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岁老伴为完成丈夫遗愿，捐出两人全部财产
上海交大昨收到150万元特殊捐款，史料再现校友张良起为国家、为国防事业奉献的一生

昨天下午， 一份特殊的捐款———

四张存折加上一张银行卡，正好150万

元人民币， 被88岁的刘杜珍老人亲手

交给了上海交通大学相关负责人。

衣着朴素、 满头鹤发的刘杜珍辗

转多方才联系上学校，如今她已经通过

公证，还把自己身后包括房产在内的一

切财产也都全部捐赠给上海交大处理。

为什么要捐款？ 老人平静而又坚

定 ：“这是我先生生前和我共同的约

定，我们这么多年的工资积蓄，再加上

身后的余财，全数捐给学校。他走后，

我的精力和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我必

须尽快完成这件事。”

刘杜珍的丈夫是交通大学1946届

的校友张良起， 一生潜心育人。2009

年，张良起因病离世。离世前，他与刘

杜珍约定：他的器官捐献给北京301医

院做科研教学之用，丧事一切从简，身

后把自己的节余全部捐给学校， 用于

教育事业。

鲜为人知的是，张良起曾在1950年

我国第一支雷达部队组建时， 被派到

军队里带领学生一起修雷达，且教会学

生如何修雷达。上世纪50年代末 ，他还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组建起了我国第一个导弹

工程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紧缺人才。

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国家

直到现在， 刘杜珍住处所用的还

是上世纪80年代初搬家时购入的家

具。张良起去世后，为圆张良起叶落归

根的遗愿，这些旧家具也跟随着她一路

从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宿舍搬到上海。

两位老人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改

革开放，亲历了祖国从积贫积弱、千疮

百孔到现在的繁荣昌盛。刘杜珍说：“我

的愿望和张良起的愿望是一样的，那就

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发展得更快。”

接到刘杜珍的捐赠请求后， 上海

交大档案馆调出了张良起的档案，他

的前半生与上海交大有着不解之缘。

留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的， 除了张

良起的成绩单， 还有他当时在重庆九

龙坡交大分校参军抗击日军的报名册

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抽调到南京海

军联合学校任教的档案。

张良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兄

妹五人有三人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两

人考进浙江大学。1941年，张良起从南

洋模范中学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后没多

久，上海租界就沦陷了。随着在法租界暂

时栖身的交大被日伪政权接管， 痛恨日

寇的张良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辍学回

家，自修大学功课。

刘杜珍回忆，张良起曾说起，自己当

时只想跟着交大西迁去重庆。 直到1942

年，张良起辗转到达武汉后，才从武汉跋

山涉水，步行两个多月到达重庆，继续自

己的大学学业。

1944年底， 濒临失败的日军进行最

后的反扑，重庆岌岌可危。当时在重庆交

大的张良起毅然报名参军， 最终因为体

检没有通过。如今，报名册还留在上海交

大档案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良起面临毕业

选择。1946年他从交大毕业后去了上海

电讯局，仅仅两周，他就辞去了这个“高

薪”工作，因为他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

治下上海各机构的腐败。 随后他考进上

海电话公司， 但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工作

机会，因为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不愿意

看到公司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傲慢。

张良起想回母校任教， 但交大一时

没有助教的空缺。为此，他宁可暂时去当

中学教员，也要等待。1947年年底，他获

悉交大电机系需要助教， 立即去找系主

任、知名教授钟兆琳。钟兆琳非常了解自

己的得意门生，欣然应允。

曾任我军第一批雷达
兵的“导师”

“从张良起回到母校任教起，他就把

教育事业作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了。”刘杜珍告诉记者。

少有人知的是， 张良起曾经担任过

我军第一批雷达兵的“导师”。新中国成

立后， 为了反击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

炸和袭扰，我军组建了第一支雷达部队。

1950年， 交大21名学生成为第一批雷达

兵，后来又陆续有学生加入。但他们面对

的是日本投降后废弃的雷达、 电台以及

美国废弃的雷达。这批学生没有人学过雷

达理论，此时，交大派出了张良起。

张良起到部队后，一边给大家上课讲

雷达原理，一边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有的

雷达已经破损，张良起就挽起袖子，自己

动手修。 这支雷达部队在防范敌机袭扰、

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

良起则是一名没有穿军装的无名英雄。

三个月后， 张良起的学生都能上岗

值班了， 他又帮他们建立起各种规章制

度， 才返回交大。“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后

来查阅校史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校

史人物传记时才发现的。”上海交大党史

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告诉记者。

1951年7月，张良起再次与军队结缘，

他被借调到南京海军联合学校二分校任

电子学教员，在南京下关为防空部队培养

雷达兵。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了三等功，他

的工作也受到了同行专家的赏识。

第二年， 我国要建学校培养军事技

术人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应运而生。

时任院长陈赓请一批专家推荐青年技术

人才，列出他们的名字和院校。名单中这

些人所属的10多所院校的校长都被召集

到北京开会，被要求必须放行。已晋升为

上海交大讲师的张良起因为出色的学术

表现、教学能力以及责任心，被列入这份

名单。他欣然受命。建院初期，张良起就

承担了电工专业的助教培训工作。

1957年秋， 因为国防建设的紧急需

求，哈军工开始筹建导弹工程系，首先在

全院范围内抽调教员。1958年4月， 学院

把张良起调到导弹工程系， 任导弹自动

控制教研室主任兼专科副主任。此时，在

电磁场理论研究多年并已取得可喜成绩

的张良起意犹未尽，虽然很不情愿，但还

是放下熟悉的专业，服从上级的安排。

导弹自动控制系统是导弹的大脑，

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军事技术之一。

可当时哈军工谁见过导弹？ 摆在张良起

面前的也是一张白纸， 该怎么教这个全

新的专业？大家都是一片茫然，而张良起

则成为了第一批到北京接受培训的哈军

工专家之一。

回到学院， 张良起手中只有少量的

相关期刊论文和说明，如何为学员开课，

就靠他自己了。万事开头难，为了备课，

张良起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导弹自动控制专业从无到有，一点

一点发展壮大。在张良起的培养下，年轻

教员也走上讲台，哈军工一批批毕业生也

为中国两弹一星的上天立下了历史功勋。

攒下的每一分钱都要
用于教育

“张良起平时穿的都是军装，吃饭几

十年来都是在食堂， 也没有什么额外的

消费。 攒下的每一分钱，他都和我说，就

捐给教育事业。 ”刘杜珍说。

“过去这么多年相处中，我们从来没

有过争执。 他说什么，我总是同意，因为

我认为，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有一年，张

良起因为在学校里的职务提升， 可以从

原本与同事合住的一套房内搬到单独的

公寓。张良起想都没有想，回来就和刘杜

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住得挺好， 教研

室教员的住房很紧张，我们就不搬了。 ”

刘杜珍一样点头说好，就这样，这套合住

的房子他们一住就是十多年。

张良起曾经的同事冯春祥说， 学校

曾经提出给张良起配备一名公务员或厨

师， 但是他拒绝了， 甚至连替他请个保

姆，也被拒绝了。 刘杜珍说，张良起临终

前交待，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北京 301

医院用于科研。最终，因为北京校友要求，

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余下的钱刘

杜珍全都攒入这笔捐款。 “我的退休工资

足够我生活了，这些钱能给国家的教育事

业多增加一砖一瓦都是好的。 ”她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

人程骄杰表示， 基金会将根据张良起的

愿望设立奖学金， 而未来收到奖学金的

同学在奖学金证书背面将会看到张良起

这些杰出校友的故事， 让他们将爱国奉

献、 饮水思源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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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大档案馆馆藏的张良起材料。

荨?海交大档案馆馆藏的张良起学籍相片。

荩张良起（图中圈出者）与同事的合影。

▲张良起和刘

杜珍捐出毕生积蓄。

本报记者 姜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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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信仰之源传承红色火种
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接第一版 )他还读过物理夜校 ，如饥

似渴地学习，只希望能多学一点回来，改

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业余时间，

他在留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中接触到了

早期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的著作成为

他最爱看的书。

1920 年 3 月，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

范学校带领学生发起国文教育改革和新

文化运动，遭到当局镇压，这就是轰动全

国的“一师风潮”。 陈振新回忆：“父亲提

起这段往事时曾说， 如果连语文改革都

会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 那么这个旧世

界必须要改变！”陈望道在一次座谈会上

也说道 ：“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

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

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 ”

正当此时，邵力子来信请他翻译《共

产党宣言》，原本就憧憬社会主义、敬仰

马克思主义的陈望道毅然应允承担重

任。 1920 年 3 月底，他回到家乡开始翻

译《共产党宣言》。“父亲花了不到 1 个月

的时间， 在老家四面透风的柴房里完成

了翻译， 当时他的手头只有关于该宣言

的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日文版， 以及两本

借来的字典”。

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看来，首

译《共产党宣言》的重任落在陈望道的肩

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陈望道本人就

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 同时也

是语言学家且外语俱佳。 在当时白话文

还没有完全推广的情况下，他选择将《共

产党宣言》翻译成白话文，使之传遍全国

各地。 从此，点点星光，蔚为汪洋。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建成后，复旦

大学党校办公室主任周晔一直担任 “星

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指导老师。 他说：

“《共产党宣言》 是一本短短不到两万字

的小册子， 而陈望道却花了五倍于平时

的时间来翻译。 因为他一边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边字斟句酌地翻译，反复推

敲。 正是他将日文版中‘绅士和平民’的

表述，修正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 ”

一团温暖沉静的火：
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
者，也是坚定的传播者

“陈望道先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

忠诚信仰者 ，也是坚定的传播者 。 ”周

晔在研究陈望道生平时发现了一个小

故事。

1922 年农历春节前夕 ， 陈望道用

《共产党宣言》中的核心思想创作了一首

6 句 77 个字的《太平歌》宣传共产主义，

并把歌词印在新年贺卡背面。 大年初一

上午，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带

头，发动上海全体党、团员 100 多人与工

人 50 多人，分头上街散发。

不到半天时间， 散发到上海大街小

巷、公共场所的“红色贺年帖”就以万计。

工人拿到贺年卡片后非常感动，认为“上

海滩有人关心工人了” ……由此，“共产

主义”一词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上

海进步青年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

当时党的生力军。

1920 年，陈望道在外国语学社讲授

《共产党宣言》，听讲的学员中有 22 岁的

刘少奇、16 岁的任弼时、18 岁的罗亦农、

17 岁的萧劲光等等。 他还在沪西小沙渡

路开办职工补习夜校，亲自上课、演讲。

1929 年陈望道到党领导的中华艺术大

学主持工作， 在这些学校为中国革命培

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复旦大学陈望道研究会会长、 中文

系教授陈光磊是陈望道的学生，也是陪

伴陈望道在医院最后时光的人之一。 他

说 ，陈望道先生是一团火 ，温暖沉静的

火 ，他一生追随党 、为人民的事业奋斗

不息。

陈望道曾言 ，“我是一个偶像崇拜

者，人类便是我的偶像”“活着一天，就要

为党工作一天 ”……1977 年 ，陈望道临

终前， 把毕生积蓄的 22 万元人民币，作

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以此践行他

终生不变的信仰。

“从父亲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任

务的那一刻起， 他的一生从未改变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 一直矢志不渝为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而奋斗。 ”陈振新告诉记者。

一个创新思政教育的
大课堂：培养代代学子“远
望大道、追寻真理”

信仰恒在 ， 历久弥新 。 100 年前 ，

《共产党宣言》 中译本为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

100 年后的今天， 在这个小小的 《共产党

宣言》 展示馆， 红色基因在这里赓续。 以

“信仰之源” 为定位， 这个展示馆正成为

真理传播的阵地、 追溯信仰力量的场域、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课堂。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 也

是 《共产党宣言》 问世 170 周年， 设在陈

望道旧居的这个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开

始对外开放。 统计数据显示， 这个展示馆

至今已经接待了六万多名参观者。 去年 6

月 27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

体队员的回信中， 鼓励他们 “在学思践悟

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

使命， 努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

不忘初心， 回望初心， 进一步坚定使

命信念。 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以

及陈望道追求真理的故事， 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理论、 有根有魂的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复旦大学 “星火” 党员志愿服务队成

员李亚男是目前讲解场次最多的队员， 开

馆至今已讲了 150 多场。 “常讲常新， 讲

解的过程是向望老学习， 更是坚定自己信

仰的过程。”

同为志愿讲解员的陈醉今年将博士

毕业， 他是最初的博士宣讲团成员， 也

是第一批 “星火 ” 党员志愿服务队成

员。 “在这里的这份经历， 让我更渴望

追随望老的足迹， 学以致用、 更好地为

人民服务。” 陈醉今年打算参加选调生

考试， 投入基层服务的广阔天地。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去年首次

招收本科生， 本科生班就命名为 “望道

班 ” ， 规划中的新图书馆也将命名为

“望道图书馆”。 “不仅仅是纪念我们的

老校长， 更有着远望大道、 追寻真理的

立意。” 焦扬介绍， 复旦大学还成立了

望道研究院， 既是研究老校长对传播真

理作出的贡献， 也是深化 “宣言精神”

的研究， 为培养更多 “宣言精神” 的传

人提供理论支撑。

同时，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也成

为新的思政教育的探索之地 。 复旦大

学党委党校在这里开设了情景党课 ，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青年教师

在这里开设了情景思政课 。 复旦大学

和杨浦区携手成立了杨浦区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学生实践基地。 不久前，

杨浦区大中小学生组织成立了 “星火

传承 ” 志愿者服务队 ， 将红色基因代

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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