚集一堂，在新大楼

会议厅召开了本报第一次“读者招待会”。会上，许多读者向本报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对于本报今后更好地工作，真正体现学生办报的特色，无疑起了一个极大的推

动作用。本报将针对这些建议，切实改进工作，想方设法把报纸办得越来越好。

试刊二号（1984.12.1）第 1 版



004  花开的声音 

怀着赤子之心 带着同胞深情

香港大学上海交流团来我校访问

本报记者 蔷薇

香港大学学生会国事会上海交流团一行 79 人在团长——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赵令扬先生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上海，并于当晚到达我校。交流团在上

海将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

近年来，香港大学学生会国事会在推动同学认识祖国、关心祖国、促进祖国四

个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在香港前途问题上，该会与香港其他大学学

生团体一样，一致维护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严正立场。

他们这次来访，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市科

协、青联在青年宫联合举办了“香港情况介绍、展览会”。我校作为赞助单位之一

协助举办。交流团在沪访问期间将广泛地同我校同学进行交流。有关方面还将举办

各种联谊、座谈、参观等活动。预计这次访问将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

试刊三号（1984.12.26）第 1 版

他们心中的同济……

本报编辑部

提起高楼大厦，港大的学生就会想到内地的同济大学，我校这所以土木建筑为

主的理工科大学，不仅闻名全国而且在港大同学的心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本月十九日深夜，纷飞的雪花给静寂的同济园披上了银装，瑞雪迎来了香港大

学访沪交流团的同学。洁白晶莹的片片雪花象征着两所大学的同学们那颗颗纯洁真

诚的心，港大的许多同学还是第一次看到雪，他们欢呼、雀跃，连声称赞：“同济

真大！同济真美！”

通过三天来和我校同学的相互接触，港大同学认为我校同学都很富有爱国激情，

也十分好学、稳重、大方。以往他们都认为大陆学生都是一心钻学问，不关心任何

活动的“潜水艇”式的人，现在他们亲眼看到了同济同学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他

们还饶有兴趣地参加了我校的周末舞会，觉得同济学生的交谊舞跳得很不错。

谈到我校的教学管理制度，他们普遍认为管得太紧。在香港，学生必学的科

目不像我校这么多，他们自由选择听课，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有能力的同

学还可以同时攻读两个专业。他们认为我校同学能自由安排的时间太少，这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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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同学发挥个人特长、扩大知识面，只能跟着老师看书本，不利于开动脑筋独

立思考。

港大同学听说我们现在也搞勤工助学，觉得应该深入推广下去。认为内地的大

学生应该通过勤工助学，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了解自己在社会中

的作用，自觉地把自己培养成适合社会需要的大学生。

提到我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一些港大学生觉得更喜欢他们大学毕业后

自己找工作这种方式。他们认为自己找职业，好坏自取，不怨别人。通过和招

聘单位当面提条件，容易找到适合发挥自己才能、提高工作兴趣和保证经济收

入的职业。

同济在港大学生印象中是一所正在建设中的蓬勃向上的重点大学。他们真诚希

望能够通过这次访问更深刻地了解同济，了解中国大学生的情况，增进大陆和香港

两地大学生的友谊，面向未来，共兴中华。

试刊三号（1984.12.26）第 2 版

祝贺《同济大学生》报创刊

蔡仲德

“在和青年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常想，我和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应起怎

样的作用？想来想去，写了一首《致青年》：

你们是春天的苗，我愿作灌苗的水；

你们是炉中的钢，我愿作炼钢的煤；

你们是远征的帆，我愿作鼓帆的风；

你们是待发的箭，我愿作引箭的弓。

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追求。我从实践中体验到，教书育人的事业，是需要

我们倾注心血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幸福的事业，我乐于为这个事业贡献毕生的

精力。”

湖南师大党委副书记戴海同志的这番话，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

大会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强烈的共鸣。

值《同济大学生》报创刊，我借这番话，用以为祝贺。我祝《同济大学生》报

如春苗，茁壮成长；如钢坯，锻炼成才；如白帆，乘风破浪；如响箭，啸呼直前。

1985 年元月

创刊号（1985.1.10）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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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与希望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　黄跃金

《同济大学生》报正式创刊了。我以一个校友、学友的名义，表示热烈的祝贺。

办报的同学要我写几句话，我十分高兴。我衷心希望这份大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运用各种新闻手段，围绕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的宗旨，传播科技、文化信息，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守纪律，特别是具有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四化建设人才而努力。

对如何办好《同济大学生》报，谈一点自己的想法。首先，要给同学们以时代

感。当前，我国正处在第三次腾飞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报纸要最快地触及时代的脉

搏，强有力地引导大家继承同济学生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执着奋进，为中华的振

兴而勤奋学习，做未来的主人。

其次，要做学校联系广大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做同学们的良师挚友。《同济大

学生》报要经常地、及时地把学校的要求传达给广大同学，同时，把同学们的要求、

呼声、意见、建议反映给学校领导。报纸既然是大学生自己的报纸，就要讲学生们

要讲的话，做学生们要做的事情，开展表扬和批评，维护广大同学的切身利益，加

强对同学们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指导。

再次，要在开拓中前进，在实践中创新。《同济大学生》报就像一枝刚出土

的新苗，要靠全校学生共同浇灌、栽培，大家来为报纸提供信息，大家来评这份

报纸，以改革的精神，在实践中努力做到内容新、文风新、版面新，形成自己独

特的风格。

创刊号（1985.1.10）第 1 版

新的校团委、学生会领导班子组成

本报编辑部

经第十届团委会首次会议通过、报校党委批准，本届校团委领导班子由六位同

志组成：书记，洪建一；副书记，胡金华、詹萌、贝晓曦、吴兵、李正林。第二十

届学生会通过首次全体会议，也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主席，玄成范（机械 82 级）；

副主席，张滨生（博士研究生）、贾锐军（机管 83 级）；秘书长，干旻辉（专职干部）；

办公室主任，贾锐军；物探 83 杨柯、机制 83 刘莉杰、计算机 82 孙有吉分任劳动

生活部正、副部长及文化娱乐部部长。

总 8 期（1985.5.6）第 1 版



第一章  驿动的心（1980 年代）  007

“五四”茶话会·共商大事

曹锡康

为了庆祝五四青年节，在改革时代赋予它新的意义，更好地体现我校同舟共济

的优良校风，学生会于四月三十日举行了“五四”茶话会。学校领导江景波、张纪

衡、蔡仲德等同志和学生代表聚集一堂，畅所欲言，共商同济大事。

参加茶话会的代表从我校科研、研究生免试制、奖学金的发放和勤工助学等诸

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与会代表一致感到我校宣传工作很不得力，致使

我校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影响不够大，声誉不够高。认为学校应在发展国外校际关系

的同时加强对内横向校际联系。对当前政治课教学与学生思想实际不相适应的现象，

与会代表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许多同学建议增加专业课实习时间，使教学与生产

更好地结合起来。

江校长充分肯定茶话会的意义，对同学提出的许多建议作了说明。他对我校试

行免试研究生制和奖学金制持肯定意见，并表示要进一步完善两种制度，同时，考

虑设立奖学金单项奖。对勤工助学活动江校长表示将给充分支持，学校正在考虑延

长假期并提供条件，让同学多开展智力型勤工助学活动。江校长指出学校将努力加

强与其他国家、企业、学校的合作交流，同时进一步挖掘内部潜力，把同济办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实体。

最后，党委副书记蔡仲德对如何加强学校党章学习小组的管理，加快发展学生

党员工作步伐，提出了初步设想。他要求全校同学发扬主人翁精神，为我校的发展

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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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人的课余

同济大学首届学生第二课堂展览花絮

本报记者 秋鸣

我校学生第二课堂展览已于本月九日闭幕。这次展览，汇集了我校学生近年来

科研、课余生活、勤工助学、社团活动等诸方面的成果，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我校学

生学习、工作和生活风貌。在展出的九天时间里，展览吸引了众多的来宾，在校内

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1 月 3 日《文汇报》对此作了报道，同月 10 日上海电视台

作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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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可畏

在全校各系的二十多个展厅里，琳琅满目的展品，令人眼花缭乱。

不同风格的书法、美术、篆刻和集邮作品，使人沉醉于高雅的艺术境地；从西

沙、海南等地带回来的鹿角、珊瑚、黄铁矿石、钟乳石等，把人们引入了美丽的海

底世界。还有获得在日本举办的国际建筑设计大赛二等奖的“中国江南水乡、中庭

空间设计”方案，在今年全国女青年小发明有奖竞赛中获得了三等奖的无尘新型小

黑板，一篇篇科技咨询报告和小论文，无不凝聚着我校学生的朝气和智慧，反映出

广博的才识和志趣。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忠德、市教卫党委书记陈铁迪等都兴

奋地提笔留言，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济青年果然多才多艺，后生可畏啊！

课外之“课”

不是有很多人常常感慨岁月的匆匆易逝吗？几年短暂的大学生涯是人生中的黄

金时代。如何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如何丰富和充实我们的课余生活？

——电仪专业邹培国同学利用业余时间，编著了三十五万字的《德语构词法》；

结构系学生和土木事务所组织的部分同学为外单位完成了近十个设计项目；环境系

同学为解决有机物含量较高的废水处理问题而精心研制的厌氧发酵罐……再看一看

课余兴诗作画，在艺术的广阔天地里不懈耕耘、尽情驰聘的同窗，许多平时在徘徊

和探求中的同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们在留言簿里感激地写道：“这次展览，也

是内容丰富的一堂课，教会了我怎样度过自己的课余时间。”是的，我们是新一代

的大学生，应该有点高雅的业余爱好，即使不成功，也不留下空白。

意犹未尽

勇于探索和开拓的人们，脚下的路是永无止境的。这次展览，内容之广泛，规

模之大，在各高校中还是首次。它对推动第二堂课的发展、健全我们的知识结构、

提高动手能力和管理能力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参观，大家很受启迪，深得

教益。然而，很多同学并不就此满足。为了加强各校同学横向联系，我们是否可以

举办一次全市性的联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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