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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谈爆款博物馆展背后秘密

10 月 22 日下午，上海市文

史研究馆馆员，原上海博物馆

馆长、校友杨志刚教授以《城市

之光，上海实践》为题，为 2024

级文史社科新生开讲“强国之

路”思政大课。大课从他自己

的亲身经历说开去。

“我的成长跟复旦分不开
跟上海这座城市分不开”

现在大家把在城市里面散步

叫City Walk。杨志刚笑道，“我

们那个年代，也有那时流行的

City Walk。”少年时代，家住南市

老城厢的他有自己的宝藏路线，

最爱途经河南中路博物馆，到福

州路、南京东路书店淘书。

“做人文的学者，往往从买

书开始。”回忆青少年时代，杨

志刚说，自己的成长过程跟上

海这座城市分不开，跟复旦分

不开。

当时，复旦书店开在第一

教学楼，大家都爱去，课间只有

十分钟也照挤不误，小山般的

书丛中，抬头低头都是一张张

熟悉的爱书面孔。

“我带过许多䇹政学者、望

道学者。他们如今走出了一条

自己的学术发展道路——这就

是交叉培养的好处。”作为原文

博系系主任，杨志刚深感要给学

生尽可能广阔的空间，注重学生

的动手与拓展能力，尽早带学生

领悟学术、进入科研。他曾当任

文科科研处处长，关怀助力过人

文学科“青椒”成长。

从复旦到上博，从文博教育

到博物馆管理，工作岗位几经变

化，杨志刚说，在复旦的学术训

练、人文滋养和艺术史熏陶，还

有行政工作的历练经历，为他的

“转行”作了良好的铺垫。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的灯塔”

近年来，博物馆逐渐在媒

体和公众视野中亮了起来，成

为市民文化空间的热门延伸。

埃及展作为上博“对话世界”文

物艺术系列的第四个大展，备

受市民欢迎，不少人慕名前来

参观。

追溯到 2021 年，“对话世

界”系列的首展——“东西汇

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在杨志刚的推动下筹备推出，

复旦文博系毕业的上博年轻专

家担纲内容策划。由此开启了

这一系列，诞生了随后“从波提

切利到梵高”“对话达·芬奇”

“金字塔之巅”等一系列爆款展

陈，不断飨市民以世界各地宝

贵的文化精神食粮。

在杨志刚看来，博物馆具

有多重功能，展现在公众视野

中的有三大“身份”——是提供

公共服务的窗口，是传播文化

的文教机构，也是学术研究的

重镇，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让观众不用走出国门就

可以享用人类文明成果”，这是

杨志刚的愿景。博物馆这一特

殊的空间充满魅力，既能把优

秀人类的艺术作品集结，也能

把全球艺术史拼合起来。

今年年初，上博东馆初步

建成试开放，广受市民喜爱。

如今，上海市已有 165 座博物

馆，平均 15 万人拥有 1 座博物

馆。这样的成绩是过去几十年

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在上海

这片土地上，博物馆强国的理

念正在践行。

如今，博物馆不仅是文物

的展示场所，更是文化交流和

教育的平台。复旦大学与上海

博物馆加深馆校合作，共建教

育实践基地，通过与学校等教

育机构的合作，推动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这不仅是博物馆的

责任，也是所有人文学者和从

业人员的使命。”

杨志刚寄语新生：“现在的

学术发展丰富多样，大家完全

可以去驰骋，把所有天性潜质

发挥到极致。”

本报记者 汪祯仪
实习记者 段瑞怀

10 月 22 日下午，上海仲裁

协会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复

旦大学校友俞卫锋重返母校，

走上相辉堂讲台，以《法行天

下, 律引人生》为题，开讲“强国

之路”思政大课。

“有法律给我撑腰”
本科期间开始职业生涯

“我刚才进学校的时候，特

地去拍了这张照片——这是复

旦的 5 号宿舍楼，5 号楼 526 室

当时是我大三、大四的寝室。”

俞卫锋说，“我的‘职业生涯’就

开始于复旦大学，开始于5号楼

526室。”

1989 年，俞卫锋考入复旦

大 学 法 律 系 国 际 经 济 法 专

业。在这座学府，俞卫锋受到

“要将法律注入民族的灵魂”

的鼓舞，积极进取，学习认真

刻苦，成绩优异。他积极参与

社团活动与社会实践，不断提

升自我。

如何学以致用，将日常所

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处理案件

中？怀着长久的思考，大三那

年，俞卫锋与志同道合的同学

共同创办了“复旦学生实验律

师事务所”，提供义务法律咨

询，无偿帮助学校师生处理法

律纠纷。这个社团成立与活动

的地点——5 号楼 526 室，成为

俞卫锋律师梦的萌芽之地。

回看这段经历，俞卫锋笑

称自己是“无证执业”，还承担

了“律所主任”的责任。“如果说

专业学习提升了我的认知力、

思辨力和书面表达力，那课余

的兼职工作为我打开另一扇

窗，不仅提升了我的组织协调

能力和口头表达力，也磨炼了

我的判断力、执行力和抗压能

力。”

“总结一下我自己，就是一

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忙忙碌

碌、心无旁骛的律师。”俞卫锋

言语温和而有力，“我还是一个

永远的复旦人。”

“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从量到质、从体系到文化”

俞卫锋从自己在校期间的

法律实践经历和执业历程讲

起，以个体的视角引出我国法

律体系和法治环境的变迁，律

师这一职业的发展变化是其中

重要缩影。

“律师应当发挥怎样的作

用？律师应当为谁辩护？”谈

及这一问题，俞卫锋的回答掷

地有声而充满信念：“律师要

守护程序的正义。我们是在

为制度辩护，一个人究竟是好

人还是坏人，必须经过法律的

审判。这是我们以生命在捍

卫的权利。”

以上海“新天地”的旧城改

造工程为例，俞卫锋探讨立法与

执法层面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他曾经作为贷款方的律师，深度

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并为之自

豪，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一篇新闻

报道，“从宏观层面看，拆迁是必

须的、必要的，但在微观层面，这

一举动会涉及千家万户。”

通过这个故事，俞卫锋用

以小见大的视角引出了我国

房屋“动拆迁”制度的变迁。

以“房屋征收”取代“动拆迁”，

可以看到我国的立法从原来

的强调效率到越来越强调公

平的明显转变。“立法就是在

公 平 与 效 率 之 间 进 行 权 衡 。

我们的立法从效率端不断走

向公平端。”

谈及法律文化的重要性，

俞卫锋回忆起自己曾在复旦

2023届毕业典礼上被问到的问

题：在这几十年的工作中最大

的成就是什么？他当时回答：

“ 让 更 多 的 人 相 信 规 则 的 力

量。”而让规则的意识注入到中

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便是法律

文化的意义。

“Think out of the box。”俞

卫锋给出对复旦学生的寄语，

“大学生活刚刚开始，大家要更

加努力地学习，用开放的思维

去拥抱新时代。”

本报记者胡慧中
实习记者刘栩含

俞卫锋讲述法律给予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10月 17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
切希望。

10月 12日-15日，中国国
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全国
总决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经
过激烈角逐，复旦大学取得4金
1银 5铜的好成绩，金奖数量创
历史新高。

此次大赛，复旦大学金奖数
量创新高。复旦大学本科生团
队“纳瑞康肿瘤治疗非对称纳米
平台”、“VQCrystal——基于
深度学习的晶体新材料发现算
法设计”、“印领先锋——基于电
流体技术的高分辨率印刷柔性
电路开创者”等3个项目荣获高
教主赛道创意组金奖；“赤子青
山乡村旅游研学共富平台”项目
荣获“青年筑梦红色之旅”赛道
创业组金奖。

总书记重要回信在学校引
发热烈反响。此次大赛中摘取
本科生创意组金奖的“纳瑞康肿
瘤治疗非对称纳米平台”团队负
责人、复旦大学 2020级化学系
本科生沈嘉城和团队在接受《青
春上海》采访时表示，“党和国家
为我们青年学生投身科技创新
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提供了极大
的支持。我们的项目基于我主
持的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自主研发
了一种全新非对称纳米介孔材
料，在未来，我将持续推进项目
进展落地，积极投身创新实践，
勇担时代使命。”

学校师生们将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将
之转化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的有力举措，以创新创业创造
教育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也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创新
实践，勇担时代使命。

来源：教务处、新华社

匈牙利约翰·冯·诺伊曼
大学一行来访

本报讯 10月21日下午，复
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
力会见匈牙利约翰·冯·诺伊曼大
学 校 长 菲 乐 普（Dr. habil.
FÜLÖP Tamás Ferenc），双方
就推进师生交流和科研合作等交
换意见。

2017年，复旦大学与约翰·
冯·诺伊曼大学与复旦大学签署
在匈办学的谅解备忘录。今年7
月，在 YICGG大赛开幕当天，复
旦大学与约翰·冯·诺伊曼大学正
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会
见，共同探讨举办暑期学校与科
研合作等事宜。

本报记者 李怡洁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金奖数量创历史新高

国创赛复旦获4金1银5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