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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陈香梅
20世纪 80年代的上海正面临

城市功能定位从全国工业中心城
市，向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转型；
经济运行态势已从产品非市场化
与要素非市场化的均衡状态，走向
了产品市场化与要素非市场化的
失衡状态，並正迈向产品市场化与
要素市场化的再均衡状态。其间，
每一阶段的转变都牵动着一系列
的制度重新安排，也必然关系到各
个环节及相关群体的利益重新分
配。上海市政府在破冰前所未见
的制度重建外，还要在仅有区区
200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里，承
接起负有全国”一盘棋“经济使命
的高密度产出。无论从规模还是
质量土判断，当时的上海市中心远
远不及现在我国的三线城市，整体
的城市风光，与当今的朝鲜相去无
几。

从外部世界初来乍到上海的
人，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个时
代的烙印：一是产出高密度和产出
低层次导致城市脏、乱、差的死角
随处可见。二是产出的低附加值
和社会的低分配率，导致中心城区
呈现一派只求温饱的消费风景线，
马路上几无私家车。三是为求小
康生活，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全市每个角落都在悄然进行劳动
和分配体制改革的探索。

值此社会大背景下，20世纪
80年代初夏的一天，我代表上海交
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有幸与复旦大
学苏步青校长，同济大学李国豪校
长，上海市科协刘吉副主席一起，
在上海《锦江飯店》陪同陈香梅女
士共进晚歺，并畅话上海这座30年
代亚洲第一都市的今昔。市政府
之所以作这次历史性的安排，其考
量显然有二：

一是陈香梅女士是位热心祖
国教育事业的使者。她的理念是：

“有好校长就有好教师，有好教师
就有好学生，有好学生就有好公
民，有好公民就有好社会，有好社
会就有好国家，有好国家就有和谐
幸福生活。”因此，早在1984年，陈
香梅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设立专
项教育基金，支持在艰苦条件下坚
持办学的教师和优秀学生。经她
多方奔走筹集资金，设立了“陈香
梅优秀校长奖”、“陈香梅教育基金
优秀教师奖”，共奖励支持了670余
位在边缘贫困地区工作的我国一
线乡村教师。在此基础上，安排上
海几所名声显赫的名校与之会见，
旨在希冀陈香梅女士用国际视野，
对祖国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开放

举措有所关注。
二是陈香梅女士是美国各界

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在时年中
美战略关系的格局中，两岸关系至
关重要，而两岸关系正是她心迹之
所系。在两岸关系史上，是她最早
向台湾蒋经国先生提出开放两岸
探亲，仅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促成
并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
《规定》。1989年初，她又亲自组织
台湾工商界人士赴大陆考察，这在
西方国家准备对中国实施经济制
裁之际，她毅然率领的一个庞大的
《台湾工商界投资考察团》抵京考
察，无疑震惊了世界！

在我们相见时，出身于战地记
者的陈香梅，以其特有的职业眼光
穷根刨底，足见其对事物观察的洞
察力和对祖母社会进步的热情
度。她十分健谈，一囗标准国语，
对于上海的未来充滿兴趣，从城市
管理到科技教育，几乎不停地插话
询问。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陈
香梅女士热爱祖国，偏爱上海！

当时，上海交大成功改革的消
息早已晓喻大洋彼岸。她言谈中
的发问告诉我，对祖国教育事业倾
注过心力的陈香梅女士，此行胸怀
宏志而有备而来。我坦率地告诉
陈香梅女士，上海交大改革的初衷
是邓旭初书记的两个观点：一是物
力资本的开发是以人力资开发为
前提的，教育是生产力之母，祖国
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物力开发，而
在人力开发。二是我国教育效率
之所以低下，源自于学校传统管理
体制的僵化，它束缚了潜藏于高校
内部的生产力，因此，祖国要复兴
路在教育，行在改革，这是历史进
程的不二选择。交大改革为全国
走出路子，与其说是一种前瞻性
的”先觉“，不如说是上海交大特殊
校情的“倒逼”。

事实上，时年的上海交大只是
名声在外，浪搏虚名而已。因为，
它先后历经过五次重大变故而深
受其伤，且其受伤程度是全国高校
所鲜见的。陈香梅女士听到此，眉
宇上扬眼神专注。我接着向她介
绍了五次变故对上海交大实力的
釜底抽薪。它们分别是：一，具有
个性化的第一次历史性变故发生
在1949年，时任交大校长郭南宏博
士率校离沪东渡，落户台湾新竹，
上海交大的损失无可估量。二，具
有共性化的第一次事件是 1952年
的全国院系调整，将上海交大理科
和管理学科全数肢解给兄弟院校，
此时的上海交大元气大挫；三，具

有个性化的再一次事件是在 1957
年，中央政府决定上海交大西迁，
后经协商将学校栏腰分截，重点学
科和中青年骨干师资几乎悉数西
迁，以致上海交大只保留一所造船
学院的架构。四，又一次具有个性
化的事件是1962年上海交大划归”
国防院校”体制后，学校开始按家
庭出身划分师生保密等级，致使大
批低密级高水平的师资星散各方；
五，再一次共性事件是 1966年的”
文化大革命”，对已所剩不多的优
秀教师冠以“白专”和“反动权威”
而被迫逐出讲堂直至告老。

换言之，”文革”结束之后的上
海交大已面目全非，内伤累累，外
强中干。因此，在改革的起跑线
上，任何一所著名的重点高校都有
条件左顾右盼缓跑片刻，唯独是遍
腿暗伤的上海交大没有这个资格
可以不按发令枪声拔腿。我按邓
旭初书记的话戏说，这叫做”伤鸟

先飞”。陈香梅女士和在场的同行
听后，无不心领。

邓小平先生曾对陈香梅女士
向美国参议员史蒂文斯作过评说：

“美国参、众议员有数百，但陈香梅
只有一位，全世界也只有一个她！
她是女人中的女人，活着的传奇！”
有回忆文章对其点评更是入木三
分；”她是一个如梅般的女人，既有
梅的香气也有梅的傲骨。“

作为一名抗日烽火中的战地
记者，她见证了一代飞虎传奇；成
为走上美国政坛的第一位华裔女
性，位列全美7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
物之一，曾被美国 8位总统委以重
任。这位出生于 1925年 6月 23日
北平的名门之后，父亲陈应荣是牛
津大学的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
学的哲学博士，但结婚时身穿的却
是选择上海“绿屋夫人”所制的婚
纱，丈夫陈纳德将军则是身着戎
装。

婚纱的选择折射陈香梅女士
与上海之缘，借此文结尾我托释
迦牟尼佛的吉言：“你遇到的每
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是缘份。”
我此生已无缘感谢陈香梅女士
的一件轶事：是她悉心帮助过我
在美工作的学生倪涛博士，在他
创办的美国首家简体字中文报一
一《新世界时报》（1997年创办）长
期担任报社顾问并给予指点迷津，
旨在宏扬她长驻心扉的中国文
化。冥冥之中，这是陈香梅女士对
我们十多年前上海初见交谈的一
种回应，因为，她给予关爱的倪涛
博士当年正是上海交大的本科毕
业生。而陈香梅女士直至仙逝也
不曾知晓，她支持过的这位年轻华
人正是我的学生。
陈香梅女士的古道热肠充分体现
在她在美国白宫“穿旗袍讲中文”
时的一句名言：只要中国人能扬眉
吐气，我心愿已足。（文/朱荣林）

图三，我在美学生倪涛博士为陈香梅女士做88岁寿诞时的情景。图源：倪涛。图二，国家领导人会见陈香梅女士一行。图源：“老年云课堂”。

图一图一，，陈香梅女士陈香梅女士，，图源图源：：百度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