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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
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
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
位 ； 不 动 手 做 实 验 的
人，休想控制大自然，
以造福国家及人民。

在 经 费 严 重 不 足
的情况下，萨本栋依然
想办法充实了厦大的工
科。他用三年时间创办
了土木工程系、机电工
程系和航空系，同时将
商业系具体分为工商管
理和会计银行两个系。
这基于他的一个核心思
想：那就是相信中国抗
战必定胜利，而胜利后
国家需要大量工科人才
建设社会。此外，石慧
霞 说 ， 还 有 一 个 考 虑
是，萨本栋自身是机电
工程系出身，创办这个
学科能够最大程度地用
到自己的资源和所学。

朱 水 涌 形 容 这 一
过程是“硬干”。因为
师 资 力 量 的 不 足 ， 早
期 这 些 新 成 立 的 学 系
常常是一位教授带很多
门 课 。 朱 水 涌 特 别 计
算过，发现有老师一周
上课时间多达90多个小
时。萨本栋本人上过的
课程更多，从“普通物
理 ” “ 微 积 分 ” 到 “
电 工 原 理 ” “ 交 流 电
机”甚至是英文，被称
为“O型”代课者。

非 常 高 强 度 的 教
学和行政管理任务、艰
苦的物质条件，对萨本
栋的身体造成了巨大损
害。萨本栋原是清华网
球队主力，在斯坦福大
学留学期间，他与哥哥
萨 本 铁 一 起 还 获 得 过
美国高校“鲍德温杯”
网球赛双打冠军。来厦

大 时 ， 萨 本 栋 正 值 壮
年。但当1941年潘懋元
在厦大见到萨本栋的时
候，只不过40来岁的萨
本栋，当时已经患有风
湿病，弯腰驼背，需要
依靠拐杖出行了。1944
年 ， 疾 病 缠 身 的 萨 本
栋离开厦大赴美游历讲
学，1949年初，因胃癌
晚期去世，年仅47岁。

但 萨 本 栋 已 经 托
起厦大度过一段艰难时
期。“厦大抗战时期是
壮大，不是衰退。”朱
水涌说。1938年1月，
厦 大 在 长 汀 正 式 复 课
时，学校只有9个系195
名学生，教师132名，
到1944年，学生数量已
增至926人，学系增加
到15个，教师人数也增
加到100多人。后来化
学 成 为 厦 大 的 优 势 学
科，就是当时傅鹰这样
的带头人打下的基础。

如 果 说 今 天 的 高
等教育能从那时期的厦
大汲取什么营养，石慧
霞认为有两点：一是学
校在专业知识传授上要
严把质量关；二是注重
培养学生的大格局、大
视 野 ， 教 授 们 能 从 论
文、课题等科研指标中
解放出来，引导学生看
到更高更远的东西。

1940年与1941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连续举
办了两届“全国专科以
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
， 厦 大 蝉 联 第 一 ， 国
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通
令嘉奖。厦大“南方之
强”的名号由此开始叫
响。朱水涌说，厦门大
学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
地位的确立，就是在20

世纪40年代之前。1944
年3月，美国地质地理
学家葛德石造访长汀厦
大，葛参观厦大后赞叹
不置，称厦大“为加尔
各 答 以 东 之 第 一 个 大
学”，加尔各答以东，
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东方战场。

懂得人的价值
就 像 建 校 初 期 有

林文庆、萨本栋这样给
厦 大 注 入 灵 魂 的 校 长
一样，1949年之后的近
20年间，厦大又迎来一
位 对 其 影 响 至 深 的 校
长——王亚南。徐迟在
其长篇报告文学《哥德
巴赫猜想》中，称王亚
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
值的经济学家”。

尽 管 参 加 过 国 民
革命与反蒋抗日的“福
建事变”，王亚南的人
生底色仍是一名学者和
教 育 家 ， 是 国 内 《 资
本论》的首译者之一。
潘 懋 元 回 忆 说 ， 在 厦
大，王亚南每天早上4
点左右起床，先写作两
小时，早上7点前后会
到学校迎接学生。他会
用自己的稿费给经济条
件不好的学生买鞋，特
别强调学生要有自己消
化、吸收知识的自学能
力。

王 亚 南 做 校 长 最
重要的贡献在于加强学
科建设、科学研究，奠
定了厦大成为研究型大
学的基础。1955年，在
面向新生讲话时，他就
提道：“今天我们所在
学校是个综合性大学，
综合性大学主要是培养
研究人员，科学研究人

才，你们将来就是要培
养成为科学家。”1952
年 ， 厦 大 在 国 内 高 校
中，率先恢复了大学学
报的出版，推出财经、
文史、海洋生物等各类
专版。

1956年到1966年期
间，学校开展了6次科
学讨论会，提倡学术自
由争辩，让“科研很重
要”思想的传播面和冲
击 力 扩 展 至 全 校 。 当
时，厦大的科研活动开
展以数学系最为突出，
开办了几何函数论、微
分方程论等讨论班，每
周一次，连续几年不间
断。厦大学报自然科学
版发表的论文，数学系
经常占一半。

正 是 在 这 样 的 氛
围中，厦大培养出中国
数学界的一位巨星——
陈景润。陈景润是福州
人，1953年本科毕业于
厦大数学系后，被分配
到北京四中教书。但因
陈景润生性木讷、不善
表达，被学校辞退，很
快回到福州，在街边摆
起了商摊。1954年，王
亚南在福州街边遇到陈
景润，他深知厦大培养
的 数 理 系 毕 业 生 绝 不
至于流落街头，于是将
其安排到学校数学系资
料室工作。1956年，23
岁的陈景润发表的一篇
《他利问题》的论文，
引起学界关注。此后，
中科院在征得王亚南同
意后，将陈景润调往数
学所。1966年，陈景润
宣布他证明了关于哥德
巴赫猜想最近一步的结
果。1973年，《中国科
学》正式发表陈景润的

论文，世界数学界为之
震动。因此，陈景润的
迅速崭露头角，与王亚
南爱惜人才、尊重人才
有直接关系。

潘 懋 元 住 在 距 离
厦大思明校区只有10多
公里的一个小区。每周
六晚7点半左右，潘懋
元的研究生们都会到他
家里来，在客厅里开展
一场学术沙龙，时间长
达3个多小时。学生们
搬着高、中、低板凳里
里外外坐三圈，在自由
的空气讨论学术问题。
从1980年代至今，潘懋
元家里的沙龙已经举办
了30多年，直到最近一
两年，他身体欠佳，沙
龙的频次才减少。潘懋
元举办学术沙龙正是受
到老校长的启发。上世
纪50年代，王亚南在全
国 首 开 了 培 养 经 济 学
研究生的先河，周六晚
上，他就经常找研究生
聊天。潘懋元说，“从
这里你就可以看得见我
是学他的。而且王亚南
对学生非常好，非常爱
学生。”

在1950年代的院系
调 整 中 ， 厦 大 航 空 系
奉命与清华大学、西北
工学院等8大院校的航
空 系 合 并 ， 即 今 日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的 前
身。1952年9月，厦大
王牌学系——海洋系中
的航海专修科与此前成
立的集美水专合并，成
立国立福建航海专科学
校，又并入大连海运学
院，后更名大连海事大
学。海洋系海洋物理组
教学研究人员，连同仪
器设备、图书资料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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