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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新校长开拓南大精神的续往开来期望新校长开拓南大精神的续往开来
——毕业50周年纪念有感(下)——毕业50周年纪念有感(下)

学院毕业生一样，由
于 文 凭 是 国 大 颁 发
的，她们亦具双重校
友身成为两家学府的
校友及母校。双重校
友的法理及法定身份
是得到教育部高等学
府署所确认的，可惜
至今南大校方对此法
理还不是非常清晰，
甚至模棱两可，把创
校史定从81年开始，
犯上与国大自认校史
从80年开始一样，以
致公众及校友对大学
法缺乏准确的认识，
甚至误解。

从81理工学院到
91理大成立，校方迟
至05年徐冠林教授出
任 校 长 期 间 ， 邀 请
李 显 龙 总 理 出 席 创
校50周年纪念致辞指
出：“南大过去五十
年的发展相当曲折。
因为社会环境变迁，
南大也改变了方向和
教学体制，先是改成
理工学院，后来升格
为理工大学”。这是
校方首次明确说明南
大校史始于55年。

从何教授雄厚扎
实 的 国 内 外 学 术 背
景、特别是从11年兼
职担任国大常务助理
副校长及商学院行为
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及15年开始在“科学
家回国计划”下，最
后出任高级常务副校
长兼教务长。相信他
选择出任新校长，对
南大进一步发展已胸
有成竹。他说：“我
欣赏南大这所有活力
的年轻顶尖学府，很
荣幸将有机会与南大
社群、师生等合作，
带 领 大 学 攀 向 更 高
峰！”

新校长对南大精
神的续往开来，到底
有何开创性的开拓与
创新？我们除了期待
他能实现南大2025战
略计划的目标，也期
望他对南大曲折的旧
制新制发展及自立更
生和力求上进的精神
有所理解，更期盼他
将“带着所建立的友
谊与善意，在南大开
始新篇章”。

华人历来盼望讲
究 “ 三 代 同 堂 ” 子
孙满堂。李总理纪念
南大成立50周年时提
出：“在当时物质贫
乏、困难重重的情况
下，新马华人社会发
挥众志成城的精神，
在这片园地建立东南
亚唯一华文大学——
南洋大学，让许多年
轻学子有机会接受高
等教育。那种勇于开
拓 、 百 折 不 挠 的 精
神，值得后人追忆、
景仰和学习。南大毕
业生得到建校先辈的
启 发 ， 走 出 校 园 ，
在 各 自 领 域 辛 勤 耕
耘，发挥奋发图强、
逆境求存的精神”。
当时，李总理点燃高
举火炬，传给南大三
代 校 友 ， 一 棒 接 一
棒，组成“薪火相传
集体行”，从行政楼
华裔馆去“南洋四合
院”—生物科学院主
持落成开幕。

对于南大的演进
发 展 ， 我 们 必 须 清
楚明白不辜负国家社
稷的培养。校方无论
按历史传承或法理依
据，把55年定为创校
元年，南大被关闭的
误解才会烟消零散。                                  
     

        QS2022世界
大学学科排名中，南
大有7个学科进入世
界前十名，25个学科
进入世界50强，展示
其跨学科的实力和全
球竞争力。南大社群

成员或校友遍布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如
果，当年南大理事会
不是无私为国为民，
将耕耘25年的云南校
园交付国大设立理工
学院，接着实施国立
教育学院与理工学院
第三次合并为理工大
学，南大能取得今天

的骄人成绩吗？
珍惜快七十年的

南大精神及与国大所
结 下 的 渊 源 ， 我 们
殷切盼望新校长2025
年庆祝创校70周年纪
念，让南大三代校友
协力推动南大更上一
层楼成为一所全球领
先的高等学府。

珍惜快七十年的南大精神及与国大所结下
的渊源

（早报讯）克里
姆林宫表明，除非华
盛 顿 聆 听 莫 斯 科 的
立场，否则俄罗斯不
会恢复履行与美国签
署 的 《 新 削 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 》 （ N e w 
START）。

路透社报道，俄
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就
乌 克 兰 战 争 再 次 警
告西方，他指控西方
直接参与乌克兰试图
袭击俄战略空军基地
的行动，并宣布暂停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

克宫发言人佩斯
科 夫 星 期 二 （ 2 月 2 8
日）接受《消息报》
访问时说，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对莫
斯科采取的集体态度
需要改变。

佩斯科夫说：“
不能为了保障一个国
家的安全而牺牲另一
个国家的安全。”他
还说：“‘以单一集
团行动’为乌克兰提
供武器的北约，已不

再是我们的附带条件
对手，而是敌人。”

谈到中国对政治
解决乌克兰危机发布
的 建 议 ， 佩 斯 科 夫
说，北京的声音应被
听见，重点在于细节
处，并强调俄罗斯欢
迎任何为达成一个和
平解决方案而提出的
建议。

中国政府上星期
五（24日）在俄乌战
争一周年发布《关于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 中 国 立 场 》 ， 建
议各方应保持理性和
克制，避免乌克兰危
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
控，支持俄乌相向而
行，尽快恢复直接对
话，逐步推动局势降
级缓和，最终达成全
面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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