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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出任三所大学的校长俞立中：见证中国高等教育从复苏 到跨越式发展

教育不仅仅改变了自我，更将 成就更多的时代青年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还先后担任过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他被学生誉为“最亲民校长”“最有魅力的校长”。而今，他依然深耕高教界，为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而孜孜以求。
“一滴水可以折射整个太阳”，俞立中自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推动者。教育不仅仅改变了自我，更
将成就更多的时代青年。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如果没有40年前恢复高
考的决定，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完
全不同了。”坐在上海纽约大学
的校长办公室里，俞立中回望起
40年前的自己。在他看来，中
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教育起步。

“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从社会
广纳可塑之才，表明了中国的改
革开放从一开始就瞄准了人才
培养的根本问题。因为特殊年
代的关系，当关闭十年之久的高
考大门重新打开时，最振奋的大
概就是那一大批积淀在社会上
又有着强烈上学愿望的青年人
了，他们清晰地知道这是改变人
生的机会。”

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
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期待
着通过一次公平的选拔改变命
运。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
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的春天。这一历史性的
时刻也开启了梦想的时代，照亮
了中国此后的前程。

那批77级、78级校友也由
此肩负起特殊使命以及祖国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承载着科教兴
国和民族复兴的大任。他们中
涌现出一大批政界、商界、文化
界、教育界、金融界等领域的精

英，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俞立
中是其中的一员。

回忆起初中毕业时的光
景，俞立中笑言，最初的自己甚
至没有去考高中的想法，“我自
己填的志愿是中专和技校。那
时一心想着独立，如果自己有
一技之长，就可以早点去工作
了。”俞立中说，得知他的“擅自
决定”，当时父母特别不理解，
还找了他们的朋友来规劝他。
最终，是因年龄不到报名的要
求，志愿被驳回。峰回路转下，
16岁的俞立中就这样去市西中
学读高中了。

青葱美好的高中生活才过
了一年，还来不及真正想想自己
的未来，学校就停课了。三年
后，俞立中的知青岁月也开启
了，他去往了黑龙江长水河农场
务农。“说实在的，刚停课时，我
们这些孩子还没有意识到究竟
会是什么后果，突然之间不用

‘苦读’，还觉得有些许新奇呢。
直到一段日子后，发现人生没有
学习的机会，内心才有了惶恐，
于是只想要发奋和改变。”

时间越久，俞立中就越发现
自己懂得的知识太少，渴望学习
的心变得愈加迫切。黑龙江的

农耕生活非常艰苦，很少有空余
时间，能到手的书也极少。一旦
借到一本书，大家会竞相传阅，
躲在帐子里打着手电筒加紧阅
读，便是一天里最享受的时光。

“其实看到的书很少，潜移默化
的影响会有，但要系统的学习肯
定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也只能
去看一些教如何烧菜的书了，便
造就了我的厨艺。”俞立中笑道。

俞立中是1978年参加高考
的，黑龙江省大约有十几万人报
名，为此省里组织了初试，从中
选拔了 6 万人参加国家高考。
他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准考
证。虽然准考证上的“姓”都被
登记错了，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让他一直珍藏至今。

俞立中回忆，在确定有了报
考资格后，农活依然不能少干
一分一毫。夏季的黑龙江白天
很长晚上很短，大家从晨曦微
露一直忙活到披星戴月才收
工，一日三餐都在地里吃。别
人晚上睡觉后，俞立中就打开
手电筒看辗转借来的高中课
本，做习题。需要记牢的数学
物理公式、化学方程式只能写
在手心里，白天一边干活一边
摊开手掌或背诵或琢磨。

为参加高考曾一边干着农活一边背着抄在手心里的公式

“那时的记忆力真是不错，
过目不忘。在那样‘无路可退’
境地下爆发出的潜力，也许真是
无穷的。”同时，他还会帮助其他
同伴共同复习迎考。

在初试中，俞立中以黑河地
区理科第一名入选参加国家考
试，而后又在总分500分的高考
中以421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华
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华东师大
是俞立中的第一选择。他坦言，
首先，他想回家乡上海上学；其
次，自己作为已是29岁的理科
生被时任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
的一句话所吸引：不管学生多大
年龄，只要过线的我就要。俞立
中也观察到，从77级学长的情
况来看，年级偏大的考生也更倾
向华东师大。这都坚定了他的
报考志向。

至于专业选择也有一个小
故事。作为一个理科生，俞立中
的第一志愿是化学，第二志愿才
是地理学。但由于他的右手中
指在农场劳作中被机器轧掉了
一段，可能影响化学实验操作，

没有录取到化学系。不过，他后
来还是很感庆幸，地理学不正是
华东师大最强的学科吗！

那时的大学校园，如饥似
渴、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蔚然成
风。丽娃河畔的晨读，阅览室和
自习教室的抢座，晚自修到点后
被赶出教室，熄灯后在宿舍过道
的苦读，那都是铭刻着的青春记
忆……

人生的规划中，俞立中从来
也没有想过会走上教育管理者
的岗位，在他看来，选择当一名
教师会是一条很适合自己的
路。毕业后，俞立中留校工作，
并得到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去
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学成归国后，他重返教师和
科研岗位。

1994年，华东师大党委打
算从一线教师队伍里选拔一些
合适的教师来参与学校的管理
工作时，俞立中就在考察名单
中。彼时，俞立中在参与筹建华
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
实验室，倾注着极大的热情和心

血，他多次婉拒从事管理工作。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评估通
过后，党委领导再一次找到俞立
中，“学校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优
秀的管理人才，这也是教师的责
任。”领导的话语重心长。

就这样，已被聘为教授、博
士生导师的俞立中似乎也没有
任何推诿的理由了，他接受了学
校的任命，带着科研业务走上管
理岗位，成为一名“双肩挑”的干
部，从校长助理、科研处长起
步。所谓“双肩挑”的概念是什
么？那就是上班时间做行政工
作，晚上的休息时间或是周末和
寒暑假再能去考虑如何在学术
上提升自己。

一开始，俞立中并不太适
应，但坐在什么位子上就该有其
应有的样子。投入时间，用心摸
索，一年后，俞立中被任命为副
校长，而后担任了上海师范大学
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直到
一手参与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备
和创建，并出任上海纽约大学的
首任校长。

走上校长岗位是偶然，自己更愿意做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