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廈門大學作為內地知
名學府，與香港有着千絲

萬縷的聯繫，一批批廈門學子走出校園，有的
來到香港，為香港乃至國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
的貢獻。回顧歷史，在香港這片熱土中，一大

批廈大校友們秉持嘉庚精神，以 「愛國愛港」
的堅定信念，譜寫拚搏奮鬥的時代篇章。

自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廈大
校友中有三位傑出代表榮獲了 「大紫荊勳
章」 ，其中第一屆獲頒勳章的是徐四民和黃克
立，第二屆獲頒勳章的是黃保欣。

「丹心扶社稷，鐵血護山河。」 這是徐四
民的人生寫照。徐四民，1936年考入廈門大學
文科部。在中英談判期間，他為香港的回歸、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
誕生和香港特區的籌建建言獻策。

黃克立，1935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
1948年舉家定居香港。他晚年在政壇發光發

熱，曾三屆連任全國政協常委，對內地改革開
放，尤其是財政金融及兩岸關係等提出中肯建
議，並全力為香港回歸貢獻自身力量。

黃保欣，1945年畢業於廈門大學化學系，
後赴香港創業，以商界數十年之奮進拚搏，成
就 「塑料原料大王」 之美譽。

此外，還有眾多廈大校友亦在香港各領域
發光發熱。他們中有致力於香港經濟研究的學
者，有推動中銀在香港發展的金融家，有加強
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的實業家，還有熱心慈善
公益的社會活動家。他們不僅是香港繁榮的見
證者，更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和香港的長期穩定
添磚加瓦。 大公報實習記者馮一笑

校友秉持嘉庚精神 為港繁榮發光發熱
愛國愛港

廈門大學是一所享譽
盛名的高校，有着優美的

校園環境和卓越的教學品質，培育了眾多傑出
人才，不少學生對廈門大學情有獨鍾，視其為
夢中情校。

廈大的美，美在芙蓉湖畔的浪漫。芙蓉湖
是廈門大學最浪漫的角落之一：清晨，湖面波
光粼粼，晨練的同學們在湖畔跑步，呼吸着清
新的空氣；傍晚，夕陽灑在湖面上，金色的波
光與遠處的建築交相輝映，美得讓人心醉。

廈大的美，美在建築中西融合的風格。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嘉庚建築群，這些建築不
僅歷史悠久，而且設計精美，每一磚每一瓦都
透露着濃厚的文化氣息。走在這些建築之間，
彷彿能聽到歷史的回聲。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張皖博傾吐着他對廈
大的 「愛」 ： 「初中時，我看了廈門大學的宣
傳片後，被優美的校園風景、多姿多彩的校園
生活和豐富的教學資源所吸引，立下了報讀廈
門大學的志願。」 雖然後來與廈大失之交臂，

但這次踏入夢中情校，讓張皖博很是雀躍。
「廈門大學的風景真的很美，真正意義上的風
景如畫，校園內的芙蓉湖居然還有天鵝，還是
黑天鵝。」 大公報實習記者周世駿

享譽盛名 夢中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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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新征程。希望廈門大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落實
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為黨育人、為國育才，與時俱進建設世
界一流大學，全面提升服務區域發展和國家戰略能力，為增
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2021年4月6日，習近平致信祝賀廈門大學建校100周年

閩港高校雙向奔赴交流學術分享心得

港生探百年廈大 最美校園育一流人才

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的第一站就是
廈門。這期間，他和廈門大學結下了深
厚情緣。習近平不僅喜歡和廈門大學的
專家教授交流，還喜歡和年輕人交朋
友。

當年，習近平專門抽出時間到廈門
大學參加以 「《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
政治經濟學現實指導意義」 為題的一次
小範圍座談。他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對社
會的廣泛了解，給與會的青年教師和學
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習近平曾透露，他在下鄉時，通讀

過三遍《資本論》，最喜歡的一個譯本
就是原廈大校長王亞南翻譯的版本。當
他聽說廈大經濟系把《資本論》三卷原
著列為必修課時，非常肯定這個做法：
「學原理、讀原著是接觸馬克思主義的
最佳方式。」

1986年中秋節前的一天，習近平騎
着自行車，帶着兩盒月餅到廈門大學學
生宿舍，請同學們吃月餅，一起過節，
令這些遠離家鄉的同學們感受到了大哥
哥般的溫暖。

資料來源：學習小組微信公眾號

到廈大分享讀書 細說《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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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之16

廈門大學，位於福建省廈門市，被譽為 「中國最美的大
學」 。校園綠樹成蔭，古老建築與現代教學樓交相輝

映。這裏不僅有美麗的環境，還有百年積累的深厚學術底蘊。
7月9日，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走進這
所百年學府，了解廈門大學探索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廈大
風格」 的一流大學建設之路，以及與在這裏學習的港生交流，
分享彼此在升學、實習、就業等方面心得和寶貴的成長經驗。

嘉庚瓦，燕尾脊，紅磚牆，坡屋頂……東
海之濱，鷺島之南，百年學府廈門大學，矗立
於巍峨的五老峰下、碧海金沙旁，閩南傳統建
築與南洋建築風格渾然一體，極盡巍峨俊秀，
端莊典雅，自成一股厚重寬廣的大學之氣。

2021年4月6日，廈門大學建校100周年之
際，習近平總書記致來賀信，為學校在新百
年、新起點上實現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前進方
向。賀信中強調，希望廈門大學全面貫徹黨的
教育方針，切實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為黨
育人、為國育才，與時俱進建設世界一流大
學。這令廈門大學全體師生深感溫暖、深受鼓
舞。近年，廈門大學積極探索 「中國特色、世
界一流、廈大風格」 的一流大學建設之路。其
中，在與香港高校合作方面，涵蓋學術研究、
創新科技、人才培養等領域。

據介紹，廈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與香港浸
會大學理學院簽訂了學術交流合作協議，雙方
可互派師生互訪，開展學術交流合作；與香港
都會大學科技學院在有害藻華發生機理方向開
展聯合學生培養，在藻類研究、應用和管理方

向展開學術交流；與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
院、香港城市大學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等共同進行海洋
生態的聯合研究與人才培養，服務海洋強國建
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

廈門大學哲學系博士張茹夢曾通過訪學項
目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做交換生。她稱：「香港高
校的生活豐富多彩，不同專業不同背景的人，
都可以融合各自專業知識愉快交流，這樣的跨
學科交流我覺得有意義，也讓我學到更多。」

港生盼前往廈大學習
作為一所百年高校，廈門大學也是不少香

港學生的理想學府。廈門大學2021級會計學專
業學生植兆怡與記者交流時，深情回顧了她在
廈門大學的求學時光。2021年9月，她從香港來
到廈門，踏入這所被譽為 「最美高校」 的學
府，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夢想。在廈大的日子
裏，植兆怡常常被校園內的溫馨景象所治癒，
還有那每日變換、美不勝收的晚霞，都讓她感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與寧靜。她表示，廈門

大學不僅以其絕美的自然風光著稱，更有深厚
的人文底蘊。在廈大，植兆怡不僅收穫了專業
知識，還結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寬了
自己的眼界。 「這裏匯聚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同
學，與他們的交流讓我深刻體會到了不同地域
文化的獨特魅力。」 她說， 「我參與了許多類
型的競賽項目，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踐中，這
些經歷讓我更加自信和成熟。」

同時，她也積極參與各類教育交流，包括
福建香港商會舉辦的職業沙龍活動。植兆怡表
示，希望透過參加這類活動，架起香港與內地
青年人交流橋樑，推動兩地高校教育合作，讓
更多香港年輕人到內地走走看看，全方位了解
祖國的最新發展，增進對祖國的認識。

曾想要報考廈門大學的港生張皖博參觀後
表示： 「廈門大學風景很優美，希望以後也有
機會到此交流學習。」

在遊覽校園的過程中，看着寫有 「自強不
息 止於至善」 校訓石，有港生感嘆，廈門大
學不僅是福建省的驕傲，也是全國乃至全球高
等教育的寶貴財富。

大公報實習記者 周世駿、馮一笑廈門報道

「蘇杭刺繡繡絲綢，
閩南刺繡繡石頭」 ，香港

傳媒學子7月9日走訪了福建廈門的惠和石文化
園，了解影雕這項國家級非遺。在園內，學子
們不僅親身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更與該非
遺項目的福建省級傳承人李雅華面對面交流，
聆聽影雕背後的故事。

2017年9月3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
晤期間，習近平主席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參
觀了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在觀看影雕工藝
展覽時，習近平主席介紹說： 「這些工藝師現
在做的事情就跟繡花一樣，但她們繡花是在石
頭上而不是在絲綢上。」

「習近平主席對閩南文化了解之深，令我
完全想像不到。」 李雅華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時
仍激動不已，她說： 「原本安排有專人講解，
沒有想到的是，習近平主席客串起講解員，親
自向普京總統作了介紹。」

影雕是用合金鋼鏨在石頭上雕琢 「針黑
白」 的藝術，是惠安石雕工藝的一個門類。
「影雕是根據黑白明暗成像原理，利用針點疏
密粗細、深淺和虛線變化而表現圖像，被人比
作是在石頭上 『繡花』 。」 李雅華曾耗費一年
時間獨自創作影雕作品《蘭閨雅集（十二金
釵）》，裏面由12億個點構成，這意味着需要
手持約1公斤重的合金鋼鏨，眼睛盯着石板，反
覆敲打12億次。

懷着好奇心，學子們躍躍欲試，跟着藝人
手持鋼鏨，在石板上細緻雕刻，感受力度與技
巧，也感受着工匠們對傳統文化的敬畏與傳
承。這種將繪畫與石雕藝術完美融合的獨特體
驗，讓學子們紛紛讚嘆不已。

據悉，2008年李雅華創辦廈門惠和石文化
園，讓更多人了解影雕，同時以此為基地進行
閩南石雕藝術的活態傳承，不斷推動影雕技藝
進入社區、學校以及國際交
流。學子們被她對藝術的追求
和傳承的責任感所感動，更感
受到了傳統文化背後的女性力
量與溫度。

大公報實習記者薛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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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被譽為 「中國最美的大學」 ，校園綠樹成蔭，古老建築與現代教學樓交
相輝映。圖為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學子在校內的芙蓉湖畔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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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們聆聽廈大學生介紹學校歷史。 臧克攝

▲學子們欣賞影雕作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學子們與福建省級傳承人李雅華交流，聆聽影雕故事。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