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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举行2023届赴西

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毕

业生出征仪式，也是同学们的最

后一堂思政课。我代表学校，向

同学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最

深挚的祝福，也向用人单位表示

最真诚的感谢！

离开学校33年后再次回到母

校工作，我常常在想：复旦人气质

中最与众不同的是什么，是什么

让我们优秀而独特？如果能有

“复旦胶囊”，让每位迈入校门的

学子服用就会成为“复旦人”，那

么这颗胶囊的配方是什么？我

想，“胶囊”中大部分成分也许与

其他学校别无二致，但可能就是

因为有两样关键成分，让我们在

茫茫人海中焕发出独特的“复旦

气质”。这里姑且将这两样成分

比喻为两个关键的1%吧。

第一个1%
是理想主义

现实生活中，“理想主义”不

总是一个赞扬的词汇，也许是

“脱离现实”“自命清高”的代名

词。即便如此，仍然为理想坚持

主义的人，一定不是因为幼稚或

盲目，而是精神上的自觉和改造

现实的责任。80 年代在复旦求

学时，曾在红砖砌就的老图书馆

阅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主

人公那段独白至今仍时时震撼

着我，让人仿佛听到血液在血管

里的轰鸣：“我活着为了什么？

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

的一定是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

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

里充满无限力量。”令复旦人独

特的第一个1%，也许就是这坚信

人生意义、灵魂里充满力量的理

想主义风骨。

1、做一个有志气、骨
气、底气的人。

在英文里，理想主义idealism

的构词涵义是“理想至上”，这与

孔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

“止于至善”涵义相通。真正的

理想主义者，是精神上有信仰、

有追求的人，永远追寻生存的意

义，努力做有意义的事；是情感

上的利他主义者，善于理解别

人、乐于关心别人，喜欢帮助他

人成长进步、促进社会积极变

化；是现实中的行动主义者，是

肯为理想而行动的人，竭尽全力

把世界变成理想的样子。

做 一 个 真 正 的 理 想 主 义

者，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该有的

样子。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

地对新时代青年提出“增强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

期望，要求大家成为担当中华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志

气表现为报国为民的远大理想

和坚定信仰，骨气体现在不屈

不 馁 的 品 格 和 不 卑 不 亢 的 态

度，底气来自“四个自信”和历

史自信，这是新时代理想主义

者该有的精神气质。

复旦人的理想主义从来不

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复旦118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救国、报国、

强国的奋斗史。今天各位同学

走向西部、基层和各行各业的重

点岗位，选择了小我融入大我的

道路。希望这份传承了 118 年

的家国情怀，帮助大家长志气、

强骨气、厚底气，伴随各位走好

人生路。

2、超越现实，关照现实。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不

懂现实，而是不屈从于现实。那

些终日活在自己“理想”里的人、

把现实世界理想化的人，不是理

想主义者，而是幻想主义者。理

想就像一棵树，越是向往高处的

阳光，越要向下扎根泥土；理想

主义者想开出理想之花，必须扎

根现实、改造现实。所以，理想

主义者会有自己的骄傲，清楚想

要什么，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会活得比较辛苦，在实现理想

的过程中会碰壁、会跌倒，但绝

不会逃避。

55年前，由上医青年学生组

成的“指点江山医疗队”奔赴贵

州，扎根贫困山区、解除群众病

苦，短则 11 年、长则 25 年，把浪

漫青春化作艰苦奋斗，叙述着上

医人兼济天下的情怀。新一代

医学生承续衣钵，复旦博士生医

疗服务团已接力 29 年献身健康

扶贫、公益医疗，继续谱写“行走

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之歌。

今天，许多复旦人主动选择

“吃苦”的道路。过去五年，2/3

的本科毕业生选择攻读研究生，

投身创新报国洪流；就业的毕业

生中，2/3 以上奔赴国家急需领

域和重点单位，上千名复旦人选

择扎根西部，近1100名复旦人成

为各地选调生。不少校友带着

建设家乡的情怀回到中西部，有

位校友说得好：哪怕能为家乡做

出一丁点儿贡献，也不负复旦人

的使命。

服务国家社会、改造客观

世界，都不会一蹴而就。希望

大家呵护好理想、关照好现实，

在与国家脉搏、人民呼吸保持

“零距离”的时候，与急功近利

保持距离，与成长的“路径依

赖”保持距离，与人生的“舒适

区”保持距离。

3、永远走在求索真知
和纯粹的路上。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对工具

理性保持警惕。复旦师生往往

有一种书生意气，喜欢“较真”，

对真相刨根究底、对真知锲而不

舍、对真理孜孜以求，这是一脉

书香、薪火相传。古籍整理研究

所的陈正宏教授曾为毕业生撰

写对联壮行：“史亦尝考，文亦尝

校，答辩近了，犹思几度改论稿；

家总要成，钱总要挣，奔走红尘，

莫忘曾经是书生。”

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书卷气，

让复旦人不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以往工作中，我经常能分辨

出复旦的校友，他们总能把理想

情怀与理性思考很好融合起来。

希望大家走上工作岗位后，保持

学习的朝气、思想的锐气、为人的

正气，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

4、干卓越的事，做有趣
的灵魂。

“差不多”，从来不是复旦人

做事的标签；干事创业追求卓

越，才是我们的名片。华为高级

副总裁张顺茂校友曾说：“踏踏

实实把工作做好还不够，还要不

断创新，思考怎么做得更好、做

到极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但 复 旦 人 也 不 是 一 味 的

“苦行僧”“书呆子”，在复旦园，

有趣的灵魂肯定比百里挑一要

多得多。很多理工医科大先生

都有深厚的人文造诣和艺术特

长，比如苏步青、谷超豪两位先

生既是数学家，又是文采不凡

的诗人。谷先生一句“人言数

无味，我道味无穷”，让诗歌的

美与数学的美交相辉映。校园

里，思想激荡、头脑风暴此伏彼

起，百团大战、巅峰对决朝气蓬

勃，斜杠青年、跨界青年比比皆

是。学术沃土、文化沃土，正是

大学该有的模样。

希望大家无论离开母校多

久，都保持复旦人的人生旨趣，

不断追求卓越、体验生命，做有

趣的灵魂。

第二个1%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复旦人从来不是清谈客，而

是实干家。善于解决问题是令

复旦人独特的第二个 1%。从理

想到现实、从主义到问题，我用

“山”打个比方，说明复旦人的这

种看家本领。

1、开门见山。

搞创新、求创造，提出问题

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李政

道先生觉得复旦校训里的“学”

与“问”两个字要合起来理解：

“学怎么样去问问题，才是真正

的学问。”我们越来越体会到，

“切问近思”所倡导的，正是发

现真问题、提出好问题的意识

和能力。

复旦一直把强烈的问题意

识作为一种学术传统。上世纪

60 年代，杨福家先生赴欧洲留

学，最深的感触是“没有问题就

没有创新”；他担任校长后，强调

“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填充的

容器，而是一颗待被点燃的火

种”。有教授回忆他读书时，“学

术热情迸发、问题意识强烈”，师

生扣着一个问题聊天，不知不觉

间“风也过去了、雨也过去了”。

许多校友回首大学生涯，工作后

可能会忘记知识点，但忘不了复

旦交给的治学方法，特别是找问

题的能力。

当前，全校正在开展“切问

近思”大调研，切问国之大者、城

之要者、校之重者、民之盼者，近

思育人之要、创新之策、聚才之

方、区域之需，聚焦建设“第一个

复旦”之“八问”，就是要在新征

程上发挥校训精神，研究真问

题、真解决问题，回答好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交出

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复旦答卷”。

2、咬定青山。

找准问题、明确目标，就要

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如果“横

看成岭侧成峰”，或者被各种因

素所干扰，很可能就会迷失方

向、懈怠初心。而复旦人往往有

一种定力和韧劲，认准的事情一

定会“硬磕”到底。从老一辈谭

其骧教授30年编纂《中国历史地

图集》、陆谷孙先生30年编纂《英

汉大词典》，到新世纪钟扬教授

跋涉青藏高原、搜集四千万颗种

子的“种子精神”，都体现了这种

可贵品格。

对于刚踏上社会的复旦人

来说，有个好想法并不难，难的

是如何实现想法、成就梦想。有

位年轻校友闯开了“创业成功”

之门后感慨：“人经历过磨难才

会成长，要敢于走困难之路。”在

座同学选择了进入广阔天地，就

要去经风雨、长才干。希望大家

既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也掌握“立根原在破岩中”的方

法，最根本的是服务人民、扎根

人民，做到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3、华山不止一条路。

在解决问题、攀登高峰的路

上，多半没有现成答案。复旦人

敢于破，打破固有思维，寻找自

己的答案；也善于立，另辟蹊径，

探索创新道路。

上个月校庆科学报告会，许

多 科 研 大 咖 献 上 了“ 学 术 盛

宴”。生科院鲁伯埙教授研究

“小分子胶水”，开创性提出基于

自噬小体绑定化合物的药物研

发概念，为疾病干预提供了新可

能。全世界高分子材料的主链

都是碳氮氢，但高分子系彭慧胜

教授在开发纤维电池时，提出用

金属原子构建高分子主链。这

是个“离经叛道”的想法，他们不

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而且

可能形成新的科学理论。

复旦人就要敢于勇闯“无人

区”。突破思想重围，拥抱新的

发现、新的可能，甚至颠覆固有

知识体系、打开知识新天地，也

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4、越过山丘。

复旦人解决问题，绝不只解

决眼前问题、单一问题，而是从

群山中找主峰、越过一山又一

山，从全局、长远、系统的意义上

解决问题。

信息学院已故的王威琪院

士就是学科建设深谋远虑的代

表。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坚持

物理、数学和医学等学科融合发

展；在 2010 年人工智能未兴之

时，又大力倡导发展智能通信。

这次主题教育期间，学校党

委也要求二级党委书记不断地

“越过山丘”，既“站在光华楼上

提问题”，跳出一隅看全校、看长

远、看本质，又“站在邯郸路上解

问题”，与职能部门协力同题共

答、聚合力量，完成问题整改。

预见未来、把握未来、引领

未来，创新中不仅从0看到1、也

从1看到10，工作中走一步、想两

步、看三步，这是复旦人应当具

备的素质能力。

人的一生有两个精神家园，

一个是家乡，另一个是母校。复

旦生活赋予我们共同的乡愁，

“复旦胶囊”赋予我们独特的气

质。纵然相隔千山，纵然跨越世

代，也能认出彼此、找到同类。

这，就是复旦之魅。

衷心祝愿同学们在下一段

征途上，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复

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

愿服务队回信中“心有所信，方

能行远”的教诲和嘱托，忠于理

想、永久奋斗，践行“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要求，

在回应家国使命中书写好自己

的人生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时代大潮中书写出这一代复旦

人的璀璨篇章。

珍视让复旦人独特的两个1%
在2023届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上的寄语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裘新

2023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