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祖国同频共振
上海交大 77、 78级学子追忆爱国奋斗故事

40年前， 一声恢复高考的春雷唤醒了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 怀
着无尽的憧憬， 带着求知的渴望， 2800余名学子从工厂、 农村、 部
队、 学校等汇聚到上海交通大学。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同时也改
变了国家的命运。

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具特殊意义的一个群体———“77、 78级”。

在大学校园里度过如饥似渴地学习的生涯， 他们离开因改革开放
而再获新生的上海交通大学， 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 带着交大
人 “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 的烙印和抱负， 奔赴各地， 在国家最需要
的地方建功立业， 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

因图强而生、 与祖国同行， 122年间， 交大精神始终在交大学子
的血管里澎湃流淌。 而 77、 78级投身祖国建设， 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的经历， 激励着年轻人。 而将交大精神渗透进神州大地， 用青春铸就
祖国的繁荣富强， 也正是上海交通大学对所有学子的深切期望。

他们的奋斗经历成为年轻人传承建功立业精神的不竭源泉———

韶华年代只争朝夕，

用青春岁月追回祖国发展失去的时日

毕业选择： 与祖国同向同行

建功立业：

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根生长

内燃机实验室。

▲ 电子工程系张煦教
授 正 在 指 导 学 生 。

（左图）

▲ 材料系阮雪榆教授
给学生上课。 （上图）

▲ 船舶工程系杨槱
教 授 正 在 做 实 验 。

（右图）

精密仪器实验室。

改革开放前夕， 人才匮乏成为我
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 。 1977 年
8 月， 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
作座谈会 ， 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果
断决策恢复高考。 恢复招生的上海
交通大学调动一切教学和科研资源，

提升教师地位， 2800 余名交大学子
的青春也从他们入学那一刻， 融入
了祖国发展。

一周 90小时学习时间， 只
为追回失去的青春

77 级学生 1978 年春季入学， 78

级学生当年秋季入学。 据统计， 这些
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生， 年龄最大的
32 岁， 最小的 15 岁， 他们中很多人
来大学前有的当过工人， 有的做过知
青， 还有的参过军， 师生同考、 兄弟
同考的现象比比皆是。 但基础知识普
遍薄弱， 是 77、 78 级学子面临的最
大挑战。

“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
高达 90 小时， 这些时间是靠千方百
‘挤’ 出来的， 挤掉了周末和节日 、

娱乐和社交 ， 甚至吃饭和睡觉时间
…… ‘学霸’ 就是这样炼成的。” 回
忆起在交大惜时如金的学习生涯 ，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77 级机械

工程系毕业的姜斯宪仍觉着有些难
以置信。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77 级船舶
及海洋工程系毕业的林忠钦院士回忆
说， 当时大家对知识极度渴望。 “上
课时， 我们总是抢占阶梯教室的前
排， 认真地做好每一堂课的笔记， 还
用课余时间补充知识。 除了学习， 我
们会一同在大操场和体育馆挥洒汗
水， 一起观看露天电影， 分赴全国各
地的工厂生产实习。 我们携手共度美
好时光， 在红太阳广场合影留念、 依
依惜别， 从此母校成为我们经常想念
的故乡。”

刻苦学习的风气在学子中间蔓延。

每天清晨的校园， 学生在体育锻炼、

在背外语； 晚上的教室里， 坐满了夜
自修的学生； 熄灯后的宿舍里， 学生
们还在走廊里、 路灯下看书， 也人有
买电池打着手电看书。 78级动力机械
工程系硕士席时桐回忆说， “入学后
数学、 政治、 算法语言等是大课， 全
年级研究生同学一起在新上院 600 号
阶梯教室上课。 大致一年后， 开始进
入教研组， 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课题
研究和论文撰写。 珍惜来之不易的机
会， 大家学习都很努力， 当时学校的
计算中心在科学馆， 上机需要预约时
间， 被安排在半夜是常事。”

“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

的老交大传统就此恢复，并
传承至今

办学历史悠久的交大有着独特的教
学传统，50年代，时任交大副教务长张鸿
将之归纳为 “门槛高， 基础厚， 要求
严”， 这也是 20世纪 30年代就已在社会
上传为佳话的 “老交大传统”。 恢复高考
招生时， 学校决心回归 “老交大传统”，

培养有知识、 懂技术、 会科研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填补我国科学技术
队伍的人才断层。 面对求知若渴的学生，

学校各门功课都安排了最好的老师，每门
主课更配置了辅导教师解疑释惑。

77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毕业的朱
红国清楚地记得，上课的老师都是当时
极有声望的学者。 “当时我们的数学老
师上课不用讲义，直接在黑板上推导出
一大串公式，特别潇洒。 ”彼时，校长也
走上了讲台讲授专业课： 著名电子学
家、 当年已 77岁的时任校长朱物华主
动开设“水声工程原理”新课，为研究生
授课；上海交通大学时任党委书记邓旭
初、副书记刘克也带领机关干部到基层
对教学、科研进行全面调研。

只争朝夕、 惜时如金———如今的上
海交通大学依然延续了这样的风气，校
园里诞生了不少“学术小牛人”，物理与

天文学院的鲍曼就是其中之一。2009年，

16岁的鲍曼考入上海交大物理与天文学
元，是班里年龄最小的，2013年直升为博
士生。 入学后，她的“学术时间表”就已列
得满满当当： 加入赵玉民教授课题组从
事原子核方面的研究； 在各项学科竞赛
中夺魁折桂， 赴美国特拉华大学做访问
学者……在此期间， 她的多篇论文在国
际核物理主流期刊发表。鲍曼说，青春的
路上，没有一种努力是无用的。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有无数和鲍
曼一样的学子在为自己的理想筑梦。 五
次问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创赛事历史上首个“四
连冠”； 六次夺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ACM国际大学生程
序设计竞赛金牌……一次次的“纪录刷
新”，记录着交大学子的付出，也是他们
美好青春的最好诠释。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倡
议“学在交大”，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营造更浓厚的勤
奋学习、崇尚学术的氛围。 如今，这四个
字深入师生人心。 同时，围绕“立德树
人、学在交大”，学校开展了新时期教育
思想大讨论，师生积极参与、建言献策，

全校上下形成合力帮助学子成长成才，

让一流人才培养真正成为学校迈向世
界一流最重要的基石。

1982年，77、78级两届学生先后毕
业，为当时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
一批新生力量。 那个年代，国家的基础
工业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数十年。 强
国，是每个爱国青年最大的期盼，而要
强国，得先搞基础建设，搞工业建设。

“爱国奉献” 是每一位交大毕业
生身上的烙印；“不忘初心， 矢志报
国” 也是交大学子们一直追逐的梦
想，而这一切始自 40年前。

校史档案馆记录显示，1982 年上
海交通大学为社会输送的毕业生中，近
三分之一被直接分配到郊县和边区。 他
们告别城市，钻进大山，来到祖国中西
部，把青春、汗水和成长，都献给后方的
土地，也双手成就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胡可一当时去了江南造船厂。 这
是中国最历史悠久的造船企业， 成立
百余年来， 为中国输出了一大批高新
技术船舶。 胡可一是 1978年考入上海
交大造船系的，那时候，他是班里年纪
最小的学生之一。 当时毕业的“潮流”

是“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这是
胡可一毕业后想去船厂的初心———他
希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画的图纸把船造
出来。在随后的时间里，他主持开发设
计了几十种船型，2008 年获得中国造
船工程学会首届 “船舶设计大师”称

号。 当看到自己亲手绘制的图纸变成
一个个钢板部件、 再被焊接成一个个
巨大的船体、 分段形成一个硕大的钢
铁巨轮时， 当这艘巨大的航船满载国
家工业发展的希望航行时， 胡可一感
受到了莫大的成就感。

对于焦李成来说，自 1978年踏入校
门，上海交通大学就是自己学术生涯的起
点。毕业后，他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开始人
工智能领域的神经网络相关研究。 1990

年， 焦李成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作，

至今在人工智能领域耕耘已有 30余载。

焦李成常常和自己的学生说，要“紧紧抓
住世界科技发展脉搏，走出校门感知世界
学术前沿，立于方寸之地胸怀国家发展命
运，艰苦奋斗创造幸福新生活”。 30多年
来，焦李成扎根西部，为我国人工智能事
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从他带
领的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走出的学子中，已有百余人成长为我
国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40年前，交大人投身西部、扎根
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行业和领域建
功立业； 40年后，交大人依然践行着
对祖国的承诺———他们 “上天”“入
地”“下海” ……改革开放四十年，到
处都是交大人奉献的身影。

2017年底，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

与建筑工程学院博士毕业生柏君励签
下 2018届沪高校 0000001号就业协议
书， 他没有选择到待遇优厚的外企，也
没有选择到工作环境舒适的大学和科
研院所，而是选择投身自己热爱的造船
事业，到武昌船舶重工集团的造船一线
从事船舶设计和建造工作。

“船厂一线与科研院所的办公室相
比，环境和辛苦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但
对我们学造船的人来说，正是因为船厂
的工作艰苦，所以才更有必要到船厂一
线去奉献我们的才智，借助先进科学技
术，不断提升造船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从而使得造船工人们能够不再那么
辛苦。 ”柏君励也是中船重工集团下属
的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引进的第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

像柏君励这样的交大学子还有很
多。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到中
西部、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就
业的毕业生比例创下新高，毕业生就业
引导率逐年上升。

还在校园里求学的学子，也越来
越关注祖国中西部和基层地区的发
展。 2018 年夏天， 上海交通大学的
828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分赴祖国大
江南北，在基层留下了他们的汗水与
脚印。

在新疆和田地区，一支由来自不同
民族、不同地域的交大学子组成的社会
实践团， 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支教育人，深入扶贫第一线。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首支赴南疆基
层开展社会实践的团队，他们的目的地
选择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
“北大门”———塔瓦库勒乡。 实践团中的
新疆籍学生有 8人，他们在进入大学以
来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接触和了解
家乡的机会也仅限于短短的假期，深入
基层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他们更希望
通过这次回乡的机会， 充分熟悉家乡，

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

此次新疆之行中， 实践团成员全身
心地投入教育工作， 为乡村的孩子们送
去知识， 帮助他们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
信念。 实践团成员自发募集经费， 为孩
子们准备了课外书籍、 本子、 铅笔、 乒
乓球、 足球等。 实践团还开展了 “行万
里路， 知中国情” 基层调研活动， 每到
一村一地， 都开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
座谈调研、 主题宣讲等。 “上海交通大
学———巴克墩小学社会实践基地” 在此
次新疆之行中正式挂牌。 在今后的各式
活动中， 会有更多交大学子入疆交流，

历练自我， 在祖国边疆留下他们的青春
记忆。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行业和领域， 在扎根
中生长。 40年来，在爱国奋斗情怀的驱使下，

交大 77、78级校友，不断以累累硕果，践行着
自己对祖国的承诺。

1977年， 在农村当知青的林忠钦高考结
束后被交大的船舶制造系录取。 当其他同学
毕业后走向政府、行业、学界、商界，林忠钦则
继续留在交大工作。 在后续近 30 年的工作
中，他投身于薄板产品制造与质量控制研究，

在汽车板精益成形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理
论和技术突破， 为我国汽车车身设计与制造
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成果在钢铁、

汽车、机车、飞机和重大装备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 黄震 1978年 9月进入交大内燃机专业
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长期致力于发动机燃
烧与排放控制、石油替代途径与新能源汽车、

城市大气污染控制及能源战略研究等工作。

他还积极探索学科梯队运行管理模式和考核
办法，开拓“动力”“能源”“环境”的学科新生
长点和交叉点。 2010年起，黄震担任上海交大
副校长，在学校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之外，

他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有人毕业后留在母校， 为交大发展贡献
青春。 也有人进入科研院所，为行业进步添砖
加瓦。 上海交大机械系 78级校友徐青，毕业
后被分配进了国防重点单位从事舰船总体设
计研究。 他择一事、终一生，坚守到今天，成就
了作为交大学子， 为国防现代化做贡献的奋
斗之路。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实业救国，实业兴
邦”，每一个交大学子都不会忘记。 尽管已毕
业多年， 徐青仍然记得老教授不知疲倦讲授
着精心准备的课件， 并一直受到这种敬业和
创新精神的激励。 踏上工作岗位，徐青一直
秉承“严谨求实、创新奉献”的理念，认认真真
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潜心学习钻研，成长为
多个国家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 在经历了无
数个不眠之夜， 在全国多个行业的共同努力
下， 我国首型远海隐身护卫舰终于问世。 之
后，徐青还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三代护卫舰，它
的服役大大增强了我国海军的短板， 并在亚
丁湾护航、 利比亚和也门撤侨等重大任务中
扮演主角，屡立战功。 两型舰分别于 2010年
和 201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徐青作为
总设计师，有幸两次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接
受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交大扎实开放
的课程教育， 部分交大 77、78级学子还有幸
在毕业后，获得了留学深造的机会，并在世界
的舞台上取得成就，为祖国和交大增光添彩。

冯大淦就是其中一位。

受时任校长范绪箕的勉励， 冯大淦在出
国前就确立了留学的目标： 在国际学术界做
出优异的成绩，为母校争光。 他选择了加利福
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跨学院、 跨领域的医工
交叉学科作为博士专业方向，并于 1988年顺
利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 毕业后冯大淦选择
去悉尼大学计算机系工作， 先后主持了多项
重点项目， 开创了若干个国际前沿的研究方
向。 后来他在悉尼大学创建了生物医学工程
与技术研究院， 也先后担任了悉尼大学交叉
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IEEE Fellow、国际自动
控制协会（IFAC）生物医学系统委员会主席，

以及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工程
院医疗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作为改革开放、 交大国际化办学的受益
者，冯大淦和众多交大学子一样，时常心怀感
恩。 他始终牢记着出国前夕老校长范绪箕的
叮嘱：“要学有所成，要为祖国出力”。 为完成
老校长当年的嘱托， 多年来他一直努力促进
中澳两国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 成为进一步
参与并推动交大国际化办学的亲历者。 2017

年初， 冯大淦作为侨胞代表受邀列席全国政
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获得了祖国的肯定。

有人留学深造，在世界舞台为祖国、母校
争取荣耀，而有人则毅然回国，将所学应用于
祖国大地。 从种田到读书，从工厂到大学，从
赴日进修到婉拒大公司的青睐毅然回国，从
插队知青到当选 2015 年度 “上海市科技功
臣”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身上有着太多
的经历。

1977年， 在江西已经务农六年的丁文江
获得了推荐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读研，从
此开始了对于合金领域的探索。

“寓精于料，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有
用。 ”丁文江多年来以这十六字的科研思想为
指导， 长期投身于先进镁合金及加工方面研
究，一干就是 30多年，他的团队接连攻克重
大技术难题，使得中国镁技术突飞猛进，广泛
应用于航天、 航空、 医疗汽车等国家重点领
域，并让通用汽车、波音飞机、日立等跨国巨
头前来中国，寻求相关技术解决方案。 他还先
后创建了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和上海市镁材料应用研究工程中心， 对中国
乃至世界镁合金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

“时代造就了 77、78级学子，他们用奋斗
与创造书写壮丽的青春， 在祖国建设的各个
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母校增光添
彩，并一直关注支持母校的发展。 ”姜斯宪表
示， 毕业后的 77、78级学子无论身处何种岗
位，从事什么工作，都怀着饮水思源、报效祖
国的初心，他们是母校的骄傲。

时至今日， 投身于创新科技最前沿和国
家最需要的领域，仍然是交大人的“初心”。 徐
立毕业于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4年，他与学术同行联合创立商汤科技，并
带领商汤科技在人脸识别、图像识别、自动驾
驶、人机交互、医疗图像、人工智能芯片等多
个领域取得领先技术，成为视觉 AI领域的独
角兽企业； 而另一位上海交大校友林晨曦则
在毕业后与人联合创立了依图科技， 致力于
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性科学研究， 依图
科技如今已深度参与和服务全国城市公共安
全，并在医疗领域发现了更多需求。

作为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港珠澳大桥
以工程难度之高闻名世界。 除了土木与建筑
这样的 “硬” 方向， 港珠澳大桥也面临着许
多的 “软” 问题。 云天励飞联合创始人兼
CEO、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1997 届校友陈宁带领他的团队， 使用自
主研发新科技， 为港珠澳大桥提供了智慧边
检、 智慧安防等一系列智慧服务， 为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贡献了力量。 陈宁说，港珠澳大桥
工程证明了云天励飞在安防行业的实力，他
们将继续打磨出更多有着社会价值的好产
品、一步一个脚印，为人们创造更加安全、便
利、愉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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