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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明之际，沪上多所高校的师
生们正通过多样的形式，既缅怀逝去的老
校长、先贤，革命先烈，回忆他们的身教与
选择，传承他们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家国情
怀，又挖掘这个传统节日的深刻文化内涵。

复旦五大书院师生纪念老校长
为表达对已故老校长的追忆和哀思，

复旦大学志德书院、腾飞书院、克卿书院、
任重书院和希德书院分别组织开展“四月
追风”纪念老校长祭扫活动，追思先生风
骨，缅怀先生伟业，传承复旦精神。

据了解，马相伯先生名“志德”，是复旦
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复旦大学第一任
校长，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李登辉先生字

“腾飞”，于1913年至1936年任复旦大学
校长，很早就提出培养完善人格的教育理
念，是复旦精神的创立者；颜福庆先生字

“克卿”，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者，并将“不
计功利，为社会，为人群服务”的理念在实
践中发扬光大；陈望道先生字“任重”，是新
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也是《共
产党宣言》中译本第一任翻译者；谢希德先
生名“希德”，是复旦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校
长，建树累累，开创了复旦大学与海外高
校、研究机构的国际合作。

其中，志德书院师生前往宋庆龄陵园
祭扫马相伯先生之墓。书院自管会学生代
表全体志德师生为老校长献上花篮，瞻仰
先生不朽的精神之光。学生吴妙丹、刘煜
伴随着《今生永相伴》的旋律，以“朗读者”
的形式呈上了诗朗诵《大师马相伯》，带领
大家回顾老校长毁家兴学、恢复震旦、心系
国家的动人历史。

腾飞书院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学生们
通过整理李登辉老校长的资料，表达对先
生的缅怀和敬意。同学们认真阅读《李登
辉传》，结合线上资料，了解李登辉老校长
的生平事迹和他对复旦大学作出的巨大
贡献。与此同时，腾飞学子积极开展线上
纪念活动，结合学习内容将李登辉老校长
的事迹进行推送，为老校长点亮蜡烛表示
缅怀。

交大校园烈士墓前追思祭扫
在上海交大，烈士墓前的祭扫活动，激

发着年轻学子们浓浓的爱国情怀。学生们
来到校园内的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墓前，缅
怀以史霄雯、穆汉祥烈士为代表，积极献身
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富强、真理探索传
承的交大先辈，师生们还追忆了曾经在交大
学习和生活过的钱学森等校友们的事迹。

这座有着 120 多年历史的老校园里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全校之内先

后有27位英烈为国为民献出生命。
每年，师生们都在校内墓园告慰长眠

身边的诸位英灵，今年也不例外：他们来到
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墓前，深切缅怀以两人
为代表的献身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富
强、真理探索传承的先辈校友们。

全场肃立，师生们向烈士默哀。学校老
领导毛杏云向当代学子介绍了史霄雯、穆汉
祥在交大生活时的点点滴滴，事实上他们在
上海解放的前一周，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
害在今闸北公园内。“我愿化为泥土，让人
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穆汉祥烈士的
这句临终誓言让到场师生潸然泪下。

一位参与学生表示，此次清明祭奠，将
激励着交大学子继承先烈遗志，铭记历史
重任。革命先烈们追求理想、坚持真理的
无畏勇气和百折不挠、勇于攻坚的进取意
识都永不褪色，将激励交大青年学子奋发
图强、锐意创新，踏上新的征程。

甲午战争之后，交通大学诞生于国家
危亡之时，成长于民族振兴之际，腾飞于祖
国富强之日，约30万毕业生共同书写的校
史就是始终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发展
史，也是与民族强盛交相辉映的创业史，并
一直书写至今。

华师大连续4年缅怀学术先贤
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孟宪承先生

铜像前，一场简朴而庄严的祭奠仪式，吸引
了众“90后”大学生的参与：师生们头戴柳
条枝环，身着传统汉服，手捧一束素菊，通
过诵读祭文、献上柳环、燃香祭酒、鞠躬行
礼、敬献鲜花等，“追思先贤风范，传承大师
精神”。

今年清明恰逢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
长、我国现代教育家孟宪承逝世50周年，
师生们通过这场清明祭礼，缅怀先生的高
尚师德，表达“吾辈后生，践之行之”的决
心。在孟宪承祭祀活动结束后，师生们还
来到著名人口地理学家、“瑷珲-腾冲线”
的发现者胡焕庸先生铜像前，献花奠酒，
并为铜像佩戴柳环，表达胡焕庸科学精神
生生不息。

据了解，在华东师大，缅怀学术先贤的
清明祭礼已连续开展四年。此前的一个调
查显示，相比很多其他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对年轻人的教育意义却相对比较单薄。

为推进中国高校清明文化活动，华东
师大从2015年开始联合华中师范大学、山
西大学、江苏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6所高校
院所发出“纪念大学大师，继承传统文化”
的倡议，据不完全统计，到今年，我国高校
举行清明先贤祭祀活动的已达20余所。清
明节的先贤与学术大师祭祀活动，对推进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校园传承活动起到了一
定的社会效果。

清晨6点停车场车位就停满了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过了零点，00：

45就有第一户客户上门，比往年提前了很
多。”福寿园总经理赵小虎表示，园内的客
户来自全国各地，风俗习惯不同，有的是远
道而来的，因此在清明期间，他们是24小时
值班，对于这些早早来园的客户采取全程
陪同。

赵小虎介绍说，正清明当天从清晨5点
到下午3点半，车流几乎没停过。“早高峰的
车子像潮水一样涌过来。5点半的时候，我
们1、2、4号停车场已经停满了，6点的时候
4个停车场全部停满。”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前不久，墓园附近的建材市场因违章被拆
违，作为临时停车场，因此增加了1500多个
车位，解了燃眉之急。

“今天祭扫的人流超过 7 万，达到
70315人次，创下历年单日最高峰值。幸好
从10点半开始陆续有客人返程，11点半的
时候出园的人流明显多了起来，交通疏散
特别快，大大缓解了车辆拥堵。”赵小虎介
绍说，第一波返程客流出现在 10 点半左
右，当天 10 时 30 分。累计来园车流为
8532，累计来园人流50700人次；返程车流
约3500辆，返程人流约20000人。

据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工作人员吴先生
介绍，清明小长假期间（4月2日-4日）他们
接待祭扫市民114407人次，接待祭扫车辆

27031辆，约占总数的87%。
无独有偶，沪上另一大墓园滨海古园

也迎来了超大客流。滨海古园总经理李忠
玉介绍说，7点半的时候，古园内的停车场
已经差不多停满了。8点左右就启动了墓
园附近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的二号临时停
车场，在那里可以停七八百辆，再将客人通
过短驳车接到古园。早上8点左右，古园大
道上排起了长队。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4
点，该墓园累计车流11678辆，人流86436
人，落葬370穴。

据上海市清明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介
绍，在市、区两级清明节指挥部及各成员单
位的通力合作下，圆满完成了清明祭扫保
障工作，实现了平安有序的目标。本市错
时错峰祭扫效果显著，全市54家经营性公
墓和骨灰堂共接待祭扫市民224.8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减少11.38%；祭扫车辆27.2万
辆，较去年同期增加5.2%；落葬6588穴，较
去年同期增加15.3%。

在墓园写下不同的“临终愿望”
昨天，在福寿园的园内，随处可见一块

块黑板，上面用英文写着“before I die I
want to”，祭扫的市民纷纷写下死之前最
想做什么的“临终愿望”。据工作人员王晓
源介绍，这是新奥尔良的一位艺术家发起
的一个创意活动，墓园引进了版权，吸引了
很多市民纷纷留言。

记者看到，黑板上，大家的留言各种各
样，而且具有年龄特色，年轻人会写下“环球
世界”、“蹦世界上最高的极”、“吃遍世界美
食”、“拍一部纪录片，去一次南极”等，中年
人则会留下“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快乐，享受
生活”、“照顾好爱的人，实现他们和自己的
梦”，而年纪稍大的则会写下诸如“落叶归

根”、“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等话语。
在滨海古园里，则摆放了一个个时空

邮箱，祭扫的市民给远方的故人写下思念
的话语。让李忠玉感到欣慰的是，当天几
乎没有在园内听到鞭炮的声音，烧锡箔的
现象也大大减少。“希望今后能慢慢实现无
烟祭扫。”

正清明224.8万市民出行祭扫 各大墓园内人流井喷

有市民为错峰才过零点就抵 达墓地“00：45”第一个到
没有最早，只有更早。昨天凌晨时分，青浦福寿园的工作人员

接待了最早一户来祭扫的家庭。工作人员看了看手机，上面显示
“00：45”。这一时间刷新了清明扫墓的最早纪录。

昨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各墓园客流出现高峰，通往墓园周
边的道路存在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记者昨天下午从上海市清明
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当天，全市54家经营性公墓和骨灰堂共
接待祭扫市民224.8万人次，祭扫车辆27.2万辆。由于此前宣传的
错峰错时祭扫，使得沪上祭扫总体平安有序。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高校师生缅怀老校长、学术先贤、革命先烈

市民前往嘉定区的白鹤憩园扫墓。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