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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山东大学，与山大原
有学科组成海洋系，后
发展为山东海洋学院，
直至今天的中国海洋大
学。调整后，厦大共设
13个专业。这次调整为
厦大成为文理综合性大
学打下基础，成为此后
几十年厦大办学的基本
模式。

石 慧 霞 对 《 中 国
新闻周刊》说，院系调
整过程中，富有远见的
王亚南给学校留下了若
干位相关学科的年轻教
师，这些老师日后都成
长为该学科在全国范围
内的领军人物，他们延
续了厦大的学科文脉，
同时也为厦大综合性研
究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1954年，厦大教
育系奉命调整到福建师
范学院，当时身在教育
系主持教务工作的潘懋
元却被王亚南留在了厦
大。王亚南问他，为什
么不以高等教育为研究
对象？此后，潘懋元开
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的先河。

面 向 东 南 亚 华
侨、面向海洋

厦 门 四 面 临 海 ，
福建又是华侨之乡，新
中国成立前，厦大就逐
步形成了吸纳侨生，研
究海洋的特点。1950年
代，经国务院批准，厦
大正式确立了“面向东
南亚华侨、面向海洋”
的发展方向。

围 绕 这 一 方
向，1956年10月，厦大
正 式 成 立 了 南 洋 研 究
所，研究东南亚华侨有
关的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问题，及华侨所在
国 的 历 史 、 地 理 等 。
同年，厦大还创办了中
国第一个面向海外的华
侨函授部，主要以函授
教 育 方 式 培 养 华 侨 师
资。1960年代初，厦大
的海外在学函授生人数
比1958年增加三倍多，
遍 布 五 大 洲 十 几 个 国
家。从1956年起，厦大
招 收 侨 生 数 字 开 始 扩
大，以逐步实现侨生占
全校师生三分之一比例
的计划。1963年，厦门
大学被中央确定为全国
13所重点高校之一。

1970年，因院系调
整而撤销的厦大海洋系
恢复。在院系调整到改
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
厦 大 海 洋 学 科 仍 取 得
了较大发展，尤以金德
祥、郑重教授等对于浮
游生物的研究，中国海
洋 化 学 学 科 奠 基 人 李
法西关于河口硅酸盐的
研究为代表。1982年和
1983年，厦大分别建立
了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
专业的博士点。这也是
国内这两个专业最早的
博士点。

厦 大 近 海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名誉主任、76岁的洪
华生出生于千岛之国菲
律 宾 ， 中 学 时 光 在 鼓
浪 屿 岛 上 的 厦 门 二 中
度过。1962年，她考入
厦大化学专业，改革开
放后，报考研究生时，
又“游”到了海洋系，
导师正是李法西。

得 益 于 导 师 推
荐，1980年夏天，36岁
并已有两个孩子的洪华
生只身前往美国罗德岛

大学海洋研究生院攻读
博士。她用4年完成了
5年的学业，必修课成
绩在全班31名同学中总
平均分最高。更重要的
是，她了解到当时，美
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在研
究海洋对碳的吸收，这
既涉及海洋与大气气体
交换的物理过程，又有
生物对碳的吸收，还涉
及营养盐对碳吸收影响
的化学机制，且关系到
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重大
命题。这一国际前沿的
研究方向在国内还属空
白，洪华生决心回国建
设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的
新学科，这也使她成为
中国第一位归国的海洋
学女博士。

1985年，洪华生回
到母校任教还不到一年
时，她的导师、海洋化
学专业唯一的博导李法
西去世。在这种大环境
下 ， 洪 华 生 只 能 从 零
做起。她注意到家门口
的 台 湾 海 峡 ， 不 仅 是
国际航运和鱼类洄游的
重要水道，也是东海与
南海海水和物质交换的
重要通道。在国内当时
对海洋的研究中，台湾
海峡还属空白。在1980
年代，两岸关系放缓，
研究台湾海峡是大势所
趋。1987年，在教育部
与福建省的项目经费支
持下，洪华生开始对“
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上
升流生态系统”这一课
题展开研究。

从 1 9 8 7 年 到 1 9 9 0
年，洪华生团队通过3
年内9个航次的综合调
查及实验室分析，探明
了闽南——台湾浅滩上

升流生态系的结构和特
征，项目成果获得1992
年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三 等
奖。管理部门还用此来
指导渔业生产，获得可
观的经济效益。

对 台 湾 海 峡 的 多
年研究，让洪华生意识
到 强 化 海 洋 环 境 监 测
和 预 报 能 力 ， 防 灾 减
灾也是海洋学科应用的
主题。2001年5月，在
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的大力推动下，国家十
五“863计划”重大专
项——台湾海峡及毗邻
海 域 海 洋 动 力 环 境 实
时 立 体 监 测 系 统 项 目
示 范 区 落 地 福 建 ， 由
洪华生任项目首席科学
家。2007年起，风暴潮
子 系 统 投 入 使 用 ， 能
够实现对福建沿岸37个
万亩海堤的漫堤预警，
对 “ 莫 拉 克 ” 、 “ 鲇
鱼”等32个台风进程跟
踪 预 警 报 。 另 一 个 子
系统——海上突发事故
应急辅助决策系统运作
至今，为海事相关部门
138起海上事故提供落
水人员漂移轨迹预测，
参与多部门救援831人
次。

洪 华 生 对 《 中 国
新闻周刊》说，自己回
国后几十年里，在学科
建设上，一直坚持以海
洋为特色，“觉得方向
是对的，就要抓住它，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
件去做，并尽量做好，
这就是止于至善”。厦
大海洋百年历史，几代
人 海 洋 人 不 断 继 承 和
创新，使得每个时期海
洋学科都跟得上时代步
伐，成为一流学科。

1998年，洪华生的
硕博研究生、在法国深
造的戴民汉被她说服回
国，接过老师手中的接
力棒，开始研究海洋碳
循环，如今，已经成为
厦大地球科学与技术学
部主任、近海海洋环境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并于2017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

戴 民 汉 告 诉 《 中
国新闻周刊》，厦大地
球科学与技术学部现有
三个一级学科，分别是
海洋科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以及生态学，三者
均以海洋为特色。2020
年12月，厦门大学“台
湾 海 峡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入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择优建设名单，
实现了厦大与福建省国
家级野外站“零”的突
破。

除 了 海 洋 学 科 ，
新世纪以来，厦门大学
在生物医药领域也成果
颇丰。厦大公共卫生学
院院长、国家传染病诊
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夏宁邵团
队 接 连 研 发 出 第 三 代
HIV诊断试剂盒、世界
首支戊肝疫苗研制、首
个 国 产 二 价 宫 颈 癌 疫
苗。2020年8月，由夏
宁邵团队参与研制的鼻
喷流感载体新冠疫苗已
完成临床试验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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