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见后，朱校長向50多名在东北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学人做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和定位”

的精彩演讲，详细介绍了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理念和办学方向，朱校長在总结10多年管理中国科技

大学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以一个教育家的洞察力，详细分析了5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及管

理体制的利弊，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朱校長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温总理多次讲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指到了当代大学教育的痛处。提出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从一张白

纸开始,为我国试办一所小规模高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探索出一条回答“钱学森

之问”的新路。朱校長最后介绍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招聘需求和优惠待遇，希望具有开拓精神的各位

学人加盟南方科技大学。在座的学人高度评价朱校长提出的创校理念和办学方向，希望能够了解更

多有关南方科技大学的建设和教师招聘政策，提出了很多感兴趣的问题。 

演讲会后，朱校長一行参观了东北大学100周年校庆纪念

馆，并对一幅早年东北大学由教授直接选举校长的照片饶有

兴趣，还仔细观看了当年鲁迅的成绩单，朱校長感叹道，为

什么有名的人在校学习成绩好的不多？鲁迅的成绩单也许会

对今后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以及中国教育改革有所启示也未

可知。随后，朱校長一行来到鲁迅先生当年听讲的阶梯教

室，朱校長坐在鲁迅先生当年的坐席，留下了怀念鲁迅，思

考中国教育改革的瞬间。 

(供稿： 葛宗涛 博士) 

南方科技大学网页：  http://www.sustc.edu.cn/cn/ 
东北大学网页：   http://www.tohoku.ac.jp/chinese/ 
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网页： http://www.imr.tohoku.ac.jp/jpn/index.html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网页： http://casej.main.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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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長一行访问东北大学  

初秋的9月13日，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

長，韩蔚副主任和蓝海老师一行访问了位于

日本学都仙台的东北大学，全日本中国人博

士协会受赵凤济会长和任向实副会长的委托

担负了联系和接待工作，并得到东北大学金

属材料研究所塗溶准教授的大力协助。 

本来朱校長一行安排了其他访问活动，当

博士协会向朱校長推荐东北大学时，朱校長

改变了行程，因为很多为中国的文化和科学

技术作出过重大贡献，对中国文化和科学技

术有重要影响的名人，文学家鲁迅，数学家

苏步青，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中国科学院

副院長白春礼，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薛

其坤等，都在东北大学留下过学习和工作的

足迹。东北大学的100周年校庆纪念馆至今

还保留着鲁迅当时的学习成绩单，校园内还

保留着鲁迅先生当年听讲的阶梯教室。1998

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曾访问仙台，并参

观了东北大学史料馆和阶梯教室。学校还设

有鲁迅及藤野先生奖学金。 

由于东北大学井上校长出国开会，没有机

会和朱校長一行见面，井上校长通过国际交

流处和金属材料研究所新家所长转达对朱校

長一行访问东北大学的热烈欢迎。新家所长

接待了朱校長一行并和朱校長就东北大学金

属材料研究所与南方科技大学将来的合作交

换了意见。金属材料研究所相当于中国的国

家实验室，是东北大学直属的2个全日本共

同利用研究所之一，一直是日本在材料科学

及物理方面最著名的研究中心，在国际材料

科学及物理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国际论文

ISI引用率多次排名第1位，高于第5位的

MIT和第6位的UC Berkeley）。  

朱校長首先介绍了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

历程，办学理念和将来的发展方向，就像深

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一样，南方科技大

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其目标是要在

不远的将来建成亚洲一流，世界著名的理工

科大学，希望新家所长对南方科技大学的办

学方针和管理体制提出建议，特别是希望在

材料科学及物理方面与金属材料研究所建立

合作关系，并邀请新家所长在方便的时候访

问南方科技大学。新家所长介绍了金属材料

研究所的历史，管理体制，国际交流和共同

研究的现状，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评价体系和

评价方法，以及现在全所集中全力开展的3

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战略，对朱校長的有关

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和目标表示赞赏，

并愉快地接受了访问

南方科技大学的邀

请，承诺对南方科技

大学在材料科学及物

理领域的办学和研究

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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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东北分会成立小记 
 

 2010年10月16日，仙台，和风煦日的清晨，24位东北大学的中国人研究者及留学生相约在一起去

参加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东北分会的成立仪式。为方便与博士协会赵凤济会长及理事会成员会

合，我们决定在福岛五色沼健康中心举办东北分会的成立仪式，并组织东北分会会员游览五色沼和

观赏红叶，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东北分会的成立仪式由葛宗涛副会长主持，赵凤济会长，张善俊副会长，孙萍理事等东京地区的

10位博士也参加了仪式。首先，赵会长介绍了博士协会成立的宗旨”务实，创新，架桥，贡献”和

发展沿革，博士协会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参加中国各地的招聘会，以及组织会员之间的交流活

动。然后，葛宗涛博士介绍了博士协会东北分会的筹备过程以及理事会提议由涂溶博士任分会长的

理由，提案获得与会会员一致赞成。博士协会东北分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告成立，涂溶博士成为东

北分会第一任分会长。 

 涂溶博士阐述了今后的抱负和工作重

点。分会长应该成为一个联络中枢，有义

务和责任去联系和组织分会会员，传达总

部的指令，协助总部完成任务。这次成立

东北分会，马上就有61位博士响应，说明

大家在总部统筹安排成立东北分会的过程

中认识到博士协会的重要性，以及大家对

加入博士协会这个大家庭的渴望。现在，

大家在日本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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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将来。东北分会今后的工作重点是：组

织分会会员参加联谊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

活；传递总部的招聘信息，参加国内外的各种

交流活动，帮助大家找到理想的工作；协助总

部举办学术交流会议。另外，总部的各种活动

主要集中在东京地区，希望总部能多建议国内

外的交流活动和招聘会到仙台来，因为东北大

学有几百中国人研究者和留学生，也有几十人

的会员。希望我们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博士协

会这个平台，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目标，

努力增进会员之间的了解和融合。  

 浙江大学日本校友会会长周华先生，博士协

会张善俊副会长，孙萍理事和黄礼丰博士也对

博士协会东北分会的成立致贺辞。随后，与会

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专业和研究方向，发现

了很多的连接点，有同乡，有校友，有共同的

朋友，这也进一步增进了

大家的亲近感。会后，全

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博

士协会东北分会成立仪式

在金秋的红叶中圆满结

束。         (供稿： 涂溶 博士) 

 

 

３．仙台·东北大学·中国留学生   

 

仙台的历史概况及旅游指南 

 仙台藩祖伊达政宗自1600年开始筑城，1871年

成为宫城县首府，1889年设市，1971年开港。

现在，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的最大城市，

经济和文化中心，距离东京大约300公里。仙台

和天津位于同一纬度，气候温凉湿润，年平均

气温12℃，1月平均零下3.2℃，8月平均

28.2℃。仙台市目前的面积约为800平方公里，

其人口已超过100万。仙台市内植树很多，以

“森林之都”而闻名。另外，仙台作为“学

都”也很有名，拥有东北大学等众多大学。  
  仙台车站是仙台市的交通枢纽。仙台机场位

于近郊，可以乘坐机场专线电车到仙台车站，

车程约２５分钟。从东京车站搭乘JR东北新干

线不到2小时就

可到达仙台。仙

台有观光巡回巴

士，以10个旅游

景点为车站，可

以随时上下。仙

台市内有博物

馆，仙台城遗

址，瑞凤殿等著名景点。仙台博物馆以伊达一族

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中心，介绍仙台历史。后院还

有1964年设立的鲁迅纪念碑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

访问时栽种的红梅树。仙台城遗址也被称作青叶

城，现在被开辟成公园，是眺望市区景致的好地

方。瑞凤殿是供奉伊达家族的寺庙，曾被指定为

国宝级的文化财产。 

 从仙台向东大约１小时可以到达日本三大名胜

景观之一的松岛。向西大约1小时可以到达藏王

山麓看火山湖，以及日本三大温泉之一的秋保温

泉，作并温泉等温泉度假村。每年８月６-８日

举行的仙台七夕节是东北夏季四大祭典之一，市

中心大街的各家店铺都装饰着用和纸做的色彩靓

丽的传统竹饰，甚为壮观。 

 

东北大学 

 仙台以学术都市

而闻名，主要有东

北大学，东北学院

大学，东北工业大

学，宫城教育大

学，宫城大学等。

东北大学，创立于

１９０７年（明治

４０年），是日本继東京大学，京都大学之后设

立的第三所帝国大学，在材料科学领域以及半导

体和光通信等最先端领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  
 东北大学分为片平，青叶山，星陵和雨宫4个

校区，拥有十个学院，十五个研究院，五个研究

所和众多教育和研究中心。2008年在校学部学生

10953名，大学院学生6894名。全校共有教授848

人，副教授654人，讲师147人，助教1006人，教

师与学生比为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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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东北大学与中国的33所大学建立了校际间合作交流协议，现有约

550名中国人留学生（博士生约140名）和480名中国人教职员。东

北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鲁迅、苏

步青、陈建功等。鲁迅于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留学仙台时，师从

藤野严九郎教授学习解剖学。东北大学本部的校园里有鲁迅的铜

像，史料馆里保存有鲁迅的入学申请书、成绩单等。东北大学还设

立了鲁迅奖和藤野先生奖，以奖励优秀的中国留学生。1998年11月

29日，江泽民主席为纪念鲁迅先生专程从东京北上仙台访问东北大学，还挥毫赋诗一首『丹枫似火

照秋山，碧水长流广濑川，且看乘空行万里，东瀛禹域谊相传』。 

 东北大学的很多教授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金属材料研究所平井敏雄教授和後藤孝教授因为对

中国材料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培养，分别获得了中国国家友谊奖和湖北省编钟奖。经济学部菅野俊作

教授在任宫城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时，组织修建了设立在仙台市博物馆后院的鲁迅纪念碑。1989

年，菅野教授在退休后，用退休金和银行贷款专为中国留学生修建了『思源寮』。“思源”二字取

自上海交通大学校训“饮水思源”。1998年11月，菅野教授受到江泽民主席接见。菅野教授去世

后，菅野贞子夫人继承菅野教授的遗志，继续无微不至地照顾思源寮的留学生。迄今为止，已经有

超过100名中国人在思源寮住过。菅野教授也因此被誉为“第二个藤野先生”。 

(供稿： 涂溶 博士) 

 

☆新入会員の紹介☆ 

 2010年11月15日までの分です。尚，人数の関係で学位分野などの情報は省略しま

した。ご了承ください。    (供稿： 博士協会事務局) 

 

        ご入会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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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林 宋立明 紀世陽 張志宇 玄英麗 尹 梅 

李海文 張 陽 淡振華 彭 薇 尤 玉 張学軍 

李 雪 劉玉懐 秦風香 王冷然 赵 培 陳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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