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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祝先生向四川大学档案馆捐赠
华西坝古建筑设计师荣杜易先生书信集

2024 年 9 月 23 日下午，华西坝古建筑设计师荣杜易的玄孙赵安祝（Andrew

JT George）先生来校，向四川大学档案馆捐赠其母亲、荣杜易的孙女赵丽勤

（Richenda George）女士主编的《Architectural Odyssey：Fred Rowntree's

Letters from China》（《英国建筑设计师的艰辛与荣耀——荣杜易来自中国

的书信》）一书。

捐赠仪式在华西医学中心会议室举行。随后，赵安祝先生一行参观了华西

校区古建筑群。

皮革装置艺术作品“永续”捐赠仪式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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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4 日下午，在四川大学即将迎来 128 周年校庆之际，四川大

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杨璐铭教授团队设计制作的融皮革技艺与校史文化于一

体的“永续”皮革装置艺术作品捐赠仪式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会议室举行，

出席此次捐赠仪式有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彭必雨教授、工会主席

陈胜副教授、杨璐铭教授设计团队以及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办公室主任

毕玉等。

皮革装置艺术作品《永续》，由四川大学杨璐铭教授携手校外导师周爱华

共同引领研究生范雅新匠心打造。在川大 128 周年校庆之际，致敬四川大学 128

载的辉煌历程，该作品巧妙地将学校深厚的历史底蕴，各时期校区地图、地标

性建筑及校印元素融入每一个细节，以 128 片生动生长的银杏叶为隐喻，勾勒

出川大在百年征途中不懈探索与华丽蜕变的壮丽画卷。

作品：《永续》（皮革装置艺术作品）简介

作者： 范雅新（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4 届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杨璐铭 教授；周爱华 高级工程师

年份：2024 年

尺寸：220 厘米×140 厘米×25 厘米

材料：皮革、纺织、木材、金属等 75 种材料

在造型设计上，《永续》巧妙地运用了“方圆合一”的哲学智慧，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美学的无缝对接。方形框架内，历史地图、标志性建筑及校印等符

号错落有致，承载了川大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悠久的学术传承；128 片层层叠叠的

银杏叶不仅象征着学校跨越世纪，不断攀登的进取精神与多校合并的壮阔历程，

更以四片主叶环绕的圆破框而出，寓意着川大在 128 周年的发展历程中勇于自

我革新，不断开拓未来新篇章。

色彩运用方面，作品以温暖而低饱和度的黄色调为主色，营造出一种温馨

怀旧而又充满希望的复古氛围，轻轻触动观者心中对往昔岁月的柔软记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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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叶的色彩从嫩绿到金黄，再到一抹炽热的红，不仅是对自然界生命循环的生

动诠释，更是对川大百年间无数辉煌瞬间的深情颂歌。红色作为点睛之笔，不

仅象征着红色思想的璀璨引领，也预示着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四川大学茁壮成

长，持续为国家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贡献卓越力量，开启了永续发展的新纪元。

在材料与技术上，《永续》采用了多材料、多工艺的创新手法，汇集了 45

种皮革、23 种纺织材料以及 7种其他特色材料，通过 14 种工艺方法及“非遗”

蜀绣技艺的巧妙融合，打造出尺寸为 1.4 米×2.2 米的皮革装置艺术作品。这一

创新设计不仅丰富了皮革艺术的表现形式，更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情

感价值，为皮革艺术领域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新的标杆。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永续。团队历经 500 余天的精心打磨，

多次深入四川大学校史馆实地考察，细致梳理了川大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精选出横跨三个世纪的 11 张历史地图、60余张代表性建筑图片及 20张珍贵校

印，全方位展现了川大的辉煌历史与文化底蕴。

《永续》不仅是对四川大学 128 周年的致敬，更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精神

的生动诠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川大人不断前行、永续发展，在时代的洪流中

续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 18 届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

2024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 18 届学术

年会在成都召开。大会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主办、四川大学承办，

会议主题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下中国高校的应对、变革与成就”。四川大学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姚乐野、分会理事长汤涛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

学以及四川大学等全国 26 个省（区、市）95所高校及行业领域的 200 余名校史

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分会秘书长王东主持了开幕式；四川大学档案馆（校

史办公室）具体负责本次年会的组织实施。

姚乐野在致辞中代表四川大学向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

迎。他简要介绍了四川大学的办学历史及校史工作的最新进展，指出大学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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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所大学文化与精神的永恒依托，是薪火传承、继往开来的不竭动力，体现

着学校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内涵，发挥着价值导向、精神陶冶、群体凝聚、社会

辐射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作用；希望高校校史工作部门要坚定文化自信，发挥

优势特色，为高校改革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汤涛介绍了近年来校史研究分会的重点工作，指出校史文化是大学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高校文化持续发展与积累的结晶；校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学

校历史沿革的溯源与寻迹，更是对大学精神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因此我们要

切实践行“存史、资政、育人”的使命，积极推动高校校史研究为高等教育的

大局服务、为大学文化建设服务。

大会以“1+1+5”的形式进行，即 1场主题报告、1场大会论文交流，5个

专题分会场。大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中心副主任、校史馆馆长欧七斤

做题为《40 年来我国大学校史研究述评及当前热点》的主题报告，兰州大学校

史研究室主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克非做题为《实施国家战略需要教育家和

教育家精神——兰州大学几位老校长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的主题报告，四川

大学教务处处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党跃武做题为《基于 GLAM 的校史资源

开发——朱德与史沫特莱》的主题报告，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办主任毕

玉主持了专家报告会。

来自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 8 位专家代表

作大会论文交流发言。

本次年会还设置了“国家战略与大学发展、教育改革与创新”、“社会服

务与产学研、校史编研与传播”、“院系调整与学科建设”、“特色办学与人

才培养”、“校史人物与专题研究”等五个分会场，49 位专家学者在分会场作

了交流发言。四川大学档案馆冯兵、王娣、朱连芳、甘露华、邱红，分别做了

题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高校教师开展思想改造的举措与成效》《校

史研究视域下的高校名人档案建设研究》《高校档案服务社会民生实例探析》

《让生物材料有了“中国定义”——四川大学生物医学材料学科建设发展历程》

《从书院到学堂：清末教育改革中四川大学早期近代化进程及启示》的交流发

言；冯兵还为“校史人物与专题研究”分会场做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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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还召开了校史分会七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集中学习了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文化强

国、教育强国建设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召开了 2024 年度“大学校史研究”课

题开题报告会；宣布了新入会成员名单；上届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大学校史

研究（2022）》首发面世；并确定校史研究分会第 19 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大学举

行。

本届年会，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

战略属性，围绕当代校史工作者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

根本宗旨，不断学习吸收新经验，创新运用新方法，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助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四川大学档案馆获赠马识途先生书法作品

2024 年 10 月 20 日上午，在四川省图书馆东门负一楼报告厅举行了《书为

心画——马识途书法人生》新书发布会。该发布会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四川大

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

保护中心）承办。会上，马识途先生外孙刘晓远作为家属代表，向四川大学档

案馆捐赠了马识途先生的书法作品一幅。

档案馆组织开展敬老月活动

10 月 29 日，档案馆在望江公园开展敬老月活动。档案馆领导班子成员、支

部委员、科级干部、工会小组长以及部分退休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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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馆长、党支部书记毕玉向退休老师们通报了学校和档案馆近期工作情

况，传达了学校党委九届四次全会、学校 2024 年秋季新学期工作布置会等重要

会议精神。毕玉馆长关心、询问了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情况等，

认真听取了他们对档案馆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退休老师关心支持档案馆的工

作表示感谢。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一如既往地关注、关心档案馆发展，积

极为档案馆发展献言献策。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档案馆党支部赴西安开展党组织活动

2024 年 11 月 8 日至 9日，四川大学档案馆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西安开

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组织活动，先后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渭华

起义纪念馆和习仲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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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党员同志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当年革命

先辈们在这里为抗战积极奔走的身影。那一间间简陋的房屋、一件件珍贵的历

史文物，无不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革命先辈们坚定的信念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

渭华起义纪念馆内，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场景复原，让大家深刻认识到这

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同志们为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英勇抗争

的精神所深深打动，对革命历程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同时，全体党员在渭华起

义烈士纪念碑前重温了入党誓词，让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

在习仲勋纪念馆，通过了解习仲勋同志的生平事迹，同志们深刻感受到他

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所付出的心血。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一心为民的情怀，

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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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党组织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员同志们纷纷表示，要传承

红色基因，将革命先辈们的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

的斗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参加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展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探索实现多场馆、跨

领域间的工作联动、协同，合作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成都市委宣传部近日

组织开展了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展活动，江姐纪念馆暨四川大学革命英

烈事迹陈列馆作为参展场馆参加了此次线下巡展活动。

11 月 22 日，巡展活动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举行，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

及其他 16 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了此次巡展。活动以“复兴强国有我，立报

国之志，践爱国之行”为主题，通过展示基地特色、特色文创、主题教育、宣

传推介等形式，深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结合各类

融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此次展示了馆藏江姐入学登记表、转学证明等珍贵历史档

案和四川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书籍、纪念馆宣传册、折页、书签、布袋等文

创产品。

巡展活动吸引了成都市多家机关、企业、学校人员和周边群众参加。现场

各基地人员热情宣传推介，气氛热烈，并有多场表演及有奖问答等互动节目，

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9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捐赠活动在成
都骡马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2024 年 11 月 28 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

章”捐赠活动在成都骡马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抗美援朝华西赴朝医疗队

成员之一，现年 97 岁的杨泽君老人向四川大学档案馆捐赠了由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四

川大学档案馆副主任冯兵教授出席了本次活动，并代表学校档案馆向杨泽君老

人颁发了捐赠证书。

报：学校领导、教育部办公厅、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和四

川省档案局（馆）有关部门

送：校内各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秘书处、教育部直属高校档

案工作协会秘书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秘书处、四川省高等学校

档案工作协会、四川省经济科技档案协作组有关单位

责编 杨胜君 审稿 毕玉 四川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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