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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为纪念著名地理教育
家、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地理教育研
究的开拓者和学科发展的奠基人、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褚绍唐先生（1912-
2004）诞辰105周年，“褚绍唐先生诞
辰105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论坛”前天
在华东师大举行。各界人士齐聚师
大，共议地理教育、历史地理、徐霞客
研究的学科发展。褚绍唐先生铜像
在学校地理馆前揭幕，先生次子褚君
浩院士追忆自己自幼受父亲的影响
走上科学之路的过程。他回忆到，父
亲常常说：“不要做池塘水面的浮萍，
要做池塘水底的乌鱼。”这样朴实无
华、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是对
子孙后代最深刻的教育。

严师出高徒，褚绍唐先生也用严
谨治学、积极进取的良好家风，鞭策
着家庭每一个成员不断进步，培养出
了科学家儿子：中科院院士、华东师
范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褚君
浩；河海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褚君达。

自十多岁起，褚君浩院士就看着
毛主席雕像背后的地理馆建设起来，
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
在师大校园河流中游泳，与中国人口
地理学开创者胡焕庸的儿子一起打
弹子，因为家中常有同门师生来访，
他也认识地理系几乎每一个人。

作为小儿子，父亲给褚君浩最日

常的印象就是在台子上不停伏案读
写，在家中与学生们讨论地理教研，
他的身教远远大于言教。小时候父
亲带他仰望天上的月亮，介绍星星、
月亮和太阳，讲解日食和月食现象。
他对子女并不直接说教，但有一句

“言教”，褚君浩至今不忘：“你不要做
池塘最表面的浮萍，那么轻薄肤浅；
你要做池塘最底下的乌鱼，扎扎实
实，又大又壮。”

在小辈眼中，父亲正是许多老一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爱国家、爱科
学、爱事业’。”高中时代，褚君浩写了
一篇“关于相对-绝对时空观的探讨”
的学习札记，“2万字，父亲帮我用针和
线装订起来，针尖刺痛了他的手掌。”

在德国的时候，父亲经常鼓励他
安心研究，又时时提醒要回国报效祖
国，母亲在信上还加写一句“世界上
最美好的地方是祖国，祖国最美好的
地方是华东师范大学”。“父亲对子女
孙辈每取得的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感
到欣喜，鼓励大家踏实勤奋，为祖国
多做贡献。”

“父亲一生淡名泊利，严谨治学，
一丝不苟。在他93岁那年，还辛勤
地编辑出版了《吴俊林学长怀念集》，
完成了《孔子年谱研究》，整理了自己
从1960到2003年间所写的诗文，汇
集成《屺叟随咏集》。父亲睿智博学，
识古通今，学识风范，事业功德，永远
为我们所敬仰。”褚君浩如是感慨。

褚绍唐诞辰105周年 褚君浩院士追忆父亲

不做浮萍做乌鱼，小家大国皆地理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精准的攻击、快速的躲
避、流畅的动作，让现场观众的尖叫
与呐喊声此起彼伏。首届“建桥杯”
上海市临港高校大学生拳击比赛
决赛近日在上海建桥学院体育馆
举行。本次比赛参赛选手均来自
临港高校的在校学生。拳击，对他
们而言不仅仅是一场力量的格斗，
除了兴趣与热爱，这更是一场自我
的修行。

“虽然比赛为非专业拳赛，但整
场比赛完全参照标准职业化赛事要
求，如赛制、赛前选手专业体检报告、

国家级或国际级专业裁判的评分，这
样规模、规格的拳击赛在沪上高校并
不多见。”上海建桥学院拳击队教练
肖友定表示。

现场还邀请了两个全国冠军选
手作为嘉宾参加专业运动员比赛，为
比赛造势。女子52kg级别比赛作为
压轴的全国冠军选手对决，每一次出
击都引来全场的欢呼。甚至有观众
惊叹地说道：“这组女子对决打得比
男孩还要勇猛！”

最终，东道主上海建桥学院拳击
队在男女9个级别激烈对抗中，获得
4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并荣获体
育道德风尚奖。

临港高校大学生拳击赛决赛举行

■都市脉搏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电影《入殓师》曾让无数
人知道了这个特殊的职业。其实在
上海也有一群出色的入殓师。

“2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工人，
但徐军已经是工匠，为了磨练技术，
他甚至连命都不要了。”“拼命”是同
事对上海市宝兴殡仪馆化妆组组长
徐军的评价。

1996年进入宝兴殡仪馆工作，那
时化妆师还是一个小众的职业，但那时
才27岁的徐军却走了少数人走的路。

徐军的一位同事调侃说，自己是
1997年入行的，只比徐军晚了一年，
但20多年过去了，徐军成了工匠，自
己还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这之间的差
别就在于下苦心。“2002年，我和徐军
等人被单位外派到加拿大学习国外
先进的殡葬整容防腐技术。我每天
上完课就回去睡觉了，他则在宾馆刻
苦学外语，连吃饭的时间都在看书。
还有一次，在一起车祸中，两位女孩
不幸遇难，我们忙活了半天去休息
了，醒来一看徐军还在忙，他在为女
孩一根根种眉毛，希望能尽可能恢复
女孩生前的容颜。”

从学徒到行业里最年轻高级工，
徐军只用了短短4年。经他着手处理
的遗体难以计数；无论难度多高，他都
会让逝者留住人生最后的尊严——以
完整、安详的遗容出现在追悼会。

徐军的精湛技术在全国各地的
殡仪馆中小有名气，经常有外地同

行不远千里来找徐军学习技术或请
求外援。2008 年 8 月，宝兴殡仪馆
收到来自广州殡仪馆的求助信息，
要立即处理一具非正常死亡的遗
体。根据传真过来的照片上看，遗体
已经高度腐烂，下肢损坏。领导找到
徐军后，他连夜出发。

当时正值盛夏，当地气温高达
40℃，存放遗体的殡仪馆设施简陋，
遗体腐败的情况极其严重。没有灌
注的容器，他就用大号可乐瓶代替；
一边不停地添加药水，一边对血肉模
糊的下肢进行缝合。尸臭味、药水味，
再加上身上的汗臭味混在一起，令人
窒息。当地的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休
息，可徐军却拒绝了。在这种环境
里，他足足坚持了3个小时。等他起
身出来时，才发现浑身早已湿透了。看
着恢复正常肤色和接缝好下肢的遗
体，在场的人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年前曾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客
轮翻沉事件，船上载有400多位游客
和船员，其中有上海籍游客数人。
徐军作为系统内最具权威的遗体防
腐整容处理技师之一被钦点为技术
援助专家。事后，有一名家属给他写
来了感谢信：“谢谢你，我女儿比生前
还要漂亮。”

经过数天高腐遗体处理的现场
操作，徐军和他率领的上海工作团
队的精湛技术和敬业精神在工作组
和同行中已是声名远播，每当遇到

“疑难杂症”都要请“上海师傅”们亲自
操作。

徐军在石膏模型上练习。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为逝者留住人生最后的尊严
——记上海工匠宝兴殡仪馆入殓师徐军

褚绍唐于1912年4月11日出生

在江苏宜兴屺亭乡花园村的一个农

民家庭。1927 年，年仅 15 岁的他考

入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并于1930年

提前进入暨南大学。1933年9月，褚

绍唐任暨南大学附中专职地理教员，

从中学到大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

年的地理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

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褚绍

唐任职于地理系，是建系最早的五位教

师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所著的《新

中国地理》一书，与解放前的各种旧的地

理书籍相比，无论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

编写的体系上，还是在编写的内容和方

法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从而在当

时广为流传，并被译为俄、日文发表。

1956 年新中国颁布实行了第一

个《中小学地理教学大纲》。褚绍唐

为大纲制定的成员之一，和人民教育

出版社陈尔寿先生等为之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对大纲所规定的地理教育

目的任务、课程课时的设置、教学内

容的安排和地理教学的方法等，进行

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上海

没有高中地理教科书，褚绍唐先生又

借鉴国外经验，编写了反映地理学发

展新成果的教材，对振兴上海高中地

理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 年被

授予全国第一个地理教育的硕士研

究生导师，其诸多弟子则在各自领域

成为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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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绍唐先生铜像揭幕仪式举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