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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 湖 南 科 技 出 版 社 计划 出 版 《中国 现代 生物 学 家 传 ?一 
书 ， 并 委托 我 主持 这 项 工作 ， 我 表示 支持 并 欣然 同意 。 两 年 来 ， 
在 有 关 单 位 领导 和 热心 朋友 的 大 力 支持 下 ， 我 们 选编 了 分 布 全 国 
的 三 十 三 位 现代 著名 生物 学 家 的 传记 。 在 本 书 付 印 之 前 ， 再 次 系 
统 地 纵览 各 篇 ， 深 感 这 项 工作 扫 得 及 时 ， 意 义 重大 。 在 此 守 RE 
向 付出 巨大 劳动 的 各 位 学 者 及 其 弟子 们 ， 以 及 关心 、 帮 助 过 本 书 
筹备 、 编 辑 、 出 版 的 各 界 朋 友 们 致 以 由 衷 的 谢意 。 

毋庸 置疑 ， 由 于 历史 上 的 原因 ， 我 国生 物 学 的 基础 是 很 落 能 
的 。 在 解放 前 漫长 的 历史 时 期 里 ， 国 民 党 政府 不 重视 科学 ， 我 国 
生物 学 事业 发 展 缓慢 。 但 是 一 些 有 识 之 士 抱 着 “科学 救国 ”的 信 
念 ， 为 发 展 我 国生 物 学 事业 ， 远 涉 重洋 ， 历 尽 艰辛 ， 刻 苦 学 习 。 
他 们 学 成 回国 ， 在 极其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开 展 科学 研究 和 教学 ， 取 
得 斐然 成 就 并 培养 了 一 大 批 专 门人 才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 党 和 国 
家 非常 关心 科学 的 发 展 。 老 一 辈 生 物 学 家 为 振兴 中 华 、 发 展 生 物 
科学 事业 ， 竟 尽 全 力 ， 他 们 为 追赶 国际 先进 水 平 而 努力 工作 。 虽 

则 ， 生 物 学 领域 曾 遭 受过 狂风 恶 浪 的 冲击 ， 但 是 三 十 五 年 来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是 有 目 共 上 里、 不 可 抹 化 的 。 

本 书 中 不 少 列 传人 是 我 国生 物 学 界 的 一 代 者 宿 。 他 们 所 经 历 
的 一 部 人 生 厉 史实 为 我 国生 物 学 兴衰 厂 亡 发 展 历程 的 一 个 缩影 。 
各 位 学 者 学 识 渊博 ， 治 学 严 亲 ， 成 就 卓著 , 数 十 年 始终 如 一 ;就 衣 
业 业 ， 在 生物 科学 的 园地 星 辛勤 地 耕耘 着 。 他 们 为 发 展 中 国 的 生 
物 科 学 事业 作出 无 秘 贡 献 。 家 桢 才 芷 学 浅 ， 通 读本 书 各 位 学 者 一 
生 艰 难 创业 的 光辉 业 迹 ， 为 之 而 感动 ， 并 深信 :他 们 留 下 的 宝贵 
科学 遗产， 不仅 给 后 学 者 有 借鉴 参考 、 发 扬 光 大 之 益 ， 而 且 将 成 
为 激励 广大 读者 学 科学 、 爱 科学 ， 勇 于 机 登科 学 高 峰之 动力 。 这 
本 传记 的 出 版 ， 在 学 术 界 和 社会 上 产生 的 影响 和 作用 ， 是 不 言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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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的 。 
在 这 二 、 三 士 年 里 ， 生 物 科 学 发 展 迅 猛 异 常 ， 日 渐 成 为 自然 

科学 中 的 带头 学 科 。 可 以 毫 不 夺 张 地 说 ， 由 于 分 子 生物 学 的 兴起 
和 兽 勃 发 展 ， 生 物 工 程 技术 的 突破 ， 人 类 已 进入 改造 和 创建 新 的 
生命 形态 的 时 代 。 二 十 一 世纪 将 是 人 体 科 学 的 世纪 。 和 亚 雪 工 程 的 

发 展 ; 将 迅速 地 影响 到 科技 工业。 农业 。 EFeASAR, AK 
类 带 来 大 量 无 可 估量 的 效益 记 TWRMMAL, BREWLEF 
段 ; KEMAH MAME HRAEWER, ERARELGAF 
才能 完成 的 进化 历程 ， 这 将 给 农 轨 业 的 经 济 效益 带 来 大 斑 度 药 增 
长 世 许 多 医学 上 的 疑难 杂 症 也 将 通过 生 霓 工程 予以 突破 世 我 们 还 

HAAR EERE AWE REB AMPLE 
AU WRURK-BAEHRABBY “ARE FUAM EW 
AME SRELZAMAHKELY, PEEP RRRSHEM 
MEPS 生物 学 巧夺天工 ， 必 将 大 天 地 造福 于 天 类 。 

当今 ， 我 们 正 临 着 世界 新 的 技术 草 命 的 挑战 盖 新 三 代 的 生 鸡 
学 家 任 重 而 道 远 ; 他 们 将 作为 主力 ， 责 无 旁 贷 地 迎接 这 场 新 的 技 
REG, RNEFAL-LASRMHHEL ERR, HEH 
追求 和 实事 求 是 的 科学 态度 。 我 深信 ， 一 代 必 将 胜似 二 代 。 我 也 
高 兴 地 看 到 ， 年 轻 一 代 生 物 学 家 所 取得 的 成 就 马 经 超过 子 老 三 代 
的 科学 家 ,他们 是 我 国生 物 科 学 事业 兴旺 发 过 的 希望 。 我 国生 物 
科学 事业 的 前 景 是 光辉 各 烂 的 ， 在 绚丽 多 彩 的 科学 百花 园 曙 ) 定 、 
会 结 出 丰硕 的 果实 来 。 

还 要 说 明 一 点 。 本 书 选编 的 三 十 三 位 生物 学 家 传 二 只 是 我 们 

编辑 计划 中 的 一 部 分 。 还 有 很 多 著名 生物 学 家 的 传记 ， 直 于 本 书 
篇 幅 所 限 以 及 截稿 时 间 勿 促 等 一 些 原因 ,还 来 不 及 收编 在 未 集 里 ， 
只 能 在 今后 的 续集 里 ， 一 一 选编 进去 ， 说 望 谅解 。 

RAM 
19844F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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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学 家 

(1868—1940) 

sh 观光 
Fe RE 

路 是 人 走出 来 的 ， 但 最 早 开路 的 人 总 是 要 付出 更 多 的 代价 。 
在 自然 科学 领域 里 ， 人 们 深情 怀念 我 国 近代 植物 学 最 早 开 路 人 
一 钟 观光 先生 。 他 开辟 的 科学 道路 是 一 条 昌明 的 路 ， 他 的 治学 
精神 是 后 人 前 进 的 榜样 。 

钟 观光 先生 从 事 植物 学 研究 始 于 1908 年 ,由 于 当时 政治 腐败 ， 
经 济 落后 ， 科 学 得 不 到 支持 ,他 在 没有 资料 .植物 标本 以 及 实验 室 
的 情况 下 , 仍 积极 开展 植物 学 研究 。 他 不 辞 辛 苦 , 努 力 奋进 ,成 为 我 
国 最 早 大 量 采 集 植物 标本 的 人 。 以 他 名 字 命 名 的 植物 属 名 就 有 钟 
AiR CTsoongia) 和 观光 木 属 (Tsoongicdendron )， 至 于 种 名 就 

更 多 了 。 早 在 1933 年 中 国 植物 学 会 成 立时 , 胡 先 耻 先生 在 < 中 国 近 



代 植 物 学 进步 之 概况 > 一 文中 就 讲 : “中 国 在 古音 本 草 学 研究 虽 极 
发 达 , 然 以 欧西 科学 方法 研究 植物 学 各 门 学 科 ,…… 以 北京 大 学 之 
钟 观光 教授 大 规模 在 广东 与 云南 采集 为 最 早 2。 我 国 著名 蕨 类 植物 
学 家 秦 仁 昌 先 生 对 他 的 采集 也 早 有 评价 ;北大 标示 之 真正 价值 ， 
不 在 于 新 种 之 多 寡 ， 而 在 所 经 地 域 广大 ， 各 类 包罗 宏 富 ， 实 为 研 
究 生 态 分 布 最 完善 之 材料 "。 他 无 愧 于 我 国 近代 植物 学 开拓 者 和 植 、 
物 标本 采集 创始 人 。 ay, 

(3 

钟 观光 字 宪 曾 ， 浙 江 省 镇 海 县 柴 桥 镇 姚 江岸 村 “〈 即 现在 的 紫 

石 公 社 大 明 大 队 ) 人 ， 生 于 1868 年 GHA CA), AF 1940 年 

秋 ， 终 年 七 十 二 岁 。 

钟 先 生出 生 在 一 个 小 染 坊 家 庭 ， 早 年 入 私 专 读书 ,勤勉 好 学 。 

他 的 老师 见 到 有 这 样 的 学 生 ， 不 由 欣然 地 说 :此 子 好 学 有 恒 ， 气 

度 逾 常人 ， 前 途 未 可 限量 也 。 镇 海 有 人 才 ， 江 岸 有 光彩 ”。 钟 观光 

是 家 中 长 子 , 倍 受 其 父母 钟爱 。 钟 观光 的 父亲 钟 青 诛 ， 看 看 一 家 人 

住 的 几 间 破 房 子 ， 地 十 到 处 潮湿 不 堪 ， 从 屋 里 到 屋外 都 散发 着 浓 

厚 的 染料 气味 。 再 看 看 自己 被 染料 水 泡 得 肿胀 破裂 的 手 ， 叹 息 地 

说 :能 给 后 代 留 下 什么 ? ”思虑 过 后 ， 决 计 让 孩子 多 念 点 书 。 钟 

观光 知道 ， 家 里 过 着 煎熬 困苦 的 生活 ， 让 他 念书 真是 不 易 。 他 就 

更 加 珍惜 光阴 ， 并 党 以 “ 头 悬 梁 ， 锥 刺 股 ”的 典故 激励 自己 。 他 

EB, AT F#RAR AHN RAR, fh “ASHE” RS 

桌 腿 捆 在 一 起 ， 来 抑制 自己 好 动 的 性 格 。 十 年 寒窗 ， 茜 读 终 宵 ， 

WAL, ZAR, BH, PASH. 在 光绪 十 三 年 SGH887 

年 )， 考 中 了 秀才 ,， “LOH? WT, Aletha “SERB” 

地 赞誉 他 发 愤 读 书 的 精神 。 而 他 并 不 满足 ， 继 续 奋 进 ， 这 时 小 染 

坊 的 生意 愈 来 愈 不 景气 ， 在 这 无 奈 的 情况 下 ,只 好 暂且 作罢 。 

钟 观 光 目 睹 满 清 朝廷 腐败 ， 民 不 聊 生 的 状况 ， 他 非常 忧郁 

感慨 地 说 :不 能 与 民 借 乐 ， 何 能 乐 也 ! SR, ARR”. 

午 风云 ， 帝 国 主义 列强 加 剧 瓜 分 中 国 。 这 个 著称 于 世 s 古老 而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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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的 祖国 ， 处 于 水 深 火 热 之 中 。 有 志 之 士 ， 莫 不 以 亡国 为 忧 。 年 
青 的 钟 观 光 ， 满 怀 爱国 热忱 ， 决 心 要 闻 入 科学 迷宫 。 但 他 知道 ， 
自己 没有 上 过 “ 洋 学 堂 ?， 更 没有 到 国外 留 过 学 ， 上 具有 “四 书 五 

经 ”这 玄 点 知识 是 无 法 进行 科学 研究 的 。 然 而 ， 他 认为 路 是 人 走 
出 来 的 ， 科 学 知识 也 是 学 来 的 “只 要 功夫 深 ; 铁 杆 磨 成 针 ?。 过 去 
是 这 样 ， 现 在 也 是 这 样 。 就 是 要 用 这 铁杆 手 开 科学 之 门 。 他 决心 
自学 补课 ， 获 得 科学 知识 。 在 不 长 的 时 间 里 ， 他 就 将 当时 外 江南 
制造 所 翻译 的 化 学 、 物 理 等 书 全 部 学 完 ， 掌 握 了 一 定 的 现代 科学 
基础 知识 。 此 后 ， 他 与 乡 邻 黄 霖 生 赴 上 海 购置 实验 材料 、 化 学 药 
AS, EAHHP MR. MARMAH, SEAR, GREY, H 
是 遇 风 不 怕 险 ， 遇 浪 不 回头 ， 夜 半 终 于 在 风 涛 中 胜利 归来 。 在 他 
的 倡导 下 ， 他 与 几 位 有 兴趣 的 青年 组 织 了 “四 明 实学 会 ,终日 控 
讨 研 究 ， 积 极 进行 实验 ， 对 试验 中 出 现 的 化 学 反应 和 物理 现象 颇 
感 兴 趣 。 他 将 所 学 知识 与 实验 现象 联系 起 来 ， 好 似 进入 一 个 新 天 
地 。 这 就 更 增加 了 他 要 闻 进 科学 迷宫 的 信心 和 决心 他 认为 要 从 事 
科学 研究 ， 不 了 解 国外 的 科学 史 和 科学 动态 是 不 行 的 。 于 是 他 专 
BELSON, MPU, FREES, PARA RAE A 
文 5 当时 有 天 称 他 为 “有 非凡 记忆 的 人 ”。 通 过 日 语 学 习 ， 钟 观光 
好 似 多 了 一 双眼 睛 。 这 双眼 睛 可 以 看 到 东方 。 他 风趣 地 说 ;“ 真 可 
谓 秀 才 不 出 门 ， 可 知 天 下 事 "。 从 此 ， 他 眼界 大 开 ， 学 识 渐 增 。 看 
到 世界 科学 日 新 月 异 ， 工 业 茵 勃发 展 ， 他 很 高 兴 。 然 而 看 到 洋货 
不 断 消 进 中 国 市 场 ， 和 白银 源源 外 流 ， 他 又 感到 苦恼 和 痛心 。 他 认 
为 中 国 应 该 办 企业 、 开 工厂 ， 抵 制 洋 货 。 于 是 他 决定 在 上 海 浦东 
筹建 灵光 造 磷 厂 。 因 在 国内 无 法 买 到 机 器 只 好 罢休 。 虽 然 筹建 工 
PRINT BALSA ARB SR EMD, BRR AA, 
考察 日 本 科学 文化 与 发 展 工业 关系 。 回 国 后 ， 撰 写 * 理 科 通 证 》 
并 与 钟 观 浩 共 同 翻译 日 本 上 野 编 著 的 中国 通商 物产 字典 ?》， 供 科 
研 、 教 学 之 用 。 他 又 在 上 海 积极 创建 “科学 仪器 馆 ”: 从 日 本 进口 
仪器 、 图 书 以 及 动 植物 标本 等 ， 在 馆 中 设 “ 理 科 传 习 所 "”。 传 授 科 
学 知识 ， 其 声誉 遍布 全 国 ， 著 名 人 士 蔡 元 培 等 前 来 听 钟 观 光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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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 从 此 ， 钟 观光 成 为 近代 科学 启蒙 人 之 一 。 

获 元 培 先生 是 钟 观光 先生 的 恩师 益友 。 钟 观光 思想 进步 ， 积 
极 参加 葡 元 培 先 生发 起 的 “中 国教 育 会 .以 后 又 参加 孙中山 先生 

领导 的 “同盟 会 ”。 当 同盟 会 会 员 被 搞 入 狱 时 ， 他 一 面 照顾 狱 中 同 

志 ， 一 面 将 “同盟 会 ”会 员 名单 藏 好 。 当 有 人 告密 他 是 革命 党 中 

坚 时 ， (SHR, KRM, FRI. | | 
1900 年 春 ， 江 阴 南 菁 书院 改 为 江苏 高 等 学 校 ， 聘 请 钟 观 光 先 

生 为 理化 教 席 。 
1903 年 ， 华 元 培 因 “ 苏 报案 ” 受 当 局 追究 , 避 亡 国外 。 Alt 

华 先 生 创办 的 爱国 女 校 无 人 主持 ， 行 将 停顿 。 钟 观光 见 此 ， 不 顾 

个 人 安危 ， 勇 敢 地 走 进 爱国 女 校 ， 出 面 主 持 学 校 工作 。 

1904 年 ， 钟 观光 受 浙 汪 宁 波 师范 聘请 前 去 教学 ， 因 被 大千 

密 , 返 回 故里 。 他 认为 要 进行 革命 ， 少 数 人 是 不 行 的 , “推动 革命 ， 

非 由 国民 教育 入 手 不 为 功 ” 这样， 他 就 在 家 乡 柴 桥 镇 创办 芦 渎 公 

学 。 因 办 学 负债 三 于 多 元 ， 这 给 他 生活 带 来 很 大 困难 ， 又 由 于 教 

学 任务 演 重 ， 积 劳 成 疾 ， 患 病 咳 血 。 获 元 培 先 生得 知 后 ,组 织 钟 

门 同 学 会 ， 筹 款 资助 ,他 离 沪 赴 杭州 疗养 。 

钟 先生 在 疗养 时 ， 散 步 于 湖畔 山 旁 ，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 所 到 之 ， 

处 ， 草 木 葱郁 ， 遍 地缘 是 ， 种 类 之 多 ， 十 分 丰富 ， 取 材 之 便 ， 垂 

手 可 得 ,“ 这 比 进口 仪器 容易 得 多 "。 他 思量 着 :人们 所 服 中 药 ， 

多 来 自 植 物 根 、 蔡 、 叶 、 花 ， 生 活 中 的 衣 、 食 、 住 、 行 都 与 植物 

有 关 ?。 他 原 很 喜爱 植物 ， 这 时 ， 他 进而 对 植物 的 研究 产生 了 浓厚 

的 兴趣 。 于 是 ， 他 又 学 了 李 善 兰 译 的 《西方 植物 学 >y。 Wa, HR 

极 采集 标本 ， 研 究 种 类 ， 进 行 实验 ， 很 快 就 掌握 了 近代 植物 学 基 

础 知识 和 研究 方法 ， 渐 入 植物 学 之 门 。 从 此 ， 他 与 植物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1911 年 ， 民 国 临时 政府 成 立 。 获 元 培 先生 首 任教 育 总 长 ， 聘 

请 钟 观 光 先 生 任教 育 部 参事 。“ 每 逢 假日 ， 获 元 培 与 钟 观光 、 薪 维 

乔 步 行 西山 采集 植物 标本 。 观 光 挟 参考 书 、 元 培 佩 采集 简 、 维 乔 的 

轻便 压榨 器 共 行 郊 野 ， 觅 取 新 种 ……， 理 集 治 学 之 精神 "。 不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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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 混战 ， 政 局 动 葛 ,: 获 元 培 辞职 ， 钟 观光 亦 辞 归 南 去 。 

1915 年 ， 湖 南 高 等 师范 聘请 钟 观 光 先 生 为 博物 学 副教授 。 

2 

1916 年 ， 获 元 培 先生 任 北京 大 学 校长 ， 聘 请 钟 观 光 先 生 为 北 

大 生物 系 副教授 ， 给 也 他 考察 、 采 集 、 研 究 植 物 的 良机 。 这 时 他 

E484, 4Ei-KA, (MAR. Hh “KODE, KET 

重山 ， 采 集 有 志 ， 尽 善 完成 。 

1918 年 2 月 ， 随 同 钟 观 光 出 发 采集 的 有 :， 李 力 仁 、 张 东 旭 、 

黄 晓 春 、 钟 补 勤 等 四 人 ， 进 行 漫长 的 跨 涉 历程 〈 钟 补 勤 是 钟 先生 

长 子 ， 他 不 属于 公职 人 员 ， 做 为 钟 先生 的 小 助手 )。 先 去 福建 ， 登 

鼓山 A wReA. SB. RE, PMH. 

SARE, 于 各 礁石 之 间 搜 集 大 量 的 海产 与 营 类 。 对 于 我 

国 藻 类 采集 ， 虽 无 考证 由 何人 何 年 开始 ， 但 钟 先 生 采 集 的 蔬 类 植 

物 标本 确 是 一 个 重要 的 记载 。 

8 月 ,他们 至 广州 登 白云 山 及 易 湖 山 采 集 ， 收 获 甚大 ， 途 中 

受 当 时 粤 汉 铁路 工程 师 陈 士 范 先生 大 力 协 助 。 岭 南大 学 农业 科学 

Key 格 诺 夫 -(Glueidman Groff) 先生 得 知 ， 邀 作 学 术 讲 演 ， 并 

介绍 菲律宾 马尼拉 科学 院 院 长 CE, D, Merrill) 麦 雷 尔 博士 与 

他 结识 。 钟 观光 将 新 街 采 集 的 马鞭 草 科 新 属 寄 考 雷 尔 博士 ， 请 其 
Be, 1932 年 麦 雷 尔 定 名 为 Tsoongia axillariflora Merrill (Bp 

假 紫 珠 或 似 研 ， 亦 叫 钟 森 )， 以 表示 对 钟 先 生 的 纪念 。 

10 月 二 他 们 去 惠州 、 博 罗 ， 折 登 飞 来 峡 ， 出 香山 县 ， 转 路 江 

门 到 阳春 阳江 ， 幸 受 阳 江 校 长 支持 ， 安 抵 闸 坡 。 闸 坡 为 粤 南 鳞 芥 

著 产 之 岛 , 日 月 贝 . 鹦 况 螺 等 罕见 种 均 于 此 采集 。 这 里 猪 范 草 繁 茂 

亦 是 它 处 所 没有 。 

12 胃 返 广 州 ， 整 理 标 本 ， 并 与 岭南 大 学 一 起 研究 分 析 ， 校 对 

标本 。 

1919484, (NWAAM, AMABK, Beh. WS. 

PRU. hike, Bk, BURBS. MAM, AHWR,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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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十 万 大 山 之 边 一 一 那 良 牙 山 ， 发 现 我 国 特有 的 植物 两 桐 树 

《 即 镶 子 树 )、 胭 脂 木 ……， 并 发 现 了 许多 我 国 特有 的 子 遗 树种 

和 许多 木兰 科 植 物 的 珍奇 种 。 一 种 树 大 花香 的 乔木 叫 观 光 木 
Tsoongiodendron odorum chun 就 是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所 长 陈 焕 

久 教 授 为 纪念 钟 观光 先生 而 命名 的 。 
同年 8 月 ， 他 又 践 山 涉 水 ， 去 滇池 , 登 太 华山 ,西行 经 楚雄 等 

地 ， 再 登 大 理 之 点 苑 山 ， 到 达 海 拔 3450 米 处 。 大 面积 营 原 ， 着 生 

FEMMES Lk, MARMARA eS ep, +H 

fOFA, ILUAGIEN ILA PR, ARB, RAAARAAW, 

甚 是 依恋 。 再 登 宾 州 鸡 豆 山 ， 找 到 和 久 闻 其 名 而 未 见 其 物 的 “ 冬 虫 

夏 草 ”和 苍 叶 芙 香 等 名 贵 药 用 植物 。 钟 先生 高 兴 地 说 :不 登 峰 穷 

采 ， 何 能 取 蜡 在 手 ”。 原 计划 赴 思 茅 考察 演 缅 交界 植物 ， 因 旅费 不 

够 ， 无 奈 在 澜 濞 停止。 归途 中， 他 废 究 忘 食 ， 工 作 至 深夜 ， 制 作 

植物 标本 ， 记 录 并 亲自 检 藏 ， 如 获 至 宝 ,由 于 其 对 标本 非常 关心 、 

照顾 周详 ， 引 起 了 土匪 的 注意 ， 跟 踪 尾 随 ， 在 祥云 县 的 红 崖 五 里 

坡 将 其 捆绑 搜查 之 后 ， 大 失 所 望 ， 才 放 其 归 回 。 他 复 回 东 兴 ， 又 

转 北 海 ， 渡 琼州 ， 随 路 采集 到 海口 ， 定 安之 间 ， 他 认为 这 里 属于 

热带 植物 类 型 ， 繁 茂 景 况 与 广东 内 陆 所 不 能 相 比 。 实 因 经 费 奇 

he, TERE RB, ARK, REE. Be MA, we 

汉 铁 路 局 邀请 赴 韶 关 考 察 大 江口 森林 。 为 了 全 面 考察 和 了 解 我 国 

BARDEM RS, BOR, ART, Bet 

HH RW ZA, RAP EK SP. 

1920 年 1 月 在 返 沪 途中 ， 因 劳累 过 度 ， 饱 受 风 霜 之 蔡 ， 身 

患 肺炎 。 幸 得 治疗 及 时 ， 很 快 痊愈 。 病 愈 后 ， 于 8 月 作 华中 、 

华西 之 行 。 华 中 以 安徽 黄山 和 江西 庐山 为 中 心 。 华 西 以 峨 凯 为 目 

标 进行 采集 。 这 一 考察 从 杭州 开始 ， 逆 富 春江 北上 ， 经 衢州 至 江 

lh, WRI, HRB TER, TR, BoE, AAI, 

溪 、 而 登 黄山 进行 采集 。 黄 山 的 植物 种 类 繁多 ， 鹅 掌 槐 、 金 钱 松 、 

铁 杉 、 黄 杉 引 人 注目 。 对 马鞭 草 科 、 金 然 梅 科 、 虎 耳 草 科 等 一 百 

五 十 四 科 植 物 和 蕨 类 、 菌 类 植物 的 分 布 、 生 态 、 植 被 作 了 采集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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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 
1921 年 ， 钟 先生 登 九 华山 ， 抵 大 通 转 九 江 ， 沿 郡 阴 湖畔 ， 采 

集 于 星子 鞋 山 等 地 。 5 月 到 白峰 独 峙 的 庐山 。 钟 先生 认为 黄山 虽 

好 ， 但 庐山 更 美 ， 气 候 宜 人 人， 苍山 翠 谷 茫茫 于 烟波 浩渺 之 中 ， 具 

有 华中 典型 ， 欲 采 尽 采 。 钟 先生 认为 这 里 有 些 树种 应 偏 南 一 些 ， 

真是 不 识 神奇 ， 不 识 庐山 真面目 。 详 尽 之 考 ， 望 待 来 日 。 逆 江 而 

上 ， 通 宜昌 入 三 峡 ， 西 登场 崩 ， 采 集 兴 致 正高 ， 不 料 川 鄂 战事 狂 

起 ， 途 中 又 遇 匪 阻 ， 只 好 改行 大 巴山 ， 取 道 武 胜 关 ， 登 鸡 公 山 ， 

入 豫 境 ， 经 新 乡 、 焦 作 ， 越 太行 山 ， 抵 山西 晋 县 时 ， 已 全 8 月 ， 

气候 渐 寒 ， 因 未 备 衣 作 ， 便 舍 去 五 台 ， 折 由 获 嘉 至 开封 ， 转 经 跳 

海 、 平 汉 路 返回 。 在 考察 中 ， 详 细 记 录 植 物 生 态 、 和 生境、 垂直 分 

布 和 水 平分 布 以 及 地 理 概 况 。 | 

1921449 月 ， 他 又 去 浙江 海门 ， 经 临海 ， 登 天 台 ,复出 乐清 ， 

以 补 浙 江东 部 植物 标本 的 不 足 。 抵 沪 时 ， 已 近 腊 月 ， 采 集 告 一 段 

落 。 

钟 先生 此 行 采 集 历 时 四 年 之 久 ,， 北 到 幽 燕 ， 南 至 沉 黔 。 足 迹 

fat. JA. TO. a. ML, Riek. Bb. I, Wa 

A. WALES r—+S kK. Kiwi, Mibwk, Bie Bae, 

历尽 艰辛 ,采集 腊 叶 植物 标本 一 万 六 千 多 种 ; 共 十 五 万 多 号 ;海产 、 

DMMP LAARH AM. RN. RAL THREAARH. At 

暑 ， 钟 先生 流 过 多 少 汗水 ， 又 遇 过 多 少 风 霜 ， 操 劳 过 多 少 心血 ! 

他 为 我 国 采集 植物 标本 史 揭 开 灿 烂 的 一 页 。 从 此 ， 北 京 大 学 生物 

系 建 立 了 植物 标本 室 ， 并 开创 了 用 我 国 自 己 学 者 采集 和 制 做 标本 

进行 科学 研究 的 新 时 代 。. 

以 “旅行 采集 记 ” 为 题 ， 于 1920 一 1921 年 在 * 地 学 杂志 > 上 先 

后 发 表 了 十 篇 文章 ， 引 起 国内 外 学 者 的 注目 和 重视 。 
1927 年 ， 浙 江 大 学 农学 院 聘 请 钟 观 光 先 生 为 副教授 ， 并 兼任 

浙江 省 博物 馆 自然 部 主任 。 为 了 培养 人 才 ， 在 教学 中 以 活 标本 进 

行 讲 授 。 钟 先生 又 采集 于 东 、 西 天 目 山 ， 四 明 、 天 人 台 、 南 北 雁 兰 

诸 山 ， 得 本 省 植物 标本 七 千 多 号 。 同 时 ， 他 在 浙江 大 学 农学 院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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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 生 长 茂盛 。 为 我 国 园林 学 科 的 发 展 又 写 下 新 的 篇 章 。 

2 

1930 年 ， 钟 观光 先生 应 中 央 研 究 院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邀 请 任 研 

究 教 授 ， 并 参加 中 国 科学 名 词 审 定 委员 会 工作 ， 进 行 植物 科 属 和 

称 的 修订 工作 。 同 年 秋 ， 为 北平 研究 院 聘 请 ， 再 度 来 到 北平 。 

北平 研究 院 植 物 学 研究 所 座 落 在 当时 草木 琶 轰 、 百 花 营 芳 、， 

悠 香 飘 拂 、 溪 水 瀑 湿 、 如 诗 如 画 的 天 然 博物 院内 ， 包 址 设 在 来 远 

楼 。 年 和 逾 花甲 的 钟 观光 先生 尚 有 机 会 系统 地 从 事 植 物 研 究 ， 实 在 

太 高 兴 了 。 他 看 到 这 “ 满 园 春色 关 不 住 ” 的 天 然 美景 ,; 不 党 年 轻 

了 许多 ， 兴 趣 横生 ， 精 神 抖 扳 ， 他 决 计 深入 进行 我 国 古 籍 中 植物 

名 称 考 证 的 研究 。 这 项 研究 前 人 已 做 过 不 少 ,特别 是 自 <《 本 草 纲 目 》 

问世 以 来 ， 对 植物 的 应 用 ,起 了 极 大 的 推动 作用 。 转 腿 间 ， 本 草 : 

又 近 五 百 多 年 ， 他 认为 随 着 植物 学 的 发 展 ， 应 以 近代 植物 学 的 分 

类 方法 ， 考 证 我 国 古 籍 中 论述 的 植物 ,并 用 拉丁 文 注 上 名 词 名 称 ， 

再 结合 采集 标本 的 情况 ， 注 明 产 地 、 果 实 成 熟 季 节 、 采 期 等 。 他 

仅 在 手稿 《说 文 植物 类 证 ?中 就 对 五 十 四 个 科 的 一 百 九 十 九 种 植 物 

做 了 大 量 的 考证 和 订正 工作 ， 并 提出 了 自己 的 见解 。 如 ， 

“PES Rigi: thet. SAA, tA, ia, Fi 

Ris, NAAM, AWD, BMK, —4ZSHR’. 

“HH: IRR, JIB RA. 河南 北 诸 省 田野 生 之 

TKR, WTS, BAAR SAM CH, TARA 

BRAMILAILT SIA: HA, Te. TE, Beh. WR. 

AH, SB, -AZSRR. 

BAS: WARM, HAA, LALA A HR, 

—% ii im” 

Min; 

“fii AE, MMB, HERE. EU, KM. hiss 

#%, BREATH CRBS, RRS, SBE), R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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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秋 表 皮 黑 的 成 实 ， 或 可 磨 以 为 饭 如 栗 也 ， 轻 身 益 气 , 令 大 强健 。 
UBS, BMH, KA, Wow, HRM’. 

CR: WELT, HAMAR, KEDAH 
叶 之 荃 为 叶柄 ， 皆 生 于 蔡 之 节 上 GB WEA. HAA 
Hb, MRF, WoL. AE, TER, 

” FRADE, AWARE, DR BR’. 
从 尚 存 的 约 二 百 五 十 万 字 的 钟 观光 先生 的 卷 卷 手稿 “ 山海 经 

植物 》、“《 近 世 毛 诗 植 物 解 )、* 北 山 画 谱 序 》、“《 物 贡 纪 略 》、《 植 物 
WES, HE. 《有 段 注 说 文 录 要 ?等 ;可 见 他 “ 志 在 多 识 ” 刻苦 
钴 研 的 精神 。 特 别 是 在 < 说 文 植物 类 证 >、《 植 物 古 籍 释 例 .注解 》 
Diki#@>, <BB>. ARAB, FRED, 《 梦 溪 笔 谈 > 等 结 
合 调查 实际 进行 研究 和 考证 。 考 证 的 广度 和 深度 ， 可 谓 植物 古籍 
考证 专家 和 大 师 。 

钟 观 光 先 生 不 仅 对 植物 学 有 很 高 造 放 ， 他 对 药物 学 也 很 有 研 
究 。: 冰 平 研究 院 生 理 研 究 所 聘请 他 进行 草药 性 效 研 究 。 为 此 年 近 
七 十 的 老大 又 专程 赴 祁 州 进行 生 药 考察 。 

钟 先生 虽 在 暮年 ， 仍 壮 心 不 已 。1936 年 他 又 长 途 跋 涉 去 湖南 

进行 林木 考察 ,他 在 《湖南 林木 调查 报告 ?中 说 :“…… 南 温带 树种 ， 
而 为 本 部 林木 之 躯干 ， 东 以 罗 朝 山脉 与 江西 为 界 ,其 种 与 中 部 同 ， 
故 湘 省 植 带 实 以 本 部 南 温带 种 ， 与 西部 川 黔 种 、 南 部 桂 粤 种 参合 
Ta, HICKS, MA, PST, HBR. bat 
K, RIM, RAM, VAI KRHRMBALE, SRV 
WAIL, FAERIE, MAREE SA, TESTER. Be 
产 之 输出 ， 为 东南 诸 省 之 冠 ……?。 他 还 对 平原 、 高 山 、 匾 陵 等 一 
百 儿 十 种 植物 进行 调查 。 特 别 对 有 重要 经 济 价值 的 楠木 作 了 详细 
报告 ,楠木 phogbe sheareri (Hemsl. ) Gamble IF RH, —4% 

ei, —Z OH, PARE, BIHAR ARE. EERE 
TE, BRAM, REAR, BABB. it 
树 性 喜 阴 湿 郁 闭 之 林地 ， 单 纯 造 林 , 难以 成 功 ,: 惟 保育 林地 之 幼 
苗 ， 使 与 诸 种 常 绿 阔 叶 树 混交 成 林 ， 限 制 小 伐 ， 底 有 增 厚 材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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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 。 钟 先生 年 迈 高 龄 仍 赴 湖南 考察 ， 走 遍 湖南 全 境 , 翻 山越 岭 ， 

精神 可 佳 。 正 像 即 将 出 版 的 4 中国 植 物 学 文献 目录 > 中 所 评价 的 ; 

“我 国学 者 采集 标本 的 首先 是 钟 观光 ,他 自 1910 年 左右 开始 在 湖南 

高 师 和 北京 大 学 任教 期 间 先 后 采集 了 十 五 万 号 标本 。 他 因 受 我 国 

早期 研究 植物 分 类 的 影响 ， 终 身 从 事 运 用 近代 植物 分 类 学 方法 考 

证 我 国 古 籍 中 植物 名 称 的 工作 ; TAIRA HA, BRR SEB” 

这 次 考察 之 后 ， rar 人 寺 由 于 战乱 所 迫 未 能 如 愿 ， 

他 深 感 遗憾 。 

1937 年 , “七 七 2 事变 的 前 两 天 ， 上 日 军 和 逼近 北平 ， 许 多 大 逃难 

离 去 ， 科 学 研究 无 法 进行 。 钟 先生 被 迫 携带 部 分 资料 、 标 本 和 图 

书 离开 北平 研究 院 植物 学 研究 所 ， 回 原籍 姚 江岸 村 ， 继 续 对 古籍 

植物 考证 、 注 释 和 续 写 《本草 芯 证 >， 由 于 资料 所 限 ， 工 作 难 以 进 

行 。 正 像 钟 先生 1938 年 冬 记 述 的 那样 “ 避 乱 乡 居 ， 心 伤 国难 ， 而 

无 可 致力 ……， 又 俱 沦陷 旧 都 (北平 )， 无 法 取 览 读 有 疑义 ， 则 以 

浅见 所 及 ， 脐 为 论断 ， 聊 存 端 绪 备 遗 忘 而 已 ， 致 尽 致 详 ， 非 优 难 

平 之 后 ， 不 能 为 力也 。?" 这 就 是 钟 先 生 痛 若 而 真实 的 记录 。 要 正常 

进行 科研 工作 , “ 非 做 难 平 之 后 ， 不 能 为 力也 ”"。 日 本 侵略 者 密 图 

尽快 灭亡 我 国 ， 以 解决 他 向 太平 洋 进攻 的 后 顾 之 忧 ， 进 行 烧 光 、 

杀 光 。 钟 先生 目 不 忍 里 这 种 惨 境 ， 痛 心 疾 首 ， 于 1940 年 9 月 3 日 
这 位 著名 的 科学 家 、 教 育 家 在 忧伤 中 去 世 。 

钟 观光 先生 的 一 生 是 在 民族 危 亡 、 灾 难 深 重 中 度 过 的 。 他 热 

爱 祖 国 ， 投 身 革命 ， 不 顾 个 人 安危 ， 献 身 科 学 事业 和 教育 事业 ;- 

为 了 创办 教育 ， 他 生活 简朴 ， 除 必要 的 生活 开支 外 ， 将 节余 下 来 

的 钱 用 在 教育 上 和 收集 标本 ， 购 置 图 书 进行 科学 研究 。 在 他 最 后 

离开 植物 学 研究 所 时 ， 还 留 下 满 满 几 大 箱 书 籍 ,不 幸 在 解放 前 图 ， 

被 国民 党 菲 军 垫 到 码 堡 里 去 ， 使 他 多 年 的 操劳 毁 于 一 旦 。 他 保存 

在 老家 的 书籍 、 手 稿 及 十 几 柜 腊 叶 标本 ， 由 他 的 儿子 钟 补 求教 授 

在 五 十 年 代 全 部 无 偿 地 素 献 给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oooa 

国 植物 学 的 发 展 发 挥 应 有 的 作用 。 

钟 观 光 先 生 为 我 国 植物 学 的 发 展 和 教育 事业 的 发 展 作出 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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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磨灭 的 贡献 ， 为 了 纪念 他 ， 镇 海 县 誉 他 为 “ 乐 青 英才” 北平 研 
究 院 植物 学 研究 所 在 其 〈 原 来 远 楼 ) 所 内 设 观 光 堂 。 

近代 植物 学 已 经 发 展 到 分 子 水 平 ， 并 正 向 新 的 高 峰 迈 进 。 让 
我 们 以 饮水 思源 之 情 ， 怀 念 钟 观光 先生 ! 

本 文 承 已 故 植 物 分 类 学 家 钟 补 来 先生 的 夫人 梁 佑 韩 女士 的 大 

AMA 〈 提 供 材 料 、 照 片 等 )》 ， 在 此 致谢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旅行 采集 记 ， 地 学 杂志 (1920—1921) 

11(7) 24~38; (8—9) 45—63; (10) 33—55; 

(11) 47—69; (12) 23—30. 

A2( 1). 10-—295,, C2) -26-=405"(3)., 9-175. (4) 12-23: 

(5); -31—41, 

2. 植物 学 上 应 参考 之 国籍 (浙大 农 周 ) 1:(27—29) 19284 
3。 Critisms and Corrections of the Botanic Terms as appeared 

in the Third Report of the General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191447) Sinensia 3(1—12):9~25 1932—1933 

(a) 

4,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Names for Plant with Sugg- 

estions for a Proper. System of Nomenclature Sinensia 

3(1—12):1—8 1932—1933(b) 

5. PRHRHRBWFACKEA 科学 的 中 国 1(4)35 一 7y7 1933(a) 

e JTJ 。 



。 植 物 学 家 

(1883—1965) 

arn 
ya 

Rae ER Be Ui A he SRNL, AW 
物 学 家 。 他 毕生 与 植物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在 植物 分 类 学 、 植 物 生 
态 学 、 地 植物 学 以 及 植物 生理 学 等 方面 ， 都 做 出 了 重要 的 贡献 。 

解放 前 ， 他 是 著名 的 大 学 教授 ， 中 国 科 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解 
放 后 ， 他 是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 植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曾 当选 为 爹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的 代表 、 人 大 和 常委、 全 国政 协 常 委 、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理事 长 。 

做 为 一 位 德高望重 ， 有 真 才 实 学 ， 又 非常 谦虚 谨慎 的 植物 学 

家 、 教 育 家 ， 钱 钳 济 赢得 了 整个 植物 学 界 的 爱戴 与 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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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钱 崇 兴 1883 年 生 于 浙江 省 海宁 市 。 他 经 历 了 清末 、 民 国 和 新 

中 国 的 光 个 历史 阶段 。 他 的 青少年 时 代 是 在 比较 优 裕 的 环境 中 度 
过 的 ;据说 ， 他 是 兄弟 中 资质 较 迟 钝 的 一 个 ,父亲 管教 又 很 严格 ， 
在 罕 庭 的 贡 陶 下 ， 读 了 许多 < 四书》“《 五 经 ?等 方面 的 古书 和 诗词 。 
为 了 集中 读书 ， 在 浙江 多 雨 的 天 气 里 ， 他 常常 一 个 人 打 着 雨伞 在 
两 地 里 念书 。 当 清 代 举 行 最 后 一 次 科 考 的 时 候 ， 他 的 多 年 苦 功 没 
有 衣 费 ， 在 1904 年 中 了 秀才 。 但 他 却 无 意 去 追求 高 官 悍 禄 ， 立 志 
RSFSR, MRR REEMA, ERT LH 
洋 中 学 ,开始 学 习 数 学 和 英语 。 这 里 新 的 知识 很 快 把 他 吸引 住 了 。 
估 芭 巨大 的 兴趣 投入 了 新 的 学 习 ， 在 南洋 中 学 学 习 五 年 之 后 ,又 
到 店 卫 路 矿 学 习 工程 。 

1910 年 ， 在 畴 尝 潮 27 岁 时 ， 为 了 追 求 为 之 奋斗 终生 的 事业 ， 
离开 了 祖国 ， 前 往 美国 留学 。 在 留学 期 间 ， 他 曾 先后 在 美国 依 利 
诺 斯 天 学 自然 科学 院 、 芝 加 哥 大 学 、 哈 佛 大 学 学 习 ， 先 学 工程 ， 
后 改 学 农业 ， 最 后 又 专心 攻读 植物 学 。 六 年 后 ， 他 学 成 回国 。 

钱 崇 济 抱 着 满腔 的 激情 ， 想 把 自己 学 习 的 先进 科学 技术 献 给 
祖国 。 但 是 ;等 待 着 他 的 是 一 个 灾难 深重 的 祖国 。 那 时 ， 一 无 经 
费 刘 二 无 研究 基地 ;三 无 助手 ,怎么 搞 科 学 研究 工作 ? 这 些 ， 并 
RA RS 在 极其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他 开始 了 漫长 的 植物 研究 
生涯 。 

那 时 ， 近 代 植 物 学 的 研究 工作 ， 在 我 国 还 是 一 个 空白 。 虽 然 
在 历史 上 ， 我国 对 植物 学 进行 过 多 方面 的 研究 ， 明 代 的 李时珍 写 
出 了 本 草 纲 上 六 清 代 的 吴 其 浚 写 出 了 《植物 名 实 图 考 妈 :但 近代 
植物 学 研究 工作 还 无 人 人 问津。 当时， 不仅 基础 理论 书籍 全 是 外 国 
的 5 就 连 中 国 植物 的 考察 和 研究 论文 也 是 外 国学 者 写 的 。 中 国 植 
WIA. ERATE, WBA, RRS 
1916 年 在 国外 发 表 了 《华东 毛 芙 属 二 新 种 》， 这 是 中 国 大 用 拉 于 文 
为 植物 命名 和 分 类 的 第 一 入 文献 。 1917 年 ， 他 又 在 国外 发 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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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 、 锡 、 儿 对 水 绵 属 的 特殊 作用 一文 ， 这 是 中 国人 应 用 近代 科 

学 方法 研究 植物 生理 学 的 第 一 篇 文献 。 这 两 篇 文献 的 发 表 ， 对 研 

究 我 国 近代 植物 学 的 工作 ， 是 一 个 良好 的 开端 。 

1916 年 回国 后 ， 钱 崇 沛 曾 在 南京 江苏 第 一 甲 种 农业 学 校 任 植 

物 学 教师 、 南 京 高 等 师范 农 科 兼 任 植物 生理 学 教授 , ;1926 年 他 在 

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植物 部 主任 ， 第 一 个 承担 了 兰 科 植 物 的 分 

类 研究 工作 。 这 一 时 期 ， 他 一 方面 大 力 研 究 植物 分 类 学 汪 同 时 又 

在 植物 生态 学 和 植物 生理 学 方面 开展 了 研究 工作 。 当 时 ,植物 生 

态 学 已 在 美国 兴起 。 作 为 一 门 新 兴学 科 ， 广 大 学 术 界 无 不 予以 极 

大 的 重视 。 钱 崇 潮 是 研究 中 国 植物 分 类 学 和 生态 学 的 第 一 个 学 者 。 

他 除了 进行 室内 研究 工作 外 ， 还 培养 了 我 国 第 一 代 植 物 分 类 学 和 

生态 学 研究 工作 者 ， 如 现代 我 国 蕨 类 专家 秦 仁 昌 等 ， 并 先后 发 表 

SHEE NM; 19234F, RR SAIC. WARM eR 

写 了 我 国 第 一 本 大 学 生物 系 教科 书 《 高 等 植物 学 部 在 这 本 书 中 ， 

订正 了 旧 本 植物 学 不 准确 的 名 称 和 术语 ， 把 隐 花 植物 改称 为 孢子 

植物 ， 显 花 植物 改称 为 种 子 植物 ， 侮 苷 植物 改称 为 营 玫 植物 , 羊 

齿 植 物 改 称 为 茧 类 植物 。 这 些 名 称 至 今 仍 为 各 书 所 采用 ;1927 年 ， 

他 第 一 个 写 出 了 中 国 植物 生态 学 和 地 植物 学 的 论文 x 安 徽 黄山 植 

被 区 系 的 初步 记述 》 以 及 属于 生态 学 性 质 的 《南京 钟 册 之 森林 ; 等 

等 。 为 了 更 快 地 传播 新 的 科学 知识 ,， 他 还 在 1929 年 翻译 了 “细胞 

的 渗透 性 质 ”、《 自 养 植物 的 光合 作用 > 等 植物 生理 论文 。 

‘iat 

FER Re AEG, RRA, BARE 

近代 植物 学 ， 必 须 建立 自己 的 研究 机 构 ， 组 织 科 技 力 量 。 为 此 ， 

他 和 著名 的 植物 学 家 胡 先 驻 一 起 ， 依 靠 当 时 的 中 华文 化 教育 基金 

会 的 补助 ， 于 1926 年 在 南京 成 立 中 国 科 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植物 部 ，. 

建立 了 实验 室 、 图 书馆 、 标 本 馆 等 。 这 个 植物 部 ， 可 以 说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初 具 规 模 的 植物 研究 机 构 。 在 这 里 ， 为 我 国 培育 和 造就 了 

不 少 第 一 流 的 植物 学 家 ， 如 车 名 植物 分 类 学 家 斐 鉴 、 方 文 培 ， 林 

es 1 114。 



学 家 郑 万 多 、 孙 雄 才 和 杨 衔 晋 等 ， 他 们 都 是 先后 在 钱 崇 计 的 指导 
下 从 事 植 牺 学 的 研究 工作 的 。 Sa 

LRU ORR, RRBAAT PSOE. 
国 后 不 入 ， 他 就 开始 在 浙江 和 江苏 南部 进行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 采 
集 标 本 三 万 多 份 。 特 别 是 对 浙江 的 植物 做 过 系统 的 采集 和 鉴定 ， 
以 后 又 对 南京 钟 山 的 森林 和 岩石 植物 进行 过 专门 的 观察 和 研究 ， 
并 写 了 论文 。1922 秆 ， 他 和 陈 焕 铺 、 秦 仁 昌 一 起 ， 组 织 湖北 西部 
植物 调查 队 ; :深入 到 神农 架 附 近 ， 采 得 标本 八 千 余 份 。 此 外 ， 他 
还 制定 子 江苏、 浙江、 安徽 、 四 川 各 省 的 植物 调查 规划 。 他 所 组 
织 的 采集 队 跨 山 涉 水 ， 走 遍 了 这 些 地 区 的 山谷 与 河流 ， 采 集 了 大 
Bia, 取得 了 第 一 手 资料 。 经 过 深入 分 析 研 究 ， 先 后 发 表 了 
《浙江 植物 名 录 》 等 数 十 篇 论文 ， 为 我 国 东南 、 西 南 植物 区 系 和 植 
被 等 的 研究 开辟 了 道路 ， 也 为 以 后 编写 全 国 植物 志 、 地 区 植物 志 
以 及 植物 地 理学 等 方面 的 研究 提供 了 条 件 。 

到 了 三 十 年 代 , 植物 学 的 科研 与 教学 队伍 逐渐 扩大 。 为 了 团 
结 全 国 植物 学 工作 者 更 好 地 进行 学 术 交流 、 开 展 科 学 普及 工作 ， 
在 他 和 一 些 老 科 学 家 的 倡议 下 ,1933 年 8 月 20 日 在 重庆 北 菩 中 国 西 

部 科学 院 召 开 了 中 国 植物 学 会 成 立 天 会 。 会 上 ,他 被 选 为 评议 员 。 
”第 二 年 在 江西 庐山 召开 的 学 会 年 会 上 L， 他 又 被 选 为 “中 国 植物 学 
杂志 》 的 编辑 同时 他 还 坚持 了 野外 科 考 工作 。 那 时 ,四川 省 建 
谈 厅 为 了 兴建 成 渝 铁路 ， 要 求 调查 全 省 的 资源 。 以 钱 崇 济 为 首 的 
植物 学 家 ， 组 织 了 中 国 西部 科学 院 生物 所 和 中 国 科学 社 生物 所 的 
有 关 大 员 ， 建 立 了 四 川 省 植物 资源 调查 采集 队 。 钱 崇 潮 对 参加 该 
HOE MLA A.“ DI RES, PAAR BSR 
集 记录 和 研究 报告 发 表 ， 有 名 的 采集 地 ， 如 南川 的 金 佛山 、 宝 兴 
的 梅县 以 及 峨 明山 等 处 。 这 次 调查 一 定 要 采集 到 比 外 国人 采 得 更 
多 的 标本 ， 发 现 更 多 的 新 种 ， 为 我 国 的 植物 学 打 基 础 ……。? 这 支 
采集 队 的 全 体 队员 在 钱 崇 济 的 指导 下 ， 用 三 年 的 时 间 ， 走 遍 了 四 
川 省 边远 县 区 ,收集 了 大 量 的 标本 和 野外 资料 ， 为 四 川 省 植物 科 
学 的 研究 工作 商定 了 基础 。 



芦 沟 桥 事变 发 生 后 ， 南 京 政府 迁 至 重庆 。 钱 崇 渤 等 辛苦 经 营 
的 南京 生物 研究 所 所 址 和 设备 ， 全 部 毁 于 日 军 的 炮火 之 下 ; ,他 们 
被 迪 迁 至 重庆 北碚 。 为 了 使 生物 研究 所 继续 存在 ， 到 北碚 的 一 自 
HG, RRR, RANE. eth 
的 精心 筹划 和 领导 下 ,大 家 决心 在 附近 农村 购 地 建立 新 的 研究 所 。 

不 久 ， 新 的 研究 所 在 艰 苦 的 条 件 下 建成 ， 已 经 中 断 的 科研 工 
作 获 得 了 新 生 。 钱 崇 尖 以身作则， 日 夜 奋战 。 他 在 两 根 灯 心 草 的 
菜油 灯 下 ， 查 阅 资料 ， 校 对 标本 ， 提 出 了 不 少 研究 论文 和 报告 ; 
《四 川北 碚 植物 鸟 欧 》、“ 四 川 四 种 新 木 本 植物 》、“ 中 国 森 林 植 物 
志 等 ;为 植 欧 学 的 发 展 做 出 了 新 的 贡献 。 

由 于 物价 飞涨 ， 资 金 奇 缺 ， 北 碚 的 中 国 科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被 
追 停办 。 于 是 他 接受 了 复旦 大 学 的 聘请 ， 担 任 了 生物 系 教授 兼 主 
任 的 职务 。 

钱 崇 潮 虽 然 接受 了 教学 任务 ,但 他 对 昔日 的 生物 所 念念不忘 ， 
仍然 住 在 北 磁 生物 所 图 书馆 的 旁边 。 那 时 ， 钱 崇 潮 曾 写 诗 才 露 他 
的 心情 ， 有 说 不 出 的 愤慨 与 气 闽 。 诗 句 中 有 “科学 事业 非 空谈 ， 
炮火 连天 毁 一 且 ， 个 人 心血 无 足 道 ， 国 家 兴旺 待 何 年 ?? 

1937 年 , 钱 崇 潮 在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讲授 植物 学 :植物 分 类 学 和 
于 物 生理 学 等 课程 时 ， 为 了 提高 教学 质量 和 科研 水 平 ， 他 在 川 天 
生物 系 创 建 了 二 个 植物 标本 室 。 现在 ， 这 个 标本 室 珍藏 着 各 种 植 
物 标本 达 五 十 余 万 份 ， 是 四 川 省 最 大 的 植物 标本 室 ; 也 是 全 国 各 
大 专 院 校 中 收藏 植物 标本 最 多 的 标本 室 之 一 。 这 样 丰富 的 标本 资 : 

料 ， 为 教学 和 科研 提供 了 第 一 手 资料 ， 除 本 校 使 用 外 每 年 到 这 

里 来 查阅 和 研究 的 中 外 植物 学 家 络绎 不 绝 ， 为 我 国 植物 研究 和 国 

际 交流 发 皖 了 它 应 有 的 作用 。 

抗战 胜利 后 ， 钱 崇 潮 随 复旦 大 学 迁 回 上 海 任 农学 Be Be Ke 

1947 年 ， 有 人 提出 由 美国 出 钱 与 我 国 合 编 * 中 国 植 物 志 > 的 主张 ， 

BRS , 怀 慨 陈 词 : 中 国 的 植物 志 一 定 要 由 中 国 大 自己 编写 ， 

不 能 由 外 国人 代 让 .一 席 话 ， 表 明了 一 个 正直 的 爱国 的 科学 家 的 

民族 责任 感 与 自尊 心 ， 他 的 意见 博得 了 大 家 的 赞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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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接着 新 中 国 的 诞生 ， 中 国 科学 院 于 1951 年 成 立 。 不 久 ， 钱 

尝 济 被 聘 为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所 长 ， 由 上 海 迁居 北京 。 他 除了 领 

导 全 所 的 工作 外 ， 还 亲自 参加 了 植被 与 植物 区 划 的 研究 工作 , 与 . 

其 他 同志 合作 主编 了 《中 国 植被 区 划 草 案 》、 “中国 植 被 类 型 >“ 黄 

河流 域 植 物 分 布 情况 > 以 及 “中国 森 林 植 物 志 > 等 重要 文献 。 

1959 年 ;古稀 之 年 的 钱 崇 沛 倡议 和 主持 了 中国 植物 志 > 的 编 

Lf. 这 部 我 国生 物 学 巨著 ， 不 仅 为 鉴定 植物 种 类 ， 开 发 利用 

我 国资 源 提供 科学 依据 ， 而 且 也 将 为 植物 学 各 学 科研 究 、 植 物 分 

类 学 研究 打下 基础 。 它 是 发 展 我 国 农 、 林 、 笋 、 渔 、 医 药 、 环 境 

保护 等 事业 以 及 进行 植物 学 研究 的 基本 参考 资料 ， 也 是 我 国 植物 

发 展 史 中 的 二 项 划时代 的 成 就 。 全 书 预 计 八 士 卷 。 约 四 千 万 字 。 这 

个 艰巨 的 编写 工作 ， 需 要 组 织 多 国 各 地 的 植物 学 工作 者 共同 努力 

来 完成 。 钱 崇 济 知 难 而 进 ， 亲 自 担 任 * 中 国 植 物 志 》 的 主编 ， 并 承 

担 了 等 麻 科 部 分 的 编写 任务 。 这 部 巨著 ， 到 他 逝世 前 ， 共 出 了 三 

卷 。 

1963 年 ， 在 北京 举行 的 中 国 植物 学 会 成 立 三 十 周年 年 会 上 ， 

钱 党 潮 继 续 当选 为 理事 长 & 这 一 年 ,又 恰 逢 钱 崇 湖 八 十 寿辰 和 从 

事 植物 学 研究 和 和 教学 王 作 五 十 周年 纪念 。 为 了 祝贺 他 半 个 世纪 以 

来 对 发 展 我 国 植物 研究 工作 的 卓越 贡献 ， 他 的 学 生 、 好 友 决 定 

在 北京 科学 会 堂 欢 聚 。 中 国 科学 院 、 国 家 科 委 和 全 国 科 协 的 领导 

同志 郭沫若 、 李 四 光 、 张 劲 夫 。 谢 念 稚 、 范 长 江 以 及 我 国生 物 学 

界 的 老 前 辈 丁 颖 、 秉 志 、 陈 焕 镭 、 张 景 钱 、 戴 芳 澜 等 人 ， 都 参加 

了 聚会 。 在 祝贺 进行 当中 ， 郭 沫 若 院 长 即兴 赋 诗 :桃李 满 天 下 ， 

东风 这 海 涯 , 老 来 当 益 壮 ,努力 建新 华 " 。 钱 崇 潮 的 学 生 、 科 学 院 植 

物 所 昆明 分 所 所 长 -( 现 为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所 ) RE ee ER 

会 者 祝词 ， 高 度 赞 扬 和 评价 了 他 的 功绩 :“ 钱 宗 潮 先生 以 全 部 精力 

贡献 于 科学 工作 ， 为 植物 学 在 我 国 的 发 展开 辟 了 道路 ， 为 国家 培 

养 出 了 许多 优秀 的 科学 工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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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1965 年 12 月 28 日 ， 癌 症 夺 去 了 他 的 生命 ， 这 位 从 事 科 

和 ste shies 站 

《四 ) 

钱 尝 潮 自 1916 年 留学 回国 以 后 ， 先 后 在 南京 甲 种 农业 学 校 、 

金陵 大 学 、 南 京 高 等 师范 (东南 大 学 前 身 )、 北 京 农业 夫 学 、 清 华 

大 学 、 厦 门 大 学 、 四 川 大 学 和 复旦 大 学 任教 ,担任 过 一 些 大 学 的 

生物 系 主任 。 每 到 一 处 ， 他 都 辛勤 地 为 植物 学 教学 、 研 究 工作 黄 

定 基 础 ， 并 培育 和 造就 了 一 批 著名 的 学 者 ， 如 我 国 著名 植物 学 家 

秦 仁 昌 、 裴 鉴 、 郑 万 钧 、 曲 仲 湘 、 方 文 培 、 汪 振 儒 、 仲 党 信 、 单 

人 骅 、 孙 雄 才 以 及 杨 衔 晋 等 ， 都 是 他 杂 自 精心 培养 的 学 生 。 

半 个 世纪 的 科学 生涯 , 钱 尝 济 除 在 校 任职 外 ,在 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和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从 事 植物 学 研究 工作 的 时 候 ， 

也 同样 十 分 重视 培养 人 才 。 三 十 年 代 , 他 在 南京 时 ,就 热情 帮助 青 

年 。 有 一 天 ,他 对 当时 刚 毕 业 不 久 的 曲 仲 湘 说 " 莎 草 科 是 个 大 科 ， 

种 类 多 ， 难 度 大 ， 在 南方 尚 无 人 研究 ， 和 希望 你 能 承担 该 科 的 分 类 

工作 ， 将 来 成 为 我 国 的 莎 草 科 专家 之 一 …… 。 曲 伸 湘 听 后 ， 又 惊 

又 喜 ， 感 到 这 是 对 自己 的 莫大 信任 与 期 弓 。 不 久 ， 曲 仲 湘 在 钱 尝 

洲 的 亲自 陪同 与 指导 下 ， 兴 致 勃勃 地 背 上 标本 ， 奔 向 紫金 山 、 栖 

起 出 、 宝 华山 、 雨 花 台 、 玄 武 湖 等 具有 不 同 生境 特点 的 地 方 ， 采 

集 莎 草 科 标本 。 在 室内 文献 工作 做 出 一 些 成 绩 后 ， 曲 伸 湘 又 在 钱 

崇 潮 的 指导 下 ， 写 成 《南京 莎 草 科 植 物 志 > 一 文 ， 并 收 天 本 28 年 中 

国 科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论文 集中 。 

钱 崇 潮 在 培育 人 才 方 面 所 花费 的 时 间 和 精力 是 无 法 估计 的 。 

一 代 新 人 的 成 长 ， 浸 透 着 他 的 心血 与 汗水 。 他 对 那些 勤奋 好 学 、 

胸怀 大 志 的 年 轻 人 ， 非 常 器 重 ， 不 论 是 他 的 学 生还 是 助教 : Ait 

是 白天 还 是 晚上 ， 凡 是 向 他 求教 的 ， 都 是 热情 接待 、 耐 心 解答 。 

对 自己 不 太 了 解 的 问题 ， 钱 老 也 指 以 线索 ， 从 不 散 衍 塞责 。 凡 是 

请 他 审查 论文 的 ， 他 总 是 逐 字 逐 旬 ， 包 括 学 名 拼 法 、 文 字 修 饰 、 

es 18 e 



标点 符号 等 都 认真 审 校 , 修 改 ,并 给 予 批注 。 他 认真 地 对 待 每 一 件 
事物 ， 总 是 那么 聚精会神 ， 一 丝 不 苟 。 抗 日 战争 时 期 ， 有 多 少 个 
寒暑 ， 他 在 那 两 根 灯草 的 油灯 下 ， 为 备课 工作 到 深夜 。 那 时 ， 有 
许多 青年 科学 工作 者 是 在 他 的 热情 帮助 和 指导 下 写作 、 修 改 、 发 
表 文 章 的 。 如 斐 鉴 的 4 中 国药 用 植物 ;是 在 他 的 建议 下 写 的 ; 吴 中 
伦 翻 译 的 《生物 群落 学 ?也 是 他 帮助 修改 完成 的 。 解 放 后 ， 钱 崇 谢 
十 几 年 如 一 日 地 担任 《植物 学 报 ? 和 《植物 分 类 学 报 ?的 主编 ， 直 到 
晚年 ， 还 热心 给 一 些 青年 同志 修改 论文 。 即 使 在 养病 期 间 ， 他 仍 
逐 字 逐 句 地 认真 审核 和 校对 稿件 。 

成 绩优 异 的 年 轻 人 出 国 深造 ， 钱 崇 潮 亲 自 指导 ， 热 情 帮 助 。 
现 已 成 为 植物 学 家 的 方 文 培 、 裴 鉴 、 郑 万 钩 等 教授 ， 在 三 十 年 代 
出 国 留学 时 都 得 到 了 他 的 赞助 。. 

用 “呕心沥血 ”这 四 个 字 ， 来 概括 钱 崇 湖 在 培养 人 才 上 的 功 | 
Bee 4S A. | | 

| 钱 崇 渤 教 授 辛 勤 耕 耘 的 七 十 年 是 近代 植物 学 在 我 国 萌芽 、 生 | 
根 、 开 花 、 结 实 的 历史 时 期 。 在 这 个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的 时 期 里 ， | 
钱 崇 澳 贡 献 了 自己 的 毕生 精力 ， 致 力 于 植物 学 事业 。 他 不 愧 是 我 
国 近代 植物 学 教学 工作 和 科学 研究 工作 的 创始 人 和 葛 基 人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G 1916 Two Asiatic allies of Ranunculus Pensylvanicus (KA 

EBLE RMT WWIEAR) Rhodora 18:189—190 (Hix, RE 

第 一 篇 分 类 原始 论文 ) 

2. 1917 Peculiar effects of barium, strontium and cerium on 

spirogyra, Bot. Gaz., 63:406—409 (fl, #8. Sika Ree 

作用 ) (RSC, BAERS — fel A yA BUR NG HES) 
3. 1923 森林 之 种 类 与 分 布 ， 科 学 8(2):130 一 144 

4, 1923 BSW (GRE. HERA LED 

5. 1927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vegetation and Flora of 

Hwang Shan (安徽 黄山 植物 之 初步 观察 ) Contf. Biol. Lab.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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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Soc. China. 3(1)#1—85 ( 西 文 ， 我 国 第 一 篇 地 植物 学 原始 论文 ) 

1931 Studies of the Chinese Orchids, Il. (中 国 兰 科 植 物 之 研究 。 

一 ) 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 Bot. Ser., 6(8):79— 

110 〈 西 文 ) 

1932 The wood of chung Shan, Nanking (南京 钟 山 之 森林 》) 

Contr. Biol. Lab. Sci..Soc. China, Bot. ser. 7:191—204( f¥ xt) 

193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Acer (中 国 械 属 的 

地 理 分 布 ) Proc， Fifth pacific Sci. Congr. 4:3305- 上 3310( 西 文 ， 

与 方 文 培 合作 ) 

1935 Notes or chinese Vrticaceae (oh Bl SERRE BRD Bull. 

Chin. Bot. Soc.,; 1:1—7 (PRX) 

. 1937 “中国 森林 植物 志 ， 卷 一 — 
1940 New Ghinese Loniceras (中 国有 忍冬 属 新 种 ) Sunyatsenia 4 

(3 一 4):133 一 141 ( 西 文 ) 
。1945 The species of Compositae in Pei 一 Pei, Szechwan (4jE%& 

菊 科 植物 志 ) 复旦 学 报 2;363 一 387，f，1 一 3 (PHD) 

1947 ”四川 北碚 植物 乌 欧 ”科学 29:363 

1954 黄河 流域 植物 的 分 布 概况 ， 地 理学 报 20:267 一 278 《与 吴 中 伦 

合作 ) 

1956 中 国 植被 的 类 型 “地 理学 报 22:37 一 72〈 与 吴征 镑 ， KASS 

作 ) 

1959 中 国 植物 志 “与 陈 焕 鲜 合 作 主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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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物 家 学 

(1886—1965) 

5 TSS 
ALG #£BE 

Ris RABE, BHARKU, BW), WK, HIF 
封 人 ， 生 于 1886 年 ， 卒 于 1965 年 ， 享 年 八 十 岁 。 他 生前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学 部 委员 、 中 国 科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 历 任 第 一 、 二 、 
三 届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代表 。 秉 志 先 生 从 二 十 年 代 起 ， 积 极 从 事 
生物 科学 的 组 织 领 导 工 作 及 研究 、 教 学 工作 。 他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生 
物 系 前 南京 高 等 师范 生物 系 ) 和 第 一 个 生物 学 研究 机 构 (前 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 的 创办 人 。 他 为 我 国生 物 科学 做 出 开创 性 
的 贡献 ， 成 为 我 国 近代 动物 学 的 主要 芮 基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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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志 先生 自 幼 聪颖 好 学 ， 随 教 公 学 的 父亲 诵读 四 书 五 经 、 文 

史诗 词 。 他 善 诗 文 ， 留 下 诗作 近 二 百 首 。 14 岁 时 ， 父亲 去 世 。 

1901 年 ， 秉 志 先 生 考 进 新 式 学 堂 一 一 河南 高 等 学 堂 ， 学 习 英 文 、 

数学 等 。 同 时 仍 努 力 攻读 古文 ， 在 17 岁 时 先后 考 中 秀才 和 举人 。 

1904 年 ， 秉 志 先 生 追 求 进步 潮流 ， 为 实现 “报国 ”的 理想 ， 离 开 

故乡 开封 ， 只 身 来 到 北京 求学 。 他 考 上 了 京师 大 学 堂 预科 ， 攻 读 

英文 和 数 、 理 、 化 。 四 年 后 ， 他 以 优异 的 成 绩 获 得 毕业 证 书 。 
1909 年 ， 考 取 第 一 届 官 费 留学 生 ， 赴 美国 留学 。 

在 北京 读书 期 间 ， 秉 志 先生 积极 参加 进步 学 生 运动 , 立 下 科 

学 救国 ”的 志向 。 他 博览 新 书 ， 特 别 对 进化 论 等 著作 感 兴趣 。 他 

认为 达尔 文 的 学 说 打破 宗教 迷信 ， 有 利于 富国 强 民 。 因 此 ， 秉 志 

先生 决定 赴 美 专修 生物 学 。 这 个 选择 ， 是 他 一 生 事业 的 开端 。 

到 了 美国 ， 秉 志 先 生 考 入 康 帮 尔 大 学 生物 系 。 他 学 习 勤奋 刻 

苦 ， 跟 著名 昆虫 学 家 Needham 研 究 昆 虫 学 。 于 1913 年 、1918 年 以 

优异 成 绩 先后 获得 理学 士 和 哲学 博士 学 位 ,并 成 为 美国 Sigmaxi 荣 

誉 学 会 会 员 。 毕 业 后 ,又 到 费城 的 韦 斯 特 解剖 学 和 生物 学 研究 所 ， 

跟著 名 神经 学 家 Donoson 从 事 肴 椎 动 物 神 经 学 的 研究 工作 二 年 

半 。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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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科学 贡献 自己 的 毕生 精力 。 

当时 ， 在 反动 军阀 统治 下 的 旧 中 国 ， 政 治 腐败 ， 根 本 没有 专 

门 的 科学 机 构 。 为 了 创建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1914 年 ， 秉 志 先 生 在 

美国 与 留美 同胞 共同 发 起 组 织 中 国 科 学 社 ， 这 是 我 国 最 旱 的 群众 

性 自然 科学 学 术 团体 。1915 年 10 月 正式 成 立 ， 秉 志 先 生 被 推选 为 

五 董事 之 一 ， 并 集资 刊行 我 国 最 早 的 学 术 刊 物 4 科 学 ?杂志 。 

一 踏 上 祖国 的 土地 ， 秉 志 先 生 立 即 满腔 热情 地 为 开创 我 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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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科 学 的 教学 和 研究 工作 忘我 地 工作 。1921 年 ， 他 在 南京 高 等 师 

范 创建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生物 系 ， 并 首先 根据 中 国 的 情况 ， 编 写 了 生 
物 学 教材 。 在 当时 ;生物 学 是 “冷门 "， 学 习 这 门 学 科 的 人 很 少 。 
开始 ; :南京 高 等 师范 只 有 农业 专修 科 ， 秉 志 先 生 教 普通 动物 学 。 
他 的 教学 法 ， 别 开 生 面 ,富有 吸引 力 ， 深 受 学 生 欢 迎 ， 以 至 这 个 
专修 科 的 学 生 有 一 半 对 生物 学 产生 浓厚 兴趣 ,由 学 农 改 学 动物 学 。 
当然 ， 这 不 仅 是 教授 法 的 问题 ， 更 重要 的 是 秉 志 先生 那 科学 家 的 
风度 和 魅力 。 秉 志 先 生 在 南京 高 师 拼 命 苦 干 ， 仅 用 两 、 三 年 的 时 
间 ， 就 把 生物 系 从 无 到 有 地 建立 起 来 。 四 年 后 ， 师 生 已 达 八 十 多 
大 。 当 时 ， 国 家 贫穷 ， 学 校 经 费 不 足 ， 无 钱 购 置 仪器 设备 。 秉 志 
先生 发 动 师 生 动手 制作 ， 并 用 自己 的 薪金 添置 一 些 实验 用 上 品 。 有 
两 个 暑假 ; 秉 志 先生 还 带领 学 生前 往 浙江 、 山 东 半 岛 沿海 ， 为 实 
验 室 采集 标本 。 

秉 志 先生 十 分 重视 科学 研究 。 他 经 常 说 :“ 教 自然 科学 的 人 ， 
必须 亲自 动手 做 自然 科学 研究 工作 ”。 在 从 事 教 学 工作 的 同时 ， 稻 
志 先 生 积极 进行 中 国 科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的 筹建 工作 。 在 秉 志 先生 
的 操持 下 ，1922 年 8 月 18 日 ， 中 国 第 一 个 生物 研究 所 在 南京 成 立 

To 秉 志 先生 被 推 任 所 长 。 
初创 的 生物 研究 所 ， 设 备 条 件 十 分 简 陋 ， 研 究 人 员 均 由 大 学 

的 老师 兼职 。 他 们 与 秉 志 先生 一 样 不 支取 报酬 ， 主 要 利用 假期 和 
课余 时 间 义 务工 作 。 开始 ， 中 国 科学 社 每 年 只 拨 给 240 元 ,只 够 一 

个 公务 员 的 薪水 。 秉 志 先 生 多 次 用 自己 的 薪金 为 研究 所 添置 必要 
的 仪器 。 在 他 的 感召 下 ， 研 究 人 员 也 自愿 捐助 一 些 现款 和 书 物 。 
大 家 的 生活 都 很 清苦 ， 工 作 却 很 努力 。 夜 阑 人 静 时 ， 研 究 所 里 还 
常常 灯火 明亮 。 他 们 每 天 都 要 工作 十 几 个 小 时 。 对 志 先生 在 南京 
高 师 和 生物 研究 所 倡导 和 培育 了 勤俭 刻苦 、 努 力 好 学 的 优良 学 风 。 
这 在 当时 学 术 界 是 有 口 皆 碑 ， 颇 负 声 望 的 。 

勤奋 结 硕果 。 从 1922 年 到 1937 年 ， 生 物 研究 所 取得 了 出 色 的 
成 绩 。 研 究 所 的 规模 发 展 了 ， 人 员 由 四 .五 人 增加 到 三 十 多 人 。 
除了 开展 形态 学 和 生理 学 的 研究 外 ， 还 对 我 国 动 植 物资 源 进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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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的 调查 研究 ， 收 集 了 大 批 标 本 ， 积 累 了 宝贵 的 资料 5 根据 研 

究 成 果 写 出 的 论文 达 数 百 篇 ， 主 要 发 表 在 研究 所 的 专刊 上 起初 

每 年 出 版 五 册 为 一 卷 ， 后 来 动 植物 分 开 ， 单 动物 学 部 分 就 年 出 十 

册 为 一 卷 。 斐 然 的 成 绩 ， 引 起 国内 外 学 术 界 关注 。 世 界 各 国学 术 

机 构 前 来 交换 的 刊物 达 600 多 种 。 国 内 的 社会 团体 和 和 名士 也 纷纷 

热情 予以 资助 。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为 这 个 研究 所 拨款 ， 众 每 年 

15,000 元 增加 到 40,000 元 。 全 国 研 究 生物 学 的 人 迅速 增多 。 这 主 

要 应 归功 于 秉 志 先生 。 

1927 年 ， 秉 志 先 生 又 创建 了 北京 的 静 生 生物 调查 所 ， 以 研究 

动 植物 分 类 为 主 。 该 所 由 尚志 学 会 支持 ， 后 又 得 到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大 力 资助 ， 设 备 较 好 ， 研 究 人 员 也 较 多 ， 因 此 研究 成 果 比 

生物 研究 所 更 多 ， 秉 志 先 生 以 爱 祖 国 、 爱 科学 的 高 度 热 忱 和 艰苦 

奋斗 的 精神 ， 领 导 南 北 两 所 ,为 开创 和 发 展 我 国生 物 科学 的 研究 ， 

作出 了 齐 越 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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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志 先 生 是 中 国 科 联 常委 、 全 国 科 协 委员 ， 是 中 国 动物 学 会 

创始 人 、 理 事 长 ， 中 国 水 产 学 会 筹 委 、 中 国 海洋 湖沼 学 会 委员 ， 

中 国 解剖 学 会 、 中 国生 理学 会 、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 中 国 古 生物 学 会 

等 多 种 学 术 团 体 的 会 员 。 

作为 一 个 动物 学 家 ， 秉 志 先 生 的 学 识 是 极为 广博 的 。 在 青年 

读书 时 ， 他 从 昆虫 学 一 直 学 到 人 体 解剖 学 。 从 事 研 究 工作 又 触 类 

旁 通 ， 范 围 更 广 。 他 对 于 分 类 学 、 形 态 学 、 生 理学 、 昆 虫 学 、 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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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1913 一 1918 年 , 秉 志 先生 在 美国 康 帮 尔 大 学 攻读 博士 学 位 时 ， 

研究 昆虫 的 形态 学 与 生态 学 ， 发 表 论 文 三 篇 ， 是 我 国 近代 昆虫 学 

研究 的 先 声 。1918 一 1920 年 ， 秉 志 先 生 在 韦 斯 特 研究 所 从 事 肴 椎 

动物 神经 学 的 研究 ， 发 表 论 文 二 篇 ， 对 蝗 鼠 交感 神经 的 发 育 与 性 

别 关系 的 研究 很 有 创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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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志 先生 常 说 ; “一 个 学 生 在 美国 那 种 环境 中 取得 研究 成 果 是 
可 以 预期 的 。 但 更 可 贵 的 是 在 国外 受 了 训练 之 后 ， 回 到 中 国 来 ， 

”在 我 们 这 种 比较 困难 的 条 件 下 做 出 成 绩 来 ， 使 中 国 的 科学 向 前 推 
进一步 ?。 秉 志 先 生 说 到 做 到 。1920 年 回国 后 ， 直 到 1937 年 抗战 爆 

发 ， 他 在 南京 的 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从 事 养 椎 动物 的 形态 学 与 
生理 学 研究 ， 发 表 论 文 三 十 余 篇 。 对 江豚 内 脏 的 解剖 , 虎 的 大 脑 、 
豚鼠 、 家 免 等 大 脑 皮 层 的 功能 等 方面 的 研究 尤为 深入 细致 ， 成 绩 
卓著 。 同时 ， 秉 志 先生 还 在 北京 的 静 生 生物 调查 所 从 事 无 脊椎 动 
有 物 分 类 学 的 研究 ;在 我 国 沿海 、 华 北 、 新 疆 、 香 港 等 地 区 哩 足 类 

” 款 体 动物 的 调查 研究 方面 ， 做 出 很 大 贡献 。 此 外 ， 还 对 昆虫 : 腹 
足 类 、 鱼 类 及 龟 类 的 化 石 进 行 了 研究 ， 其 中 特别 是 对 我 国 白 垩 纪 
昆虫 化 石 的 研究 ， 成 绩 尤 为 显著 ， 在 国际 上 具有 重要 地 位 。 这 一 
时 期 ， 秉 志 先 生 在 腹 足 类 和 化 石 昆 虫 等 方面 发 表 论 文 二 十 余 篇 。 

全 国 解放 后 ， 秉 志 先生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和 动物 
研究 所 进行 家 蚕 生 理 和 鱼 类 的 形态 与 生理 方面 的 研究 ,发表 论 文 
十 余 篇 。 最 后 的 十 年 ， 秉 志 先 生 集 中 精力 对 鲤鱼 形态 进行 系统 深 
入 的 研究 ， 写 出 专著 《鲤鱼 解剖 ?和 《鲤鱼 组 织 》。 全 面 充实 了 鱼 类 
生物 学 的 理论 基础 ， 是 科研 与 教学 的 重要 参考 文献 。 

在 五 十 多 年 里 ， 秉 志 先 生 在 科学 研究 方面 成 果 累 累 ， 他 生前 
发 表 专著 五 项 ， 学 术 论 文 六 十 余 篇 。 从 工作 性 质 来 看 ， 他 不 仅 做 
了 大 量 描述 性 的 分 类 学 与 形态 学 研究 ， 而 且 在 生理 学 方面 也 进行 
过 不 少 实验 工作 。 他 的 研究 对 象 ， KBE, DERM. WHA 
的 活 材料 到 十 代 的 化 石 ， 他 都 研究 探讨 过 。 

除了 实验 室 工 作 以 外 ， 自 1920 年 回国 后 ， 秉 志 先生 一 直 附 带 
地 研究 达尔 文 进化 学 说 ， 探 讨 达尔 文 、 赫 悄 黎 、 巴 甫 洛 夫 、 米 丘 
林 诸 家 的 论著 。 四 十 儿 年 来 有 很 深 的 心得 和 不 少 创见 ， 写 过 关于 
进化 论 的 专著 多 种 ;， 如 * 竞 存 论 略 》、* 海 编 的 系统 发 育 及 进化 》 
《原生 动物 的 天 演 > 等 。 此 外 ,还 有 科普 文章 四 十 余 篇 ， 如 《达尔 
文物 种 由 来 的 一 世纪 》、“《 生 命 的 途径 六 《天 演 现象 的 窥 测 > 等 等 ， 
都 发 表 在 “科学 ?杂志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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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志 先生 不 愧 是 一 位 学 识 渊博 、 成 就 卓著 的 生物 学 界 老 前 辈 。 

(Pq) 

秉 志 先生 热爱 祖国 、 热 爱人 民 ， 具 有 强烈 的 民族 自尊 心 。 他 
虽 曾 在 美国 生活 了 十 一 年 ， 可 在 外 国人 面前 ， 从 来 保持 审 国 人 的 
尊严 和 自信 。 向 生物 研究 所 拨款 资助 的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 和 使 
用 的 是 美国 退还 的 康子 赔款 。 基 金 会 里 有 一 些 美 国 董事 们 往往 而 
出 一 付 恩赐 者 的 面孔 ,对 生物 研究 所 指 手 划 脚 秉 志 先生 不 理会 他 
们 ， 说 :“ 中 国 的 事情 ， 中 国人 自己 会 办 好 ”。 在 秉 志 先生 的 章 越 领 
导 下 ， 研 究 所 越 办 越 出 色 ， 那 些 美 国 董事 们 暗暗 软 佩 秉 志 先生 的 
才 于 和 精神 ， 再 不 敢 神 气 活 现 地 于 预 了 。 

1930 年 初夏 ， 正 是 “ 九 一 八 ” 的 前 夕 ， 有 一 批 目 未 生物 学 工 
作者 突然 要 到 我 国 四 川 等 地 调查 动物 资源 。 秉 志 先 生 立 即 意识 到 
来 者 不 善 ， 决 心 组 织 力量 赶 在 日 本 人 前 面 深 入 四 川 进行 调查 研究 
和 采集 工作 。 在 经 费 有 限 、 人 员 不 足 的 情况 下 ， 头 家 发 奋 努 力 ， 
又 得 到 当地 爱国 人 十 的 协助 ， 很 快 地 完成 了 任务 ， 满 载 而 归并 
随即 整理 发 表 了 。 而 日 本 人 到 了 四 川 ， 由 于 人 生地 不 熟 ， 困 难 重 
BH, AMEE, 

1937 年 ， 日 本 帝国 主义 铁 蹄 踩 蹦 祖国 大 地 。 南 京 沧 陷 。 这 时 

PRAY 〈 原 南京 高 等 师范 改 为 东南 大 学 ， 又 改 为 中 央 大 学 》 搬 
迁 重 庆 。 生 物 研究 所 的 图 书 、 标 本 、 仪 器 、 设 备 被 棍 略 者 抢掠 二 
空 ， 房 屋 也 被 大 火烧 毁 。 秉 志 先 生 由 于 妻子 病 重 , 没 能 奔赴 重庆 ， 
只 好 满腔 愤恨 回 到 上 海 家 中 。 这 时 的 秉 志 先生 煌 有 和 名望 ， 日 二 的 
“支那 文化 动态 ?对 他 的 情况 调查 得 很 清楚 。 上 海 沧 陷 后 ， 敌 伪 方 
面 千方百计 寻找 他 ， 企 图 拉 他 出 来 企 事 。 秉 志 先 生 决 心 不 为 日 守 
所 用 ， 便 隐姓埋名 ， 改 名 翟 际 潜 ， 还 车 起 胡须 ， 在 上 海 过 起 “ 隐 
居 ” 的 生活 。 他 躲 在 上 海 震 旦 大 学 的 化 学 实验 室 里 , 闭 门 做 学 问 ， 
自修 生物 化 学 等 课程 ， 进 一 步 开 阔 自 己 的 知识 领域 。 同 时 还 在 骨 
友 经 营 的 中 药 厂 里 研究 药材 星 虫 。 

秉 志 先生 虽然 “隐居 ”起 来 ， 但 他 时 刻 不 忘 天 下 兴亡 、 匹 拓 

* 26 * 



AR. HH “RE? (〈 老 戏 伏 杞 ， 志 在 千里 之 意 ) 笔名 ， 每 星期 
写 二 篇 文章 ， 投 寄 < 大 公报 发 表 ， 以 鼓励 人 民 抗 战 情绪 ， 几 个 月 
Wa, RIGA, RASTA Re, ARES. aK, 
He OR” WER, EROS AER SADELREK 
2, 评论 时 事 ， 揭 露 敌人 的 滔天 罪行 ， 斥 骂 他 们 为 “毒蛇 野兽”， 
并 医 烈 地 召唤 人 民 精 诚 团 结 ， 共 同 抵御 外 侮 。 在 敌人 恺 怖 统治 的 
上 海 ， 秉 志 先 生 敢 于 以 笔 作 刀枪 ， 英 勇 斗 争 ， 真 不 愧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硬骨头 。 

MEA, 秉 志 先生 没有 工资 收入 ， 一 家 人 生活 很 艰苦 。 他 在 
实验 室 里 工作 一 天 ， 中 午 只 有 两 块 烧饼 充饥 。 他 的 大 儿子 只 好 辍 
学 ， 进 了 一 家 制药 厂 当 学 徒 。 他 的 大 女儿 依靠 奖学金 才 得 以 继续 
RY. 多 亏 有 爱国 人 士 ， 世 界 红 汇 字 会 ， 以 及 苏 北新 四 军 设 法 接 
济 ， 全 察 才 未 至 断 炊 。 在 如 此 困苦 的 情况 下 ， 秉 志 先生 始终 保持 
着 一 个 爱国 科学 家 的 民族 气节 。 当 时 ,有 个 “好 心 人 2 实则 汉奸 )， 
愿意 锁 赠 面粉 三 袋 (每 袋 价值 十 余 块 银元 )， 秉 志 先 生 不 为 物质 所 
me, BRE 
抗战 八 年 ， 秉 志 先生 被 困 上 海 ， 但 他 从 未 灰心 ， 一 直 在 打听 

去 后 方 的 路 线 ， 可 惜 总 是 落空 。 有 一 次 ， 得 知 有 一 条 从 杭州 入 江 
西 转 重庆 的 路 线 ， 他 立即 积极 进行 准备 ， 出 让 了 房屋 和 家 具 。 人 临 
行 沁 传 来 消息 此 路 不 通 了 ， 几 个 月 的 计划 又 成 泡影 。 一 直到 1945 
年 日 完投 降 时 ， 他 还 在 考虑 去 内 地 的 问题 。 为 此 ， 他 曾 说 :“ 不 求 
别人 谅解 ， 但 求 无 愧 我 心 。” 

(ht) 

秉 志 先生 为 人 刚直 不 阿 , 疾 恶 如 做 。 他 项 视 反 动 派 及 其 权贵 ， 

杜绝 与 这 些 狐 群 狗 党 的 任何 来 往 。 他 称 那 些 在 统治 者 面前 播 尾 乞 

怜 的 御用 科学 家 为 “科学 之 罪人 ?。 他 在 自己 的 著作 《科学 呼声 ?一 

BP, HRRAA AGRI. WRRA LER", “BAA, 

RACER", “HARI, SERS BR, “RDB. 

或 贰 惑 众 之 浅 人 “勾结 强 援 、 私 图 统制 之 政客 "、“ 和 欲 速 抑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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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末 忘 本 之 商人 …。 

有 一 次 ， 菏 介 石 托 人 邀请 秉 志 先生 出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职 务 。 千 
志 先 生 对 来 客 读 了 一 段 “ 北 山 移 文 ” (4 古文 观 止 ?里 的 文章 )， 表 
明 目 己 不 事权 贵 ， 甘 为 平民 的 心迹 。1935 年 夏 ， 由 秉 志 先 生 倡导 
的 中 国生 物 学 会 在 庐山 借 中 国 科学 社 开 年 会 之 便 , 举 行 成 立 大 会 。 
刚 妃 ， 薪 介 石 代 同 宋美龄 也 在 庐山 。 薪 介 石 为 笼络 人 心 ， 举 行 游 
园 会 ,招待 中 国 科学 社 的 科学 家 。 有 人 和 希望 秉 志 先生 趁机 与 蒋介石 
晤 谈 。 秉 志 先 生 故 意 称病 不 去 ， 坚 决 拒绝 。 他 说 :生物 研究 所 与 
我 都 穷 ， 但 要 穷 得 有 志气 ”1948 年 ， 中 央 研 究 院 在 南京 召开 院士 
RU RWB ESM, RL, BARR, RRR 
签注 能 否 出 席 ， 秉 志 先生 断然 写 上 “ 辞 谢 ”两 字 。 

在 黑暗 统治 的 岁月 ， 秉 志 先 生 横 眉 冷 对 以 蒋介石 为 首 的 反动 
政府 ， 坚 决 不 与 之 发 生 任何 联系 ， 表 现 了 一 个 真正 科学 家 威武 不 
i. BRD. DRAB ine. 

CW) 

为 发 展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 秉 志 先生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勤奋 努力 ， 
埋头 若干 。 他 曾 说 ;我 一 天 不 到 实验 室 做 研究 工作 ， 就 好 象 缺 了 
什么 似 的 .他 一 直 工 作 到 逝世 的 前 一 天 。 

当年 ， 在 南京 生物 研究 所 ， 秉 志 先生 处 处 以 身 作 则 ， 忘我 工 
作 ， 每 当 盛夏 时 节 ， 南 京 天 气 酷热 难 忍 ， 他 照常 伏案 工作 沁 汗 水 
如 雨 ， 衣 衫 湿 透 ， 只 是 用 毛巾 擦 一 下 ， 从 不 休息 。 他 常 说 “科学 
决 不 训 负 苦心 钻研 的 勤学 之 人 ”。 

抗日 战争 之 前 ， 秉 志 先生 把 家 着 安排 在 上 海 ， 只 身 在 南京 工 
作 ， 同 时 又 在 北京 兼职 ， 往 返 于 宁 、 京 \, 沪 等 地 ， 一 肩 双 挑 科研 、 

教学 两 副 担 子 。 他 极 少 回 家 ， 连 自己 的 孩子 对 他 都 十 分 陌生 。 有 
一 次 ， 他 回 家 探亲 ， 小 女儿 竟 误 认 他 是 客人 ， 称 呼 他 “< 拖 上 报 ， 乔 

得 全 家 大 哄 堂 大 笑 。 

秉 志 先生 在 上 社会 为 中 国生 物 科 学 事业 的 发 展 操劳 了 大 半 辈 

子 ， 他 有 盼望 着 新 社会 的 到 来 ， 以 使 科学 事业 能 更 快 地 发 展 ， 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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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过 花甲 之 时 ， 终 于 迎 来 了 新 中 国 。 党 和 国家 对 科学 事业 的 关怀 

和 重视 ， 使 秉 志 先生 无 限 激动 ， 看 到 自己 梦 朵 以 求 的 工作 条 件 己 © 

成 为 现实 ， 几 十 年 的 宏伟 抱负 有 了 实现 的 可 能 ， 他 欢欣 鼓舞 , 精 
神 格外 饱满 ,工作 更 加 积极 。 他 常常 对 人 说 :“ 活 在 这 么 好 的 时 代 ， 
就 是 活 到 一 百 三 十 岁 也 活 不 够 "为 了 争取 时 间 多 做 工作 ， 虽 年 逾 
古稀 ， 每 日 仍 坚持 工作 八 小 时 。 高 级 研究 人 员 每 年 一 度 的 休假 他 
很 少 享受 。 每 逢 秋季 ， 他 犯 过 敏 性 枯草 热 ， 虽 被 病魔 折磨 得 很 痛 
苦 ， 还 经 常 带 病 工 作 。 

秉 志 先生 说 ;生物 学 为 研究 生命 之 科学 ， 与 人 生 之 关系 至 为 
显著 ”, “生物 学 关系 民族 之 兴衰 "应当 “利用 科学 ， 以 图 建设 ， 
为 人 民 谋 福利 ”。 解 放 后 , 秉 志 先生 为 自己 制订 了 长 期 的 研究 计划 。 
他 的 研究 课题 ， 讲 究 实用 ,紧密 结合 人 民生 活 和 生产 发 展 的 实际 。 
五 十 年 代 初 ， 秉 志 先 生 就 开始 了 鲤鱼 的 研究 。 鲤 鱼 是 我 国 一 种 普 
HNL, ABRAHAM, HURRAH HF 
述 。 自 五 十 年 代 中 期 起 ， 秉 志 先 生 在 他 人 生 的 最 后 十 年 中 ， 对 鲤 
鱼 的 形态 进行 了 系统 而 深入 细致 的 研究 ， 于 1960 年 发 表 了 “鲤鱼 
解剖 > 的 专著 。 不 久 ， 他 又 写 完 《鲤鱼 组 织 ? 的 手稿 。 并 计划 对 鲤 
鱼 的 胚胎 学 、 生 理 生 化 、 实 验 生物 学 一 一 进行 研究 。1965 年 2 月 
20 日 ， 八 十 高 龄 的 秉 志 先生 ， 上 午 还 在 实验 室 里 工作 ， 下 午 外 出 

会 》 晚 上 动脉 硬化 性 心脏 病 突 然 发 作 ， 送 至 医院 ， 抢 救 无 效 ， 
不 幸 于 第 二 天 凌晨 与 世 长 辞 。 

秉 志 先生 治学 态度 十 分 严谨 ， 一 丝 不 苟 ， 对 待 工作 一 贯 严肃 
认真 ， 极 端 负责 。 直 到 晚年 ， 在 实验 过 程 中 仍 亲 自动 手 ， 尤 其 是 
关键 性 问题 ， 更 是 反复 试验 。 别 人 做 了 ， 也 要 亲自 检查 ; BRK 
严 ; 任何 小 问题 都 不 轻易 放 过 。 对 每 项 研究 ， 总 要 做 得 完整 全 面 、 
内 容 充 实 ， 才 肯 整 理发 表 。 

秉 志 先生 去 世 后 ， 儿 女 们 在 整理 遗物 时 发 现 ， 他 使 用 多 年 的 
棕色 小 钱包 里 有 一 张 发 黄 了 的 卡片 ， 右 侧 书写 着 “工作 六 律 ?;“ 身 
‘EDRF, SWRA, WRASSE LER’. 
PHA ‘BABA, DDR AWBSR “ARAUW’,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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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 、 度 量 宽 安 、 思 想 纯正 、 了 眼光 远大 、 人 性 情 平和 、 贡 格 清高 ”。 

下 首 为 “切记 切记 、 勿 违 勿 违 ”熟悉 秉 志 先 生 的 人 都 说 ， 这 些 座 圳 

馈 ， 正 是 他 一 生 的 真实 写照 。 

(+) 

SEE SEAE FEL EY le Hy RBA ETAL AD, 

HPCKKASRAILEA, HERABLHVAW SET, 

真是 “桃李 满 天 下 ” RHEMZRASESMESRMERE. 

伍 献 文 、 欧 阳 需 、 卢 于 道 、 张 备 闻 、 张 宗 汉 、 郑 集 、 陈 义 、 何 锡 

Sit, KAR. EUR. WG WARY. RRC SRA EE 

的 学 生 。 由 于 秉 志 先生 学 识 渊博 、 研 究 范 围 广 泛 ， 所 以 培养 出 许 

多 专业 互 不 相同 的 学 生 。 他 们 有 的 擅长 分 类 形态 ， 有 的 擅长 生理 

或 生态 ， 有 的 擅长 寄生 虫 或 昆虫 。 在 动物 的 分 类 和 形态 方面 ， 自 

单 细胞 原生 动物 至 肴 椎 动物 的 哺乳 类 ， 都 有 他 的 学 生 做 过 或 正在 

做 着 研究 。 其 中 以 研究 鱼 类 的 学 者 为 最 多 。 tS 

秉 志 先 生 的 学 生 遍 布 全 国 ， 大 家 一 有 机 会 就 来 看 望 自己 的 老 

师 。 一 见面 ， 秉 志 先 生 总 是 先 问 他 们 的 工作 情况 和 科研 成 绩 ， 特 

AIZEN ERA, IBA PE, ER. WTR, 

他 十 分 高 兴 ， 热 情 表扬 ; WA DMS, 1h BB RE Hh A, 

甚至 坦率 地 给 以 批评 。 他 常 说 ;我 这 么 大 年 纪 还 在 做 呢 ， 你 科 更 

要 努力 啊 ! 

今天 ， 秉 志 先 生 的 早期 学 生 都 已 年 逾 古 稀 ， 至 今 他 们 和 极 然 难 

以 忘怀 当初 自己 是 如 何在 秉 志 先生 的 热情 鼓励 和 具体 指导 下 ， 适 

进 科 学 之 门 ， 一 步 步 成 长 起 来 的 ;如 何在 秉 志 先生 以 身 作 则 和 严 

格 要 求 下 ， 立 志 艰 苦 奋 斗 ， 攀 登科 学 高 峰 的 。 由 于 秉 志 先 生 的 言 

传 身 教 ， 他 的 许多 学 生 都 秉承 了 勤奋 努力 、 持 之 以 恒 的 学 风 ” Kh 

长 为 动物 学 界 老 一 辈 的 专家 ， 成 为 我 国教 育 界 和 科学 界 的 一 支 重 

要 力量 。 

秉 志 先 生 晚年 主持 的 实验 形态 研究 室 里 大 多 数 是 青年 同志 ? 

秉 志 先生 对 他 们 的 培养 可 说 是 不 遗 余力 。 他 亲自 为 他 们 工 专 业 课 ， 

ee) . 



英语 课 ， 并 根据 各 人 水 平分 别 给 以 讲授 和 辅导 。 他 为 每 人 确定 专 
业 发 展 方向 ，. 为 他 们 创造 学 习 条 件 ， 争 取 进 修 的 机 会 ， 他 给 每 人 
安排 讨论 工作 的 时 间 ， 即 使 如 此 ,他 还 是 欢迎 青年 同志 随时 去 问 
他 。 不 论 是 上 班 还 是 体 息 ， 不 管 是 相识 的 还 是 不 相识 的 青年 来 请 
教 ， 他 总 是 满腔 热情 ， 有 求 必 应 。 他 经 常 勉 励 青年 同志 对 待 工作 
RAGA”, Bobo, Fb, Hd. Wo, Wd; ,必须 要 有 不 
TARE. AS TARE. ARR “SARA” HEH. A EAE AIX 
些 教导 ， 一 直 铭 记 在 他 的 学 生 们 的 心中 。 

除了 专业 之 外 ,， 秉 志 先 生 也 十 分 关心 青年 的 思想 进步 。 他 常 
用 今 背 对 比 的 方法 教育 青年 珍惜 今天 ,好 好 工作 。 他 既 严 肃 认真 ， 
又 和 芒 可 亲 ， 他 循循善诱 ， 诲 人 不 倦 ， 为 培养 科学 事业 的 接班 人 
付出 了 辛勤 的 劳动 。 

ON) 

195347 8 月 ， 身 为 人 民 代 表 的 秉 志 先生 ， 就 消灭 钉螺 、 根 治 

血吸虫 病 问 题 ， 分 别 向 毛 主席 、 朱 总 司令 、 周 总 理 写 信 呼 吁 。 他 
在 信 申 写 道 ,项 因 民 间 血 吸虫 病 日 益 严重 ， 秉 志 为 良心 所 驱使 ， 
向 卫生 当局 呼吁 ， 皆 对 于 捕 灭 钉螺 〈 该 虫 的 中 间 寄 主 ) IDEA 
为 然 ， 今 患 病 者 日 见 其 多 …… 约 为 千 万 人 左右 ， 国 家 前 途 受 其 威 
胁 ……”。 秉 志 先生 还 随 信 寄 去 了 自己 关于 消灭 钉螺 的 具体 建议 。 
秉 志 先生 虽然 不 是 这 方面 的 专家 ,- 但 作为 一 个 动物 学 家 ,目睹 寄 
生 虫 给 人 民 带 来 的 灾难 ， 万 分 焦虑 。 时 在 1952 年 9 月 ， 他 就 向 卫 
生 部 门 负责 同志 写 信 反 映 情况 ， 提 出 建议 。 但 当时 没有 受到 重视 。 
因此 第 二 年 他 又 向 毛 主席 、 朱 总 司令 和 周 总 理 写 信 。 

1956 年 ， 中 央 防 治 血 吸虫 病 小 组 成 立时 ， 毛 主席 转 去 了 有 秉 
志 先 生 的 建议 。 中 央 邀 请 秉 志 先生 出 席 防 治 血吸虫 病 小 组 第 二 次 
扩大 会 议 。 秉 志 先生 因 出 席 中 国 科学 院 的 远景 规划 会 议 而 未 能 会 
i, 但 他 心中 挂念 此 事 ， 特 地 向 防治 小 组 写 了 信 ， 又 一 次 陈述 了 
自己 关于 灭 螺 的 意见 。 

秉 志 先生 为 人 正直 ， 富 于 正义 感 和 爱国 热情 ,关心 国家 大 事 。 

a 因 



早 在 青年 时 代 就 积极 参加 学 生 爱国 运动 ， 反 对 帝国 主义 压 近 。 留 

美 期 间 积极 参加 华侨 的 爱国 运动 ， 并 与 华侨 一 起 组 织 中 国人 民 外 

会 ， 为 祖国 宣传 。 秉 志 先 生 在 旧 中 国度 过 了 大 半辈子 ， 经 历 了 

清末 封建 王朝 ， 军 阀 混战 和 国民 党 反动 统治 时 代 。 他 对 旧 社 会 的 

腐朽 落后 极端 痛恨 ， 他 真诚 无 比 地 热爱 新 中 国 。 他 深 知 信 民 江山 

来 之 不 易 ， 具 有 高 度 的 责任 感 和 主人 翁 精 神 。 抗 美 援 朝 时 ， 他 将 

自己 抗战 前 节 衣 缩 食 在 南京 所 置 的 四 处 房地产 全 部 捐献 给 国家 ， 

购买 飞机 大 炮 。 包 的 三 千 册 藏书 ， 也 留 下 遗言 全 部 献 给 国家 。 

解放 后 ， 秉 志 先 生 曾 先后 担任 过 全 国政 协 第 一 次 会 议 特 邀 代 

表 、 河 南 省 政协 代表 及 人 民政 府 委员 、 华 东 军 政委 员 会 文教 委员 、 

河南 省 人 民 代 表 以 及 第 一 、 二 、 三 届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 他 

关心 人 民生 活 、 关 心 国家 大 事 ， 不 辜负 党 和 人 民 对 他 的 信任 ， 尽 

力 履 行 自 己 的 职责 ， 不 愧 为 真正 的 人 民 人 代表。 他 坚持 出 席 各 种 会 

议 ， 积 极 发 言 ， 到 各 处 视察 ， 并 经 常 向 人 大 常委 会 写 信 ， 反 映 情 

况 ， 提 各 种 建议 。 其 建议 除 有 关 科 学 发 展 的 问题 以 外 ， 还 涉及 到 

国家 法 令 制 度 、 争 取 留 学 生 回 国 、 青 年 的 思想 改造 、 环 境 卫生 、 

公共 交通 、 改 良 京剧 、 提 倡 火 莫 等 等 方面 。 其 中 尤 以 消灭 钉螺 、 

根治 血吸虫 病 的 建议 提 得 最 为 详尽 具体 。 

秉 志 先生 身 为 著名 的 科学 家 ， 具 有 高 度 的 政治 邹 情 。 对 于 新 
中 国 的 每 一 项 成 就 ， 国 内 外 的 每 一 件 大 事 ， 他 都 十 分 关注 ， 并 和 常 

常 写 文章 发 表 自 己 的 见解 与 感受 。 他 曾 撰文 号 召 学 习 《 矛 盾 论 》， 

写 诗 欢呼 宇宙 飞船 上 天 。 他 曾 怀 着 对 帝国 主义 的 无 比 仇恨 ， 写 过 

“ 绝 不 能 容忍 美 帝 进 行 细 菌 战 的 罪行 、“ 反 对 原子 弹 、“ 科 学 与 

世界 和 平 ”等 文章 于 报刊 发 表 。 

秉 志 先生 把 自己 一 生 全 部 献 给 了 祖国 ， 献 给 了 人 民 ， 献 给 了 

科学 事业 。 他 是 我 国 老 一 辈 知 识 分 子 的 优秀 代表 。 

这 里 ， 我 们 借用 秉 志 先 生 的 一 位 学 生 对 老师 的 发 自 肺 腑 的 评 

tr ,作为 文章 的 结尾 。 这 位 学 生 的 评语 是 ， 治 学 严 廊 ,学 识 渊博 ; 

BOR WSs APA BASE REN ,团结 同志 ; 

RIL, Ws 土 洋 结合 ， 爱 国 心 盛 ; Wee, Bs 

Si 26 



A; Buz, BHAS: BHS, DOMES, BOM, B 
迪 后 学 。 

be ° 

oOo © 1 Oo Cl f& © bd > ° e ° © ° 四 ° 

eo ko ND BSB DS DB DW WD DO HB we FB FY YF EF | — an. NT DD Ot We-DSs HM S&S CO ON OF OF By WO ND, = O&O 

ph 7k BRE Me ROTEL ”1921 年 康 乃 尔 大 学 农业 试验 场 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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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蕨 类 植物 学 家 

(1892 一  ) 

Rea RAE 

秦 仁 昌 是 我 国 著名 植物 分 类 学 家 ， 也 是 现代 蕨 类 植物 分 类 学 

研究 的 开拓 者 和 黄 基 人 。 他 从 青年 时 代 就 立志 从 事 植 物 学 的 研究 

工作 ，1926 年 正式 踏 入 了 奇 伦 异 草 、 珍 果 佳 木 的 浩瀚 植物 界 。 在 

这 个 世界 里 ， 存 在 着 显 花 植物 与 隐 花 植物 两 大 类 。 而 在 数 万 种 隐 

花 植 物 中 ， 蕨 类 植物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群 。 它 广泛 分 布 于 全 世界 ， 组 

成 了 一 个 引人入胜 的 植物 王国 。 在 我 国 ， 对 这 植物 王国 进行 系统 

研究 的 秦 仁 昌 ， 经 历 了 萌芽 、 发 育 、 成 长 的 全 过 程 ， 著 有 150 多 

篇 论文 和 专著 ， 共 500 多 万 字 。 这 些 著作 ,在 国内 外 植物 学 界 都 产 

生 过 强烈 的 反应 ， 发 生 了 深刻 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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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仁 昌 1898 年 2 月 生 于 江苏 省 武进 县 。 父 母 务农 。7 岁 时 ， 他 
被 送 进 私 熟 。 但 是 ,枯燥 的 “四 书 ”"、“ 五 经 ?的 章句 ， 没 有 引起 这 
个 7 岁 孩 子 的 兴趣 。 只 是 因为 父母 再 三 地 督促 , 秦 仁 昌 才 硬 着 头皮 
读 了 下 去 。 五 年 后 ， 他 居然 把 4 大 学 》、《 中 庸 》、《 论 语 兴 孟子 ?等 
书 背 得 滚 瓜 烂熟 了 。 可 是 ,老师 只 教 认 字 ， 不 讲 其 义 ， 这 时 ， 秦 
仁 昌 的 父母 觉得 念书 无 用 ， 年 景 又 不 好 ， 不 如 辍学 ,在 家 王 农 活 。 

1911 年 的 辛 刻 革 命 ， 结 束 了 中 国 两 千 多 年 来 的 封建 帝制 。 秦 
仁 昌 的 家 乡 ， 办 起 了 新 型 农村 小 学 ， 即 人 们 所 谓 的 “ 洋 学 堂 ”他 
的 外 祖父 是 位 比较 开明 的 老人 ， 说 服 了 自己 的 女婿 与 女儿 ， 把 秦 | 
仁 昌 送 进 了 “ 洋 学 堂 ”读书 。 秦 仁 昌 发 现 “ 洋 学 堂 ”与 私 整 大 不 i] 
相同 ， 这 里 开设 国文 、 算 术 、 英 文 、 图 画 等 新 的 课程 ， 很 快 激 起 
了 他 求知 的 欲望 。 | 

1914 年 ， 秦 仁 虽 以 优异 的 成 绩 考 进 了 江苏 省 第 一 甲 种 农业 学 | 
校 ， 学 可 林学 。 他 在 这 里 学 习 了 五 年 。 学 习 期 间 ， 他 对 英文 特别 | 
着 迷 ， 甚 至 利用 课余 时 间 ， 一 页 页 地 读 了 英文 词典 ?。 英 语 老 师 

| 

也 特别 喜欢 他 ， 并 指导 他 阅读 有 趣 的 原版 小 说 《天 方 夜 谭 》“《 和 鲁 滨 
逊 球 流 记 等， 这 真是 如 鱼 得 水 ,使 他 能 尽情 地 畅游 于 大 自然 的 海 
洋 中 。 ei? 

PRM RMA. SRA ERRAMERC BS 
FADD. SEL Wy 5) SET IE HS SRE ERE BT A191 64E MSE 
学 回来 ， 在 江苏 省 第 二 甲 种 农业 学 校 教授 树木 分 类 学 等 课程 。 在 
小 小 的 课堂 里 ， 他 深入 浅 出 地 讲解 着 植物 世界 的 奥秘 ， 在 广阔 的 
田野 上 ， 他 经 常 带领 学 生 到 野外 采集 植物 标本 。 自 然 界 在 秦 仁 昌 
RADA MIT, AERA, PABA, MRT MRA 
和 探求 的 热情 。 特 别 感到 有 兴趣 的 是 ， 他 童年 在 农村 熟悉 的 一 草 
一 木 ， 如 今 都 有 科学 名 称 了 。 从 此 ， 秦 仁 昌 与 植物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他 的 毕业 论文 4 南京 木 本 植物 》， 就 是 他 献身 植物 学 的 最 早 记 
录 。 

S « 



1919 年 ， 秦 仁 昌 从 甲 种 农业 学 校 毕 业 后， 考取 了 人 金陵 大 学 林 
学 系 。 那 时 的 大 学 是 六 年 制 ， 由 于 家 境 困难 ， 他 很 担忧 是 否 能 读 
完 大 学 。 有 幸 ， 在 毕业 的 前 两 年 ， 经 金陵 大 学 林学 系 教授 陈 焕 铺 
介绍 ， 秦 仁 昌 开始 到 南京 高 等 师范 “后 改 为 东南 大 学 ) 教 课 ， 解 
决 了 经 济 问 题 。 于 是 ， 这 个 未 来 的 植物 学 家 ， 一 面 学 习 ， 一 面 工 
作 ， 直 到 毕业 。 

c=.) 

1925 年 夏 ， 秦 仁 昌 大 学 毕业 ， 开 始 在 东南 大 学 担任 植物 学 助 
教 。 当 时 ， 我 国 现代 植物 学 的 研究 工作 刚刚 昔 东 ， 对 于 其 中 的 藤 
类 植物 学 的 研究 ， 还 是 个 空白 ， 无 人 问津 1926 年 的 一 天 ,， 秦 仁 
昌 出 于 一 种 天 真 的 想法 ， 对 东南 大 学 生物 系 陈 焕 久 教授 说 ;“ 我 想 
搞 中 国 蕨 类 植物 的 研究 ， 不 知 老师 以 为 如 何 ?? 陈 焕 饼 听 后 ， 十 分 
高 兴 。 他 喜欢 这 个 有 志气 有 抱负 的 年 轻 人 。 从 此 ， 年 年 假期 间 ， 
秦 仁 昌 在 陈 焕 铺 教 授 带领 下 ， 到 香港 植物 园 标本 室 工作 ， 查 阅 了 
许多 中 国 茧 类 植物 标本 和 抄录 了 当时 难以 搜集 的 文献 资料 ， 开 始 
了 对 中 国 蓝 类 植物 的 研究 。 

秦 仁 昌 决 定 首先 从 最 基础 的 采集 标本 材料 工作 做 起 。 他 经 党 
带 上 干粮 、 水 壶 到 野外 采集 标本 。 有 时 要 有 跋山涉水， 出 入 于 人 迹 
罕 到 的 深山 野 场 、 原 始 森林 ， 进 行 野外 考察 。 南 京 此 金山、 无 锡 
惠 泉 山 、 苏 州 天 平山 、 宜 兴 龙 池 山 、 太 湖 、 洞 庭 湖 ……* 都 留 下 了 
他 的 足迹 。 他 通过 自己 的 实践 ， 积 累 了 一 批 植物 标本 ， 实 地 考察 
和 探索 了 茧 类 植物 的 特性 与 生境 条 件 ， 逐 步 占有 了 中 国 部 分 地 区 
的 标本 材料 ， 并 且 进 行 了 初步 鉴定 。 

为 了 搜集 文献 资料 ， 他 在 图 书馆 里 花费 了 许多 的 时 间 ， 广 泛 
地 查阅 了 了 有关 文献 目录 ， 并 且 通 过 与 国外 专家 的 通信 、 交 换 以 及 
购买 等 方式 ,一 点 一 滴 地 积累 起 文献 档案 。 到 1927 年 , 秦 仁 昌 经 过 
三 年 半 的 时 间 ， 基 本 上 掌握 了 180 多 年 来 外 国学 者 发 表 的 有 关中 
国 和 邻近 国家 《特别 是 印度 、 缅 甸 。 印 度 支那 、 日 本 ) BRIS 
易 文 献 和 原始 材料 。 随 着 研究 工作 的 深入 ， 为 了 摸 清 藏 在 国外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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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室 中 的 中 国 蕨 类 植物 的 模式 标本 ， 秦 仁 昌 决定 远 涉 重洋 ， 到 欧 
洲 各 国 进 修 考察 。 

1929 年 春 ， 秦 仁 昌 在 风景 如 画 的 丹麦 哥本哈根 ， 和 拜访 了 当时 
刘 界 西 电 学 界 的 权威 、 丹 麦 的 知名 学 者 克利 斯 先生 。 在 这 位 学 者 
的 指导 下 ， 他 工作 了 一 年 多 ， 学 可 了 从 事 研究 的 许多 基本 知识 ， 
讨论 了 当时 流行 的 德国 笛 尔 斯 和 英国 虎 克 的 两 个 分 类 系统 的 问 
题 。 他 们 共同 认为 ， 虎 克 的 系统 是 人 为 的 、 不 自然 的 。 这 一 点 ， 
对 秦 仁 昌 日 后 的 研究 工作 获 益 非 浅 。 之 后 ， 秦 仁 昌 转 到 瑞典 ， 在 
”世界 植物 分 类 鼻祖 林 奈 的 家 乡 ， 做 了 短期 的 访问 研究 。 英 国 皇家 
媒 植 物 园 一 一 世界 植物 学 研究 中 心 ， 是 他 在 欧洲 的 第 二 个 工作 地 
点 。 这 里 ， 安 伟 的 标本 馆 搜集 了 十 八 世 纪 以 来 的 全 世界 植物 标本 
500 多 万 号 ， 植 物 园 的 图 书馆 里 还 珍藏 着 大 量 植物 名 著 和 各 种 乔 
物 。 秦 仁 昌 用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 查 阅 了 中 国 和 邻近 国家 的 全 部 茧 类 
植物 标本 ， 写 下 了 详细 的 研究 笔记 。 夜 晚 ， 秦 仁 昌 是 即 植 物 园 标 
本 饲 的 “常客 ”。 在 浩如烟海 的 标本 资料 中 ,他 夜以继日 地 选 出 了 
中 国 植物 的 模式 标本 18000 多 张 ， 并 将 其 拍摄 成 照片 ， 带 回 祖国 。 
这 是 秦 仁 昌 对 中 国 植物 分 类 学 的 研究 与 发 展 所 作出 的 一 项 卓越 的 
贡献 。 现 在 ， 全 国 各 植物 学 研究 机 构 和 大 多 数 综合 大 学 生物 系 都 
有 这 套 模式 照片 。 在 留 英 期 间 ， 秦 仁 昌 还 经 常 去 大 英 博物 馆 植物 
室 做 研究 工作 。 为 查阅 中 国 蕨 类 植物 的 标本 ， 他 还 访问 了 柏林 、 
巴黎 、 维 也 纳 、 布 拉 格 等 地 ， 做 了 短期 研究 ， 结 识 了 这 些 国家 的 
许多 专家 学 者 。 

在 博 采 各 国 研 究 经 验 之 后 ，1932 年 秋 ， 秦 仁 昌 回 到 祖国 。 他 
首先 综合 整理 国内 外 的 研究 成 果 , 编 写 了 《中 国 茧 类 植物 志 初 稿 。 
这 是 我 国 茧 类 植物 研究 的 第 一 部 专著 ， 全 书 有 80 多 万 字 ， 参 阅 了 
国外 二 十 八 位 植物 学 家 的 280 多 篇 关于 中 国 茧 类 植物 的 文章 ,总结 
了 及 1753 年 到 1930 年 以 来 ， 西 方 植物 学 家 有 关中 国 蕨 类 植物 的 全 
部 文献 ， 记 载 了 十 二 科 八 十 六 属 一 千 二 百 多 种 中 国 茧 类 植物 ， 从 
而 为 研究 中 国 蕨 类 植物 提供 了 一 部 前 所 未 有 的 比较 完整 的 资料 。 
他 还 开始 陆续 出 版 五 卷 集 的 《中 国 茧 类 植物 图 谐 》， 先 后 发 表 了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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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蕨 类 植物 研究 ”为 题 的 论文 十 一 篇 和 近 二 十 篇 专科 专属 和 
区 系 研究 的 论文 ，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的 分 类 群 。 

所 有 这 些 平凡 的 工作 ， 为 我 国 日 后 研究 工作 的 顺利 开展 ， 打 
下 了 必要 的 基础 。 秦 仁 昌 在 回顾 这 段 工 作 过 程 时 说 ;4 古人 说 的 ' 行 
MHA, SADA’, 这 是 治学 上 的 一 条 基本 法 则 ， 和 急躁 与 
wea, WR, RAE.” 

ey 

1934 年 7 月 ， 秦 仁 昌 受 北 平静 生生 物 调 查 所 所 长 胡 CRN 委 

托 ， 到 江西 创建 庐山 植物 园 。 了 
一 百 多 年 来 ， 欧 美 各 国 派 了 许多 植物 学 家 、 传 教士 。 探险 家 

到 中 国 ， 不 仅 采 集 植物 标本 ， 而 且 引 回 两 千 种 以 上 的 中 国 植物 ， 
加 以 裁 培 利用 。 在 欧洲 一 些 国家 ， 秦 仁 昌 看 到 ， 不 管 是 植物 园 、 
公园 ， 还 是 私人 庭园 ， 都 栽培 着 许多 中 国 植物 ， 当 地 以 此 为 荣 ， 
甚至 认为 “无 中 国花 ， 不 成 花园 "。 可 是 ， 在 我 们 植物 资源 极其 丰 
富 的 祖国 ， 那 时 却 还 没有 一 个 象 样 的 植物 园 。 对 比 之 下 ， 秦 仁 昌 
心里 非常 难过 ， 下 决心 回国 后 要 办 个 植物 园 。 

1932 年 ， 在 北平 静 生生 物 调 查 所 做 研究 工作 兼任 标本 室 主 任 
HECE AR KDARRNEP RSA TERM RHR, 
ASA WRK ES, WERSK Hh B 
见 ， 并 向 江西 省 当局 建议 在 庐山 办 一 个 植物 园 ， 做 为 引种 、 保 存 、 
繁殖 我 国 珍贵 植物 的 场所 ， 同 时 也 引种 世界 各 国 的 经 济 植物 ， 以 
丰富 我 国 植物 资料 种 类 。 不 久 ， 建 园 获准 ， 秦 在昌 毅然 放弃 了 每 
适 的 城市 生活 ， 携 着 来 到 庐山 东南 部 含 郡 口 下 的 一 个 荒山 谷 里 ， 
安家 落 了 户 。 

庐山 ， 地 处 海拔 1200 米 左右 的 山谷 中 ， 群 山 环抱 ， RE Ay 
云雾 不 绝 ， 山 泉 不 洒 ， 土 壤 肥沃 ， 地 形 多 样 ， 是 植物 生长 的 良好 
场所 ， 也 是 建立 山地 植物 园 理想 的 地 方 。 秦 仁 昌 次 心 把 庐山 植物 
园 建成 中 国 的 第 一 个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以 松柏 科 植物 和 杜 鹏 科 植 物 
为 主要 品种 。 他 和 白天 与 职工 一 起 劳动 ， 开 荒 修 路 ， 夜 晚 在 油灯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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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 进行 茧 类 植物 的 研究 工作 。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 ,他 完成 了 《东亚 
大 陆 的 鳞 毛 蕨 科 的 研究 专著 。 此 专著 共 分 十 个 部 分 ， 三 十 多 万 
字 。 它 第 一 次 清晰 地 讲 明 这 群 植物 的 亲缘 关系 和 系统 ， 为 世界 各 
国 植物 学 家 所 重视 和 采用 。 经 过 四 年 多 的 苦心 经 营 ， 到 1937 年 ， 
庐山 植物 园 已 经 略 具 骏 形 ， 从 三 十 多 个 国家 引进 了 两 千 八 百 多 种 
植物 ， 不 幸 的 是 ， 我 国 遭 受到 日 本 侵略 者 铁路 的 践踏 ,1938 年 秋 ， 
日 灾 进 和 逼 万 江 ,庐山 被 围 。 秦 仁 昌 决定 把 植物 园 的 六 十 余 箱 图 书 、 
标本 等 寄存 在 庐山 美国 小 学 。 他 和 同事 们 怀 着 沉重 的 心情 ， 离 开 
了 亲手 创建 的 植物 园 ， 凶 转 来 到 了 云南 。 标 本 、 资 料 都 不 在 身边 ， 
怎样 进行 工作 呢 ? 面 对 云南 种 类 人 繁多， 蕴藏 丰富 的 绿色 宝库 ， 秦 
仁 昌 怀 着 极 大 的 热情 ,决定 继续 搜集 茧 类 和 有 花 植 物 标 本 ， 进 行 
研究 。 同 时 ， 在 大 后 方 工作 的 植物 工作 者 也 从 四 川 、 贵 州 等 地 ， 
将 茧 类 标本 寄 给 他 ， 请 他 帮助 鉴定 。 云 南大 学 生物 系 的 一 些 青年 
教师 ， 也 对 蕨 类 植物 发 生 了 兴趣 ,和 秦 仁 昌 一 起 进行 研究 。 这 样 ， 
到 了 抗日 战争 结束 的 前 后 ， 云 南 又 形成 了 一 个 茧 类 植物 研究 的 中 
心 。 

抗战 期 间 ， 秦 仁 昌 在 云南 西北 部 的 丽江 县 住 了 七 年 。 在 一 间 
黑洞 洞 的 小 屋 里 ， 微 弱 的 油灯 下 ， 一 场 对 沿 交 了 将 近 百 年 之 久 的 
经 典 的 蕨 类 植物 分 类 学 系统 的 挑战 揭 开 了 序幕 。 他 日 以 继 夜 地 工 
作 , 重 点 是 对 蕨 类 植物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科 一 水龙 骨科 的 分 类 系统 ， 
做 深入 的 研究 。 在 此 之 前 ， 所 谓 “ 水 龙骨 科 ” 在 整个 艾 类 植物 
中 ， 是 最 大 的 一 个 科 ， 以 种 的 数目 论 ， 占 了 全 部 茧 类 植物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 以 属 的 数目 论 ， 占 了 茧 类 植物 属 的 将 近 五 分 之 四 。 
这 个 数字 上 的 不 相称 ， 引 起 了 秦 仁 昌 的 注意 ， 他 根据 外 部 形态 和 
内 部 构造 的 异同 ， 初 步 把 它 分 裂 成 为 三 十 三 科 。 这 在 近代 植物 分 
类 学 上 ， 被 认为 是 一 次 革命 的 行动 。 因 为 长 期 以 来 ， 世 界 茧 类 杆 
物 学 家 一 直 沿 用 英国 虎 克 提出 的 系统 来 解释 茧 类 植物 的 演化 和 分 
类 ， 按 照 这 个 系统 ,世界 上 一 万 多 种 茧 类 植物 都 要 归 入 水 龙骨 科 ， 
使 这 个 科 成 为 植物 界 一 个 最 多 元 的 科 。 

秦 仁 昌 没 有 团 于 前 人 之 见 。 他 对 这 个 科 的 数 千 种 蕨 类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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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进行 了 多 方面 的 研究 之 后 ， 认 为 过 去 沿用 的 蕨 类 种 电 分 类 系 
统 是 不 自然 的 。 他 从 茧 类 植物 的 演化 规律 出 发 ， 大 胆 地 提出 了 自 
己 的 创见 ， 以 一 个 崭新 的 自然 系统 来 代替 传统 的 分 类 方法 。1940 
年 ， 他 在 中 山大 学 植物 研究 所 学 报 第 五 卷 上 ， 发 表 了 阐述 这 一 观 
点 的 论文 : 《水 龙骨 科 的 自然 分 类 >。 秦 仁 昌 按 照 自 己 创立 的 这 个 
新 系统 ， 把 水 龙骨 科 分 为 三 十 三 科 二 百 四 十 九 属 。 这 是 世界 了 藤 类 
植物 分 类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个 巨大 突破 。 在 日 后 的 岁月 旦 ， 各 国 植物 
学 家 基本 上 都 采用 了 秦 仁 昌 的 这 个 系统 。1947 年 ， 国 际 蕨 类 植物 
权威 科 波 仓 特 在 他 的 名 著 《 茧 类 植物 属 志 一 书 序言 中 ， 对 此 给 予 
很 高 的 评价 。 科 波 仓 特 写 道 ,“ 在 极端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秦 仁 昌 不 知 
疲倦 地 为 中 国 在 科学 的 进步 中 ， 赢 得 了 一 个 新 的 地 位 ”。 

抗战 胜利 后 ， 云 南大 学 聘请 秦 仁 昌 为 林学 系 和 生物 系 教授 兼 
系 主任 。 在 这 个 时 期 ， 他 还 先后 发 表 了 近 二 十 篇 论文 ， 不 断 有 新 
的 发 现 公 诸 于 世 。 

(=) 

1950 年 ， 昆 明和 平 解放 。 党 和 国家 对 科学 事业 的 重视 使 秦 仁 
昌 非 常 激动 。 他 决心 把 自己 的 一 切 献 给 人 民 。 不 久 ， 人 民政 府 任 
命 他 兼任 云南 省 林业 局 副 局 长 ， 领 导 林 业 建 设 。 | 

1951 年 ， 正 是 我 国 经 济 建设 恢复 时 期 。 帝 国 主义 对 我 国 实行 
经 济 封 锁 ， 断 绝 了 橡胶 的 进口 。 因 此 ， 寻 找 巴 西 橡胶 的 代用 品 和 
发 展 橡胶 生产 ， 就 成 为 当时 国家 的 一 项 急迫 的 任务 。 植 物 分 类 学 
家 获 希 陶 和 秦 仁 昌 承 担 了 这 一 使 命 。1952 年 秋 ， 秦 仁 虽 带领 一 个 
考察 队 来 到 云南 西部 的 滇 缅 边 界 。 五 十 五 岁 的 秦 仁 昌 和 青 车 同志 
一 起 ， 翻 山越 岭 ， 跨 山 涉 水 ， 用 半年 多 时 间 ， 硬 是 用 两 条 腿 踏 遍 
了 边境 线 上 的 山 山水 水 ， 穿 过 了 疗 气 弥漫 的 河谷 雨林 ， 最 后 ， 决 
定 在 芝 市 坝 的 一 片 荒地 上 ， 辟 建 橡 胶 园 。 接 着 ， 他 就 参与 建立 苗 
团 和 育苗 造林 的 工作 ， 举 办 了 橡胶 营 林 训 练 班 。1953 告 春 ， 秦 仁 
昌 又 前 往 云南 东南 部 演 越 边界 ， 参 加 领导 营造 巴西 橡胶 林 的 勘察 
设计 工作 ， 选 定 了 橡胶 宜 林 地 。 经 过 三 个 多 月 的 勘察 表明 ， 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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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 部 是 我 国营 造 巴西 橡胶 林场 的 理想 地 区 。 这 个 地 区 比 我 国 海 

南 岛 和 雷州 半岛 的 自然 条 件 优越 , .夏秋 季 无 飓风 灾害 ， 严 冬 没有 

寒潮 侵袭 ， 且 土质 肥沃 ， 利 于 橡胶 生长 ， 可 确保 四 季 制 胶 。 

由 于 秦 仁 昌 对 科学 事业 的 贡献 ,，1955 年 ， 他 当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 同 年 ， 他 回 到 阔别 多 年 的 北京 ， 担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植 

物 研 究 所 分 类 室 主 任 。 从 此 ， 他 从 深度 和 广度 方面 ， 继 续 深 入 研 

究 蕨 类 植物 。 秦 仁 昌 仅 用 十 年 时 间 就 积累 高 于 解放 前 八 倍 的 总 

标本 量 。 标 本 材料 来 源 遍 及 人 全国。 在 茧 类 植物 研究 中 ， 过 去 一 直 

是 空白 点 的 新 疆 、 青 海 、 西藏， 也 提供 了 不 少 重要 的 研究 资料 。 

一 个 新 的 蕨 类 植物 的 研究 中 心 很 快 形 成 了 。 研 究 课题 由 过 去 的 植 

物 分 类 学 逐渐 扩展 到 植物 形态 、 解 痢 、 孢 子 、 植 物 细胞 和 引种 坟 

培 方面 ， 提 高 了 科学 研究 水 平 。 

中 国 植物 学 家 梦 宁 以 求 的 、 规 模 浩 大 的 《中 国 植物 志 》> 的 编写 

Lff, 1959 年 开始 了 。 这 部 巨著 ,共有 八 十 卷 。 秦 仁 昌 担任 了 《中 

国 植物 志 > 编 委 会 委员 ， 和 其 他 同志 一 起 ,组 织 了 全 国 各 地 的 植物 

学 工作 者 ,会 与 编写 工作 。 秦 仁 昌 还 承担 了 《中 国 茧 类 植物 志 >( 共 

五 着 ,; 约 计 有 三 千 二 百 余 种 之 多 六 的 编写 工作 。 

建国 十 七 年 来 ， 秦 仁 昌 广泛 深入 地 研究 了 蕨 类 植物 的 各 分 类 

群 ， 先 后 发 表 了 三 十 多 篇 研究 论文 ， 提 出 子 亚洲 大 陆 金星 蕨 科 的 

新 分 类 系统 ， 还 指导 和 参加 了 《海南 植物 志 >〈 蕨 类 植物 部 分 ) 的 

编撰 工作 ， 

秦 仁 昌 作 为 我 国 闭 名 的 植物 分 类 学 家 ， 他 对 祖国 科学 事业 的 

贡献 得 到 也 人 民 的 尊重 和 信任 ， 曾 被 选 为 第 一 、 二 、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1963 年 又 担任 了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所 、 华 南 植 

物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委员 。 他 在 学 术 上 的 成 就 ， 已 经 博得 了 国际 植物 

学 界 的 公认 。 然 而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有 成 就 的 科学 家 ， 在 十 年 浩劫 

WATE, ARR ARERR BAe, WRAP 

终身 的 残疾 。 但 是 ， 一 个 科学 家 的 强烈 事业 心 与 责任 感 ， 却 丝毫 

未 减 。 他 克服 年 老 力 衰 、 行 动 不 便 等 健康 情况 给 他 带 来 的 困难 ， 

继续 进行 研究 工作 。 在 艰难 的 困境 中 ， 他 挥 笔 疾 书 ， 翻 译 了 国外 

e 43 - 



有 关 植 物 学 最 新 成 就 的 文献 资料 达 三 十 多 万 字 。 
1971 一 1972 年 * 秦 仁 昌 用 两 年 的 时 间 完 成 了 交 给 他 编写 的 * 中 

国 高 等 植物 图 鉴 y 任 务 ， 特 别 是 整理 了 杜 鹏 花 科 植物 ,撰写 了 三 百 
七 十 八 种 ， 受 到 国内 外 学 者 的 好 评 。“《 中 国 高 等 植物 图 鉴 中 的 村 
鹊 花 科 部 分 ， 已 在 美国 翻译 出 版 ， 

1973 年 。 秦 仁 昌 以 坚韧 的 坑 力 ， 用 不 到 七 个 月 的 时 间 ， 将 一 
部 八 十 多 万 字 的 英文 4 植物 学 拉丁 文 ?， 全 部 译 成 中 文 ARES 
物 学 工作 者 攻克 拉丁 文 的 难关 ， 提 供 了 工具 书 。 

秦 仁 昌 决 心 把 自己 的 知识 和 经 验 毫 无 保留 地 传 给 中 、 青 年 科 
学 工作 者 。 五 十 年 代 ， 他 培养 的 一 批 植 物 学 和 林学 工作 者 ， 现 在 
都 已 成 为 植物 研究 工作 中 的 骨干 力量 。 研 究 茧 类 植物 的 专门 大 才 ， 
已 遍及 全 国 。 他 的 资料 ， 全 部 拿 出 来 让 大 家 使 用 ,他 知道 的 文献 ， 
都 一 一 指明 出 处 。 

1977 年 ， 秦 仁 昌 在 他 八 十 寿 展 之 际 ， 完 成 了 《中 国 蕨 类 植物 
科 属 的 系统 排列 和 历史 来 源 》 的 重要 科学 论文 ， 他 积 数 十 年 之 经 
验 ， 对 蕨 类 植物 错综复杂 的 系统 发 育 问题 ， 作 了 进一步 深入 的 探 
讨 。 这 是 秦 仁 昌 继 五 十 年 代 发 表 的 * 中 国 蕨 类 植物 科 属 系统 排列 ， 
一 文 之 后 ， 继 续 研 究 ， 用 新 的 成 果 对 自己 过 去 的 蕨 类 植物 系统 所 
作 的 进一步 修订 与 补充 。 

1978 年 ， 在 中 国 植物 学 会 四 十 周年 年 会 上 ， 秦 仁 昌 被 选 为 中 
国 植物 学 会 名 誉 理事 长 ， 同 年 ,他 应 聘 为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所 顾问 。 
1979 年 , 八 十 二 岁 的 秦 仁 昌 翻 译 完 成 了 《近代 科学 技术 大 词典 >( 植 

物 学 部 分 )， 从 1980 年 开始 ， 他 又 组 织 翻 译 4 韦 氏 大 词典 并 植 物 学 
部 分 》 的 工作 。 

秦 仁 昌 虽 然 年 事 已 高 ， 但 仍然 精力 充沛 、 思 维 敏 患 ， 他 对 当 
前 国际 植物 分 类 学 的 特点 和 发 展 趋势 ， 了 如 指 掌 。 他 先后 发 表 了 
很 多 重要 文章 。 油 述 这 一 领域 的 历史 、 现 状 和 发 展 方向 。 他 的 科 
学 思想 始终 沿 着 科学 前 沿 发 展 ， 也 就 是 能 够 将 国际 上 的 最 新 科学 
成 果 不 断 地 在 中 国 传播 ， 指 导 植 物 分 类 学 的 研究 方向 。1979 年 10 
月 ， 在 成 都 举行 的 植物 分 类 学 学 术 讨论 会 上 , 秦 仁 昌 发 表 了 *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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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分 类 学 的 回顾 与 前 脆 》 一 文 。 他 指出 ,近代 植物 分 类 学 是 一 门 

高 度 综合 的 学 科 , 在 我 国 除 大 力 开 展 全 国 范围 内 的 植物 资源 调查 、 

采集 和 引种 栽培 工作 ， 为 植物 志 编 写 工 作 提 供 更 多 、 更 好 的 标本 

外 ,还 必须 结合 专科 专属 的 研究 ,进行 科 属 的 系统 发 育 和 进化 过 程 

的 综合 研究 ; 必须 开展 全 国 各 门类 植物 的 细胞 染色 体 的 普查 工作 

和 细胞 遗传 学 的 实验 研究 工作 ; 还 要 采用 先进 技术 和 实验 手段 ， 

解决 植物 志 中 争论 的 种 、 亚 种 、 杂 种 、 无 融合 生殖 体 、 多 售 体 等 

许多 科学 问题 。 可 以 期 望 ， 秦 仁 昌 的 这 些 新 的 科学 设想 ， 必 将 促 

进 我 国 植物 分 类 学 进一步 向 广度 和 深度 进军 ! 

秦 仁 昌 从 事 我 国 植物 学 研究 将 近 六 十 年 了 。 这 位 植物 学 界 的 

老 前 辈 ， 仍 在 孜孜 不 倦 、 勤 勤 居 恳 地 工作 着 。 一 颗 炽 热 的 科学 事 

和 人 地 胰 动 。 ree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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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真 菌 学 家 

(1893—1973) 

戴 芳 i 
马 RH 

秋 日 ， 北 京 香 山 那 似 火 的 红叶 是 大 自然 造化 的 妙笔 。 然 而 ， 

那 颈 红 的 黄 述 时 片上， 开始 出 现 了 白色 的 斑点 ， 继 而 扩展 ， 整 个 

叶片 蒙 上 厚 厚 的 一 层 白粉 。 最 初 是 一 棵 、 两 棵 ,后 来 竟 连 接 成 片 。 

如 果 任 其 发 展 ， 这 一 名 景 恐 怕 也 只 能 是 载 于 史书 而 遗憾 后 人 了 。 

黄 杭 叶 片上 的 白粉 是 一 种 寄生 于 高 等 植物 的 真菌 ， 叫 白粉 菌 ， 星 

在 200 年 前 ， 它 就 引起 了 许多 真菌 学 家 的 注意 。 如 果 追 溯 中 国 白 粉 

菌 研究 工作 的 渊源 ， 我 们 不 能 不 怀 着 十 分 蛇 敬 的 心情 缅怀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一 位 杰出 的 科学 家 ,中 国 真菌 学 的 货 基 人 一 一 戴 芳 澜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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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18934F5 40, WAT HILAR R— TREE 
家 庭 。 祖 父 去 世 后 ， 家 庭 生活 十 分 窘迫 。1905 年 ，12 岁 的 戴 芳 泣 

和 哥哥 一 起 进入 上 海 震 旦 中 学 。 他 的 学 生生 活 十 分 艰苦 ， 三 伯父 

有 限 的 资助 只 够 吃饭 ， 往 往 连 买 书 的 钱 都 没有 。 学 校 放 假 ， 园 学 

们 都 回 家 去 了 ， 戴 芳 澜 没有 路 费 只 好 留 在 学 校 。 他 在 上 海 求学 六 

年 ， 从 未 回 过 家 。1911 年 戴 芳 澜 中 学 毕业 了 ， 他 要 继续 求学 ,可 

是 家 境 日 趋 破 落 ， 经 济 来 源 几 乎 完全 断绝 。 正 当 一 筹 黄 展 之 时 ， 

得 知 北京 正在 开办 的 清华 学 校 是 公费 的 ， 他 即刻 北上 应 试 。 北 京 

清华 学 校 “〈 即 现在 的 清华 大 学 ) 是 满 清 政府 用 美国 退还 的 庚 子 赔 

款 办 的 一 所 留美 预备 学 校 ， 戴 芳 澜 入 校 后 主要 学 习 英 语 。 两 年 以 

后 ， 预 备 班 结业 ， 他 告别 了 故土 ， 来 到 了 美国 的 伊 萨 卡 ， 进 入 了 

康 乃 尔 大 学 。 

伊 萨 卡 是 纽约 西北 的 一 个 小 城 ， 位 于 伊利 运河 的 南岸 ， 阿 巴 

拉 契 亚 山 脉 西 侧 ， 依 山 傍 水 ， 环 境 幽静 ， 健 乃尔 大 学 就 座 落 在 市 

区 。 在 这 座 大 学 里 ， 戴 芳 澜 选择 了 他 最 感 兴趣 的 植物 病理 专业 。 

植物 病理 学 是 一 门 和 人 类 生存 紧密 相关 的 科学 ， 正 如 房 龙 (Van 
Loon) 所 说 :人 类 的 历史 是 饥饿 者 寻找 食物 的 记录 ”， 而 人 类 的 

食物 直接 或 间接 的 都 来 源 于 植物 ， 所 以 人 们 把 植物 视 为 世界 的 希 

望 。 植 物 病害 不 仅 扼 杀 了 植物 ， 而 且 严 重地 威胁 着 人 类 的 生存 。 

人 类 对 植物 病害 的 认识 ， 开 始 由 于 没有 显微镜 来 揭露 它 的 本 质 而 

显得 异常 神秘 : 古 罗 马 人 把 鲁 比 古 斯 (Ru-Bigus) BHR: 
把 蘑 区 和 块 菌 的 出 现 归 因 于 朱 庇 特 神 (Jupiter) 用 闪电 猛 击 地 球 

的 结果 。17 世 纪 中 叶 发 明显 微 镜 以 后 ， 人 们 才 第 一 次 看 到 病 株 上 

的 黑 粉 原来 是 一 些微 小 的 菌 类 孢子 ， 可 是 当时 人 们 还 不 知道 它 是 

导致 植物 生病 的 原因 。 直 到 19 世纪 中 期 ， 才 由 安 东 。 狄 巴 利 
(Anton De Bary) 在 德国 通过 大 量 的 实验 和 精密 的 观察 ， 令 人 信 

服 地 盖 明 了 真菌 的 寄生 是 引起 植物 病害 的 重要 原因 。1858 年 ， 尤 

利 乌 斯 。 孔 恩 〈Jujiua kuhn) 的 专著 《植物 病害 的 原因 和 防治 >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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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从 此 ， 植 物 病 理学 才 成 为 一 门 科 学 。 进 入 20 世 纪 以 来 ， 康 乃 

尔 大 学 的 怀 素 教 授 (H。H 。Whetzel) 和 菲 茨 帕特里克 教授 
(Fitzpatrick)， 就 是 在 植物 病理 学 发 展 的 历史 上 有 成 就 的 两 位 科 
学 家 。 

在 明亮 的 教室 里 ， 戴 芳 澜 的 思绪 随 着 教授 的 讲述 飞 向 了 广阔 
无 塌 的 植物 世界 。 呵 ! BH. BH. AT. RL OR. BR. RL A 
桔 ， 这 些 人 类 不 能 离开 的 密友 ， 原 来 也 和 人 一 样 会 得 那么 多 五 花 
八 门 的 病 ， 锈 病 、 黑 穗 病 、 白 粉 病 、 叶 斑 病 ……。 了 既然 真菌 是 植 
物 病 害 的 主要 病原 ， 那 么 什么 是 真菌 ? 真菌 有 多 少 种 类 ? 不 同 种 
类 的 真菌 在 形态 上 有 什么 不 同 ? 它们 又 是 怎样 为 害 植物 的 ? …… 

EAB, ERAS, CRUSH, CRAP, RO 
如 饥 似 渴 地 寻求 着 答案 ， 科 学 的 大 门 被 他 一 扇 又 一 扇 地 打开 了 。 

暑假 来 临 ， 他 只 好 暂时 和 真菌 告别 ， 他 要 到 农场 去 做 工 。 戴 
芳 澜 到 美国 读书 虽然 是 公费 ， 但 是 这 有 限 的 几 个 钱 往往 是 入 不 表 
出 的 ， 所 以 他 只 好 利用 假期 靠 劳动 挣 些 钱 ， 以 贴补 饭 费 ， 买 些 图 

书 和 文具 。 四 年 很 快 地 过 去 了 ，1918 年 ， 当 戴 芳 澜 看 到 毕业 证 书 

上 的 优异 成 绩 时 ， 他 心中 却 产 生 了 一 种 无 名 的 翌 发 。 他 在 写 给 未 

婚 妻 的 信 中 ， 倾 诉 了 他 的 圳 蝶 ;“ 读 了 四 年 天 学 之 后 ， 我 最 大 的 感 
受 就 是 认识 了 自己 是 无 知 的 ! 学 海 无 涯 ， 我 是 永远 不 会 毕业 的 。 
为 了 寻求 知识 ， 他 离开 了 伊 萨 卡 ，， 进 入 了 纽约 哥伦比亚 天 学 研 
究 院 。 他 原来 打算 继续 学 习 三 到 五 年 ， 但 是 一 年 之 后 ， 一 封 封 家 
书 催 他 赶快 回国 ， 难 以 维持 的 困难 家 境 正 期 待 着 他 的 一 臂 之 力 ， 

为 了 养家 ， 他 只 得 中 断 了 难 舍 的 学 业 。 

(ai) 

1919 年 ， 戴 芳 澜 回国 以 后 在 南京 第 一 农业 专科 学 校 任教 ， 为 

了 使 自己 显得 庄重 一 些 ， 这 位 26 岁 的 年 轻 教 授 特意 在 上 唇 上 留 起 

了 黑 胡 ， 这 黑 胡 一 直 陪 伴 着 他 度 过 了 人 生 漫 长 的 历程 。 一 年 以 后 ， 

戴 芳 澜 应 聘 到 了 天 津 ， 在 一 家 私人 的 农场 里 搞 园 艺 。 他 的 工作 十 

分 出 色 ， 凡 是 到 过 农场 的 人 都 无 不 为 这 错落 有 致 、 生 机 郊 然 的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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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而 赞叹 名 这 是 科学 和 艺术 巧妙 的 结合 ， 这 样 难得 的 天 才 ， 对 于 
农场 主 当然 是 梦 亲 以 求 了 。 但 是 ， 当 又 一 个 春天 来 临 的 时 候 ， 再 
三 的 挽留 还 是 被 婉言 谢绝 了 ， 戴 芳 澜 要 回 家 结婚 了 。 

戴 芳 澜 的 未 婚 妻 邓 淑 退 生 于 一 个 开明 的 官僚 家 庭 ， 她 从 小 不 
RHA. RAE, RADIUS, PS S/W RAKED 
北 沙市 办 了 一 所 求 志 水 学 。 他 们 订婚 时 ” 戴 芳 澜 还 在 美国 读书 ， 
.两 颗 远离 的 心 却 被 共同 的 理想 紧 紧 地 联 在 一 起 了 。 所 以 ， 他 们 还 
在 蜜月 之 中 ， 便 离 家 南下 去 广州 赴任 了 。 

1921 年 ， 戴 芳 澜 在 广东 省 农业 专门 学 校 担 任 了 植物 学 和 植物 
病理 学 教授 。 这 里 一 切 从 零 开始 ， 讲 课 没 有 课本 和 讲义 ， 需 要 自 
已 编写 实习 没有 农田 ， 只 好 带领 学 生 跑 很 远 的 路 去 开荒 ， 戴 劳 
澜 把 全 部 身心 投入 到 了 工作 中 。 随 着 教学 工作 的 不 断 深入 ， 他 的 
研究 工作 也 取得 了 可 喜 的 进展 。 在 广东 农 专任 教 的 三 年 中 ， 他 的 
工作 报告 < 广东 省 地 方 农林 试验 场 第 六 次 报告 书 ( 民 国 十 年 度 )》、 
《 幸 疫 病 》 和 《应 预防 之 一 可怕 的 病害 ， 马 铃 昔 黑 瘤 病 等 先后 发 
表 于 《病虫害 课 成 绩 报告 ?和 《农林 季刊 ?上 ， 这 是 我 国 最 早 的 植物 
病理 学 文献 。 为 了 使 丈夫 能 安心 工作 ， 邓 淑 媛 挑 起 了 家 庭 生活 的 
重担 。 由 于 军 闪 混 战 ， 物 价 飞 涨 ， 而 学 校 又 经 常 开 不 出 薪水 ， 为 
了 一 日 三 餐 ， 邓 淑 姐 把 衣服 和 手 饰 都 卖 掉 了 。 

1923 年 ， 戴 芳 澜 收 到 了 国立 东南 大 学 的 聘书 ， 他 和 妻子 一 起 
来 到 了 古都 南京 。 这 里 的 条 件 比 广东 农 专 好 一 些 ， 但 由 于 缺乏 师 
资 ， 教 学 任务 依然 十 分 繁重 。 戴 芳 澜 很 重视 基础 课 教学 ， 为 此 他 
经 常 向 同学 们 推荐 一 些 教材 以 外 的 参考 读物 ， 这 些 课 外 材料 往往 
是 在 他 精 选 之 后 ,亲自 复写 或 打印 的 。 为 了 帮助 同学 们 打开 视野 ， 
了 解 国外 研究 动态 ， 他 还 在 4 农学 杂志 > 上 发 表 了 “植物 病理 学 在 
法 国 发 展 之 概况 ;译文 ) 和 瑞典 真菌 学 家 《 帕 松 (Persoon，1761 

一 1836) 略 传 ?。 在 教学 的 同时 ， 戴 芳 澜 积 极 开 展 了 植物 病害 和 病 
原 真 菌 的 研究 工作 ，1927 年 他 发 表 了 “江苏 麦 类 病害 》、“《 江 苏 菌 
类 名 录 》 和 “中 国 植物 病害 问题 ?。 这 些 论 文 是 我 国 植物 病理 学 里 
期 很 有 价值 的 研究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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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48, MIF MUBDSRAZSERSERAMRAR BH, 
石头 城 热 得 像 一 个 烧灼 的 铁 缸 ， 问 得 透 不 过 气 来 ;在 生物 系 三 
西方 陈设 的 办 公 室 里 ， 系 主任 史 德 蔚 博 士 《〈Dr Stewart) 焦躁 地 
在 室内 跤 来 踊 去 。 轻 轻 的 吨 门 声 打 断 了 他 的 思绪 ， 一 位 年 轻 的 中 
Bee ETEK, hae oh, Bike, AAS LIAR 
BMRB, AiR AS TL. 

“ 戴 芳 澜 教授 ， 我 正 等 着 你 ， 请 坐 1” 史 德 蔚 说 着 大 写字 侣 的 
TERS NSH, BAT RIM. 

“这 封 信 是 昨天 收 到 的 , 信 上 说 哈佛 大 学 的 高 等 植物 研究 所 准 
备 出 一 笔 数 目 可 观 的 钱 , 要 托 我 们 采集 所 有 的 中 国 真菌 标本 … 汉 池 
他 十 分 自信 地 看 了 戴 芳 澜 一 眼 ， 好像 必然 会 听 到 WRT” “ie 
办 ”之 类 的 回答 。 然 而 除了 窗外 的 知 了 那 烦人 的 鼓 噪 之 外 ， 他 却 
什么 也 没有 听 到 。 片 刻 的 沉默 之 后 ， siieetks tse t.)- me 
后 站 起 来 对 史 特 蔚 说 ， 

“我 看 可 以 。 不 过 采 来 的 标本 要 一 式 两 份 ， 一 份 留 在 中 国 , 一 

份 寄 往 美国 。 

为 什么 要 留 在 中 国 一 份 ?” 

“因为 这 是 中 国 的 资源 忆 

“ 嘱 ……。 不 过 中 国 又 没有 人 搞 这 方面 的 工作 , 留 一 份 标 本 有 

th Z FB YE?” 

“re Bl) tia 1” 
“ 谁 ?? 

“gy 

“你 ?1 你 过 去 搞 过 真菌 分 类 吗 ?” 

“过 去 没有 不 等 于 以 后 永远 没有 ! 就 从 这 次 采集 标本 开始 吧 。” 

史 特 蔚 被 这 坚定 自若 的 回答 震惊 了 。 

“ 坐 下 谈 ， 你 打算 从 哪里 入 手 ?” 

“Erysiphales( 白 粉 菌 目 )。? 戴 芳 澜 胸有成竹 地 回答 

没 过 多 久 ， 大 批 的 真菌 标本 从 贵州 和 云南 等 边远 省 份 运 到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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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 戴 芳 澜 在 教 课 之 余 ， 搜 集 了 很 多 散 见 于 国内 外 书刊 中 有 关中 

国 真 菌 的 资料 ,并 用 自己 的 钱 购买 了 沙 尔 蒙 (Salmon) 的 专著 ， 

开始 了 白粉 菌 分 类 的 研究 工作 。1930 年 ， 他 的 论文 《三角 枫 上 白 
粉 菌 之 一 新 种 > 在 * 中 国 科 学 社 生 物 研究 所 论文 集 ? 植 物 组 第 6 卷 第 

T 期 上 正式 发 表 。 这 是 中 国 真 菌 学 研究 工作 的 第 一 个 成 果 ， 戴 芳 

澜 用 炎黄 子孙 的 赤诚 ， 开 创 了 中 国 的 真菌 学 ， 在 中 国 科学 史上 留 

下 了 闪光 的 一 页 。 

真菌 一 词 来 源 于 拉丁 文 “ 蘑 菇 ” (fungus)。 现 在 的 真菌 不 仅 

包括 蘑菇 ， 而 且 包 括 所 有 具 原 时 体 状 的 有 机 体 ， 如 酵母 、 块 菌 、 

锈 菌 及 马 勃 等 。 研 究 真菌 的 科学 称 为 真菌 学 (mycology), 它 是 在 

调查 、 采 集 、 鉴 定 、 分 类 和 生产 实践 所 提供 的 资料 上 建立 起 来 的 。 

自从 白粉 菌 新 种 发 表 以 后 ， 戴 芳 澜 把 主要 精力 投入 到 真菌 学 的 研 

Sx4h, 193346, thA YT 77H PPCM yriangium baraeanum), 

这 是 我 国 真 菌 形态 学 最 早 的 研究 成 果 ， 为 后 人 的 工作 提供 了 重要 

的 借鉴 。 为 了 促进 中 国 真菌 学 的 发 展 ， 戴 芳 澜 查阅 了 大 量 古 今 中 

外 的 文献 资料 ， 用 英文 撰写 了 《外 人 在 华 采 集 真 菌 考 > 一 文 ， 扼 要 

地 叙述 了 19 世 纪 中 叶 以 来 100 年 间 ， 一 些 外 国 的 传教 士 、 军 人 、 官 

更、 学 者 和 专家 来 我 国 调 查 、 采 集 真菌 标本 的 年 代 、 历 史 背 景 、 

调查 地 区 和 路 线 以 及 调查 的 结果 ， 这 篇 论文 发 表 以 后 ， 极 大 地 激 

发 了 中 国 真 菌 学 家 的 爱国 热忱 。 

1934 年 , 戴 芳 澜 在 金陵 大 学 申请 到 了 每 年 1,200 美 元 为 期 两 年 

的 文化 基金 ， 正 当 他 收拾 行 装 准备 西行 的 时 候 ， 又 收 到 清华 大 学 

生物 系 李 继 侗 教授 的 来 信 ， 邀 请 他 前 去 任教 。 几 经 协商 ， 最 后 决 
定 戴 芳 澜 出 国 一 年 ， 这 一 年 算 他 在 清华 的 休假 。 

“在 纽约 植物 园 的 生化 实验 室 ， 戴 芳 澜 和 道奇 教授 (B .0， 

Dodge) 合作 进行 脉 允 菌 的 研究 工作 。 在 显微镜 下 ， 那 黑 褐色 的 
FRE TEMAS ATHENA. PRAGA. RRB A, ABS a FE 

FH Maly KAAS HE PEA), FASE Se BEAR GO it FE a 

现 所 吸引 了 ， 以 至 早已 收拾 完毕 的 邓 淑 媛 已 经 等 他 多 时 ， 他 也 没 

有 你 党 。 目 从 戴 芳 澜 夫妇 来 到 布朗 斯 克 以 后 ， 住 在 离 纽约 植物 园 

和 



不 远 的 一 由 小 楼 里 。 清 晨 ， 戴 芳 澜 坐 地 铁 去 上 班 ， 邓 淑 姐 在 家 收 

拾 屋子 或 买 菜 烧 饭 ， 下 午 他 们 一 同 去 实验 室 ， 戴 芳 澜 看 书 或 做 实 

验 ， 邓 淑 媛 首先 把 重要 的 文献 或 实验 资料 用 打字 机 打 好 ， 做 成 卡 

片 ， 然 后 做 培养 基 或 接种 。 默 契 的 配合 自然 是 事半功倍 ,第 二 年 

当 秋 天 到 来 的 时 候 ， 戴 芳 澜 的 论文 4 脉 孢 菌 的 两 新 种 》 在 美国 4 真 

菌 学 ?杂志 发 表 。 工 作 暂 时 告 一 段落 ,而 预定 的 时 间 也 到 了 ， 戴 芳 

澜 带 着 妻子 到 康 帮 尔 大 学 和 威斯康辛 大 学 看 望 了 他 的 老师 和 同学 

之 后 ， 便 返航 东 归 。 

金秋 是 北京 一 年 中 最 好 的 季节 ， 在 清华 园 新 南 院 51 号 陈设 考 

究 的 教授 公寓 里 ， 刚 刚 归 国 的 戴 芳 澜 夫妇 正和 梅 贻 琦 校长 在 热情 

地 攀谈 。 当 谈 到 工作 问题 时 ， 戴 教授 说 ;“ 系 里 的 工作 安排 ， 李 继 

桐 教 授 已 经 同 我 讲 了 ， 我 没有 意见 ,至 于 要 我 兼 做 农 研 所 的 所 长 ， 

实在 是 力不从心 了 。 中 国 的 真菌 学 刚刚 起 步 ， 有 很 多 事情 要 做 。 

他 指 着 那 几 个 堆 满 真菌 标本 的 大 书架 说 :这 都 需要 时 间 呀 ……” 

清晨 ， 戴 芳 澜 总 是 第 一 个 来 到 实验 室 。 工 作 台 上 摆 满 了 从 南 

京 、 江 苏 、 北 京 采 来 的 天 南星 、 黄 精 、 麦 冬 和 鸡 血 芒 等 长 满 班 痕 

的 叶片 ， 他 将 从 这 里 入 手 开 始 中 国 尾 子 菌 的 研究 工作 。 王 作 进行 

得 很 顺利 ,， 但 是 一 年 之 后 ， 当 他 的 论文 《中 国 真 菌 杂 录 ， 尾 子 菌 

科 发 表 之 时 ， 芦 沟 桥 上 却 响 起 了 罪恶 的 炮 声 ……'。 

1937 年 ， 抗 日 战争 爆发 ， 清 华 大 学 被 迫 南 迁 ， 戴 芳 澜 夫妇 驾 

转 湖北 、 湖 南 ， 于 1938 年 到 达 昆 明 。 清 华南 下 带 去 了 五 个 研究 所 ， 

其 中 农业 研究 所 迁 至 昆明 西 郊 大 普 吉 。 这 里 山 蛮 友 贬 ， 隐 蔽 较 安 

全 。 大 普 吉 离 昆 明 13 里 ， 戴 芳 油 每 周 进 城 一 次 到 西南 联 大 讲课 ， 

其 余 的 时 间 带 领 他 的 学 生 利用 昆明 温暖 潮湿 的 生态 环境 ， 开 展 了 

多 方面 的 真菌 学 的 研究 工作 。 尽 管 这 里 的 条 件 十 分 艰苦 ， 但 是 几 

年 以 后 , 《云南 的 鸟 梨 菌 “云南 地 舌 菌 的 研究 《云南 经 济 植物 

病害 之 初步 调查 报告 》 以 及 《对 于 改进 我 国 植物 病理 事业 之 一 建 

议 》 等 多 篇 很 有 价值 的 研究 论文 相继 发 表 ， 这 些 成 果 凝 聚 着 戴 芳 

澜 的 心血 ， 体 现 了 他 的 意志 与 情操 ， 从 而 使 我 们 看 到 子 这 位 正直 

的 科学 家 已 经 把 他 的 事业 和 民族 的 危 亡 融 为 一 体 了 。 
es 60 « 



1945 年 ， 历 时 八 年 的 抗日 战争 结束 了 。 第 二 年 戴 芳 调 怀 着 胜 

利 的 喜悦 ， 随 清华 大 学 迁 回 北平 ， 战 后 的 清华 园 已 面目 全 非 ， 为 

了 使 教学 工作 和 研究 工作 尽快 地 恢复 起 来 ， 他 在 加 紧 编 写 教 材 准 

备 开 课 的 同时 ， 还 多 次 召集 教授 会 议 商 讨 科研 计划 。 夜 深 了 ， 戴 

芳 澜 还 在 灯 下 伏案 疾 书 ， 他 在 整理 在 昆明 时 尚未 完结 的 工作 。 
1947 年 和 1948 年 发 表 在 美国 的 《法 洛 (Earlowia)》 和 “《 劳 埃 德 自然 

产物 (Lloydia)y 杂 志 上 的 两 篇 重要 论文 中国 西 部 锈 菌 的 研究 ”和 

《中 国 的 尾 孢 霉 ?》， 都 是 在 这 时 完成 的 。 当 他 带领 学 生 重 登 香山 采 

集 标 本 时 ， 那 解放 北平 的 炮 声 已 依稀 可 辨 了 。 

(>=) 

PRT. Rear eee SS TAHT aA. TEA 

敏锐 的 知识 界 产生 了 各 种 不 同 的 反响 ， AXE, BARR 

AP. MA), MEK VE? 

1950 年 ， 早 春 二 月 ,在 北京 农业 大 学 的 教授 宿舍 里 , 戴 老 正在 

给 他 在 美国 学 习 的 学 生 相 望 年 写 信 。 随 着 急 驰 的 笔锋 ， 肺 腑 之 言 

TRA Es ? 

Cesc SEBO , Fr FER AY WY IB]. BB) ER AY 

令 : 清华 大 学 农学 院 . 北 京 大 学 农学 院 和 华北 农业 大 学 三 校 合并 、 

成 立 北京 农业 大 学 ， 而 限于 短期 内 迁 完 ， 又 大 忙 了 一 气 。 花 了 很 

多 心血 建设 起 来 的 实验 室 ， 一 旦 拆 掉 ， 心 中 难免 不 痛快 。 但 想到 

遥远 的 发 展 前 途 以 及 一 地 有 几 个 农 院 的 不 合理 现象 ， 不 痛快 的 情 

况 也 就 消失 了 。? 

“以 后 做 研究 工作 必须 结合 国家 政策 、 总 方向 ,必须 与 实 

际 相 结 合 。 人 员 之 增 聘 及 调动 均 需 听 上 级 命令 。 我 们 应 建立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观点 ， 不 像 以 前 全 为 个 人 打算 。 每 星期 政治 学 习 

一 次 ， 以 后 尚 须 加 强 。 你 们 在 国外 也 须 在 精神 上 有 所 准备 ， 不 然 

将 来 回国 有 身 临 异 地 之 感 。 我 们 必须 认 清 此 次 变革 闪 非 如 辛亥 革 

命 一 一 表面 变革 ， 而 系 中 国 数 千 年 来 一 次 大 变革 。 在 国内 的 同胞 ， 

无 论 是 那 一 界 的 思想 均 逐 渐 在 变 。 这 种 变革 我 认为 系 致 国家 于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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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及 走向 世界 大 同 的 正确 途径 ，……。? 

新 中 国 的 诞生 ， 社 会 主义 制度 的 建立 ， 是 “ 致 国家 于 富强 及 

走向 世界 大 同 的 正确 途径 ? ,这 是 戴 芳 澜 经 过 求索 、 开 拓 、 战 乱 之 

后 ， 对 中 华 民族 的 归宿 发 自 内 心 的 赞许 。 划 时 代 的 巨变 ， 为 科学 

的 繁荣 开辟 了 广阔 的 道路 ， 置 身 于 幸福 之 中 的 戴 老 只 恨 过 去 是 生 

不 逢 时 了 ! 

为 了 推动 中 国 植物 病理 学 和 真菌 学 的 发 展 ， 解 放 以 后 ， 戴 老 
积极 倡导 了 中 国 植物 病理 学 会 的 恢复 和 组 建 工 作 。1953 年 ， 中 国 

植物 病理 学 会 代表 大 会 和 全 国 植物 病理 会 议 在 北京 联合 召开 。 会 

上 ， 戴 老 发 表 了 热情 洋 滋 的 讲话 ， 他 号 召 植物 病理 工作 者 到 群众 

中 去 ， 理 论 结 合 实际 。 他 说 ;过 去 我 们 只 强调 个 人 的 作用 ， 没 有 

认识 到 集体 的 力量 。 解 放 以 来 ， 经 过 学 习 ， 并 在 群众 运动 中 逐渐 

认识 了 只 有 投入 群众 中 ， 个 人 才能 发 挥 他 的 力量 。 现 在 有 党 和 政 

府 的 支持 ， 对 任何 任务 我 都 愉快 地 接受 ， 并 有 充分 的 信心 保证 移 

成 。 "这 次 大 会 ， 不 仅 为 我 国 的 植物 病理 事业 打下 了 坚定 的 基础 ， 

而 且 为 以 后 的 工作 指出 了 明确 的 方向 。 会 后 ， 戴 老 应 中 国 科学 院 

的 邀请 ， 担 任 了 植物 研究 所 真菌 植物 病理 研究 室 主 任 。 

为 了 开展 学 科 调查 ， 加 强国 际 间 的 业务 交流 ，1954 年 戴 老 随 

中 苏 友 协 苏联 “五 一 ”观礼 团 赴 苏 。 访 苏 期 间 ， 他 为 同行 们 做 了 

题 为 《中 国 植 物 病 理学 和 真菌 学 发 展 情况 > 的 报告 ， 受 到 了 苏联 科 

学 家 热烈 的 欢迎 。1955 年 ， 德 意志 民主 共和 国 农业 科学 院 举 行 成 

立 四 周年 庆祝 会 ， 戴 老 代 表 中 国 科学 院 出 席 ， 会 上 他 被 授予 德国 

农业 科学 院 通讯 院士 的 称号 。 庆 祝 会 结束 以 后 ， 戴 老 参 观 了 分 布 

在 各 地 的 植物 研究 所 。 国 外 的 科研 成 果 和 先进 经 验 》 激励 着 这 位 

EMR, MARE, MA: 中 国 要 送 上 去 ， 必 

须要 从 培养 人 材 做 起 :因为 事在人为 ……。 

1956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应 用 真菌 研究 所 成 立 ， 戴 老 担 任 所 长 。 

一 个 盛夏 的 夜晚 ， 在 中 关 村 戴 老 家 宽敞 的 客厅 里 ， 每 周一 次 

的 读书 会 照例 在 这 里 举行 。 戴 老 的 学 生 刘 锡 刺 、 余 永年 、 郑 儒 永 、 

胡 复 眉 都 准时 来 到 了 。 按 计划 今天 是 戴 老 讲 * 真 菌 的 准 性 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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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景 超 教授 、 周 家 炊 教授 、 相 望 年 教授 一 这 些 戴 老 早年 的 学 生 
也 不 愿 放 过 这 个 学 习 的 机 会 ， 晚 饭 之 后 也 都 聚会 到 这 里 。 

“*Parasexual Recombination "有 人 把 它 译作 “无 性 重组 HE 

性 生殖 是 无 性 阶段 的 一 种 遗传 重组 方式 ， 这 样 译 无 可 非议 。 但 是 
单独 看 来 ，Para'sexuality 这 一 名 词 译作 无 性 生殖 似 嫌 不 妥 。 因 
此 ， 译 作 准 性 生殖 是 较 正确 的 。……: ” 戴 老 穿着 一 件 白色 短 衫 ， 
清 闻 的 脸庞 、 炯 炯 有 神 的 目光 和 展 上 那 已 有 40 年 历史 的 小 黑 胡 ， 
使 他 依然 不 减 当年 的 英武 。 他 坐 在 一 个 大 沙发 上 ， 身 边 的 茶几 上 
放 满 了 书 ， 他 拿 着 二 本 笔记 本 在 很 有 兴致 地 讲 着 。 | 

戴 老 历来 提倡 读书 ， 读 书 会 就 是 戴 老 为 了 交流 读书 心得 、 检 
查 读书 效果 而 组 织 的 学 术 集 会 。 读 书 会 的 题目 是 在 年 初 经 过 自 报 
公议 而 确定 的 ,内 容 十 分 广泛 ,有 的 与 工作 有 关 ， 也 有 的 与 工作 没 
有 很 大 关系 。 在 主讲 人 发 言 之 后 ,大 家 都 要 展开 一 翻 热烈 的 讨论 ， 
在 讨论 中 戴 老 常常 提出 一 些 问题 ， 他 的 学 生 都 很 重视 这 些 问 题 ， 
因为 他 们 往往 可 以 从 中 得 到 极为 有 益 的 启示 ， 从 而 使 工作 前 进 一 
步 。 

戴 老 喜欢 学 生 超 过 自己 ,， 他 常 说 ， 青 出 于 蓝 而 胜 于 蓝 这 是 一 
条 规律 ! 如 果 学 生 总 是 不 超过 老师 ， 那 么 人 类 还 谈 何 进步 ! 所 以 | 
他 的 研究 资料 和 文献 卡片 ， 学 生 们 可 以 随意 翻阅 。 当 你 在 他 的 工 
作 基础 上 经 过 独立 思考 有 所 创新 的 时 候 ， 你 会 得 到 戴 老 最 真挚 的 
支持 和 鼓励 ! 戴 老 培养 人 才 是 很 有 远见 的 ， 他 不 仅 着 眼 于 真菌 学 
的 发 展 ， 还 考虑 中 国生 物 科学 的 前 景 。 周 家 炽 、 故 维 荐 学 病毒 ; 
方 中 达 学 细菌 ， 沈 善 炯 学 遗传 : 尹 莘 耘 学 农 抗 ; 魏 江 春 学 地 衣 一 一 | 
戴 老 的 这 些 学 生 或 年 青 的 同事 都 是 在 导师 的 授意 下 “改行 ”的 。 | 
他 们 学 成 之 后 ， 为 我 国 的 生物 科学 填补 了 许多 方面 的 空白 。 

戴 老 对 学 生 非 常 严 格 ， 他 从 不 蔡 维 人 。 他 认为 不 适当 的 压 奖 “ 
不 是 爱护 ， 而 是 对 自负 的 助长 ， 结 果 把 人 席 了 。 正 是 出 于 这 种 最 
真 丽 的 爱 ， 学 生 结婚 ， 先 生 的 客厅 变 成 了 临时 洞房 ， 学生 出差 , 
家 里 的 病人 需要 做 手术 ， 先 生 提 笔 签字 。 每 估 佳 节 ， 先 生 总 要 把 
学 生 请 到 家 中 聚会 ， 好 客 的 师母 也 总 是 把 最 好 的 果 点 留 给 学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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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院 微生物 研究 所 真菌 室 副 主任 郑 儒 永 同志 是 戴 老 最 喜爱 

的 学 生 之 一 ， 每 当 她 回忆 起 这 些 往事 ,总 是 感慨 万 分 地 说 :3 先生 

对 我 们 无 微 不 至 的 关怀 和 热爱 ， 体 现 了 先生 对 事业 的 忠诚 ， 先 生 

总 是 把 学 生 看 做 事业 的 未 来 与 希望 !? 

〈 四 ) 

1956 年 ， 社 会 安定 的 中 国 呈 现 一派 明 朗 和 谐 的 景象 。 饱 经 沧 

桑 的 戴 老 置身 于 如 日 方 中 的 盛世 ,他 感到 从 未 有 过 的 欣慰 和 和 舒畅。 

自 1954 年 戴 老 被 选 为 第 一 届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以 后 ,， 这 位 真 

菌 学 家 开始 从 显微镜 下 的 微观 世界 走向 了 决定 亿 万 人 民 命 运 的 政 

治 大 和 舞台。 党 的 信任 ， 人 民 的 重托 ， 激 支 着 老 当 益 壮 的 戴 老 ,他 

决心 做 一 名 无 产 阶级 的 先锋 战士 。1956 年 1 月， 在 党 中 央 召 开 了 

知识 分 子 会 议 之 后 ， 党 接受 了 戴 老 的 一 片 赤诚 ， 吸 收 他 为 中 共 党 

fi. 

1959 年 初 ， 中 国 科学 院 应 用 真菌 研究 所 与 北京 微生物 研究 室 

合并 ， 成 立 中 国 科 学 院 微生物 研究 所 ， 戴 老 担 任 所 长 。 微 生物 所 

是 一 个 多 学 科 的 综合 性 研究 所 ， 戴 老 在 主持 全 所 工作 的 同时 , 仍 

然 把 主要 精力 投入 真菌 学 的 研究 。 

为 了 调查 、 鉴 定 和 研究 我 国 的 真菌 资源 ， 戴 老 从 1927 年 起 ， 

开始 搜集 散 见 于 国内 外 书刊 中 的 有 关中 国 真菌 的 资料 ,但 这 些 资 

料 只 是 记录 不 是 标本 ， 需 要 进一步 整理 才能 有 用 。 1936 年 戴 老 将 

所 搜集 的 资料 175 篇 整理 之 后 编 成 4 中 国 真 菌 名 录 >， 刊 于 《清华 大 

学 理科 报告 >。 这 部 4 名录 的 发 表 是 我 国 真 菌 学 者 系统 整理 我 国 真 

菌 资源 的 一 个 良好 开端 。 解 放 后 ， 戴 老 在 从 事 教 学 和 科研 工作 的 

同时 ， 仍 然 积极 注 意 搜集 和 整理 这 方面 的 资料 。1958 年 ， 戴 老 和 
相 望 年 、 郑 儒 永 将 资料 中 有 关 经 济 植物 的 病原 真菌 抽出 ， 并 补充 

了 细菌 ,病毒 等 病原 物 ， 编 成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病原 目录 > 一 书 。 由 

科学 出 版 社 出 版 。 进 入 六 十 年 代 ， 我 国 的 真菌 学 、 植 物 病理 学 和 

微生物 学 都 有 了 更 大 的 发 展 ， 真 菌 学 在 工 、 农 、 医 及 其 它 学 科 中 

的 涂 透 ， 显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 戴 老 认 为 有 必要 把 已 经 搜集 到 的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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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重新 整理 ， 为 今后 进一步 摸 清 我 国 的 真菌 资源 打 于 基础 。 为 

Ue, 戴 老 献 出 了 他 一 生 中 最 后 的 年 华 。 

微生物 所 东 大 楼 的 205 房 间 ， 是 戴 老 的 实验 室 , 自 1959 年 到 亡 

WK, 他 一 直 在 这 里 工作 。 室 内 ， 几 个 标本 柜 和 书架 占 去 了 很 大 

的 空间 ， 一 张 并 不 太 大 的 写字 台 上 ， 放 着 戴 老 用 过 多 年 的 单 简 显 

微 镜 、 几 个 铅笔 头 和 用 过 期 日 历 改 装 的 草 记 本 以 及 一 把 缺口 的 小 

前 刀 …… ， 窗 前 的 一 个 小 台子 上 放 着 一 台 人 台式 打字 机 。 清 晨 ， 戴 

老 和 师母 一 起 来 上 班 ， 戴 老 读 书 或 看 标本 ， 师 母 在 一 旁 帮助 抄写 

RIT; WE, AKO. 

.1966 年 ， 二 年 动乱 开始 了 ， 权 势 者 的 角逐 ， 把 一 切 善 良 的 人 

通通 投入 到 不 可 名 状 的 性 和 丽 之 中 。 从 早 到 晚 是 “辩论 会 “批判 

会 ">、 斗争 会 >,，“ 政 治 ? 冲 击 了 一 切 ， 工 作 只 好 停止 。: 在 会 上 , 戴 

老 看 到 了 “批判 反动 学 术 权 威 戴 芳 澜 ”的 会 标 ; 听 到 了 “立即 和 

戴 芳 澜 断 绝 师 生 关系 ”的 “宣言 ”>， 他 只 是 无 言 的 沉默 。 回 到 家 中 ， 

师母 一 个 人 坐 在 仅 存 的 一 间 窒 室 里 等 着 他 ， 看 到 老伴 那 种 茶 饭 无 

思 非 常 颓 丧 的 样子 ， 她 的 心 都 要 碎 了 。 “ 想 开 一 点 吧 ,这 不 是 运动 

I RATAN” SEN, RAS hua BAD,” 

a ZEAE SO AS BT A. SR CA AB 

FAN, BOAR ABEL, “MSW, RAE EAA 

党 的 吗 ? 是 错误 路 线 把 你 请 进来 的 ! 现在 你 可 以 提出 退 党 了 ! " 戴 

老 被 激 冀 了 ， 他 色 视 来 者 ，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我 入 党 是 自愿 申请 ， 

没有 任何 人 来 请 ! 如 果 现 在 认为 我 不 够 条 件 ， 你 们 大 权 在 担 可 以 

开除 。 但 要 我 目 己 提 出 退 党 ， 告 诉 你 们 ， 我 坚决 不 退 !? 情 况 越 来 

越 不 好 了 ， 随 着 运动 的 不 断 深 入 ， 戴 老 的 心脏 病 日 渐 严 重 ， 他 好 

像 预感 到 什么 ,他 要 争取 时 间 把 < 中国 真菌 总 汇 > 的 编写 工作 完成 。 

夜 深 了 ， 他 还 在 伏案 工作 ， 师 母 劝 他 休息 ， 他 却说 ;白天 丢掉 的 

时 间 ， 晚 上 补 回来 ， 工 作 要 竖 。 他 是 在 用 有 限 的 生命 和 无 限 的 时 

la) Fe BT) 他 终于 胜利 了 一 一 在 他 逝世 的 前 一 个 月 ,1972 年 12 月 ， 

《中 国 真 菌 总 汇 > 这 部 200 多 万 字 的 书稿 终于 完成 了 ， 他 在 《前 言 》 

中 写 到 : 我 六 以 这 本 书 作 为 我 个 人 晚年 对 人 民 的 一 点 贡献 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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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 月 3 日 戴 老 因 心 肌 醒 塞 病 逝 。 就 在 他 临终 前 的 一 处 

时 ， 他 还 在 修改 即将 完成 的 书稿 。 他 去 了 ， 然 而 他 开创 药 申 国 真 
菌 学 却 方兴未艾 。“ 中 国 真 菌 总 汇 > 经 过 “ 戴 芳 澜 同 志 遗 著 整理 小 
组 ”整理 、 校 订 之 后 ，1979 年 9 月 由 科学 出 版 社 出 版 。 这 部 巨著 
将 和 戴 芳 澜 的 名 字 一 起 ， 永 远 留 给 后 来 的 人 ! 

未 文 在 写作 的 过 程 中 ， 承 蒙 戴 师 脉 一 _85 岁 高龄 的 邓 淑 妈 老 
AYRA RR, WEF, WER. SRE. ALA. HHSF A 
EAGLES HEM, PRAURSH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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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物 分 类 学 家 

(1894 一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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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洲 。 曾 任 南京 高 等 师范 东南 大 学 、 北 京 大 学 、 北 京师 范 天 学 等 
校 教 授 ， 前 中 央 研 究 院 评议 员 和 院士 。1922 年 在 南京 任 中 国 科 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植物 部 主任 ，1928 年 在 北平 创办 静 生 生物 调查 所 并 
担任 所 长 ，1934 年 在 江西 与 江西 省 农业 院 合 办 庐山 森林 植物 园 ， 
1937 年 在 昆明 与 云南 省 教育 厅 合 办 云南 农林 植物 研究 所 并 兼任 所 
长 ，1940 年 曾 去 江西 泰和 担任 中 正大 学 校长 兼任 农学 院 教授 。 解 
放 后 任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一 级 研究 员 ， 继 续 研究 植物 分 类 
学 、 古 植物 学 和 经 济 植物 学 。 在 植物 学 界 公认 为 我 国 植物 分 类 学 
疯 基 人 之 一 。 不 幸 于 1968 年 7 月 16 日 因 受 “ 四 人 帮 ? 残 酷 追 害 ,含冤 
70 ， 



去 世 。1979 年 5 月 25 日 中 国 科 学 院 为 这 位 知名 植物 学 家 彻底 平反 并 

举行 公祭 。1983 年 江西 省 科 委 拟 迁 匡 骨灰 于 庐山 植物 园 ， 作 为 永 

扩 纪 念 。 胡 老 一 生 在 我 国 植物 学 和 中 国文 学 等 方面 作出 了 大 量 贡 

献 ， 他 的 全 部 遗 著 有 待 收集 整理 汇编 。 

22 

BASE ESN ERT RMB, TOE A, ERE, 
11 岁 考取 了 新 建 县 学 摩 生 ， 但 因 不 久 科举 制 废 ， 改 为 学 堂 ， 他 便 
考 上 了 骨 昌 洪 都 中 学 ， 继 考 入 京师 大 学 堂 了 预科 读书 ， 对 学 习 科学 
甚 感 兴趣 。 1912 年 参加 江西 省 留学 考试 ， 被 取 录 ， 派 赴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学 习 农 学 和 植物 学 ，1925 年 再 次 赴 美 深造 ， 在 哈佛 大 学 攻 
读 植物 分 类 学 ， 获 得 博士 学 位 。 学 成 回国 以 后 一 直 从 事 植物 科学 | 
的 研究 和 教学 工作 。 

明 未 清 初 ;我 国 处 于 半封建 半 殖 民 地 时 期 ， 内 忧 外 患 纷 至 踏 
来 。 他 和 许多 先辈 学 者 一 样 ， 抱 着 科学 救国 的 宏 愿 。1915 年 他 与 
留美 同学 共同 发 起 组 织 中 国 科学 社 , 以 便 团 结 各 方面 科学 工作 者 ， 
发 展 科学 ;振兴 祖国 ! 并 捐资 刊行 4 科学 ?杂志 ， 明 确 提 出 要 想 科 iI 
学 救国 ， 须 先 具备 科学 知识 。 这 个 杂志 连续 出 版 ， 一 直到 抗战 年 | 
代 ， 是 我 国 最 早 的 综合 性 科学 刊物 之 一 ， 对 推动 我 国 科学 的 发 展 
起 过 积极 作用 。 

1925 年 曾 与 对 志 、 钱 尝 湖 等 在 南京 筹 设 中 国 科 学 社 生物 研 究 
所 ， 没 有 固定 经 费 ， 所 长 和 研究 人 员 均 在 大 学 兼 课 ; 以 此 维持 生 
活 。 当 时 ， 连 办 公 桌 属 均 系 在 东南 大 学 借用 。 胡 先 驻 任 植物 部 主 
ff, 主要 领导 和 参加 华东 和 沿 长 江 流 域 各 省 植物 调查 研究 工作 ， 
建立 标本 室 。1928 年 在 尚志 学 会 和 中 华文 化 基金 会 〈 所 谓 美国 退 
还 的 庚 子 赔款 ) 的 支持 下 在 北平 创办 六 生 生物 调查 所 ， 初 期 所 址 
就 设 在 范 静 生 先生 的 石 马 大 街 53 号 故居 ， 开 始 时 由 秉 志 担任 所 
长 ， 全 所 耸 为 动物 和 植物 部 两 部 ， 植 物 部 由 胡 老 任 主任 ，1932 年 
起 胡 老 担 在 所 长 ， 秉 老 仍 为 动物 部 主任 。 那 时 全 所 只 有 十 余人 ， 
以 后 发 展 到 五 十 余人 ， 所 址 也 迁 到 文 津 街 三 号 新 建 的 楼 房 。 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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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员 到 华北 和 西南 各 省 调查 采集 动物 标本 并 进行 分 类 研究 .建立 
动 植物 标本 室 、 陈 列 室 、 图 书 室 和 实验 室 ,， 并 定期 出 版 汇报 和 图 
谱 等 ， 成 为 当时 全 国 最 有 声誉 的 自然 科学 研究 机 构 。 当 时 国民 党 
政府 一 毛 不 拔 ， 经 费 来 源 全 靠 各 方 募 捐 和 “ 庚 子 赔款 ”维持 ， 罗 
致 少数 专业 大 学 生 为 骨干 进行 动 植物 分 类 研究 ， 对 于 我 国 动 植物 
资源 的 调查 研究 、 合 理 开发 开始 作 了 一 定 的 贡献 。 

1934 年 在 胡 老 倡议 下 ， 得 到 江西 省 农业 院 和 中 华文 化 基金 会 
的 竟 同 和 支持 ， 决 定 在 庐山 含 郡 口 原 江西 省 林 校 演习 林场 旧址 ; 
创办 庐山 森林 植物 园 ， 委 派 秦 仁 昌 担 任 主任 ， 并 派 陈 封 怀 赴 英 国 
进修 二 年 回国 担任 园艺 技师 。 经 过 辛苦 经 营 ;， RE, BRN 
室 ， 引 种 松 杉 和 各 种 高 山 植物 ， 不 数 年 间 形 成 了 我 国 研究 园林 植 
物 的 重要 基地 ， 同 时 也 培养 了 一 批 植物 园 科技 二 部， 成 为 我 国 村 
物 园 事 业 的 先驱 。 

为 了 团结 我 国 的 植物 学 界 科 研 人 员 ， 更 好 地 进行 学 术 交流 和 
科学 普及 工作 ,1933 年 8 月 20 日 在 四 川 重庆 北碚 中 国 西部 科学 院 召 
开 中 国 植物 学 会 成 立 大 会 , 胡 老 为 主要 发 起 人 之 一 。| 次 年 8 朋 在 访 
山 森 林 植 物 园 召 开 第 一 届 年 会 ， 会 员 已 发 展 到 105 人 ， 胡 老 当 选 为 
会 长 ， 并 决定 发 刊 4 植 物 学 杂志 > 季刊， 由 胡 老 担任 总 编辑 5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的 成 立 ,标志 着 我 国 植物 学 发 展 已 经 进入 了 一 全新 阶段 ， 
展示 我 国 植物 学 工作 者 已 经 团结 起 来 ， 独 立 自主 地 从 事 我 们 自己 
的 植物 学 研究 。 胡 老 在 会 上 提出 开始 编写 4 中 国 植物 志 汉 但 对 这 一 
庞 夫 而 艰巨 的 工作 ， 当 时 尚 缺乏 必要 的 条 件 ， 只 有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有 了 党 和 政府 的 支持 ， 才 真正 得 到 实现 。 
EER, RUM “LOU WERT, FE 

不 抵抗 政策 纵容 下 ， 日 本 侵 咯 军 长 驱 直 入 ， 不 但 占领 了 我 国 东 三 
省 ， 华 北 形势 也 日 益处 于 不 稳 状 态 之 中 。 胡 老 特 派 蔡 希 产 去 云南 
调查 采集 动 植物 标本 ， 并 与 云南 省 教育 厅 联 系 协作 创办 云南 农林 
植物 研究 所 ,一 方面 在 云南 收集 保存 大 量 图 书 标本 和 文献 资料 ,一 
方面 在 区 要 时 给 静 生 科研 人 员 在 后 方 有 一 安心 工作 地 点 引 胡 老 经 
常 该 谐 地 说 ,“ 狭 免 有 三 罕 "， 意 味 着 北平 一 旦 丢失 还 有 庐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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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两 处 基地 可 以 继续 进行 科研 工作 。 果 然 他 的 话 不 幸而 言 中 了 。 
1937 年 芦 沟 桥 炮 声响 起 ， 北 平 沦陷 ， 国 民 党 军 节 节 败 退 ， 不 信 ， 

日 本 帝国 主义 者 铁 蹄 踏 到 了 长 江 流 域 各 省 ， 江 西 庐山 也 被 占领 。 
所 鹏 生生 物 调查 所 和 庐山 森林 植物 园 的 员工 大 部 分 芯 散 到 了 云 
南 ， 一 部 分 停留 在 昆明 黑龙 潭 云南 农林 植物 研究 所 ， 一 部 分 则 在 
秦 仁 昌 领 导 下 迁 到 云南 西北 部 丽江 雪山 下 ,建立 了 植物 园 工作 站 。 
那 时 ， 后 方 通货 恶性 膨胀 ， 物 价 一 日 数 变 ， 民 不 聊 生 ， 在 此 恶劣 
环境 下 ， 大 部 分 职员 到 大 学 或 中 学 兼 课 ， 或 到 地 方 单位 兼职 ， 或 
搞 副 业 生 产 、 种 菜 、 养 猪 、 种 烟叶 ， 以 些 维持 最 低 的 生活 ， 从 而 
保持 了 这 支 科 研 队伍 。 

胡 老 为 生活 所 迫 ， 同 时 想 为 家 乡 创办 大 学 ，1940 年 赴 江 西 泰 
和 担任 了 中 正大 学 校长 ， 一 部 分 “ 静 生 ”人 员 也 在 该 校 任职 或 兼 
课 ， 渡 过 了 抗战 后 期 最 艰苦 的 岁月 。 当 时 胡 老 为 形势 所 迫 ， 参 加 
了 国民 党 ， 但 由 于 他 不 善 与 国民 党 棍 周 旋 , 被 撤 了 校长 职务 。1944 
年 后 只 靠 在 农学 院 教书 糊口 。 直 到 1945 年 秋 日 完投 降 ,抗战 胜利 ， 
胡 老 才 率 领 静 生 所 部 分 职员 返回 北京 。 原 静 生 所 的 大 楼 曾 被 日 军 
改 成 了 后 方 医院 ， 所 有 仪器 ， 图 书 ， 标 本 家 具 等 大 部 分 为 日 军 灸 
田 部 队 窃 去 ， 经 过 几 番 交涉 才 收 回 了 一 部 分 。 当 时 国民 党 政府 仍 
如 战 前 对 待 科学 事业 一 样 ， 不 闻 不 问 ， 对 私立 学 术 机 关 更 不 予 重 
视 。 这 种 太太 待 毙 的 局 面 直到 新 中 国 诞生 才 告 结束 。 

中 国 科学 院 的 成 立 ， 使 中 国 科学 事业 得 到 新 生 。 原 静 生 调查 
所 动 植物 两 部 保留 的 科学 资料 、 仪 器 、 图 书 、 标 本 及 全 部 职工 分 
别 移交 和 任职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和 动物 研究 所 ， 为 这 两 所 
开展 科研 工作 提供 了 一 部 分 物质 基础 。 随 之 ,云南 农林 植物 研究 所 
改 为 植物 所 昆明 工作 站 ， 现 已 扩充 为 昆明 植物 所 ， 并 逐步 形成 为 
我 国 西南 的 二 个 重要 科研 基地 。 庐 山 森 林 植 物 园 在 日 害 占 领 期 间 ， 
全 部 荒芜， 解放 后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派 员 接收 ,恢复 建 园 ， 
现 由 江西 省 科 委 领导 ， 改 名 庐山 植物 园 。 该 园 风景 优美 ， 林 木 繁 
茂 ， 在 全 国 植物 园 中 仍 占 前 列 ， 因 而 对 开发 利用 江西 省 植物 资源 
以 及 全 省 山区 园林 绿化 建设 ， 发 展 祖国 植物 科学 事业 ， 起 到 了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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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作用 。 
回忆 四 十 余年 前 胡 老 为 发 展 祖国 科学 事业 ,高 瞻 远 瞩 ; 普 心 孤 

if, FERS, WERK, CALS ARMM, FHA 
计 在 北京 、 云 南 、 庐 山 建立 了 科研 基地 ， 保 留 了 大 量 珍贵 科研 次 
料 ， 培 养 了 大 批 科技 干部 ， 确 实 是 难能可贵 的 ,但 只 有 在 新 社会 ? 
在 中 国共 产 党 和 人 民政 府 的 领导 和 支持 下 , 才 有 可 能 对 国计民生 
振兴 中 华 起 着 巨大 的 作用 。 

kin 

胡 老 自 美 国 留学 回国 后 ， 曾 在 南京 高 等 师范 ; 东南 大 学 、' 北 
京 大 学 、 北 京师 范 大 学 教授 植物 学 和 植物 分 类 学 ， 先 后 历 四 5 五 
十 年 之 久 。 他 循循善诱 、 诲 人 不 倦 ， 并 常 对 学 生 说 :“ 我 在 24 岁 时 
就 当 了 教授 ， 算 是 当年 最 年 青 的 教授 ， 你 们 也 应 努力 提高 自己 。? 
他 经 常 鼓励 学 生 要 努力 钻研 、 坚 持 不 懈 , 以 使 自己 早日 成 为 专家 。 
他 特别 重视 自学 成 才 ， 经 常 说 ;“ 我 的 学 生 蔡 希 陶 ) ART BRE, © 
到 了 静 生 所 从 头 学 起 ， 四 、 五 年 就 成 小 专家 了 ?5 获 希 陶 在 云南 带 
ALPE, MALIA, RADAR, RB esa 
物 标 本 ， 同 时 在 途中 写 了 几 篇 小 说 ， 描 写 当 地 风 士 人 情 ， 生 动 活 
泼 ， 对 此 胡 老 十 分 欣赏 。 

胡 老 平时 说 话 有 时 稍 带 口吃 ， 但 讲课 声音 宏 亮 ,滔滔 不 绝 ， 
内 容 十 分 丰富 ， 连 续 两 小 时 毫 无 倦 容 。 他 的 教学 方法 不 同一 般 ， 
他 讲课 不 发 讲义 ， 只 在 黑板 上 写 出 标题 或 少数 科学 名 称 ， 让 学 生 
记 笔记 。 但 指定 很 多 参考 书 要 求学 生 自己 阅读 ， 特 别 强调 学 植物 
学 要 多 做 试验 ， 学 分 类 学 要 多 看 标本 ， 多 采 标 本 。 他 还 经 常 介绍 
学 生 读 些 植物 学 家 传记 或 旅行 记 ， 例 如 威尔逊 写 的 《一 个 博物 学 
家 在 华西 ?和 《中国 是 庭园 之 母 》， 考 克 思 写 的 《植物 猎奇 > 等 书 , 开 
阔 学 生 的 眼界 。 他 在 北大 、 师 大 兼 课 期 间 , 上 课 地 点 多 在 静 生 所 ， 
看 标本 、 查 图 书 都 比较 方便 。 我 曾 先后 担任 了 他 的 助教 三 年 ,此 
情 此 景 至 今 犹 新 。 

1923 年 胡 老 与 邹 秉 文 、 钱 崇 潮 两 位 先生 合 编 我 国 第 一 部 植物 

© 7I4 « 



学 教 课 书 k 高 等 植物 学 》, 由 商务 印 书 馆 出 版 。 书 中 内 容 比较 新 颖 ， 
改正 子 旧 植物 学 中 不 科学 的 名 称 ， 及 从 日 文本 转译 出 来 的 不 妥当 
的 术语 和 名 称 5 此 书 把 隐 花 植物 更 正 为 孢子 植物 ， 显 花 植 物 更 正 
为 种 子 植物 ;从 苦 植 物 更 正 为 苦 融 植物 , 羊 齿 植 物 改 为 蕨 类 植物 。 
这 些 名 称 至 今 仍 为 各 书 所 采用 。 他 曾 第 一 次 把 肉 世 和 雄蕊 改称 大 
BAS, MVSEWAWRARRAREY. MAES 
腺 和 花蜜 称 为 花 糖 腺 和 花 糖 ， 因 为 植物 蜜 腺 所 分 泌 的 花蜜 是 含有 
葡萄 糖 和 蔗糖 的 水 溶液 ， 它 和 经 过 蜜蜂 的 消化 作用 而 成 的 蜂蜜 是 
AMARA. 那 时 》 我 国 还 没有 中 文本 的 植物 学 教 课 书 ， 该 书 出 
版 后 对 青年 学 生 学 习 植 物 学 颇 有 帮助 ， 在 教育 界 有 很 大 影响 。 

193348, 为 满足 当时 生物 学 教学 的 需要 ， 胡 老 翻 译 了 哈 第 所 
著 k 世 界 植物 地 理 ? 一 书 (商务 出 版 )， 但 由 于 哈 第 原 书 是 供 欧 洲 读 
者 之 用 多 先 讲 欧洲 植物 地 理 。 在 译本 中 胡 老 将 亚洲 作为 第 一 编 ， 
并 在 中 国 一 章 增加 河北 、 安 徽 、 浙 江 、 江 西 、 贵 州 、 广 西 等 省 区 
的 植物 地 理 内 容 , 以 适应 我 国 读 者 的 需要 。 

1951 年 岂 为 适应 解放 后 各 大 学 生物 系 的 需要 ， 胡 老 编 写 《种 
子 植物 分 类 学 讲义 > 二 书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 以 英 人 替 经 生 的 “有 
花 植 物 科 志 》 的 系统 为 蓝本 ， 增 加 裸子 植物 各 科 ,， 共 计 361 科 ,在 
科 的 描写 中 ; 补充 中 国产 的 重要 属 ， 内 容 更 为 完善 。1954 年 为 适 
应 师范 学 院 和 农林 院 校 的 需要 ， 又 编写 4 植物 分 类 学 简 编 》( 高 教 
出 版 社 )， 此 书 对 科 属 记载 大 为 精简 ,但 增加 了 演化 与 分 类 的 关系 
及 植物 分 类 学 原理 两 章 , 此外， 还 增加 了 高 等 植物 鉴定 的 方法 ， 
标本 室 的 建立 ， 植 物 分 类 学 术语 词汇 ， 植 物 命 名 法 等 四 章 。 对 昔 
喜 植 物 ,; 蕨 类 植物 和 种 子 植物 的 重要 纲 、 目 、 科 ， 均 有 扼要 的 叙 
Be 最 后 对 近代 植物 分 类 系统 和 植物 分 类 文献 , 作 了 概括 的 介绍 。 
此 书 虽 称 简 编 但 内 容 充实 ， 涉 及 理论 问题 较 多 ， 并 有 若干 精美 
插图 是 一 本 较 好 的 植物 分 类 学 教科 书 《 此 书 在 1958 年 由 上 海 和 
技 出 版 社 再 版 )。 

“植物 分 类 学 简 编 ? 一 书 出 版 后 不 久 却 引 起 了 对 胡 老 的 一 场 大 
批判 ， 原 因 是 此 书 在 植物 分 类 的 原理 一 章 中 ， 胡 老 批判 了 关于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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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科 生物 学 种 的 见解 。 当 初 由 于 政治 力量 的 支持 ， 李 森 科 的 见解 
一 时 颇 为 风行 。 接 着 便 有 若干 植物 学 工作 者 发 表 论 文 支持 这 种 见 
解 。 但 不 久 引 起 了 苏联 植物 学 界 对 持 与 李 森 科 相 反观 点 进行 广泛 
批评 。 胡 老 认 为 ， 这 场 争论 在 近代 生物 学 史上 十 分 重要 ;我 国 的 
生物 学 工作 者 ， 尤 其 是 植物 分 类 学 工作 者 必须 有 深刻 的 认识 ; 才 
不 致 被 引入 迷途 。 在 当时 ， 我 国 科学 界 对 摩尔 根 学 派 和 米 丘 林学 
派 尚 有 剧烈 分 歧 和 争论 ， 胡 老 这 一 评论 基本 上 是 正确 的 》 后 来 的 
事实 也 证 明了 李 森 科学 说 的 虚伪 人 性。 但 当时 有 一 些 人 批判 此 书 具 
有 严重 的 政治 性 错误 ， 说 什么 鼓吹 唯心 主义 思想 ， 并 进而 止 纲 为 
诈 筑 苏联 共产 党 和 政府 ， 反 对 共产 党 领导 科学 等 论调 ， 同 时 责难 
中 国 科学 院 和 高 教 出 版 社 也 犯 了 错误 。 这 一 过 “ 左 ? 的 论调 并 未 将 
胡 老 吓 倒 ， 他 继续 坚持 进行 他 的 研究 工作 ， 

1955 年 ， 为 适应 农学 院 校 国营 农场 畜牧 及 饲料 人 员 的 需要 ， 
胡 老 与 孙 醒 东 教 授 合 编 * 国 产 牧 草 植物 》 一 书 (科学 出 版 社 六 ;内容 
包括 我 国 原 产 野 生 的 和 引进 来 的 轨 划 230 种 ， 分 属 21 科 102 属 》 的 
有 扼要 的 记载 ,至今 仍 为 调查 研究 栽培 牧草 工作 者 重要 的 参考 书 。 

同年 出 版 4 经 济 植物 学 ?一 书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为 比 前 书 范围 更 
为 扩大 ， 内 容 包 括 农作物 、 果 树 、 蔬 菜 以 及 多 种 工业 原料 作物 5 
全 书 分 为 两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分 为 植物 形态 学 概论 ， 第 二 部 分 叙述 
重要 种 类 、 品 种 、 加 工 特性 及 其 经 济 用 途 ， 共 计 103 科 在 广义 的 
经 济 植物 学 领域 中 ， 除 花卉 、 林 木 及 药材 以 外 ,全 部 有 用 植物 种 类 
均 包 括 在 内 ， 可 供 农业 院 校 植 物 分 类 学 课本 和 工农 业 技 术 工作 者 
参考 。 

胡 老 一 贯 对 合理 开发 利用 我 国 的 丰富 植物 资源 进行 积极 宣 
传 。 胡 老 认 为 ， 植 物 分 类 学 是 对 资源 开发 利用 最 为 基础 的 学 科 ， 
尚 有 深入 调查 研究 的 必要 ， 并 应 提供 一 部 综合 性 的 资料 。 凶 决心 
编写 4 经 济 植物 手册 >( 科 学 出 版 社 )， 内 容 从 茧 类 开始 到 种 子 植物 
各 科 ， 分 属 叙述 我 国 原 产 的 全 部 经 济 植物 种 类 以 及 从 国外 引种 党 
见 的 经 济 植 物 。 此 书 四 卷 现 已 出 版 三 卷 ， 异 胡 老 因 健 康 关 系 ， 尚 
有 一 卷 未 能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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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之 ， 胡 老 从 事 科 研 和 教学 工作 五 十 余年 ， 除 亲自 担任 教学 

处 ， 主 要 从 事 教 科 书 或 教学 参考 书 的 编写 ， 对 传授 植物 分 类 学 和 

经 济 植物 学 知识 ， 培 养 科技 干部 起 着 重要 作用 。 在 有 适当 机 会 时 ， 

积极 设法 推荐 他 的 助教 或 学 生 到 国外 进修 深造 。 目 前 ， 我 国 许多 

科研 单位 和 高 等 院 校 的 教授 或 专家 不 少 均 出 其 门下 ， 成 为 植物 学 

研究 和 教学 的 骨 于 ， 抚 今 追 昔 ， 饮 水 思源 ， 胡 老 为 国家 培养 人 材 

的 功绩 是 令 人 怀念 的 。 | 

) 

HEY Rea, REL HRE LAR, MERA 
等 条 约 的 坎 诈 ;在 我 国 享受 各 种 特权 ， 每 年 派出 传教 士 、 密 探 、 
商贩 襄 旅 游 者 或 专业 采集 家 ， 深入 我 国内 地 ,大量 采集 我 国 动 杆 
物 标 杰 元 盗窃 掠夺 我 国 的 生物 和 文物 资源 ， 无 大 敢于 阻止 。 他 们 
所 采 标 本 送 归 其 本 国 专家 研究 ;并 胡乱 发 表 许多 新 属 新 种 登载 在 
各 国 的 期 刊 杂 志 中 ， 有 时 编写 我 国 各 地 区 的 动 植物 目录 ， 许 多 模 
式 标 本 都 保存 在 各 国 的 标本 馆 或 博物 馆 中 。 这 样 ， 给 我 们 中 国人 
自己 进行 分 类 学 研究 造成 很 大 的 困难 。 

WBE MME SARA EMR AR, 从 1899 年 起 ， 
曾 先 后 苑 次 派 员 来 我 国 西部 和 中 部 各 省 山区 采集 植物 标本 种 子 ， 
是 美国 在 趾 国 收集 蜡 叶 标本 和 活 的 树苗 最 多 的 科研 单位 。 胡 老 花 
费 了 两 年 多 时 间 (1923 一 1925 年 ) 检 查 了 在 该 园 所 藏 标本 并 收集 在 

国外 期 刊 薪 志 卫 登载 有 关中 国 植物 的 科 属 记录 ， 编 写 了 一 部 “中 
国 种 子 植 物 属 志 沪 :打字 稿 分 订 两 册 作为 博士 学 位 论文 * 这 本 文稿 | 
迄 未 正式 付 印 ， 但 在 旧 中 国人 缺乏 图 书 资料 的 条 件 下 ， 许 多 植物 学 i 
SARL RK, 相互 驾 转 传 抄 达 数 十 次 之 多 ;为 解决 当时 鉴定 
标本 之 和 急需， 为 中 国 植物 学 者 开始 学 习 研 究 分 类 打下 了 一 we HX 
献 基础 。 

胡 老 回国 后 除 在 大 学 教书 以 外 ， 继 续 进 行 分 类 研究 ， 每 年 还 
亲自 率领 学 生 及 助教 到 各 地 采集 标本 ， 并 进行 野外 植被 观察 。 我 
EEA RUA, 近代 植物 学 研究 尚未 开始 ， 更 没有 从 事 大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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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采 集 植物 标本 的 学 者 。 最 先 作 过 大 规模 调查 采集 的 人 是 北京 大 

学 教授 钟 观 光 (1896 一 1937)， 他 曾 旅 行 华南 .西南 和 华北 和 于 一 省 ， 

采集 了 大 量 植物 标本 。 胡 老 是 继 钟 观光 后 的 第 二 个 大 规模 植物 标 

RRRG. 19194, BEEMLAKA. EB. WM. BR. A 

九 华 山 、 仙 华 岭 ， 经 过 瑞 昌 、 开 化 、 建 德 、 遂 安西 至 东西 天 目 山 ， 

采 得 大 量 植物 标本 。1920 年 春 ， 又 去 江西 省 吉安 、 疾 州 、 宁 都 ， 

建 昌 、 广 信 及 福建 省 武夷 山 采集 。 接 着 秦 仁 昌 在 胡 老 指导 下 下 再 
次 去 浙江 省 台州 、 温 州 及 安徽 省 南部 采 得 大 量 植物 标本 ， 并 获得 

重要 发 现 。 

明 老 一 生发 表 植 物 学 论文 百 余 篇 ， 早 期 作品 多 属 调查 报告 或 

考 订 文章 ， 发 表 在 《科学 ?杂志 中 : 如 菌 类 鉴别 法 (191575 《说 文 》 

所 记 植 物 名 称 的 考 订 (1916)， 华 西 植物 名 录 (19177， 浙 江 植 物 名 

录 (1921)， 浙 江 菌 类 记录 (1921)， 江 西 植物 名 录 (19217 浙 族 植 物 
名 录 (1922)， 中 国 植物 的 富源 (1950) 等 。 

1922 年 ， 中 国 科 学 社 生物 科学 研究 所 成 立 后 ; ARABIC I 

多 在 该 所 汇报? 发表, 如 中 国 植 物 的 新 种 与 新 组 合 (1925), 中 国 柑 

属 的 研究 (1927)， 中 国安 息 香 科 之 新 属 ， 秤 锤 树 属 C1925) 等 文 吕 

1928 年 ， 静 生生 物 调 查 所 成 立 后 ， 胡 老 的 大 部 论文 均 在 《 静 

生 汇报 ? 发 表 ， 如 中 国 东南 诸 省 森林 植物 进一步 观察 C1929). 

国 植物 小 志 (1929)、 中 国之 紫金 龙 属 植物 (1930)31 中 国 植物 之 新 
种 多 篇 (1930 一 1936)、 中 国安 息 香 科 新 属 、 木 瓜 红 属 C1932)、 中 
国 紫 草 科 之 新 属 、 车 前 紫 草 属 〈1936)、 云南 山 毛 样 科 之 记述 
(1940)、 中 国 西南 部 忽 耳 析 属 新 种 (1948)、 水 杉 新 科 琢 生存 之 水 
杉 新 种 《〈1948 与 郑 万 钧 合作 》 等 。 

解放 后 ， 胡 老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分 类 学 报 发 表 的 论文 有 未 兰 

科 之 新 属 ， 拟 单 性 木兰 属 (1951)7， 云 南山 毛 样 科 补 志 (1951)3 ze 

南 芮 德 木 属 新 种 (1951)， 湖 北 木 莲 属 新 种 (195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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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胡 老 所 作 通 俗 性 学 术 论 文 多 发 表 在 中 国 植物 学 会 主编 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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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植物 学 杂志 中， 如 植物 分 类 研究 之 方法 〈1934)、 如 何 充分 利 

用 中 国 植物 的 富源 (1936)、 中 国 植 物 之 性 质 与 关系 (19377、 水 杉 

BAA (1950). 

他 曾 三 次 参加 泛 太 平 洋 学 术 会 议 并 发 表 论 文 三 篇 ， 即 中 国 东 

南部 森林 植物 的 观察 (1925)、 中 国松 杉 植物 之 分 布 (1934)、 云 南 

植物 区 系 的 组 成 (1941)， 均 系 综合 论述 中 国 植物 区 系 的 论文 ,在 

国际 间 有 较 高 评价 。 

胡 老 在 植物 区 系 地 理 方 面 重 要 论文 有 三 篇 ， 如 中 国 东 南部 森 0 

林 区 系 的 特性 (1929)、 中 国 木 本 植物 区 系 与 北美 东部 区 系 之 比较 
(1935)、 中 国 植物 区 系 的 特点 与 亲缘 关系 (1936)。 这 三 篇 区 系 论 

文 为 开创 我 国 区 系 研究 最 重要 的 文献 ， 均 发 表 在 《中国 植 物 学 会 

汇报 兴 英 文 刊 物 ) 上 。 

此 外 ， 在 他 主持 下 , 与 陈 焕 饮 合 编 * 中 国 植物 图 谱 ? 五 卷 (1927 

一 1937)， 包 括 250 种 中 国 特有 植物 的 绘图 与 记载 与 秦 仁 昌 合 

《中 国 茧 类 植物 图 谱 》 二 卷 (1930 一 1934 ,描绘 中 国 重要 的 蓝 类 100 

种 :又 编 * 中 国 森 树木 图 志 >(1948)7， 仅 出 版 二 册 ， 描 绘 中 国产 的 

桦木 科 与 榜 树 科 植 物 85 种 。 这 三 部 图 谱 图 文 并 茂 ， 印 刷 精 美 ， 受 

到 国际 学 术 界 的 重视 。 

明 老 除 精 通 现代 的 植物 分 类 与 分 布 外 ， 对 古 植 物 学 也 有 深入 

研究 。 在 《古生物 学 报 》 上 1940 年 发 表 “ 山 东 中 生 代 植 物化 石 ” 

1950 年 发 表 “ 云 南 省 核桃 属 化 石 " 1946 年 在 4 地 质 调查 所 汇报 ?中 

记 古 新 世 期 之 一 种 水 杉 ， 将 水 杉 的 化 石 种 与 最 新 发 现 之 水 杉 进 行 

了 比较 。1947 年 在 美国 4 观察》 杂志 发 表 一 文 一 一 美国 西部 世界 和 爷 

与 中 国 四 州 万 县 之 水 杉 。1948 年 在 美国 纽约 植物 园 园 刊 中 报道 中 
国 发 现 活 化 石 水 杉 的 经 过 。 

水 杉 科 植物 原 仅 从 化 石 中 发 现 ， 此 科 在 中 生 代 下 白垩 纪 起 源 
于 北极 圈 内 ”在 上 白垩 纪 广 泛 分 布 于 欧 亚 与 北美 二 洲 ， 至 新 生 代 - 
逐渐 南下 ， 甚 为 繁盛 ， 有 一 种 分 布 到 南极 洲 。 但 在 冰期 中 全 部 死 
亡 ， 仅 有 一 种 存在 中 国 湖北 省 西部 水 杉 坝 和 四 川 省 万 县 这 极 小 的 
区 域 ， 因 此 有 活化 石 的 称号 。 

© 79 。 



1941 年 此 种 植物 在 四 川 万 县 首次 采 到 标本 ， 若 二 树 木 学 家 不 
识 其 为 何 物 ， 有 人 认为 是 水 松 的 新 种 ， 但 经 胡 老 与 郑 万 钧 共同 研 
究 确定 其 与 日 本 大 阪 大 学 古 植物 学 家 三 木 茂 博士 在 1941 年 发 表 的 
两 种 化 石 同 为 一 属 植物 ， 并 给 以 新 的 种 名 。 这 一 化 石 的 发 现 ， 使 
全 世界 植物 学 界 为 之 震惊 ， 是 胡 老 融合 古今 植物 研究 的 一 个 重要 
贡献 。 

活化 石 的 论文 发 表 后 ， 亚 、 欧 、 美 、 非 各 国 植 牺 园 纷纷 索要 
种 子 ， 或 派 专 家 来 华 考察 ， 现 在 已 有 五 十 余 国 家 近 两 百 处 植物 园 
均 已 引种 成 功 。 由 于 水 杉 适 应 性 强 ， 生 长 迅速 ， 树 姿 优美 守 木 材 
甚 佳 ， 我 国 华东 华中 各 省 已 列 为 重要 造林 树种 。 

以 上 所 举 胡 老 主要 著作 ， 可 见 不 仅 在 分 类 学 方面 发 表 了 一 个 
新 科 、 六 个 新 属 和 百 数 十 个 新 种 ， 而 且 提出 来 一 个 多 元 的 新 分 类 
系统 (《 中 国 科学 ?1950)， 同 时 他 在 植物 地 理 、 植 物 区 系 、 古 植物 

学 和 经 济 植物 学 方面 提出 许多 新 的 见解 ， 为 这 些 学 科 在 我 国 的 发 
展 指出 了 应 遵循 的 道路 ， 故 中 外 学 者 公认 胡 先 二 是 我 国 近代 植物 
分 类 学 的 黄 基 人 之 一 ， 绝 非 过 誉 、 

EM ESA, 在 历史 ,地 再. 语言。 文学 等 方面 也 有 有 很 深 的 
造 许 ， 在 诗词 方面 著述 颇 多 。 据 王 咨 臣 先生 在 新 修 k 新 建 县 志 % 中 
写 道 ， 胡 先 驻 幼 时 聪颖 过 人 ， 年 十 一 应 童子 试 ， 补 博 二 弟子 员 ， 
有 神童 之 目 。 留 学 回国 后 甚 好 文学 ， 工 诗词 ， 读 荷 马 诗 ， 范 士 比 
亚 戏 曲 以 及 k 茶 范 女 *, 《天 方 夜 谭 ? 诸 小 说 风 四 百 余 种 。 在 任 东 南 
KE BM SG IG. ARK, REALIZE, EAL, WIKI 
HA. HOPRICER BID, OCS ED. iP ew 
FARK SIC, AROMA. KUED, «tT 
RFR. FMD, HAMS. eat 

胡 老 平日 喜欢 用 诗歌 形式 ， 把 自己 所 经 历 事迹 和 重 夫 科学 发 
RGR PK. 他 发 现 了 水 杉 之 后 ， 继 作 水 杉 歌 ， 就 可 以 充分 体现 
他 药 知 识 广博 和 豪爽 气概 。 此 歌 刊 于 《 慎 会 诗 稿 》 卷 下 33 一 834 页， 

1962 年 2 月 17 日 * 人 民 日 报 > 刊载 ,当时 陈毅 副 总 理 读 了 很 有 感慨 并 

写 下 读 后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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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老 此 诗 ， 介 绍 中 国 科 学 上 的 新 发 现 , 证 明 中 国 科 学 -一定 能 

够 自立 且 有 首创 精神 ， 并 不 需 俯 仰 随 人 。 诗 末 结 以 东风 位 看 压 西 

风 ， 正 足以 大 张 妇 军 。 此 诗 富 典 实 ， 美 歌咏 ， 乃 其 余 事 ， 值 得 讽 

诵 。 西 文 诗 稿 1966 年 刊 于 香港 出 版 东方 地 平 线 ? 月 刊 五 卷 四 号 ， 

该 刊 主编 指出 胡 先 驻 为 一 知名 植物 学 者 ， 也 是 一 位 古 体 诗人 和 文 

学 家 。 

下 面 抄录 水 杉 歌 原文 用 以 纪念 胡 老 的 重要 发 现 ， 并 便于 在 植 

物 学 界 传诵 ， 学 习 胡 老 善 于 歌咏 和 勇于 攀登 科学 高 峰 的 精神 ， 作 
为 本 文 的 结束 语 ; 

纪 偿 白垩 年 一 忆 ， 

特 西 斯 海 豆 穷 项 

陆 无 出 兰 但 坡 陀 ， 

ZRF RIAA, 

2 Sir & UE) AR, 

水 杉 斯 时 乃 特 立 ， 

RLAL ARF iat T EL, 

极 方 李 节 惟 春 冬 ， 

FRE OE GKR, 

A wt 77%, 

mA MHS 2A, 

Sweat Pp Fe, 

Ht Ft RAS PE, 

ke RTE, 
ARES PR, 

海 枯 风 阻 陆 渐 干 ， 

K He ik AURA, 

RFBAANA es 

KAZ KB hk BB, 

RENMBT AL, 

动 灰 初 认 始 三 木 ， 

iE Fp 2 WL TR 

TR A AP ik Lg 

1 BRL UL de F 

ZEEFFRRA, 

Boe BRE, 
KA EAR ALL. 

A5RRHTR. 

春日 不 落 万 卉 荣 。 

TRL Ka HR Meo 

2) HE te FH EA RE 

EAR Pl i Ko 

EMEP RRA 

FERRBAA PR 

万 山 朝 宗 独 南面 。 

二 陆 通 连 成 一 片 。 

RG 2 RA77 Lo 

北 球 一 白 无 丛 绿 。 

万 果 沦 亡 稀 剩 族 。 

四 大 部 洲 绝 傍 类 。 

道子 残留 弹丸 地 。 

aA RS SL aR 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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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年 远 商 今 幸 存 ， 

群 求 珍 植 遍 退 疆 ， 

fay RAAT, 
YRS RAM» 

琪 花 瑞 草 竞 芳 妍 ， 

RE RA NGL» 

博 闻 强 识 吾 傅 事 ， 

致 各 格物 久 重 训 ， 

BAKAA BA, 

如 今 科 学 益 昌 明 ， 

Mi Fs KAIF » 

神 丰 龙 己 成 陈 迹 ， 

如 斯 绩 业 岂 易 得 ， 

RE ZAEMH, 

绝 域 闻 风 剧 惊异 。 

地 无 南北 争 传 扬 。 

Ske Th FL AB HEA o 

物 提 民 康 难 比 数 。 

ib BA A HAL 

ih A RAG HEE Ro 
BRK GI, 

— Ay ke BPH Ike 

东方 大 匠 尊 东 辟 。 

CRREARR. 

水 杉 并 世 争 长 椎 。 

KAZA~ HK 

Meee ZAF. 

东风 位 看 压 西 风 。 

Re 上- 一 

未 稿 完成 后 蒙 秦 仁 昌 教 授 阅 改 ， 提 出 许多 宝贵 意 见 ， 特 此 鸣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菌 类 鉴别 法 科学 (杂志 ) 卷 I:926 一 931。1915 

许 慎 说 文 所 记 植 物 名 称 的 考 订 科学 卷 I1:311—317. 1916 

中 国 种 子 植物 属 志 二 卷 ， 英 文 打 字 抄 本 1925 

fe - 69" _ BS ja 7 ° ° © 中 国 林 本 植物 记载 (英文 ) Journ, Arn, Arb, 5:227—233 6:140 

—143, 1925 | 

中 国 兰 科 植 物 新 种 (英文 ) Rhodora 27:105—107 1925 

中 国 东 南部 森林 植物 之 观察 中 国 科 学 社论 文集 2(5)31 一 20 1926 

of Fl HE IR A Sd RGF FE 中 国 科 学 社论 文集 3(5) :1 一 37。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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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M, 中 国安 乱 香 科 新 属 ( 英 文 ) Journ, Arn, Arb, 9:130—131, 

ae 

9, :中 国 东 南部 森林 植物 进一步 观察 (英文 ) 静 生 汇报 . 1:51—62. 1929 

10。 中 国 植 物 区 系 长 编 ( 英 文 ) 静 生 汇报 1:11 一 47。1929 

ll. :中国 紫金 髓 属 植物 新 种 (英文 ) Repert, Sp, Nor, Fedde 29: 

109 一 110。1931 

12. 植物 生态 学 研究 在 中 国 的 重要 性 (英文 ) Bull。Peking Soc, Nat 

Hist, 4(3)1—6. 1930 

13. 第 四 次 太平 洋 学 术 会 议 之 植物 学 (英文 ) Lingnan Sci, Journ, 
9:323- 一 326 。:1930 

14。 中 国 植物 区 系 长 编 ( 英 文 ) Journ, Arn, Arb, 11:48—50, 224— 

228; 12:151—156; 13:333—336; MAEICHR 5:305—318; 6:167 

181; 7#211—218, 1930—1936 

15。 木 瓜 红 属 ， 中 国安 息 香 科 新 属 ( 英 文 ) 静 生 汇报 3:77—81. . 1932 

16。 中 国安 息 香 科 之 植物 地 理 (英文 ) ”Lingnan Sci.Journ。l2:111 一 

113。1933 

17. PR SAG RPR (英文 ) 中 山大 学 学 报 Sunyatsenia 1:103 一 

120。1933 

18。 世 界 植物 地 理 1 一 213 商务 出 版 。1933 

19。 植 物 分 类 学 研究 之 方法 植物 学 杂志 1:306—317. 1934 

20。 中 国松 杉 植 物 之 分 布 ， 植 物 学 杂志 ;2:767 一 784。:1935 

21。 中 国 木 本 植物 区 系 与 北美 东部 区 系 之 比较 (英文 ) 植物 学 会 汇报 

1:79 一 97。1935 

22。 如 何 充分 利用 中 国 植物 之 富源 植物 学 杂志 3:1069—-1078. 1936 

23. 中 国 植物 区 系 之 性 质 与 关系 (英文 ) 植物 学 会 汇报 2:67 一 84。 

1936 

24。 车 前 柴草 属 ,; 中 国 紫 草 科 之 新 属 (英文 )- 静 生 汇 报 ,7:201 一 205 

1936 

25。 中 国 植 物 小 志 ( 英 文 ) ; 静 生 汇报 8:31 一 46， 9:129—156, 10:117 

—172, nm, Ser, 1:141—151. 1937—1948 i . 

26。 中 国 植 物 考察 的 新 成 就 (英文 ) Journ, Roy, Hort, Soc 63:381 

一 389。1938 

27。 云 南山 毛 样 科 之 记述 ” 静 生 汇报 10:83 一 11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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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安 息 香 科 之 新 属 与 新 种 (英文 ) New H.d Silva, 12:146— 

160。1940 

。 合 果 含 笑 属 ， 中 国 木 兰 科 之 新 属 ”中 山大 学 学 报 Sunyatsenia 

4:142 一 1495。1940 

。 云 南 植物 区 系 之 组 成 (英文 ) 第 六 次 太平 洋 学 术 会 议 4:641—653. 

1941 

。 记 中 国 古 新 世 之 水 杉 ( 英 文 ) 地 质 学 会 学 报 267105—107. 1946 

美国 西部 之 世界 分 与 四 川 万 县 之 水 杉 ( 英 文 ) Obseffatfion 2(4):10 

“11, 1947 

PB Po a aS 2 TRS SEC) 静 生 汇报 n, Ser, 1:185—189, 

1948 

. PHRAM AEE, PERE SRE 1-209. 1948 

。 中 国 发 现 活 化 石 水 杉 之 经 过 (英文 ) Journ, N.Y, Bot, Gard, 

49:201—207. 1948 

. ASB. PRM ZE. CHD) Journ, N.Y. Bot Gard, 51:63 

—67. 1950 

， 中 国之 植物 富源 “科学 32:209--214, 1950 

。 种 子 植物 分 类 学 讲义 1-423. 1951 

。 云 南山 毛 样 科 补 志 “植物 分 类 学 报 1:103 一 118，139 一 155 1951 

。 云 南 新 发 现 之 史 核 桃 ， 古 植物 学 学 报 1:263 一 265。 1952 

。 经 济 植物 学 1 一 542 “中 华 书局 1954 Misa Ht A de 40 

. PRED RE RASH.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355 一 360。 1955 

。 经 济 植物 手册 1:1 一 301，372 一 672; 2:673—1171. 科学 出 版 社 

1955—1957 

。 中 国 云南 山茶 科 二 wm, 华 核 果 茶 及 云南 茶 。 植 物 Db HB HR 58 

279—283. 1956 

。 空 果 茶 与 拟 丐 克 茶 ， 云 南山 茶 科 二 新 属 Scientia 170, 1957 

。 中 国 树 木 新 种 小 志 Scientia 208。1957 

。 植 物 分 类 学 简 编 1 一 454. 高 等 教育 出 版 社 。1958， 下 下 看 

。 中 国 山 东 省 中 新 世 之 植物 化 石 。 dp 

报 “1 一 147。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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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生物 学 家 

。 生 物 科 学 教育 家 

(1896—1972) 

WS BRIE RR SUCH A EB OTE BH SE 

itp fl Bee Ay BIE A, 
AEH, HI IR ECELIAA tO A AE EAT 

工作 ， 发 表 学 术 著作 近 百 篇 ， 培 养 了 大 批 科 学 人 才 ， 为 我 国 的 科 

学 事业 作出 了 宝贵 的 贡献 。 

Ge 

胡 经 甫 1896 年 出 生 于 上 海 ， 祖 籍 广东 三 水 。 学 生 时 曾 用 名 胡 

宗 权 ， 笔 名 胡 烈 。 他 父亲 毕业 于 香港 皇 仁 学 院 ， 因 不 满 旧 式 家 庭 

而 只 身 他 地 ， 上 先后 在 厦门 和 上 海 任 英文 教员 , 曾 在 梅 溪 书院 任教 。 

ehbe 



他 出 生 那 年 ， 父 亲 已 39 岁 。 次 年 ， 父 出 任 苏州 沧 浪 亭 有 立 高 等 学 
堂 英文 总 教习 ; 举 家 迁 吴 ， 他 就 在 苏州 长 大 : 因此 ， 虽 然 他 父母 
是 广东 大 《原籍 广东 南海 ， 在 厦门 久居 )， 他 也 会 说 流利 的 广州 话 
和 厦门 话 凡 却 与 广东 和 香港 的 老家 毫 无 联系 。 父 亲生 子 六 人 ， 经 
甫 排行 第 五 ， 全 家 生活 都 靠 父亲 教书 的 收入 。1911 年 以 后 ， 苏 州 
高 等 学 堂 停办 ， 父 亲 退 休 回 上 海 定居 ， 他 单独 在 苏州 上 学 ， 从 中 
学 到 天 学 直至 研究 生 毕 业 ， 在 苏州 又 整整 住 了 八 年 ， 全 赁 个 人 艰 
Se, 胡 经 甫 一 生 学 习 刻 苦 、 工 作 勤奋 、 治 学 严谨 .教授 有 方 ， 
HAWKE, AREA, MIRE, 30 岁 上 下 就 成 为 国内 外 知 
名 的 学 者 ，45 岁 前 就 在 专业 领域 作出 重要 贡献 ， 这 同 他 的 出 身 经 
历 和 青年 时 代打 下 的 坚实 基础 是 分 不 开 的 。 
AWARE, 5 二 15 岁 之 间 ， 在 家 由 父 亲 教 读 ， 父 

亲自 天 到 校 授课 ， 晚 上 才 有 时 间 教 他 ， 大 部 时 间 还 须 依靠 自学 。 
十 年 串 间 ,他 从 方块 字 和 A、B、C 学 起 ;逐步 学 会 读书 写字 ， 读 
STOR. HA. 喝 记 唐诗 和 诸 子 文选 ， 圈 点 了 《 资 治 通 鉴 y， 
学 习 了 欧洲 通 殉 ， 地理。 数学 和 初步 的 自然 知识 ， 还 念 完 了 全 套 
英文 读 示 和 文法 ;能 顺利 阅读 英文 落 氏 乐府 》、《 天 方 夜 谭 ? 和 文 
选 ;能 进行 中 \ 英文 互 译 ， 英 语 会 话 流畅 。 经 过 十 年 苦 学 ， 他 在 
当时 的 匡 中 子弟 中 间 ， 可 以 算得 上 是 “学 贯 中 西 ?的 优秀 消 年 了 。 
这 一 阶段 的 学 习 ;， 不 但 打下 了 良好 的 文化 基础 ， 也 培养 了 严格 的 
一 丝 不 苟 的 学 风 ， 更 宝贵 的 是 锻炼 了 独立 思考 的 自学 能 力 。 但 是 ， 
DEM RAAT BA, HUBER, AWN EAE ARIE 
是 丰富 多 彩 的 。 姑 苏 园 林 ， 风 光秀 丽 ， 江 南山 水 ， 天 地 广阔 ， 他 
从 祖国 的 大 自然 吸取 了 丰富 的 营养 ， 又 受 比较 开明 的 家 庭 理 陶 ， 
成 长 为 一 个 既 有 广东 人 豪 缮 泼辣、 又 有 苏州 人 温文 尔 雅 的 生气 吉 
SDE, 15 岁 那 年 ,他 以 同等 学 力 考 上 了 东 吴 大 学 附中 三 年 级 
两 年 后 直 升 天 学 。 由 于 中 学 时 代 老师 的 影响 ， 他 对 生物 学 发 生 了 
波 厚 的 兴趣 ;他 选择 了 生物 学 专业 。 在 大 学 生物 系 ,他 学 习 主动 ， 
成 绩 突出 ;第 四 年 就 被 任命 为 学 生 助教 。 这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银 炼 机 
WRK ARGS, LR, RAL 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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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辅 导 同 学 实习 ， 成 为 老师 的 得 力 助 手 ， 知 识 和 技能 得 到 更 快 

的 提高 。 这 又 是 一 个 半 工 半 读 的 职务 ， 他 有 了 工 资 收 六 刀 经 济 土 

开始 自立 。 他 父亲 退休 之 后 ， 家 庭 境况 大 不 如 前 计 大 哥 早 死 ， 二 

哥 病 废 ， 三 哥 大 学 尚未 毕业 。 为 了 分 担 父 母 的 困难 于 他 从 此 时 起 

就 把 幼 弟 带 到 苏州 上 学 ， 一 直 供 助 弟弟 大 学 毕业 

大 学 时 期 的 胡 经 甫 不 是 一 个 死 噶 书 本 的 大 :他 品 学 兼 优 、. 手 脑 

并 用 。 他 经 常 到 野外 采集 生物 标本 ， 并 注重 体育 锻炼 ; 当时 教会 

学 校 盛行 童子 军训 练 ，1915 年 夏 ， 学 校 选派 他 去 上 海参 加 短期 学 

习 之 后 ， 回 来 就 当 了 童子 军 军 长 ， 他 干 得 很 出 鱼 ， 众 到 项 过 1919 

年 ， 连 续 当 了 4 年 “ 军 长 "， 在 同学 中 间 很 有 威望 。 

各 种 业余 活动 并 未 耽误 他 的 专业 学 习 久 他 在 东 吴 生物 系 受到 

了 全 面 的 专业 训练 ， 学 习 了 中 英文 、 数 理化 和 地 质 学 ， 专 修了 动 

物 学 、 植 物 学 、 荡 类 学 、 昆 虫 学 和 生物 学 技术 等 课程 ， 还 学 习 拉 

于 文 和 德 文 ， 都 取得 优秀 成 绩 。1917 年 大 学 毕业 ， 顺 利 取得 理学 

土 学 位 ， 并 留 校 担任 助教 兼 研究 生 ， 在 专业 理论 和 生物 学 技术 王 

受到 更 全 面 的 训练 。 两 年 学 习 结 束 ， 通 过 考试 和 答辩 六 又 顺利 地 

取得 了 硕士 学 位 。 他 在 大 学 时 期 已 开始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 硕 主 论文 

WMA MAK Caw, Bre, BAA) >, BR 

得 导师 的 好 评 。 

青年 胡 经 甫 有 很 强 的 进取 心 和 旺盛 的 求知 欲 二 他 在 切 19 年 春 

天 ， 即 硕士 生 学 习 的 第 二 年 ， 就 通过 清华 大 学 公费 留美 考试 二 后 

因 硕士 论 文 尚未 结束 而 推迟 一 年 出 国 。 这 一 年 他 应 聘 到 上 海 圣 约 

翰 大 学 担任 普通 动物 学 和 普通 植物 学 讲师 。 在 这 里 ， 他 工作 胜任 

愉快 ， 常 与 该 校 教授 W. M. Poterfield 探讨 教学 问题 ， 共 同 发 表 

过 学 术 文 章 。 

1920 年 秋 ， 青 年 讲师 胡 经 甫 东 滤 太平 洋 ， 进 入 美国 康泰 尔 大 

学 深造 ， 专 攻 昆 虫 学 。 他 在 国外 若 于 勤学 ， 以 20 个 月 时 间 修 毕 金 

部 博士 生 课 程 ， 完 成 论文 答辩 ， 取 得 哲学 博士 学 位 ,1922 年 回国 ; 

任 东 南大 学 教授 ， 年 仅 26 岁 。 他 的 博士 论文 4 入 翅 目 ( 又 师 属 六 之 

形态 解剖 及 生活 史 研 究 ” 于 1923 年 出 版 ,受到 广泛 的 好 评 。 这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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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 CUBA. RMU AVR APNemoura vallicularia 为 
模型 ， 全 面 地 展开 了 外 部 形态 、 内 部 解剖 和 个 体 生 态 的 研究 ， 其 
中 对 于 头 胸 腹部 骨 片 和 口 器 与 外 生殖 器 的 描述 尤为 详细 ， 所 绘 搬 
图 工整 精美 ， 内 部 解剖 对 骨骼 、 神 经 、 消 化 、 循 环 、 排 泄 、 呼 吸 、 
VLA. Dw. ARE 9 个 系统 都 作 了 精确 的 显示 ， 特 别 对 肌 序 结 
构 的 前 示 与 组 织 切片 的 分 析 ， 更 为 清晰 生动 ;生活 史 观 察 坚持 在 
自然 条 件 下 对 这 种 水 生 昆虫 作 了 全 年 的 完整 记录 ， 确 定 了 稚 虫 9 
个 月 内 的 22 个 龄 期 ， 记 录 了 它 的 羽化 、 交 尾 、 产 卵 情况 ， 并 对 成 
幼 期 的 栖息 、 活 动 、 取 食 、 休 眠 、 寿 命 以 至 天 敌 和 体外 寄生 贝 等 
都 作 了 详细 的 记载 。 这 在 当时 与 国际 先进 水 平 相 比 亦 可 谓 毫 无 逊 
色 。 同 时 ， 这 篇 科学 论文 能 在 短期 内 完成 ， 也 显示 作者 深厚 的 理 | 
论 基础 、 敏 锐 的 观察 能 力 、 精 淇 的 实验 技术 、 出 色 的 绘图 本 领 ， 
以 及 在 外 文 写 作 方面 娴熟 的 修养 。 虽 然 初 次 出 国 ， 却 鲜明 地 体现 | 
了 中 国 科学 家 的 才华 与 风度 ， 使 中 国人 在 海外 扬眉吐气 。 | 

19224, WRERMRARMAY. RAALE—MAA RH | 
AOOz IE, PRR AY BE SSP ER SRD. IKELIAL 
张 景 欧 诸 教授 均 曾 在 此 讲学 。 秉 教授 比 胡 教 授 早 几 年 出 国 ， 他 们 | 
在 国外 已 结 下 深厚 友谊 。 这 些 前 辈 学 者 辛勤 教学 ， 为 我 国 培育 了 | 
第 一 批 从 事 害虫 防治 和 植物 保护 的 专家 ， 其 中 如 吴 福 桢 教授 等 都 | 
是 我 国 昆虫 学 界 的 前 辈 。 在 东南 大 学 执教 一 年 后 ， 他 的 老师 祁 天 
饮 辞 职 返 美 ， 经 东 吴 校长 专 函 相 邀 ， 胡 经 甫 回 到 母校 工作 。1923 
一 1925 年 间 。 胡 教 授 在 东 吴 生物 系 讲 授 普 通 生 物 学 、 普 通 动物 学 、 | 
LAA, MARLENE REBESRE, HRS T 
究 生 进行 专题 研究 。 他 自己 也 发 表 了 一 系列 科学 论文 ， 如 他 与 祁 
天 锡 合 著 的 4 中国 淡水 海绵 之 研究 >，1925 年 就 连续 发 表 6 篇 ， 由 
FARES, 前 后 共 达 14 篇 ， 至 1928 年 才 全 部 刊 出 。 在 此 期 间 ， 
他 团结 生物 系 同事 ， 对 学 校 建 设 作出 新 的 努力 ， 创 办 了 …“ 东 吴 生 
物 材 料 处 >。 这 里 由 他 和 生物 系 教师 带领 3 名 技术 员 ， 共 同 制作 各 
种 动 植物 标本 ， 供 应 大 中 学 校生 物 学 科教 学 的 需要 。 由 于 标本 种 
类 丰富， 制作 精美 ， 有 很 高 的 科学 价值 ， 不 仅 在 国内 深 受 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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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也 常 来 函 订购 。 以 后 这 个 生物 材料 供应 机 构 不 断 发 展 ， 解 放 
后 扩大 成 为 “江苏 师范 学 院 生 物 材 料 供应 所 ?”。 后 来 胡 教 授 虽 然 离 
开 了 东 吴 ， 他 所 倡导 的 一 些 优良 传统 仍然 保持 下 来 ， 如 他 的 学 生 
徐 荫 祺 教授 曾 长 期 担任 东 吴 生物 系 主任 ， 也 有 不 少 新 的 建树 。 他 
们 师 生 同事 的 不 断 的 辛勤 劳动 ， 为 我 国生 物 学 界 和 医学 科研 教学 
”单位 输送 了 不 少 人 才 。 

胡 教 授 除 出 色 完 成 本 职工 作 以 外 ， 还 热心 参加 国内 生物 学 界 
的 学 术 活 动 ， 交 游 日 见 广泛 ， 影 响 不 断 扩 大 。1924 年 夏 ， 清 华 大 
学 开办 “中 学 生物 教员 补习 班 ?, 他 是 被 邀 参加 的 主讲 人 之 一 。 来 
到 北京 之 后 ,会 见 到 各 大 学 不 少 知名 的 中 外 籍 学 者 。 第 二 年 夏天 ， 
他 们 发 起 组 织 “ 北 京 博物 学 会 >， 胡 教 授 被 推选 为 首届 会 员 。 同 年 
秋 ， 燕 京 大 学 生物 系 慕名 来 聘 ， 胡 教授 举 家 北上 ， 从 此 在 北京 定 
居 。 与 此 同时 ， 胡 氏 老 友 秉 农 山 博 士 在 上 海 发 起 成 立 “ 中 国 科学 
社 ”, 以 研究 生物 科学 为 主 ， 胡 教授 也 热情 参加 ,成 为 第 一 批 社 友 。 
他 们 两 位 在 国内 生物 学 界 都 享有 盛名 ， 当 时 人 称 “ 南 秉 北 胡 ”, 受 
到 学 术 界 的 推崇 。 

1926 一 1949 年 ， 胡 经 甫 教授 在 长 达 23 年 中 ， 一 直 是 燕 京 大 学 
生物 系 教授 ， 在 教学 和 科研 中 都 作出 了 显著 的 成 绩 。 他 有 杰出 的 
教学 才能 ， 在 此 得 到 更 好 的 发 挥 。 他 所 编 的 讲义 ， 到 材 新 颖 ， 详 
瞻 充 实 ， 很 受 学 生 欢 迎 。 如 《无 脊 椎 动物 学 》 和 “无 养 椎 动物 实验 
指导 》， 内 容 简 明 扼要 ， 理 论 与 实际 并 重 , 特 别 着 重 介绍 中 国 的 种 
类 和 有 经 济 价值 的 资料 ， 是 当时 国内 优秀 的 大 学 教材 。 他 的 课堂 
讲解 ， 条 理 清 晰 ， 重 点 突出 ， 鲜 明生 动 ， 富 于 吸引 力 。 他 写 的 板 
书 和 手绘 的 图 表 ， 清 新 悦目 。 他 能 双手 同时 在 黑板 上 色 勤 图 象 ， 
使 许多 师 生 绪 叹 。 他 所 指导 的 生物 实习 ， 联 系 实际 ， 生 动 活泼 ， 
使 学 生 印 象 深刻 ， 收 到 良好 的 效果 。 他 对 学 生 诚 悬 热情 ， 有 求 必 
应 ， 常 在 休息 时 间接 待 来 访 ， 共 同 研讨 学 问 。 他 在 东 吴 和 燕 天 数 
过 的 学 生 人 遍布 各 地 ， 多 数 已 成 为 国内 外 知名 的 学 者 。 其 中 关系 较 
客 切 的 如 徐 荫 祺 、 陆 近 仁 、 何 琦 、 柳 支 英 、 林 昌 善 、 赵 修复 等 教 
授 都 是 有 名 的 昆虫 学 家 ， 邓 家 栋 、 吴 光 、 祝 海 如 、 刘 承 钊 、 谢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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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藉 驳 图 等 教授 则 是 有 名 的 医学 家 。 但 他 后 来 提起 他 们 或 与 他 

们 合作 共事 ， 从 来 不 以 老师 自居 ， 总 是 以 朋友 相 待 。 林 昌 善 教授 

年 青 时 曾 长 期 当 过 他 的 助手 ， 至 今 仍 以 敬佩 的 心情 怀念 胡 老 对 他 

的 帮助 和 友谊 。 这 里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东 吴 和 燕 大 生物 系 在 二 十 至 

四 干 年 代 都 开设 医学 预 修 系 ， 为 八 年 制 医 科大 学 培养 前 期 人 才 。 

因此 后 来 不 少 和 名医， 早年 都 曾 是 胡 老 的 门 墙 桃李 。 从 这 一 角度 来 

说 ， 胡 老 不 仅 是 生物 科学 教育 家 ， 也 可 以 说 是 医学 科学 教育 家 。 

胡 经 甫 教授 除了 教学 工作 之 外 ， 其 余 的 时 间 几 乎 全 部 用 在 科 

学 研究 上 。 仅 据 1916 一 1949 年 间 的 统计 ， 他 先后 发 表 有 关 水 生 植 

物 学 、 无 背 椎 动物 学 和 昆虫 学 的 著作 就 有 86 篇 (解放 以 后 的 著述 ， 

多 数 属于 内 部 资料 , 暂 不 统计 在 内 )。 其 中 《中 国 入 翅 目 昆 虫 志 》 发 

表 于 1938 年 ， 总 结 了 中 国 的 研究 成 果 ， 描 述 本目 昆 虫 139 种 ,分 属 

于 5 科 、4 亚 科 、32 属 和 3 个 亚 属 ， 全 文 225 页 ， 图 版 74 页 Aids 

图 629 幅 ， 是 我 国 石 蝇 研究 的 权威 著作 。 更 宕 伟 的 著作 则 是 4 中国 

尾 虫 名 录 >， 这 是 我 国 昆 虫 学 著作 中 的 一 个 里 程 碑 。 明 老 鉴 于 中 国 

幅员 辽阔 、 物 种 繁 富 ， 有 关 昆 虫 的 记载 过 于 分 散 ， 给 研究 和 教学 

工作 带 来 许多 困难 ， 他 从 青年 时 代 起 就 发 下 宏 愿 ， 要 把 全 世界 有 

”关中 国 昆 虫 的 文献 记载 搜罗 齐全 ， 编 成 一 部 名 录 、 载 明 每 一 虫 种 

”的 文献 出 处 、 同 物 异 名 、 分 类 地 位 和 地 区 分 布 等 情况 ， 以 便 为 各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提供 一 个 最 基础 的 查考 根据 。 这 是 一 件 大 工程 ， 

他 从 1929 年 起 着 手 编写 ，1933 年 完成 初稿 ，1934 年 后 重 编 付 印 ， 

到 1941 年 全 部 出 版 ， 历 十 二 寒暑 方 告 完 成 。 全 书 凡 6 卷 ，4286 页 ， 

包括 中 国有 报导 的 昆虫 25 目 、392 科 、4968 属 ， 共 20,069 种 。 为 了 

RSME, HAERA, ZAC, MIETSMBOM. he 

阅 了 浩瀚 的 资料 ， 编 制 了 无 数 卡片 ， 广 征 博 引 ， 仔 细 核 实 ， 玫 和 孜 

不 倦 ， 一 丝 不 苟 ，1933 年 才 完 成 初稿 ， 随 即 利 用 出 国 讲学 的 机 会 

《1933 一 1934 年 ， 美 国 康 奈 尔 大 学 聘请 他 为 客席 教授 ), 远 涉 重洋 ， 

先 到 美国 ， 后 经 英 、 法 、 比 、 德 、 瑞 士 、 意 大 利 ， 遍 访 有 关 的 学 

者 ， 人 参观 博物 馆 ， 核 对 有 关中 国 的 标本 和 记载 ， 一 年 之 后 回国 ， 

才 将 此 书 修 订 定 稿 。 此 后 经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的 资助 和 北京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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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物 调查 所 的 帮助 ， 才 将 6 卷 巨著 陆续 出 齐 。 在 此 过 程 中 , 胡 氏 
家 庭 连 遭 不 幸 ， 幼 子 爱 妻 相继 病逝 ， 一 度 曾 感 “心力 交 阁 TR 
俱 艾 "。 但 为 了 科学 事业 ,为 了 给 中 国 的 昆虫 学 研究 铺 上 一 块 基石 ， 
他 强 忍 悲痛 ， 坚 持 完 成 了 这 部 巨著 的 编 修 校订 工作 * 做 到 全 始 全 
终 ， 克 抵 于 成 。 可 以 设想 ， 在 国 弱 民 贫 的 旧 中 国 ， 依 靠 科学 家 自 
己 和 少数 助手 的 力量 来 经 营 这 样 的 宏 篇 巨著 ， 不 知 要 化 费 多 少 艰 
辛 的 劳动 ! 也 正 是 由 于 胡 经 肃 教授 在 教学 和 科研 多 方面 作出 的 重 
要 贡献 ， 使 他 与 著名 学 者 邹 树 文 ， 张 巨 伯 、 张 景 欧 。 秉 志 ， 刘 崇 
乐 教授 等 一 起 成 为 我 国 昆 虫 学 科 的 疯 基 人 。 

胡 教 授 的 教学 著述 工作 虽然 十 分 繁 忙 ， 仍 热心 参加 各 种 学 术 
活动 。 二 十 年 代 他 曾 被 选 为 美国 寄生 贝 学 会 中 国 分 会 会 员 寺 美国 
科学 促进 会 会 员 ，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科学 委员 ， 福 州 协和 大 学 
博物 学 会 顾问 ， 中 国 微生物 病理 学 会 会 员 。 三 十 年 代 他 曾 被 选 为 
中 华海 产生 物 学 会 会 员 和 会 长 ， 中 国 动物 学 会 会 员 和 会 长 ;北京 
博物 学 会 会 长 ， 并 被 聘 为 中 央 研 究 院 第 一 届 评 议会 评议 员 。 他 还 
兼任 岭南 科学 杂志 编辑 和 北京 博物 杂志 的 总 编辑 。 他 同 后 者 的 关 
系 最 持久 ,1934 年 后 ， 只 要 他 在 北京 ， 仍 然 担 任 编辑 ， 直 到 1952 
年 该 刊 停办 为 止 。 胡 教授 在 青 壮年 时 期 精力 过 人 ,办 事 十 分 认真 ， 
常常 半夜 就 起 床 工作 ， 有 时 通宵 达旦 。 凡 是 他 经 办 的 事 ) 总 是 有 
始 有 终 ， 迅 速 完 成 。 他 在 负责 编辑 上 述 杂 志 的 过 程 中 ， 同 国内 生 
物 学 界 和 医学 界 的 教学 科研 人 员 建 立 了 广泛 的 联系 ， 对 促进 学 术 
研究 也 发 挥 了 有 益 的 作用 。 

胡 教 授 在 科学 上 的 广泛 兴趣 ,不 仅 使 他 同 基础 医学 关系 密切 ， 
还 同 临床 医学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他 是 我 国 老 一 辈 昆 虫 学 家 中 兼 具 
临床 医生 资格 的 少数 学 者 之 一 。 这 里 有 一 段 传奇 式 的 插曲 。1941 
年 他 应 美国 明 尼 苏 他 大 学 之 聘 ， 作 为 客席 教授 第 二 次 出 国 讲学 ; 
不 料 中 途 太平 洋 战争 爆发 ， 被 阻 于 菲律宾 的 马尼拉 达 四 年 之 久 。 
正当 旅费 告 莫 ， 即 将 山 穷 水 尽 之 时 ”幸亏 遇 到 了 旅居 当地 的 一 位 
东 吴 同学 ， 由 他 介绍 认识 了 在 菲 经 商 的 华侨 ， 听 说 这 位 知名 教授 
在 危难 之 中 还 有 志学 医 ， 慨 然 解囊 相助 。 于 是 45 岁 的 胡 经 甫 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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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律 宾 大 学 医学 院 ( 搬 班 上 二 年 级 )， 四 年 中 读 完了 医学 课程 。 太 
平 洋 战争 结束 时 ， 他 正 流落 在 马尼拉 郊外 的 一 家 小 医院 里 当 实 习 
医生 。 幸 得 国内 友人 多 方 帮助 ， 才 于 1945 年 夏 返 回 祖国 。 他 补足 
了 医生 实习 期 ， 由 湘 雅 医学 院 正式 发 给 毕业 证 书 ， 此 时 他 已 49 岁 
了 。 从 此 他 就 兼 具 科 学 家 和 医生 双重 身份 。1946 年 他 重 返 北京 ， 
继续 在 燕 大 生物 系 扰 教 的 同时 ， 还 兼任 清华 燕 京 两 大 学 的 校医 。 
这 个 经 历 很 生动 地 说 明 ， 正 是 这 种 学 而 不 厌 的 求知 精神 ， 帮 助 他 
在 异国 他 乡 的 逆境 中 度 过 了 漫长 的 岁月 ， 同 时 也 扩大 了 他 的 知识 
面 ， 有 利于 日 后 在 医学 与 昆虫 学 的 结合 上 发 挥 专长 。 

eat 

作为 一 位 严肃 的 科学 家 ， 胡 教授 具有 廉洁 耿直 的 性 格 ， 从 青 
年 时 代 起 就 是 这 样 。1919 年 五 四 运动 期 间 ， 东 吴 大 学 同学 热烈 响 
应 北京 学 生 的 爱国 行动 ， 也 发 动 了 罢课 和 游行 示威 ， 遭 到 校方 无 
理 压制 ， 校 方 某 负责 人 持 枪 威逼 学 生 复课 ， 激 起 更 大 的 反抗 ， 一 
时 群情 愤慨 ， 不 少校 友和 学 生 家 长 也 卷 入 了 运动 。1919 年 5 月 14 

日 ， 东 吴 同 学 在 上 海 昆山 路 景 林 堂 〈 东 吴 法 学 院 所 在 地 ) 召开 上 
海 老 同 学 、 学 生 和 学 生 家 长 联席 会 议 ， 一 致 决议 ， 在 该 校 负 责 人 
未 辞职 离 校 前 ， 学 生 决 不 复课 。 会 上 胡 经 甫 以 同学 会 会 员 、 研 究 
生 兼 助教 三 重 身 份 ， 被 推选 为 学 生 会 总 代表 ， 回 苏州 与 学 校 当 局 
谈判 。 当 时 他 研究 生 即 将 毕业 ， 弄 不 好 就 有 丢掉 硕士 学 位 甚至 丢 
掉 饭 碗 的 危险 。 但 他 不 顾 个 人 得 失 ， 义 正 辞 严 ， 据 理 力争 ， 在 广 
大 师 生 员工 、 校 友 、 家 长 和 社会 舆论 的 有 力 支 持 下 ， 终 于 迫使 校 
方 接受 了 学 生 会 的 条 件 ， 完 成 了 同学 们 的 委托 。 到 了 四 十 年 代 ， 
他 又 多 次 拒绝 国民 党 的 威胁 利诱 ， 不 与 他 们 同 流 合 污 。 如 1945 年 
他 从 菲律宾 回国 ， 在 医院 实习 时 ， 国 民 党 军医 署 署 长 林 可 胜 曾 威 
逼 他 实习 期 满 后 服 军 役 ， 他 坚决 不 干 。1947 年 林 可 胜 到 上 海 出 任 
国民 党 的 国防 医学 院 院 长 ， 又 用 突然 袭击 的 方式 ， 派 飞机 接 他 到 
上 海 ， 要 他 当 该 院 医 学 前 期 教育 的 主任 ， 也 被 他 坚决 拒绝 了 。 解 
放 前 夕 ， 燕 大 文学 院 院 长 梅 贻 宝 四 出 活动 ， 串 联 平津 一 些 大 学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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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搞 所 谓 申 请 美 援 的 签名 运动 ， 多 次 拉拢 他 ， 他 也 不 为 所 动 ， 就 

是 不 参加 签名 。 后 来 还 有 个 东 吴 量 年 的 同学 名 叫 石 蜂 , 素 无 往来 ， 

突然 两 次 跑 到 燕 京 大 学 ， 动 员 他 给 国民 党 副 总 统 李宗仁 当 顾 问 ， 

也 被 他 断然 拒绝 了 。 这 些 生动 事例 ， 很 鲜明 地 反映 出 这 位 老 科 学 

家 刚直 不 阿 ， 廉 洁 清高 的 品格 。 
当然 ， 对 于 一 个 在 美国 教会 大 学 里 生活 多 年 ， 长 期 不 问 政治 

的 自然 科学 家 来 说 ， 要 认识 新 的 革命 形势 ， 也 并 不 那 系 容易 。 这 

里 有 个 重新 学 习 ， 逐 步 提 高 的 认识 过 程 ,中 间 也 难免 走 一 些 弯路 。 

但 由 于 胡 经 甫 教授 热爱 祖国 .相信 科学 ， 他 一 步 步 取 得 新 的 认识 。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后 ， 他 受到 了 种 种 事实 的 教育 ， 政 治 觉悟 一 天 天 提 

高 ， 终 于 走 上 了 拥护 中 国共 产 党 、 走 社会 主义 道路 、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康 庄 大 道 。 据 胡 老 教授 自己 回忆 ， 解 放 后 有 几 件 事 曾 使 他 深 受 

感动 。1950 年 6 月 ， 虽 然 他 已 辞去 燕 大 教授 职务 ,个 人 开业 行医 ， 

中 国 科学 院 并 没有 忘记 他 ， 仍 然 聘 请 他 为 专门 委员 。1950 年 7 月 ， 

中 国 科学 院 编译 局 又 聘请 他 为 科学 名 词 编审 委员 会 委员 。 同 年 9 

月 ， 中 国 动物 学 会 、 中 国 昆 虫 学 会 和 中 国 微生物 学 会 又 相继 选 他 

为 会 员 。 他 开业 行医 的 地 区 也 请 他 担任 保健 站 站 长 ， 负 责 指导 区 

内 的 爱国 卫生 和 保健 工作 …。 他 体会 到 党 和 人 民 对 他 的 信任 和 期 

望 。1952 年 春 ， 他 被 邀请 参加 反对 美 帝国 主义 细菌 战 的 工作 ， 作 

出 了 积极 贡献 ， 同 年 冬 在 全 国 卫生 会 议 上 荣获 了 爱国 卫生 运动 模 

范 奖 状 ， 在 思想 上 受到 了 鼓舞 ,在 学 术 上 也 看 到 了 可 以 一 展 所 长 ， 

为 国家 作出 贡献 的 广阔 前 途 。 因 此 乐意 地 接受 了 中 国人 民 解 放 军 

医学 科学 院 的 聘请 ， 于 1953 年 参加 国防 科研 工作 。 他 发 挥 一 贯 的 

认真 负责 精神 和 一 丝 不 苟 的 科学 作风 ， 热 心 指导 各 项 科研 工作 。 

他 又 以 很 高 的 热情 积极 参加 军事 医学 高 级 师资 人 才 和 研究 生 的 培 

训 工作 ， 获 得 广泛 一 致 的 好 评 。1954 年 10 月 ， 中 国 科学 院 聘 请 他 

为 中 国 动物 图 谱 编 辑 委员 会 委员 。1955 年 5 月 ， 他 被 推选 为 中 国 

人 民政 治 协商 会 议 上 海 市 第 一 届 委 员 会 委员 。1955 年 6 月， 中国 
科学 院 又 聘任 他 为 生物 学 地 学 部 的 学 部 委员 。 部 队 领导 也 对 胡 老 

十 分 器 重 ， 任 命 他 为 一 级 教授 ， 给 他 配备 了 科研 工作 的 助手 ，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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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了 较 好 的 工作 条 件 和 生活 条 件 ， 使 他 在 晚年 为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作出 了 新 的 贡献 。 
胡 经 甫 教授 在 工作 中 一 贯 保持 实事 求 是 的 学 者 风度 。 他 从 来 

不 摆 权 威 架 子 ， 更 不 悄 争 名 逐 利 。 他 爱护 中 青年 同志 。 他 晚年 韵 
三 不 诚 现 的 心愿 就 是 尽 自 己 的 能 力 和 专长 ， 多 培养 一 些 接班 人 ， 
使 祖国 的 医学 昆虫 学 队伍 不 断 发 展 壮大 。 只 要 体力 允许 他 总 是 争 
取 和 青年 同志 一 道 到 野外 作 调查 研 究 ， 从 实践 中 培养 人 才 。 从 这 
东 半 岛 到 中 原 腹 地 ， 都 曾 留 下 他 辛劳 的 足迹 。 后 来 他 年 高 体 弱 ， 
难以 出 远门 ， 就 在 教学 工作 和 著 书 立 说 方面 多 花 力气 。 例 如 在 编 
写 4 中 国 重要 医学 动物 鉴定 手册 > 的 过 程 中 ， 他 任 副 主 编 ， 除 了 完 

”成 自己 分 工 的 四 章 AFAR, BW, aE) 之 外 ， 还 针 
对 青年 同志 经 验 不 足 的 情况 ， 热 心 讲解 有 关 的 专业 知识 ， 并 先 走 
一 步 作出 样板 ， 实 施 具体 指导 ， 使 许多 同志 提高 了 业务 能 力 ， 促 
进 了 任务 的 完成 ， 保 证 了 著作 的 质量 。 在 担任 多 种 专业 培训 的 教 
学 工作 中 ， 他 总 是 根据 对 象 的 特点 和 学 员 的 水 平 , 重 新 编写 教材 。 
在 指导 野外 实习 时 ， 他 常常 不 顾 年 老 体 弱 ， 亲 自 带 领 助手 ， 了 预先 
到 现场 勘察 ， 作 好 充分 准备 。 在 指导 论文 写作 时 ， 他 耐性 指点 ， 
不 怕 麻 烦 ， 经 常 同 青年 作者 一 起 反复 推 殴 、 认 真 修改 ， 直 到 在 科 
学 内 容 和 文字 表达 上 都 满意 为 止 。 他 在 工作 中 严肃 认真 、 一 丝 不 
苟 的 作风 ， 对 青年 们 产生 了 深刻 的 影响 。 例 如 他 所 写 的 手稿 ， 不 
论 是 学 术 文 章 、 发 言 提纲 、 还 是 一 纸 便条 ， 从 来 都 是 工笔 正楷 ， 
决 不 濠 草 从 事 。 青 年 有 疑难 问题 向 他 请 教 ， 凡 他 所 知 者 ， 当 场 热 
心 指点 ”如 当时 不 能 解答 ， 一 定 记 下 来 回去 查找 答案 ， 无 论 有 无 
满意 结果 ， 他 必 郑 重 相 告 , 决 不 挤 塞 敷衍 。 这 些 一 点 一 滴 的 言行 ， 
也 都 反映 出 这 位 老 科 学 家 严肃 认真 、 热 诚 待 人 的 风度 ， 使 后 学 者 
深 受 教育 ， 历 久 难忘 。 

硼 经 青 教授 在 科学 研究 和 干部 培养 等 多 方面 的 辛勤 劳动， 党 
组 织 曾 给 以 高 度 的 评价 。 他 曾 多 次 获得 部 队 领 导 的 表扬 和 嘉奖 ， 
并 于 1964 年 莱 立 三 等 功 。 他 晚年 为 军 内 外 培养 了 不 少 专业 人 才 ， 

其 中 大 多 数 已 成 为 医学 科研 和 卫生 防疫 战线 的 骨干 力量 ， 有 的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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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领 导 职 务 ， 有 的 成 为 专家 教授 。 他 毕生 为 之 奋斗 的 科学 事业 将 

代 代 相传 ， 发 扬 光 大 。 不 幸 的 是 在 十 年 动乱 中 间 ， 胡 老 遭 受 非法 

审查 与 批斗 ， 身 心 受 到 严重 摧残 ,于 1972 年 因 心脏 病 发 作 而 去 世 ， 

终年 76 岁 。 粉 碎 “ 四 人 帮 ” 以 后 ， 他 于 1978 年 得 到 彻底 平反 ， 科 

学 界 为 他 举行 了 隆重 的 追悼 大 会 ， 他 的 学 生 林 昌 善 教授 撰写 了 纪 

念 文 章 。 胡 经 甫 教授 为 中 国 科 学 事业 作出 的 重要 贡献 将 永远 为 大 

们 纪念 ， 他 的 优良 学 风 将 永远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榜样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916 一 1949) 

1916 1。 薄 类 之 研究 。 东 吴 季 报 1(1):11 一 18 (1916). 

2。 读 晋 张 华 博 物 志 。 东 吴 季 报 1 〈1):20 一 27 (1916). 

1917 3. 生物 学 与 中 国之 关系 。 东 吴 大 学 丁 已 同 级 录 ,， 了 上 .37 一 44 

(1917 ) 。 

1920 4, Key to Record of Plant Analysis (with W. M. P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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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物 学 家 

(1897-1961) 

李 继 fl 
+ 博 BW 

人 

李 继 侗 ,中国 现 代 著 名 植物 学 家 。 江 苏 兴 化 人 ， 生 于 1897 年 
8 月 24 日 。j1916 年 入 圣 约翰 大 学 ，1918 年 转 入 金陵 大 学 林 科 学 习 。 

1921 年 毕业 后 ， 考 取 清 华 学 校 公费 留美 ， 进 入 耶鲁 大 学 林学 研究 

院 作 研究 生 。1923 年 获 硕士 学 位 。1925 年 获 博 士 学 位 。1925 年 回 

国 ， 在 金陵 大 学 任教 。1926 年 ， 任 南开 大 学 生物 系 教授 .1929 年 ， 
执教 于 清华 大 学 生物 系 。1937 年 抗战 开始 后 ， 随 清华 大 学 迁 到 长 
沙 。1938 年 2 月 ， 战 火 逼 近 长 沙 , 学 校 决定 再 廷 昆明。 当时， 一 部 
分 大 乘 粤 汉 铁 路 火车 经 香港 、 越 南 到 云南 ;其 余 师 生 200 余 人 在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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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伺 、 闻 一 多 、 曾 昭 抢 、 黄 子 坚 四 教授 带领 下 ， 踊 涉 三 千 余 里 ， 

历时 两 个 多 月 ， 由 长 沙 步 行 到 昆明 。 李 继 侗 临 行 前 写 信 给 家 人 ， 

“抗战 连连 失利 ， 国 家 存亡 未 仆 ， 人 倘若 国 破 ， 则 以 身 殉 "。1938 年 
5 月 4 日 ， 清 华 、 北 大 、 南 开 在 昆明 组 成 西南 联 大 ， 他 任 先 修 班主 

任 及 生物 系 主任 ; 并 管理 过 合作 社 。 抗 日 战争 胜利 后 ，1946 年 ， 

随 清华 大 学 迁 回 北平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于 1952 年 院 系 调整 时 ， 到 

北京 大 学 生物 学 系 任教 授 兼 植物 学 教研 室 主任 。1957 年 ， 为 了 发 、 

展 少 数 民族 地 区 的 教育 和 科学 事业 ， 他 在 花甲 之 年 准备 赴任 刚刚 

建 校 的 内 蒙古 大 学 的 副 校长 。 在 即将 赴 行 时 ,不 幸 患 脑 血 栓 住院 ， 

病情 稍 平 稳 ， 却 毅然 离开 北京 大 学 ， 奔 赴 呼和浩特 市 。1961 年 12 
月 12 日 ， 因 病 在 呼和浩特 逝世 。 

李 继 侗 还 曾 任 第 三 届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及 常务 委员 ， 中 国 科学 院 植 物 研究 所 兼职 研究 员 ， 中 国 科 

学 院 编译 出 版 委员 会 委员 ，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理事 〈 为 该 学 会 的 发 起 

人 之 一 ), 《中国 植 物 学 会 汇报 ?主编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编辑 委员 会 委 

员 , 《植物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丛刊 ?主编 ， 内 蒙古 科学 技术 协会 主 

席 等 职 。 

李 继 侗 早年 选择 森林 生态 学 作为 专业 。1921 年 ， 在 他 赴 美 贸 
学 前 夕 ， 赴 青岛 考察 森林 并 发 表 《 青 岛 森 林 调 查 记 >， 这 是 我 国 最 

时 的 森林 生态 学 文献 之 一 。 他 在 耶鲁 大 学 的 博士 论文 题目 是 《森林 

复 被 对 土壤 温度 的 影响 >。 当 时 这 方面 研究 较 少 ， 李 继 侗 所 采用 的 
观察 方法 比较 细致 ， 数 据 丰 富 ， 较 前 人 有 很 大 改进 ， 他 的 导师 芽 . 
W. Toumey 教 授 对 此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 ， 并 将 主要 结果 引入 自己 所 
著 的 kFoundation of silviculture upon an Ecological Basis» 

8 

李 继 侗 学 成 回国 ， 却 无 法 进行 森林 学 工作 。1925 年 ， 他 执教 

南开 大 学 ， 教 授 生物 学 。 当 时 ， 实 验 设备 十 分 简陋 ， 他 却 能 利用 

这 些 条 件 ， 和 凭借 他 勤奋 的 工作 、 精 细 的 观察 和 机 敏 的 思想 在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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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 学 上 做 出 重大 发 现 。1927 年 秋 ， 李 继 侗 和 他 的 学 生 殷 宏章 用 
气泡 计数 法 发 现 光 合作 用 瞬间 效应 ， 后 经 过 反复 实验 ， 于 1929 年 
写成 * 光 照 改变 对 光合 作用 速率 的 瞬间 效应 ?一 文 ， 在 英 «Annals 
of Botonyy43 卷 上 发 表 。 这 个 发 现 的 意义 当时 并 没有 被 人 们 认识 。 
三 十 年 后 ， 由 于 两 个 光 反 应 及 乙方 案 的 提出 ， 光 合作 用 的 理论 产 
生 了 一 个 大 的 飞跃， 这 个 重大 突破 又 首先 来 自 有 瞬间 效应 (Blinks， 
1957) 和 双 光 增益 效应 CEmerson, 1958) 的 发 现 。 这 时 ， 人 们 

才 重 新 注意 到 李 继 侗 的 论文 并 认识 到 它 的 意义 。 李 继 侗 作为 瞬间 
- 效应 的 最 早 发 现 者 ， 在 光合 作用 研究 历史 上 获得 他 应 有 的 地 位 。 
1929 年 ， 他 发 表 了 气候 因素 对 吸水 力 的 影响 > 一 文 ， 强 调 环境 因 
子 对 植物 生理 过 程 的 作用 ， 朝 生态 生理 方向 迈 出 了 第 一 步 。1930 
二 1934 年 间 ， 又 开展 了 植物 生长 研究 ， 并 选用 我 国 特有 的 银杏 做 
材料 ， 进 行 实验 形态 学 和 组 织 培养 的 研究 。 这 些 工作 在 当时 植物 
生理 学 上 均 为 新 方向 ， 堪 称 开 风气 之 先 。 
“三 十 年 代 初 ; 李 继 侗 在 清华 大 学 重新 开始 了 植物 生态 学 研究 ， 

他 每 年 暑假 都 不 县 艰 辛 到 北京 附近 山区 车 察 植被 、 采 集 标 本 。 他 
眼见 森林 被 破坏 ， 水 土 流失 ， 感 到 痛心 疾 首 ， 从 而 更 坚定 了 开拓 
植物 生态 学 研究 的 决心 。1930 年 ， 他 发 表 《 植 物 气候 组 合 论 ?”， 这 
是 根据 实际 调查 材料 讨论 我 国 植被 区 划 的 最 时 论文 之 一 。1931 年 
起 ， 他 在 清华 大 学 开始 开设 生态 学 课程 。 他 从 植物 和 环境 的 关系 、 
植物 生态 系列 、 群 落 演 替 到 植被 作用 、 森 林 破 坏 、 水 土 流失 ， 以 
中 国 植被 的 实际 情况 为 例 ， 讲 课时 概念 清晰 ， 条 理 分 明 ， 发 人 思 
考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国 家 经 济 建设 事业 急需 生态 学 及 地 植物 学 人 
才 , 李 继 侗 又 率先 开展 植物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的 科研 与 教学 工作 。 

他 热情 地 参加 了 一 系列 植被 考察 工作 ， 如 海南 岛 橡 胶 宜 林地 综合 
考察 ， 黄 河中 游 水 土 保持 综合 考察 ， 北 京 西山 植被 考察 ， 河 北 坝 
上 草原 、 内 蒙 草原 及 黑龙 江 草原 考察 等 等 。 在 这 些 考 察 研究 工作 
中 ， 他 首先 引进 了 苏联 地 植物 学 派 的 植被 研究 方法 ， 并 首先 开展 
了 大 、 中 比例 尺 植被 制图 工作 。 这 时 ， 他 年 事 已 高 ， 并 有 尿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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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所 去 地 方 又 都 是 人 迹 稀少 的 山区 和 草原 ， 气 候 恶劣 、 生 活 条 御 
艰 董 ， 但 他 从 未 考虑 个 人 生活 的 安逸 ， 而 是 忘我 地 工作 。1953 年 ， 

他 在 北京 大 学 创办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植物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专门 组 ， 
并 从 1954 年 起 招收 研究 生 。 为 了 解决 教材 和 教学 参考 书 ， 他 组 织 
并 亲自 动手 翻译 了 《地 植物 学 研究 简明 指南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植 
被 的 基本 特点 》、《 植 物 生 态 学 )、《“《 植 被 学 说 原理 > 等 书 。 李 继 侗 鉴 
于 苏联 李 森 科学 派对 遗传 学 的 历史 发 展 采取 否定 一 切 的 错误 做 
法 ， 严 重 障碍 了 苏联 生物 学 的 发 展 ， 并 对 我 国生 物 学 的 发 展 造成 
很 坏 的 影响 ， 他 亲自 编写 了 《植物 地 理 、 植 物 生态 与 地 植物 学 的 发 
展 > 一 书 ， 引 导 人 们 实事 求 是 地 对 待 历 史上 各 个 学 派 的 成 就 ;汲取 
他 们 的 长 处 ， 以 推动 我 国生 态 学 和 地 植物 学 的 发 展 。 这 本 书 总 览 
植物 生态 学 和 地 植物 学 发 展 ， 打 开 了 我 国 年 青 一 代 生 态 学 和 地 植 
物 学 工作 者 的 视野 ， 使 他 们 从 中 找到 借鉴 。 同 时 ， 他 还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沈 阳 林 土 所 讲授 植物 生态 学 及 地 植 
物 学 ， 为 农业 部 举办 了 首次 全 国 草原 讲习 班 。 为 了 推动 全 国生 态 
学 和 地 植物 学 的 研究 工作 ， 在 他 的 提议 下 ,创办 了 《植物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丛刊 》， 并 由 他 亲 任 主编 ,使 我 国有 了 第 -- 个 植物 生态 学 
方面 的 专门 刊物 。 在 我 国 植物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研究 队伍 的 建设 
上 ， 李 继 侗 做 出 重大 贡献 。 他 不 愧 为 我 国 植物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的 主要 芮 基 人 之 一 。 

李 继 侗 从 事 植 物 生 态 学 和 地 植物 学 研究 工作 有 着 明确 的 县， 
的 。 他 总 是 把 生态 学 研究 和 社会 主义 经 济 建设 结合 起 来 。 他 密切 
注视 着 生产 中 的 生态 学 问题 。 他 常常 为 毁坏 森林 、 言 目 垦 荒 以 及 
不 合理 灌溉 的 事 焦 虑 不 安 。 他 多 次 呼吁 ， 要 保护 植被 ， 要 正确 地 
开发 山区 和 草原 。 在 他 的 晚年 ， 为 了 实现 他 改造 内 蒙古 草原 的 宏 
愿 ， 他 虽 卧 病 在 床 ， 仍 亲自 筹划 在 内 蒙古 大 学 组 建 地 植物 学 教研 
室 、 草 原生 态 研究 室 ， 以 及 从 1957 年 起 全 面 开 展 的 内 蒙古 草原 植 
物 区 系 和 植被 的 调查 研究 工作 。《 内 蒙古 植物 志 》, 《内 蒙古 植被 
及 其 它 草原 研究 项 目 都 是 在 他 倡议 下 开展 的 。 后 来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的 编辑 出 版 ， 以 及 内 蒙古 大 学 植物 生态 学 专业 的 建立 ， 无 不 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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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他 的 心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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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卓有成效 的 教育 家 。 在 西南 联 大 时 ， 他 和 张 景 钱 、 吴 禄 珍 先 生 
合 编 了 一 本 大 学 植物 学 讲义 。 该 书 材料 翔实 概念 清晰 、 条 理 分 
A, 是 一 二 优秀 的 教科 书 。 几 十 年 间 ， 他 培养 了 许多 人 才 。 著 名 
植物 生理 学 家 旋 宏 章 、 业 成 后 等 都 是 他 的 学 生 。 他 不 但 在 学 术 上 
享有 声 着 ， 而 且 艰 苦 朴 素 、 勇 挑 重担 。 他 的 秉公 无 私 、 大 义 疗 然 
的 作风 和 品德 在 我 国生 物 学 界 也 是 比较 突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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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质 古 生物 学 家 

(1897—1979) 

A 钟 健 
NE—-— N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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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里 。 他 的 父亲 杨 松 轩 老 先生 具有 民主 主义 的 思想 ， 积 极 追 随 
孙中山 先生 ， 组 织 同盟 会 ， 倡 导 和 参与 反 封 建 运动 。 杨 钟 健 从 童 

年 时 代 起 ， 就 离 家 跟随 在 父亲 身边 读书 ， 受 到 进步 思想 的 球 陶 ; 

到 青年 时 代 ， 他 中 路 参加 进步 活动 ， 立 志 推 翻 黑 暗 统治 ， 创 建 一 

个 新 中 国 。 

7) 

191646, Ph EA WT PR A re PS, 19174F, PE 

读 北 京 大 学 ， 先 在 预科 两 年 ， 后 入 地 质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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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上 大 学 期 间 ， 正 是 中 国 社会 经 历 大 变动 的 年 代 。 中 国人 民 
外 受 帝 国 主义 侵略 ， 内 遭 军 阀 官僚 的 压迫 ， 国 家 处 于 危急 之 中 。 
在 十 月 革命 新 思潮 的 影响 下 ， 五 四 运动 爆发 了 。 杨 钟 健 和 先进 青 
年 一 道 ， 投 身 到 伟大 的 反 帝 反 封建 的 爱国 运动 中 去 。 

1919 年 6 月 ， 他 参加 了 在 李大钊 指导 下 由 邓 中 夏 、 许 德 瑜 、 黄 
日 黄 等 发 起 成 立 的 北京 大 学 平民 教育 讲演 团 ， 后 来 当选 为 团 总 务 
于 事 ， 经 常 深入 北京 市 内 和 通 县 、 长 辛 店 等 地 进行 宣传 工作 。 

当时 离 北京 大 学 红楼 不 远 的 三 眼 井 吉安 所 左 埠 六 号 ， 住 着 北 
大 的 一 群 陕西 学 生 ， 这 些 生气 勃勃 的 异乡 青年 ， 每 到 吃饭 的 时 候 
就 聚集 在 一 起 ， 有 说 有 阅 ， 有 了 唱 有 笑 。 一 天 ， 一 封 家 入 使 六 号 小 
院 沸腾 了 。 一 位 同学 宣读 了 一 封 控诉 陕西 军 冰 陈 树 藩 虐 政 的 信 。 
信 中 描述 了 陕西 在 军阀 统治 下 ， 民 不 聊 生 的 一 片 悲惨 景象 。 同 学 
们 听 完 信 后 ， 个 个 义愤 填 订 。 收 信人 杨 钟 健 更 是 切 齿 痛恨 军阀 官 _ 

僚 的 罪恶 统治 ， 积 极 撰写 文章 择 击 他 们 。 他 主编 并 出 版 了 暴露 陕 

西 黑 暗 的 油印 刊物 < 秦 支 痛 话 ?。 由 于 他 的 文章 笔锋 犀利 ， 直 刺 时 

弊 ， 战 斗 性 强 ， 与 同学 赵 国宾 一 起 ， 被 大 家 誉 为 “ 杨 龙 赵 虎 ̀ 。 

当时 ， 旅 京 陕 西学 生 联 合 会 虽 已 成 立 ， 但 组 织 比较 澳 散 ， 思 

想 认识 不 统一 。 为 了 改变 这 种 局 面 ， 广 泛 发 动 旅 京 陕 西学 生 参 加 

爱国 运动 ， 继 《 秦 劫 痛 话 ?之 后 ， 杨 钟 健 又 主办 了 *《 秦 钟 ? 月 刊 。 这 

些 刊物 对 反对 陕西 军阀 和 宣传 新 文化 起 了 一 定 的 推动 作用 。 
1920 年 ， 杨 钟 健 参加 了 马克 思 主 义 研究 会 8。 同年， 参加 了 五 

四 时 期 著名 的 革命 团体 一 一 少年 中 国学 会 。 少 年 中 国学 会 是 五 四 

时 期 出 现 的 历史 最 入、 影响 最 大 的 社团 之 一 。 在 实际 斗争 中 ， 他 

参与 学 会 的 各 种 组 织 和 领导 工作 ， 得 到 了 锻炼 ， 很 快 成 长 起 来 。 

1923 年 春 ， 他 作为 北大 学 生 代表 ， 赴 上 海参 加 全 国学 生 联 合 

会 ， 负 责编 辑 会 刊 。 在 上 海 期 间 ， 由 李大钊 、 邵 力 子 介绍 加 从 孙 

中 山 领导 的 国民 党 。 在 这 些 政治 活动 中 ， 他 曾 和 著名 共产 党 人 李 

大 钊 、 毛 泽 东 、 邓 中 夏 、 怪 代 英 等 有 过 密切 交往 ， 受 到 他 们 革命 

思想 的 影响 ， 这 对 他 以 后 走 上 革命 道路 起 了 决定 性 作用 。 杨 钟 健 

曾经 说 过 ， 邓 中 夏 烈 士 是 影响 我 学 生 时 代 一 切 行为 最 深 的 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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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使 我 不 断 考虑 ， 如 何 做 对 国家 的 富强 有 所 贡献 的 人 。 
长 期 以 来 ， 他 珍藏 着 毛 主席 在 二 十 年 代 写 给 他 的 亲笔 信 ， 内 

容 是 谈 青 年 学 习 与 爱国 运动 的 事 ， 这 是 杨 钟 健 同 志 不 顾 国民 党 反 
动 派 的 白色 恐怖 ; 冒 着 生命 危险 保存 下 来 的 。 体 现 了 他 忠于 党 、 
忠于 人 民 的 品质 。 

五 四 运动 的 茵 勃 开展 ， 使 他 的 政治 认识 产生 了 一 个 飞跃 ， 他 
更 积极 地 投入 到 革命 斗争 中 。“《 秦 劫 痛 话 ?与 4 秦 钟 ?停刊 后 ， 随 同 
学 刘 天 章 又 办 起 了 * 共 进 ? 半 月 刊 。 斗 争 矛 头 直 指 整个 旧 的 军 阅 和 
帝国 主义 列强 。 他 为 4 共 进 》 奋 笔 疾 书 ， 摆 写 文 章 一 百 余 篇 。 在 大 
家 的 努力 下 ; 《 共 进 ?成 为 “五 四 ”以 后 宣传 新 思想 影响 较 大 和 持续 
时 间 最 长 的 刊物 之 一 。 

1923 年 ， 杨 钟 健在 北京 大 学 毕业 ， 获 理学 士 学 位 。 鉴 于 他 的 
优秀 学 习 成 绩 、 写 作 才华 和 在 政治 斗争 中 出 色 的 组 织 能 力 ， 被 淮 
为 北大 的 “关中 才子 ”。 

C2 

1923 年 ， 杨 钟 健 以 优异 的 学 习 成 绩 在 北大 毕业 后 ， 想 去 国外 

深造 ， 同 时 进一步 吸取 国外 革新 的 先进 思想 。 

根据 他 家 庭 的 经 济 状况 ,出 国 深造 是 很 困难 的 。 后 来 由 他 几 个 

叔叔 和 他 父亲 设法 筹备 了 一 笔 钱 ， 才 争取 到 了 出 国学 习 的 机 会 ， 

进入 了 德国 的 慕尼黑 大 学 。 

学 秆 么 专业 呢 ? 这 点 他 早已 想 好 。 当 时 ， 我 国 的 古 兰 椎 动物 

研究 处 于 完全 空白 状态 。 这 对 于 我 国 中 、 新 生 代 地 层 研究 ， 是 有 

很 大 的 阻力 的 。 在 李四光 教授 的 建议 下 ， 杨 钟 健 妆 然 把 研究 古 关 

椎 动物 作为 自己 的 终身 事业 。 

几 年 的 异乡 学 习 生 活 ， 他 生活 俭朴 ， 学 习 刻 董 。1927 年 ， 他 

通过 毕业 论文 答辩 ， 获 得 哲学 博士 学 位 。 他 的 请 士 论 文 《 中 国 北 

方 中 齿 类 化 石 ? 是 我 国学 者 第 一 次 研究 古生物 学 的 重要 成 果 , 标 志 

于 中 国 研究 古 着 椎 动物 学 的 诞生 ， 受 到 当时 国际 古生物 学 界 的 赞 

誉 ， 为 我 国 新 生 代 后 期 微 体 哺乳 类 的 研究 和 他 以 后 一 段 时 期 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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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黄 定 了 重要 的 基础 。 
在 慕尼黑 大 学 毕业 后 ， 有 的 外 国 朋 友 劝 他 留 下 来 工作 ;说 是 

国外 生活 比 国内 千 适 ， 搞 研究 工作 眼界 开阔 ， 条 件 好 ;中 国 赤 穷 
太 落 后 …… 对 此 ， 杨 钟 健 坚定 地 说 “中 国 穷 是 事实 ， 落 后 也 是 事 
实 ， 但 那 是 我 的 祖国 ， 绝 不 能 抛弃 ,如 同 儿 子 不 能 抛弃 母亲 二 样 。 
穷 和 落后 是 可 以 改变 的 ,我 怎么 能 为 了 自己 舒服 不 回 祖国 呢 ?1 在 
国外 期 间 ， 虽 然 他 远离 祖国 ， 却 时 刻 关心 着 国内 的 动 费 时 局 ， 经 
常 与 志同道合 的 朋友 通信 ， 议 论 国家 前 途 大 事 ， 择 发 自己 奋发 进 
取 的 志向 和 对 反动 统治 不 满 的 激情 。 留 学 生活 结束 后 ， 他 游览 了 
瑞士 、 比 利 时 、。 英 国 、 法 国 。1928 年 2 月 ， 他 取道 西伯 利 亚 回 到 
北京 ， 任 中 央 地 质 调查 所 新 生 代 研 究 室 副 主 任 ; 兼 周口 店 发 掘 的 
指导 工作 。 | 

地 质 调查 所 新 生 代 研究 室 的 工作 很 多 ， 大 堆 龙 骨 需 要 进行 室 
内 整理 研究 ， 周 口 店 的 发 掘 工作 需要 有 人 指导 ， 杨 钟 德 坟 然 挑 起 
这 一 副 副 重担 ， 将 工作 逐步 开展 起 来 了 。 

在 旧 中 国 ， 搞 科学 研究 很 不 容易 。 尤 其 是 干 地 质 二 生物 这 一 
行 。 当 时 地 质 调查 所 工资 及 名 义 比 其 它 同 类 机 关 : 同类 大 员 都 要 
低 一 些 。 有 的 人 因此 而 不 于 这 个 专业 了 ， 只 璋 下 少数 坚定 不 移 从 
事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的 中 坚 力量 。 杨 钟 健 就 是 其 中 最 坚决 的 分 子 。 
他 从 不 计较 个 人 的 得 失 , 在 任何 情况 下 ,他 的 工作 的 情 始终 如 一 。 

1930 年 ， 杨 钟 健 与 王国 桢 女士 结婚 ， 婚 后 刚刚 轧 天 六 他 就 参 
加 了 中 亚 科学 考察 团 赴 张家口 一 带 作 地 质 调查 。 因 工作 需要 ， 他 
出 差 在 外 比 在 家 的 时 间 多 得 多 。 长 期 艰苦 困 窖 的 生活 没有 使 他 气 
包 、 动 揪 ， 反 把 他 磨炼 得 更 加 坚强 了 。 

(=) 

杨 钟 健 的 早期 工作 ， 主 要 是 研究 华北 的 新 生 代 地 质 层 。1928 

年 到 1937 年 ， 杨 钟 健 随 各 科学 考察 团 走 遍 了 中 国 北方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先 后 去 山西 西部 、 陕 西北 部 、 东 北三 省 、 内 蒙 、 新 疆 等 地 ， 

行程 约 两 万 华里 。 所 经 之 地 ， 多 是 荒山 馆 野 ， 旅 途 的 艰难 是 无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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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的 。 他 在 著作 《西北 的 剖面 > 里 详细 叙述 了 考察 的 经 历 ， 经 过 
这 些 实地 考察 ， 他 们 仔细 观察 和 拍摄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地 质 现 象 ， 获 

_ 得 不 少 有 很 大 价值 的 古生物 标本 。 依 据 丰 富 的 材料 ， 杨 钟 健 深入 
研究 了 华北 新 生 代 第 三 纪 的 哺乳 动物 群 及 新 生 代 地 层 问 题 ， 发 表 
了 大 量 的 中 齿 类 、 免 形 类 、 偶 蹄 类 及 有 关 新 生 代 地 层 、 地 质 发 育 

史 的 论文 和 报告 ， 为 中 国 的 新 生 代 地 质 学 研究 打下 了 坚实 的 基 
础 。 

三 十 年 代 ， 杨 钟 健 任 北京 大 学 的 古生物 学 教授 ， 兼 任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的 理事 长 职务 。 他 在 繁忙 的 工作 中 ， 爱 护 关心 青年 人 ， 重 
视 对 他 们 的 培养 。 他 教育 青年 人 ， 不 要 死 背书 本 ， 要 学 会 自己 动 
WG, 把 知识 学 活 。 比 如 ， 他 拿 一 堆 大 小 不 同 、 混 杂 放 在 一 起 的 
化 石 标本 ， 交 给 青年 研究 人 员 去 区 分 种 属 。 通 过 他 们 动脑 筋 比较 
分 辩 后 ， 排 列 整齐 ， 拿 给 他 看 ,分 得 不 准确 ,再 去 下 功夫 办 认 。 经 
过 反复 练习 ， 大 家 都 感到 学 得 深 、 记 得 牢 。 三 十 年 代 的 旧 中 国 ， 
大 学 教科 书 和 参考 书 多 数 是 外 文 写 的 ， 标 本 和 幻灯 片 ， 也 靠 进口 
得 到 。“《 地 质 论 评 ? 就 成 为 地 质 系 学 生 们 喜爱 的 课外 读物 。 为 了 使 
学 生 们 增长 更 多 、 更 新 鲜 的 地 质 古 生物 知识 ， 杨 钟 健 在 《地质 评 
论 》 中 发 表 了 不 少 论文 和 述评 ， 深 受 学 生 们 的 欢迎 。 由 于 他 的 循 特 
善 诱 ,有 很 多 学 生 由 不 甚 了 解 到 热爱 地 质 古 生物 专业 ,并 在 以 后 的 
-工作 中 ， 作 出 了 显著 的 成 绩 。 

1937 年 ， 抗 日 战争 爆发 ， 杨 钟 健 在 朋友 的 协助 下 ,离开 北京 ， 

” 轻 转 到 达 了 昆明 。 在 他 的 努力 下 ， 昆 明 工 作 站 很 快 成 立 了 。 工 作 

站 开展 工作 不 久 ， 由 于 日 本 侵略 者 的 飞机 在 昆明 上 空 狂 麦 滥 炸 ， 

他 们 又 搬 到 了 乡下 。 

他 们 的 临时 工作 地 点 设 在 离 城 约 十 多 里 的 瓦 窖 村 旧 关 帝 庙 。 
这 个 庙 长 期 以 来 无 人 管理 , 庙 里 很 破旧 。 杨 钟 健 与 大 家 共同 清理 破 

庙 ， 把 几 个 案子 支 起 来 当 工作 台 ， 一 切 因 陋 就 简 。 工 作 条 件 这 样 

艰 音 ， 怎 样 坚持 下 去 呢 ? BRST A KAR Bik 
家 : 

三 间 倭 屋 藏 神龙 ， 闷 对 枯 骨 究 异 同 。 



AUPE AWE, UR-OA DAH, 
起 接 屋 顶 漏 雨 水 ， 坐 妆 脚 底 空 穴 风 

Aceh Soho 5S. sana sea 

在 那 时 ， 杨 钟 健 进行 工作 的 重点 已 从 华北 的 新 生 代 地 质 逐 渐 

转 到 店 行动 物化 石和 中 生 代 地 层 方面 。 在 旧 关 帝 庙 里 ， 他 满怀 信 
心地 对 大 家 说 :“ 在 这 里 开发 西南 红 层 的 研究 是 很 有 希望 的 ， 禄 丰 

盆地 就 是 一 个 理想 的 试点 。 过 去 洋人 因为 人 生地 不 熟 , 转 了 几 次 都 

没 找到 什么 化 石 。 但 是 ， 我 们 耐心 仔细 地 找 ， 一 定 会 有 所 发 现 。?” 

实践 证 明了 他 的 预见 。 在 禄 丰 贫 地 的 化 石 发 据 中 ,经 过 耐心 、 反 
复 地 寻找 ， 化 石 宝 灾 终 于 被 发 现 了 。 看 得 很 清楚 , 禄 丰 龙 头 向 外 ， 

胶体 骨 斜 卧 在 宝 穴 里 。 当 时 ， erawtemeuoe 兴奋 地 跳 起 

来 ， 大 家 奔走 相 告 。 

禄 丰 龙 被 发 现 后 ， 大 家 继续 发 气 。 由 于 发 现 地 点 位 于 县 城 东 

北 十 多 华里 的 沙 湾 ， 人 烟 稀少 ， 不 便 住 宿 。 每 天 早上 ， 他 们 上 自 备 

干粮 ， 由 县 城 来 到 沙 湾 ， 工 作 一 天 后 , 带 着 重要 的 化 石 回 到 县 城 。 

次 要 的 化 石 编 上 号 ， 寄 存在 老乡 家 。 ee 控 

气 得 到 一 个 完整 的 禄 丰 龙 和 大 量 的 其 它 化 石 。 

禄 丰 龙 与 禄 丰 蜥 龙 动 物 群 的 发 据 一 直 是 在 杨 钟 健 指导 下 进行 

工作 的 。 在 那些 日 子 里 ， 他 夜以继日 地 整理 化 石 标本 ， 写 出 了 多 

篇 有 重要 贡献 的 论文 。 

禄 丰 动 物 群 化 石 ， 包 括 假 鲤 类 、 原 乌 类 、 副 句 类 和 炭 骨 龙 类 、 

肉食 龙 类 、 原 蜥 脚 类 、, FRB. 昆明 普 以 及 三 列 些 普 科 3 原始 
哺乳 类 等 ， 共计 20 多 个 新 属 种 。 它们 代表 上 距 今 一 亿 蕊 千 万 年 前 

后 三 登 纪 末 到 侏 罗 纪 初 的 主要 关 椎 动物 。 这 一 时 期 正 是 地 球 历 史 

上 南北 大 陆 开 始 分 裂 ， 许 多 重要 的 低 等 四 足 动物 门类 开始 出 现 、 

8 CHMBIE) 或 绝 灭 〈 例 如 迷 齿 类 两 栖 动物 ) 的 时 期 ， 也 是 

最 早 的 哺乳 类 出 现 的 时 期 ， 这 是 地 球 上 大 陆 和 生物 历史 上 一 个 重 

要 的 转折 时 期 。 

杨 钟 健在 他 的 一 系列 论文 中 对 这 些 动物 的 形态 特征 、 分 类 位 “ 

置 、 系 统 关 系 及 有 关 的 生物 学 和 地 质 学 问题 进行 了 深入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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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研究 使 禄 在 动物 群 成 为 世界 上 研究 这 个 重要 地 史 时 期 的 宥 椎 
动物 和 十 地 理 的 一 个 经 典 的 和 标准 的 化 石 地 点 ;而 杨 钟 健 本 大 也 
把 他 的 主要 研究 领域 ， 从 哺乳 类 化 石和 新 生 代 地 质 转向 耻 行 动物 
方面 ， 并 成 为 当代 国际 上 最 活跃 和 最 有 成 就 的 一 位 古 脊 椎 动物 学 
家 。 

(四 ) ° 

1940 年 ， 昆 明 工 作 站 搬 到 四 川北 碚 ， 杨 钟 健一 家 也 随 之 在 北 

碚 暂时 定居 下 来 。 

在 北碚 的 三 、 四 年 里 ， 由 于 工作 需要 ， 他 跑 遍 了 四 川 境内 ， 

获得 大 量 的 第 一 手 资料 ， 为 研究 工作 打下 了 基础 。 

他 指 办 公 地 点 在 一 个 山坡 上 。 每 天 上 班 ， 要 怜 几 道 山 坡 ， 过 

几 个 小 村 。 有 一 天 ， 回 家 路 过 一 个 村 ， 几 条 狗 从 路 旁 窜 出 来 ， 朝 

他 身上 扑 。 他 与 狗 搏 斗 ， 把 狗 打 开 后 ， 再 一 看 裤 脚 被 恶 狗 拓 成 一 

Ss, HAR. KA, HEH, BHRRKDALT. 

“ek— fa, WimkieeEA, RIA=4, KRABET AH.” 

这 是 杨 钟 健在 四 川北 碚 从 事 科 学 研究 工作 的 真实 写照 。 在 那 艰苦 

的 岁月 里 ， 要 想 坚 持 科 学 研究 工作 是 一 件 很 不 容易 的 事 。 不 仅 颠 

渍 流离， 环境 恶劣 ， 有 时 连 吃 饭 穿 衣 都 成 问题 ， 如 果 大 人 、 和 孩子 

再 生病 ， 就 更 困难 了 。 他 的 四 子 害 病 后 ， 由 于 无 钱 医治 ， 被 病魔 

夺 去 了 生命 。 杨 钟 健 何尝 不 难过 呢 ? 但 他 相信 :， 黑 暗 的 统治 不 会 

长 入 ”只 要 全 国人 民团 结 一 致 ， 努 力 奋 斗 ， 一 定 会 迎 来 光明 和 解 

放 。 他 用 语言 和 行动 鼓励 和 影响 周围 的 人 。 他 的 妻子 在 他 的 启发 

下 也 振作 起 来 。 在 艰难 困苦 中 ， 和 他 一 起 并 肩 战斗 ， 协 助 他 作 

了 很 多 工作 。 

在 长 期 的 工作 实践 中 ， 杨 钟 健 体会 到 ， 理 论 来 源 于 实践 ， 研 

究 与 实用 是 不 可 分 开 的 。 所 以 ， 他 很 注意 向 实际 作 调 查 。 他 研究 

的 化 石 都 是 他 自己 和 同事 们 在 深入 广泛 的 野外 考察 中 采集 的 ， 既 

有 可 靠 的 地 点 与 地 层 层 位 ， 又 有 详细 的 地 质 记 录 ， 因 而 使 他 有 可 

能 根据 动物 群 的 性 质 ， 进 行 精确 的 地 层 划分 和 地 区 闻 的 对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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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至 1943 年 ， 他 参加 了 新 疆 石油 调查 队 。 先 后 在 独 山 子 、 
库 车 和 阿克苏 进行 填 图 找 油 的 工作 。 在 野外 生活 中 ， 很 多 大 不 习 
惯 边疆 地 区 的 脐 肉 酷 浆 ， 杨 钟 健 却 很 能 适应 这 种 生活 环境 。 他 很 
有 兴趣 地 向 当地 少数 民族 学 习 做 手 抓 苇 肉 和 维族 面包 二 一 灸 。 

1944 年 到 1946 年 ， 杨 钟 健 赴 美国 、 英 国 、 法 国 和 瑞士 考察 和 
讲学 。 他 走访 了 很 多 古 肴 椎 动物 的 研究 中 心 ， 大 开眼 界 。 在 这 一 
时 期 里 ,他 先后 完成 了 《 记 华 南 首次 发 现 的 始 新 世 哺乳 动物 化 石 》、 
《中 国 鱼 化 石 小 结 ， 它 们 的 地 层 及 地 理 分 布 ? 以 及 &《 哺 乳 动物 来 源 
之 追寻 及 最 早 类 似 哺乳 动物 化 石 之 发 现 ? 等 一 系列 著作 

1946 年 2 月 ， 杨 钟 健 离 伦 敦 经 美国 回国 ，4 月 初 返 抵 南 京 。 

_ 1947 年 3 月 任 北京 大 学 地 质 系 教授 ，1948 年 10 月 去 西安 担任 西北 
大 学 校长 。 在 教学 工作 之 余 ， 仍 然 理 头 研究 写 了 大 量 的 研究 论 
文 和 科普 文章 。 

(i) 

1949 年 ， 杨 钟 健 毅然 拒绝 了 国民 党 劝 他 到 台湾 去 的 引诱 ， 迎 
来 了 全 国 的 解放 。 他 欣喜 地 注视 着 祖国 翻天 覆 地 的 变化 。 新 中 国 
的 建立 ， 为 科学 技术 的 发 展开 尽 了 广阔 的 道路 。 

1949 年 12 月 ， 中 国 科学 院 聘 他 为 编译 局 局 长 。 他 积极 投入 了 
组 建 工 作 ， 使 编译 局 初 具 规模 。 在 任职 期 间 ， 他 作 了 很 多 开创 性 ， 
的 工作 ， 如 积极 规划 出 版 全 院 性 的 综合 学 术 期 刊 * 科 学 通报 ?“ 中 
国 科学 ?“ 科 学 纪录 >、 积 极 组 织 科 学 名 词 的 审 订 工作 ， 重 视 各 专 
门 学 会 期 刊 的 出 版 以 及 重视 培养 德 才 兼 备 的 年 青 人 才 。 

中 国 科 学 院 古 糊 椎 动物 研究 室 在 1953 年 正式 成 立 ， 杨 钟 健 担 

任 研 究 室 主 任 。 他 与 斐 文中 、 贾 兰 坡 等 同志 一 起 把 被 日 本 侵略 军 摧 
筑 的 周口 店 一 一 北京 狼人 遗址 重新 整理 修复 。 儿 乎 被 大 遗忘 的 周 
口 店 又 恢复 了 本 来 面目 ， 他 们 铺 平 了 路 基 ， 建 立 了 陈列 馆 ， 给 第 “ 
一 地 点 的 危险 路 段 加 了 铁 栏杆 ， 保 证 参观 者 的 安全 。 经 过 绿化 的 
WR, CEASE MEE, — IRA PL AB. 

杨 钟 健 要 作 的 事 太 多 了 ， 他 感觉 时 间 太 不 留情 。 在 新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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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看 到 了 希望 ， 预 见 到 古 兰 椎 动物 的 研究 将 要 有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 
在 党 的 领导 下 ， 他 的 愿望 一 个 个 地 实现 了 。 他 亲自 到 我 国 首次 
发 现 忍 龙 的 山东 去 发 气 和 恐龙 化 石 ， 中 国 科学 院 用 中 国 自 己 的 钱 ， 
而 不 是 美国 洛克 菲 勒 基金 会 的 钱 恢复 了 周口 店 的 研究 工作 ， 在原 
KAA EAH MRL, BUTEA LBP ay 
Si AAI Ds HAL SAI LMT EL eT BE 
物 与 古人 类 研究 学 报 等 。 

杨 钟 健 任 古 肴 椎 动物 与 古人 类 研究 所 所 长 时 ， 为 了 办 好 研究 
所 ， 他 制订 了 长 远 规划 和 具体 安排 。 长 远 规 划 概括 为 :“ 搞 清 四 个 
来 源 〈 指 鱼 类 、 也 就 是 整个 脊 椎 动物 亚 门 ,哺乳 类 、 灵 长 类 和 人 类 
的 起 源 )、 两 种 堆积 〈 指 北方 广泛 分 布 的 “ 土 状 堆积 :和 南方 分 布 极 
广 的 大 量 中 生 代 和 新 生 代 盆地 中 的 陆 相 盆地 堆积 ， 特 别 是 南方 的 
' 红 层 ")、 填 三 白 〈 指 填补 我 国 古 脊 椎 动物 门类 、 地 层 层 位 和 地 区 
上 的 重要 空白 )、 还 三 愿 ( 指 为 地 质地 层 科学 服务 的 愿望 ， 为 生物 
科学 服务 的 愿望 ， 为 工 、 农 、 兵 群众 服务 的 愿望 )， 把 死 物 变 活 ， 
和 群众 见面 ?这 二 十 六 个 字 ， 言 简 意 明 ， 重 点 突出 ， 这 是 我 国 古 
Hi SHARE EE 
1956 年 4 月 20 日 ， 杨 钟 健 加 入 了 伟大 的 中 国共 产 党 。 从 此 ， 他 

更 加 坚定 了 把 自己 毕生 的 精力 全 部 献 给 党 、 献 给 古 兰 椎 动物 学 的 
决心 ， 他 是 世界 著名 的 科学 家 ， 但 在 党 内 从 不 搞 特 殊 ， 他 严格 要 
求 自 己 ， 以 普通 党 员 身 份 参 加 党 的 各 种 活动 。 凡 是 通知 他 参加 的 
支部 大 会 、 党 小 组 会 ， 他 一 定 参加 ， 从 不 缺席 。 

五 十 年 代 ， 他 的 工作 重点 是 山东 白垩 纪 恐 龙 动物 群 ， 包 括 巨 
AMPA 1, TEN RUE. FLY RRR, WA 
它们 的 研究 以 解决 白垩 纪 的 分 层 问题 。 

五 十 年代 后 期 和 六 十 年 代 初 期 ， 他 致力 于 山西 三 到 纪 腿 行 类 
的 工作 ， 在 各 类 动物 记述 的 基础 上 ， 建 立 了 中 国 肯 氏 兽 动物 群 。 
1964 年 发 表 了 他 的 代表 作 * 中 国 的 假 鲍 类 >。 以 后 ， 他 又 写 出 了 有 
关 古 脊 椎 、 古 人 类 及 新 生 代 地 层 这 三 方面 的 研究 展望 。 杨 钟 健 的 
干劲 ， 带 动 了 大 家 的 积极 性 。 研 究 人 员 个 个 信心 百倍 ， 在 工作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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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追 我 赶 ， 学 术 空 气 在 所 里 甚 为 浓厚 。 

杨 钟 健在 工作 中 所 取得 的 卓越 成 绩 ， 使 他 在 国际 上 享有 很 高 

”的 地 位 和 声望 。1937 年 他 就 获得 了 葛 氏 金 质 奖章 ; 1956 年 ， 他 被 

选 为 莫斯科 自然 博物 学 会 的 国外 会 员 ，1962 年 ， 被 选 为 美国 古 肴 

椎 动物 学 会 的 名 誉 会 员 ;， 1975 年 ， 又 被 选 为 林 耐 学 会 会 员 。 

杨 钟 健 是 北京 自然 博物 馆 馆 长 。 他 办 馆 的 指导 思想 是 十 分 鲜 
明 的 。 他 说 : 搞 博 物 馆 要 有 明确 的 目的 ， 就 是 给 人 以 知识 。 我 们 

的 辛勤 劳动 ， 就 是 要 为 人 们 认识 自然 、 利 用 自然 ,改造 自然 服务 ， 

就 是 要 为 人 类 自己 造福 。 "二 十 多 年 来 ,他 没有 放松 过 对 博物 馆 的 

指导 工作 ， 馆 内 每 举办 一 次 新 的 展览 ， 他 总 是 不 辞 劳苦 ， 从 头 看 
到 尾 ， 提 出 自己 的 意见 ， 制 定 改 进 方案 。 

杨 钟 健 对 目 然 博物 馆 胸怀 着 一 种 中 华 民 族 的 特有 感情 。 早 在 
二 十 年 代 ， 他 就 想到 :中 国人 要 有 自己 的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 借 以 “ 

推动 和 发 展 自 然 科 学 ， 促 进 国 人 科学 文化 的 提高 。 现 在 ， 中 国有 
了 自己 的 博物 馆 了 ， 他 把 它 看 作 刚刚 破土 而 出 的 幼苗 ， 爱 护 它 、 

扶持 它 ， 希 望 它 苗 壮 成 长 起 来 。 为 了 促进 博物 馆 工作 的 开展 ， 他 

遵照 胡 乔 木 同 志 的 指示 ， 不 顾 年 老 多 病 ， 项 着 东北 的 严寒 ， 冒 着 

南方 的 酷热 ， 跑 遍 了 各 地 博物 馆 ， 深 入 实际 ， 进 行 实地 考察 ， 给 
他 们 提出 了 许 许 多 多 宝贵 的 建设 性 建议 。 这 些 作法 ， 体 现 了 他 对 

祖国 科学 事业 的 热爱 和 关切 。 

7Y) 

杨 钟 健一 生 的 道路 ， 艰 难 坎坷 。1966 年 ， 灾 难 性 的 “文化 大 
革命 。 开 始 后 ， 他 和 其 他 科学 家 一 样 ， 被 戴 上 反动 学 术 权 威 的 由 
Fy KBD TIL, BFA, WCE EAR. I 
的 钱 被 盗 ， 书 也 被 封禁 ， 本 人 拨 批 斗 ， 住 进 了 和 牛 糊 。 在 这 样 的 境 
况 中 ， 他 坚信 党 、 坚 信 社 会 主义 ， 不 怕 威 胁 ， 继 续 为 党 工作 。 开 
完 批 斗 会 ， 抓 紧 时 间作 研究 ， 在 此 期 间 还 写 下 了 几 十 篇 论文。 

出 了 “和 牛 棚 ” 以后， 杨 钟 健 仍然 坚持 野外 考察 ， 并 经 常 到 北 
京 西 灰 峪 和 西山 等 地 考察 。 当 他 七 十 六 岁 高 龄 的 时 候 ， 有 一 次 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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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 ， 看 完 地 质 现象 后 ， 他 兴奋 地 说 : 我 今天 看 到 九 大 处 了 。 

《一 般 称 北京 西山 有 八大 处 )， 这 是 杨 钟 健 的 该 谐 语言 ， 意 思 是 他 

看 到 的 超过 了 他 原来 的 想 望 。 他 在 学 术 研 究 上 顽强 振 进 的 精神 ， 

使 他 继续 完成 了 有 关 新 疆 三 琶 纪 动物 群 的 一 系列 著述 。 还 写成 了 

一 部 十 万 余 字 的 4 古 肴 椎 的 研究 成 就 和 问题 ?的 专著 。 

杨 钟 健在 地 质 古 生物 界 奋 斗 了 半 个 多 世纪 。 他 把 一 生 写 作 书 

目 ， 编 为 4 记 骨 室 文 目 y。“《 记 骨 室 文 目 ) 有 初 编 ( 一 九 三 七 年 )、 续 

编 ( 一 尤 四 七 年 ) 和 重 编 ( 一 万 五 七 年 ) 三 版 。 这 是 他 科学 生涯 的 开 

始 、 发 展 和 取得 丰硕 成 果 的 纪录 。 其 中 收集 了 六 百 多 篇 文章 。 包 

揪 三 十 多 种 专著 、 教 科 书 和 大 量 的 专门 论文 及 科普 文章 。 他 的 研 

究 涉及 地 层 古 生物 、 古 人 类 及 考古 学 等 广泛 领域 ， 他 不 愧 为 我 国 

地 质 古 生物 学 的 开拓 者 和 葛 基 者 。 

一 个 科学 家 的 生活 是 丰富 多 采 的 。 杨 钟 健 同 志 还 是 一 位 散文 

和 诗词 作者 ， 他 发 表 过 四 本 游记 和 散文 集 ， 一 生 作 诗 两 千 余 首 。 

在 生活 的 激流 中 ， 他 用 诗 来 抒发 自己 的 感情 ， 从 诗 中 吸取 力量 。 

在 五 四 运动 中 ， 他 写 下 《矿工 ?这 首 诗 ， 为 劳苦 大 众 鸣 不 平 ; 解放 

初期 ， 他 去 山东 莱阳 进行 发 据 时 写 下 了 《莱阳 杂 诗 >， 表 现 了 他 在 

新 中 国 的 大 地 土 进行 科学 研究 的 愉快 心情 。1978 年 ， 杨 钟 健在 八 

十 高 龄 时 ， 去 庐山 考察 冰川 遗迹 ， 路 经 高 大 的 三 宝 树 ， 又 来 到 仙 

AWD. EMAAR EM TDF: 

“参天 古木 堪 称 宝 ， 
信 洞 仙人 不 足 论 。?9 

杨 钟 健 当即 和 了 下 两 句 ， 

“BH se ES, 

StF AAAR.” 

这 两 句 诗 ， 表 达 了 他 一 RE AEA TAA AKER 

的 察 情 壮志 。 在 场 的 人 很 受 鼓 舞 。 

1978 年 11 月 的 一 天 ， 阳 光明 媚 ， 杨 老 的 办 公 室 里 充满 活力 ， 

有 两 位 同志 正在 与 杨 老 谈 工作 。 杨 老 虽 已 是 八 十 二 岁 高 龄 ， 但 他 

一 谈 起 工作 ， 还 是 那样 专心 致 志 , 精神 册 狼 。 当 他 听 说 拟 出 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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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第 四 纪 研 究 通 讯 > 的 刊物 时 ， 连 连 点 头 说 :好 嘛 ! 就 是 要 想 办 法 

多 交流 。 来 人 表示 ， 和 希望 杨 老 为 这 个 刊物 写 稿 时 ,他 笑 着 说 :好 ! 

这 期 来 不 及 了 ， 下 期 一 定 写 。 

谁 知 两 个 月 后 ，1979 年 1 月 15 日 他 老人 家 与 世 长 辞 了 。 杨 老 、 
还 未 实现 为 * 中 国 第 四 期 研究 通讯 > 著 文 的 愿望 ， 病 魔 就 把 他 的 生 
fit FAT 

EA PMR NA, Me ORE Aa hs SARS 

的 发 展 ， 计 划 如 何 把 北京 自然 博物 馆 办 成 一 个 具有 国际 水 平 的 自 

然 历史 博物 馆 。 

” 杨 老 虽 去 ， 精 神 犹 存 。 他 那 闪光 的 思想 、 严 谨 的 学 风 ， 将 永 

远 激 励 后 人 去 奋力 攀登 科学 事业 的 高 峰 ， 为 祖国 的 四 化 事业 贡献 
出 全 部 力量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 选 自 “ 记 骨 室 文 目 ”) 

杨 钟 健 教授 自 青 少年 时 代 就 开始 写作 。 从 1918 年 以 后 一 直到 他 逝 

世 前 半 个 多 世纪 中 他 所 发 表 的 文章 共 674 篇 。 这 些 著 作 都 可 以 从 他 多 次 

RM “WSCA” 中 查 到 。 我 们 根据 “ 记 骨 室 文 目 ”和 遗 著 按 出 版 

年 代 先 后 编排 了 其 中 有 关 学 术 论 文 ， 共 494 篇 ， 并 且 在 新 顺序 号 后 面 保 

留 了 “ 记 骨 室 文 目 ” 中 的 编号 ， 以 便 查阅 。 

杨 钟 健 教授 是 我 国 近代 自然 科学 著述 最 多 的 少数 几 个 学 者 之 一 。 这 

些 著作 充分 反映 了 杨 钟 健 教授 在 科学 上 (以 古 销 椎 动物 学 为 主 ) WH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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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 第 5 册 

1929 年 

维 曼 著 “ 山 东 和 白垩 纪 之 悉 龙 类 化 石 ” 中 文摘 要 ”中国 古生物 
志 ， 丙 种 第 6 号 第 1 册 

Notes on the Mammalia Remains from Kwangsi.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VIII, pp. 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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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6) 

18(137) 

19(140) 

20(149) 

21(151) 

22(152) 

23(153) 

24(154) 

25(155) 

26(157) 

27(158) 

28(159) 

122i 

On Some Traces of vertebrates Life in the Jurassic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VIII, pp. 131—133,. (with p. Teilhard 

de Chard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Choukoutien Fossiliferous 

Deposits,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VIII, pp. 173 

—202. 

去 国 的 悲 嘉 “单行 本 ，1 一 242 页 ， 平 社 出 版 社 出 版 

Schulwesen und Studentenleben in China. Ostasiatische 

(与 汤 元 

and Trassic Beds of Shansi and Shensi. 

Rundschau-10 Jahrgang Heft. 21, Nevember, 

吉 合 作 ) 

1930 + 

AUR RAZKRRAGHRESREZEM. PRE, FlH 

On the Extinct Animals Associated with Sinanthropust 

Poking Leuder Repr nts, No 51, pp. 16—19 

Som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Geology of China 

Proper and the Geology of Mongoli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IX, pp. 119—125 (with p. Telhard de 

Chardin) . 

Bemerkungen iiber einige Abnomale Fomen von Fossi- 

lien und den Versteinerungsgrad der Knochenablageru- 

ngen von Chou-kou-Tie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IX, pp. 183—188.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Chikushan near 

Choukoutien. Pal. Sin. Ser. C, Vol. VII, Fasc. 1, pp. 

1—19, March 

SB “rh el ZARA” Poi PEER, A 

种 第 6 号 第 3 册 

周口 店 之 骨 化 石 堆积 ”科学 ， 第 14 卷 第 8 期 ，1099 一 1126 页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lan Formations in Western Shansi and Nor- 

thern Shensi. Mem. Ceol. Surv. China, Ser. A, No.8, 



29(161) 

30(163) 

31(164) 

32(165) 

33(166) 

34(167) 

35(168) 

36(170) 

37(171) 

38(172) 

39(174) 

40(175) 

41(176) 

42(179) 

pp. 137, May (with Pi Teithard de Chardin) 
PENWMLAZRESEH BTA, 1 一 30 页 ， 地 质 调查 

所 出 版 

1931 年 

参加 中 法 科学 考查 团 的 总 感想 ”西北 研究 ， 第 1 卷 第 2 期 ， 

49 一 54 页 

Die Stratigraphsche und Palacotologische Bedeutung 

der fossilen Nagetiere Chinas. Bull. Geol. Soc.China, 

Grabau Anniversary Volume, pp. 159—164 

PERPRZARM IKABRYE HW, B2 卷 第 2 期 ， 

163 一 175 页 | 

汛 论 地 质 陈 列 馆 “北大 学 生 月 刊 ， 第 1 卷 第 4 期 ， 95 一 104 页 

地 史学 的 基本 概念 ”北平 研究 院 院 务 报 ， 第 2 卷 第 2 期 ，1 

一 58 页 

在 地 史 过 程 中 动物 演变 的 概要 (READ) 北京 大 学 地 质 

学 会 会 刊 ， 第 5 期 ，1 一 58 页 

步 达 生 著 “中 国 猿 人 北京 人 种 头盖骨 之 研究 ”中 文 节 要 中 

国 古 生物 志 ， 丁 种 第 7 号 第 2 册 

古 气候 学 概论 ”科学 ， 第 15 卷 第 6 期 ，889 一 930 页 ， 第 7 期 ， 

1091 一 1121 页 

中 国 狼 人 与 人 类 进化 问题 科学 ， 第 15 卷 第 9 期 ，1379 一 

1398 页 

BES “PHSSLA” $PRPTR ”中 国 古 生物 志 ， 丙 种 第 

6 号 第 4 册 ;， 及 自然 第 57 期 

Fossil Mammals from the Lat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Pol. Sin, Ser. C, Vol. IX, Fasc. 1, pp. 1—66, 

December (with P. Teilhard de Chardin) ' 

On the Gobi Plane of Deflation-The Gobi Erosion 

Plane.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 pp. 161—169 

1932 年 

On a new Ochotonid from North Suiyuan. Bull. G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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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0) 

44(181) 

45(183) 

46(184). 

47(185) 

48(186) 

49(187) 

50(188) 

51(189) 

52(190) 

53(191) 

54(192) 

55(193) 

5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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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China, Vol. XI, pp. 255—258 

On some new Dinosaurs from Western Suiyuan, Inner 

Mongoli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 pp. 259— 

266 

On Some Fossol Mammals from Yunnan. 

Soc. China, Vol. XI, pp. 383—394. 

On the Fossil Vertbrate Remains from Localities 2,7 

C, Vol.. VII, 

Fasc. 3, pp. 1—24, 3ch, pl. I, Text-figs. 1—7, may 

On the Artiodactyla from Locality I of Choukoutien. 

Pal. Sin, Ser. C, Vol. VIII, Fasc. 2, pp. 1—100, pl. 
I—XXIX, Text-Figs. 1—32, Jnne 

西北 的 剖面 1 一 304 页 ， 插 图 94， 地 图 1 

告 久未 晤 面 的 故乡 青年 ” 华 报 ， 第 7 期 

RAW GE 自然 ， 第 1 期 

论 民众 对 自然 的 认识 ”自然 ， 第 2 期 

我 国生 物 学 果 太 偏重 系统 的 研究 吗 ? 自然 ， 第 2 期 

Bufl Geol. 

and g at Choukoutien. Pal. Sin., Ser. 

1933 = 

On Some Neolithic (and Possi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 pp. 83—104 (with P. Telhard de 

Chardin) : 

On the New Finds of Fossil Eggs of Struthio ander- 

ssoni Lowei in North China with Remarks on the Egg 

Remains Found in Shansi, Shensi, and in Choukoutie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 pp. 145—152. 

The Lat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S. E. Shansi.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U, pp. 207—248, (with P. 

Tcilhard de Chardin) . 

PRRARSHREODWLAZHE 科学， 第 17 卷 第 1 期 ， 

98 一 119 页 6 期 

由 保存 古物 说 起 ”自然 ， 第 7 期 



57(196) 

58(197) 

59(198) 

60(199) 

61(200) 

62(201) 

63(202) 

64(203) 

65(204) 

66(205) 

67( 206) 

68(207) 

69( 208) 

70209) 

71(210) 

72(211) 

73(212) 

IE 

74(213) 

eee BAR AR, BS 期 

德国 地 质 界 关于 实在 论 的 论战 ”自然 ， 第 9 期 

学 术 界 一 个 开 倒 车 的 思想 自然 ， 第 11 期 

中 国 大 研究 自然 科学 之 难 “ 自然 ， 第 13 期 

山西 的 一 角 -自然 ， 第 18、26、35、44、45、48、52 期 

Fossil Man in China. The Choukoutien Cave Deposits 

with a Synopsis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Late 

Cenozoic in China. Mem. Geol. Surv. China, Ser. A, 

Noll, pp. 1—166, May (with D. Black,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W.C. Pei) . 

中 国人 研究 自然 科学 之 易 自然， 第 24 期 

地 史上 兰 椎 动物 的 演化 自然， 第 27、28、29 期 

论 种 的 意义 之 广 狭 ， 科 学 ， 第 17 卷 第 17 期 ，1009 一 1017 页 

中 国人 类 化 石 及 新 生 代 地 质 概论 “地 质 专 报 ， 乙 种 第 5 号 ， 

1 一 HS 页 

读 舒 罗 塞 教授 传 后 感 “自然 ， 第 46 期 
送 赫本 赴 新 “考查 汽车 路 ”自然 ， 第 47、48 期 

Pl et A Sm BE 自然 ， 第 47、48 期 
On. the, Fissure Deposits of Chinghsinghsien with 

Remarks,on the Cenozoic Geology of the Same Are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 -pp.. 63—72 (with 

 |W.C. Pei) 

On the Cenozoic Geology between Loyang and Sian. 

Bull. Geol. Soe China, Vol, XIII, pp. 73—90 (with 

W.C. Pei) 

“AR HW AE BR, 355358 

王 寺 三 年 除 罗 ， 自然 ,第 57 期 

1934 年 

On a Collection of Yangshao Cultural» Remains from 

Mienchinhsien, Honan. Bull. Geol..Soc, China, -Vol. 

XIU, pp. 305—318 (with W.C., Pei) 

75(214) A Review of the Early Tertiary Form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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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15) 

77(216) 

78(217) 

79(218) 

80(222) 

81(223) 

82(224) 

83(225) 

84(226) 

85(227) 

86(229) 

87(230) 

8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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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I, pp. 469—503 

论 研 究 有 地 方 性 科学 之 基本 工作 BA, F181, 5— 

11 页 | Sh yee 

气象 学 纲要 中华 百科 丛书 ，1 一 150 页 ， 插 图 9 
On the Insectivora, Chiroptera, Rodentia and Primates 

Other Than Sinathropus from Locality I at Choukou- 

tien. Pal. Sin, Ser. C, Vol. VIII, Fasc. 3, pp. 1—158, 

Text-figs. 1—15, Pl. I—X March 

悼 步 达 生 博士 自然 ， 第 69 期 
On the Discovery of a New. Dicynodon in Sinkia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I pp. 563—574 (with 

P.L. Yuan) 

On the Occurrence of Lystrosaurs in Sinkiang. Bull. 

Geol. Soe. China, Vol. XIII, pp. 575—580 (with P.L.. 

Yuan) 

“自然 "的 二 周年 自然， 第 105 期 

1935 年 

Miscelaneous Mannalian Fossils from Shansi and 

Honan. Pal. Sin., Ser. C, Vol. IX, Fasc 2, pp. 1—42, 

Pl. VII, January : 

师 丹 斯 基 著 “ 马 及 其 他 奇 蹄 类 化 石 ” 中 文 节 要 

物 志 ， 丙 种 第 6 号 第 5 册 

胡 步 伍 著 “中 国 象 类 化 石 ” 中 文 节 要 ”中 国 古 生物 志 ， 丙 种 

第 9 号 第 3 册 第 2 卷 第 1 期 
On a Dorsal Fin-spine of Hybodus from Northwestrn 

Kansu.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pp. 53—54 

On the Reptilian Remains of the Tzulinching Forma- 

中 国 古 生 

tion (Tzekuei Series) near Chungking, Szechua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pp. 67—70 . 

The Cenozoic Sequence in the Yangtze Valley.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pp. 161—178 {with P. 

Teilhard de Chardin) S36 



89( 232) 

90(233) 

91(234) 

92(235) 

93(236) 

94(237) 

95(238) 

96(240.) 

97( 241) 

98(242) 

99(243) 

100(244) 

101(245) 

102(246) 

103(247 ) 

104(248) 

105(249) 

106(250) 

107(251) 

On th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Kwangsi and Kwang- 

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pp. 179 一 209 

(with P. Teilhard de Chardin, W.C. Pei, and H.C. 

Chang) 

中 国 地 史上 之 爬行 动物 “地质 专 报 ， 乙 种 第 8 号 。1 一 56 页 

新 疆 孕 远 曾 形 类 化 石 之 发 见 “ 科 学， 第 19 卷 第 5 期 

关于 气象 学 纲要 自然 ， 第 128 期 

FRA 自然 ， 第 129、130 期 

广西 几 种 地 形 概述 “地 理学 报 ， 第 2 卷 第 2 期 

Cenozoic Geology of the Wenho-Ssushui District of 

Central Shan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pp. 221—246 (with M.N. Bien) 

Note on a Mammalian Microfauna from Yenchingkou 

near Wanhsien, Szechua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247—248. 

Pht kIT AE BR, 313188 ih 
关于 西北 问题 的 我 见 ” 西 北 评论 ， 第 2 卷 第 6 期 

步 林 著 “ 中 国 北部 三 幅 马 群 之 洞 角 类 化 石 ” 中 文 节 要 ”中国 

古生物 志 ， 丙 种 第 9 号 第 4 册 

秦岭 以 南 之 新 生 代 地 质 及 地 文 ” 科 学， 第 19 卷 第 9 期 

On A New Nodosaurid from Ninghsia. Pal. Sin. Ser. 

C, Vol. XI. Fase. 1. pp. 1—33. September : 

宁夏 之 新 节 结 龙 化 石 ”自然 ， 第 153 期 

生物 在 地 质 上 的 作用 “自然 ， 第 156 期 

又 一 周年 ”自然 ， 第 156 期 

On two Skeletons of Dicynodonitia from Sinkiang. 

Bull. Geol. Soe. China, Vol. XIV, pp. 483—518 

Dinosaurian Remains from Mengyon, Shan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V, pp. 519—533 

1936 “年 

安阳 殷墟 之 哺乳 动物 群 ” 国 闻 周 报 ，13 卷 1 期 ，1 一 6 页 

奥 斯 朋 逝世 感言 自然 ， 第 162 期 ,及 本 年 二 月 科学 ， 第 20 

了 



108(252) 

109(253) 

110(254) 

111¢255) 

112(256) 

113(257) 

114(258) 

115(259) 

116(260) 

117(261) 

118(262) 

119( 263) 

1204 264) 

121(265) 

122(266) 

123(267) 

124( 268) 

12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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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2 期 

论 错误 ， 地质 论 评 ， 第 一 卷 ，33 一 39 页 ， 

BARS TRAN RAH FRE WRI, Ble, 63 

一 65 页 

悼 丁 在 君 先 生 ”独立 评论 ， 第 188 号 ，26 一 28 页 
On the Cenozoic Geology of Itu, Changlo and Linchu, 

Shan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 pp. 171— 

187 

A Miocene Fossil From Shantung, Bull. Geol. Soe. 

China. Vol. XV. pp. 189—196 

Fossil Fishers from the Shanwang Series of Shan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 pp. 197—206 (with 

T.L. Tchang) 

Some New Observation on the Cenozic Geology near 

Peipi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 pp. 207— 

216 (with M.N, Bien) | 

A Mongolian Amblypod in the Red Beds of Ichang 

(Hupeh),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 pp. 217 

—224 (with p, Teilhard de Chardin) 

On a New Chasmatosaurus from Sinkiang, 

Geol, Soc, China, Vol, XV, pp. 291—320 - ，) 

甘 游 杂记 中 外 评论 ， 第 3 卷 第 5 期 至 第 4 卷 第 1 期 

魏 敦 瑞 著 “中 国 猿 人 与 其 他 人 种 及 高 等 猿 类 脑 型 之 比较 的 

研究 ?中文 节 要 ， 中国 古 生物 志 ， 了 丁 种 第 7 号 第 4 册 ， 

地 方志 及 地 方 陈 列 馆 与 地 理 教育 ， 教 与 学 ， 地 理 教学 专 号 

山东 忆 游 自然 , :第 174、175 期 

关于 陈列 馆 的 意见 “科学 ， 第 20 卷 第 5 期 

西北 的 土质 西北 文物 展览 会 特刊 及 本 年 9 月 13 月 自然 ， 第 

179 一 199 期 

三 门 系 之 历史 的 检讨 “地 质 评论 ， 第 1 卷 ，323 一 330 页 

德 日 进 著 “周口 店 第 九 地 点 之 哺乳 化 石 ”中 文 节 要 

古生物 志 ， 丙 种 第 7 号 第 4 册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Bull, 

中 国 



126(270) 

127(271) 

128(272) 

129(273) 

130(274) 

131(275) 

132(276) 

133(277) 

134(278) 

135(279) 

136( 280) 

137(281) 

138(282) 

139(283) 

140(284) 

141(285) 

site of Anyang, Pal, Sin., Ser, C, Vol, XII, Fasc, 

1, pp. 1—16 Pl, VIII, Text-Figs, 26, June (with P, 

Teilhard de Chardin) | 

新 疆 兽 形 类 动物 群 之 新 研究 ， 科 学 社 第 7 科学 团体 联合 年 会 

论文 汇集 

魏 敦 瑞 著 “中 国 狼 人 之 下 肚 一 个 比较 的 研究 ”中 文 节 要 “中 

国 古生物 志 ， 丁 种 第 7 号 第 3 册 及 本 年 12 月 地 质 评 论 ， 第 1 

卷 ，712 一 716 页 

New Finds of Fossil Bubalus in China, Bull, Geol, 

Soe, China, Vol, XV, pp. 505—516. 

普通 与 专门 ， 大 公报 科学 副刊 ， 第 7 期 
关于 科学 的 研究 与 普及 ， 大 公报 特刊 
四 川 之 脊椎 动物 化 石 ”地质 论 评 ， 第 1 卷 ，651 一 656 页 

劳 德 伯 克 著 “四 川 荣县 红 层 中 恐龙 化 石 的 地 层 关系 ”述评 
地 质 论 评 ， 第 1 卷 ，710 一 711 页 

HE “PZ AeA” 述评 “地 质 论 评 ， me, 711— 
712% , : 

1937 年 

Cenozoic Geology of the Kaolan-Yungteng Area of 

Central Kansu, Bull, Geol, Soc, Chinas Voi, XVI, 

pp. 221—260 (with M.N, Bien) 

HRAR OWA CREA ”大 公报 ，:2 月 及 科学 ， 第 21 卷 第 

5 期 

而 东 临 胸 山 旺 中 新 统 哺 乃 动 物化 石 ” 大 公报 ，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十 三 次 年 会 论文 报 要 

地 质 常识 的 需要 自然 ， 第 222 期 

前 面 的 剖面 自序 ”再 贡 ， 第 7 卷 第 1、2、3 期 ，335 一 340 页 

德 日 进 汤 道 平 著 “山西 东南 部 之 象 类 化 石 ”" 中 文 节 要 中国 

古生物 志 ， 丙 种 第 13 号 第 1 册 

奥 斯 朋 著 “ 蒙 古 上 新 统 之 阿 迷 曾 ”述评 “地 质 论 评 ， 第 2 卷 

第 2. 期，197 页 

BWA BR, A7e5H, 77-104 

9” 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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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86)a 

144(287) 

145(288)a 

146(288) 

147(289) 

148(289)a 

149(290) 

150(291) 

151(292) 

152(293) 

153(294) 

154(295) 

15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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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iassic and Cretaceous Reptile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Yol, XVII, No, 1, pp. 109 

--120, with 7 text-figures : 

A New Dinosaurian from Sinkiang, Pal, Sin,,New 

Series No,2, Whole Series No, 105, pp 1—25, with 

two plates, and 12 text-figures and pp, 1—4 (in 

Chinese) | 

PR ZS SEA ”地 质 论 评 ， 第 2 卷 第 3 期 ，267 一 272 页 

HHA: “PHRA”, BBi- WHICH 2 卷 第 3 期 ， 

294 一 297 页 

On a Miocene Mammalian Fauna from Shant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II, No.2, pp. 209 

—244, with 3 Plates and 17 Text-figures | 

如 何 研究 地 质 学 ? -商务 印 书馆 出 版 周刊 ， 世 月 、 八 月 份 ， 

德 日 进 汤 道 平 著 :“ 山 西 东 南部 上 新 统 之 骆驼 麒麟 及 鹿 化 

石 ”中 文 节 要 ”中国 古 生物 志 ， 新 丙种 第 1 号 (总 号 第 102 

Wt), 1 一 7 页 

脊椎 动物 化 石 研 究 之 新 趋向 ”科学 ， 第 21 卷 第 8 期 ，661 一 

617 页 

非常 时 期 之 地 质 界 .地质 论 评 ， 第 2 卷 第 6 期 ， 509 一 513 页 

AVES. “中 国 北部 维 拉 佛 朗 期 后 之 间断 ”述评 ”地质 论 

评 ， 第 2 卷 第 6 期 ，581 一 582 页 

Ge: “山东 栖霞 山 唐山 火山 岩 流 下 之 砂 金 ”述评 - 地 

质 论 评 ， 第 2 卷 第 6 期 ，582 一 583 页 

New Vertebrate Horizon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II. Nos. 3—4, with one plate and one 

text-figure, pp. 269—288 

On the Triassic Dicynodonts from Shansi.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II, Nos. 3—4, with 9 text-figures, 

pp. 393—412. 

An Early Tertiary Vertebrate Fauna rah Yuanchu.,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II, Nos. 3—4, with 16 

text-figures, pp. 4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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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研 究 的 继续 ”地 质 论 评 ， 第 3 卷 第 1 期 ，71 一 76 页 

一 成 年 女 中 国 猿 大 头骨 的 再 造 ， 地 质 论 评 ， 第 0 

143 一 146 页 ， 图 版 3 

我 们 应 有 的 慎 悔 和 努力 ”地 质 论 评 ， 第 3 卷 第 2 期 ，167 一 

180 页 

新 采集 之 肴 椎 动物 化 石 简报 WRT, -第 3 卷 第 3 期 

293 一 298 页 

裴 文中 著 ; “周口 店 工 作 ” 述评 “地质 论 评 ， 第 3 卷 第 3 期 ， 
352 页 

MMs: “人 类 化 石 之 脑膜 中 动脉 分 枝 及 其 在 分 类 上 之 地 

“位 ”述评 “地 质 论 评 ， 第 3 卷 第 3 期 ，352 页 

矿物 学 ( 林 克 著 ) 五 十 年 来 的 德国 学 术 第 3 册 ， 855 一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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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一 638 页 

A New Stegodon from Kwangsi: Bull. Geol.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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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Beds” in Huna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III, Nos. 3—4,with three maps and 14 text-figures, 

pp. 259—300 (with M.N. Bien and C. 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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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f the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_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ngress. pp. 

1—4 (ms. ) 

1939 4 

西南 的 山洞 〈 西 南 温 话 之 二 ) 益 世 报 边 疆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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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的 水 系 (西南 漫话 之 五 )， 益 世 报 边疆 周刊 

西南 的 冰雪 区 域 (西南 漫话 之 六 )， 益 世 报 边疆 周刊 

西南 的 河谷 (西南 漫话 之 七 )7 益 世 报 边疆 周刊 

RERL AWM WRF, 4 SH 2 期 ， 

页 ， 图 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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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论 评 ， 第 4 卷 第 2 期 ，130 一 133 页 

Additional Dicynodontian Remains from Sinkia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X, No. 2, with 3 Plates 

and 16 Text-figures, pp. 111—146 

抗战 期 中 西北 之 发 展 “ 新 西北 月 刊 ， 第 1 卷 第 4 期 ， 7 一 1 页 

路 南 新 生 代 地 质 ”地 质 论 评 ， 第 4 卷 第 3、4 合 期 ，165 一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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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最 旱 的 陆 生 动物 (西南 漫话 之 十 ) 益 世 报 边疆 周刊 

禄 让 恐龙 化 石 发 现 之 经 过 及 其 意义 科学 ， 第 23 卷 第 11 期 ， 

693 一 696 页 ， 图 ! Q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Lufeng Saurschian Remains. 

71—76 

40th Anniversary Paper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ith three plates, pp. 111—114 

On A New Sauropoda, with Notes on Other Fra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1X. No, 3, with text-ligures, pp. 279— 

315 

mentary Reptiles from Szechua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X No. 3, with Text-figures,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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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HES hy 25 MUIR, Fh 4 ae SG RA, 413 

一 422 页 ， 图 版 1 

New Fossils from Wanhsien, Sze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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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一 280 页 ， 附 插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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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上 之 意义 地质 论 评 ， 第 5 卷 第 1、2 合 期 ，29 一 35 页 

MARS: “周口 店 第 十 二 地 点 化 石 ”述评 ”地 质 论 评 ， 第 

5 卷 第 3 期 ，252 一 258 页 

PKS. “HAAR LS LRA AAD” 
述评 “地 质 论 评 ， 第 5 卷 第 3 期 258 一 261 页 

四 川 巴 县 新 开 市 和 尚 坡 洞穴 地 层 之 发 现 及 其 意义 地 质 论 
评 ， 第 5 卷 第 4 期 ，319 一 326 页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Mesozoic Mammals of 

Lufeng, Yunna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 

No. 1, with 11 text-figures, pp. 93—111 

许 氏 神 丰 龙 之 再 造 ” 地 质 论 评 ， 第 5 卷 第 6 期 ，437 一 438 ~ 

页 ， 图 版 1 

New Horizons of Tertiary Mammals in S. China 

(correlated with N. China). With one sketc map. 

Proceedings of the 6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of 

the 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II, pp. 531— 

534 (with M.N. Bien) 

对 热心 采集 骨 化 石 同 志 进 一 言 “地 质 论 评 ， 第 5 卷 第 6 期 ， 

543 一 548 页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Lufeng Vertebrate Fossils.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 Nos. 3—4, pp. 23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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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人 类 化 石 研究 之 贡献 与 期 望 ”油印 本 ， 国立 江苏 医学 

院 青 年 讲座 讲演 录 第 一 期 ，1 一 6 页 

脊椎 动物 化 石 之 采集 与 修理 〈 增 订 本 ) win BRKY 

地 质 系 出 版 ，1 一 53 页 

抗战 三 A ICZM 科 学 ,第 

25 卷 第 1、2 合 期 ，30 一 31 页 | 

四 川中 生 代 改行 动物 之 新 发 网; 地质 论 评 ; 第 6 郑 第 3 4 合 
期 ，215 一 228 页 

亚 伯 尔 著 : “地 史上 之 疹 检 动物 -动物 世界 之 第 四 郑 ? 还 

iF ”地 质 论 评 ， 第 6 卷 第 3 443, 328-332 

地 质 学 与 史学 ; 文史 杂志 ， 第 1 卷 第 5 期 ,1 一 4 页 ， 

On two New Fossil Fishe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I, No: 1, with one 

plate, pp. 91—96 

Notes on Some Newly Discovered Late Cenozoic 

Mammals from Southwestern and Northwester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I-No.1, with 4 

text-figures. pp. 97—106 (With T. H. Mi)- 

PRE OE ERA FL ZR MA TES OC 普 溃 5 

6 合 期 y- 409 一 411 页 。: 1 

A Complete Osteology of Lufengosaurus huenei Young 

(gen. et sp. Nov. ) from Lufeng, Yunnan, China. Pal. 

Sin. New Series C, No. 7, whole Ser ies No. 121, 

with 6 plates and 25 text-figures. pp..1—53 and one 

page in Chinese. beet 

Gy posaurus sinensis Young (sp. nov. ), A New Prosau- 

ropoda from the Upper Triassic Beds at Lufeng, 

Yunnan. §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I, Nos. 2—4. 

with 9 plates, pp. 205—252. 

1942 年 

Yunnanosaurus huangi Young (gen. et sp. nov. )A Néw 

Prosauropoda from the Red Beds at Lufeng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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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II, Nos. 1a with one 

plate and 17 text-figures, pp. 63—104. 

追 念 段 绳 武 先 生 ” 协 导 周 刊 64 一 65 合 期 ， 第 1 张 第 一 版 。 

黄河 导向 蒙古 之 不 可 能 及 不 必要 。 大 公报 ( 渝 版 ) 10 月 26 日 

说 黄土 “图 刷 月 刊 第 2 卷 第 5 期 ，1 一 6 页 

中 国 地 和 形 发 育 管窥 ”北平 研究 院 李 石 曾 先生 六 十 风纪 念 论 

文集 ，113 一 119 页 

中 国 新 生 代 地 质 及 关 椎 古物 学 之 现在 基础 ”地质 论 评 第 7 卷 

第 6 期 ，239 一 253 页 

Fossil Vertebrates from Kuanyuan, N. Szechuan, 

Bull. Geol. Soc. China, Yol. XXII, Nos. 3—4, with two 

plate pp. 29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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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学 研究 与 古生物 研究 之 连结 “科学 第 26 卷 第 51 期 ， 9 

一 11 页 

计 荣 森 先 生 评 传 ， 科 学 第 26 卷 第 1 期 ，139 一 146 页 

由 “ 桃 化 石 ? 说 到 人 类 祖先 的 追寻 “大 公报 〈 渝 版 ) 

中 国 地 质 学 在 世界 学 术 上 的 地 位 ”时 事 新 报 〈 渝 版 增刊 ) 

五 十 万 年 以 上 历史 的 实证 ”大 公报 Ci 

一 年 来 儿 种 兰 椎 动物 化 石 之 新 研究 〈 论 文 节 要 ) whey 

第 8 卷 第 1 一 6 合 期 ，143 一 144 页 - 

秦岭 几 个 地 质问 题 〈 论 文 节 要 ) ”地质 论 评 第 8 卷 第 1 一 6 合 

期 ，114 一 146 页 。 

Some Geologic Problems of the Tsinli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III. Nos. 1 一 2 pp. 15—34. With 5 

plates.(With M.N. Bien and T.H. Mi). 

Note on Some Fossil Footprints i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 Yol. XXIII, Nos. 3—4, pp. 151— 

154. With on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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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ACB CMR RTEMRIG “地 质 论 评 第 9 卷 第 1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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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12% 
抗战 中 看 河山 ”独立 出 版 社 5+ 15 + 2227 
Fossil Hunting in China. News Bull. Society of 

Vertebrate Plaeontology, U.S. A. No. 13, pp. 14—16. 

On a Supposed New Pseudosuchian from Upper Tri- 

assic Sauroschian-bearing Red Beds of Lufeng, Yunnan, 

China. American Muscum Novitates, No. 1264, pp. 

1—4, with one text-figure ; 

Note on the First Eocene Mammal From South China.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No. 1268, pp. 1—3,- 

with one text-figure | 

TE RW SCR ART, SB4ATEG1, 299, 1 一 5 页 

傅 德 博 :“ 新 疆 海 相 第 三 纪 动物 与 地 形 之 研究 ”述评 地质 

论 评 第 9 卷 第 5 一 6 合 期 ，386 一 790 页 

On the Reptilian Remains from Weiyuan，Szechua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IV, Nos. 3 一 

4, with three plates, pp. 187—210 

新 生 代 生物 研究 之 现 况 及 其 意义 科学 ， 第 27 卷 第 4 期 ，4 
Dee ee 

怀 地 质 学 家 德 日 进 先 生 “ 真理 杂 志 ， 

465 页 

第 2 卷 第 4 期 ，463 一 

1945 4 

自然 论 略 ”商务 印 书馆 出 版 1 一 2 页 
A Review of the Fossil Fishes of China. Their 

Stratigraphia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mer. 

Jour. of Science. Vol. 243, pp. 127—137, with one 

map . 

那 林 :“ 中 国 天 山地 质 初 勘 ”地质 论 评 ， 第 10 卷 第 3、4 合 期 ， 

179 一 182 页 

地 质 学 ”科学 概论 第 五 篇 (复兴 丛书 )， 商 务 印 书馆 出 版 ， 

339 一 388 页 

Re 文史 杂志 ， 第 5 卷 第 3、4 合 期 ，3 一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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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assic Vertebrate Remains of China. Amer. 

Mus. Nogitates., No‘ 1324. pp. 1—14, with two 

text-figures 

由 所 谓 “ 武 都 原 人 ”说 到 国际 宣传 “大 公报 ( 沪 版 ) 

大 类 化 石 研究 之 近况 “大 公报 〈 沪 版 ) 自然 科学 周 刊 ， 第 

十 期 

哺乳 动物 来 源 之 追寻 及 最 早 类 似 哺 乳 动物 化 石 之 发 见 大 
公报 CP) 科学 周刊 第 12 期 

美国 地 质 机 关 谈 “地 质 论 评 ， 第 11 卷 第 5.6 期 ,391 一 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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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地 质 素 业 之 萌 姬 ， 地 质 论 评 ， 第 12 卷 第 1. 2 期 ，49 一 
62 页 

葛 利 普 师 逝世 周年 感言 ”大 公报 ( 津 版 ) 三 月 二 十 日 

On Lufengosaurus magnus Young (sp. nov.) and 

Additonal Finds of Lufengosaurus huenei Young Pal. 

Sin. , New Series C, No. 12, Whole Ser. 132, pp. 1 一 

”53 English, 1—2 Chinese, with text-figures 

RES SE CHRP WII 12 5 3. 4 AH, 159 

一 161 页 

烽火 中 谈 学 人 人， 地质 论 评 第 12 卷 第 3、4 合 期 ，267 一 280 页 

丽 龙 之 号 召 力 及 其 研究 之 困难 ” 文 讯 月 刊 第 7 卷 第 1 期 ， 

32 一 34 页 

论 自然 实物 之 有 计划 采集 之 重要 “ 文 讯 月 刊 第 7 卷 第 2 期 ， 

79 一 80 页 

新 眼界 ”上海 商 务 印 书馆 x+1 一 4+1 一 282+ 1 一 5 页 

三 十 年 来 之 中 国 古 生物 学 ”科学 第 29 卷 第 12 期 ,355 一 358 页 
Notes on a Pleistocene Microfauna from Loping 

Kiangsi.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XVII, pp. 163 

—170, 2 Text-figs | 

记 章 爱 存 先生 ， 文 讯 第 7 卷 第 6 期 ，291 一 292 页 。 

7 



257(410) 

258(411) 

259(412) 

260(413) 

261(414) 

262(415) 

263(416) 

264(417) 

265(418) 

266(419) 

267 (420) 

268(421) 

269(422) 

270(423) 

271(424) 

272(425) 

273(426) 

©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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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alaeontological News.) News Bulletin of 

Soc. of Vert. Pal. , No. 22 pp. 27—37 

Mammal-Like Reptiles from Lufeng, Yunnan, China. 

Proc. Zool. Soc. London. Vol. 117, pts. I & LI. pp. 

537—597, with plates I—IV, and 23 Text-figures | 

1948 年 

积 石山 探测 团 之 展望 大 公报 ( 沪 版 7 二 月 甘 日 版 图 第 4 期 

科学 家 是 怎样 成 长 的 ? ”科学 第 30 眷 第 3 期 ，865 一 69 页 

记 纽 约 自 然 历史 博物 馆 ” 文 讯 第 8 卷 第 3 期 ，445 一 448 页 

Budorcas, A New Element in the Proto-hiatoric 

Anyang Fauna of China. Amer. Jour, Sc, 246,. 

March, 15—164 , 

由 儿 个 国际 学 术 会 议 谈 起 “大 公报 ( 沪 版 ) 五 月 二 十 五 有 
论 权 威 “ 文 讯 第 8 卷 第 6 期 ，617 一 618、624 页 ， ， 

外 蒙古 在 自然 科学 上 之 地 位 “国防 月 刊 ， 第 6 卷 第 1 期， 

5 一 7 页 - 

Notes On the Occurrence of Sauropod Remains from 

N. Kweichow, China. Sc. Rec. , 2,2, 200—206. 

安阳 殷墟 扭 角 羚羊 之 发 见 及 其 意义 ”中央 研 究 院 历史 BA 

研究 所 中 国 考古 学 报 ， 第 3 册 ，261 一 265 页 

读 魏 敦 瑞 先 生 ” 太 公报 ( 沪 版 )237、7、38 
On Two New Sauriachians from Lufeng， Wai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28, Nos. 1—2, PP. 75 一 90， 

8pls, sfigs | 

Further Notes no Gyposaurus sinenis, Young.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28, Nos. 1—2, Pp. 91—103, 

5pls ae 

新 生 代 研究 室 二 十 年 ， 科 学 第 30 卷 第 11 期 ， 325 一 328 页 

Notes on the Pontian Mammalian Fauna from Eastern 

Kansu. Nat, Peking Univ. iftieth Am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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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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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Lepidosauria from China. Amer. Jour. 

Sc. ,Vol. 246, pp. 711—719 

古代 的 生物 文物 书局 ，I 一 34 页 

国外 印象 记 一 同上 ，1 一 2+I+4+I 一 144 页 

Fossil Crocodiles in China, with Notes on Dinoasurian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the Kansu Crocodiles. 

Bull. Geol. Soc. , 28, 3—4, 255—288, with 7 pls., 5 

text-figures 

1949 年 

西北 地 质 系 之 前 瞻 “ 西北 大 学 地 质 学 会 通讯 第 2 期 ，1 一 2 页 

China (Palaeontological News). News Bull. Soe. 

Vert. Pal. , No. 25, p. 27 

自然 科学 者 问 生 产 去 ”南京 科学 第 3 期 ，1 一 2 页 

上 新 统 更 新 统 的 分 界 “科学 ，31，11，332 一 334 页 

人 类 进化 的 里 程 “地 质 论 评 ，46，123 一 134 页 

中 国志 外 鱼 化 右 ”中国 古 生物 学 会 讯 ， 第 3 期 ，7 一 8 页 
Notes on a Mammalian Collection Probably from the 

Yu She Series (plocene), Yu Shé, Shansi, China. 

Gontrib. Inst. Geol. Academia Sinica No. Bo 273: 301" 

4 pls., 1 fig. (with P. T. Liu, Feb. 1949) 

ZB 2A PRS HR, 4, 145 

。 139° 



290(442)a 

291(443) 

292(444) 

293(445) 

294(446) 

295(447) 

296 (448) 

297(449) 

298 (450) 

299(451) 

300(452) 

301(453) 

302(454) 

303(455) 

304 (456) 

305(457) 

306(458) 

307 (459) 

- 140° 

king Szechuan. 

一 153 页 

北京 人 答 问 ,南京 人 民 文 化 报 

1950 4 

论 科 学 大 众 化 ”科学 大 众 ， 第 7 卷 1 期 1 6-8” 

动物 分 类 研究 之 重要 科学 32， 9, 257 一 258 页 

漫谈 丽 龙 ”科学 大 众 第 8 卷 第 2 期 ，41 一 43 页 -75 

地 质 名 词 的 来 源 及 统一 “地 质 论 评 ，15》 55 一 59 页 0 

化 石 是 过 去 生物 的 写 影 ， 科 学 通报 ，1' 辣 436 一 439 页 

把 中 国 地 质 事业 交还 中 国人 民 地 质 工 作者 。 丝 明日 Hits 十 

—A=+H848 

Notes on a New Turtle from Kansu, China. 

Novitates No. 8, 1—5, with 2 Text-figures © 

Notes on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order Bradyodonti 

in China. Sc. Rec. 3, Dec, 243—246. 

REM H PHP, 1, 2-4, 375 一 378 页 | 

On the Mammalian Fauna at Koloshan near Chung- 

Bull. Geol. Soc. China, 30, 1—4, 43 

Pal. 

—90, 22 Figs. ) 

The Plio-Pleistocene Boundary in China. 

Geol. Report of the 18th Session, Great 

Britain, 1948, part LX, 115—125 

Intern. 

Congr. 

1951 年 

Main Vertebrate Horizons in China, Their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aunastic Character 

and Correlation. Intern. Geol. Congr, Report of the 

18th Sessoon, Great Britain, 1948, part XI, 66—73.. 

HAHA WAS 科学 通报 ，2，2，, 129, 134. 

OU KAR DAW HALE, 25 3y257 一 259 页 

猿 ? 还 是 人 ? ( 步 龙 、 鲁 滨 孙 原著 ) 同上 ，24， 36tr 06 页 

五 四 一 一 新 中 国 的 序幕 九 三 社 讯 ，3。17 

河套 人 序 (H=KA) 1 一 2 页 



308(460) 

309(461) 

310(462) 

311(466) 

312(467) 

313(470) 

314(471) 

315(472) 

316(473) 

317(475) 

318(476) 

319(477) 

320(478) 

321(479) 

322(480) 

REREER RLSM? 

“科学 ?永生 ”科学 32 增 刊 号 ，77 页 

周口 店 发 掘 工作 的 过 去 现在 和 未 来 科学 通报 ，2，7，693 

一 696 页 | 
由 原始 生物 到 人 所 经 过 的 几 个 大 关 

直 生 物 学 研究 法 ”中华 书局 ，1 一 68 页 

禄 丰 蜥 龙 动物 群 中 国 古 生物 志 , 总 号 134， 新 丙种 第 13 号 ， 

1 一 96 页 ， 擂 图 19 图 版 12 

1952 年 

肴 椎 动物 化 石 研 究 的 新 成 就 ”科学 通报 第 3 卷 第 1 一 2 合 期 ， 

06122564 页 
CE RARER HELMS Se 科学 通报 第 6 期 ，404 一 

4057 
BLE KR AT HM, 199— 

200% 

演化 的 实证 与 过 程 ”商务 印 书馆 ，1 一 212 页 
On a New Therocephalian from Sinkiang China. 

Acta. Scientia. Sinica. , Vol. 2, 152—265, 2 pls, 6 

- Text-figs 

1953 “年 

新 疆 兽 头 类 的 首次 发 现 ”古生物 学 报 工 1.1 一 10 页 ， 图 版 

2, #86 

HARD SOR. WGK. 

53H, 11—14+10R 

New Fossil Reptiles from Szechuan. 

科学 通 报 ， 第 

Acta Scientia 

Sinica, II3, 216—243, with 8 Text-figures, plates 1 

- 一 8 (with M. C. Chow) 

DN PARRA AW RR AAR EIR 1 3, 

87—110K, Misia ROA ( SHAS) : 

周口 店 ， 世 界 最 古 的 文化 宝库 ARR, 38.12 期 ，36 一 

38 页 

“4 



323(481) 

324 (482) 

325(483) 

326(484) 

327(488) 

328(489) 

329(490) 

330(491) 

331(492) 

332(493) 

333(494) 

384(495) 

335(496) 

336 (497) 

$37 (500) 

338 (501) 

+ 142° 

1954 年 
~~ 

我 国 卞 氏 兽 与 哺乳 动物 的 来 源 .生物 学 通报 第 1 期 ，3 一 7 页 

古生物 学 工作 者 如 何在 总 路 线 的 灯塔 照 沟 下 为 祖国 建 建 服 
务 ， 科 学 通报 第 3 期 ， 18—21, +8 页 。 heya ine 
2 卷 第 3 期 109 一 116 页 ) 

昌都 附近 硬 齿 鱼 的 发 见 古生物 学 报 II 1, 

XIE TE) 

—A DSI, —HAAR HHH AED HF? 中 

国 古生物 学 会 讯 ， 第 7 期 ，9 一 11 页 
On a New Sauropoda from Yiping, Szechuan, Chik: 

We (与 

Scientia Sinica. 3—4, 481—504, 6 Text-figures. : 

Fossil Reptiliaa Eggs from Laiyang, asia 

China. ibid. , 505—522, 5 Text-figures, 4 plates. — 

四 川 宜宾 的 一 种 新 蜥 脚 类 古生物 学 报 2， 和 1355 一 369 页 ， 

6 播 图 

山东 莱阳 和 蛋 化石 ”同上 ，371 一 388 页 ， my Tr 

1955 年 

中 国 化 石 人 类 研究 的 过 去 现在 与 未 来 ”科学 通报 第 1 期 ，10 

一 14 页 ( 文 见 中 国 大 类 化 石 的 发 见 与 研究 专 书 中 ) 

研究 化 石 人 类 的 意义 一 一 纪念 中 国 狼 人 第 一 头盖骨 发 + i 

二 十 五 周年 ”生物 学 通报 ， 第 2 期 ，1 一 3 页 ， | 

The Study of Fossil Man New China, People’s 

China, 4, 15—18 (fA CMRI. AM) 
关于 古生物 研究 的 儿 个 问题 “科学 通报 ， 第 5 期 ，44 一 44 页 

安徽 泗 洪 县 及 五 河 县 东部 第 四 纪 地 层 及 化 石 产地 CG 岗 明 

镇 合作 ) “古生物 学 报 第 3 卷 第 1 期 ，47- 一 53 页 
记 安 徽 泗 洪 县 下 草 湾 发 见 的 巨 河 狸 化 石 并 在 五 河 县 威 咀 发 

见 的 哺乳 类 动物 化 石 gS ”同上 ，55 一 66 页 COVETS 

SHDWK FAI—XI, HA 1 一 270， raed es 

386i 

实用 主义 的 生物 学 上 的 根据 到 底 是 什么 ? 哲学 研究 ， 60 



339(502) 

340(504) 

341(505) 

342(506) 

343(507) 

344(508) 

345(510) 

346(511) 
347(512) 
348 (513) 
349(514) 

350(515) 

351(516) 

352(517) 

353(518) 

一 69 页 

珍贵 的 礼物 “光明 日 报 11 月 6 日 。 

1956 年 

古 肴 椎 动物 与 古人 类 学 研究 的 光明 远景 科学 通报 ， 第 5 

期 ，58 页 

中 国 兰 椎 动物 化 石 的 新 发 现 SARA) ， 中 国 古 生物 

学 会 讯 第 9 期 

甘肃 灵 武 渐 新 世 哺 乳 动 物化 石 与 周明 镇 合作 ) ”古生物 学 

报 ， 第 4 卷 4 期 

笔谈 百家争鸣 ”科学 通报 第 9 期 ，54 页 

YcIHeXxH HaIeoOHFOJTOFHJ B 人 HTa 站 cko 直 HapogHou Pecny- 

6JIHke. Hobie Haxoyzku octarkoH uckomaeMbIx IO3BOH- 

ouHBIx. (ABTop H Uoy Muxn-a3H) Becruuk Akaaeuuu 

Hayk OCCP, 9, crp. 55—59 

Latest Discoveries in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in 

China. Sci. Sin. , Vol, 5 No. 3. pp. 603—610 (with M. 

C. Chow) 

1957 = 

ERIN Re PARR MM, 1—-26R, HAE 

论 兰 椎 动物 化 石 被 破坏 的 严重 性 “广西 目 报 3 月 22 晶 
访 苏 两 月 记 科学 出 版 社 ，1 一 58 页 ， 播 图 19 
Neoprocolophon asiaiaticus, A New Cotylosauran 

Reptile First Discovered from China. Vertebrata 

Palasiatica, Vol. 1 No. 1, pp. 1—8, with one plate 

and 5 figures 

秦岭 以 北新 构造 问题 “中国 科学 院 第 一 次 新 构造 运动 ER 

会 ， 捅 图 6，74 一 78 页 

山西 武 乡 三 和 登 纪 故 行 动物 群 在 地 层 和 生物 上 的 意义 (单行 

本 ) 图 2， 表 2,，1 一 7 页 
JIecc 了 HTag. bxpoaa，)Ne5，CcTD. 61—67 

WAKARELE ”中国 古生物 志 新 丙种 ， 第 16 号 ， 总 号 

。143 。 



第 142 册 

354(518)a 演化 的 实证 与 过 程 〈 重 订 本 ) 科学 出 版 社 ，1 一 196 页 

355(520) 

356(521) 

357 (522) 

) 358 (523) 

359(524) 

360(525) 

361(526) 

“362(527) 

363 (528) 

364(529) 

365 (532) 

366(534) 

144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wer Triassic Reptilian 

Science Record, 
as 

Fauna from Wuhsiang of Shansi. 

N.S. Vol. 1, No. 4, 265—270 

O eATeNbHOCTH H HAMpaBIeHHH pa3BuTuA BeexutTaickoro 

IarTeoHTOTOHdekoro OOmecTBa. Bionnetrenbh M. O-BA. 

MCI. IIpuponp. Ornen Peon. XXXII(4):147—150. 

IIpexrBapHTerTPpHoe paccmorpenne H3 JlalisHa B HPOBHHIIHH 

IIaHpIyH. Bionnetenb M. O-BA. HCI. Mpuporzs. Orzen 

Teom. XXXII(4):155—160 | 
Note on a Fragmentary Carnosaurian Mandible from 

Turfan, Vert. Palas., 1(2), 159—162, 

p1. 工 (与 孙 艾 玲 合作 ) HMMA RARKRALIT RHR) 
MOSBOHOUHEIX B Kurtae. PITeTeHPE 

M. O-BA MCT. Tipupo mnt. Oren Yeon. XXXII (4)#139 

—124 〈 与 周明 镇 合作 (PRM AAD) 

中 国 太 兰 椎 动物 化 石 研 究 的 回顾 和 成 就 ”科学 通报 第 23 期 ， 

713 一 716 页 

Sinkiang. 

Tla neoHTONOTHA 

1958 = 

New Saruopods from China. Vert. -Palas., 2(1), 

1—29, Pl. I( 中 国 的 新 蜥 脚 类 ) (摘要 ) | 
The Mounting and Restoration of T'sintaosaurus. 

Vert. Palas, 2(1), 56—59 (青岛 龙 的 装 架 和 复原 ) 

Hiatorical Signifcance of the Research of Vertebrte 

Paleontology in China. Vert. Palas. , 2(1), 60—64 

(ZE PBS DF FE a FF HE ob Dy BY FR PE FAT FL 7 TA 

The Dinosaurian Remains of Laiyang Shantung. 

Palaeontogia Sinica. , Whole Number 142,New Series 

C. No. 16, 1—138, Plate. VIC lj Ax 3K PH #8 21t A) 

LAWRP MAHA PeKR, WAS, 167-1718 

On the New Pachypleurosauroidea from Keichow, 



367(535) 

368 (536) 

369(537) 

370(538) 

371(539) 

372(540) 

373(541) 

374 (542) 

375 (543) 

376(545) 

377 (546) 

378 (547) 

379(548) 

380(549) 

| and Shikama. 

Southwest China. Vert. Palas. , 2 (2—3), 69—82, 

Plate I—-V (贵州 新 发 见 的 肿 肋 龙 化 石 ) 
On a New Locality of Yabeinosaurus temuis Endo 

Vert. Palas., 2 (2—3), 151—156, 

Plate 1 (一 新 矢部 龙 地 点 的 发 见 及 其 在 地 层 上 的 意义 ) 

悼念 陈 德 清 先生 十 关 椎 动物 学 报 ， 第 2 卷 第 2 一 3 期 ,178 页 
The First Record of Dinosaurian Remains from 

Shansi. Vert. Palas. ; 2(4), 231—236 (首次 在 山西 发 

现 的 恐龙 化 石 ) 
On the Occurrence of Chasmatosurus from Wuhsiang, 

Vert. Palas., 2(4) 259—262, Plate I—III 

(山西 武 乡 加 斯 马 吐 龙 ) 

Shansi, 

° 1959 年 

四 川 渠 县 一 新 剑 龙 

解放 以 后 的 古 背 椎 动物 学 “古生物 学 报 ， 第 7 卷 第 .1 期 ，81 

一 84 页 ，， 

山东 莱阳 恺 龙 化 石 的 新 采集 ， 古 兰 椎 动物 与 古人 类 ， 第 1 郑 
第 1 期 ，53 一 54 页 

山西 武 乡 中 国 肯 氏 兽 动物 群 的 新 分 布 和 在 地 层 上 的 意 义 的 

前 景 ， 古 兰 椎 动物 与 古人 类 ， 第 1 卷 1 期 ，11 一 15 页 (SH 

艾 玲 、 王 存 义 合作 ) Gy 
+E +R AE. WED 
学 ， 科 学 出 版 社 ，1 一 18 页 
On a New Fossil Egg from Laiyang, Shantung. Vert. — 

Palas. ,3(1), 34—36, Plate 1—11 

On a New Nothosauria from the Lower Triassic 

Beds of Kwangsi. Vert. palas., 3(2),73—78, Plate 

I—II i 
On a New Stegosauria from Szecbuan, China, 

Vert. Palas. ,3(1), 1—8 ) 

古生物 学 的 研究 及 其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人 民 上 日 报 6 月 25 日 

New Development of Stratigraphical Correlation in 

* 1456 



381(550) 

382(551) 

383 (552) 

384 (553) 

385 (554) 

386(556) 

387(558) 

388 (559) 

389(560) 

390(561) 

391 (562) 

392(564) 

* 146 « 

the Light of Fossil Vertebrates since the Liberation 

(1949) of China. Acta Palacontologica Sinica, 7(5), 

329—315 . 

浙江 景 宁 一 新 蜥 蝎 类 化 石 ” 科 学 记录 新 辑 ， 第 3 卷 10 期 ,420 
一 422 页 ， 图 版 1 

On a New Lacertilia from Chingning Chekiang, 

China. Scicnce Record New Ser. , 3(10),520—523, 

Plate 1 

古 低 等 四 足 类 (SRO) 研究 ”十 年 来 的 中 国 科学 "古生物 

学 ， 科 学 出 版 社 ，69 一 90 页 
Memories of pere P. Teilhard de Chardin. 

Bulletin, Soc. Vert. Pal. , No. 56, June, 33—35 

Note on the First Cynodoat from the Sinokannemey- 

Vert. Palas. , 3(3), 

News 

eria-Faunas in Shansi, China. 

124—132, Plate I-III 

了 OBEIe HaxOZKH HCKOMaeMBIX CTpaycos B KuTae AH Hx 

T py6% komucouu no 

HG X “Teccu 

cTpaTurpaduyeckoe 3HagqeHHe. 

usyuenulo ueTeepTuunoeo ne pyri 

Ceeepnoeo Kutan”, 124—127 

README WRI ae Hoe th Be KES 
物 与 古人 类 … 第 1 卷 3 期 ，109 一 119 页 (GHRR, MHA, 

BAP AB IF) 

TlaneoHTomrua HH3ILIHX weTBepOHOrHx. I] pupo6a, 69 

—73 (KSOkRAAROD*>) 

Chinese Vertebrate Palaeotology Since the Libera- 

tion. Scientia Sinica, 8(10), 1153—1160 

恐龙 ”科学 出 版 社 ，1 一 46 页 

1960 年 

为 争取 古人 类 研究 工作 的 更 大 跃进 而 奋斗 “ 古 着 椎 动 物 与 
古人 类 ， 第 2 卷 1 期 ，5 一 8 页 

中 国 能 鸟 蛋 化 石 的 新 发 现 和 其 在 地 层 上 的 意义 古 背 RE 
“和 胸 与 古人 类 第 2 卷 第 2 期 ，115 一 119 页 〈 与 孙 苹 玲 合 作 ) 



393(565) 

394(566) 

395(567) 
396(569) 

397(570) 

398(572) 

 399(573) 

400(574) 

401(575) 

402(576) 

403(577) 

404 (579) 

405 (580) 

406(581) 

407 (582) 

Fossil Footprints in China. Vert. Palas., 4(2), 53 

—66, Plate I—xX 

New Localities of Asuropterigans in China. Vert. 

Palas. , 4(2), 82—85, Plate I 

Pt LEER BREN AR, 2S, 2-34], 34—36R 

HARDMAN RMR PMI, BOM, 144-145 
a SHED EP LA RR, 3 8 HH, 225 

一 233 页 

1961 年 

On a New Crocodile from Chuhsien, E. Shantung. 

Vert. Palas, No. 1, 6—10, Plate I—IIl (yA BRB— 

83) . ) 
Note on Skin Imprint of Yangtzcpus yipingensis 

from Szechuan. Vert. Palas., No. 1, 65—66, Plate 

I 一 工 《〈 四 川 宜宾 扬子 鲍 脚 印 的 皮 痕 ) - 

On a New Cynodont from. NW Shansi. Vert. Palas. , 

No. 2, 109—114, Plate 1 《山西 西北 部 的 一 新 犬齿 类 ) 

On Two New Fossil Lizards of China. Vert. Palas. , 

No. 2, 115—120. Plate 1 (中 国 新 发 现 的 两 蜥 蝎 化 石 ) 

古生物 学 在 我 国 的 发 展 ”科学 报 第 151 期 (6 月 23 悍 ) 

关于 中 国 低 等 四 足 类 化 石 属 的 统计 十 兰 椎 动物 与 古 人 类 

第 3 期 ，284 一 285 页 

1962 年 

关于 证 生物 学 科 的 发 言 RAR) “广州 会 议 书面 发 言 稿 ， 

1 一 6 页 

吸收 研究 工作 中 的 经 验 教 训 科学 报 ， 第 178 期 

:把 失掉 的 “连锁 ? 找 回来 ”文汇报 7 月 22 日 第 3 版 
Some Reptilian Fossils from the “Red Beds” of 

Kwangtung and Chekiang. Vert. Palas. , 6(2), Plate 

1, 130—135 〈 与 周明 镇 合作 ) 

° 147。 



408(583) 

409(584) 

410(585) 

411(586) 

412(587) 

413(588) 

414(589) 

415 (590) 

416(592) 

417 (593) 

418(595) 

419(596) 

_ 420(597) 

+ 148 

(M dé “ek” AAR HE SD Wk AD 

1963 年 

Note on a New Locality of Dinosaurian Remains 

from Teiho, SE. China. Vert. Polas. 

7(1), 48—51 Gc? BM As Ba PT AY RR DE 1k Sth A) 

书刊 评介 附 记 同上 ，91 页 

古 肴 椎 动物 与 古人 类 研究 所 著作 目录 汇编 序 (1953 一 1963) 
On a New Pareiasaur from the Upper Permian of 

Shansi, China. Vert. Palas. , 7(3), 195—212. Plate 

I (with H. K. Yeh) (锯齿 龙 类 在 我 国 的 初次 发 现 ) (Seb 

祥 奈 合作) 

Additional Femains of Chasmatosaurus Yuani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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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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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号 153， 

1978 = 

禄 丰 始 带 齿 兽 的 新 材料 HRMS HAB16(1), 1-3 

页 ， 图 版 
(New Materials of Eozostrodon) 

SHFRBENAR HAH AWSAARIEC), P. 222—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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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力 开展 第 四 纪 冰 川 调查 和 深入 研究 1 一 8 页 与 贡 兰 坡 合 
作 ) 

1979 年 

关于 宁夏 的 一 个 蛋 标本 ”十 兰 椎 动物 与 二 大 类 ，1741)5 35 

河北 兴 平 县 足 印 化 石 HARWWAAAR, 17(2) 



472(663) 

473(664) 

474(665) 

475 (666) 

476(667) 

477 (668) 

478(669) 

479(670) 

480(671) 

481(672) 

482(673) 

483(674) 

SHERRARK ARM ERA WHS 古 人 

类 ，17(2)， 图 版 2 

河南 济源 一 新 晚 二 酸 纪 动物 群 古 兰 椎 动 物 与 古人 类 ，17 

(2)99 一 113 页 

(AR RS (A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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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 RBA 〈 本 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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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 生理 学 家 

(1898—1978) 

罗 a OU 
黄 宗 OR 

罗 宗 洛 教授 是 我 国 近代 植物 生理 学 的 创始 人 之 一 。 曾 担任 中 

山大 学 、 暨 南大 学 、 中 央 大 学 、 浙 江 大 学 教授 和 人 台湾 大 学 校长 、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土 兼 植物 研究 所 所 长 。 解 放 以 后 任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所 长 、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并 当选 为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第 一 届 、 第 二 届 理 事 长 。 被 选 为 苏联 农业 科学 院 通 

讯 院士 、 日 本 植物 学 会 名 眷 会 员 。 早 年 研究 矿质 人 营养、 植物 细胞 

原生 质 胶 体 化 学 ， 后 者 在 当时 是 植物 细胞 生理 中 的 开创 性 研究 。 

后 又 开展 了 植物 组 织 培养 和 微量 元 素 、 生 长 素 等 方面 的 研究 。 为 

了 使 基础 理论 结合 实际 生产 的 需要 ， 曾 在 水 分 生理 、 抗 性 生理 、 

辐射 生理 等 领域 从 事 研究 工作 。 并 亲自 参加 苏 北 沿海 造林 、 西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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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 地 区 和 盐 涡 化 对 植物 生长 影响 的 考察 调查 和 研究 ， 多 次 亲 往 

华南 〈 包 括 海 南 岛 ) 从 事 橡 胶 树 冷 害 等 问题 的 调查 和 考 守 诊 断 。 

晚年 致力 于 植物 细胞 生理 学 的 研究 。 

one 

罗 宗 洛 于 1898 年 诞生 于 浙江 省 黄岩 县 。 父 亲 是 小 商人 ， 罗 宗 

洛 在 六 岁 时 形 母 。1905 至 1911 年 在 家 乡 上 私 襄 。1911 年 在 安定 中 

学 学 习 ， 第 二 年 他 转 赴 上 海南 洋 中 学 就 读 ,该 校 设 在 上 海 近郊 区 ， 

学 风 朴 素 。1917 年 毕业 于 南洋 中 学 。 当 时 军 阎 横行， 封建 专制 依 

然 禁 钢 科 学 文化 事业 的 发 展 ， 年 青 的 罗 宗 洛 怀 着 爱国 热情 并 以 探 

索 科 学 为 终生 事业 的 志愿 ， 前 往日 本 留学 。1918 年 考取 日 本 东京 

第 一 高 等 学 校 预科 ， 他 领 得 了 浙江 省 的 官 费 。1919 年 读 完 预科 ， 

前 往 目 本 东北 仙台 市 第 二 高 等 学 校 理 科学 习 ， 三 年 学 习 完 毕 ， 

1922 年 又 到 北海 道 帝 国 大 学 农学 部 植物 学 科 攻 读 。 因 为 他 的 物理 

化 学 基础 较 好 ， 他 便 得 到 著名 的 植物 生理 学 教授 坂村 彻 的 筑 识 ， 

随 该 教授 学 习 植 物 生 理学 。1925 年 毕业 于 大 学 本 科 以 后 ， 继 续 进 

该 大 学 研究 院 “《 日 本 称 为 大 学 院 ) ,在 坂村 彻 亲切 指导 之 下 ， 研 究 
植物 细胞 生理 学 ， 当 年 发 表 了 以 德 文 写 的 第 一 篇 论文 。 以 后 结合 

矿质 营养 、 植 物 对 营 分 的 吸收 及 细胞 生理 学 等 问题 ， 继 续 进 行 研 

究 ， 又 有 所 进展 。 并 在 日 本 植物 学 会 和 北海 道 博物 学 会 中 多 次 宣 

读 论文 ,， 受 到 月 本 学 者 的 赞扬 。1927 年 中 国 留 日 学 生 监 督 姜 琦 

赴 北海 道 访问 ， 曾 与 北海 道 帝 大 校长 会 见 ， 该 校长 向 姜 琦 表扬 了 

罗 宗 洛 的 研究 成 绩 ， 并 说 罗 宗 洛 定 会 获得 博士 学 位 。 果 然 于 1930 

年 获得 了 农业 博士 学位， 日 本 各 大 报 还 登载 了 此 事 。 

罗 宗 洛 从 1919 年 开始 东 湾 留学， 一 直到 1930 年 一 共度 过 13 

个 年 头 ， 尤 其 在 后 七 、 八 年 ， 多 居 北 海道 帝 大 所 在 地 的 札 赐 市 ， 

稚 活 很 艰苦 ， 他 举目 无 亲 ， 专 心 致 志 于 科研 工作 ， 持 之 以 恒 地 研 

究 二 个 课题 ， 

他 在 日 本 北海 道 长 期 留学 生活 中 ， 除 了 读书 科研 之 外 ， 也 读 

唐 宋 诗词 和 国外 文学 作品 ， 他 喜欢 音乐 ， 跟 当地 的 音乐 家 学习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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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提琴 。 这 些 爱好 调剂 紧张 的 学 园 生活 并 陶冶 了 他 的 性 格 。 

人 

罗 宗 洛 获得 博士 学 位 的 消息 传 到 国内 ， 广 州 中 山大 学 理学 院 

聘 他 为 生物 系 教授 ， 于 是 他 应 聘 回国 ， 后 来 兼 系 主任 。 当 时 他 以 

为 广州 是 革命 策 源 地 ， 哪 知 1931 年 间 ， 广 州 已 是 白色 丸 怖 的 十 里 

洋 场 。 他 在 中 山大 学 仅 任教 了 两 年 ， 感 到 学 校 学 风 不 正 ， 失 望 之 

A> 19324F SIT PUK SIR hie, ELAR SRS 
教授 ， 又 兼 中 华 学 艺 社 的 总 干事 。 

1933 年 起 ,他 辞去 轻 南 大 学 教授 和 中 华 学 艺 社 总 于 事 的 职务 ， 

应 聘 南 京 中 央 大 学 生物 系 任 教 植物 生理 学 等 课程 ， 并 建立 了 具有 
现代 化 设备 和 仪器 的 实验 室 ， 进 行 植物 组 织 培 养 研究 的 开创 性 工 

作 。 当 时 ， 在 德国 、 法 国 和 美国 等 科学 先进 的 国家 里 ， 也 只 有 少 

数学 者 在 探索 着 这 方面 的 课题 。 他 发 表 了 几 篇 论文 让 得 到 国内 处 

科学 家 的 赞誉 。1936 年 一 批 日 本 生物 学 家 访问 中 国 以 后 如 在 日 本 

的 刊物 上 登 出 了 罗 宗 洛 在 南京 中 央 大 学 植物 生理 实验 室 中 亲自 换 

作者 精密 仪器 的 照片 ， 并 称道 他 具有 较 高 的 研究 水 平 。 

他 在 南京 执教 期 间 ， 曾 到 北京 、 福 州 等 地 参加 有 关 实 验 生物 

学 的 各 种 年 会 和 讲学 。1935 年 ， 他 在 参加 中 国生 物 科 学 学 会 年 会 

时 ， 决 定 出 版 外 文 版 * 中 国 实验 生物 学 杂志 >， 以 便 与 国际 科学 界 

交流 。1936 年 开始 创刊 ， 他 担任 了 主编 。 这 个 外 文 刊物 即使 在 抗 

日 战争 期 间 也 未 中 断 。 上 海 沦陷 成 为 孤岛 之 后 ， 他 所 主编 的 第 一 

期 4 中国 实验 生物 学 杂志 > 在 上 海 出 版 以 后 ， 还 是 著名 文学 家 巴金 

从 上 海 经 香港 带 到 了 桂林 ， 才 把 这 一 期 刊物 转 搬 运 到 罗 教 授 的 

手中 。 以 后 他 在 极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在 福建 印刷 维持 出 版 。 他 在 国 

内 其 它 中 文 刊物 上 经 常 地 发 表 论 文 以 及 科普 文章 ， 同 时 从 事 国外 

重要 著作 翻译 工作 。 他 在 留学 日 本 时 ， 对 达尔 文 的 进化 论 和 遗传 

学 造 讲 颇 深 ， 他 回国 以 后 ， 陆 续 翻 译 了 日 本 著名 科学 家 石 州 千代 

松 著 的 《4 进化论》”、 德 国 遗 传 学 家 戈 尔 德 施 米 特 著 的 《遗传 学 ?和 植 

物 分 类 学 家 池 野 成 一 即 著 的 4 植物 系统 学 ?等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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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夏天 ， 日 本 发 动 了 侵 华 战争 。 当 时 罗 教 授 的 一 家 人 正 
在 庐山 避暑 5 :烽火 连天 ， 炮 声 隆隆 ， 南 京 硝烟 弥漫 ， 他 已 来 不 及 
从 庐山 返回 南京 取 运 一 家 人 的 行李 。 因 此 下 山 后 全 家 从 九江 经 武 
汉 径 去 重庆 ; 那 时 中 央 大 学 西 迁 重庆 沙坪 坝 。 他 到 了 重庆 之 后 ， 
为 了 专心 致力 于 教学 与 科研 工作 ， 把 家 送 至 成 都 居住 ， 本 人 只 身 
居住 沙坪坝; 把 研究 课题 改 为 微量 元 素 与 生长 素 影 响 植 物 生 长 关 
系 。 这 是 前 大 所 尚未 涉 指 到 的 工作 。 他 与 他 的 学 生 们 开展 微量 元 
素 的 硫酸 镭 对 燕麦 胚芽 萌 的 伸 长 试验 ,得 到 的 结果 与 生长 素 一 样 ， 
微量 元 素 也 能 引起 胚芽 鞘 的 弯曲 生长 的 现象 。 这 样 ， 微 量 元 素 与 
生长 素 的 对 比试 验 ， 得 到 相同 的 结果 ， 这 在 当时 是 一 个 创举 。 他 
很 想 在 微量 元 素 方 面 更 深入 地 进行 研究 ， 可 是 在 中 央 大 学 里 ， 备 
SH. 再 加 上 重庆 政治 腐败 ， 学 风 不 正 。 当 时 浙江 大 学 在 竺 可 
PRK, 已 搬迁 至 贵州 遵义 定居 ， 他 仰慕 竺 可 祯 的 办 学 方 
针 守 兼容 并 鞋 久 作风 民主 ， 经 过 浙江 名 教授 贝 时 璋 、 苏 步 青 、 陈 
建功 等 人 的 推荐 ， 他 和 他 的 四 位 学 生 应 聘 前 去 浙大 执教 。 

(Pq) 

浙 天 在 抗日 哉 争 的 头 儿 年 ， 一 直 在 搬迁 途中 ， 经 常 受到 日 本 
RUE PLA, TER WES WANES 流离 颠沛 ， 生 活 异 常 
困难 ， 可 是 大 家 风雨 同舟 ， 和 球 共 济 ， 确 实 锻炼 了 人 。1940 年 罗 
宗 洛 来 浙 夫 任职 。 当时 理学 院 生 物 系 与 农学 院 合作 ， 一 起 设 在 风 
景 秀丽 距 遵义 有 著 十 多 公里 的 滑 潭 县 。 在 那里 可 说 一 切 是 白手 起 
家 5 生物 系 实 验 室 设 在 湄 潭 县 城西 门 外 ， 渡 过 湄 江 ， 将 一 个 稍 加 
修 革 过 破 肯 水 祠堂 作为 实验 室 。 植 物 生 理 实 验 室 附 有 一 个 因 阿 
就 简 的 暗室 书刊、 药品 、 仪 器 还 勉强 咕 侣 ， 好 在 浙大 各 学 院 、 
SALAM, HAWK, BAAR. RRMA BBB 
WEE LAWLESS. ST —-KLS RH DK, +k 
林 桶 盛 了 二 五、 六 担 水 ， 用 人 竹简 通 入 实验 室 。 这 便 是 自来水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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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实验 一 切 得 自己 动手 。 播 种 试验 的 植物 材料 、 洗 涤 玻 璃 器 四 、 

高 压 和 高 温 消毒 、 秤 分 析 天 平 、 使 用 高 倍 显 微 镜 、 进 行 化 学 分 析 

等 等 ， 罗 宗 洛 教授 除了 亲自 动手 以 外 ， 总 是 在 实验 室 里 注视 学 生 

们 操作 ， 不 时 纠正 别人 的 忽略 或 不 正确 之 处 ， 检 查 和 计算 别人 实 

验 所 得 的 数据 。 

罗 教 授 主持 的 植物 生理 课 有 两 种 课程 ， 其 中 一 种 专 给 生物 系 

学 生 开设 的 ， 每 周 讲课 四 小 时 ， 实 验 作业 两 次 ， 需 要 学 习 两 个 学 

期 。 他 上 课 总 是 两 小 时 连续 上 课 ， 中 间 不 休息 。 因 为 旁听 的 人 非 

常 多 ， 教 室 很 大 ， 可 容纳 四 、 五 十 人 ， 旁 听 的 人 大 多 是 农学 院 各 

系 的 讲师 、 助 教 和 学 生 。 他 讲课 不 发 讲义 ， 让 学 生 自 己 聚 精 会 神 

WB, MACAU MEM, BEB RAR, WE 

按时 间 讲 解 。 而 且 课 讲 得 生动 ， 有 启发 性 ， 引 人 人 思索， 有 如 清泉 

一 样 ， 随 着 他 的 讲述 而 自然 流 消 。 对 有 争议 性 的 问题 ， 把 几 个 方 

面 的 论点 和 实验 数据 都 摆 了 出 来 ， 也 提出 自己 的 见解 和 今后 的 展 

望 。 每 讲 完 一 节 或 一 章 ， 必 将 有 关 的 主要 参考 文献 介绍 给 学 生 ， 

并 指出 其 优 缺 点 。 男 一 种 普通 植物 生理 学 课程 ， 是 专 给 农学 院 一 

般 学 生 开 设 的， 每 周三 小 时 ， 做 一 次 实验 作业 ,课程 为 一 个 星期 。 

他 每 周 除了 讲授 两 种 植物 生理 学 课程 外 ， 其 它 时 间 ， 大 都 在 实验 

室 中 。 

他 还 指导 学 生 阅 读 有 关 的 专业 书刊 〈 以 英文 为 主刀 他 与 国外 

”同行 曾 不 断交 换 论文 的 抽 印 本 。 经 过 多 年 的 交换 积累 ， 把 所 收 到 

的 论文 抽 印 本 ， 按 各 个 领域 分 门 别 类 汇集 起 来 ， 置 于 特制 的 小 本 

箱 ， 供 学 生 们 借阅 ， 这 对 学 生 选 择 研 究 课题 、 查 找 有 关 文 献 ， 甚 

为 方便 。 他 要 学 生 每 周 举行 一 次 学 术 讨 论 会 ， 每 个 人 轮流 主讲 自 

已 对 某 一 领域 中 的 论文 的 阅读 心得 ， 寒 、 暑 假 之 中 也 从 不 间断 。 

在 那儿 年 以 及 他 离开 浙大 之 后 ， 一 直 进 行 微量 元 素 与 生长 素 

方面 的 工作 。 跟 随 他 学 习 和 进行 科研 工作 的 青年 ,人 数 越 来 越 多 ， 
逐渐 形成 他 目 己 的 学 派 。 当 时 的 浙大 ， 学 风 朴 素 ， 在 极端 艰难 条 

件 之 下 ， 弦 歌 不 辍 ， 书 声 比 户 。 竺 可 祯 校长 作风 民主 ， 以 求 是 为 

校训 ， 兼 容 并 荤 ， 犹 如 海 纳 江 河 。 有 了 罗 教 授 和 其 他 名 教授 的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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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努 力 ;在 学 术 上 互相 争 译 ， 怪 不 得 浙江 大 学 当时 有 东方 剑桥 的 
称 着 。 

(五 ) 

PREVI, RAI, WIRTH, EB Rae, 

AD Hi, AYSERERAIS, GRD, 

WHE, TE, RA, Me. He, PARMAR, WARY 

伤 ， 他 爱 徒 如 子 ， 并 在 生活 上 无 微 不 至 地 关怀 青年 学 生 。 每 逢 元 

BL 春节 、 端 午 、 中 秋 等 节日 ， 总 是 请 一 些 学 生 到 他 家 中 过 节 ， 

师 生 开怀 ,千言 万 语 ， 少 不 了 对 国民 党 反动 派 表示 不 满 和 牢骚 。 

1942 年 2 月 ， 浙 大 学 生发 生 了 反对 和 孔 祥 四 的 “飞机 带 狗 ” 事 件 的 

游行 示威 ,国民 党 为 子 镇 压 浙大 学 生 ， 竞 遗 派 武装 特务 疯狂 逮捕 

UF SEMA. RAK, Mie. SS ARTE ew 

大 教师 会 的 常务 委员 ， 与 儿 位 民主 教授 联合 抗议 ， 要 求 释 放 被 捕 

F7E, HES WUT PL ERS LE, RRA, BRS, ie 

2h, AT, EANMRKRKS RA EC ERWARNRRE, 

加 主 学 生 们 的 有 力 斗 争 , :迫使 国民 党 反动 当局 释放 被 捕 者 并 收敛 

起 对 进步 学 生 的 进一步 镇 压 。 

他 的 一 个 学 生 赴 美国 留学 深造 ， 他 为 了 替 这 个 学 生 次 集 旅 费 

及 外 汇 ” 甚至 把 自己 珍藏 的 所 有 外 文 图 书 ， 全 部 卖 给 贵阳 的 一 所 

ee ne cee ae 

Re 

WLU KA, WMA, BTM, SAMA, BERK 

两 和 李 ， 罗 教授 一 家 人 总 是 邀集 他 的 学 生 ， 一 起 去 远足 野餐 。 山 不 

i, KAR, FWRI, Rite, Hise, Fw, w 

大 心肺 。 他 既是 高 风 亮 节 ， 铁 骨 铮 铮 ， 却 又 是 那样 充满 深情 和 温 

暧 。 

有 一 次 他 的 学 生 在 罗 教 授 居 住 的 南 门 外 小 破 庙 中 进 了 晚餐 ， 酒 

过 三 巡 ， 他 把 一 篇 苏联 著名 生理 学 家 巴 甫 洛 夫 “给 青年 们 的 二 封 

信 y 的 英文 译 稿 ， 即 席 上 朗诵 给 大 家 听 ， 这 篇 英文 是 登 在 著名 的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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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星 家 学 会 会 报 ? 生 物 卷 中 的 ， 他 从 这 份 杂志 上 亲自 打印 平 来 5 特 

在 家 时 上 介绍 给 学 生 。 他 诵读 完毕 ， 同 学 们 又 把 巴 肃 洛 夫 的 这 封 

信 再 三 传 闵 。 当 时 身 在 白 区 ， 人 能够 把 著名 苏联 科学 家 的 言论 向 学 

生 们 宣传 ， 这 是 需要 较 大 勇气 的 。 

OWN) 

1944 年 夏天 ， 罗 教授 被 重庆 中 央 研 究 院 选 任 为 植物 研究 所 所 
长 。 当 时 ， 该 所 暂 设 在 重庆 的 北碚 温泉 附近 。 昌 军 投降 以 后 ， 植 
物 所 所 址 转移 东 下 ， 搬 至 上 海 。 他 又 往 台 北 接收 台湾 大 学 去 兼任 
短期 的 台湾 大 学 校长 。 他 将 从 日 本 军阀 治理 下 的 台湾 大 学 接收 过 
来 ， 在 对 学 生 们 发 表 就 职 演说 中 ， 表 示 要 把 台大 办 成 英国 的 剑桥 
大 学 或 哈佛 大 学 。 提 出 学 术 要 自由 ,作风 要 民主 尺 并 提出 朋 本 学 
者 和 日 本 统治 者 区 别 的 方针 。 这 番 演 说 深 得 大 心 守 当时 留 在 台大 
的 目 本 教授 从 ， 深 感 自 己 受 到 军国 主义 的 毒害 元 从 而 激发 起 发 展 
科学 的 责任 感 ， 并 对 罗 教 授 表 示 非 常 崇 敬 。 直 到 1957 年 站 上 且 本 学 

术 界 对 罗 教 授 的 爱戴 仍 不 减 当年 。 罗 教授 应 日 本 植物 学 会 的 热情 
邀请 ， 前 往 东 京 参加 该 学 会 第 75 届 年 会 ， 会 上 被 选 为 名 誉 会 员 。 
当时 日 本 植物 学 界 对 罗 教 授 的 欢迎 盛况 ;可 以 说 空前 的 六 在 特地 
为 他 举行 欢迎 宴会 的 那 一 天 ， 日 本 各 地 学 者 纷纷 赶 到 东京 参加 盛 
宴 。 有 一 些 当时 台大 任职 的 日 本 科学 家 谈 起 当时 罗 教 授 在 接收 人 台 
湾 大 学 的 措施 ， 除 了 慎 悔 之 余 又 表达 了 感激 之 情 。1982 年 我 国 科 
学 代表 团 赴 澳大利亚 参加 国际 学 会 时 ， 在 会 上 碰 到 了 人 台湾 省 来 的 
植物 学 家 ， 也 赞扬 罗 宗 洛 教授 担任 台大 校长 期 间 的 办 学 方针 。 

《七 ) 

解放 后 ， 罗 教授 精神 振奋 ， 他 响应 了 党 的 号 召 寻 将 科研 工作 

和 促进 农业 生产 实践 结合 起 来 。 几 年 以 后 ， 在 上 海 成 立 了 植物 此 
理 研 究 所 ， 他 担任 所 长 。 为 了 结合 农业 生产 实践 ,在 植物 生理 学 

中 开导 了 水 分 生理 与 抗 性 生理 等 新 的 研究 领域 ， 他 亲自 领导 这 些 

研究 工作 。 他 勤学 俄 文 ， 亲 自动 手 翻 译 了 许多 有 关 水 分 生理 和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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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生理 的 俄 文书 籍 ， 在 此 基础 上 学 习 和 积累 这 方面 的 科学 资料 ， 
然后 走出 大 院 ， 走 遍 祖 国 的 山 山 水 水 ， 进 行 实地 考察 。 在 苏 北 沿 
海 堪 察 了 干旱 和 盐 渍 化 对 植物 生长 的 影响 ， 数 次 到 海南 岛 和 粤 西 

”从事 橡胶 树 遭 遇 寒 害 的 调查 研究 ， 在 西北 地 区 考察 二 旱 和 盐 渍 化 
的 农作物 培 裁 问题 。 当 原子 能 在 农业 和 植物 生理 上 的 应 用 有 所 发 
展 时 ,他 又 亲自 领导 开拓 了 辐射 生理 学 的 研究 ,填补 了 这 个 新 领 
域 的 空白 。 

他 还 恢复 在 浙大 时 代 的 作风 ,亲自 给 青年 们 讲授 植物 生理 学 ， 
授课 效果 ,依然 不 减 当年 。 诚 如 他 自己 所 体会 的 ， 我 又 回 到 青年 
们 身边 来 了 。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成 立 以 来 ,在 党 的 关怀 下 ， 经 费 、 设备 和 研 
KAR, 发 展 得 很 快 ， 几 座高 楼 拔 地 而 起 。 科 研 工作 蒸蒸日上 ， 
大 才 辈 出 ; 为 了 团结 全 国 植物 生理 学 开 作 者 ， 成 立 了 中 国 植物 生 
理学 会 ， 罗 宗 洛 教授 被 选 为 第 一 届 和 第 二 届 理 事 长 。 出 版 了 “ 植 
物 生 理学 报 > 和 《植物 生理 学 通讯 y ,担任 了 学 报 的 主编 。 他 人 怀 着 对 
党 和 祖国 的 热爱 种 情 汪 日 夜 奔忙 ， 奋 发 勤 月 ,孜孜不倦 ， 充 满 
了 生命 力 。 

1962 年 他 出 席 北京 召开 的 全 国政 协会 议 ， 在 陈 杂 同志 的 再 三 
鼓励 之 下 ， 他 对 科学 研究 和 教育 事业 作 了 直言 不 讳 的 发 言 。 陈 雪 
同志 还 特别 安排 他 在 敬爱 的 周 总 理 亲 自 来 会 场 听取 发 言 的 时 候 ， 
让 罗 教 授 登 台 发 言 :: 他 站 在 周 总 理 面前 ;陈述 基础 理论 在 科学 技 
术 研 究 工作 的 重要 性 ， 指 出 打 基础 要 全 面 而 充实 ， 不 可 把 专业 分 
工 过 于 狭 窗 。 在 教育 工作 中 ， 指 出 要 择优 选拔 人 才 。 他 对 硬 定 大 
学 生 分 配 指 标 ; AS, BRAT, RAM MRS, 
要 遵照 毛 主席 所 提倡 的 “百家争鸣 、 百 花 齐 放 ” 的 方针 ， 真 正 做 
BERR E, LIOR, 反对 弄虚作假 ， 反 对 形式 主义 ， 反 对 报 
喜 不 报 忧 等 等 。 他 的 发 言 引 起 强烈 反应 。 
Re, “文革 "的 十 年 浩 动 ， 罗 教授 坐 了 好 儿 年 黑 定 ， 最 
AREA, MERA BM, Bw RAKE, 
ACK, GRRACEBLKS, BR.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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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途 和 科学 事业 依然 抱 有 乐观 的 信念 。 - 

OW) 

粉碎 了 “四 人 帮 ”, 罗 老 意 气 风 发 ,不 顾 疲劳 地 出 席 各 种 育 会 。 

在 会 议 上 ， 他 知 无 不 言 ， 言 无 不 尽 。 尤 其 是 与 上 海 儿 童 少年 们 见 

面 的 集会 上 ， 发 表 了 沁 人 肺 腑 的 谈话 ， 其 中 也 提 到 加 甫 洛 夫 对 青 

年 寄 于 希望 的 名 言 表明 他 对 年 轻 的 一 代 寄 以 深情 与 热忱 也 启 巡 

了 孩子 们 对 科学 的 爱好 和 民 悍 。 

1977 年 夏 ， 他 在 一 个 学 术 会 议 上 作 了 两 次 发 言 ， 大 家 都 钦佩 

他 在 健康 状况 极度 衰弱 的 条 件 下 ， 阅 读 了 大 量 国外 书刊 ， 在 浩瀚 

BARBER, AMET ER, EFF SA, fh 

摸 清 了 十 多 年 来 国际 上 分 子 生物 学 、 植 物 细 胞 生理 学 等 方面 的 迅 

速 进展 动态 。 他 深 淇 的 见解 使 在 座 的 科研 人 员 深 为 赞叹 。1978 年 

春天 ， 他 来 京 出 席 科 学 大 会 和 全 国政 协会 议 。 在 会 议 的 空 除 间 ， 

他 应 童 第 周 教授 的 邀请 ， 在 中 关 村 作 了 有 关 细 胞 研究 某 些 动 态 的 

报告 。 那 一 天 ， 他 赁 手中 的 笔记 本 ， 好 象 叙 家 常 二 样 清晰 地 讲述 

着 。 容 纳 二 、 三 百人 的 讲堂 ， 座 无 虚 席 ， 还 有 许多 听众 具 好 站 在 

SE ee ae ee 

后 一 次 学 术 报 告 了 。 

他 曾 计 划 编 写 一 aT ee ee eT 

诱 面 的 国外 资料 。 每 读 完 一 篇 ， 便 在 卡片 上 写 札记 在 他 逝世 之 

前 ， 仅 仅 札 记 卡 片 为 数 几 千张 ， 积 满 了 一 个 抽 屈 。 每 张 卡片 都 是 

用 字迹 工整 的 蝇头 小 构 写 成 ， 可 惜 此 书 尚未 成 稿 。 

1978 年 春 ， 在 北京 开 完 会 议 后 , 罗 老 南 返 上 海 后 即 一 病 不 起 。 

1978 年 深秋 ， 南 宁 正 在 举行 植物 生理 学 会 第 二 届 年 会 ， 由 于 健康 

原因 ， 罗 老 没 能 出 席 ， 他 请 人 在 病床 前 记录 他 口述 的 对 大 会 的 开 

幕 词 ， 竟 无 法 一 气 呵 成 ,只 好 以 电报 向 大 会 致 锅子。 F410 

月 26 日 病逝 于 上 海中 山 医 院 。 

受 国 科学 家 罗 宗 洛 去 十 年 米 ; 把 科研 与 教学 实践 相 结 音 风 增 

养 了 大量 人 才 ， 为 植物 生理 学 发 展商 定 了 基础 ， 为 祖国 科学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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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卓越 的 贡献 ， 为 人 类 知识 宝库 添加 了 珍贵 的 财富 。 

GO f&. WwW dS 

° e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科学 论文 ) 

不 同 浓度 的 氢 离 子 对 植物 细胞 的 影响 1925( 德 文 ) 

氢 离 子 浓 度 对 若干 裁 培 植物 幼苗 生长 的 影响 1927 (英文 ) 

植物 生长 与 铵 盐 作 为 氮 源 的 营养 液 反应 变化 的 相互 作用 。” 1927( 英 文 ) 

更 换 营 养 液 对 培养 植物 生长 的 影响 及 其 通气 的 关系 1928 (英文 ) 

玉米 幼苗 根 铵 及 硝酸 根 的 吸收 与 培养 液 浓 度 、 实 际 酸 度 关系 的 研究 

1931 (3230) 

高 等 植物 根系 吸收 铵 和 硝酸 盐 的 进一步 研究 1931 (英文 ) 

无 菌 条 件 下 离 体 根 尖 培养 的 研究 〈 英 文 ) 

I. 叶 提取 液 对 根 尖 生 长 的 影响 1935 附 复印 原文 

无 菌 条 件 下 离 体 根 尖 培 养 的 研究 〈 英 文 ) 

开 . 叶 提取 液 对 根 尖 生长 的 影响 的 进一步 实验 1936《〔 英 文 ) 

氮 源 对 离 体 根 玉米 根 尖 生 长 的 效应 ”1942 英文 ) 

。 硫 酸 锰 、、 吗 吃 乙 酸 和 秋水 仙 碱 在 水 稻 种 子 发 芽 和 早期 生长 中 的 生长 

促进 作用 1942 (英文 ) 

。 微 量 元 素 和 呵 吕 乙 酸 及 秋水 仙 碱 对 植物 生长 影响 的 比较 ”1944( 英 文 ) 

。 硫 酸 锰 、 叫 吃 乙 酸 和 秋水 仙 碱 对 花粉 萌发 与 花粉 管 生 长 的 刺激 作用 

1944 (英文 ) 

。 硫 酸 锰 、 叫 唆 乙 酸 和 秋水 仙 碱 对 一 些 裁 培植 物种 子 萌发 和 早期 生长 的 

促进 “1945 (英文 ) 

。 硫 酸 锰 、 呵 史 乙 酸 及 秋水 仙 碱 对 小 麦 发 芽 种 子 内 淀粉 消化 的 影响 

1945 〈 英 文 ) 

微量 元 素 、 生 长 素 和 秋水 仙 碱 对 菜豆 叶 淀 粉 水 解 的 影响 “1947 (英文 ) 

。 阿 噪 一 3 一 乙酸 对 柳树 枝条 发 根 和 发 芽 的 影响 1948 (英文 ) 

。 锰 盐 对 玉米 种 子 萌发 和 早期 生长 的 影响 1948 (英文 ) 

。 微 量 元 素 、 生 长 素 和 数 种 化 学 物质 对 小 麦 萌 鞘 伸 长 的 影响 “1950 ( 英 

文 ) 

19。 关 于 黄豆 芽 中 还 原 酶 的 初步 实验 1950 (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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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生 长 素 在 柳树 捅 枝 中 的 运转 1957 

21. 水 稻 发 芽 种 子 的 发 芽 程 度 与 其 对 X- 射 线 敏 感度 之 间 的 关系 1960 

22,. 用 赤 霉 素 处 理 水 稻 发 芽 种 子 对 X- 射 线 敏感 度 的 影响 1960 

23. 电离 辐射 对 叶绿体 功能 影响 的 研究 ”1960 

1。 愉 - 射 线 对 叶绿体 希 尔 反 应 及 光合 磷酸 化 作用 的 影响 

24。 和 -射线 间歇 照射 对 绿豆 芽 种 子 的 影响 

25.X- 射 线 照 射 后 的 伤害 及 恢复 过 程 中 谷 胱 甘 肽 与 硫 气 化 人 台 物 的 变化 1965 

ETE EO ee re 

仙 素 之 比较 研究 

微量 元 素 、 oe Re 理 学 

的 现状 《日文 ) 

中 国 的 植物 生理 学 工作 〈 俄 文 ) 

《综述 ) 

bed 

两 性 决定 论 之 批判 ”1924 

植物 原形 质 之 等 电 点 ”1933 

生长 物质 1936 

根 形成 素 之 制剂 “1937 

分 子 间 呼 吸 与 园艺 ”1940 

植物 的 耐寒 性 1955 

低 剂 量 的 电离 辐射 对 植物 的 影响 1965 

关于 辐射 育种 工作 的 几 点 意见 1959 

10。 植 物 生理 知识 1973 

Ge AN RM 本 GD RE ja 和 ° > ° . ° ° . 

(讲话 ) 

1。“ 植 物 生理 学 通讯 "的 任务 1955 

2。 记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成 立 1955 

3。 生长 素 工作 座谈 会 的 讲话 1957 

4。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成 立 大 会 开幕 词 1964 

5。 传达 全 国 科 技 大 会 精神 的 发 言 1978 油印 记录 稿 

(其 它 ) 

1。 WBF 1891—1936 

2. 寄语 少年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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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二 号 

<< 

自 鸦 片 战 争 后 的 门户 开放 ， 一 些 外 国 传教 十 尾随 着 商人 侵入 

了 了 中国， 给 中 国 百 姓 运 来 了 精神 鸦片 。 英 国 伦敦 会 居然 把 手 伸 向 

-了 湖北 省 天 门 县 ， 在 汉 水 河 旁 的 岳家 口 建立 了 传教 据点 ， 将 一 个 

靠 种 菜 、 当 米 店 雇员 维 生 的 卢 道 宏 发 展 为 笃信 基督 的 传教 士 。 

1900479 HSA, PRAMABTVILF ARR LSB RI) 

就 降生 在 这 个 宗教 家 庭 。 

FI ee HRD A tal, PEREZ EAL, TR Lit, BPE 

肖 。 幼 小 的 惠 霖 虽然 不 懂得 做 礼拜 、 唱 圣 歌 、 过 圣诞 节 的 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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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天 天 过 着 不 同 寻常 的 宗教 生活 ， 就 读 在 教会 学 校 。 刚 懂事 时 ， 

他 还 真 以 为 人 是 上 帝 创 造 的 ， 字 宙 万 物 是 上 帝 在 六 千年 前 花 了 六 

天 功夫 变 出 来 的 ， 人 世 的 一 切 都 已 由 上 帝 作 了 安排 。 在 他 那 纯洁 

的 心灵 中 时 时 对 上 帝 充 满 着 神奇 般 的 纪 想 。 

10 岁 以 后 ， 卢 惠 霖 随 兄 长 来 到 岳阳 湖滨 书院 读书 ， 一 年 后 又 

转 往 湖北 皂 市 道生 学 校 。 这 时 ， 他 爱 看 各 种 小 说 、 故 事 ， 特 别 为 

《三 国 演义 ?所 吸引 。 后 来 在 汉口 博学 书院 ， 他 偶然 读 到 了 李 春 生 
写 的 一 本 和 旨 在 反对 达尔 文 进 化 论 的 小 册子 。 可 是 不 论 它 抱 着 怎样 

的 宗教 目的 ， 摇 展 鼓 舌 地 批判 进化 论 ， 但 在 科学 面前 显得 虚弱 无 

力 。 卢 惠 畸 透 过 它 的 外 壳 ， 看 到 了 生物 进化 论 的 科学 闪光 ， 人 是 

古代 猴子 变 的 ， 一 切 养 椎 动物 都 有 共同 的 远古 祖先 生命 科学 以 

特殊 的 新 鲜 魅 力 ， 一 下 子 占据 了 这 个 年 轻 人 的 心灵 。 他 对 达尔 文 

更 加 崇拜 了 。 此 后 ， 他 爱 上 了 生物 和 科学， 常常 利 用 课余 时 间 阅 读 

植物 学 ， 在 野外 更 注意 留神 观赏 各 类 植物 的 特征 。 

由 于 家 境 贫寒 ， 他 没 能 读 完 中 学 就 中 途 辍学 ， 回 到 母校 一 一 

道生 学 校 教 自然 科学 了 。1918 年 初 ， 全 家 从 汉口 搬 到 了 湖南 岳阳 

城 陵 机 安家 。 这 年 秋 ， 经 大 哥 介 绍 ， 卢 惠 霖 进入 了 由 美国 教会 办 

的 岳阳 湖滨 大 学 ， 在 那里 读 完 中 学 ， 又 进入 了 大 学 部 。 

1920 年 , 卢 惠 霖 开始 学 习 大 学 生物 学 课程 ,他 高 兴 极 了 。 当 时 

不 仅 能 经 常 做 实验 ， 他 还 第 一 次 在 显微镜 下 看 到 了 变幻 莫 测 的 微 

生物 世界 和 动 植物 的 细胞 结构 。 此 间 ， 虽 然 从 感情 上 他 还 未 能 同 

宗教 分 家 ， 但 科学 的 视野 越 来 越 大 ， 感 觉 到 了 实 实在 在 的 物质 世 

界 。 他 爱 上 了 细胞 学 ， 并 且 还 从 一 位 美国 教授 那里 借 来 予 夏 普 细 

胞 学 ， 他 仔细 阅读 ， 终 于 隐 悟 到 生命 的 秘密 潜藏 于 细胞 之 中 。 忽 

然 ， 他 好 象 一 下 子 长 出 了 一 对 理想 的 翅膀 ， 飞 向 了 科学 太空 凡 他 

和 好 友 魏 曦 常常 谈论 着 生命 的 奥秘 ， 渴 望 有 朝 一 是 能 在 那 真 理 海 

洋 之 滨 ， 哪 怕 能 拾 到 一 两 粒 砂 子 ， 或 者 摘 下 一 片 生命 的 树叶 来 

也 不 枉 度 此 生 啊 ! 当时 祖国 遭受 帝国 主义 列强 的 侵略 元 给 予 他 位 

极 大 的 精神 压抑 和 将 冰 ，1919 年 爆发 的 “五 四 运动 >, 反 帝 咏 反 封 

建 、 追 求 民 主 科学 的 风暴 ， 又 使 他 们 倍加 振奋 起 来 二 他 有 如 吸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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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海绵 j 到 处 寻求 新 的 哲学 、 自 然 科 学 和 社会 主义 著作 。 他 认识 
Bl, 祖国 站 在 水 深 火 热 之 中 ， 有 志 者 就 要 到 民间 去 ， 启 迪 人 们 的 
RIAD, 去 为 大 民 谋 利 益 。 他 试想 能 当 一 名 医生 ， 在 为 人 民 
BeBe wa NS, WE ANRC. AS ME TEE Be, 
Jee HT BRS BH NE HBR LEAST WUE KO 文学 
LLG RSPR T MES, WM RS G BIE ML 
”去 美国 进修 生物 学 。 

1925 年 夏 ， 卢 惠 需 来 到 了 美国 ， 成 为 阿 海 阿 州 海 得 堡 大 学 四 
年 级 插班 生 ; 一 年 后 取得 了 科学 学 士 学 位 。1926 年 暑假， 他 来 到 
鸟 兹 和 尔 临海 生物 研究 所 学 习 胚 胎 学 ;入 秋 ， 和 他 进入 纽约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研究 院 动物 学 系 继续 深造 。 在 这 里 ， 他 遇见 了 著名 的 实验 
胚胎 学 家 、; 载 胞 遗传 学 创始 人 摩尔 根 教授 和 著名 的 细胞 学 家 与 实 
验 胚胎 学 家 威尔逊 教授 ,于 是 ,他 选 学 了 摩尔 根 讲授 的 遗传 学 与 实 
验 胚胎 学 以 及 威尔逊 讲授 的 细胞 学 与 无 脊 椎 动物 学 。 有 一 天 , 威 尔 
DIPS FM I NE LANGE, EU MAE ee TR 
具有 三 个 大 在 90 分 以 上 ， 你 是 其 中 之 一 ?但 在 遗传 学 年 终 考试 之 
后 摩尔 根 教授 对 他 说 ;奇怪 ,答题 中 难题 都 答 得 好 , 有 个 非常 容 
易 的 你 反倒 没 答 出 来 ! "教授 指 的 是 几 种 作物 和 家 畜 家 禽 的 野生 祖 
先 及 其 所 在 地 区 那 道 题 。 卢 惠 夫 委 婉 地 解释 道 “ 有 些 东 西 我 平时 
没 注意 ”我 的 注意 力 一 直 放 在 那些 我 觉得 最 重要 的 问题 上 。? 在 他 
看 来 ,祖国 最 需要 新 技术 ,他 要 把 祖国 最 需要 的 东西 学 回去 ， 建 立 
起 自己 的 遗传 科学 。 

1927 年 , 卢 惠 霖 取得 了 硕士 学 位 ,1928 年 夏 又 完成 了 博士 学 位 

的 必 梅 课程 学 习 ; 学 满 了 三 十 个 学 分 。 在 威尔逊 教授 的 推荐 下 , 他 
接受 了 动物 学 系 给 予 的 一 个 奖学金 名 额 ， 到 冷泉 港 海洋 生物 学 研 
究 所 开展 独立 的 实验 研究 。 在 这 里 ， 他 在 低 等 植物 茧 类 孢子 母 细 
胞 中 发 现 了 典型 的 亲 狐 小 体 一 一 一 种 相当 于 高 尔 基 体 的 细胞 器 。 
布 思 教 授 高 兴 地 祝贺 他 的 首次 发 现 ， 并 要 他 马上 发 表 论 文 ， 随 即 
及 介绍 他 去 纽约 纪念 医院 研究 部 开展 X 线 对 植物 根 尖 细 胞 生物 效 
应 的 研究 。 可 是 他 的 研究 论文 尚未 写成 ， 自 己 的 肺 部 却 被 结核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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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 住 进 了 纽约 北部 的 特 鲁 多 疗养 院 ， 一 躺 就 是 10 人 月 。 当 时 
对 结核 病 没 有 特效 疗法 ， 整 天 只 有 吃 和 睡 。 一 些 美 国教 授 前 来 看 
他 ， 并 希望 在 病 愈 之 后 同 他 一 道 合作 开展 科研 。 Rit, HM 
RRA A, PAs 他 的 父亲 与 哥哥 都 相继 离开 了 大 
世 ， 遗 下 母亲 与 寡 媳 携带 着 四 个 孩子 ， 催 促 得 他 归心 似 箭 。 
1929 年 深秋 ， 卢 惠 过 终于 回 到 了 日 夜 思念 的 祖国 ;5 刚 进 上 海 ， 

南开 大 学 就 请 他 任 生 物 学 副教授 ， 随 后 又 接 到 武昌 华中 大 学 任教 

的 聘书 ， 不 幸 他 的 结核 病 复 发 ， 都 未 能 成 行 。 一 年 后 ， 卢 惠 霖 回 

到 了 岳阳 母校 ， 执 教 于 高 级 农业 学 校 。1935 年 ， 他 来 到 长 沙 ， 在 

美国 教会 办 的 雅 礼 中 学 担任 了 自然 科学 部 主任 ， 教 生物 学 和 化 学 

课 。 并 兼任 湘 雅 医学 院 副 教授 ， 教 授 比 较 解 剖 学 课 。 

日 本 侵略 军 的 铁 蹄 ， 把 中 国人 民 推 向 了 灾难 深重 的 火 坑 。 

1938 年 秋 ， 卢 惠 霖 扶 老 携 幼 ， 随 学 校 迁 移 到 了 湘西 沅 陵 。 逃 难 、 

流 混 生活 ， 连 饭 也 吃 不 上 ， 贫 病 交 加 ， 母 亲 离 开 了 人 世 ; 妻子 杜 

先 德 经 受 不 了 强烈 的 恶性 刺激 ， 失 去 了 控制 能 力 。 卢 惠 霖 带 着 四 

个 孩子 ， 即 当 驳 又 当 妈 ， 还 要 小 心 料理 妻子 ， 他 还 哪 能 顾及 科 

研 ? 他 目睹 上 腿 前妻 室 老 小 的 现状 ， 犹 如 罕见 了 贫 病 交加 苗 祖 国 ， 

怎 能 不 痛心 疾 首 ! 他 那 科 学 救国 的 愿望 ， 只 不 过 变 成 了 美妙 的 多 

NY RAEBRAL ORNS B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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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 病 时 好 时 坏 ， 总 不 离 身 影 ， 使 他 无 法 正常 工作 ， 不 得 不 将 

探索 生命 科学 的 愿望 埋 在 了 心底 。 还 能 做 些 什 么 呢 ?. 他 想起 了 他 

的 老师 摩尔 根 教授 的 《基因 论 》。 他 决心 把 这 部 遗传 学 理论 权威 著 

作 介 绍 给 祖国 ， 于 是 便 开 始 了 翻译 工作 ;1949 年 ,正式 翻译 完毕 。 

由 于 种 种 原因 ， 直 到 1959 年 才 出 版 ， 至 1965 年 发 行 了 一 万 余 册 。 

(20 

新 中 国 诞生 了 ， 卢 惠 霖 也 获得 了 新 生 * 他 同 师 生 员工 一 道 举 

着 彩色 小 旗 迎 接 人 民 解 放 军 进 城 ! 美 帝国 主义 发 动 侵 朝 战 争 ， 他 

* 168 。 



响应 祖国 召唤 ， 把 大 女儿 送 上 了 抗美援朝 前 线 。 人 民政 府 接 办 汀 
雅 后 ， 清 除 帝 国 主义 文化 侵略 的 影响 ”他 积极 参加 了 教学 改革 ， 
主持 耶 生 物 学 教研 室 的 工作 ， 先 后 主编 或 参加 编写 了 “生物 学 讲 
义 ;3 中 《生物 学 3 教材 “普通 生物 学 ?和 《大 体 胚胎 学 讲义 > 等 1958 
Se, 他 在 教材 中 编写 了 《遗传 与 变异 兴 《生物 进化 学 说 》 专 章 ， 
1978 年 和 了 982 年 ， 他 参加 审定 了 全 国 高 等 医药 院 校 的 4 生物 学 ?> 教 

材 ， 并 被 卫生 部 聘请 为 * 生 物 学 ? 统 编 教 材 的 编审 委员 。 半 个 世纪 
来 ， 他 的 学 生 遍 布 休 国 ， 他 为 祖国 的 医学 教育 事业 贡献 了 自己 毕 
生 的 力量 。 

SRI, 近 几 士 年来， 在 生物 学 一 直 存 在 着 两 大 尖锐 对 立 的 学 
Rei. 学术 之 争 ， 本 属 正 常 。 而 在 苏联 ， 从 三 十 年 代 起 ， 竟 有 
ERR, 以 学 阀 架 势 ， 打 着 拥护 米 丘 林 的 旗号 ， 亦 不 讲理 ， 
硬 给 孟 德尔 -摩尔 根 学 派 扣 上 “OEE RR”. “WAN”, “ah” 
种 种 莫须有 的 罪名 ， 横 加 扑 伐 。 这 种 反 科学 的 作法 ， 通 过 行政 干 
涉 手段 大 为 地 在 苏联 科学 界 制造 了 严重 灾难 。 这 种 思潮 在 五 十 
年 代 就 已 影响 我 国 ,也 一 直 将 摩尔 根 的 遗传 学 当 作 资 产 阶级 唯心 
主义 理论 进行 批判 ”优生 学 则 更 成 了 禁区 之 中 的 禁区 ,倍加 摧残 。 
桥 为 摩尔 根 学 生 的 卢 惠 霖 也 毫 无 例外 地 遭受 了 株连 。 在 这 些 问 题 
止 元 卢 惠 才 并 没有 轻易 随 声 附 和 ， 而 是 通过 科学 实践 来 说 话 。 首 
先 他 取材 于 米 丘 林 学 派 的 “无 性 杂交 ”来 检验 “后 天 获得 性 ? 
是 和 否 遗 传 以 及 如 和 何 遗 传 的 问题 。 他 采用 不 同 品种 的 鸡蛋 抽取 其 
MEA, EARLE Eb, ARR ARE 
出 现 一 块 杂 色 羽毛 外 ， 其 它 都 没有 变化 。 由 于 当时 很 难得 到 纯 种 
鸡 ， 以 致 无 法 证 实 杂 色 羽 毛 的 来 源 。 当 他 正在 设计 新 的 实验 方案 
时 ， 扩 夫 兹 的 阶级 斗争 伸 向 了 自然 科学 领域 ， 在 湖南 医学 院 上 演 
了 批判 摩尔 根 学 派 的 悲剧 。 尤 其 是 1960 年 开展 的 “学 术 忆 想 批判 ? 
运动 ， 卢 惠 才 作为 摩尔 根 的 第 四 名 即 最 后 一 名 中 国学 生 ; 又 抗拒 
所 谓 批判 ， 自 然 成 了 批判 的 重点 。 他 翻译 的 《基因 论 ”， 这 时 正好 
成 了 批判 者 的 教材 ;在 数 百名 学 生 面 前 ; 硬 和 逼迫 他 承 认 自 己 的 
“资产 阶级 学 术 思 想 呈 有 人 也 忧心 地 劝诫 他 :“ 现 在 ， 学 术 问 题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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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同 政治 挂 线 的 ， 你 就 认错 吧 ! " 卢 惠 霖 却 固执 地 说 六 从 目前 资料 

看 ， 摩 尔 根 从 事 的 事业 并 不 带 有 政治 性 ， 米 丘 林学 说 也 下 是 象 现 

在 所 说 的 那样 ， 而 是 被 李 森 科 自 改 ,， 涂 上 了 政治 色彩 。 科 学 不 能 

强迫 命令 。? 他 拿 出 实验 证 据说 “ 谁 驳 倒 了 摩尔 根 的 学 说 ; 生 就 服 ; 

现在 拿 不 出 任何 东西 证 明 摩 尔 根 的 学 说 是 错误 的 ;我 是 不 会 服 的 。 

从 我 现在 所 理解 所 认识 的 ， 认 为 摩尔 根 学 说 是 科学 ， 我 得 用 科学 

的 态度 对 待 他 4 

1961 年 4 月 ， 中 央 文 教 调查 小 组 来 到 湖南 医学 院 ” ORT 

惠 索 的 申述 ， 参 加 了 基础 课 部 的 辩论 会 ,明确 表态 支持 了 卢 惠 霖 4 

并 指出 这 场 “ 学 术 思 想 批 判 ” 运 动 是 严重 违背 党 的 “ 双 百 ”方针 

的 原则 性 错误 。 随 后 不 入， 毛泽东 主席 接见 了 复 且 大 学 生物 遗传 

MRR RMS, 鼓励 科学 家 要 坚持 真理 。 卢 囊 霸 高 兴 极 了 ， 因 

为 他 坚持 真理 ,终于 取得 了 胜利 。 

HOSE, ARF ea ee EE RCM 

南 省 科 委 支持 他 的 设想 ， 为 他 配备 了 研究 大 员 。 人 得 当时 研究 人 员 

的 理论 及 其 技术 基础 必 竟 太 差 ,社会 上 对 摩尔 根 学 派 的 偏见 太 重 ， 

他 只 好 从 零 开 始 ， 从 培养 专业 人 才 入 手 ， 亲 自给 教研 室 年 轻 教 师 

开设 了 细胞 学 与 遗传 学 两 门 课 得 ， 不 仅 对 讲授 经 典 遗 传 学 指 孟 德 

尔 葛 豆 杂 交 试 验 、 摩 尔 根 的 细胞 遗传 学 理论 ， 同 时 对 现代 分 子 遗 

传 学 与 细胞 生物 学 的 最 新 研究 成 果 ， 也 进行 系统 讲授 :在 实验 室 

里 ， 从 磨 刀 到 石蜡 切片 ， 从 果 蝇 的 培养 、 杂 交 试 验 及 其 三 液 腺 染 

色 体 的 观察 等 ， 都 进行 了 严格 的 技术 训练 。 与 此 同时 ,， 卢 惠 人 还 

指导 青年 教师 夏 家 辉 进 行 植物 无 性 杂交 试验 ,即将 草 陀 萝 作 砧 本 ， 

荷 色 茄 作 接穗 ， 进 行 嫁接 。 结 果 ， 在 当年 无 性 杂交 植株 上 结 出 的 

荷 色 茄 果皮 上 出 现 了 色 兹 沉着 ， 并 在 种 子 中 也 含有 草 陀 蔓 所 特有 

Ww, KERB TU SR. HR “AAP” AT 

色 茄 种子 种 下 以 后 ， 在 子 : 代 中 ,这些 特性 就 消失 无 遗 ， 而 对 照 组 

“杂交 ”植株 上 的 荷 色 茄 依然 有 刺 和 含有 苇 著 碱 。 经 过 1962 一 
1965 年 三 次 重复 试验 ， 均 未 能 获得 米 丘 林学 派 的 所 谓 无 性 杂种 。 
科研 实践 清楚 地 说 明 ， 砧 本 只 能 影响 正在 嫁接 中 的 接穗 ， 却 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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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不 遗传 给 后 代 ， 所 谓 后 天 获得 性 遗传 是 不 存在 的 。 些 外 ， 他 们 
还 针对 当时 防治 流行 性 脑 炎 的 需要 ， 引 用 氢 氧 化 铝 抗 元 血清 沉淀 
法 ， 进 行 了 长 水 蚊 种 嗜 血性 调查 。 

1963 年 ， 在 学 院 科 研 处 的 支持 下 ， 卢 惠 需 带头 初步 建立 了 遗 

传 性 疾病 研究 组 ， 人 员 由 基础 课 与 临床 课 的 教师 联合 组 成 ， 还 拟 
订 了 1963 一 1972 年 十 年 研究 规划 ， 提 出 了 建立 细胞 遗传 学 研究 室 
和 生化 遗传 学 研究 室 的 工作 计划 。 当 即 他 们 就 对 长 沙市 部 分 中 小 
学 10,900 名 青少年 学 生 进行 了 色盲 发 病 率 普查 ， 发 现 其 中 男性 串 
者 达 7.50%， 女 性 患者 达 0.92%。 通 过 对 这 些 患者 特别 是 对 48 名 
女性 患者 所 进行 的 家 系 调查 发 现 ， 每 一 个 色盲 女孩 的 父亲 均 为 色 
盲 患者 ， 完 全 符合 摩尔 根 所 发 现 的 性 连锁 遗传 规律 。 正 反 两 方面 

研究 实践 ， 无 不 证 明 摩尔 根 遗 传 理 论 的 科学 价值 ， 获 得 了 珍贵 的 
第 一 手 资料 。 

然而 ，1966 年 开始 的 “文化 大 革命 ”给 科学 界 带 来 了 巨大 灾 
难 。 正 当 卢 惠 过 着 手 部 署 全 面 开 展 医学 遗传 学 研究 的 时 候 ,“ 反 动 
学 术 权 感 ” 等 帽子 飞 到 了 他 的 头 上 。 训 斥 、 挑 家、 批判 ， 随 时 都 可 
能 发 生 。 他 预感 运动 来 势 之 凶猛 ,连忙 把 患 病 的 老伴 送 往 女儿 家 ， 
独自 只 身 一 人 ， 用 血肉 之 艇 承 担 着 全 部 性 恐 与 迫害 。 

便 总 算 还 是 幸运 的 人 。1970 年 学 校 复 课 招 生 ， 他 被 获准 主编 
《生物 学 讲义 2， 写 下 了 《遗传 学 ?一 章 ， 重 新 登 上 了 讲坛 。 随 后 周 
恩 来 总 理发 出 了 “要 重视 基础 理论 研究 ”的 指示 ， 湖 南 医学 院 闻 
风 而 动 。 在 老 院 长 李 亭 植 的 支 待 下 ， 年 和 逾 古稀 的 卢 惠 吉 从 1972 年 
开始 又 着 手 主持 医学 遗传 学 的 研究 工作 了 。 

人 类 细胞 遗传 学 是 1956 年 才 开 始 的 新 学 科 ，1962 年 我 国 仅 在 
让 国医 学 科学 院 实验 医学 研究 所 病理 系 内 成 立 了 一 个 遗传 学 小 
组 ; 复 且 夫 学 虽然 建立 了 研究 室 ， 却 又 被 “文化 革命 ” 视 为 异端 
那 说 而 受到 了 批判 ， 至 于 生化 遗传 学 、 免 疫 遗 传 学 、 群 体 遗 传 学 、 
临床 遗传 学 和 遗传 咨询 等 ， 都 还 是 空 自 。 一 想到 这 些 ， 卢 惠 霖 就 
深 感 内 次 ， 自 觉 重任 在 肩 ， 应 该 为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作出 应 有 的 贡 
Re 于 是 他 抛弃 了 个 人 得 失 观 ， 以 科学 家 坚持 真理 的 态度 ， 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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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了 医学 遗传 学 的 研究 。 他 选择 了 一 位 勤奋 钻研 的 青年 教师 作 

助手 ， 师 生 共 同 努 力 、 依 据 摩 尔 根 的 理论 ， 大 胆 地 引进 了 国外 先 

HERA, RANA, RAT ABR wR, BAIL 

# 获得 了 一 项 又 一 项 出 色 成 果 ， 初步 揭示 了 染色 体 与 人 体 健 康 

的 奥秘 。 

自然 ， 在 那 人 妖 颠 倒 的 动乱 年 伐 里 ， 重 返 科研 岗位 后 ， 也 不 

时 遇 到 政治 风浪 的 袭击 。 特 别 是 1974 年 的 “反复 由 回潮 ”1976 年 - 

“ 拆 庙 赶 和 尚 >， 有 人 拼命 鼓吹 什么 “知识 越 多 越 反 动 上 “知识 分 

子 越 老 越 臭 ”等 等 ， 不 堪 入 耳 , 并 迫使 卢 囊 霖 交 出 了 退休 申请 书 。 

然而 那 只 是 一 场 历史 捅 曲 ， 卢 惠 霖 终于 熬 过 来 了 ， 随 着 四人帮? 

的 折 喜 沉 沙 ， 迎 来 了 科学 的 春天 。 

按照 摩尔 根 的 基因 论 ， 染 色 体 是 人 类 遗传 物质 的 载体 。 湖 南 

医学 院 的 医学 遗传 学 研究 ， 首 先 就 是 从 在 显微镜 下 识别 与 研究 大 

体 细胞 染色 体 开 始 。1972 一 1973 年 ， 他 们 摸索 了 六 士 年代 的 细胞 

遗传 学 技术 ; 1974 年 又 引进 和 建立 了 七 十 年 代 国 际 上 的 细胞 遗传 

学 技术 ， 较 好 地 掌握 了 人 类 染色 体 显 带 染 色 技 术 ，， 并 将 这 一 技术 

应 用 于 临床 诊断 疾病 。 经 过 一 番 艰 苦 努 力 ， 他 们 在 建立 了 大 处 周 

血 、 皮 肤 、 羊 水 细胞 培养 技术 ， 细 胞 库 ，G 显 带 、Cj 显 带 \、 姊 妹 

单 体 互 换 (SCE), XIRH fl (EX7、Q 带 、X 小 体 W YAKS, £ 

七 十 年 代 细 胞 遗传 学 技术 的 基础 上 ， 又 从 1980 年 3 月 开始 至 1981 

年 7 月 止 ， 建 成 了 能 代表 八 十 年 代 水 平 的 人 类 高 分 辨 G 显 带 染 色 

体 技术 ， 使 原来 染色 体 显 带 350 条 增加 到 800 多 条 ， 并 将 这 一 技术 

应 用 于 临床 ， 更 精确 地 诊断 各 类 染色 体 病 。 SRT FLAG ER 

胞 遗传 学 研究 推 向 了 一 个 新 的 技术 水 平 。 ie 

从 研究 开始 ， 卢 惠 霖 教授 就 明确 要 使 自己 的 科研 为 临床 医疗 

服务 ， 为 广大 遗传 病 患者 服务 ， 为 人 类 的 优生 服务 。1973 年 4 月 % 

他 们 与 本 院 第 二 附属 医院 伍 汉 文教 授 相 结合 ， 开 设 了 内 分 泌 专科 

门诊 ， 帮 助 确诊 男女 两 性 畸形 ; 1979 年 4 月 ， 又 与 本 院 第 一 附属 

医院 妇 产 科 胡 信德 教授 、 李 瓯 革 讲 师 合 作 ， 在 国内 首次 开设 了 定 

期 的 染色 体 病 遗传 咨询 门诊 ， 为 妊 妇 进行 产 前 检查 》， 开 展 宫 内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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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 以 预测 胎 开 的 性 别 及 其 健康 状况 。 近 10 年 来 ， 他 们 先后 已 为 

1521 名 可 括 染 色 体 病 患者 作 了 染色 体检 查 ， 为 一 批 病人 解除 了 痛 

若 凡 他 们 还 在 整理 所 搜集 的 大 量 临床 资料 的 基础 上 ， 系 统 地 提出 

了 识别 各 类 染色 体 病 患者 以 及 染色 体 异 常 携带 者 的 主要 临床 指 

征 ， 明 确 提 出 了 应 进行 宫 内 诊断 的 对 象 以 及 对 染色 体 异 常 携带 者 

的 处 理 原则 。 李 们 的 工作 ， 为 确保 我 国 计 划 生育 与 优生 ， 提 高 氏 

族 健康 素质 ， 诊 断 与 预防 染色 体 病 ， 积 累 了 基本 资料 。 

此 外 ;他 们 通过 对 一 些 特殊 病例 的 研究 ,提出 了 “家 族 性 断裂 

重 接 热 点 ”这 一 新 的 概念 ;对 举 丸 决定 因子 在 Y 染色 体 上 的 位 点 ， 

对 买 染 色 体 短 臂 的 遗传 效应 以 及 经 典 的 里 昂 假 说 等 基础 理论 问题 
都 作 了 新 的 补充 。1976 年 ， 他 们 在 开展 对 三 个 鼻 咽 癌 淋 巴 母 细胞 

株 染 色 体 核 型 的 研究 中 ， 在 世界 上 首次 发 现 了 一 条 与 鼻 咽 瘤 相 关 

的 巨 A 标 记 染 色 体 ， 并 确定 它 是 由 3 号 染色 体 短 臂 易 位 到 1 号 染 

色 体 长 臂 末 端 而 形成 的 。 这 一 发 现 为 鼻 咽 癌 的 病因 学 研究 提供 了 

一 个 重要 线索 ， 并 在 随后 的 鼻 咽 部 活 检 组 织 块 直接 标本 中 得 到 

了 印证。 中 山 医 学 院 肿瘤 研究 所 、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肿 瘤 研究 所 也 

都 相继 印证 ， 引 起 了 国内 外 学 者 的 重视 , 疆 、 美 、 英 等 七 个 国家 

的 学 者 相继 来 信 索 取 资 料 。1976 年 ， 他 们 在 国内 首次 测定 和 发 表 

了 《中 国人 体 染 色 体 G 式 显 带 模式 图 >》， 并 且 还 发 表 了 一 对 单 HM 

生 儿 同 患 纂 咽 癌 的 病例 及 其 染色 体 组 型 、 血 清 学 分 析 及 指纹 等 研 

究 资 料 。 这 在 当时 的 世界 文献 中 也 还 是 第 一 次 报道 。 

对 新 生 儿 染色 体 蜡 常 发 生 率 的 调查 ， 国 外 已 有 八 个 用 非 显 带 

染色 体 技 术 ， 一 个 用 G 显 带 技 术 的 调查 报告 ,而 在 我 国 尚未 开始 。 
1979 年 5 月 至 1982 年 5 月 ， 卢 惠 霖 领导 的 研究 室 采 用 了 G 显 带 技 

术 ， 对 长 水 市 北 区 三 家 医院 连续 出 生 的 3415 例 新 生活 婴 作 了 染色 

体 普 查 ， 发 现 其 中 有 染色 体 异 常 者 26 例 ,其 发 生 率 为 0.76% 5 He 

体 变异 者 55 例 ， 其 发 生 率 为 1.61%。 这 一 资料 将 为 我 国 优生 优育 

及 染色 体 病 预防 计划 提供 重要 参考 。 迄 今 为 止 ， 湖 南 医 学 院 医学 

遗传 学 研究 室 已 先后 报告 了 43 例 未 曾 报道 过 的 异常 染色 体 核 型 。 

与 此 同时 ， 在 卢 惠 霖 的 指导 下 ， 这 个 研究 室 的 另 一 个 重要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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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一 一 生化 遗传 室 也 建立 起 来 ， 现 已 能 在 实验 宝 测 检 查 10 余 种 

代谢 缺陷 病 ;， 在 群体 遗传 学 的 调查 中 ,他们 发 现 了 家 族 性 多 指 

Ch) 并 指 “〈 是 )、 家 族 性 脂肪 瘤 等 典型 病例 。 目 前 ,他 还 在 指导 

NE， 

程 学 的 研究 ， 并 且 取 得 了 初步 成 果 。 | 

的 站 oaExeEyiaagTIRR 的 次 区划 

分 别 荣获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 全 国医 药 卫生 科学 大 会 、 湖 南 省 科学 大 

会 奖 ，1980 年 7 月 荣获 湖南 省 重大 科技 成 果 二 等 奖 引 1981 年 12 月 

又 获 卫 生 部 重大 科技 成 果 甲 等 奖 。 

1979 年 11 月 ,全国 第 一 次 人 类 遗传 学 与 医学 遗传 学 论文 报告 

会 在 长 沙 举行 ， 卢 惠 霖 身 为 副 理事 长 兼 东 道 主 主持 了 这 次 会 议 。 

会 上 他 被 推选 为 中 国 遗传 学 会 人 类 、 医 学 遗传 委员 会 主任 委员 ， 

他 的 研究 室 也 在 会 上 报告 了 科学 成 果 。1979 年 至 1981 年 7 月 , 方 

惠 霖 主编 了 中 国医 学 百科 全 书 《 医 学 遗传 学 ?分 卷 ， 约 30 万 衬 。 
1981 年 6 月， 在 湖南 医学 院 医学 遗传 学 研究 室 开 办 予 由 世界 

卫生 组 织 CW .H.O) 和 中 国 卫 生 部 主办 的 中 国 细胞 遗传 学 培训 班 ， 

美国 匹 效 堡 大 学 医学 院 申 胞 遗传 学 家 潘 士 芬 受 世 界 卫生 组 织 派 址 

和 我 国政 府 邀 请 前 来 讲学 与 工作 。 有 来 自 全 国 25 个 省 、 市 、 自 治 

区 的 101 名 学 员 人 参加 了 上 听课， 其 中 有 .25 人 参加 了 实验 技术 操作 。 

1980 年 以 来 ， 他 们 还 以 省 级 医院 和 医学 院 妇 产 科 主 治 医 师 为 主要 

对 象 ， 开 办 了 五 期 “全 国 宫 内 诊断 细胞 遗传 学 训练 班 六 培养 了 从 

事 临 床 细胞 遗传 学 技术 骨干 一 百 余 人 。 

1978 年 全 国 恢 复 研 究 生 教育 ， 卢 惠 霖 招收 了 三 名 攻读 硕士 学 

位 的 研究 生 ， 至 1982 年 已 有 四 名 研究 生 以 优异 成 绩 毕 业 , :获得 了 

硕士 学 位 。 这 些 人 主要 充实 了 本 研究 室 的 力量 .1981 年 11 月 3 日 ， 

经 国务 院 批 准 ， 授 权 卢 惠 霖 首 批 招收 攻读 医用 生物 学 和 医学 遗传 

学 博士 学 位 的 研究 生 。 

J 

近 30 多 年 来 , 卢 惠 霖 将 自己 置 于 中 国共 产 党 的 绝对 领导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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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 地 为 社会 主义 事业 服务 ，1950 年 ， 他 被 推移 为 长 沙市 和 湖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的 代表 ， 人 参与 商议 国家 大 事 ; 1956 年 6 月 加 入 了 

中 国民 主 同 盟 ，1958 年 当选 为 湖南 省 首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 

1958 年 和 1979 年 当选 为 第 三 届 和 第 四 届 民 嚼 中 央 委 员 ;，1963 年 和 
1980 年 当选 为 民 盟 湖南 省 委 第 五 届 副 主任 委员 和 第 六 BERS 

员 ;，1964 年 和 1978 年 当选 为 第 三 届 和 第 五 届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 1979 年 当选 为 湖南 省 政协 副 主 席 ;， 五 十 年 代 和 六 十 年 代 担 任 

了 湖南 省 科 协 副 主 席 ，1963 年 和 1978 年 被 选 为 卫生 部 医学 科学 委 

员 会 委员 ， 受 聘 为 卫生 部 教材 编审 委员 等 。 至 1982 年 ， 卢 惠 霖 仍 

身 兼 15 种 社会 职务 ,， 乐 于 为 振兴 中 华 、 建 设 四 化 作出 自己 的 贡献 。 

八 十 多 年 来 ， 卢 惠 霖 经 历 了 好 几 个 朝代 ， 有 过 不 同 国家 、 不 

同 社会 制度 生活 的 体验 。 最 后 ， 他 终于 在 对 比 中 看 到 了 社会 主义 

的 光明 前 景 ， 看 到 了 中 国 的 希望 就 在 中 国共 产 党 。1979 年 ， 他 把 

多 年 来 要 求 加 入 中 国共 产 党 的 强烈 愿望 ， 写 了 一 份 五 千 多 字 的 入 

党 申请 书 ， 决 心 把 自己 的 一 切 交 给 共产 主义 事业 ，1980 年 元 月 ， 

八 十 高 龄 的 卢 惠 霖 终于 实现 了 梦 宁 以 求 的 归宿 ， 加 入 了 中 国共 产 

和 党。 如 今 ， 尽 管 年 迈 力 误 ， 他 还 在 为 祖国 四 化 争 贡献 。 晚 昔 之 年 ， 

本 该 好 好 休息 了 ， 可 他 的 会 务 、 讲 学 、 著 书 、 审 稿 ， 比 过 去 任何 

时 候 都 繁忙 ， 还 要 宣传 、 指 导 计 划 生 育 与 优生 学 。 他 知道 自己 的 

时 日 已 经 不 会 很 多 了 ， 因 而 十 分 注重 对 中 青年 教师 、 技 术 人 才 的 

培养 ， 把 他 们 推 上 教学 、 科 研 第 一 线 ， 目 己 则 退 居 第 二 线 。 在 荣 

党 和 物质 利益 面前 ， 他 注意 严格 要 求 目 己 。 他 那 克 已 考 公 、 先 人 

后 己 的 高 尚 情操 ， 无 不 受到 人 们 的 赞扬 与 爱戴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翻译 ， 摩尔 根 著 * 基 因 论 》 (中 文 版 ) 1959 年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普通 生物 学 ;教材 1958、1964 年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避孕 方法 专辑 》 1972 年 2 月 4 医学 参考 资料 》 (AM) 

《一 对 鼻 咽 癌 - 孵 双生 兄弟 临床 观察 与 细胞 遗传 学 探讨 》 1975 年 

《医学 研究 资料 》 (A 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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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验 生物 学 家 

(1900—1962) 

ra 7 

S¢ 

i=) 

朱 洗 原名 玉 文 ，1900 年 8 月 20 日 出 生 于 浙江 临海 店 前 村 。 在 小 
学 读书 时 ， 李 品 学 兼 优 。 以 后 ， 又 以 优异 成 绩 考 入 临海 的 省 立 第 
六 中 学 。 | 

二 十 年 代 ， 祖 国 多 难 ， 军 阀 混战 ， 列 强 侵 略 。 少 年 时 代 的 朱 
洗 ， 就 怀 有 忧 国 忧 民 之 心 。1919 年 , “五 四 "运动 爆发 ， 受 国 浪潮 
波及 到 浙江 了 乡 》 朱 洗 发 动 同学 罢课 游行 ， 成 了 学 生 运 动 的 带头 
人 。 结果 ， 学 校 当 局 以 “不 法 学 生 ”、“ 炉 动 闹事 ”的 罪名 ， 开 除 
了 朱 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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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境 并 不 富裕 的 朱 洗 ， 失 学 在 家 、 苦 闷 竺 德 。 但 是 已 经 在 “五 
四 ”运动 中 接触 了 新 思潮 的 朱 洗 ， 认 为 具有 “科学 与 民主 ”才能 
挽救 中 国 。 因 此 ， 他 决心 要 到 国外 去 寻求 救国 的 道路 。 这 时 正 逢 
花 元 堵 先 生 等 人 倡导 勤工俭学 。 朱 洗 说 服 了 父母 家 里 千方百计 
为 他 筹措 了 一 笔 路 费 ， 到 了 上 海 。 因 为 出 国手 续 繁复 ， 且 洗 在 上 
海 等 候 期 间 , 到 商务 印 书馆 做 了 半年 多 印刷 工人 。 直 到 1920 年 5 
月 ， 才 登 上 一 般 邮轮 ， 经 过 三 十 多 天 航程 ， 到 了 法 国 。 

朱 洗 先后 在 六 个 工厂 ， 做 过 翻 砂 、 车 床 、 汽 车 修理 等 五 六 个 
工种 。 他 白 天 做 工 ， 晚 上 补习 法 文 ， 还 以 节省 下 来 的 钱 ， 陆 续 买 
下 了 一 批 书籍 ， 苦 苦 攻读 。 这 时 ， 他 对 于 进化 论 方面 的 著作 发 生 
了 浓厚 的 兴趣 。 特 别 是 新 拉 马 克 主 义 者 勒 。 唐 得 克 的 著作 ， 更 是 
入 迷 。 直 到 三 十 年 之 后 ， 朱 洗 教授 在 他 的 专著 《生物 的 进化 > 的 前 
言 中 ， 回 忆 这 段 往事 时 说 到 ,“ 有 一 时 期 ， 我 简直 成 为 一 个 新 拉 马 
克 主 义 的 小 信徒 ， 时 常 和 朋友 争论 进化 问题 ?五 年 之 后 ， 朱 洗 依 
靠 做 工 积 下 了 一 笔 钱 ， 考 入 了 法 国 蒙 不 利 埃 大 学 ， 向 著名 的 生物 
学 家 巴 德 荣 教授 学 习 生物 学 。 

巴 德 菜 是 法 国 科学 院 院 士 ， 长 期 从 事 卵 细胞 生理 研究 ， 还 曾 
经 以 涂 过 峙 血 的 针 刺 卵 球 ， 引 起 人 工 单 性 生殖 ， 培 育 出 了 世界 上 
第 一 只 “没有 父亲 ”的 青蛙 而 闻名 于 世 。 朱 洗 勤奋 好 学 ， 特 别 是 
在 实验 室 里 ， 他 专心 致 志 地 做 切片 ， 一 笔 一 划 地 绘图 ， 引 起 了 巴 
德 菜 教 授 的 注意 ， 十 分 欣赏 朱 洗 的 聪明 和 灵巧 。 因 此 ， 当 一 年 之 
后 ， 朱 洗 用 完 积 著 ， 无 法 继续 读书 ， 巴 德 药 教 授 就 让 朱 洗 留 在 实 
验 室 做 辅助 工 ， 为 他 创造 了 一 边 工作 ， 一 边 学 习 的 条 件 ; 

在 巴 德 荣 教 授 的 指导 下 ， 朱 洗 进 行人 工 单 性 生殖 .异种 杂交 、 
孵 细胞 分 裂 节 考分 析 等 课题 的 研究 和 实验 。 并 且 听 从 了 巴 德 荧 的 
教导 ， 安 下 心 来 做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的 实验 胚胎 学 方面 的 工作 。 这 
样 ， 朱 洗 终于 从 青年 时 期 的 意向 不 定 ， 从 对 拉 马 克 学 说 的 迷恋 中 
走 了 出 来 ， 决 心 为 探索 “开发 育 之 门 ” 作 毕 生 的 努力 

朱 洗 在 勤工俭学 期 间 ， 求 知 欲 旺盛 。 他 当时 除了 研读 本 门 学 
科 的 著作 文献 之 外 ， 还 浏览 了 大 量 的 其 它 方面 的 科学 书籍 8 他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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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攻读 各 种 学 科 的 中 国 勤工俭学 学 生 交往 。 诸 如 我 党 早期 革命 者 
赵 世 炎 、 陈 延 年 以 及 陈 儿 同志 ， 朱 洗 都 是 在 这 一 时 期 和 他 们 相识 
的 让 朱 洗 在 和 同学 们 的 交谈 、 切 磋 、 争 辩 之 中 ， 积 累 起 了 各 种 知 
Bo 

朱 洗 善于 思索 ， 思 想 敏 锐 ， 观 察 细 致 ， 很 快 对 巴 德 荣 教 授 的 
工作 有 了 系统 深信 的 了 解 。 他 从 帮助 巴 德 菜 工 作 开始 ， 不 久 就 
成 了 数 授 的 名 副 其 实 的 侣 作者 。 朱 洗 常常 提出 一 些 巴 德 荣 教 授 还 
未 曾 想 过 的 问题 ， 有 时 还 选 一 个 课题 ， 先 做 出 “苗头 ”之 后 ， 去 
引起 老师 的 兴趣 ， 并 争取 老师 支持 做 下 去 。 无 怪 以 后 巴 德 荣 教 授 
ERM. REBT RWS AR’. 

从 1925 年 以 后 的 8 年 中 , 朱 洗 和 巴 德 荣 合 作 ， 共 发 表 论 文 十 四 

Si. Alb, 当时 在 法 国 凡是 知道 巴 德 荣 的 人 ， 也 都 知道 朱 洗 。 许 
SEL, 法 国 科学 院 在 纪念 巴 德 荣 教 授 百 岁 诞 展 时 ， 还 提 到 了 
RBS AAA AE, RAR BRR LIE. 

1931 年 ， 朱 洗 以 论文 4 无 尾 类 杂交 的 细胞 学 研究 >*， 获 得 法 国 
国家 博 主 学 位 。 这 时 ， 正 值 “ 恩 二 从 ”事变 发 生 ， 卓 本 帝国 主义 
侵占 了 我 国 东北 。 身 在 异国 的 朱 洗 时 时 关怀 着 苦难 中 的 祖国 。 他 
向 老师 诉说 :* 我 们 的 国家 非常 落后 ， 她 需要 科学 。 我 来 法 国 ， 就 
是 为 了 要 把 学 习 到 的 科学 知识 带 给 祖国 ” 这样， 诚恳 挽 留 朱 洗 并 
想 把 自己 的 实验 室 交 给 朱 洗 的 巴 德 荣 教 授 ， 不 能 不 为 朱 洗 的 爱国 
热忱 而 深 深 感 动 。 

1932 年 1 月 ， 朱 洗 把 历年 的 一 点 积 鞋 ， 买 了 一 些 书籍 和 实验 
仪器 ， 告 别 了 老师 巴 德 荣 教 授 ， 启 程 回 国 。 朱 洗 回 国 后 ， 应 聘 在 
广州 中 山大 学 担任 教授 。 他 到 校 不 久 ， 就 自己 动手 ， 摘 了 一 点 简 
音 的 设备 用 广州 亚热带 蛙 类 作 材 料 ,继续 他 在 法 国 的 研究 工作 。 
但 是 ，: 当 时 广州 的 当局 ， 不 很 重视 真正 的 科学 事业 ， 相 反倒 对 屠 
种 陈腐 的 “生物 自然 发 生 说 ”, 给 了 方便 的 宣传 市 场 。 为 此 ， 朱 洗 
教授 和 同事 的 张 作 人 教授 一 起 ， 不 得 不 同 这 种 伪 科 学 进行 一 番 辩 
论 。1935 年 春 ， 因 为 受 不 了 “ 蚊 遇 的 侵扰 与 雨季 的 沉 问 ”, 辞 去 了 

中 出 大 学 教 职 ， 到 了 北平 ;被 聘 为 北平 研究 院 动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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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在 中 法 大 学 兼任 教授 。 此 时 ， 日 军 已 经 侵 六 华北 庆 策动 汉奸 进 
行 “华北 五 省 自治 ?。 北 平 郊外 有 日 军 借 口 演 习 交 必然 将 坦克 弄 进 中 
国 大 学 校园 。 朱 洗 教授 忍受 不 了 这 种 屈辱， 常常 失声 痛哭 。 他 在 
日 记 中 写 道 ;*“…… 日 兵 强 横 无 度 ， 他 们 演习 的 区 域 由 北平 近郊 渐 
至 城内 ， 坦 克 车 …… 最 后 竟 开 进 北平 研究 院 所 在 地 一 二 三 贝子 花 
fl, JR EBB AS 这 种 耻辱 我 受 不 了 "”。 这 时 ， 北 
TRASSEM AB, de PRE 
筹办 一 个 生物 研究 所 。 

1936 年 ， 朱 洗 南下 ， 在 上 海 筹建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生物 研究 所 。 
尽管 这 里 人 员 缺 少 ， 条 件 简陋 ， 一 年 经 费 不 过 沁 百 元 钱 。 但 是 朱 
洗 还 是 喜欢 这 点 立 锥 之 地 ， 在 这 里 经 营 他 的 科研 事业 ;他 和 助手 
用 自己 设计 的 温 箱 ,甚至 用 食盐 代替 化 学 纯 毛 化 钠 配 制 生理 盐水 ， 
做 出 了 好 几 项 成 果 。 庄 孝 德 教授 以 后 在 纪念 他 的 文章 中 说 寺 谁 能 
想到 “ 蒸 饮 水 处 理 蛙 卵 使 其 完全 成 熟 的 过 程 》 这样 二 项 出 色 的 工 
作 就 是 用 食盐 配制 的 生理 盐水 完成 的 "s(《 实 验 生物 学 报 ?第 8 卷 第 
3 一 一 4 期 )。 在 这 期 间 ” 朱 洗 教授 还 培育 出 了 两 具 人 工 单 性 生殖 的 
青蛙 。 此 外 ， 朱 洗 还 和 巴金 等 人 合 办 了 一 个 文化 生活 出 版 社区 并 
承担 了 撰写 4 现代 生物 学 丛书 > 的 任务 。 这 套 丛 书 共有 八 册 纪 最 先 
写成 的 是 k 蛋 生 人 与 人 生 蛋 》 (1939 年 出 版 )， 以 后 又 写 了 《我们 的 

祖先 )"、《 重 女 轻 男 ?， 直 到 抗战 胜利 之 后 ， 又 把 最 后 的 4 知识 的 来 
源 》、“ 受 情 的 来 源 > 写 成 。 他 申明 编写 这 套 丛 书 是 “ 想 把 许多 已 知 
的 生物 知识 有 系统 地 介绍 给 一 般 读 者 ， 作 为 了 解 大 类 本 身 的 引 
BR CRUE: 《现代 生物 学 丛书 ?的 序言 ) 

“ 八 一 三 ?事变 后 ， LHR ABE, REAM, BRAN 
经 济 来 源 ， 连 个 人 生活 也 难以 维持 。 整 整 三 年 诈 靠 寄居 友 大 家 中 
生活 ， 研 究 工 作 也 濒临 绝境 。 一 台 显 微 镜 ， 因 付 不 出 欠 款 ，. 而 被 
洋行 索 回 。 

1942 年 间 ， 朱 洗 教授 在 重庆 的 一 个 朋友 ,为 了 帮助 他 摆脱 困 
境 ， 把 他 推荐 给 了 内 地 到 重庆 的 中 央 大 学 。 不 入， 这 个 大 学 发 来 
了 请 朱 洗 出 任 该 校 教授 的 聘书 ， 而 且 为 了 沿途 方便 岂可 以 授 给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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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一 个 “少将 ”头衔 。 朱 洗 教 授 对 国民 党 素 无 好 感 。 因 此 , 他 对 

如 此 礼遇”， 不 仅 无 甚 兴趣 ， 反 而 觉得 十 分 讨厌 。 不 久 ， 朱 洗 又 

突然 收 到 褚 民 谊 南京 来 函 。 邀 请 朱 洗 去 南京 筹建 一 个 “科学 研究 

机 构 "。 褚 民 谊 虽然 也 是 朱 洗 留 法 时 的 同学 ， 但 此 时 已 喘 居 汪 伪 政 

府 要 职 。 面 对 民族 败类 的 这 种 利诱 ， 朱 洗 教授 作出 了 严正 拒绝 。 

书生 拍案 ， 怒 目 以 对 ， 表 现 出 了 一 个 爱国 科学 家 的 正直 胸 鹤 。 

这 时 ， 与 朱 洗 过 从 甚 密 的 出 版 家 陆 荔 ( 圣 录 )， 因 出 版 具有 抗 
日 倾向 的 书籍 ， 在 租界 里 突然 被 日 本 宪兵 抓 去 ， 遭 到 秘密 杀害 。 

朱 洗 教授 对 失去 挚友 十 分 悲痛 ， 深 知 形势 如 此 险恶 ， 上 海 己 无 法 

存 身 寺 具 得 愤然 离开 ， 回 到 了 浙江 临海 故乡 。 

朱 洗 教授 在 家 乡 办 起 了 一 所 半 工 半 读 的 “ 琳 山 农 校 ?， 带领 学 

AE FP Tie PEs 搞 生 产 目 给 。 他 还 亲手 编写 了 一 首 校歌 ,我 来 琳 山 ， 

且 工 且 读 ， 心 手 并 用 ， 草 除 陋 俗 。? 他 看 到 农村 缺 医 少 药 ， 旧 法 接 

生 ， 贾 此 死亡 很 多 ,又 和 友人 办 起 了 一 所 “合作 医院 "。 将 近 三 年 ， 

朱 洗 教授 忍痛 牺牲 了 自己 酷爱 的 科学 研究 ， 但 确 为 家 乡 人 民 做 了 

好 事 。 | 
1945468 A cu. ROARK KKH, ATATERE LE 

ME, FEGEP EDT, RRM AD) EM. WAGE, PB 

NH, RAM LE. We, ARARICT“BM”, tH 

WAH -TDDNEM ET, SRRA—-B. RN, SBAKS 

REF RAMA SREKU MRK, MBAS A 

出 任 动 物 系 主任 。 当 时 的 “人 台大”， 确 有 点 “ 群 贤 毕 至 ， 少 长 成 

集 ” 的 景象 ， 而 且 那 里 气候 宜人 。 朱 洗 应 聘 前 往 ， 以 后 往返 土 海 

台北 ， 一 边 任 教 ， 一 边 指导 留 在 上 海 的 儿 个 助手 恢复 了 部 分 科研 
亚 作 。 

1948 年 ， 朱 洗 教授 收 到 了 美国 一 所 大 学 的 聘书 ， 请 他 到 那里 

去 担任 生物 学 教授 ， 条 件 十 分 优越 。 朱 洗 对 此 作 了 冷静 考虑 ， 尽 

BAA RMB, SARK, (Hib RA COPS, 

FA fie HAF 28 EC” CE Td a HE 2h RE At 
—TAFAS EAGER) 他 对 自己 的 事业 和 祖国 的 前 途 充 满 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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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他 对 未 来 更 充满 了 期 望 。 

1949 年 春天 ， 中 国人 民 解 放 军 已 经 兵 薄 长 江 ， 正 在 台北 而 时 

时 关注 着 大 陆 形 势 变化 的 朱 洗 教授 ， 预 感到 自己 已 经 面临 着 一 种 

抉择 。 他 在 月 记 中 写 道 ;看 来 局 势 很 快 就 会 有 变化 ， 我 要 赶快 回 

上 海 去 .? 四 、 五 月 间 ， 正 当 一 些 达 官 贵 大 ， 纷 纷 逃 向 台湾 之 际 ， 

朱 洗 教授 找 了 一 个 借口 ， 只 身 离开 了 台湾 回 到 上 海 。 这 时 他 常 和 

巴金 等 友人 叙 面 ， 互 相 倾吐 即将 迎接 解放 的 心情 。 

上 海 解放 后 ， 朱 洗 教 授 在 上 海 应 聘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实验 生物 研 

究 所 担任 发 生生 理 室 主 任 。 从 此 ， 他 结束 了 苏 禾 不 定 的 生活 ， 有 

了 安定 的 环境 ， 有 了 比较 良好 的 条 件 ， 有 了 相当 数量 的 助手 ;可 

以 充分 施展 他 的 学 识 才 能 了 。 以 往 ， 他 玫 拣 尽 寒 枝 不 肯 栖 罗 今 天 

终于 有 了 自己 的 “梧桐 >, 来 实现 了 他 追求 卫 十 多 年 的 事业 理想 

了 。 朱 洗 热 爱 新 诞生 的 社会 主义 中 国 ， 他 写 信 给 在 美国 的 朋友 和 

学 生 。 告 诉 他 们 : 这 里 的 领导 很 重视 科学 事业 ,你们 赶快 回来 吧 ! 

当然 ， 科 学 没有 祖国 ， 但 是 科学 家 却 不 能 没有 祖国 。 这 时 ， 朱 洗 

教授 也 终于 体会 到 ， 只 有 共产 党 才能 领导 新 中 国 的 建设 事业 ， 只 

有 社会 主义 的 祖国 ， 才 有 他 的 用 武之 地 。 

从 1950 年 到 1962 年 ， 朱 洗 教授 继续 从 事 他 的 卵 球 成 熟 、 受 精 

和 人 工 单 性 生殖 方面 的 研究 ， 做 出 了 卓越 的 成 绩 , 其 中 以 1961 年 ， 

在 他 的 实验 室 里 诞生 世界 上 第 一 批 “ 没 有 外 祖父 的 癫 蛤 蜡 ”， 最 为 

令 人 注目 。 另 一 方面 ， 他 又 根据 国家 需要 ， 以 极 大 的 热情 ， 去 进 

行 印度 葛 麻 蚕 引 种 驯化 、 罕 鱼 人 工 繁殖 等 应 用 研究 ， 为 社会 主义 

建设 事业 ， 作 出 了 重大 贡献 。 

19614FX, FRARAARHUE, SEB. CARL, 

他 忍受 着 痛苦 ， 以 坚韧 不 拔 的 闹 力 ,编写 4 鱼 类 生殖 及 其 后 代 的 发 

育 生长 与 变态 > 二 十 万 字 “ 未 完成 )。 又 以 科学 家 的 高 度 责任 感 ， 

为 《红旗 》 杂 志 写 了 一 篇 4 关于 臭 棒 

蜂 的 连 吕 发展 和 综合 利用 的 刍议 》, 为 综合 利用 若 麻 短 资 源 而 大 声 

疾 呼 。 这 篇 文章 在 生态 经 济 学 上 是 一 个 创见 ， 也 是 科学 家 对 祖国 

的 最 后 一 个 贡献 。 朱 洗 教授 忘我 工作 ， 直 到 生命 的 最 后 一 刻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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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了 他 自己 常 说 的 “科学 需要 一 个 人 的 全 部 生命 ”。 

今天 ， 当 我 们 看 到 他 那 张 形容 改 迟 卧 杨 写 作 的 照片 ， 看 着 他 

遗留 下 来 的 用 清秀 的 钢笔 字 写 出 的 手稿 ， 也 仿佛 看 到 了 这 位 把 全 

部 生命 献 给 了 人 类 崇高 事业 的 科学 家 的 美好 心灵 。 

1962 年 7 月 24 日 , 朱 洗 教授 不 幸 去 世 ， 上 海 市 各 界 人 士 举 行 了 

隆重 的 公 和 球 仪 式 ， 大 们 怀 着 无 限 的 敬意 悼念 这 位 人 民 的 科学 家 。 

朱 洗 教授 的 灵 框 安 莫 在 土 海 西 郊 吉 安 公 曹 。 墓 碑 上 锡 刻 着 朱 洗 教 

授 的 一 生 简 历 和 人 民 对 他 的 高 度 评价 : 

中 国 科 学 院 实 验 生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中 国 科 学 院 学 部 

委员 ，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朱 洗 先生 ， 浙 江 临 海 人 ， 

PrREOO#LRART OBS RAASRFRAS HS 

Fo 

先生 是 我 国 著名 的 生物 学 家 ， 在 实验 胚胎 学 及 细胞 

学 的 理论 研究 上 ， 有 卓越 的 成 就 ， 对 葛 麻 私 及 家 笃 人 工 

繁殖 万 面 ， 也 作出 了 重要 页 献 。 

中 国 科学 院 实验 生物 研究 所 藻 立 

Gy 

在 将 近 四 十 年 的 岁月 中 ， 朱 洗 教授 一 直 在 动物 卵 球 成 熟 、 受 

精 和 人 工 单 性 生殖 这 些 方面 从 事 研 究 ， 始 终 以 探索 “开发 育 之 门 ? 

的 奥秘 作为 自己 的 目标 。 他 一 面 联系 细 胞 学 ， 一 面 联系 肥 胎 学 ， 

用 细胞 学 上 的 观察 来 说 明 发 育 的 过 程 ， 所 以 比较 深刻 透 物 ， 阐 明 

了 不 少 前 人 所 未 知 的 问题 ， 获 得 了 一 些 新 的 发 现 ， 提 出 了 一 些 新 

的 学 说 ， 形 成 了 自己 的 理论 体系 和 被 人 称道 的 研究 风格 。 他 一 生 

共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近 七 十 篇 ， 现 已 编 为 《 朱 洗 论文 集 》 上 下 册 出 版 ; 

著 译 二 十 余 种 ， 其 中 如 专著 《生物 的 进化 >、 译 著 《 动 物 学 》 (与 张 

作 大 教授 合作 ) 和 *《 肴 椎 动物 发 生 学 ?， 在 国际 上 享有 一 定 的 学 术 

声 普 史 此 外 ， 还 有 深入 浅 出 的 科普 作 < 生 物 学 丛书 ?> 八 册 。 朱 洗 教 

授 的 全 部 述 著 译作 ， 共 计 有 四 百 五 十 万 字 之 多 。 

朱 洗 教授 在 基础 理论 研究 方面 的 主要 成 就 有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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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栖 类 杂交 的 细胞 学 研究 。 | | 
早 在 法 国 期 间 ， 朱 洗 教授 就 把 法 国 南 部 的 十 一 种 有 尾 ; BE 

两 栖 类 ， 进 行 了 杂交 研究 。 他 的 博士 论文 就 是 根据 这 方面 的 成 果 
写 出 的 。 回 国之 后 ， 他 又 用 我 国 广东 、 上 海 和 东北 地 区 的 二 干 种 
左右 的 无 尾 两 栖 类 进行 了 杂交 试验 ， 结 合 细胞 学 研究 订 曾 明了 杂 
交 后 代 会 出 现 完全 正常 的 真 杂种 、 中 途 天 折 的 真 杂 种 : 单 组 染色 
体 的 假 杂种 和 双 组 染色 体 的 假 杂 种 等 儿 种 可 能 。 他 还 用 大 工 方法 
改变 一 部 分 杂交 组 的 结果 ， 获 得 自然 界 原来 不 存在 的 新 型 杂交 子 
裔 。 

卵 裂 节奏 的 实验 分 析 。 
ee BGS LTE, Fe RAE OR. 受精; 单 性 生 

殖 方 面 的 大 量 实验 分 析 ， 从 细胞 学 研究 的 结果 ， 提 出 了 极为 重要 
的 卵 球 发 育 的 “时 ”“ 空 ?概念 。 他 认为 ， 正 常 发 育 现象 都 是 按 一 
定 的 规律 次 第 出 现 的 ， 在 时 间 上 ， 先 后 不 乱 ;: 在 空间 上 ,， BEB 
一 定 的 位 置 ， 各 有 一 定 的 发 展 程度 ， 各 走 一 定 的 路 线 ; 谐 调 前 进 。 
他 还 用 通俗 的 语言 说 明 卵 球 分 裂 发 育 的 复杂 道理 “正如 排演 一 出 
古典 戏剧 ， 每 一 个 角色 要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出 场 ， 要 有 一 定 的 装饰 ， 
要 走 一 定 的 台 步 ， 要 唱 一 定 的 歌曲 。 否 则 ，…… 非 拆 台 不 可 。? 

从 家 答 混 精 杂 交 中 ， 发 现 不 同 品种 的 逾 数 精子 能 影响 子 代 的 
遗传 性 。 

朱 洗 教授 根据 桑 恤 卵 是 生理 的 多 精子 受精 的 特性 ,用 了 十 四 
个 品系 的 家 午 作 材料 来 进行 这 种 实验 。 选 用 的 家 乔 在 颜色 ,下班 : 
形态 、 肢 体 、 草 子 形状 和 缩 皱 程度 上 都 有 差异 。 经 过 混 精 杂交 ， 
证 明了 同 晶 系 的 精子 不 一 定 占有 优势 ， 后 代 的 杂种 往往 有 较 多 的 
个 体 表 现 出 异 品系 的 特征 。 这 一 从 理论 上 提出 的 遗传 学 上 的 新 见 
解 ， 给 远 缘 杂 交 提 供 了 一 种 理论 解释 ， 引 起 了 国际 上 上 一些 科 学 家 
的 极 大 兴趣 。 而 且 在 实践 上 ， 用 混 精 杂交 培育 出 的 色泽 好 忆 茧 形 
RAW, EAPO, WLR, ny PORK, 结 茧 率 和 收藏 
量 ， 都 比 一 般 杂 交 晶 种 高 出 许多 。 因 此 ， 混 精 杂 交还 为 选 育 良 种 
开辟 了 一 条 新 的 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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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 两 栖 类 卵 球 受精 机 制 ， 提 出 受精 “三 元 论 ” 学 说 。 
朱 洗 教授 从 建立 蟾 崔 卵 保 离 体 排卵 的 方法 入 手 ， 探 讨 两 栖 类 

卵 球 受精 的 机 制 。 他 从 离 体 排卵 的 卵 球 不 能 受精 的 现象 中 ， 进 一 
FARM SH WHI SAHMKA BAT. HMMS DB 
附 在 卵 球 上 的 胶 质 状 分 泌 物 ， 对 精 卵 的 结合 ， 具 有 决定 的 意义 。 
从 理论 上 冰 明 了 受精 除了 必须 注意 卵 球 成 熟 程度 、 精 子 的 成 熟 程 
度 和 活动 能 力 之 外 ， 还 必须 注意 第 三 种 情况 ， 即 精 卵 两 者 所 处 的 
环境 状况 。 他 指出 ， 离 体 排卵 的 卵 球 ， 因 为 未 经 输卵管 ， 不 带 有 
输卵管 分 泌 物 ， 所 以 不 能 受精 。 这 个 受精 “三 元 论 ” 的 提出 ， 纠 
正 了 以 往 “ 唯 卵 的 单元 论 ” 和 “ 精 卵 相互 抗衡 的 二 元 论 ? 的 偏颇 。 
对 此 盖 庄 孝 德 教授 曾经 指出 ， 朱 洗 先 生 “ 在 背 椎 动物 发 现 主 字 受 
精 的 物质 不 是 来 自生 殖 细胞 本 身 ， 而 是 来 自体 细胞 ， 这 还 是 第 一 
次 "。:G 实 验 生 物 学 报 ?第 8 卷 第 3 一 一 4 期 )。 

不 同 成 熟 程度 卵 球 受 精 后 与 胚胎 发 育 的 关系 。 
这 项 工作 是 朱 洗 教授 探索 “开发 育 之 门 ”中 的 重要 部 分 。 在 

解放 前 ;只 能 是 断断续续 做 一 些 。 解 放 以 后 ， 才 开展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一 直到 他 逝世 之 后 ,由 他 的 学 生 和 助手 王 幽 兰 同志 最 后 完成 。 
大 量 实 验 结果 表明 :第 一 ， 在 鱼 类 和 两 栖 类 上 ， 处 于 第 二 次 成 熟 
分 裂 中 期 的 卵 母 细胞 ， 不 见得 都 能 很 好 受精 。 仅 赁 形态 成 熟 的 标 
志 一 一 卯 核 的 分 裂 图 形 ， 作 为 授精 或 单 性 生殖 时 刻 的 参考 ， 不 很 
可 靠 ， 必 须 在 卵 质 成 熟 时 ， 接 受精 子 或 单 性 生殖 的 处 理 ， 才 有 完 
BRAM. Bo, WRK, KATP APRA, HY 
成 熟 和 过 分 成 熟 三 个 时 期 和 两 个 过 渡 阶 段 。 不 够 成 熟 和 过 份 成 熟 
的 匈 球 常常 接受 多 数 精子 ， 只 有 激动 的 反应 ， 没 有 充分 的 修整 能 
为 。 而 在 不 够 成 熟 与 适当 成 熟 、 适 当成 熟 与 过 分 成 熟 之 间 这 两 个 
过 渡 阶 段 中 受精 ， 又 常常 会 出 现 畸 形 怪 胎 。 唯 有 适当 成 熟 这 一 时 
期 的 卵 球 ， 受 精 后 才能 正常 发 育 。 朱 洗 教授 指出 ， 这 是 人 工 授精 
和 进行 大 工 单 性 生殖 的 适当 时 刻 。 学 术 界 认为 ， 朱 洗 教 授 这 一 发 
现 ， 有 不 可 低估 的 意义 。 虽 然 这 是 在 蟾 内 和 鱼 类 卵 球 上 的 实验 中 
证 明 的 ， 但 由 于 生物 界 的 卵细胞 的 成 熟 有 它 的 共性 ， 成 熟 可 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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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 时 期 和 两 个 过 渡 阶 段 的 规律 也 是 带 有 普遍 性 的 。 因 此 ,这 一 

发 现 ， 对 解释 整个 生物 界 的 “开发 育 之 门 >, 也 具有 普遍 的 意义 。 

世界 上 第 一 只 无 父母 悍 蛤 产 卵 传 种 ， 产 出 了 第 一 批 没有 外 

祖父 的 癫 蛤 蜡 。 

在 以 往 的 几 十 年 中 ， 世 界 各 国 的 科学 家 在 蛙 科 动物 上 做 了 许 

多 次 人 工 单 性 生殖 的 实验 ， 虽 然 能 得 到 一 些 电 虹 或 极 少数 无 父 的 

FAR, PATA SIRE TH ON fe PRAY BL. (EMER Bh Ey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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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朱 洗 教授 之 前 ， 是 一 个 没有 解决 的 问题 。 朱 洗 教授 和 他 的 助手 

FBSA, FA Ew RS Ae A RR GX LE OPER A 

为 不 经 过 输卵管 排出 ， 不 带 有 输卵管 胶 质 ， 所 以 绝对 没有 接受 精 

子 的 可 能 ) 做 实验 材料 。 自 1951 年 至 1959 年 的 八 年 中 ， 经 过 几 十 

KAS, PRIMER TROD HOR. BAT CO TARAS, 

KPA R GREER) 长 到 了 成 体 ,，1960 年 因为 事故 死去 一 上 只。 

仅 存 的 一 上 只， 在 1961 年 3 月 初 ,与 正常 的 雄 体 抱 对 ， 产 出 三 壬 多 颗 

卵 球 ， 经 过 受精 发 育 良 好 ， 得 到 “没有 外 祖父 的 晴 蛙 ?从 百 多 只 

SRS RAD. LP AHH A). MHRA IK 

RR, FART PAU BEA SP AAA AY >, EBA RY 

众 所 喜 爱 ，1962 年 获得 了 《大 众 电 影 ? 的 小 百花 奖 。 被 人 称誉 为 “ 科 

学 与 艺术 的 结晶 ”。 

朱 洗 教授 这 一 有 趣 的 实验 ， 不 仅 证 明了 他 的 假设 : AERA 

整套 发 育成 个 体 的 物质 基础 ， 只 要 给 卵 球 以 一 定 的 刺激 ， 可 以 代 

替 精 子 的 作用 ， 使 卵 球 发 育成 有 母 无 父 的 新 个 体 。 而 且 还 进一步 

证 明了 :，， 人工 单 性 生殖 的 子 裔 照常 能 够 繁殖 后 代 。 朱 洗 教 授 还 认 

为 ， 今 天 从 半 蚂 蜡 这 种 小 动物 的 研究 中 ， 得 到 的 实验 数据 和 推演 

出 的 理论 ， 虽 然 不 一 定 能 直 执 应 用 到 有 经 济 价值 的 动物 和 和 人 类 本 

身 ， 但 是 它 能 为 以 后 的 研究 指明 一 条 途径 。 

朱 洗 教授 热爱 他 的 基础 理论 方面 的 研究 ， 也 关心 科学 研究 和 

生产 实践 的 联系 。 解 放 以 后 ， 他 经 常 注意 生产 中 一 些 带 关键 性 的 

生物 学 问题 。 他 多 次 说 到 ;让 与 人 民生 活 有 密切 关系 的 科学 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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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一 天 掌握 在 人 民 自 己 手 里 ;:” 朱 洗 教 授 在 进行 应 用 研究 为 生产 建 
设 服 务 方 面 ， 也 做 出 了 重大 贡献 。 

萌 麻 等 的 引种 驯化 和 推广 。 
草 麻 短 原 产 印度 一 带 ， 是 一 种 半 野 生 的 乔 。 解 放 前 曾 几 次 引 

入 我 国 ， 均 因 没 有 掌握 它 的 生长 发 育 规律 ， 而 未 能 获得 成 功 。 朱 
洗 教授 从 生物 与 环境 的 关系 着 眼 探 讨 。 抓 住 了 饲养 和 越冬 两 个 关 
键 性 问题 。 逐 步 解决 了 卵 不 出 蚕 、 蚕 不 结 蔓 、 晴 不 化 鼎 、 蛾 不 交 
尾 等 问题 。 通 过 构 蚕 和 蔓 麻 乔 杂 交 后 的 定向 选 育 ， 在 不 同 发 育 期 
簿 肾 的 低温 冷藏 ， 到 我 国 南方 越冬 保 种 ， 解 决 了 茧 麻 短 的 引种 驯 
化 问题 。 他 还 不 遗 余力 ， 自 己 动手 编写 4 怎样 饲养 草 麻 蛋 ? 等 小 册 
子 ， 亲 自 讲 课 传授 技术 ， 培 训 了 一 批 批 来 自 几 个 省 市 的 推广 莉 麻 
蚕 的 骨 于 ， 为 全 国 范围 内 大 规模 推广 厚 麻 蚕 创 造 了 条 件 。 有 关 方 
面 认为 ， 草 麻 短 引种 驯化 成 功 ,“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生物 学 中 重大 
研究 成 果 之 一 ， 是 理论 联系 实际 的 一 个 范例 ”。( 过 兴 先 :4 生物 学 
研究 与 生产 实践 相 结合 的 一 个 范例 )% 科 学 通报 ?1965 年 4 月 ) 

家 鱼 的 人 工 繁殖 。 
青草 链 饼 四 大 家 鱼 的 人 工 饲 养 ， 是 我 国人 民 的 一 个 创造 性 劳 

动 成 果 。 但 是 长 期 以 来 ， 鱼 苗 都 要 在 大 江 的 激流 中 捕捞 ， 要 耗费 
大 量 人 力 、 物 力 ， 扩 大 养殖 困难 很 大 。 以 往 ， 一 般 都 认为 家 鱼 在 
池塘 中 生殖 腺 不 能 发 育 ， 无 法 产 卵 繁殖 鱼苗 。1956 年 ， 朱 洗 教授 
在 北京 参加 我 国 科学 技术 规划 会 议 时 ， 在 一 些 朋 友 的 鼓励 和 支持 
下 ， 朱 洗 教授 提 出 了 这 个 被 人 视 为 “禁区 ”的 课题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栈 酿 准备 ， 在 浙江 省 淡水 水 产 研究 所 等 单位 的 协作 下 ， 朱 洗 
带领 了 二 部 分 科技 人 员 跨 山 涉 水 ， 深 入 江河 湖泊 踏勘 ， 积 累 了 许 
多 资料 。 起 初 ， 他 从 分 析 家 鱼 生 殖 和 环境 的 关系 入 手 ,设想 用 “人 
IL CALA) 的 生态 方法 来 促使 亲鱼 产 卵 。 他 选择 了 诸 纸 
南 门 外 浦 阳江 天 然 产 卵 场 近 旁 兴建 人 工 环 道 。 以 后 ， 在 实际 的 调 
查 中 ， 发 现 池塘 中 有 生殖 腺 发 育 的 亲鱼 。 这 时 ， 他 又 设想 用 注射 
激素 俱 产 ， 用 生态 和 生理 相 结合 的 方法 来 解决 这 一 问题 。 一 九 五 
八 年 的 春季 ， 产 东南 海水 产 所 应 用 鱼 脑 垂体 注射 亲鱼 ， 在 链 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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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众 产 成 功 ， 鼓 舞 了 朱 洗 教授 。 他 采用 了 从 孕妇 屎 液 中 提取 的 

绒毛 膜 促 性 腺 激素 CHCG)， 成 功 地 使 链 尔 产 卵 ， 孵 出 “ 秋 花 2( 鱼 

十 )。 不 久 ， 又 在 上 海水 产 局 青浦 养殖 场 和 浙江 水 产 厅 协作 下 ， 建 

立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亲鱼 培育 、 人 工 催产 和 鱼苗 钱 化 等 技术 方法 。 从 

此 ， 绪 束 了 几 和 于 年 来 家 鱼 鱼苗 要 从 大 江 里 捕捞 的 状况 ， 促 进 了 我 

国 淡水 养殖 事业 的 发 展 。 

从 以 上 朱 洗 教授 的 成 就 和 贡献 中 ， 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出 一 个 重要 

的 问题 : 就 是 他 能 正确 地 处 理 基 础 理论 和 应 用 研究 之 间 的 关系 。 

他 列 蓄 深厚 的 理论 储备 ， 得 心 应 手 地 运用 基础 理论 研究 的 成 杂 去 

指导 应 用 研究 ， 使 一 些 重 大 应 用 问题 迎刃而解 。 反 过 来 ， 他 在 解 

决 应 用 问题 的 过 程 中 ， 检 验 和 证 明了 他 的 理论 ， 进 一 步 直 富 和 充 

实 了 自己 的 理论 仑 库 。 

C=) 

无 论 是 在 朱 洗 教授 在 世 的 当时 ， 还 是 在 他 去 世 以 后 的 日 子 ， 

有 人 写 文 章 讲 到 他 ， 几 乎 都 要 提 到 他 勤 层 严谨 的 治学 态度 ， 选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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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之 所 以 能 在 学 术 上 取得 很 大 成 就 ， 是 什么 原因 呢 ? 我 认为 主 

要 是 由 于 他 的 勤奋 和 专注 精神 。 他 近 四 十 年 的 工作 ， 都 是 集中 在 

动物 卵 球 成 熟 、 受 精 和 单 性 发 育 几 个 方面 。 他 从 不 趋 玖 时 尚 ， 也 
决 不 见 异 思 迁 。 选 定 自 己 的 目标 之 后 ,就 专注 如 一 ,不 轻易 改变 -。 

RAs iho BT BH NWDARARILT FMA, KK 

不 倦 地 追求 自己 选 定 的 探索 “开发 育 之 门 ” 的 目标 ， 从 一 个 一 个 

小 题目 做 起 ， 一 步 一 步 地 从 外 围 走向 纵深 ， 直 至 建立 起 自己 的 理 

论 体 系 。 他 常常 说 ;要 以 持久 和 耐心 的 态度 对 待 科 学 的 难题 ， 浅 

Mik, AERA AS EE” © 

朱 洗 教授 对 待 工作 严肃 认真 ， 坚 持 亲 自动 手 ， 亲 自 观 察 。 他 
对 每 一 个 实验 ， 每 一 张 切 片 ， 每 一 个 数据 ， 都 要 仔细 检查 罚 从 不 

马虎 。 他 的 严谨 治学 ， 首 先是 以 严格 实验 ， 严 密 论证 为 前 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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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常常 告 诚 自 己 的 学 生 和 助手 ， 要 不 怕 麻 烦 ， 不 厌 重 复 ,， 下 要 嫌 

弃 单 调 的 工作 ， 更 不 要 期 待 侥幸 取 巧 。 他 十 分 重视 第 一 手 的 实验 

材料 ， 为 此 他 总 是 愿意 付出 加 倍 的 劳动 。 如 他 在 搞 家 鱼 人 工人 繁殖 

时 ， 为 了 和 弄 清 家 鱼 回 游 产 卵 的 规律 ， 曾 经 深夜 守候 在 江 边 观察 亲 

鱼 漳 流产 久 。 由 于 朱 洗 教授 具有 这 种 优良 作风 ， 因 此 他 在 工作 中 

和 常 常 能 够 见 微 而 知 著 >， 在 细微 的 变化 中 ,发现 一 些 重要 的 线索 ， 

从 一 些 偶然 的 现象 中 ， 找 出 其 中 的 必然 规律 。 有 人 认为 ， 朱 洗 教 

RE LE, BHA “TUR MO “HUB” MAAR, Ae TE BO 

等 时 ， 飞 蛾 扑 窗 ， 他 随手 掉 来 ， 交 配 成 功 。 其 实 ， 这 里 有 一 些 传 

Ro EDAWN “SBR” 不 是 可 以 随 “ 乔 太守 乱 点 ”的 。 朱 洗 教 

授 早 在 考虑 着 ， 曹 麻 蚕 这 个 “印度 姑娘 ”要 在 中 国 落户 ， 得 给 她 

寻找 一 个 中 国 的 “ 棒 小 伙 子 " 。 才 能 培育 出 健壮 的 子 代 。 那 只 飞 来 

的 野生 杜 蛾 ， 早 就 是 朱 洗 教授 在 寻 副 之 中 的 对 象 。 又 如 ， 他 在 一 

个 偶然 的 机 会 ， 看 到 一 条 解剖 过 的 欧 麻 乍 在 稀 的 甲醛 溶液 里 浸 了 

几 小 时 还 活着 ,就 启发 他 从 这 里 寻找 到 防治 曹 麻 牌 软化 病 的 道路 。 

其 实 ， 解 决 恤 的 软化 病 问 题 ， 是 他 早 在 探讨 的 。 由 此 可 见 ， 这 种 

灵感 和 ̀ 机遇- ， 正 是 他 不 希 追 求 的 必然 结果 ， 正 如 庄 孝 德 教授 

所 指出 的 ;他 在 事业 上 的 “ 昭 昭 之 明和 “ 赫 圭 之 功 - ， 无 不 来 自持 

ZUR RRS AKEAA ABI’ .” CPE HR1982 

467 9 228) 

朱 洗 教授 作风 俭朴 ， 表 现在 他 从 不 计较 工作 条 件 ， 总 是 想 方 

设法 去 克服 工作 条 件 上 的 困难 。 在 旧 中 国 ， 他 的 科研 经 费 儿 等 于 

无 的 情况 下 ， 就 用 一 些 不 花 钱 或 很 少 花 钱 的 材料 。 除 了 肉 蜡 、 青 

蛙 、 桑 短 、 金 鱼 之 外 ， 还 曾 想 用 挂 在 树 上 的 莞 衣 虫 。 他 的 好 友 张 

作 人 教授 多 次 说 起 朱 洗 在 中 山大 学 用 简陋 条 件 搞 科 研 的 情况 “最 

令 我 惊讶 的 是 他 到 校 没 几 天 ， 已 经 在 一 个 根本 不 象 实验 室 一 一 教 

SPARE, FR LR. HAMAR: 一 台 自 己 带 来 的 

显 微 贷 ， 学 校 的 一 台 切 片 机 和 一 个 普 普 通通 的 熔 暗 箱 。”(《 朱 洗 论 

文集 》% 朱 洗 先生 遗 集 后 践 y?) 朱 洗 教 授 还 常常 亲自 动手 制作 改装 一 

些 设 备 仪器 ， 自 己 动手 描绘 论文 的 插图 ， 亲 手 磨 切片 刀 。 他 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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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 做 侄 不 是 为 了 省 点 钱 。 重 要 的 是 要 培养 一 个 科学 工作 者 勤俭 

市 约 的 美德 。 当 然 ， 他 并 不 是 完全 不 重视 设备 条 件 的 大 ， 他 只 是 

认为 ， 研 究 工 作 固然 需要 一 定 的 条 件 ， 但 首先 要 有 会 使 用 的 大 。 

他 和 党 说 : 如 果 眼 力 不 行 ， 用 最 好 的 显微镜 也 是 视而不见 。” “要 让 

新 技术 和 新 仪器 为 我 们 服务 ， 不 要 做 仪器 设备 的 欣赏 者 或 被 支配 

者 。 解 放 后 ， 党 和 政府 重视 科学 事业 ， 而 朱 洗 教授 又 为 国家 做 出 

了 贡献 ， 但 他 仍然 十 分 珍 异 有 限 的 国家 资金 ， 不 肯 随 便 购 置 贵重 

仪器 。 直 到 晚年 ， 他 还 在 一 间 仅 有 十 余 平 方 米 被 称 之 为 ̀  斗 室 " 的 

房间 里 日 以 继 夜 地 写作 。 

朱 洗 教授 待人 谦逊 诚 尽 ， 乐 于 助人 ， 重 视 对 后 生 晚 辈 的 教诲 

和 培养 。 他 衣着 朴素 ， 生 活 简单 ， 没 有 一 点 教授 架子 ， 而 且 他 还 

善于 同 工 人 农民 交 朋 友 。 他 高 尚 的 道德 品质 至 今 还 深 深 地 遗留 在 

大 们 的 记忆 之 中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L’activation et la rectification dans la parthénogénése des 

Echinides par l’hypertovie seure. (MILA BERR 

物 单 性 生殖 中 的 激动 和 调整 现象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183，636 一 639，1926。 合 作者 : Bataillon. 

2。 Maturation, fécondation et polyspermie chez l’oeuf de Bom- 

byx mori. (REMZMA, VHMA Hw)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186, 338—340,1928a. 

合作 者 ， Bataillon. 

3。 Les mitoses anastrales d'activation.( 卵 球 激 动 时 的 无 星光 有 

444533)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187. 965—967, 1928b. 

合作 者 ，Bataillon. 

4, Analyse de la fécondation chez les Batraciens par 1 hybri- 

dation et la polyspermie physiologique. (利用 杂交 和 生理 多 

精 虫 受精 分 析 两 栖 类 的 受精 )Arch. Eatw. -mech. d. Organ: 115, 

779 一 821,1929。 - 

合作 者 ，Bata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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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0. 

11. 

Avortemens de la gamétogénése chez les hybrides d’Utodels 

de deux ans. (WS RUB AR 2e FF YS IG AE a A ids A)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191,690,1930a. 

合作 者 ，Batailloc. 

La reaction propre de loeuf chez Hyla. Périvitellin et 

infécondabilité du materiel vierge hydraté. (ys PVN ER 

经 淡水 处 理 后 的 卵 周 反应 与 不 孕 性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191,541 一 544,1930b. 

合作 者 ， Bataillon. 

Etudes analytiques et expérimentales sur les rythmes ci- 

‘nétiques dans l’oeuf (Hyia arborea, Paracentrotus lividus, 

Bombyx mori). CON (NE, HH. AR) PRCA PMK BU 

32) Arch. Biol. 40, 439—539,1930c. 

合作 者 ， Bataillon. 

Activation, éliminatioa d’un globule polaire et polyvolti- 

nisme chez le Bombyx du murier. (ABN Wo. PREM 

与 多 化 性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193, 380—383, 

1931a. 

合作 者 :Bataillon. 

I,es trois typec de mitoses caractéristiques du premier dé- 

veloppement. chez 1’oeuf de Bombyx fécoadé ou parthéno- 

genésique. 〈 家 和 蛋 受 精 卵 和 单 性 生殖 卵 初 期 发 育 中 特有 的 三 种 细胞 

分 裂 类 型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193, 415—4i7, 

1931b. 

合作 者 ，Bataillon， 

Dissociation expérimentale des rychmes einétiques male et 

femelle sur-l’oeuf de Bombyx normalement fécondé. (iE? 

SZ he HY Ax ZEON Wee 1K A WHE AY 5d FR 3s SE FE)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193, 436—438,1931c. 

合作 者 ，Bataiilon. 

Etude cytolcgique sur i’hybridation chez les Anoures. (无 昆 

类 杂交 的 细胞 学 研究 ) Arch. d’Anat. Micros. 27,1—105,1931d. 

12, Etudes comparatives des processus cinétiques initiaux ch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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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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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l’oeuf d’Hyla fécondé aux divers stades d’immaturité et de 

surmaturite.〈 不 够 成 熟 和 过 分 成 熟 雨 蛙 卵 受精 早期 分 裂 过 程 的 比 

较 研 究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195,353,1932a. 

合作 者 : Bataillon. 

Croisement en retour (2¢ génération) entre une femelle 

hybride d’Urodele et les males des deux types parentaux. 

CHE HE AS FP AE BR 70 FH AS |] 3 A ET] TE 2 (5 — ANDI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195, 449—452, 1932b. 

合作 者 : Bataillon. 

Les processus cinétiques dan. loeuf de Bombyx mori (fé- 

condation normale, parthénogénése, activation polyvoltini- 

sante, dissociation expérimentale des rythmes). (A #E5p fj 4> 

裂 过 程 (正常 受精 、 单 性 生殖 ， 多 化 性 的 激发 和 分 裂 节 奏 的 实验 高 

释 )] Arch. d’Anat. Micros. 29, 285—372, 1933. 

合作 者 :了 ataillon. 

L’analyse expérimentale de la fécondation et sa définition 

par les processus cinétiques. (S¥FHLBOMMEARABDR 

过 程 中 的 意义 ) Ann. Sci. Nat. Bot. et Zool. , 10 série, T. 17, 

9—36, 1934a. 

合作 者 :Bataillon， 

广州 蛙 类 异种 交配 的 研究 。 国 立 中 出 大 学 “自然 科学 ”7 6, 219 一 

262，1934b. 

细胞 中 各 种 分 裂 节 奏 与 生命 延续 的 关系 。 科 学 世界 ，4 卷 12 散 ;( 动 

物 专 号 )973 一 981，1934。 

广州 蛙 类 人 工 单 性 发 育 的 研究 。 科 学 ，19，481 一 511,， 1935, 

SEA: Mb. 

FA SEIT RE PRT ON AE. AE FARE 1, 1--10, 1936a. 

实验 的 蛙 类 双 胎 。 生 物 学 杂志 1, 71—83, 1936b. 

Fertilization in Goldfish. (4 4 4% 4%) Contrib. Inst. Zool. ， 

Nat. Acad. Peiking, 3, 35—58, 1936c. 

合作 者 : PIKE. 

Recherches sur l’activabilité et la fécondabilité de l’oeuf 

du poisson osseux. (Carassius auratus) (金鱼 卵 球 的 激动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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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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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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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和 受精 能 力 的 研究 ) Chinese J. Exptl. Biol. 1, 169—188, 

1936d. 

合作 者 : Pak. 
L’hybridation chez les Anoures de Cancen. (Chine). ("RF 

尾 类 的 杂交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202, 242, 1936c. 

Embryons doubles obtenus par la centrifugation d’oeufs 

d’Anoures récemment fécondés:Origine des localisations 

germinales. 〈 从 无 尾 类 受精 卵 离心 后 获得 的 双 胎 分 析 胚 因 定局 的 

起 源 秘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202, 1043—1045,1936f. 

Etude cytologique sur la parthénogénése . expérimentale 

provoquée par l’acide chlorhydrique chez le Bombyx mori. — 

(HEROD 5] dea EA AE eA A SH EE) Chinese J. Exptl. 
Biol. 1, 33—57, 19368. 

SHEA: WIC. 
Etude cytologique comparative sur la parthénogénést et le 

développement normale chez le Bombyx du murier. (#45) 

性 发 育 与 正常 发 育 的 比较 ) 北平 中 法 大 学 理学 院 特刊 : 6，1 一 32， 

1936h. 

合作 者 : Ux R. 

SRAM RHA. BF HA 6，215 一 219，1937a. 

SEH: PIKR. 

Activation spontanée de loeuf du poisson rouge (Carassius 

auratus L. ) au contact de Tcau douce. (4 fH NERA PR 7k HE fh 

而 产生 的 自发 激动 现象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204, 

1839—1841, 1937b. 

合作 者 : PIG. 

Une nouvelle race chinoise d’Ascaris megalocephalla. (Type 

Trivalens). Cp By Ry)—~7S 5 ie Fh BE = Hr)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204, 1676—1677, 19387c. 

BES: PRIKR. 

The Germ-cell cycle in a new race of Ascaris megalocep- 

halla (Trivalens). (=f Geet he w+ARAMR A) Cont- 

rib. Inst. Zool. , Nat. Acad. Peiking. 3, 257—374, 1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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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EA: PIER. 

Artificial parthenogenesis in some Chinese frogs with esp- 

ecial reference to some three-year-old fatherless frogs. (中 

国 蛙 类 的 人 工 单 性 生殖 及 三 龄 无 父 峙 的 记载 ) Chinese J.v. 29, 

103—108, 1938a. Sn 

BEA: MIE KR. 

Localisations germinales dans 1’oeuf vierge d’Anoures. (76 

尾 类 处 女 卵 的 胚 固定 位 ) Compt. Rend. Acad. Sci. Paris, 207, 

599, 1938b. . 

The technique of prof. Bataillon and some three-year-old 

parthenogenetic frogs. ( 巴 德 沫 教授 的 针 刺 方法 和 三 龄 单 性 生殖 

峙 的 获得 ) Chinese J. Exptl. piol. V. 1，305 一 334， 

合作 者 ， 陈 兆 申 。 
Fertilization of artificially ovulated premature eggs of 

Bufo. (wee A THEM AR RA SHH) Sci. Rec. 3 203 一 208， 

1942a. - 

BEA: PIR 
Localisations ER de loeuf vierge de Rana’! nigro- 

maculata révelées par la méthode de pression. (A i) exh 

黑 斑 蛙 处 女 卵 球 的 方法 分 析 胚 固定 位 ) Sci. Ree. vi 1, 209—213, 

1942b. 

Dehiscence et maturation in vitro des 0eufs saan chez 

Rana nigromaculata et Bufo bufo asiaticus. ( 黑 斑 蛙 和 亚洲 

WS ie ON ES ZA Sp BRON Fl yA) Compt. Rend. Acad. Sci. La singe 

224, 598—600, 1947. 

Etudes cytologique et expérimentale sur la ‘maturation 

artificielle osmotique in vitro sur 1l’oeuf d’Anoures. (AT 

Bi HE 1 ET HC Sh BL HR EHO AF ZT FE HE) Acta 
Zool. Taiwanica, 1, 1—66, 1948a. 

Maturation imparfaite in vitro, sur 1l’oeuf intra-ovarien 

de Crapaud (Bufo bufo asiaticus). iso 

成 熟 ) Sci, Record. 2, 206—209, 1948b. 

Maturation parfaite in vitro sur l’oeuf intra-ovarie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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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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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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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paud (Bufo bufo asiaticus). (BU KiS REIN BON SSE A) 

Sci. Record. 2, 209—211, 1948c. 

峙 孵 体 外 成 熟 的 新 研究 。 学 艺 17, 290—302, 360—366, 19484; 

学 艺 18, 45—54, 125—141, 1948e. 

Dissociation expérimentale des rythmes cinétiques sur la 

mitose amphimixiqu dans l’ocuf récemment féconde de 

Bombyx mori. (MH#RMAREHWAEMABARVTSHTRAF) 

Sci. Record. 2, 327—330, 1949a. 

QUES: HK RR. 
Destinee des sperinatozoides surnumeraies dans ia fécon- 

dation polyspermique chez Poeuf de sphinx (Parum colli- 

gata Warker) et l’autonomie des centres cinétiques. (Kim 

卵 多 精 虫 受精 场 中 剩余 精 虫 的 命运 及 中 心 体 的 自主 性 ) Exptl. 

Cell Res. ，Suppl. 1, 529—531, 1949b. 

合作 者 : 1 Re 
Dissociation expérimentale des rythmes cinétiques dans la 

mitose amphixigue de l’oeuf récemment fécondé du Bombyx 

三 ori.《 新 受精 家 蚕 孵 两 性 融合 核 分 裂 节 奏 的 实验 离 释 ) Eyptl. 

Cell Res. , Suppl. 1, 533—535, 1949c. 

SEA: tk Re 
Etude cytologique de la parthénogénése expérimentale os- 

motigue, sur loeuf intra-ovarien mature in vitro chez le 

Crapaud. (Bufo bufo asiaticus). (#5 #2 (KSb AR FH ON AN A Br 

变 渗 透 压 引起 单 性 发 育 之 细胞 学 研究 ) Chinese J. Exptl. Biol. 

3,1—40, 1950. 

蛙 卵 水 分 的 增加 和 成 熟 的 关系 。 中 国 科 学 1, 165—183, 1950a. 

合作 者 ， 袁 伯 伟 。 

氰 酸 钾 对 于 乔 卯 发 育 的 影响 。 科 学 通报 1, 169—171, 1950b. 

合作 者 : 张 ” 果 。 

A AF A We i He HR) 对 于 体外 跌 卵 和 成 熟 的 报导 。 科学 通报 
2, 398，19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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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者 : BAR 王 高 顺 王 幽 兰 林 志 春 。 
La destinee des spermatozoides surnumeraires dens la feco- 

ndation polyspermique chez l’oeuf d’un Sphinx. (Parum 

colligata Warker). (KRAWRS HPA HA WY fit 3B) 
Chinese J. Exptl. Biol. 3, 144—158, 1951. 

SEA: K FR. 

家 和 蛋 节 食 却 病 研 究 的 报道 。 科 学 通报 3484, 256K, 1952. 

合作 者 ， 藉 天 骏 王 幽 兰 k R 王 高 顺 林 志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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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55—62,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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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物 学 家 

(1900—1985) 

fh WK XC 
| ae 

伍 献 文 是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一 级 研究 员 ， 著 名 的 动 
物 学 家 ， 以 鱼 类 学 见长 ， 在 线虫 等 无 脊 椎 动物 的 研究 上 也 有 很 深 
的 造 放 。 曾 任国 家 科 委 水 产 组 副 组 长 .中国 科学 院 武汉 分 院 院 长 、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所 长 等 职 。 逝 坦 时 为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 
生物 研究 所 名 誉 所 长 。 

=) 

伍 献 文生 于 1900 年 。 祖 籍 浙 江 省 瑞安 县 。1918 年 ， 他 从 旧制 

中 学 毕业 以 后 ， 家 庭 的 经 济 条 件 已 无 法 供应 他 上 大 学 ， 于 是 他 就 
自己 选择 ， 考 取 了 既 可 免除 学 费 又 可 供应 膳食 的 南京 高 等 师范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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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农业 专修 科 。 在 南京 高 师 头 两 年 的 学 习 生 活 是 平淡 的 ， 然 而 一 

个 新 的 机 遇 却 决定 了 他 的 终身 事业 。1920 年 冬 ， 我 国 近代 动物 学 

研究 的 创 导 人 之 一 ， 著 名 的 动物 学 家 秉 志 教授 从 美国 回国 ， 并 在 

南京 高 师 执教 。 秉 先生 记 教 的 动物 学 及 其 亲 目 指导 的 动物 学 实验 ， 

将 学 生 引 进 了 一 个 新 奇 的 世界 。 达 尔 文 的 生物 进化 理论 、 动 物 的 

比较 形态 学 等 新 的 知识 引起 伍 献 文 的 极 大 兴趣 ,他 自 下 定 决心 ， 

并 将 从 事 动 物 学 研究 作为 目 己 的 努力 方向 。 
1921 年 ， 伍 献 文 以 优异 成 绩 毕 业 于 南京 高 等 师范 学 校 ， 到 往 

建 省 厦门 市 集美 学 校 任教 。 一 年 以 后 ， 厦 门 大 学 正式 成 立 ， 他 转 

到 厦大 动物 学 系 担 任 助 数 。 厦 门 大 学 的 六 年 生活 ， 在 伍 献 文 的 一 

生 中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在 这 里 他 所 接受 的 动物 学 研究 的 基本 训练 ， 

贷 定 了 他 终生 事业 的 基础 。 初 到 厦大 ,他 跟随 赖 特 教授 (prof .S， 

F.Light》 指导 学 生 的 动物 学 实验 。 为 了 胜任 这 项 工作 , 伍 献 文 回 

赖 特 学 习 动 物 分 类 学 。 有 一 次 ， 赖 特 带 着 伍 献 文 到 海边 岩石 上 取 

下 一 种 动物 ， 要 他 去 分 类 ， 他 先 从 培养 观察 、 形 态 解剖 入 手 ， 秀 

清楚 它 的 构造 ， 然 后 从 门 、 纲 、 目 、 科 、 属 ， 一 直 定 到 种 ， 用 了 

一 个 多 星期 时 间 ， 终 于 确定 它 是 一 种 内 肛 动 物 的 群体 。 这 种 分 类 

学 的 思想 方法 和 工作 方法 的 基本 训练 ， 给 伍 献 文 留 下 了 终身 难忘 

的 印象 。1925 年 ， 秉 志 来 到 厦大 ， 在 动物 学 系 教授 并 椎 动物 比较 

解 训 学 、 组 织 学 和 胚胎 学 。 在 乘 志 的 鼓励 下 ， 伍 献 文 又 向 学 校注 

册 为 动物 学 系 学 生 ， 一 面 给 秉 先 生 当 助教 ,一 面 完成 目 己 的 学 业 ， 

他 在 组 织 学 和 胚胎 学 方面 的 坚实 基础 ， 就 是 这 一 时 期 在 秉 先生 直 

接 指导 下 取得 的 。 与 此 同时 ， 伍 献 文 又 跟随 何 博 礼教 授 (Prof .有 R. 

Hoeppli) 学 习 寄 生 虫 ， 并 对 厦门 和 浙江 的 自由 生活 线虫 江豚 的 

肺 寄生 线虫 及 其 引起 的 组 织 病 理 变 化 进行 了 研究 。 在 南京 高 师 立 

下 的 志愿 在 厦门 开始 了 实践 ， 年 育 的 伍 献 文 在 这 里 迈 出 了 一 生 事 

业 的 第 一 步 。 得 得 的 几 年 ， 他 研究 过 鸟 、 蛇 、 峙 、 鱼 、 线 虫 、 水 

母 等 不 同 种 类 的 动物 ， 写 了 许多 篇 论文 ， 但 这 个 海边 生 海 边 长 的 

硼 年 人 却 深 深 地 爱 着 大 海 ， 迷 恋 着 生活 在 大 海 之 中 的 千 奇 百 态 的 

华 类 。 

° 201° 



厦门 大 学 毕业 以 后 ， 伍 献 文 应 聘 到 南京 中 央 大 学 生物 学 系 教 

动物 学 ,虽然 这 时 他 已 经 在 线虫 等 方面 的 研究 取得 了 -- 定 的 成 就 ， 

但 他 对 鱼 炎 学 研究 的 志趣 却 始 终 没 变 。 在 南京 只 停留 子 人 年 。 他 

就 辞去 了 中 央 大 学 的 教 职 ， 接 受 了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的 资助 去 

法 国 留 学 。1929 年 ， 伍 献 文 到 了 巴黎 ， 在 巴黎 博物 馆 鱼 类 学 实验 

室 的 罗 勤 教授 (Prof. 工 .Roule) 的 指导 下 学 习 鱼 类 学 。 三 年 含 辛 茹 

亩 、 刻 苦 努 力 , 伍 献 文 终于 完成 了 他 的 博士 论文 4 中 国 比 目 鱼 类 的 
形态 学 、 生物 学 和 系统 学 的 研究 》(Contribution a 1’/Etude morph- 

Ologique, biologique et systematique des Poissons hétérosomes 

(Pisces Heterosomata)de la Chine,Théses Univ, Paris, Ser, A, 

no,224 (1932): 1—179), 于 1932 年 取得 了 巴黎 大 学 科学 博士 学 

位 。 这 篇 论文 是 中 国学 者 研究 中 国 鱼 类 的 早期 著作 之 一 ) 记载 了 

分 布 于 中 国 的 比目鱼 类 5 科 33 属 65 种 ,对 比目鱼 类 器 官 系统 的 解剖 

和 生物 学 作 了 详尽 的 描述 ， 这 些 工 作 不 仅 在 国内 同期 同类 研究 中 

处 于 领先 地 位 ， 也 受到 国外 同行 的 推崇 。 这 篇 论文 , 直到 现在 仍 

是 研究 比目鱼 类 的 一 篇 有 价值 的 文献 。 

二 十 年 代 末 三 十 年 代 初 ， 在 乘 志 等 动物 学 界 先 非 的 努力 下 ， 

中 国 的 动物 学 研究 从 无 到 有 ， 不 断 进步 。 在 这 期 间 ” 中 国 科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 带 生生 物 调查 所 相继 成 立 , 并 创建 了 多 种 科学 刊物 。 
伍 献 文 出 国 前 后 ， 已 在 这 些 刊物 上 发 表 了 一 些 论文 二 其 中 包括 他 

的 第 一 篇 鱼 类 学 论文 4 厦门 鱼 类 之 调查 >(Study of the fishes of 
Amoy:Cont.Biol.Lab.Sci.Soc.China,Vol.5,No.4,1-99)6:1928 

年 ， 中 央 研 究 院 国立 自然 博物 馆 在 南京 成 立 ， 这 是 我 国 由 政府 主 

办 的 第 一 个 生物 学 研究 机 构 ， 从 其 成 立 之 日 起 ， 伍 献 文 就 一 直 关 
心 该 迄 的 研究 工作 。 伍 献 文 于 1932 年 回国 ,立即 被 推荐 主持 博物 
馆 的 动物 学 部 工作 ， 同 期 在 博物 馆 动 物 学 部 工作 的 还 有 方 炳 文 ; 

常 腾 定 等 人 。 为 了 调查 祖国 富 侥 的 生物 资源 ” ABR ABI By 

贵州 、 云 南 等 边远 山区 ， 采 集 了 大 量 的 标本 ， 发 现 了 许多 在 科学 

上 未 兽 记 载 过 的 新 的 物种 。 在 这 段 时 间 ， 伍 献 文 的 工作 涉猎 面相 

当 宽 ， 表 现 出 他 在 动物 学 研究 上 的 坚实 基础 。 他 在 继续 进行 鱼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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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虫 类 研究 的 同时 ， 又 开展 了 对 河蟹 、 蝎 类 等 的 研究 ， 其 所 发 表 
HY < FB Eel yay @E GE RE> (Enumeration of the river-crabs (Potamoni- 

dae )of China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species, Sinensia,4 

(11):338—352) 和 中 国之 晤 及 旺 珠 》(A review of the scorpi- 

ons and whdp-scorpions of China, Sinensia, 7(2):113—127), 

都 是 国内 学 者 研究 该 类 的 领先 之 作 。1934 年 ， 目 然 博物 馆 改 为 中 

央 研 究 院 村 物 研 究 所 ， 不 久 又 改称 动 植物 研究 所 ， 其 研究 内 容 较 

之 博物 馆 要 更 广 一 些 。 伍 献 文 始终 没有 忘怀 目 己 对 海洋 及 其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的 眷 念 ，1935 年 6 一 11 月 ,他 组 织 了 渤海 湾 及 山东 半岛 

的 海洋 及 海洋 生物 调查 。 这 是 我 国 自 行 组 织 的 第 一 次 海洋 科学 综 

侣 考察 克昌 然 规模 不 大 ， 许 多 工作 因为 日 本 发 动 侵 华 哉 争 而 未 能 

继续 和 整理 ， 但 它 却 是 我 国 海洋 科学 考察 的 开端 。 
“七 贡 ” 芦 沟 桥 事变 爆发 ,日 本 帝国 主义 侵略 中 国 的 炮火 使 科 

学 研究 的 美好 设想 毁 于 一 旦 。1937 年 ， 中 央 研 究 院 所 属 各 研究 所 

纷纷 迁 入 内 地 ， 动 植物 研究 所 也 奉命 迁 往 潮 南 的 长 沙 和 衡山 ， 几 

年 艰辛 初创 的 科研 条 件 遭 受 了 严重 的 损失 。 伍 献 文 和 他 的 同事 为 

了 保存 起 码 的 科研 工作 需要 , 将 显微镜 和 图 书 资料 一 一 整 箱 带 走 ， 

却 丢 掉 许 多 私人 的 生活 用 品 。 当 时 研究 所 已 收藏 了 大 量 的 动 植物 

标本 ， 包 括 一些 新 种 的 模式 标本 ， 都 无 法 带 走 。 为 了 保存 这 些 标 

本 ， 他 们 在 夹 墙 的 地 下 控 了 一 条 深 沟 ， 小 心 必 翼 地 将 标本 一 瓶 瓶 

Bie, FARK. NT RHR AMAR, KEP OME 

一 定 会 回 到 中 国人 民 手 中 。 谁 曾 料 到 ， 八 年 以 后 ， 他 们 怎么 也 控 

所 不 出 这 批 珍贵 的 标本 ， 盗 气 者 可 能 因为 挖 到 的 不 是 金 银 珠宝 而 

将 这 些 “ 和 鱼 烂 虾 ”随手 倒 弃 了 ， 而 伍 献 文 他 们 却 为 丢失 这 批 无 

价 之 宝 而 感到 终身 遗憾。 
长 沙 大 火 又 将 中 央 研 究 院 动 植物 研究 所 赶 到 了 广西 阳朔 。 艰 

蕉 的 忠 涉 、 困 车 的 生活 。 持 据 的 科研 经 费 ， 并 没有 动摇 伍 献 文 继 
续 进 行 科学 研究 的 决心 。 在 阳朔 的 短暂 停留 中 ， 伍 献 文 完成 了 

“有 《 注 江 的 鱼 类 >COn the fishes of Li-Kiang. Sinensia,10(1—6); 

92 一 142) 一 文 ， 其 中 描述 了 发 现 于 漓江 的 十 一 个 新 种 。193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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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植物 研究 所 搬迁 到 四 川 重庆 北碚 , 才 有 了 稍为 安定 的 科研 环境 。 

然而 ， 中 原 沧 丧 ， 烽 烟 四 起 ， 调 查 祖 国 珍贵 自然 资源 的 计划 已 难 

以 实现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伍 献 文 开始 将 研究 工作 的 重点 转移 到 实 

验 室内 ， 而 这 个 转变 ， 导 致 我 国 鱼 类 学 研究 史 中 出 现 了 一 个 以 鱼 

类 生理 学 和 功能 形态 学 研究 为 主 的 新 局 面 。 在 四 十 年 代 之 前 ， 陈 

桢 先生 曾 研究 过 鲫鱼 和 家 养 金鱼 的 品系 杂交 变异 ， 朱 洗 先 生 也 曾 

观察 过 鱼 类 的 胚胎 发 育 ， 象 这 样 的 零星 的 实验 鱼 类 学 的 研究 工作 

还 有 一 些 ， 而 真正 有 关 鱼 类 的 生理 学 及 其 结构 与 功能 的 研究 尚 属 

空白 。 从 1940 年 到 1947 年 ， 伍 献 文 及 其 量 年 的 学 生 订 我 国 著名 的 

鱼 类 学 家 列 建 康 、 张 孝 威 等 人 ， 连 续 发 表 了 多 属 有 关 黄 鳝 气 呼吸 

的 机 理 的 研究 报告 ， 比 较 详尽 地 从 形态 学 、 组 织 学 及 生理 学 的 和 

度 探讨 黄鳝 的 气 呼 吸 器 官 的 结构 和 功能 。 在 这 期 间 ， 伍 献 文 还 进 

行 了 纹 胸 朱 的 吸着 器 的 组 织 学 、 鲤 鲫鱼 杂交 试验 、 鲁 负 鱼 的 且 动 现 

象 等 等 有 关 鱼 类 生理 学 和 功能 形态 学 的 研究 工作 。 这 一 大 批 印 在 

当时 内 地 土 制 毛 边 纸 上 的 科学 文献 ， 既 记 下 了 我 国 早 年 鱼 类 学 家 

们 的 艰辛 历史 ， 也 载 上 了 我 国 鱼 类 学 研究 的 一 个 新 的 进步 s 

抗日 战争 胜利 以 后 ， 中 央 研 究 院 接收 了 日 伪 财 产 ;, 搬 到 上 海 。 

历尽 艰辛 的 伍 献 文 和 他 的 同事 们 一 直 等 到 1946 年 才 登 土 轮船 亡 通 

东 下 。 然 而 ， 等 待 着 他 们 的 不 是 和 平和 繁荣 ， 而 是 国民 党 反动 派 

挑 起 的 内 战 和 通货 膨胀 。 失 望 的 教训 使 已 过 不 惑 之 年 的 伍 献 文 对 

国民 党 的 腐朽 统治 不 再 抱 有 任何 约 想 。1949 年 上 海 解放 前 必 他 

与 中 央 研 究 院 动物 所 的 全 体 职工 一 起 ， 抵 抗 了 国民 党 特务 的 威 禹 

利诱 ， 拒 绝 了 将 研究 所 迁 往 台湾 的 阴谋 ， 从 而 翻 开 子 自己 历史 填 

的 新 的 一 页 。 

全 人 

伍 献 文 怎么 也 没 想 到 ， 上 海 刚 刚 解放 不 到 两 个 月 ， 他 就 接 到 

了 参加 新 中 国 第 一 次 自然 科学 工作 者 代表 大 会 筹备 会 议 的 通知 。 

摊 毁 旧 世 界 的 炮 声 还 在 耳 边 稼 鸣 ， 建 设 新 世界 的 宏图 已 展现 在 眼 

前 ， 球 泊 半 生 的 伍 献 文 感到 无 比 激 动 ， 他 决心 将 自己 的 后 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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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对 贡献 给 新 中 国 的 科学 事业 。 他 参加 了 成 立 中 国 科学 院 的 筹备 
工作 。 根 据 统 一 规划 ， 原 中 央 研 究 院 动物 研究 所 与 植物 研究 所 的 
络 类 专业 大 员 ;, 于 1950 年 联合 组 成 了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 
并 先后 分 设 青岛 、 厦 门 两 个 海洋 生物 研究 室 和 太湖 淡水 生物 研究 
Bo 伍 献 文 被 任命 为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兼 太湖 淡水 生物 研究 
SEES 不 入 以 后 ， 青 岛 海 洋 生物 研究 室 发 展 并 独立 成 立 了 中 国 
科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及 其 所 属 太湖 淡水 生物 研究 
室 一 起 搬迁 到 武汉 市 武昌 的 东湖 之 滨 ， 成 为 一 个 以 淡水 生态 学 为 
主 的 研究 趾 忌 ， 伍 献 文 二 直 主持 该 所 鱼 类 学 的 研究 工作 。 

解放 以 后 ， 党 和 人 民 为 科学 工作 者 提供 了 安全 的 生活 环境 和 
优良 的 工作 条 件 ， 同 时 也 向 他 们 提出 了 新 的 要 求 。 在 科学 研究 为 
国民 经 济 建设 服务 的 方针 指引 下 ，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的 
研究 工作 ;一直 围绕 着 如 何 加 速 淡水 渔业 发 展 这 个 中 心 研究 内 容 
进行 ， 鱼 类 学 研究 的 重点 也 逐步 转移 到 生态 学 领域 。1951 年 ， 伍 

献 文 领导 并 参加 了 五 里 湖 的 湖泊 调查 工作 ， 这 是 国内 首次 对 湖泊 
进行 较 长 期 的 综合 性 科学 考察 ， 这 个 工作 不 仅 为 以 后 的 湖泊 调查 
规范 化 打下 基础 ， 也 开始 了 一 些 鱼 类 生态 的 研究 工作 。 五 十 年 代 ， 
伍 献 文 还 参加 了 三 峡 水 库 库 区 、 丹 江口 水 库 库 区 的 水 生生 物 调查 
和 渔 亚 规划 的 研究 ， 组 织 和 参加 了 中 国 淡水 鱼 类 养殖 学 > 的 编写 
工作 。 然 而 , 随 着 科学 事业 的 发 展 , 伍 献 文 的 主要 精力 逐渐 转移 到 
科学 研究 的 组 织 管理 上 去 了 。 在 他 的 领导 下 ， 水 生 所 的 鱼 类 学 研 
究 逐 步 深入 到 鱼 类 分 类 学 、 生 态 学 、 生 理学 、 遗 传 学 和 组 织 学 各 
个 领域 ， 成 为 一 个 鱼 类 学 的 综合 研究 机 构 。 除 了 日 常 组 织 管理 工 
作 以 外 ， 伍 献 文 在 五 干 年 代 未 和 六 十 年 代 初 ， 还 到 芬兰 出 席 国 际 
湖泊 学 年 会 ， 以 国家 代表 的 身份 去 莫斯科 、 平 壤 等 地 参加 太平 洋 
西部 渔业 研究 委员 会 的 会 议 ，1964 年 他 还 赴 苏联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和 十 巴 进行 永生 生物 学 考察 。 

虽然 事务 性 的 行政 工作 占 去 了 伍 献 文 的 一 大 半 时 间 ， 但 他 始 
袭 没有 忘记 自己 是 二 个 科学 家 ， 主 要 的 任务 是 科学 研究 。 祖 国 的 
绕 二 国家 的 富强 ; 使 伍 献 文 那 个 在 三 十 年 前 被 战火 粉碎 了 的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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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设想 有 了 实现 的 可 能 ， 他 决心 为 调查 祖国 丰富 的 淡水 鱼 类 资源 
作出 新 的 努力 。 他 所 直接 领导 的 鱼 类 分 类 组 的 同志 六 按照 他 的 规 
划 ， 叭 山 涉 水 ， 足 迹 遍及 祖国 的 每 一 个 角落 ， 从 东北 的 三 江平 原 
到 海南 岛 的 五 指 山 畔 ， 从 青藏 高 原 的 冰川 雪 河 到 东海 之 滨 的 溪流 
沟 润 ， 采 回 了 大 批 鱼 类 标本 ， 在 永生 所 建立 了 收藏 有 二 十 祭 万 号 
标本 的 规模 宏大 的 淡水 鱼 类 标本 室 。 他 们 用 大 量 由 模式 标本 产地 
采 来 的 地 模 标 本 代替 流散 在 国外 的 中 国 鱼 类 的 模式 标本 如 基本 摆 
脱 了 依靠 “洋人 洋 书 ”来 研究 中 国 鱼 类 的 被 动 局 面 员 在 拥有 大 量 
标本 的 基础 上 ， 伍 献 文 抓 住 占 中 国 淡 水 鱼 类 一 灶 的 鲁 科 鱼 类 作为 
研究 对 象 ， 同 他 的 助手 一 起 开始 了 艰巨 的 整理 工作 避 1964 年 ， 图 
文 并 茂 的 4 中 国 鲤 科 鱼 类 志 > 止 卷 由 上 海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印行 半 在 
国内 引起 了 较 大 的 反响 ， 国 外 学 者 发 表 了 专文 评论 让 国内 也 很 快 
就 销售 一 空 。 国 内 、 外 许多 从 事 鱼 类 学 研究 的 同行 都 在 期 待 着 下 
卷 的 出 版 。 十 年 浩 支 差 一 点 毁灭 了 这 二 科学 著作 的 后 半 部 ， 在 幽 
禁 、 隔 离 和 强迫 劳动 中 ， 伍 献 文 一 直 将 写 完 这 部 书 作 为 自己 的 宿 
愿 。 就 在 他 获得 自由 的 第 一 天 ， 他 提出 的 第 一 个 要 求 就 是 六 请 多 
许 我 拿 起 笔 ， 我 要 将 k 中 国 鲤 科 鱼 类 志 > 写 完 中 从 此 以 后 让 无 论 白 
天 黑夜 、 节 日 假日 ， 人 们 都 能 看 到 这 位 年 逾 古 稀 的 老大 史 关 在 自 
己 的 办 公 室内 ， 时 而 观察 和 测量 标本 ， 时 而 查阅 文献 时 而 俯首 
疾 书 。 慢 性 支气管 炎 等 老年 性 疾病 一 直 缠 扰 着 他 ,得 为 子 争 回 被 
耽误 的 时 间 ， 为 了 使 科学 不 至 于 随 着 自己 的 生命 而 流逝 ;他 即使 
感到 髓 体 不 适 ， 也 仍 坚 持 到 实验 室 工 作 。 粉 碎 尝 四 大 邦 吕 后 的 第 
=, 《中 国 鲤 科 鱼 类 志 》 的 下 卷 终 于 出 版 卫 《中国 鲁 科 鱼 类 志 》 
全 书 共 七 十 对 万字， 系统 地 描述 了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鲁 科 鱼 类 113 属 ， 
412 种 ,并 附 有 精美 的 图 版 它 不 仅 是 研究 中 国 淡水 鱼 类 的 必 备 文 ， 
献 ， 也 是 研究 全 世界 鲤 科 鱼 类 的 重要 资料 。 全 书 出 版 后 ,很 快 就 
脱销 了 ， 出 版 已 经 重 版 印刷 。 日 本 学 者 已 将 赴 卷 译 成 且 文 出 版 
下 卷 也 在 翻译 之 中 。 欧 美的 许多 鱼 类 学 家 也 来 信 建 议 出 版 英 译本 。 
这 部 著作 在 1978 年 全 国 科学 大 会 上 得 到 大 会 奖励 记 在 1982 年 又 评 

上 上 了 全 国 自 然 科学 奖 二 等 奖 。 伍 献 文 二 十 多 年 的 心 厌 终 入 如 愿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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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 说 他 可 以 心安 理 得 ， 象 一 般 老 人 一 样 ， 疗 养 休息 ， 安 度 晚 年 
了 。 得 是 ， 伍 献 文 却 对 他 的 助手 说 ;我 们 的 这 部 书 在 中 国 的 鲤 科 
鱼 类 的 种 类 及 其 分 布 的 记录 上 是 有 很 大 的 增加 ， 但 是 在 鲤 科 及 其 
所 属 各 类 群 的 系统 和 宗 系 发 生 关 系 上 ， 仍 不 脱 前 人 之 案 白 。 下 一 
步 的 工作 重 忌 应 该 转 到 研究 鲤 亚 自 鱼 类 的 系统 发 育 上 去 ?这 是 又 
二 个 赶 超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的 战略 部 署 。 鲤 亚 目 是 现 生 淡水 鱼 类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类 群 ， 共 计 约 有 250 个 属 2500 余 种 ,广泛 地 分 布 于 亚洲 、 

欧洲 、 非 洲 和 北美 。 近 百年 来 ， 许 多 鱼 类 学 家 尝试 提出 的 分 类 系 
统 ， 尚 无 二 个 能 令 人 满意 。 中 国 是 鲤 亚 目 鱼 类 最 丰富 的 国家 ， 约 
有 145 属 580 种 ， 几 乎 包括 了 该 亚 目 的 所 有 不 同类 群 ， 这 使 我 们 具 
有 研究 鲤 亚 目 鱼 类 系统 发 育 的 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 ， 能 做 许多 外 国学 
者 想 做 而 不 能 做 的 工作 。 又 是 无 数 个 不 眠 之 夜 ， 伍 献 文 和 他 的 助 
手 解剖 和 观察 了 鲤 亚 目 中 有 代表 性 的 78 属 123 种 鱼 类 的 骨骼 ,并 引 
进 和 使 用 了 国外 在 七 十 年 代 才 发 展 起 来 的 分 支 系统 学 的 原理 和 分 
析 方 法 ， 对 观察 的 结果 进行 了 比较 分 析 。 他 们 的 研究 结果 ， 连 续 
发 表 在 国内 的 许多 学 术 刊 物 上 。1981 年 , 伍 献 文 和 他 的 助手 在 中 
国 科学 ?上 发 表 了 是 为 《 鲤 亚 目 鱼 类 分 科 的 系统 及 其 科 间 系统 发 育 
的 相互 关系 8 的 研究 报告 ， 提 出 了 鲤 亚 目 鱼 类 的 一 个 新 的 分 类 系 
Bo 这 个 报告 引起 了 国际 鱼 类 学 界 的 普遍 关注 ， 十 几 个 国家 的 几 
斗 位 学 者 纷纷 来 信 索 取 有 关 资 料 ， 许 多 人 建议 在 中 国 召 开 有 关 锂 
亚 目 鱼 类 研究 的 国际 科学 讨论 会 。 

从 1924 年 伍 献 文 在 厦门 大 学 季刊 上 发 表 《 浙 江 瑞安 所 产 蛇 类 
初 志 ; 的 第 一 篇 研究 报告 开始 ， 六 十 年 来 ,他 在 国内 外 科学 刊物 上 
发 表 的 科学 论文 及 专著 ) 共有 八 十 余 篇 。 其 中 有 鱼 类 学 论文 45 篇 ， 
有 关 线 虫 及 其 它 电 虫 的 论文 16 篇 ， 有 关节 肢 动物 和 疏 行 类 、 两 栖 
类 等 其 它 动物 的 论文 11 篇 ， 还 有 关于 海洋 及 湖泊 调查 、 鱼 类 考古 
学 研究 的 报告 多 篇 。 除 了 在 鱼 类 学 方面 所 取得 的 显著 成 就 外 ， 他 

| 查 线 由 形态 学 和 分 类 学 上 所 作 的 贡献 ,也 深 为 国内 外 专家 记 推 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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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有 关 线 虫 的 研究 论文 曾 在 美国 、 德 国 和 法 国 等 权威 性 刊物 士 发 
表 ， 所 记述 的 动物 寄生 线虫 的 3 个 新 属 和 23 个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 绝 大 
多 数 已 为 学 术 界 所 承认 并 收入 有 关 专著 。 

为 了 促进 祖国 科学 事业 的 繁荣 昌盛 ， 伍 献 文 一 直 是 有 关 学 术 
团体 的 热心 参加 者 和 组 织 者 。 早 在 1934 年 ， 他 就 参加 发 起 和 创立 
中 国 动物 学 会 ， 历 任 学 会 理事 。 解 放 以 后 ， 他 又 参加 发 起 组 织 中 和 
国 海洋 湖沼 学 会 ， 并 担任 副 理 事 长 ，1979 年 又 被 推选 为 名 誉 理事 
长 。 他 还 担任 过 中 国 水 产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为 了 鱼 类 学 研究 的 深入 ” 
发 展 ，1979 年 他 又 与 朱 元 易 教 授 等 著名 的 鱼 类 学 家 共同 发 起 组 织 
中 国 鱼 类 学 会 ， 在 学 会 成 立时 被 选 为 学 会 名 誉 理事 长 中 此 外 交 他 
还 是 国际 环境 毒 理 学 会 的 会 员 。 在 国内 还 兼任 许多 学 术 刊物 的 编 
辑 委员 会 委员 。 | 

解放 以 后 ， 伍 献 文 还 担任 了 许多 行政 职务 。 他 是 中 国 大 民政 
治 协 高 会 议 全 国 委员 会 的 常务 委员 ， 九 三 学 社 中 央 常 委 六 又 是 湖 
北 省 人 民 代表 大 会 常务 委员 会 的 副 主任 。 他 把 这 一 切 都 看 做 是 党 。 
和 人 民 给 他 的 药 誉 ， 他 不 仅 认真 地 完成 行政 上 必须 承担 的 工作 ;， 
同时 还 将 此 作为 进一步 搞 好 科学 研究 的 动力 和 鞭策 ; 

Ca 

伍 献 文 之 所 以 能 在 动物 学 界 享有 这 样 高 的 声誉 和 得 到 大 们 普 “ 
人 遍 的 尊敬 和 爱戴 ， 除 了 他 在 学 术 上 的 建树 外 ， 还 在 于 他 的 正直 为 
人 。 伍 献 文 对 朋友 和 同事 肝胆 相 照 ， 助 人 为 乐 ， 与 童 弟 周 、 陈 世 
又 、 刘 承 剑 、 朱 洗 等 老 一 辈 的 动物 学 家 结 下 了 极 深 的 友谊 早年 
和 他 一 起 在 中 央 研 究 院 自然 博物 馆 共 事 的 方 炳 文 先生 ,经常 在 他 
家 中 食 宿 ， 情 同 手足 。 后 来 方 炳 文 赴 法 国 考察 ，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 
爆发 ， 不 幸 在 巴黎 夕 难 ， 恶 耗 传 来 ， 伍 献 文 为 之 伤 悼 不 已 ， RS 
著 文 悼念 ， 并 介绍 方 炳 文 先生 在 中 国 鱼 类 学 研究 中 所 作 的 贡献 
秉 志 教 授 于 1965 年 2 月 21 日 病逝 ， 当 时 伍 献 文正 结束 古巴 考察 ; 归 ， 
途 路 过 捷克 ， 当 他 突然 在 使 馆 的 人 民 日 报 上 看 到 计 告 时 ,不禁 失 
声 痛哭 。 其 对 师 友 的 感情 之 深 可 见于 此 。 同 学 ,同事 以 及 故乡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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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身 在 幽禁 之 中 ， 也 还 处 处 关心 他 人 。 对 那 在 运动 中 屈服 于 淫 

威 ,， 用 不 实 之 词 诬 陷 别 人 的 人 ， 伍 献 文 深恶痛绝 ， 曾 不 惜 冒 加 重 

”自己 罪名 的 危险 而 当众 予以 驶 斥 。 但 对 那些 曾经 整 过 他 的 群众 ， 

只 要 认识 了 错误 ， 他 则 心胸 宽大 ， 从 不 计较 。 

伍 献 文 除 早 年 在 厦门 大 学 和 南京 中 央 大 学 任教 之 外 ， 在 中 央 

研究 院 工 作 时 ， 也 曾 在 大 学 兼职 ，1934 一 1936 年 任 中 央 大 学 生物 

系 胚 胎 学、 无 养 椎 动物 学 和 疹 椎 动物 分 类 学 教授 ，1936 一 1937 年 

任 中 央 大 学 生物 系 主 任 兼 比 较 解 放学 教授 ，1941 一 1943 年 任 复 旦 

大 学 教授 ，1947 一 1948 年 又 兼任 江苏 医学 院 寄生 虫 学 教授 。 在 几 

十 年 的 科研 和 教学 中 ， 伍 献 文 直接 教导 和 培养 出 大 批 的 学 生 和 助 

手 。 他 常 对 学 生 说 :" 搞 科学 研究 要 有 天 资 ， 但 更 重要 的 是 勤奋 ， 

二 者 兼 而 有 之 才 是 难能可贵 的 ”他 总 是 按照 这 个 标准 去 选择 学 生 

和 助手 。 他 要 求 自己 的 助手 不 仅 要 能 工作 ， 而 且 要 能 思想 。 他 常 

在 实际 工作 中 启发 和 鼓励 他 们 提出 新 颖 的 学 术 观 点 ， 并 指导 他 们 

整理 发 表 。 有 时 有 些 观 点 与 他 自己 的 看 法 不 一 致 ， 他 就 与 他 们 展 

开平 等 的 讨论 ， 并 且 毫 无 保留 地 接受 被 证 明 是 正确 的 观点 。 由 于 

他 知 能 善 任 ， 善 于 发 现 人 才 ， 善 于 培养 人 才 ， 在 他 领导 下 工作 的 

同志 都 进步 很 快 ,他 的 学 生 和 助手 有 许多 已 是 国内 外 知名 的 学 者 

1977 年 ,， 伍 献 文 就 任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不 和 久 又 兼任 中 国 科学 

院 武 汉 分 院 院 长 ， 但 他 从 一 开始 就 有 让 上 贤 之 意 ， 多 次 要 求 科学 院 

选拔 年 富力 强 的 同志 接 此 重任 。 现 在 在 他 的 推荐 和 支持 下 ， 新 的 

分 院 院 长 和 水 生 所 所 长 已 经 开始 主持 工作 。 伍 献 文 还 将 他 直接 领 

导 的 水 生 所 鱼 类 分 类 组 的 工作 交 给 了 更 年 轻 的 一 代 中 年 科学 家 ， 

希望 他 们 在 实际 工作 中 迅速 成 长 ， 使 我 国 的 鱼 类 学 研究 永远 繁 类 

昌盛 。 

伍 献 文 的 生活 十 分 俭朴 ， 也 无 特殊 的 业余 爱好 ， 早 年 在 工作 

之 余 喜爱 集 邮 和 下 围棋 ， 解 放 以 后 因 工作 繁忙 也 就 丢 开 了 。 他 唯 

一 的 嗜好 是 读书 ， 而 且 主 要 是 读 科 学 书籍 。 在 他 的 一 生 中 几乎 没 

有 添置 什么 贵重 财产 ， 但 却 购 置 了 数 千 册 珍贵 的 图 书 资 料 。 在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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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争 的 杂乱 中 ， 他 连日 常用 品 都 丢弃 了 ， 这 些 书 籍 却 始终 珍藏 着 。 
而 现在 , 伍 献 文 却 将 这 批 书籍 资料 放 在 水 生 所 鱼 类 分 类 组 资料 室 ， 

或 直接 赠送 给 水 生 所 图 书 室 ， 供 大 家 阅读 使 用 。 伍 献 文 将 自己 的 
一 生 毫 无 保留 地 贡献 给 了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福建 和 浙江 的 自由 生活 线虫 。 

Free-living nematodes from Fookien and @hekiang. Archiv. 

f. Schif. -und Trop. -Hyg. patho. und Ther. Exot. Krank. 和 

n. 1(1929):35—43, 7 pls. (with R. Hoeppli). 

2. 中 国 比 目 鱼 的 形态 学 、 生 物 学 和 系统 学 的 研究 。 

Contribution a 1’Etude morphologique, biologiaue et syste- 

matique des Poissons hétérosomes (Pisces Heterosomata) de 

la Chine. Théses Univ. Paris, ser. A, no,244(1932):1—179. 

3. 黄鳝 口吃 表皮 的 呼吸 作用 。 

The bucco-pharyngeal epithelium as the principle respira- 

tory organ in Monopterus iavanensis. Sinensia,11(3—4):221 

—239. (with C. K. Liu). 

4, "i MB RGEC EY F2).(1964, 1977), EMRE HE. (4 

作 ) 。 
5。 鲤 亚 目 鱼 类 分 科 的 系统 及 其 科 间 系统 发 育 的 相互 关系 。 中 国 科学 ， 

-1981(3):369—376.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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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物 分 类 学 家 

。 药 物 学 家 

(1902—1969) 

(=) 

1902 年 6 月 ， 著 名 的 植物 分 类 学 家 和 药物 学 家 斐 鉴 诞 生 于 四 
川 华 阳 ， 即 今 成 都 市 双流 县 。 斐 家 是 一 个 没落 的 世家 。 还 在 他 祖 
父 一 辈 ， 家 族 即 开始 衰落 ， 到 他 父亲 一 代 ， 就 更 加 清贫 了 。 他 家 
中 仅 有 的 几 十 亩 土地 被 迫 卖 掉 。 他 父亲 是 个 中 医 ， 远 近 的 邻里 乡 
亲 都 来 找 他 父亲 看 病 ， 一 家 十 二 口 人 ， 全 人 靠 父亲 行医 过 活 。 斐 鉴 
兄弟 四 人 ， 他 最 小 ， 所 以 名 季 衡 。 还 有 姊 标 六 大， 共计 十 个 ， 只 

:有 一 个 哥哥 上 了 大 学 ， 留 学 日 本 ， 但 回国 不 久 就 病逝 在 天 津 。 由 
于 家 境 贫 困 ， 斐 鉴 从 小 养 成 朴实 、 友 爱 、 勤 奋 . 好 学 的 优良 品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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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不 贪图 享受 ， 布 衣 、 布 鞋 ， 同 学 伙伴 的 旧 鞋 可 以 同 穿 。 他 喜欢 

读书 ， 求 知 的 欲望 胜 过 一 切 ， 所 以 他 的 心地 总 是 宽敞 常 乐 的 。 他 
在 私 垫 里 读 了 几 年 之 后 ， 便 进入 公立 小 学 。 他 和 同学 张 洪 元 志 同 
道 合 ， 感 情 甚 好 。 在 斐 鉴 哥 哥 的 鼓励 下 ， 两 人 结伴 ， 毅 然 决 然 地 
离 家 到 北平 投考 清华 出 国 预备 生 。 那 是 1916 年 的 事 ， 斐 鉴 年 仅 14 
岁 。 

当时 ， 古 老 的 清华 园 ， 虽 是 中 华 少 年 英才 蔡 茜 之 地 ， 但 吃香 
的 却 是 贵族 子弟 。 穿 长 袍 、 留 平头 、 穿 布鞋 的 裴 鉴 ， 显 得 有 点 土 
气 。 不 过 志气 不 几 的 斐 鉴 却 也 不 在 乎 。 他 机 灵 ， 反 应 快 ， 吸 收 力 
强 ， 在 学 业 成 绩 上 是 好 样 的。 清华 学 堂 提倡 学 生 全 面 发 展 ， 一 到 
下 午 四 点 钟 ， 教 室 里 空 无 一 人 。 不 是 上 和 运动场， 就 是 到 厂房 练习 
钢琴 或 唱歌 等 各 种 活动 去 了 。 斐 鉴 会 游泳 ,喜欢 踢 足 球 , 打 篮球 、 
排球 ， 各 种 体操 以 至 下 象棋 或 围棋 等 。 段 续 川 、 汤 佩 松 等 是 他 同 
班 同 学 ， 也 是 他 球场 上 的 好 伙伴 。 从 他 生活 的 一 个 侧面 反映 出 他 
书 读 得 很 活 ， 也 可 以 说 从 少年 起 就 注意 了 德 智 体 的 全 面 发 展 ， 这 
为 他 一 生 有 远见 卓识 ， 博 学 多 贡献 的 科学 生涯 商定 了 良好 的 基 
础 。 

那 时 候 ， 清 华 学 堂 培养 学 生 的 要 求 ， 主 要 是 打 好 中 学 基础 和 
完成 大 学 预科 的 学 习 ， 不 分 专业 ， 各 门 学 科普 通 都 要 学 习 。 植 物 
学 课程 是 由 我 国 老 一 辈 的 植物 学 家 钱 崇 湖 先 生 担 任 授课 。 斐 鉴 对 
钱 先生 教授 的 植物 学 特别 感 兴趣 ， 他 后 来 留学 美国 时 专攻 植物 分 
类 学 ， 钱 先生 正 是 他 专业 的 启蒙 老师 。 

他 进 校 的 第 三 年 ,， 恰 逢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战 结 束 ,， ERAS LP! 
强 坎 侮 中 国 ; 给 我 国 订 立 了 二 十 四 条 不 等 条 约 ， 国 内 爆发 “五 四 ? 
爱国 学 生 运动 。 斐 鉴 出 于 反 帝 爱国 的 热忱 ， 参 加 了 了 游行。 在 斐 鉴 
的 心目 中 多 么 渴望 一 个 科学 、 民 主 、 独 立 富强 的 新 中 国 啊 ! 

在 清华 ， 他 学 习 了 将 近 九 年 ,完成 了 中 学 和 大 学 的 预科 学 业 。 
1925 年 毕业 ， 以 成 绩优 异 ， 由 清华 学 堂 公费 选送 美国 留学 。 九 年 
中 ， 他 在 北平 的 学 生生 活 依然 是 艰苦 的 。 在 他 离 家 去 北平 不 久 ， 
父亲 便 去 世 了 。 开 始 时 ， 母 亲 还 寄 过 少量 的 钱 。 腑 后 母亲 也 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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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世子 。 他 除了 靠 助学金 之 外 ， 还 有 一 个 姑母 家 的 表 兄 在 学 堂 工 

作 ， 有 时 接济 他 一 些 钱 ， 或 者 在 寒暑 假 里 ， 他 目 己 找 一 些 零 星 的 

下 作 做 ;譬如 当家 庭 教师 等 。 就 这 样 维持 了 九 年 的 学 校生 活 。 斐 

鉴 对 接济 过 他 的 这 位 表 兄 始终 怀 着 感激 之 情 。 当 他 学 成 归 国 时 ， 

第 一 件 事 情 就 是 找 素 威 还 钱 。 把 他 在 美国 节省 下 来 的 生活 费 归 还 

姑母 和 表 兄 。 

斐 鉴 在 美国 加 州 史 丹 福 大 学 学 习 。 由 于 在 清华 的 基础 打 得 好 ， 

所 以 赴 美 后 学 业 完 成 颇 为 顺利 。1927 年 4 月 获得 学 士 学 位 。1928 

年 4 月 获 硕士 学 位 。1931 年 4 月 获 博士 学 位 。 他 在 史 丹 福 大 学 念 

完 研 究 生 必 读 课程 之 后 ， 博 士 论文 是 由 纽约 植物 园 的 王 ,.D.MerT- 

ill 教授 指导 的 。 E.D.Merrill 原来 也 在 加 州 。 他 是 加 州 大 学 农 

学 院 教授 ,以 后 才 到 纽约 植物 园 的 。 所 以 裴 鉴 做 论文 时 由 加 州 转 

BANANA, 最 后 在 纽约 完成 。 王 .D.Merrill 教授 最 熟悉 东亚 植 

物 ， 特 别 是 南亚 菲律宾 等 地 的 木 本 植物 。 他 曾 与 陈 焕 镭 先 生 合作 

研究 过 我 国 海南 岛 植物 。 王 .D.Merrill 选择 了 分 布 于 热带 和 亚 热 

带 地 区 的 马鞭 草 科 植物 让 斐 鉴 做 。 导 师 指 定 的 这 个 题目 ， 斐 鉴 满 

心 欢喜 。 马 蒜 草 科 有 很 多 种 类 具有 重要 的 经 济 价值 。 其 中 的 柚木 
属 及 石 梓 属 多 贵重 木材 树种 ， 其 它 属 种 ， 还 有 不 少 是 观赏 植物 ， 

特别 能 做 药材 的 种 类 较 多 。 药 与 医 是 分 不 开 的 。 继 承 他 的 父 志 ， 

以 医药 为 人 类 谋 幸 福 ,， 用 植物 分 类 的 手段 ， 继 承 和 发 扬 祖 国医 药 

对 产 ， 发 展 本 草 学 这 一 美好 的 愿望 ， 从 此 ， 在 他 年 轻 的 心田 中 ， 

播 下 了 的 种 子 开始 发 芽 生 根 。 裴 鉴 的 博士 论文 题目 是 :中 国 的 马 

革 草 科 植 物 >， ;1932 年 发 表 于 “中 国 科 学 社 研究 丛刊 *CMem.Sci. 
Soc .China)1(3 ), 1 一 193.P1.1 一 33。 在 这 前 后 几 年 ,他 相继 发 表 

本 多 篇 有 关 马 乡 草 科 的 论文 。 斐 鉴 的 博士 论文 是 中 国 第 一 篇 对 马 

鞭 章 科 全 面 而 又 系统 的 论著 。 其 中 发 表 有 10 个 新 种 。 它 最 宝贵 之 

处 是 对 该 科 前 人 的 工作 ,所 有 的 文献 都 见 到 了 ,经 过 分 析 ， 加 上 自 - 

己 的 见解 加 以 引证 。 对 于 某 些 作者 特别 是 法 国人 Levelle 的 错误 
fESWiEs ;这 对 于 后 来 的 学 人 进一步 研究 该 科 植 物 时 受益 非 浅 。 

从 这 里 反映 出 他 治学 态度 的 严谨 和 追 本 求 源 的 精神 。 当 然 ， 限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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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的 条 件 ， 不 足 之 处 也 是 有 的 ， 这 在 他 后 来 编写 的 区 中 国 植物 
志 》( 马 鞭 草 科 》 中 得 到 进一步 完善 和 提高 。 

裴 鉴 在 美 求学 期 间 ， 仍 然 爱 游泳 ， 爱 好 各 种 体育 运动 以 及 跳 
舞 等 ， 生 活 是 丰富 多 彩 、 贷 有 趣味 的 。 但 生活 上 却 很 严肃 ， 不 随 
(EAL. METAR, ARBRE AT, TERE AURAL SIF 
懂得 分 寸 的 人 。 

i Hie 2a a ea Ne 

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就 聘请 他 为 研究 员 。 他 在 生物 所 植物 部 时 间 很 长 ， 
一 直 工 作 到 1944 年 。 科 学 社 是 用 中 华文 化 基金 所 建立 的 ， 创 办 大 
是 著名 科学 家 钱 崇 淹 和 胡 先 骑 先 生 。 当 时 生物 所 搞 动 物 的 有 秉 志 
等 先生 ， 搞 植物 的 除了 钱 、 胡 二 位 先生 ， 还 有 郑 万 蜀 、 斐 鉴 、 杨 
晋 以 及 吴 仲 伦 、 贺 贤 育 、 姚 仲 吾 、 陈 谋 等 人 。 他 们 大 部 分 工作 
是 在 浙江 。 钱 ̀ 、 胡 等 在 华东 各 地 采集 了 很 多 植物 标本 , 贺 贤 育 等 在 
浙江 也 采集 了 相当 数量 的 标本 ， 很 可 惜 这 些 标 本 在 抗战 初期 被 烧 
毁 了 。 当 时 科学 社 社 址 在 南京 成 贤 街 ， 由 于 附近 临时 居住 的 难民 
炉子 起 火 酿 成 火灾 ， 为 数 不 多 的 标本 ， 日 寇 大 又 炸 时 抢 运 到 了 四 
川 。 

科学 社 在 钱 崇 潮 先 生 的 带动 下 ,树立 了 良好 的 工作 秩序 和 工 
作 作 风 。 他 强调 从 基本 工作 做 起 。 对 采集 植物 标本 质量 要 求 严 格 ， 
从 根部 到 地 上 部 分 要 求 采 全 。 地 上 部 分 太 高 大 或 芒 本 植物 要 分 A . 
B .C . 几 个 部 分 分 别 压 制 ， 以 反映 出 植物 的 全 瑶 。 当 时 昌 雇 有 临 
工 消 毒 、 装 订 标 本 ， 但 裴 鉴 等 还 是 要 亲自 动手 示范 制作 和 检查 。 
标本 入 柜 时 ， 要 求 大 家 都 能 分 科 ， 自 己 缮 写 属 丈 和 种 夹 的 拉丁 名 
称 。 对 国外 交换 标本 ， 强 调 一 比 一 ， 对 等 交换 。 从 国外 交换 来 的 
标本 ， 按 洲际 和 国家 采用 不 同 颜色 的 属 夹 以 资 区 别 。 至 于 收集 资 
料 ， 更 是 钱 老 和 斐 鉴 非常 重视 的 一 项 工作 。 斐 鉴 从 他 在 科学 社 开 

” 始 ， 一 直到 他 停止 工作 为 止 ，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 不 间断 地 收集 各 科 
资料 。 最 初 是 学 习 导 师 E.D. Merrill MAM, BAL 属 、 种 收 
集 ， 分 别 打 成 卡片 。 钱 老 特 别 关照 ， 资 料 不 是 私有 财产 y 应 为 大 
家 所 利用 ; ABM Sk WEEE >, FE, B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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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一 式 两 份 ， 一 套 存 科学 社 ， 另 一 套 给 中 央 研 究 院 动 植物 研究 

”所 。 在 中 央 研 究 院 工 作 的 单 人 骅 等 打卡 片 时 也 同样 是 两 套 。': 但 是 

卡片 有 它 的 缺点 ， 就 是 容易 散失 。 于 是 裴 鉴 改 为 用 讲义 夹 的 办 法 。 

-公家 经 费 缺 少 ， 他 就 私人 出 钱 买 , 买 来 马力 牌 的 讲义 夹 好 几 百 个 ，. 

绝 大 部 分 是 斐 鉴 自己 打 ， 他 日 积 月 累 地 将 从 各 种 图 书 杂 志 摘 下 的 

资料 用 英文 打字 机 ， 打 成 一 张 张 保留 备用 ， 每 遇 有 新 的 又 不 断 地 

加 以 补充 。 至 今 这 一 大 批 讲义 夹 资料 还 保存 在 江苏 植物 研究 所 ， 

为 所 内 外 同志 参考 利用 ， 成 为 裴 鉴 留 王 的 一 份 珍贵 遗产 。 科 学 社 

的 经 费 虽 然 来 源 于 中 华文 化 教育 基金 ， 但 数量 有 限 。 钱 老 和 裴 鉴 

等 都 外 出 兼 课 ， 兼 课 所 得 收入 不 留 作 自用 ， 而 充实 到 科学 社 作为 

购买 图 书 及 讲义 夹 之 类 的 费用 。 在 这 期 间 ， 斐 鉴 担 任 过 中 央 大 学 

生物 系 副教授 (1931 一 1933)、 中 央 研 究 院 动 植物 研究 所 兼任 研究 

员 (《1934 一 1937)、 中 央 大 学 农学 院 森 林 系 兼任 教授 (1936 一 1937) 

国立 药学 专科 学 校 兼任 教授 (1936 一 1946) 以 及 复旦 大 学 生物 系 兼 

任教 授 (1941 一 1946)。 

G*) 

上 在“ 斐 鉴 学 识 广 博 ， 性 格 爽 朗 达 观 ， 对 同事 诚挚 重 情谊 ， 对 晚辈 

热心 教导 ， 诲 人 不 倦 。 他 总 是 从 发 展 我 国 科 学 事业 的 需要 出 发 ， 

考虑 一 切 问 题 。 在 三 十 年 代 中 期 ， 他 就 鼓励 他 的 学 生 陈 邦 杰 专攻 

昔 玫 ,填补 我 国营 玫 研 究 的 空白 。 后 来 陈 邦 杰 成 为 我 国有 名 的 营 

” 玫 专 家 。 他 又 培养 了 另 一 弟子 单 人 骅 专攻 伞 形 科 分 类 研究 。 四 十 

年 检 中 期 送 单 大 骅 到 美国 学 习 时 ， 他 一 再 嘱 只 要 把 美国 新 的 研究 
方法 和 手段 学 到 手 ， 并 要 求 他 念 完 博士 学 位 才 回 来 。 后 来 单 估 骅 
成 为 我 国 和 东亚 有 名 的 伞 形 科 分 类 专家 。 他 平时 对 中 青年 人 热心 
教导 从 价 绍 查阅 文献 资料 的 方法 以 至 采集 压制 标 未 、 鉴 定 种 类 ， 
解剖 观察 中 做 实验 等 等 ， 他 都 很 耐心 地 二 二 指点 。 请教 他 什么 问 
题 ， 介 都 雁 使 你 得 到 满意 的 回答 ， 所 以 大 家 称 他 为 “活字 典 ;” 青 
CREDA RRO, APRS, MI ER 
PRAT, PLM UET HB oye Ky > BY 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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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的 植物 索引 (Index Kewensis) 一 套 以 及 其 它 书 刊 赠送 给 青 
海 所 ， 为 他 们 开展 科研 提供 了 条 件 和 方便 ， 该 所 从 事 科研 的 同志 
至 今 仍 很 感激 斐 先 生 的 无 私 援助 。 

由 于 斐 鉴 作风 朴实 、 勤 学 有 为 ， 受 到 钱 老 的 厚爱 。 ERE 
国 的 第 二 年 ， 即 1932 年 ， 钱 老 便 作 主将 自己 的 亲 侄 女 钱 归 芬 许 配 
给 裴 鉴 ， 作 为 他 的 终身 伴 个 。 | 

中 国 科学 社 是 在 抗日 战争 初期 1937 年 9 A Ue eS SE BD I 
重庆 北碚 的 。 当 时 钱 老 在 四 川 大 学 兼任 理学 院 院 长 ， 有 便 通过 实 
业 家 卢 作 孕 找 了 民生 公司 的 轮船 ， 科 学 社 得 以 安全 西 迁 : BSA 
妇 续 川 两 人 的 全 体 家 属 也 乘 了 轮船 去 四 川 。 

抗战 时 期 在 北 碰 的 生活 是 十 分 艰苦 的 。 因 为 科学 社 的 地 址 在 
新 桥 ， 所 以 开始 时 他 住 在 新 桥 。 到 了 1944 年 裴 鉴 到 中 央 研究 院 工 
作 时 才 从 新 桥 迁 到 北碚 金 钢 碑 。 初 到 新 桥 时 没有 宿舍 ， 斐 鉴 雇 了 
儿 个 泥 瓦 工 ， 自 己 也 动手 ， 用 毛竹 片 加 泥巴 ; 盖 起 了 元 间 士 房 ; 
才 算 有 了 个 安身 之 处 。 斐 鉴 有 五 个 孩子 ， 一 家 七 日 人 ， 生 活 负担 
很 重 。 有 的 同学 或 朋友 劝 他 改行 ， 到 国民 党 政府 机 关 去 挂 个 名 或 
者 办 工厂 ， 他 一 概 拒绝 。 他 说 ;“ 我 做 乞丐 ， 讨 饭 ， 也 不 改行 "。 屠 
时 候 ， 物 价 飞 涨 ， 薪 水 发 下 来 ， 首 先 买好 平价 米 和 油 盐 着 醋 。 自 
已 开荒 种 地 ， 挑 娄 浇 菜 ， 蔬 菜 基 本 自给 自足 。 养 鸡 下 蛋 ， 还 养 了 
一 头 奶 羊 给 小 孩 补充 营养 。 每 月 买 些 煤炭 自己 做 煤 球 。 斐 鉴 以 他 
运动 员 的 技巧 ， 捏 起 煤 球 来 毫 不 费力 气 。 他 两 手 左右 开工 ， 速 度 
比 谁 都 快 。 那 年 头 ， 除 了 生活 上 的 艰苦 ， 还 要 躲避 日 宪 的 又 炸 。 
每 过 发 空 效 警报 ， 斐 鉴 总 用 两 只 复 公 ， 一 头 一 个 孩子 ， 挑 着 进 防 
空洞 。 | 

在 物质 条 件 极端 艰苦 的 情况 下 ， 斐 鉴 克服 困难 ， 做 了 不 少 工 
作 和 贡献 。1939 年 ， 他 编写 出 版 了 第 一 本 《中 国药 用 植物 志 s: 以 
后 又 进行 了 四 川 、 西 康 的 植物 调查 。 写 有 “值得 重视 的 川 康 经 济 
Ht. GSA “中国 金 栗 兰 属 之 研究 》、《 四 川 几 蛛 抱 蛋 属 之 新 
种 *、《 中 国产 油 植物 之 概述 》”、* 我 国 植物 油 供给 之 检讨 》 以 及 中 
药 < 常 山 ? 之 研究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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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5 月， 中央 研究 院 动 植物 研究 所 分 开 为 两 个 所 。 植 物 

研究 所 聘请 了 斐 鉴 去 做 研究 员 。 所 长 是 罗 宗 洛 。 下 设 三 个 研究 室 ， 

植物 生理 室 由 罗 所 长 自己 负责 ; 藻类 室 主 任 是 伐 钦 止 ， 高 等 植物 

分 类 室 由 斐 鉴 领衔 。 在 斐 领导 下 有 单 人 骅 、 刘 玉 壶 等 数 人 。 当 时 

植物 研究 所 在 北碚 金 钢 碑 租借 了 金城 银行 资本 家 的 房子 ， 工 作 条 

件 仍然 很 差 。 那 时 植物 标本 有 1 一 2 万 份 ， 没 有 标本 枉 ， 标 本 全 部 

用 木 箱 装 ， 鉴 定好 的 标本 就 只 能 往 木 箱 上 面 堆 放 。 全 所 只 有 一 人 台 

显微镜 和 一 架 英文 打字 机 。 

裴 鉴 到 中 央 研 究 院 两 年 ， 抗 日 战 争 胜利 了 。1946 年 秋 ， 斐 鉴 

代表 植物 所 由 重庆 乘 飞 机 到 上 海 接受 日 本 侵 华 时 期 的 上 海 自 然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从 标本 、 图 书 、 仪 器 设备 到 房屋 家 具 ， 全 部 接 

收 ， 王 作 量 相当 大 。 忙 了 好 郊 个 月 ， 植 物 所 全 部 迁 到 了 上 海 岳阳 

路 320 号 ， 工 作 总 算 上 了 轨道 。 不 久 得 陈 世 划 的 帮助 与 支持 ,还 接 

收 子 震 且 博物 馆 的 植物 标本 和 图 书 ， 这 样 ， 研 究 条 件 就 更 加 充实 

¥o 

1948 年 裴 鉴 请 来 了 原 在 国立 华东 药学 专科 学 校 任 教 的 周 太 

炎 。 周 配合 他 研究 药 用 植物 方面 得 心 应 手 。 当 时 中 央 研 究 院 各 所 
除了 动物 所 有 一 位 外 籍 女 研究 人 员 以 外 ,其 它 各 所 从 科研 到 行政 ， 

没有 一 个 女 职员 。 

条 件 、 人 员 都 不 断 地 改善 、 充 实 了 ， 但 是 当时 的 政治 局 势 不 

能 叫 人 安心 从 事 科研 工作 。 政 治 协 商会 议 破裂 ， 国 民 党 重新 挑 起 

内 战 ， 物 价 飞涨 ,民不聊生 。 严 酷 的 现实 ， 使 斐 鉴 深 深 体会 到 国 

” 民 党 的 腐败 ， 他 恨 透 了 国民 党 反动 派 。 斐 鉴 家 的 生活 仍 归 清苦 。 

孩子 上 上 学， 每 学 期 得 分 期 付 交 学 费 。 他 的 大 女儿 在 上 海 沪 江 女子 

中 学 走读 ， 斐 鉴 亲 自 找 了 校长 说 明 情 况 ， 学 费 分 2 一 3 次 交 清 。 

那 段 时 期 ， 他 仍然 在 复旦 、 交 大 、 光 华 等 大 学 兼 课 - 学 生 中 

有 地 下 共产 党 员 送 给 他 进步 的 书籍 看 。 他 从 认识 上 和 逐渐 扫除 了 国 

民 党 对 共产 党 污 茂 性 宣传 的 影响 。1948 年 ， 蒋 介 石 让 当时 的 教育 

部 长 朱 家 华 动员 中 央 研 究 院 搬迁 台湾 ， 拿 了 表格 要 斐 鉴 登记 ， 斐 

拒绝 填 表 。 一 天 上 午 ， 院 部 通知 开会 ， 他 到 了 会 场 才 知道 是 朱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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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亲 自主 持 会 议 。 斐 鉴 第 一 个 起 来 发 言 :我 不 去 台湾 ， 我 留守 ， 

谁 愿意 搬 的 谁 走 好 了 ”。 接 着 许多 科学 家 都 相继 发 言 反对 搬迁 ， 于 
是 藉 介 石 要 他 们 搬迁 的 梦 也 就 破灭 了 。 

C=) 

1949 年 5 月 ， 上 海 解放 了 。 新 中 国 的 成 立 给 科学 事业 开辟 也 
广阔 的 道路 。 不 入， 中 央 研 究 院 改 组 成 立 中国 科 学 院 。 科 学 院 对 
原 有 的 机 构 进行 调整 。 原 来 的 植物 生理 室 扩 夫 成 立 植物 生理 所 。 
裴 鉴 、 单 人 骅 、 周 太 炎 等 首 批 响应 中 国 科学 院 机 构 调整 的 决定 ， 
率领 高 等 植物 分 类 室 的 十 多 位 同志 , 雪 然 离开 了 和 舒适 繁华 的 上 海 ， 
来 到 南京 九 华山 ， 成 立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分 类 研究 所 华东 工作 站 。 
1953 年 ， 斐 鉴 又 着 手 在 国民 党 于 1929 年 建立 的 室 有 其 各 的 中 山上 先 

生 纪 念 植物 园 的 荒芜 土地 上 ， 恢 复 建 立 了 中 外 闻名 的 南京 中 山 植 
物 园 。 发 展 到 现在 ， 已 是 拥有 三 百名 工作 大 员 的 江苏 省 植物 研究 
所 ， 而 中 山 植物 园 则 是 隶属 于 这 个 研究 所 的 一 个 组 成 单位 了 。 斐 
鉴 在 1969 年 以 前 一 直 担 任 植物 园 的 主任 和 植物 所 的 所 长 。 他 为 这 
个 所 的 发 展 耗费 了 几 十 年 的 精力 。 从 原 有 一 个 研究 室 发 展 到 四 个 
室 和 一 个 植物 园 ， 图 书 资料 齐全 ， 植 物 标本 从 2 万 号 发 展 到 50 余 
万 号 ， 其 藏 量 在 国内 是 届 指 可 数 的 。 

裴 鉴 从 来 没有 架子 ， 和 需 可 末 ， 平 易 近 天。 他 从 上 海 来 南京 
不 入， 就 被 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宁 区 工会 主席 。1951 年 夏季 的 一 天 ， 
陈毅 同志 来 到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办 事 处 ， 在 进门 的 黑板 上 ， 见 到 工 
会 布告 ， 下 署 有 主席 斐 鉴 的 名 字 。 陈 放 同 志 问 :“ 斐 鉴 ! 是 不 是 二 
个 四 川 人 ， 现 在 哪里 ?? 当 他 知道 裴 鉴 在 植物 所 华东 开 作 站 时 守 便 
GTB UGE. RAR. KAUR REA US, 
认得 ， 在 上 海 时 听 过 你 的 报告 "。 陈 毅 同 志 哈哈 大 笑 认 水 学 的 老 同 
学 都 忘掉 了 吗 ?? 斐 鉴 二 入， 没有 想到 ”当年 的 少年 同学 喜 是 售 天 
名 震 全 球 的 陈毅 司令 员 ! 

从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一 直到 1966 年 岂 这 十 大 年 也 就 是 新 申 国 成 立 
后 斐 鉴 工作 的 十 六 年 ， 他 做 出 了 不 少 成 绩 和 贡献 。 2 

* 218 * 



在 上 海 解放 前 夕 ， 他 的 得 意 门 生 单 人 骅 从 美国 得 了 博士 学 位 
回国 ， 乘 坐 美 国 开 往 中 国 的 最 后 一 班轮 船 回 到 了 上 海 ， 这 对 斐 鉴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支持 力量 :1950 年 斐 , 单 即 合作 研究 华东 水 生 植物 ， 
出 版 子 * 华 东 水 生 维 管束 植物 ?一 书 。 不 久 ， 裴 鉴 手 下 又 吸收 了 一 
批 他 在 复旦 大 学 的 几 个 学 生 ， 刘 及 勋 、 陈 守 良 、 左 大 勋 ， 再 加 上 
原 有 的 周 太 炎 、 刘 玉 壳 等 ， 组 成 了 一 个 理想 的 班子 。 首 先 由 斐 鉴 : 
单 人 骅 领导 大 家 ,= 总 结 前 人 以 及 他 们 自己 在 江苏 采集 的 标本 ， 收 
集资 料 ， 于 1953 年 动手 编写 ，1959 年 出 版 了 “江苏 南部 种 子 植物 

手册 》， 为 江苏 及 华东 、 华 中 地 区 的 植物 学 工作 者 、 农 林 院 校 及 产 
业 部 门 工作 者 广泛 应 用 。 斐 鉴 与 周 太 炎 合 作 又 继续 编写 出 版 了 7 
册 中 国药 用 植物 志 》， 连 同 他 1939 年 的 第 1 册 共 计 8 UF, 记载 并 
考证 了 400 种 药 用 植物 ， 为 国内 药学 工作 者 广泛 应 用 ,在 世界 上 也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日 本 、 朝 鲜 的 药物 学 家 到 中 国 来 要 求 拜 访 该 韦 作 
者 斐 竖 和 周 太 炎 。 在 裴 、 周 领导 下 ， 与 南京 药学 院 的 徐 国 钧 教授 
合作 ， 进 行 了 许多 药 用 植物 混乱 品种 的 鉴定 研究 以 及 药物 资源 的 
发 据 利 用 研究 。 例 如 编写 4 江苏 植物 药材 志 >， 中 药 白头 翁 , 苍 术 、 
白术 以 及 五 种 曼 陀 罗 的 植物 分 类 和 生 药 鉴定 ， 历 代 本 草 及 其 作者 
的 考证 等 。 这 些 工 作 在 我 国 五 十 年 代 都 算是 首创 性 的 工作 。 斐 鉴 
很 尊重 黄 胜 白 先 生 的 学 识 ， 从 卫生 部 请 黄 老 先生 来 所 开展 本 草 研 
究 。 特 别 值得 提出 的 是 斐 鉴 对 我 国 薯 费 科 的 研究 。 暮 贰 属 植物 是 
合成 可 的 松 、 强 的 松 等 20 多 种 激素 药 的 原料 ， 也 是 口服 避孕 药 的 
重要 原料 植物 。 在 1957 一 1966 年 近 十 年 期 间 ， 斐 鉴 领导 了 丁 志 遵 

等 一 批 人 ， 调 查 了 全 国 薯 蒜 产 区 的 种 类 、 分 布 和 资源 蕴藏 量 ; 利 
用 植物 化 学 、 细 胞 学 、 胞 粉 学 和 形态 解剖 学 等 学 科 手段 ， 对 昔 蔷 
属 植物 进行 综合 性 的 研究 ， 编 写 了 中 国 植 物 志 》.( 暮 费 科 ) RE 
了 论文 中国 暮 蔬 根 蔡 组 系统 分 类 的 初步 研究 ;。 对 我 国 警 蒜 属 植 
物 的 系统 分 类 以 及 含有 健 体 皂 素 的 规律 性 ， 获 得 理论 和 实践 的 丰 
硕 成 果 。 对 开发 利用 昔 划 资源， 对 提供 口服 避孕 药 原料 作出 了 有 
益 的 贡献 ， 获 得 1978 年 全 国 科学 奖 。 
一 ” 斐 鉴 平素 一 贯 提倡 科研 工作 理论 结合 实际 应 用 。 用 他 自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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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来 说 叫做 一箭双雕 ”， 既 扎根 于 基础 理论 ， 又 尽 可 能 地 注意 到 

理论 的 实际 应 用 。 实 践 证 明 ， 他 的 科研 路 线 是 正确 的 。 用 今天 的 

眼光 来 衡量 , :他 对 暮 费 科 所 做 的 工作 ， 是 在 把 握 住 经 典 分 类 的 同 

时 ， 又 实行 了 分 支 学 科 的 互相 渗透 。 例 如 薯 费 属 的 细胞 分 类 当 化 

学 分 类 等 ， 做 到 宏观 与 微观 研究 的 结合 ， 厌 以 推动 分 类 学 科 的 发 

展 和 前 进 ， 这 正 符合 当今 世界 上 植物 分 类 研究 的 潮流 与 趋势 。 在 

国内 ， 裴 鉴 起 步 较 早 ， 他 开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头 s 至 今 在 同行 学 者 中 ， 

对 他 的 思路 与 方法 仍 十 分 钦佩 。 

〈 四 ) 

裴 鉴 热爱 共产 党 ， 热 爱 我 们 的 社会 主义 国家 和 和 制度。 从 他 亲 

身 经 历 的 科学 事业 所 走 过 的 坎坷 道 ， 他 是 深 有 体会 和 感触 的 ， 真 

是 新 旧 社 会 ， 两 种 制度 两 重 天 。 因 此 ,在 社会 主义 革命 的 斗争 中 ， 

他 总 是 坚定 地 跟 共 产 觉 走 。 他 于 1952 年 12 月 加 入 中 国民 主 同 盟 。 

1957 年 1 月 加 入 中 国共 产 党 。 兽 任 中 共 南 京 植物 研究 所 党 组 成 员 ， 

江苏 省 民 嚼 副 主 任 委员 ， 中 国 植 物 学 会 理事 长 兼 秘书 长 ”江苏 省 

植物 学 会 理事 长 , “中 国 植物 志 > 编 委 , 卫 生 部 药典 编 委 员 会 委员 ， 

中 国药 学 会 南京 分 会 理事 ， 中 国 科 普 协 会 南京 分 会 常务 委员 ， 

《植物 学 报 ? 编 委 。1958 年 当选 为 江苏 省 第 二 届 人 民 代 表 * 江苏 省 

第 一 届 政 协 委员 。1964 年 为 第 四 届 全 国政 协 委员 。:- 
裴 鉴 对 自己 的 子女 十 分 疼爱 ， 他 既 蓄 祥 又 要 求 严 格 。 他 懂得 

孩子 的 心理 ， 因 此 孩子 也 格外 亲热 他 ， 对 他 没有 拘束 。 他 的 长 子 

元 明 ， 也 喜欢 踢 足 球 。 在 上 海 时 ， 科 学 院 长 宁 路 的 球场 上 ， 经 常 

可 见 到 斐 鉴 参加 球赛 ， 人 们 也 常见 他 父子 两 同 场 赛 球 。 在 党 和 国 

家 需要 的 时 候 ， 他 总 是 动员 孩子 走 党 和 国家 所 要 求 的 道路 。1951 

年 ， 元 明 还 不 满 17 岁 ， 他 支持 元 明报 名 参加 空军 抗美援朝 。 他 的 

大 女儿 宁 宁 在 山东 医学 院 毕 业 时 ， 人 家 都 不 愿 去 边疆 ， 他 鼓励 宁 

宁 报 名 去 北大 荒 ， 宁 宁 至 今 在 北大 匾 做 医生 。 他 认为 为 人 民 服 务 

到 哪儿 都 有 前 途 ， 都 有 作为 。 小 女 上 嘉 梅 在 南京 三 女 中 毕业 时 ， 

响应 党 的 号 召 报名 上 山下 乡 ， 他 也 支持 小 女儿 到 江苏 名 容 县 条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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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工人 。 当 时 因为 嘉 梅 有 点 贫血 ， 她 妈妈 还 想 留 她 在 家 养 养 身体 
再 去 。 一 天 斐 鉴 拿 了 中 央 文件 回 到 家 中 ， 读 给 大 家 听 ， 并 说 ;“ 植 
物 所 有 五 个 孩子 符合 上 山下 乡 条 件 ， 我 是 所 长 ， 应 该 带头 ”这 样 
说 服 了 家 人 ， 嘉 梅 下 到 了 茶场 .他 总 是 教育 子女 要 忠于 党 的 事业 ， 
脚踏实地 的 工作 ， 做 一 个 老实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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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 虫 学 家 

C1902— 3) 

C4) 

PEF 19024F WEF IAA RM. ReAMHBT, A 
TH ft MDE TH EBT VIR B.S RERLIA, Wok <PB», 10 
PFE VERA, BMD). HEWES, Pew 
一 名 毕业 于 县 立 高 小 。 随 即 投考 江阴 的 南 其 中 学 和 上 海南 阳 中 学 ， 
均 被 录取 。 最 后 决定 到 江阴 求学 。 蔡 邦 华 在 家 庭 的 影响 下 ， 从 小 
酷爱 昆虫 。 早 在 小 学 时 ， 他 跟 三 兄 学 习 乔 体 解剖 ， 亲 眼见 到 短 体 
内 部 器 官 和 神经 细 丝 ， 感 到 极 大 兴趣 。 在 南 菁 中 学 时 ， 他 用 自修 
课 桌 饲养 芋 青 虫 ， 观 察 生活 史 ， 当 时 博物 老师 发 现 他 十 分 热爱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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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 并 上 以 课 桌 当 养 虫 箱 ， 甚 表 赞 扬 。 老 师 的 鼓励 和 兄长 的 引导 对 

他 发 生 了 巨大 影响 ， 使 他 抱 定 了 学 习 昆 虫 学 的 决心 。 

五 四 运动 给 青年 时 期 的 莹 邦 华 影响 尤 大 ， 为 了 拯救 国家 ， 他 

刻 萌 学 习 ， 努 力 奋斗 。1920 年 获 邦 华南 戎 中 学 毕业 后 ， 随 兄 东 湾 

日 本 求学 。 初 到 日 本 东京 ， 首 先 学 习 日 语 。 半 年 后 ， 同 时 报考 了 

日 本 两 地 的 国立 高 等 学 校 ， 一 是 鹿 儿 岛 ( 现 称 鹿 儿 岛 大 学 )， 二 是 

盛 风 ， 结 果 同 时 录取 。 经 与 同学 们 商量 ， 决 定 进 入 鹿 儿 岛 的 高 等 

农林 学 校 动 灶 物 科 ， 以 便 及 早 攻读 昆虫 学 。 华 邦 华 学 习 努 力 ， 平 

时 注重 野外 实习 和 标本 采制 ， 学 校 为 推动 昆虫 研究 ， 规 定 一 年 级 

学 生 进 行 昆 虫 采 集 比 赛 , 他 获得 全 校 第 一 名 。 有 一 次 学 校 举行 横贯 

九州 的 采集 旅行 ,东海 岸 徒步 西海 岸 , 走 了 七 和 天， 中途 曾 登临 阿 苏 

火山 ， 在 联 望 火山 口 时 ， 忽 有 一 蝶 腾 空 飞舞 ， 他 立即 举 网 捕捉 ， 

无 意 中 把 带领 他 们 的 内 芯 老 师 的 草帽 击 入 火山 口内 ， 引 起 他 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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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刘 很 深 的 老 教 授 ， 还 亲自 开课 讲学 。 他 们 不 仅 讲课 认真 ， 并 且 

课 下 也 十 分 注意 学 生 的 进步 ， 这 为 华师 提供 了 一 个 良好 的 学 习 环 

境 二 在 学 期 间 ， 他 不 但 力争 学 好 基础 课 交 并 且 还 利用 空间 时 间 鉴 

定 昆虫 去 日 本 前 获 师 曾 在 家 乡 采 得 桑树 大 害虫 " 白 蚕 ” 即 乍 旺 ”， 

在 国内 查 不 出 学 名 ， 带 到 日 本 后 四 处 求救 ， 冈 岛 教授 看 到 这 个 中 

国学 生 如 此 热心 鉴别 昆虫 ， 便 主动 查找 许多 参考 书 ， 并 指导 查考 

的 方法 ， 不 入 后 终于 找到 了 确切 的 学 名 Rondotia menciana 

Moore 。 这 使 他 十 分 欣喜 ， 并 且 非 常 感激 冈 岛 教授 循循善诱 的 功 

1924 年 正当 毕业 时 ， 蔡 师 应 国立 北京 农业 大 学 校长 章 士 剑 电 

邀 回国 ，22 岁 的 蔡 邦 华 成 了 和 瞧 物 系 的 一 名 教授 ， 他 主讲 昆虫 学 达 

三 年 ， 直 到 1927 年 又 第 二 次 留学 日 本 ， 入 东京 帝国 大 学 农学 部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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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蝗虫 分 类 。 在 锁 森 外 歧 雄 教授 热情 帮助 和 鼓舞 下 ,对 于 我 国 “ 竹 

星 ”做 了 详细 的 研究 ， 并 写 出 4 中 国产 蝗 科 三 新 种 ?一 文 ， 发 表 于 

东京 帝 大 第 十 卷 的 研究 报告 上 ，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在 国外 发 表 的 处 女 

作 。 第 三 次 留 日 期 间 ， 结 识 了 不 少 日 本 昆虫 学 家 和 朋友 ,给 蔡 师 
以 很 大 的 帮助 ， 并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印象 。 例 如 日 本 昆虫 学 开国 元 助 

之 一 佐佐木 患 次 郎 教授 曾 出 示 自 己 多 年 来 害虫 观察 的 记录 和 尚未 

发 表 的 手稿 及 大 量 精 密 的 底 图 。 还 有 舟 蛾 、 蝇 蛾 分 类 学 家 丸 毛 信 

胜 博士 ， 蚊 类 专家 矢 野 宗 干 等 。 在 同一 研究 室 研究 的 同学 有 汤 浅 
向 温 (甲虫 分 类 )、 河 田 党 ( 蛾 类 分 类 )、 小 岛 俊 文 ( 森 林 昆 束 学 )、 

上 远 章 〈 杀 虫 药 剂 )， 都 交往 较 密 。1980 年 8 月 第 16 届 国际 昆虫 学 

会 议 在 日 本 京都 召开 时 ， 和 华师 以 中 国 科学 院 代 表 团 团 长 身份 ， 第 

三 次 到 了 日 本 ， 遇 到 几 位 老 同 学 ， 感 到 十 分 高 兴 。 其 中 尤 以 与 55 

年 不 曾 见 面 ， 而 在 留学 时 感情 最 好 的 永 友 勇 博士 有 幸 重 逢 ,当时 

新 闻 记 者 特地 刀 次 采访 ， 把 这 个 消息 连同 像 片 一 起 发 表 在 京都 的 

HAMM Lk, MAMMA, MRNA, NA 

的 关系 代表 两 国人 民 友 谊 的 像 币 ， 给 人 们 留 下 了 深刻 的 印象 。 
1928 年 在 东京 帝 大 研究 期 间 ， 化 师 认 识 该 校 水 产 系 主任 岸 土 

教授 ， 岸 上 受 日 本 政府 委派 ， 以 中 国 对 日 本 的 庚 子 赔款 为 资金 ， 

在 上 海 建立 上 海 自 然 科学 研究 所 ,做 为 当时 日 本 文化 侵略 的 基地 ， 

一 再 邀请 袭 师 参加 该 所 工作 ， 但 他 坚决 拒绝 了 ,他 决定 提早 回国 。 

回国 后 ， 他 应 渐 江 省 昆虫 局 局 长 邹 树 文 先生 的 邀请 ， 担 任 该 局 的 

技师 。 不 久 转 入 渐 江 大 学 农学 院 任 教 。1930 年 该 校 委派 他 到 德国 

进修 ,开始 在 柏 宁 德意志 昆虫 研究 所 和 柏林 动物 博物 馆 研 究 昆虫 ， 

并 在 国立 农林 生物 科学 研究 院 学 习 昆 贝 生 态 学 ， 又 进行 欧洲 无 国 
考察 旅行 ， 随 后 转 入 摹 尼 黑 大 学 应 用 昆虫 研究 院 ， 跟 随 森 林 昆 卓 

学 家 爱 雪 立 希 教授 研究 实验 生态 学 。 在 同一 实验 室 ， 有 一 个 目 本 
留学 生 小 岛 俊 文 ， 他 们 都 是 东京 帝 大 的 同窗 好 友 。 两 人 能 在 德国 

相遇 都 感到 十 分 高 兴 ， 来 往 也 更 加 密切 ， 但 却 发 生 了 一 件 令 人 不 

愉快 的 事件 。 有 一 次 他 们 随 爱 雪 立 希 教 授 到 林 区 实习 ， 一 位 德国 

林 务 官 ， 见 到 了 中 日 两 国 留学 生 同 桌 吃 饭 ， 就 提问 目 军 盆 占 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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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问题 ， 两 人 所 答 完全 对 立 ， 引 起 一 场 剧烈 争吵 。 小 岛 说 ， 东 三 
海 是 二 个 独立 国家 。 葵 师 听 了 极 大 不 满 ， 便 回 敬 了 小 岛 说 :我们 
昌 然 是 好 的 同学 ， 但 你 是 日 本 人 ， 我 是 中 国人 。 东 三 省 是 中 国 的 
Sit, 目前 完全 被 日 本 政府 一 手 扶植 起 来 的 念 政权 所 统治 。 你 为 
帝国 主义 说 话 , 直 己 也 成 了 帝国 主义 分 子 史 爱 雪 立 希 教授 发 觉 后 ， 
立即 前 来 调解 ， 并 斥责 水 岛 不 应 该 说 那样 话 。 随 后 ， 事 情 虽 然 平 
息 了 ， 但 他 和 小 岛 之 间 的 关系 却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裂痕 。 
1932 年 8 月 参加 在 巴黎 召开 的 第 五 届 国 际 昆虫 学 会 议 ,认识 了 

许多 国际 昆虫 学 家 ， 回 国 后 仍 继续 在 渐 大 任教 。 当 时 学 校正 值 国 
RC. C. 系统 推行 党 化 教育 ， 亡 图 改组 农学 院 ， 蔡 师 和 几 十 位 
农学 院 教授 愤 而 离 校 ， 转 任 南京 中 央 农 业 实验 所 技 正 ， 从 事 蚜虫 
生态 和 防治 研究 ， 发 表 专著 和 论文 数 十 篇 。 就 中 蜡 虫 狙 狼 实 验 曾 
被 当时 教育 部 指定 为 大 学 主要 参考 书 。1937 年 又 回 到 杭州 任 浙 汪 
省 董 虫 局 局 长 。1938 年 抗日 战争 期 间 ， 重 返 浙 天 教书 。 在 抗战 八 
年 时 期 宝生 活 极其 困苦 ， 校 含 几经 搬迁 ， 第 一 次 入 泰和 ， 第 二 次 
改 宣 山 ， 第 三 次 迁 遵义 ， 第 四 次 至 渭 潭 ， 第 五 次 返 杭州 。 从 宜山 
之 后 ，1940 年 开始 ,兼任 浙大 农学 院 院 长 ， 长 达 十 三 年 。 在 那 动 
乱 的 年 代 里 ， 陈 了 忙于 迁移 和 教学 外 ， 也 做 了 不 少 西 南山 区 的 昆 
虫 考 察 ， 争 取 二 切 机 会 开展 科研 活动 。 每 年 还 油印 《 病 虫 知 识 > 期 
刊 玉 资 交 流 。 当 时 他 在 思想 上 最 苦头 的 是 ， 薪 介 石 对 日 本 侵略 采 
取 不 抵抗 政策 。1942 年 浙 天 迁 至 贵州 湄 潭 时 ， 此 时 抗日 战争 正 处 
手 最 后 阶段 ， 国 民 党 特务 的 气焰 更 加 嚣张 ， 进 步 师 生 经 常 遭 受 追 
害 ， 经 济 学 教授 费 巩 就 在 这 时 被 秘密 杀害 了 。 对 此 ， 蔡 师 感到 极 
天 愤慨 ， 学 生 腾 维 蒙 、 潘 家 苏 被 特务 证 陷 ， 横 遭 逮 捕 ， 禁 闭 于 遵 
义 再 中 ”生命 危在旦夕 ， 在 校 委 会 公推 下 ， 蔡 师 挺 身 而 出 ， 亲 赴 
贵阳 仿 省 府 交 涉 ， 力 争 保 释 ,， 并 致 函 伪 教 育 部 控告 大 学 内 特务 活 
动 的 黑幕 ， 这 二 正义 行动 遭 到 特务 分 子 的 优 恨 ， 他 们 插 吕 地 派 人 
夜间 在 蔡 师 屋 上 的 乱 ， 最 后 融和 干 出 火烧 住宅 的 恺 怖 行动 ， 给 华师 
以 重大 威胁 和 打击 。 

1945 年 秋 ， 目 本 无 条 件 投降 ， 抗 战 终于 得 到 胜利 ， 浙 大 从 贵 

22OL 关 3 



州 的 湄 潭 复员 ， 返 回 杭州 ， 全 校 师 生 希 望 尽快 整治 战争 创伤 ， 安 
定 学 习 。 但 是 好 景 不 长 ， 国 民 党 反动 派 实行 反共 政策 六 推行 法 西 
斯 统治 ， 浙 大 又 笼罩 在 白色 和 恐 怖 之 中 。1947 年 ， 浙 大 农学 院 学 生 
会 主席 于 子 三 曾 领导 全 校 同学 积极 参加 反 饥 俄 、 反 内战、 反 迫 
害 的 民主 救亡 运动 。 国 民 党 反动 当局 逮捕 了 于 子 三 ， 禁闭 于 浙江 
保安 司令 部 。 竺 可 桢 校长 曾 积极 设法 营救 ， 出 面 保释 ,但 未 获准 。 
不 入， 于 子 三 被 害 于 狱 中 ， 造 成 震惊 全 国 的 大 惨案 。 巫 耗 传 出 ， 
竺 校长 几乎 学 倒 ， 为 了 解 事情 真相 ， 竺 校长 责成 蔡 师 率领 让 人 赴 
现场 调查 。 保 安 司 令 部 害怕 事情 败露 ， 为 掩盖 耳目 ， 对 浙大 调查 
组 进行 软硬兼施 。1948 年 元 旦 期 间 ， 反 动 当局 竟 出 动 军 警 二 千 多 
人 围攻 浙大 ， 并 雇用 几 十 名 打手 冲 进 大 学 进行 的 乱 。 在 忍无可忍 
的 情况 下 由 和 舒 鸿 体育 教授 吹 哨 ， 召 集 全 体 师 生 关闭 校门 。 与 此 同 

竺 可 桢 校长 找到 华师 说 “这 样 的 大 学 竟 在 光天化日 之 下 被 军 
警 包围 和 执 毁 ， 看 来 是 办 不 下 去 了 ， 我 本 人 无 法 脱身 ， 请 你 设法 
逃 出 学 校 , 即 赴 南京 ,当面 向 教育 部 长 朱 家 骅 代 我 辞去 校长 职务 "。 
受命 之 后 ， 蔡 师 从 浙大 南 侧 翻 墙 出 校 。 在 去 南京 的 火车 上 ， 向 一 
位 大 公报 新 闻 记 者 介绍 了 反动 军 警 包 围 浙大 、 收 买 打手 冲 进 学 校 ; 
捣毁 “ 费 巩 壁 报 ”的 详细 情况 ， 并 且说 :“ 学 校 处 于 危急 之 中 ， 包 
可 杭 校 长 已 身 不 由 己 , 无 法 维持 , 嘱 我 代 他 一 行 ， 向 教育 部 辞职 "5 
1 月 4 日 的 6 大 公报 > 发 表 了 以 上 谈话 ， 正 当 此 时 ， 蔡 师 也 赶 到 了 南 
京 ， 找 到 朱 家 骅 。 见面 后 ， 朱 以 责备 的 口 艾 说 ,于 子 三 是 千 真 万 
确 的 共产 党 ， 你 们 还 要 为 他 说 话 21 蔡 回答 ,“ 我 不 管 于 子 三 是 什么 
党 ， 但 他 是 农学 院 的 好 学 生 ， 他 被 杀害 了 ， 我 身 为 农学 院 院 长 ， 
ARE, SRA BERT UR KAR RR, 学“ 
校 在 光天化日 之 下 竟 被 军 警 包围 ， 歹 徒 破坏 目前 搞 得 无 法 生活 ， 
无 法 教学 ， 只 得 向 教育 部 请 示 善 后 "1 反动 当局 见 事态 不 妙 , 为 了 
避免 激 起 更 大 风波 , 便 下 令 撤 去 军队 ,并 派 要 员 前 往 杭州 ， 挽 留 竺 
校长 。 学 校 哲 时 解 危 了 ,但 反动 当局 却 钉 上 了 蔡 师 。 原 浙江 省 主席 
秘书 长 雷 法 章 问 竺 可 桢 校长 ,* 大 公报 1 月 4 日 所 登 浙 大 消息 ， 是 否 
由 蔡 邦 华发 出 的 "? 竺 校长 回答 “不 知道 ， 因 为 蔡 邦 华 是 代 我 赴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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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辞职 去 的 ， 目 前 还 未 返 校 ， 但 报 上 所 登 消 息 完 全 是 事实 ， 我 可 

以 作证 记 由 于 获 邦 华 平 时 与 柳 亚 子 、 黄 炎 培 、 梁 希 、 马 寅 初等 来 

往 密 切 ， 为 逃避 国民 党 的 迫害 ， 殖 师 没 有 立即 回 校 ,幸而 不 久 后 ， 

杭州 解放 了 。 

(二 ) 

解放 后 的 杭州 ， 春 满 大 间 ， 从 此 浙大 也 得 到 了 新 生 ， 当 时 由 

于 笠 可 桢 校长 离 校 在 外 ， 获 师 被 推 任 校 委 会 临时 主席 ， 代 行 校 长 

职务 。 不 久 他 即 应 邀 出 席 了 在 北京 召开 的 全 国 自 然 科 学 工作 者 代 

表 赤 会 ,同时 被 推举 为 中 国人 民政 治 协 商会 议 的 代表 ， 光 荣 地 出 

席 了 开国 大 典 。1951 年 ， 受 周 总 理 委 派 ， 兼 任 杭州 市 人 民政 府 委 

员 。1953 年 院 系 调整 后 ， 调 入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虫 所 工作 ，1955 年 被 

任命 为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多 次 被 选 为 人 民 代表 大 会 代表 

和 担任 其 它 学 术 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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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掌 握 基 本 知识 。 在 青年 时 代 ， 他 除了 精读 细胞 遗传 学 ,胚胎 学 、 

解剖 学 和 进化 论 等 基础 学 科 外 ， 他 还 熟 读 了 日 本 三 宅 恒 方 的 《 昆 

虫 学 泛 论 ?， 美 国 Comstock 的 《昆虫 学 导论 ?和 英国 Imms 的 《普通 

”有 昆 蝇 学 2 这些 基础 知识 的 学 习 , 为 袭 师 开 展 研 究 工 作 提 供 一 个 坚 

实 的 基础 。 除 些 之 外 ， 他 也 这 样 要 求 年 轻 同 志 ， 教 育 上 晚辈， 一定 

要 注重 掌握 基础 知识 。 在 研究 中 ， 他 善于 寻找 线索 ， 思 考 问 题 。 

早 在 三 十 年 代 初 期 ， 就 得 到 德国 爱 雪 立 希 教授 的 指导 ， 曾 以 谷 象 

发 育 与 温 湿 度 关 系 为 题 开 展 实验 生 态 学 的 研究 ，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观 

察 ， 在 错综复杂 的 组 合 里 ， 证 明 谷 象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 有 三 个 最 佳 

结果 汪 第 一 寿命 最 长 》 第 二 发 育 最 快 ， 第 三 繁殖 最 多 。 三 个 最 佳 

ii n<- cases meeemenmeia 

那 二 个 结果 在 生态 学 上 对 于 大 发 生 的 作用 是 真正 的 最 佳 结 

过 不 断 的 对 比 和 思索 ， 最 终 确 认 第 三 个 最 佳 名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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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是 真正 的 最 佳 结果 。 寿 命 最 长 、 发 育 最 快 均 不 能 使 害虫 在 短 时 
期 内 大 量 发 生 ， 只 有 繁殖 最 多 才能 促使 害虫 “ 狙 狼 % 因 此 第 三 次 
明确 了 害虫 “ 猩 猛 ”的 实际 意义 ， 这 一 观点 立即 得 到 爱 雪 立 希 教 
授 的 赞许 ， 并 鼓励 尽快 成 文 发 表 。 结 果 公 布 后 ， 得 到 国际 检 春 学 
者 的 好 评 ， 美 国学 者 曾 详细 加 以 介绍 。 获 师 在 几 十 年 的 科学 研究 
中 ， 做 了 不 少 工作 ， 主 要 科学 论文 已 经 发 表 的 有 100 多 篇 ,在 他 研 
究 成 果 中 反映 了 他 的 生活 目的 ， 政 治 态度 和 工作 风格 导 所 以 蔡 师 
的 一 系列 工作 ， 都 具有 自己 的 特点 可 

首先 ， 他 强调 科学 研究 要 密切 结合 生产 实际 涡 蔡 师 从 事 等 地 
H. HMB. 同 翅 目 、 鞘 翅 目 和 鳞 运 目的 研究 让 从 学科 上 说 有 本 
态 学 士 的 问题 ， 也 有 分 类 学 方面 的 文章 ， 涉 及 的 类 群 相 当 广泛 3 
但 是 绝 大 部 分 的 研究 课题 与 国计民生 均 有 密切 相关 。 他 的 研究 课 “ 

Bi, 多 以 大 害虫 为 对 象 。 早年 他 在 华东 一 带 结合 水 稻 理 岂 SE 
害 ，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曾 在 * 中 华农 学 会 报 》、-《 昆 虫 与 植 病 > 等 刊物 
发 表 了 “《 蜡 蛾 类 概 说 六 《十 八 年 抗 虹 稻 种 调查 预报 > a EP 
气候 抵抗 性 之 调查 并 防治 试验 六 “ 蜡 虫 问题 六 《三 化 蜡 狙 狐 与 气 ， 
候 ?、“ 中 国 旦 虫 问 题 >? 等 几 十 篇 文章 。 他 创建 了 一 套 害 虫 预测 预报 
制度 。 为 我 国防 治 蚜虫 的 危害 做 出 了 一 定 贡献 a 
曾 写 了 “中 国 蝗 科 新 种 报导 》、“《 中 国 蝗 患 之 预测 到 Te See 
之 猩 插 由 于 不 同 气候 所 影响 之 例证 > 等 论文 ， 引 起 国际 间 的 注意 ， 
受到 苏联 著名 蝗虫 专家 贝 。 比 恩 科 的 重视 , 比 氏 在 自己 的 著作 中 ， 
曾 多 次 引用 了 他 的 材料 ; 认为 蔡 师 的 工作 很 有 实际 意义 如 五 倍 子 
是 我 国 特产 的 医药 ， 在 抗战 期 间 ， 他 经 过 几 年 的 调查 研究 未 不 仅 ” 
查 明了 不 同 五 倍 子 和 不 同 倍 蚜 的 关系 ， 并 且 进 一 步 研究 了 各 种 们 
是 的 形态 特征 及 其 中 间 宿 主 ， 为 大 工 培养 探索 了 一 条 途径 ,) 这 项 “ 
工作 曾 由 英国 李 约 瑟 博 士 推荐 发 表 于 伦敦 昆虫 学 报 。 解 放 后 ， 他 ” 
还 开展 了 森林 昆虫 的 研究 ， 对 于 松 毛虫 记 小 囊 沁 白蚁 等 与 国 计 民 
生 密 切 相 关 的 大 害虫 都 做 了 不 少 工作 。 不 仅 如 此 ， 甚 至 在 他 的 专 。 
著 《 昆 虫 分 类 学 ?中 也 贯穿 着 这 种 思想 ， 主 张 各 个 目 科 要 有 各 个 目 量 
科 的 典型 代表 ， 并 强调 还 要 列 出 与 经 济 有 关 的 种 类 贞 所 届 他 的 曲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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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然 条 件 下 探索 害虫 的 发 生 规律 ， 并 且 要 求 用 综合 的 方法 来 分 
析 害 忠 发 生 的 环境 条 件 。 早 在 五 十 年 代 期 间 ， 他 以 这 样 的 观点 和 
方法 ， 研 究 松 毛虫 的 数量 变动 ,提出 松 毛虫 发 生 有 一 个 虫 源 地 带 ，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野外 观察 ， 逐 步 丰富 了 自己 的 看 法 ， 于 1960 年 正式 
提出 松 毛虫 的 发 生 基地 ， 认 为 向 阳 山 荔 的 地 形 ， 由 于 经 营 不 当 ， 

”种 植 纯 松林 ， 再 加 幼林 成 长 ， 郁 闭 过 度 ， 使 林 下 寸 草 不 生 ， 生 物 
群落 极为 贫 将 ， 这 就 是 松 毛虫 发 生 基地 的 基本 条 件 ， 容 易 促 使 松 
毛虫 狂 狐 为 害 。 随 后 又 深入 调查 山东 昆仑 山 、 牙 山 、 崂 山 各 林 区 
松 毛虫 发 生 情 况 ;》 有 的 林 区 由 于 大 量 使 用 666 农 药 ,引起 松 毛虫 搞 
药性 的 提高 ， 而 林内 寄生 性 和 捕食 性 天 敌 却 显著 减少 ， 造 成 年 年 
防治 ， 年 年 成 灾 的 严重 后 果 ， 为 此 ， 他 提出 加 强 经 营 管理 ， 改 造 

”发 生 基 地 等 措施 ， 借 以 控制 松 毛 虫 的 大 发 生 。 关 于 松 毛虫 研究 ， 

由 于 他 深入 现场 ,调查 研 究 ， 发 表 了 一 系列 论著 ， 如 “关于 防治 
松 毛虫 的 研究 工作 六 “中 国 的 松 毛虫 和 、“ 马 尾 松 毛虫 的 发 生 与 寄 
主 植物 受害 程度 的 关系 的 初步 观察 久 、“《 中 国松 毛虫 研究 和 防治 现 
状 关 《 中 国松 毛虫 属 的 研究 及 新 种 记述 》%“《 中 国松 毛虫 属 及 近 缘 属 
的 修订 部 经 与 有 关 同 志 合作 ， 查 明 我 国松 毛虫 类 共有 ,78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于 7 个 属 ， 发 表 了 20 多 个 新 种 、 新 亚 种 ,其 中 为 害 严 重 的 
有 6 种 史 即 马尾 松 毛 由 赤松 毛虫 、 落 叶 松 毛虫 、 油 松 毛虫 \ 思 太 
松 毛 遇 和 云南 松 毛虫 等 。 

第 三 不 特 点 是 ， 蔡 老 思 想 比较 活跃 ， 不 拘泥 于 旧 的 框框 ， 力 
图 用 最 新 的 科学 观点 和 研究 成 果 来 充实 自己 的 研究 内 容 。1962 年 
美国 著名 的 女生 态 学 家 莱 切 尔 . 卡 孙 发表 了 一 部 有 关 环 境 科 学 知 
识 的 著作 < 罕 静 的 春天 >， 她 认为 防治 害虫 必须 要 在 保持 各 种 生物 
BAe MEM LER, PANTERA, WERE 
虫 的 同时 天 无 意 中 也 破坏 了 生物 间 的 平衡 ， 并 且 还 导致 更 加 严重 
的 后 果 ， 害 虫 对 于 农药 产生 了 愈 来 愈 大 的 抗 性 ， 而 天 政 却 被 消灭 
了 中 因此 ， 害 下 就 会 失去 控制 地 大 量 发 生 了 ， 危害 也 就 更 加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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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事 实证 明 许多 化 学 农药 对 于 生态 的 影响 很 大 ; IPE 
环境 ， 损 害 人 们 的 健康 。 这 种 新 的 思想 给 蔡 师 以 很 大 的 启示 , 他 
立即 吸收 其 有 益 观点 ， 结 合 松 毛虫 研究 工作 ， 指 出 过 去 我 国松 毛 
虫 的 防治 工作 同样 存在 着 严重 问题 ,过 度 使 用 666 提 高 了 松 和 毛虫 的 “ 
抗 药性 80 一 100 倍 ， 某 些 农药 已 经 失去 杀 虫 的 效能 。 为 此 他 在 第 三 
届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上 ， 提 出 《 谈 谈 农林 害虫 防治 途径 问题 ;的 报 
告 ， 指 出 由 于 不 适当 地 大 量 用 药 ， 不 但 大 大 破坏 了 生物 群落 的 关 
系 ， 同 时 还 会 引起 害虫 大 发 生 的 机 会 ， 对 于 人 类 或 高 等 动物 的 生 
命 和 健康 ， 往 往 会 发 生 很 大 的 危险 和 影响 。 他 呼吁 政府 有 关 部 门 
要 严格 控制 使 用 化 学 农药 ， 农 林 害 贝 防治 应 以 生物 潜能 为 基础 
发 挥 先进 农林 技术 作用 ， 选 择 抗 虫 优良 品种 合理 施肥 和 栽培 管 
理 。 发 挥 生物 群落 学 、 遗 传 学 、 生 态 学 、 生 物化 学 等 生物 因子 的 
作用 。 这 一 倡议 得 到 了 重视 ， 林 业 部 根据 蔡 老 的 意见 ;下 达 指 示 ，” 
通知 各 省 林业 系统 ， 防 治 森林 害虫 应 以 综合 方法 为 基础 。 与 此 同 ， 
时 获 老 带 他 的 助手 在 安徽 碎 县 皇甫 山 等 地 ， 探 索 马 尾 松 毛虫 综合 
管理 的 新 途径 ， 提 倡 营造 混交 林 ， 改 造 纯 松林 林 相 ， 强调 自然 状 
况 下 的 天 敌 作用 ， 收 到 很 好 的 效果 ， 得 到 林业 部 门 的 重视 。 RF 
物种 问题 ， 蔡 老 认为 应 该 要 用 新 的 观点 来 分 析 ， 生 物 界 由 于 不 同 
类 群 有 不 同 的 特点 ， 其 认识 标准 也 不 尽 相同 。 大 们 认识 物种 不 仅 
要 从 形态 学 上 找 出 区 别 ， 而 且 要 从 生态 地 理 、 生 活 习 性 方面 来 池 
解 它 的 实际 意义 。 进 而 用 近代 分 子 生物 学 的 方法 来 探索 物种 的 界 
线 以 及 它们 之 间 的 联系 。 他 还 经 常 教育 他 的 学 生 说 ;“ 我 已 经 老 了 5 
这 些 工作 希望 你 们 能 经 常 吸 收 新 的 成 就 ， 这 样 才能 提高 自己 ， 做 
iE” 6 

(=) 

 KRERBERRE, EKEFRMAAMMAAES, HE 
SRM GERAD UL, CHAAR RMB, 并 且 一 
旦 发 现 别 大 的 意见 是 正确 的 ， 他 绝 不 会 由 于 自己 是 长 者 、 老 师 而 
拒绝 别 大 的 意见 。 关 于 松 干 崔 学 名 的 争论 一 直 是 很 激烈 的 ， 他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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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记 载 不 同 ， 因 为 后 者 雌 成 虫 触角 为 10 节 。 但 他 的 学 生 杨 平 调教 
授 却 认为 两 国松 干 介 是 同一 种 ， 均 为 Matsucoccus matsumurae 

(Kuwana)。1980 年 蔡 老 素 自 从 日 本 带 回 原 产地 松 干 具 的 标本 ,经 
检查 后 知道 桑 名 氏 原 记载 确 有 错误 ， 日 本 的 松 于 蛤 上 肉 成 虫 触角 亦 

为 9 节 , 结 束 了 这 场 争论 。1981 年 初 袭 老 在 云南 昆明 召开 森林 昆虫 

学 术 讨论 会 上 ， 公 开 修正 自己 的 观点 ， 并 且 当 场 宣布 杨 平 调 先生 
所 坚持 的 意见 是 正确 的 ， 给 在 座 的 同志 留 下 深刻 印象 。 大 家 认为 

杨 平 调 先生 是 他 的 学 生 ， 华 老 能 做 到 这 一 点 ,确实 是 难能可贵 的 。 

化 老 平 时 也 能 倾听 周围 同志 的 意见 ， 无 论 是 多 小 的 晚辈 ， 在 他 面 

”前 都 可 以 自由 自在 地 提出 自己 的 看 法 ， 有 时 那 怕 是 错误 的 也 不 会 

受到 责备 ， 都 能 做 到 畅所欲言 ， 因 而 师 生 关系 也 就 更 加 密切 。 
蒙 老 在 旧 社会 里 虽 抱 有 教育 救国 、 科 学 救国 的 决心 ， 但 在 反 

动 政权 统治 下 ， 每 况 愈 下 ， 实 现 无 望 。 解 放 后 在 党 的 英明 领导 下 ， 

实践 证 明 只 有 社会 主义 才能 救 中 国 。 所 以 他 信赖 党 ， 相 信和 社会 主 

义 。 天 空 虽 一 度 出 现 乌 云 ， 然 而 四 人 帮 的 倒 行道 施 只 能 导致 自身 

的 覆灭 。 在 党 的 三 中 全 会 以 后 ， 在 大 好 形势 下 ， 蔡 老 于 1981 年 加 

入 了 中 国共 产 党 ， 入 党 后 的 获 老 更 加 朝气 蓬勃 ， 他 说 : 我 虽 年 已 

八 旬 ， 鉴 于 党 的 伟大 光辉 ， 只 有 以 有 生 之 年 ， 全 部 交 给 了 党 ,在 

向 的 领导 下 竭尽 全 力 ， 为 促进 四 个 现代 化 而 奋斗 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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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物 学 家 

(1903—1981) 

OR 

PBL R SS ER. RRA, JEG RE 
国 克 莱 孟 大 学 理学 硕士 、 国 家 硕士 和 巴黎 大 学 国家 博士 学 位 。 回 ” 
国 后 曾 任国 立 北平 大 学 农学 院 生物 系 教授 、 主 任 ， 北 京 天 学 、 北 
京师 范 大 学 、 中 法 大 学 、 中 国 大 学 、 辅 仁 大 学 、 国 立 西北 联 大 、 
西北 农学 院 、 厦 门 大 学 及 福建 农学 院 教授 。 历 任国 立 北平 研究 院 
植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 福 建 省 研究 院 动 植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兼 所 长 。 
解放 后 ， 曾 先后 任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 副 所 长 ， 顾 问 ;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 生 物 学 学 部 副 主任 ， 中 国 植物 学 学 会 副 理 
事 长 兼 秘书 长 、 植 物 学 会 北京 分 会 理事 长 ， 中 国 植物 志 编 辑 委员 
会 副 主编 、 主 编 、 顾 问 等 职 。 曾 当选 为 第 三 届 全 国人 大 代表 。 

。240。 



和 

PMS. FAW, 江苏 省 丹阳 县 人 , 生 于 1903 年 ， 芝 于 1981 年 。 

他 的 父亲 是 清朝 秀才 ， 旱 年 去 世 。 他 的 母亲 勤劳 朴实 ， 在 生活 上 

RAB, FEB, WAKE, BWA. 

林 老 自 幼 天 赋 聪 颖 ， 勤 奋 好 学 ， 在 邻 县 镇 江 中 学 就 读 时 ， 成 

绩优 异 ， 深 受 老 师 们 的 赏识 和 器 重 。 五 四 运动 前 后 ， 他 受到 当时 

科学 、 民 主 和 劳工 神圣 等 新 思潮 影响 ， 结 交 进 步 同 学 ， 参 加 赴 法 

勤工俭学 团体 ， 在 上 海 留 法 勤工俭学 夜校 补习 法 文 。 同 时 在 中 华 

职业 学 校 夜 班 学习 机 器 操作 ， 于 1920 年 以 优异 成 绩 获 准 赴 法 国 留 

学 

林 老 先生 在 法 国 东 部 的 贡 福 郎 公 学 补习 法 文 ， 不 和 久 他 和 同 船 

赴 法 的 刘 慎 谓 : 全 树 章 等 以 优良 的 成 绩 考 入 南 锡 大 学 农学 院 学 习 。 

1921 年 年 仅 18 岁 的 林 馈 就 作为 新 中 国 农学 会 的 代表 ， 代 表 中 国 首 

次 出 席 在 比利时 Anvers 举行 的 国际 农业 会 议 。 并 且 在 当时 国内 

出 版 的 新 农 通 讯 上 发 表 了 “人 参加 Anters 国 际 农业 会 议 报告 ?详尽 

地 报道 了 会 议 的 经 过 ， 并 把 有 关 国 际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情 况 和 先进 

的 农业 技术 介绍 到 中 国 ， 并 对 我 国 农业 的 发 展 提出 了 许多 建设 性 

的 意见 。 

由 于 他 刻苦 学 习 ， 成 绩 显著 ， 于 1923 年 很 快 毕 业 并 获得 农业 

技师 称号 。 随 后 ， 他 又 赴 法 国安 底 伯 农 业 实 习 学校 和 地 中 海 一 带 

的 农场 实习 参观， 从 而 获得 扩大 知识 领域 和 进一步 学 习 欧洲 的 先 

进 农 业 技 术 的 机 会 。 在 长 达 八 个 月 的 实 期 间 ， 他 刻苦 学 习 西 方 的 

先进 农业 技术 ， 同 时 为 进一步 深造 积极 准备 。 

“功夫 不 负 音 心 人 ， 同 年 秋 他 终于 考 进 法 国 克 莱 备 大 学 理学 院 

继续 学 习 ， 在 著名 的 真菌 学 教授 摩 罗 指导 下 ， 开 始 真菌 学 研究 。 

年 轻 的 林 包 虽 然 生 活 在 纸醉金迷 的 冰 市 ， 但 他 无 心 西方 的 生活 ， 

也 很 少 外 出 欣赏 花 都 巴黎 的 美景 ,而 是 一 心 扑 在 学 习 和 研究 上 ,无 

论 是 星期 或 假日 ， 他 总 是 沉浸 在 实验 、 翻 阅 文 献 和 撰写 论文 的 工 

作 中 。 因 此 深 受 老师 们 的 赞 场 ， 获 得 公费 享受 待遇 和 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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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更 好 地 学 习 西欧 的 科学 和 技术 ， 决 心 改变 我 国 在 科学 研 
究 方面 的 落后 状况 ， 林 老 经 常 与 当时 留 法 的 学 友 刘 慎 请 、 周 太 玄 、 
张 筷 和 雍 克 昌 等 人 参加 “新 中 国 农学 会 ”和 中国 生物 科学 学 会 ” 
活动 ， 相 互 切磋 ， 交 流 学 习 和 研究 的 经 验 ， 共 同 提高 。” 

经 过 近 两 年 的 苦心 攻读 ， 林 老 于 1925 年 便 获 得 法 国 自 然 科 学 
高 级 文 任 。 这 时 他 在 真菌 学 研究 方面 也 取得 显著 进展 ， 在 法 国 克 
莱 孟 大 学 学 报 和 普通 植物 学 评论 上 ， 分 别 发 表 了 “ 毛 乐 倚 囊 霉 新 
种 及 其 化 学 、 细 胞 学 和 形态 学 的 研究 ”和 “ 同 种 毛 霉菌 体 之 间 存 
在 的 杂种 ”等 两 篇 论文 ， 引 起 国外 真菌 学 家 们 的 兴趣 和 关注 。 此 
后 ， 他 又 于 1927 年 至 1928 年 相继 获得 克 莱 备 大 学 理学 硕士 和 国家 
理学 硕士 学 位 。 不 久 他 转 入 巴黎 大 学 理学 院 学 习 。 参 加 并 通过 该 
校 的 学 位 考试 。1930 年 春 ， 年 仅 27 岁 的 林 久 以 他 数 年 来 从 事 真菌 
学 研究 的 丰硕 成 果 ， 写 出 了 “ 毛 葡 有 性 生殖 的 生物 学 研究 ”长 箱 
论著 ， 一 举 茉 获 巴 黎 大 学 国家 理学 博士 学 位 ， 成 为 我 国 的 年 轻 的 “ 
菌 类 学 专家 。 他 的 博士 论文 得 到 国内 外 学 者 们 的 高 度 评价 ， 为 我 
国 科学 事业 赢得 了 某 誉 。 同 时 ， 也 是 我 国 在 真菌 学 研究 方面 较 早 
的 一 篇 重要 文献 。 

O30 | 

ERLE a, TURE EDM BEL, BRS 
做 研究 工作 ， 他 又 在 法 国 国立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里 做 短期 的 研究 工 ” 
作 。1930 年 秋 ， 他 终于 结束 了 十 载 寒 窗 的 腊 国生 活 ， 展 别 他 的 老 ， 
师 和 朋友 ， 满 怀 胜利 的 喜悦 ， 离开 巴黎 , 回 到 他 阔别 十 载 的 祖国 。 
实现 了 他 多 年 来 一 直 梦 亲 以 求 的 献身 祖国 科学 研究 和 教育 事业 的 
理想 。 

FS, Ax Bey IF, fee POEMS 
所 任 研 究 员 。 同 时 兼任 北平 大 学 农学 院 农 业 生 物 系 教授 〈 后 兼 主 ， 
尾 )。 从 此 ， 他 便 开 始 了 科学 研究 和 教学 的 生涯 ,辛勤 地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科学 事业 和 教育 事业 贡献 力量 。 | 

林 先 生 学 识 渊博 ， 在 教学 中 认真 负责 ， 一 毕 不 苟 ， 他 在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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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植物 标本 和 图 解 ， 生 动 地 讲授 每 一 种 植物 的 特征 和 科 属 之 间 
的 亲缘 关系 。 经 常 带领 学 生 到 野外 实习 ， 注 意 把 课 上 所 学 的 书本 
知识 和 实际 紧密 结合 起 来 。 因 此 深 受 学 生 们 的 欢迎 和 喜爱 。 于 是 
息 很 快 便 成 为 当时 一 位 知名 的 最 年 轻 教授 。 

当时 ， 我 国 种 子 植 物 分 类 的 基础 极为 薄弱 ， 以 致 教学 也 无 自 
忆 国 家 的 教材 ， 研 究 菌 类 寄主 都 无 法 鉴定 ， 而 且 很 普通 的 种 子 植 
物 也 都 无 法 鉴定 名 称 。 为 了 解决 种 子 植物 分 类 的 需要 ， 专 门 从 事 
-于 真菌 学 和 农业 生物 学 研究 的 林 欠 ， 便 改行 转 为 研究 种 子 植物 分 

类 学 。 并 且 很 快 就 在 这 个 新 的 科学 领域 里 取得 了 显著 的 成 果 。 
1931 和 车 ， 他 同 刘 慎 刘 教 授 一 起 编著 出 版 了 第 一 部 中 国 北 部 植物 图 

志 第 一 册 旋 花 种 。 同 时 还 发 表 了 中 国 免 丝 子 属 和 旋 花 属 植物 的 研 

— 究 两 篇 论文 。 后 来 ， 他 又 选择 了 在 种 子 植 物 分 类 中 难度 大 的 龙 胆 

科 植 物 和 属 种 党 多 、 组 成 复杂 和 在 系统 演化 上 高 度 发 展 的 菊 科 植 

物 进 行 分 类 研究 。 在 得 短 几 年 内 ， 他 先后 编著 了 中 国 北 部 植物 图 
志 第 二 册 龙 胆 科 。 并 且 发 表 了 六 篇 有 关中 国 龙 胆 科 植物 和 菊 科 植 
物 分 类 研究 论文 。 这 些 论 著 得 到 国内 外 植物 分 类 学 家 们 的 重视 。 
为 开展 我 国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及 植 物 资源 开发 利用 做 出 了 积极 贡 
献 。 同 时 ， 也 显示 了 林 先 生 在 植物 分 类 学 研究 方面 的 才华 。 

C=) 

1937 年 “七 七 ”事变 后 ,平津 相继 沦 于 日 本 帝国 主义 的 铁 足 
之 下 。 宁 欠 目 睹 中 国 的 大 好 河山 遭受 日 寇 踩 距 ， 爱 国 同胞 惨遭 敌 
从属 杀 ， 汉 奸 特 务 横 行 ， 民 族 处 于 危 亡 之 中 ， 感 到 非常 愤恨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不 少 大 学 和 科 究 机 构 纷纷 迁 往 内 地 ， 坚 持 抗战 。 当 
时 ， 林 先生 本 想 随 同 北平 大 学 农学 院 赴 西 北 任教 ， 但 是 ， 奈 因 家 
庭 负 累 ， 未 能 成 行 。 暂 时 困 留 在 沦陷 区 里 生活 。 为 了 躲避 日 伪 摄 
扰 亿 他 数 次 迁居 个 埠 陋 室 ， 深 居 寡 出 。 当 时 ， 伪 北平 大 学 农学 院 

”移交 庞 首 民 正四 处 打听 林 先 生 的 下 落 ， 汶 客 高 巢 聘 请 他 出 来 继续 
FEB, 这 时 他 的 处 揽 非 常 困难 ， 但 他 宁 为 玉碎 ， 示 为 成 全 ， 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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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昌 伪 效劳 。 因 此 ， 他 售 吉 家 里 全 部 首饰 和 贵重 物品 * 筹 足 盘 川 ， 

于 1938 年 发 然 弃 眷 ， 只 身 逃 离 北 平 ， 取 道 天 津 驾 转 到 达 武 功 ， 在 

西北 农学 院 任教 。 在 抗战 的 艰苦 岁月 里 ， 林 老 和 刘 慎 廖 ， 辛 树 巾 
等 教授 在 武功 筹建 西北 植物 调查 所 。 在 极其 简陋 和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克服 种 种 困难 ， 仍 然 坚 持 科 学 研究 工作 。1939 年 在 当时 刚刚 创办 

的 西北 植物 研究 丛刊 上 发 表 了 “ 钟 欢 光 采 集 植物 一) 菊 科 ” 论 

文 。 林 先生 这 篇 文 不 仅 是 系统 整理 我 国 植物 分 类 学 家 钟 欢 光 教 授 

采集 标本 的 第 一 篇 著作 ， 而 且 它 向 世界 的 植物 学 家 表明 也 中 国 植 

物 学 家 在 从 事 科 学 研究 中 的 百折不挠 ， 坚 万 不 拔 的 工作 精神 。 - 

由 于 薪 介 石 实行 假 抗日 ， 真 反共 的 反动 政策 ， 迫 害 进步 学 生 
和 民主 人 士 ， 全 国学 生 掀 起 抗日 救亡 运动 。 当 时 西北 农学 院 的 进 

步 学 生 因 参与 抗日 救亡 运动 而 被 捕 入 狱 。 林 先生 目睹 国民 党 反动 

当局 残酷 镇 压 进步 学 生 的 罪行 ， 唯 丽 这 些 学 生 惨 遭 迫 害 ， 他 骨 者 ， 

被 牵连 的 风险 。 挺 身 而 出 ， 与 金 鸿 章 ， 上 处 宏 正 及 一 位 物理 学 教授 
等 在 该 院 院 务 会 议 上 与 当局 进行 说 理 斗 争 ， 力 保释 放 s 并 亲自 到 
监狱 看 望 被 捕 的 学 生 ， 四 处 奔走 营救 。 后 来 ， 反 动 当 局 害怕 扩大 
事态 ， 终 于 被 迫 释 放 被 捕 的 学 生 。 这 一 事件 在 武功 引起 强烈 的 反 
响 。 当 地 群众 把 林 先 生 等 四 位 进步 教授 誉 为 武功 四 君子 ， 广 为 传 
iff. ee 

1941 年 ， 太 平 洋 战争 爆发 ， 林 先生 应 汪 德 耀 之 邀请 ， 长 途 暇 ， 
涉 ， 驾 转 到 达 福 建 永安 ， 与 从 沦陷 区 逃亡 来 闽 的 家 属相 聚 。 并 着 
手 筹建 福建 省 研究 院 动 植 物 研究 所 ， 担 任 该 所 研究 员 兼 所 长 。 为 
开展 福建 植物 区 系 研究 和 开发 利用 植物 资源 。 在 经 费 和 条 件 极其 
困难 的 情况 下 ， 不 僚 劳 苦 ， 组 织 并 率 队 先后 在 福建 西部 和 西南 部 
调查 采集 。 采 回 植物 标本 数 千 号 。 他 对 这 些 标本 亲自 鉴定 整理 。 
同时 ， 还 创办 了 福建 省 研究 院 研究 丛刊 ,并 发 表 了 “福建 产 黑 粉 
菌 科 数 种 真菌 的 研究 ”等 文章 。 后 来 ， 他 又 受聘 在 厦门 大 学 生物 
系 任教 ， 兼 生物 系 和 海洋 生物 研究 所 主任 ， 直 到 抗战 结束 。 在 此 
期 间 ， 林 先生 非常 重视 培养 地 方 的 专门 人 材 ， 热 情 帮助 扶持 新 生 
力量 。 在 他 担任 所 长 和 主任 的 短 短 数 年 中 ， 为 地 方 培养 出 不 少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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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和 教学 骨干 ;他 所 采集 和 定名 的 标本 至 今 分 别 珍 藏 于 福州 大 学 ， 
厦门 大 学 和 其 它 标 本 室 中 。 为 研究 福建 植物 区 系 提 供 良 好 的 条 件 。 

抗战 胜利 后 的 1946 年 秋 ， 林 先生 携 眷 经 上 海 回 到 北平 ， 仍 任 

北平 研究 院 研究 员 。 当时 政府 每 年 拨 给 北平 研究 院 的 经 费 ， 根 本 
.不 数 支 付 员 工 的 薪 佬 和 正常 的 研究 开支 ， 更 谈 不 上 仪器 设备 和 野 
外 调查 采集 。 因 此 ， 林 先生 不 得 不 又 在 师范 大 学 、 中 法 大 学 、 畏 
仁 大 学 多 处 兼 课 ， 借 以 弥补 生活 目的 不 足 。 就 是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他 仍然 坚持 科学 研究 和 教学 工作 ， 写 出 了 多 篇 有 关 龙 胆 和 菊 科 植 
物 分 类 的 论著 。 | 
PERIL, RAPS WIMKT RR. MEA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担任 研究 员 。 他 如 饥 似 渴 地 学 习 辩 证 唯物 论 和 历 
史 唯 物 论 ， 实 践 论 和 矛盾 论 等 革命 理论 。 感 到 在 科研 工作 上 使 不 
完 的 力量 。 

1950 年 ; 美 帝国 主义 悍 然 发 动 侵 朝 战 争 ， 在 朝鲜 及 我 国 东北 
惨 无 人 道 地 使 用 细菌 武器 ,杀害 无 境 人 民 ， 犯 下 滔天 罪行 。 这 时 
林 老 患 有 严重 胃病 ， 经 常 呕吐 ， 身 体 虚 弱 。 但 是 ， 他 仍 带 病 与 其 
他 植物 学 家 一 起 共同 鉴定 样 物 ， 以 确凿 的 物证 ， 充 分 揭露 美 帝 的 
罪行 ;为 反对 细菌 战 作出 积极 贡献 。 

1953 年 他 兼任 植物 研究 所 副 所 长 。1956 年 光荣 加 六 中 国共 产 
党 。 同 年 被 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 兼 生物 学 部 副 主任 。 此 后 ， 
又 当选 为 中 国 植物 学 会 副 理 事 长 。 中 国 植物 志 编辑 委员 会 成 立 后 ， 
他 又 担任 副 主编 、 主 编 等 职务 。 繁 重 的 科研 领导 组 织 工作 ， 各 种 
学 术 和 社会 活动 ， 使 林 老 用 于 从 事 科 学 研究 的 时 间 越 来 越 少 。 但 
是 ， 他 仍然 争分夺秒 地 坚持 科研 工作 。 白 天 忙于 处 理 日 常 行政 事 
务 ， 参 加 各 种 会 议 ， 很 少 有 时 间 做 研究 工作 ,于 是 他 便 见 颖 揪 针 。 
只 要 有 点 多 时 间 ， 他 就 抓紧 鉴定 标本 ,或 者 到 标本 室 去 查阅 标本 。 
每 天 下 班 时 把 这 些 标 本 携带 回 家 ，: 晚 饭 后 ， 他 稍 休息 一 下 ， 就 开 
敬 工 作 ， 常 常 工作 至 午夜 ， 数 十 年 如 一 日 。 把 全 部 时 间 和 精力 都 
放 在 科研 凸 。 他 的 许多 重要 论著 ， 包 括 中 国 植物 志 的 编写 ， 大 都 
是 在 家 里 完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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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老 在 科研 工作 中 努力 贯彻 科研 为 社会 主义 建设 ”为 工农 业 

生产 服务 的 方针 。1955 年 至 1957 年 ， 为 响应 和 贯彻 芝 和 政府 “ 根 

治 黄河 水 害 ， 开 发 黄河 水 利 ” 的 方针 。 他 参与 组 织 领 导 黄 河中 上 

洲 水 土 保 持 综合 考察 。 并 且 还 亲自 参加 在 山西 、 陕 西 黄土 高 原野 

外 调查 工作 。 尽 管 他 吴 体 虚弱 ， 行 履 不 便 ， 但 是 ,为 了 深入 实际 ， 

取得 第 一 手 资料 ， 他 死 服 困难 ， 与 年 青 的 科学 工作 者 一 起 ， 中 山 

Bok, WAR. Roh et. SEM eR AL, tha 

写 出 了 “对 黄河 中 游 黄土 区 水 土 保 持 工作 的 初步 意见 “黄河 中 

游 水 土 保持 综合 考察 "等 文章 。 同 时 ,还 参与 《水土 保持 手册 》 一 书 

的 编辑 工作 ， 为 该 书 撰写 了 序言 。 这 些 论著 为 黄河 的 综合 治理 和 

黄土 区 水 土 保持 规划 提供 了 重要 的 科学 依据 ， 为 根治 黄河 水 害 和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做 出 了 积极 贡献 。 

1956 年 ， 林 老人 参加 了 国务 院 主持 的 制订 我 国 科学 技术 发 展 远 

景 规划 会 议 ， 他 以 生物 学 部 副 主任 身份 ， 领 导 制 定 我 国 植物 学 学 

科 远 景 发 展 规划 ， 并 积极 组 织 科 研 力量 贯彻 执行 。 对 我 国 植物 学 

的 发 展 和 科技 人 员 培 养 做 出 了 有 益 的 贡献 。 此 外 ， 林 老 还 多 次 领 

导 我 国 科学 代表 团 访问 苏联 和 东欧 各 国 ,签署 科学 技术 合作 协议 ， 

对 促进 我 国 科学 工作 者 与 各 国 科 学 家 之 间 的 合作 和 学 术 交流 ， 起 

“了 积极 作用 。 

(4) 

植物 标本 采集 和 文献 资料 收集 积累 是 开展 近代 植物 分 类 学 

和 植物 区 系 研究 必 不 可 少 的 基础 工作 。 无 论 是 在 发 达 的 欧美 各 国 ， 

或 是 亚洲 和 非洲 不 发 达 国家 的 植物 研究 机 构 ， 对 此 均 非 常 重视 。 

解放 前 ， 由 于 我 国 植物 科学 处 于 落后 状态 ， 这 项 工作 得 不 到 应 有 

的 重视 ， 为 了 深入 开展 专科 专属 和 中 国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 就 必须 

不 断 进行 标本 采集 和 资料 积累 。 
早 在 法 国 留 学 时 ， 林 老 就 注意 标本 采集 。 他 当时 虽然 研究 真 

菌 学 ， 但 是 ， 他 曾 采 回 不 少 法 国 的 种 子 植 物 标 本 。 在 福建 任职 期 

间 ， 又 亲自 组 织 队伍 在 长 汀 、 永 安 、 连 城 等 地 作 深 入 调查 采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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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后 ， 他 与 其 他 植物 分 类 工作 者 一 起 ， 在 黄土 高 原 采 集 了 约 一 
万 五 千 号 植物 标本 ， 为 开展 黄土 高 原 植物 区 系 研究 和 开发 利用 当 
地 植物 资源 ， 积 累 了 丰富 的 材料 。 
”解放 前 ， 我 国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 绝 大 部 分 由 外 国学 者 在 研究 。 
他 们 从 我 国 采 起 了 大 量 植物 标本 ， 发 现 不 少 新 种 新 属 ， 分 别 刊载 
在 各 国 的 不 同 刊物 上 。 如 何 把 这 些 有 关中 国 植物 区 系 研究 的 原始 
文献 收集 在 一 起 ， 确 实 是 一 件 极为 重要 而 繁重 的 工作 。 林 老 从 三 
十 年 代 开始 ， 就 十 分 重视 并 着 手 进 行文 献 资料 的 收集 和 积累 ， 他 
无 论 是 上 班 ， 还 是 在 家 里 ， 也 无 论 是 在 图 书馆 查阅 书刊 ， 还 是 审 
阅 稿 件 ， 在 国内 出 差 开会 ， 或 是 出 国 访问 。 林 老总 是 抓紧 一 切 时 
间 和 机 会 ， 以 滴水 穿 石 的 精神 ， 一 点 一 滴 地 收集 文献 资料 。 数 十 
年 来 ， 他 曾 先后 汇集 有 关 我 国 植物 区 系 旋 花 科 、 龙 胆 科 和 菊 科 植 
物 文献 资料 数 十 卷 册 。 仅 菊 科 文献 就 有 三 十 二 册 之 多 。 他 把 散 兄 
于 数 以 百 计 的 各 种 书刊 中 有 关 国 产 和 邻近 地 区 的 菊 科 植物 的 原始 
记载 ， 分 种 、 分 属 检索 表 、 文 献 引证 ， 地 理 分 布 和 生态 环境 等 记 
载 尽 可 能 汇总 在 一 起 ， 并 且 按 照 族 、 属 、 种 分 类 整理 、 分 辑 成 册 。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种 类 还 附 有 复制 的 或 他 自己 绘制 的 精美 插图 ， 以 及 
伍 对 于 各 个 分 类 群 初步 鉴定 的 结果 。 限 于 当时 条 件 ， 这 些 资料 的 
绝 大 部 分 都 是 林 老 手 抄 ， 亲 自 整理 装订 的 。 它 凝聚 了 林 老 毕生 从 
事 菊 科 植 物 分 类 研究 的 大 部 心血 ， 是 中 国 一 部 菊 科 植物 分 类 文献 
大 全 ， 也 是 林 老 给 我 们 后 人 留 下 一 份 最 珍贵 的 科学 遗产 。 它 为 研 
究 我 国 菊 科 分 类 和 植物 志 编写 提供 了 良好 的 基础 。 

林 老 非常 重视 标本 整理 和 标本 的 建设 。 在 繁忙 的 业务 行政 和 
研究 任务 中 ， 他 仍然 挤 出 时 间 亲 自 带领 学 生 系统 整理 了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室 中 珍藏 百 余 柜 菊 科 植物 标本 。 从 标本 分 族 、 
分 属 种 鉴定 ， 贴 定名 签 ， 制 释 种 顽 、 属 夹 到 标本 入 柜 等 ， 整 个 过 
程 都 是 亲自 动手 ， 从 来 不 让 他 的 学 生 或 者 标本 室 的 管理 人 员 帮 助 
或 代 做 。 他 整理 或 研究 过 的 标本 ， 都 严格 按 标本 室 的 规定 排列 入 
柜 ， 做 到 有 条 不 紊 。 长 期 以 来 ， 林 老 就 是 以 严格 认真 的 精神 ， 为 
标本 室 建 设 添砖加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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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老 治学 严谨 ， 多 年 来 ， 他 从 事 菊 科 植 物 分 类 研究 ， 曾 发 表 
了 许多 重要 论著 ， 具 有 丰富 的 经 验 。 但 是 ， 他 在 科研 中 总 是 谦虚 
谨慎 ， 从 不 急于 求 成 。 他 曾经 发 现 有 不 少 新 种 和 其 他 的 分 类 群 ， 
但 是 他 对 这 些 新 种 总 要 反复 检查 比较 ， 在 标本 材料 不 够 完备 或 者 
未 得 到 充分 证 据 之 前 ， 他 从 不 轻易 成 文 发 表 。 林 老 在 被 子 植物 的 
系统 和 演化 方面 有 较 深厚 的 造 谓 ， 曾 多 次 举行 专题 讲座 ， 介 绍 世 
界 各 国有 关 被 子 植物 的 系统 并 提出 他 对 于 这 些 系统 的 评价 。 但 是 ， 
他 并 没有 轻易 发 表 文 章 。 林 老 所 撰写 的 学 术 论 文 都 是 在 掌握 大 量 
的 标本 、 资 料 和 深入 研究 的 基础 上 ,经 过 多 次 反复 修改 而 写成 的 ， 
他 这 种 在 科学 上 严谨 治学 ， 一 丝 不 苟 的 精神 ， 是 值得 我 们 仿效 和 
学 习 的 ; 

林 老 毕生 十 分 重视 培养 造就 人 材 , 热 情 关心 和 扶持 新 生 力 量 。 
对 学 生 说 说 善 诱 , 诲 人 不 倦 。 他 在 日 常 的 工作 中 很 注意 培养 学 生 自 
由 思考 和 独立 工作 的 能 力 。 他 认为 ， 作 为 一 个 植物 分 类 学 工作 者 
既 要 有 广泛 和 坚实 的 理论 基础 ， 又 要 有 丰富 的 实践 经 验 。 不 多 成 
学 生 们 在 一 开始 就 跟着 某 个 老师 一 头 钻 进 一 个 局 限 的 科 或 属 中 
去 ， 而 对 其 他 的 科 属 一 无 所 知 , 要 求 他 的 学 生 既 要 学 习 理 论 知识 ， 
又 要 学 会 并 掌握 室内 一 整套 工作 方法 ， 参 加 野外 调查 采集 ， 通 过 
野外 采集 、 定 名 。 整理， 广泛 识别 植物 ， 逐 步 扩 大 知识 领域 ， 提 
高 自己 独立 工作 的 能 力 。 

长 期 以 来 ， 林 老 在 科研 上 积累 了 大 量 的 资料 ， 具 有 丰富 的 经 
验 。 但 是 ， 他 从 不 保守 ， 而 是 把 他 收集 的 资料 和 他 的 宝贵 经 验 毫 
无 保留 地 传授 给 青年 一 代 ， 抗 日 期 间 林 老 在 福建 工作 时 ， 曾 经 发 
现 一 个 在 我 国 新 记录 的 科 ， 即 川 若 草 科 ， 他 并 没有 成 文 发 表 ， 而 
是 鼓励 和 指导 他 的 学 生 去 研究 。1974 年 ， 林 老 又 发 现 有 一 个 新 属 
( 菊 科 率 蒿 属 )， 同 样 指导 他 的 一 位 学 生 作 深 入 研究 后 ， 共 同 署名 
发 表 。 林 老 过 去 曾 对 中 国 龙 胆 科 植物 作 过 深入 的 研究 ， 收 集 了 大 
量 的 文献 资料 ， 后 因 工作 繁忙 ， 无 暇 顾及 ， 他 便 将 他 的 资料 无 私 
地 提供 进行 这 方面 研究 的 青年 同志 使 用 。 他 晚年 带 研究 生 和 学 生 ， 
也 非常 认真 负责 ， 他 不 仅 帮 助 他 们 制订 学 习 和 研究 计划 ， 而 且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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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指导 他 们 撰写 论文 ， 帮 助 他 们 审阅 修改 文稿 ， 林 老 从 来 不 愿 在 
学 生 撰写 的 文章 中 署 他 的 名 字 ， 而 他 的 文章 只 要 学 生 们 或 他 大 曾 
做 寺 点 滴 的 工作 ， 他 总 是 主动 加 上 学 生 的 名 字 。 这 充分 反映 了 林 
老 在 科学 上 尊重 他 人 劳动 和 不 计较 个 人 名 利 的 高 尚 品德 。 

:条 老 严 于 律 已 ; 宽 以 待人 ,在 工作 中 善于 团结 同志 共同 工作 。 
雁 所 周知， 他 和 张 草 蹇 教授 (已 故 ) 及 陈 封 怀 教 授 都 是 我 国 老 一 
辈 的 菊 科 植物 分 类 学 家 。 他 们 从 三 十 年 代 起 ,就 结 下 深厚 的 友谊 。 
他 们 分 别 在 各 自 的 科研 单位 从 事 菊 科研 究 ， 在 学 术 上 彼此 尊重 ， 
BHED, KARE: 在 生活 上 互相 关心 ， 彼 此 帮助 ， 在 科研 工 
作 上 互通 有 无 ， 彼 此 支持 : 数 十 年 来 ， 在 他 们 三 类 之 间 从 未 有 过 
任 有 工作 上 的 矛盾 和 不 和 谐 的 事情 ， 甚 至 在 张 贡 蹇 教授 病故 后 ; 
灯 老 梳 然 还 关 让 他 的 学 生 的 工作 和 学 习 ， 热 情 指 导 帮 助 其 完成 张 
老生 前 所 承担 的 植物 志 菊 科 部 分 的 编写 ， 继 续 关心 张 老 的 学 生 的 
成 长 。 灯 老 和 张 、 陈 三 位 教授 在 科研 工作 上 的 团结 合作 ， 亲 密 无 
间 的 关系 和 高 尚 的 情操 ， 与 过 去 在 旧 社 会 里 的 那 种 “文人 相 轻 ”、 
“同行 冤家 ?和 “学 术 董 断 ” 等 腐朽 的 争 名 夺 利 、 勾 心 斗 角 的 恶习 
和 学 术 作风 形成 鲜明 的 对 照 。 

林 老 在 科学 上 的 高 尚 品德 和 优良 作风 还 表现 在 他 与 国外 学 者 
的 交往 中 。 日 本 著名 的 菊 科 植物 分 类 学 家 北村 四 郎 教授 是 林 老 的 
老 朋 友 。 早 在 三 十 年 代 起 ， 他 们 就 彼此 通讯 ， 交 换文 献 资 料 ， 进 
行 学术 交 流 ， 由 于 抗日 战争 ， 联 系 中 断 。 在 抗日 胜利 后 ， 北 村 四 
部 教授 立即 给 林 老 来 函 。 检 讨 了 日 本 政府 反动 侵 华 战争 给 中 国人 
民 带 来 的 严重 灾难 。 同 时 希望 与 林 老 保持 联系 ， 继 续 彼 此 间 的 学 
术 交 流 。1981 年 这 位 年 迈 退休 的 北村 四 郎 教授 决定 自费 访问 中 国 ， 
探望 他 和 久 病 在 家 的 老 朋 友 ， 以 实现 他 多 年 的 凤 愿 。 但 是 ， 由 于 北 
村 四 郎 教授 因 身体 欠 佳 ， 推 迟 了 行程 。 致 使 久 病 多 年 的 林 老 没有 

。 能 够 等 到 会 见 他 远道 来 访 的 老 朋 友 , 于 1981 年 5 月 便 与 世 长 辞 了 。 

这 确实 是 一 杭 估 事 。 然 而 ， 中 昌 两 国 植物 学 家 之 间 结 下 的 深厚 情 

谊 ， 将 会 世代 流传 下 去 。 

在 十 年 内 乱 期 间 ， 林 老 也 和 其 他 老 一 辈 的 科学 家 一 样 ，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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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科研 工作 。 这 对 他 来 说 是 多 么 痛 必 的 事 。 然 而 ”他 并 不 停止 
”继续 奋斗 ， 而 利用 晚上 和 星期 假日 在 家 里 坚持 植物 志 编写 吕 1974 

年 秋 ， 年 逾 古稀 的 林 老 ， 积 劳 成 疾 ， 患 有 老年 骨 质 疏 松 和 动 硬化 

等 疾 ， 被 迫 在 家 疗养 。 但 是 ， 为 了 弥补 十 年 浩劫 损失 掉 的 宝贵 时 

间 ， 他 不 顾 病 魔 的 折磨 ,以 顽强 的 狼 力 ， 死 服 脑力 严重 衰退 给 他 

带 来 的 困难 ， 日 以 继 夜 地 伏案 工作 ， 继 续 整 理 他 数 十 年 来 收集 积 

累 的 菊 科 文献 资料 。 为 中 国 植 物 志 菊 科 将 要 编写 的 各 卷 册 进行 规 

划 和 准备 。 

粉碎 四 人 帮 后 ， 久 病 的 林 老 曾 多 次 要 求 到 所 里 土 班 工作 。 他 

屡次 对 他 的 家 说 : 我 的 时 间 不 多 了 ， 要 一 天 等 于 二 十 年 才 行 …”… 

我 目前 所 完成 的 任务 还 没有 达到 我 想 做 的 十 分 之 一 。 再 不 工作 ; 

恐怕 就 来 不 及 了 ……。?" 林 老 在 病 中 是 多 么 淘 望 恢复 健康 ， 能 继续 

科研 工作 呀 ! 半 个 世纪 来 林 老 就 是 以 “ 春 簿 到 死 丝 难 尽 ”的 芒 我 

精神 ， 把 他 毕生 的 精力 毫 无 保留 地 全 部 献 给 我 国 的 科学 和 教育 事 

业 。 直 到 他 的 大 脑 失 去 正常 的 活动 能 力 时 ， 他 仍 每 天 静坐 窗 前 ， 

伏案 翻阅 他 的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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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物 学 家 
C1903— ) 

张 重 fi 

张 孟 闻 教 授 是 我 国 著名 的 动物 学 家 。 现 在 是 哈尔滨 师范 大 学 

的 退 体 教授， 上海 市 政治 协商 会 议 委员 ,中国 动 物 志 惟 行 纲 主 编 ， 

中 国 大 百科 全 书 编辑 委员 会 委员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兼职 教授 ， 中 国 

两 栖 有 爬行 动物 学 会 名 誉 理事 长 。 

张 孟 闻 教 授 还 是 我 国 知 名 的 爱国 民主 人 士 ， 社 会 活动 家 。 

(=) 

| 1 张 备 闻 原 名 张 令 玲 ,浙江 省 宁波 市 人 ，1903 年 ?月 5 日 《家 
万 阔 五 月 二 一目 ) 出 生 于 宁波 市 的 一 个 知识 分 子 家 庭 中 。 他 的 父 

= RMKER, 是 浙江 水 产 学 校 的 总 务 主任 、 兼 教 国文 及 修身 课 。 

3 * 



张 葆 灵 是 国民 党 早期 党 员 ， 曾 参加 过 北伐 战争 ， 是 国民 党 里 的 左 
派 和 人 物 ， 与 共产 党 的 地 下 党 员 友 好 ， 曾 多 次 掩护 过 地 下 党 员 。 

张 孟 闻 是 张 葆 灵 的 长 子 ， 他 没有 进 过 私 拟 就 直接 在 杭州 一 师 
附小 求学 ， 但 在 他 刚 进 小 学 不 久 ， 母 亲 即 因 病 去 世 。 小 学 毕业 后 ， 
他 同时 考取 杭州 一 师 及 安定 中 学 。 随 父亲 在 杭州 一 师 读书 。 一 年 
后 转 入 宁波 市 第 四 师范 学 校 。 因 与 其 继母 发 生 口 角 ， 在 毕业 前 儿 
一 气 之 下 离 家 去 广东 汕头 自 谋生 计 ， 在 一 个 交易 所 的 筹备 处 里 谋 
得 一 个 职务 。 不 久 ， 他 接 到 父亲 一 封 言词 恳切 的 劝慰 信 ， 信 中 有功 
他 与 继母 和 解 继续 读书 以 求 深造 。 这 时 他 气 头 已 过 ， 加 上 他 喜爱 
学 习 ， 他 就 接受 了 劝告 ， 到 杭州 去 补习 英语 、 数 学 等 课程 。 经 过 
短期 的 补习 ， 于 1922 年 考取 了 东南 大 学 。 从 此 ， SRI GRAN 
小 苗 ， 在 沃土 中 苗 壮 地 成 长 起 来 。 

那 时 ， 在 东南 大 学 任教 的 教授 中 ， 有 许多 学 识 渊博 、 富 有 爱 
国 心 、 作 风 民 主 的 学 者 ， 例 如 竺 可 桢 教授 、 陆 志 韦 教授 、 秉 志 教 
授 等 。 这 些 前 辈 给 了 他 很 大 的 影响 。 加 之 他 学 习 勤奋 ， 为 人 正直 
热情 ， 所 以 他 很 得 秉 志 等 教授 的 器 重 。 | 

那 时 的 东南 大 学 实行 学 分 制 〈 只 要 读 满 学 分 即 可 毕业 ) ,因为 
他 在 生物 系 ( 毕 业 时 叫 动物 系 )、 心 理 系 、 地 理 系 挂 籍 ， 五 年 的 学 
程 ， 他 只 用 了 四 年 时 间 达 到 了 毕业 的 学 分 ， 他 于 1926 年 ， 以 动物 
A 〈 只 此 一 届 ) 为 主 系 ， 心 理学 系 为 副 系 ， 毕 业 于 东南 大 学 ， 并 
得 理学 士 学 位 。 

Ca) | 

Bee eb Sa, PDT eo He A SRE HE Ty’ (ABB 
时 军阀 混 哉 ， 政 局 不 稳 。 政 府 对 科学 根本 不 重视 很 多 夫 学 毕业 
生 要 谋 个 适当 的 职位 是 很 难 的 。 正 巧 这 时 他 父亲 因 参 加 北伐 战争 
而 离职 了 。 浙 江水 产 学 校 聘 他 顶 父 职 。 他 到 职 不 久 。 战火 蔓延 到 
水 产 学 校 的 所 在 地 一 一 浙江 临海 县 。 省 款 停 发 ,学校 停办 污 他 投 
FET ACRE, TEASE T BO. BARR MI, 他 意识 

BP ERA a, Serr EMI, AG Be 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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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都 与 文化 科学 的 不 发 达 有 关 。 于 是 ， 他 决心 走 “科学 救国 ”的 
道路 。 他 向 父亲 提出 ， 希 望 家 庭 支持 他 去 日 本 留学 深造 。 他 父亲 
考虑 到 当时 的 局 势 。 清 党 道 风 正 在 猛 发 ， 地 下 的 共产 党 员 四 散 隐 
伏 ， 国 内 很 不 安全 ,因而 答应 了 他 的 要 求 。1927 年 的 4 月 底 , 他 踏 
于 也 东 去 日 本 的 轮船 。 同 年 暑期 ， 他 接 到 了 父亲 要 他 立即 回国 的 
fa, th Reg oS KB. 

回 到 家 后 ， 才 知 战争 已 过 ， 父 亲 是 为 他 的 婚事 要 他 回 家 的 。 
那 时 他 已 25 岁 了 ， 应 该 说 是 属 晚 婚 的 了 。 他 到 家 不 入， 被 宁波 市 
第 四 中 学 聘 去 教 国文 课 及 高 中 生物 课 。 安 定 下 来 后 ，1928 年 与 戴 

。 SEZ RAB THB. 
新 婚 不 炙 的 一 天 ， 神 从 天 降 。 张 孟 闻 突然 被 警察 局 抓 去 。 原 

来 他 有 位 在 武汉 市 政府 任职 的 朋友 ， 新 近 寄 了 几 本 武汉 市 政府 的 
RA. 当时 宁 汉 交恶 ， 加 上 张 孟 闻 平时 对 政治 不 民主 、 社 会 
腐败 等 时 有 微 词 凡 于 是 他 被 当做 共产 党 抓 了 。 事 出 后 ， 家 里 大 十 
分 焦急 ， 幸 而 他 父亲 是 当时 的 浙江 省 国民 党 党 部 委员 ， 经 他 父亲 
和 当地 士绅 保释 ， 铬 枉 之 灾 终 于 很 快 过 去 了 。 但 这 次 事件 使 他 对 
专制 独裁 的 政权 更 加 做 恨 。 

1929 年 , 秉 志 从 北平 给 张 孟 闻 打 了 一 个 电报 ， 聘 他 任 北 平 大 
学 副教授 .他 去 北大 任职 半年 后 ， 秉 志 又 要 他 去 南京 任 中 国 科 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研究 员 。1930 一 1934 年 ， 他 一 面 从 事 两 栖 、 忠 行 纲 

动物 的 研究 ,一面 兼 做 秉 志 的 秘书 。 秉 志 是 中 国 科 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所 长 兼 动物 部 主任 。 中 国 科 学 社 是 一 批 富有 爱国 民主 思想 的 知 
识 分 予 组 成 的 自然 科学 民办 社团 。1931 年 ， 由 日 本 人 岸上 谦 吉 为 
首 的 一 支 日 本 “科学 调查 队 ” 踏 入 了 我 国 领土 ， 其 目的 是 要 “ 调 
查 ” 长 江上 游 的 生物 资源 。 众 所 周知 ， 从 清朝 后 期 起 ， 不 少 洋人 
DW 传教 ”或 科学 考查 ”为 名 ,从 我 国 领土 圭 掠 走 了 大 量 珍宝 ， 
其 中 就 有 大 量 产 于 我 国 的 新 种 模式 标本 及 实物 。 这 些 物 种 都 是 世 
界 罕有 或 中 国 独 有 的 。 对 此 ,中 国 科学 社 的 成 员 们 早已 深 感 痛惜。 
fe “Se SV RE RE, WARE RAR. 
RAD, BRB MILE REA KI mn)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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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中 国 的 调查 队 去 长 江上 游 调 查 ， 张 备 闻 积极 地 参加 了 这 次 调 

查 。 他 们 决心 要 在 科学 上 与 洋人 比 一 比 。 这 支 调查 队 得 到 了 民生 

轮船 公司 经 理 卢 作 孕 等 人 的 热情 支持 。 他 们 从 南京 出 发 ， 逆 江 而 

上 ， 沿 途 风 和 餐 露 宿 ， 做 了 力所能及 的 调查 研究 ， 尤 其 是 得 到 了 四 

川 当 地 人 主 的 大 力 协助 ， 终 于 赶 过 日 本 人 而 走 在 前 面 ， 并 很 快 地 

把 搜集 的 资料 整理 成 调查 报告 ， 公 开 刊 印 出 去 。 岸 王 谦 吉 见 了 他 

们 的 报告 后 ， 感 到 自己 劳 而 无 得 ， 竟 一 病 不 起 ， 死 在 四 川 。 这 次 

的 调查 使 他 们 十 分 高 兴 ， 他 们 高 兴 的 他 们 用 自己 的 辛勤 劳动 和 奋 

斗 ， 在 科学 上 为 中 国人 争 了 口气 。 

1933 年 ， 动 物 学 会 在 江西 庐山 召开 成 立 大 会 ， 张 重 闻 也 参加 

了 。 会 后 秉 志 要 他 年 撒 前 交 出 一 篇 有 质量 的 论文 ， 以 便 及 时 争取 

中 华 教育 文化 基金 会 的 奖金 。 从 1931 年 起 ， 张 孟 闻 已 发 表 了 十 几 

篇 用 英文 撰写 的 动物 学 方面 的 论文 ， 如 : 《南京 两 栖 动物 志 关 《A- 
mphi bia of Nanking), “四 川 两 栖 类 略 记 》, “四川 肘 行 类 述 略 》 

(Notes on cllection of Reptiles), <#f}{L Py Ap REM iG», HER AR 

更 名 >, 《四 川 虫 此 记名 >，“《 浙 江 爬 下 类 简 述 为 “《 汪 西 蛇 蛙 概 要 》 

等 。 1933 年 8 月 初 ， 由 上 海 的 中 国 科学 图 书 仪 器 公司 印行 的 中 国 

初中 教科 书 中 的 《动物 学 ?， 是 由 张 重 闻 、 秉 志 编 撰 的 一 部 很 有 特 

色 的 动物 学 教材 ， 它 选 的 动物 ， 全 部 是 中 国有 的 ， 而 且 每 种 动物 

名 称 后 都 注 有 它 的 拉丁 文学 名 。 在 前 面 的 基础 上 ， 他 于 年 诬 前 按 

时 交 出 了 有 质量 的 论文 。 然 后 提出 申请 ， 经 秉 志 推荐 ， 诊 文 很 快 

获得 通过 ， 并 获得 奖学金 一 千 元 银 圆 ， 这 笔 钱 已 可 够 一 个 留学 生 

在 法 国生 活 、 学 习 两 年 之 用 了 。 PEJA PET, AE AIBC OHI 

“A — ee BEE BI th F107 FE TE] EM” 

1934 年 张 孟 闻 乘 船 去 法 国 。 他 一 到 巴黎 ， 当 天 就 去 巴黎 大 学 

报 了 名 。 从 此 他 一 面 学习 法 语 ， 一 面 在 巴黎 的 法 国 博 物 馆 鱼 类 蛙 

蛇 类 动物 研究 所 从 事 研 究 。 几 乎 没有 空闲 去 游玩 。 经 过 一 年 半 的 

辛劳 ，1936 年 夏 ， 他 在 法 国 巴 黎 大 学 以 题 为 * 中 国 蝶 晨 专 论 > 的 论 

文 及 其 出 色 的 答辩 ， 顺 利 地 通过 博士 学 位 。 评 议 委 员 会 对 他 的 论 

文 及 答辩 的 评价 是 Tres Bien 〈 很 好 ! )。 这 次 评议 委员 会 主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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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著名 的 生物 学 家 已 ，Winterbeit 老 教授 ， 而 在 这 次 答辩 会 后 ， 
P。Winterbeit 教 授 就 退休 了 ， 所 以 张 孟 闻 是 他 最 后 评定 的 博士 。 
Winterbeit 教 授 对 学 位 论文 及 其 答辩 的 要 求 很 严 ， 张 孟 闻 仅 用 了 
三 年 半 的 时 间 就 取得 博士 学 位 是 很 不 容易 的 。 为 此 ， 中 华 教育 文 
化 基金 会 又 颁发 给 他 二 个 银 圆 的 奖学金 。 

”于 洒 巴 黎 ， 是 个 令 人 神往 的 地 方 ， 张 孟 闻 获得 了 博士 学 位 ， 又 得 
到 了 一 笔 奖金 ， 本 可 在 巴黎 轻松 地 享乐 一 番 了 。 可 是 ， 强 烈 的 事 
业 心 驱使 着 他 做 出 另 一 种 决定 。 他 知道 生物 学 有 着 很 强 的 地 域 性 
和 多 样 性 ， 世 界 土生 物种 类 之 多 是 惊 大 的， 而 物种 的 特点 及 各 物 
种 之 间 的 关系 都 有 科学 上 的 道理 ， 这 些 正 是 生物 学 必须 搞 清 楚 指 
重要 内 容 。 欧 洲 有 着 许多 闻名 世界 的 大 博物 馆 ， 它 们 收藏 和 陈列 
着 许多 珍奇 的 物种 标本 或 实物 ， 还 有 无 数 化 石 ， 尤 其 是 其 中 有 大 
量 采 自 中 国 的 标本 。 这 些 , 对 生物 学 学 者 来 说 是 比 什么 都 宝贵 啊 。 
张 孟 闻 决 定 趁 此 良机 去 见识 这 些 宝贵 的 材料 。 对 他 来 说 ， 这 不 仅 
可 以 充实 自己 的 专业 知识 ， 也 是 极 好 的 享受 ! 他 先后 去 了 德国 的 
马 堡 博 物 馆 和 曼 英 河上 法 兰 克 福 的 哥 德 博物 馆 ， 比利时 的 皇家 博 
物 馆 ， 瑞 主 博物 馆 ， 荷 兰 的 海牙 博物 馆 。 他 不 但 在 这 些 博 物 馆 中 
参观 学 习 ， 而 且 还 以 客 籍 研究 员 的 身份 为 博物 馆 做 研究 工作 。 例 
如 ， 他 的 一 篇 题 为 《琉球 蝶 旦 的 肋骨 的 学 术 专 论 ， 就 是 在 哥 德 博 

” 物 馆 做客 籍 研究 员 时 写成 的 。 该 论文 发 表 在 * 哥 德 博物 馆 学 报 》 
1937 年 1 一 2 期 合 订 本 上 ， 并 被 安置 在 卷首 的 地 位 。1937 年 夏 ， 他 

完成 了 对 欧洲 各 大 博物 馆 的 参观 之 后 ， 从 意大利 的 拿 坡 利 港 乘 般 
返回 祖国 。 他 完成 了 秉 志 先生 ， 也 就 是 祖国 人 民 的 委托 ， 胜 利 返 
航 了 。 

在 他 回 祖国 的 前 夕 ， 他 两 次 收 到 浙江 大 学 竺 可 桢 校长 的 航空 
信 ， 聘 他 去 浙江 大 学 任 生 物 系 系 主任 。 当 他 站 在 甲板 上 ， 迁 望 着 
无 边 无 际 的 大 海 时 ， 他 怀念 着 离别 已 久 的 祖国 和 亲人 ， 并 懂 慨 着 
归 国 后 的 未 来 。 

但 是 ,未 来 往往 是 不 可 预知 的 。 辛 亥 革命 的 胜利 ， 没 有 能 使 
祖国 很 快 地 强盛 起 来 ， 帝 国 主义 者 疯 饮 着 这 快 沃土 。 张 孟 闻 刚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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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家 里 “七 。 七 ”事变 爆发 了 。 他 一 到 浙江 大 学 就 随 校内 迁 ， 由 
于 战乱 及 其 它 原 因 ， 他 始终 没 任 过 浙大 生物 系 系 主任 之 职 对 他 
来 说 事业 更 重要 ， 在 “逃难 ”的 途中 ， 他 也 尽量 做 考查 研究 ， 写 
出 了 广西 宜 山 蛇 类 记 》 发 表 在 1939 年 的 《科学 ?杂志 绰 习 另 二 条 是 
《 湄 潭 鸟 类 志 》， 虽 然 商务 印 书馆 已 将 稿件 要 去 ， 但 因 他 转 国立 复 
且 大 学 任教 ， 奉 涉 到 两 校 关系 而 未 印行 。1942 年 ,他 的 一 篇 * 中 国 
生物 分 类 学 史 述 论 ? 的 专 论 在 《科学 ?上 刊 出 ,该 文 的 发 表 引 起 了 英 
国 自然 科学 史 专 家 李 约 瑟 博 士 的 重视 ，1953 年 ,英国 剑桥 天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中 国 自然 科技 史 y 第 一 卷 中 ， 李 约 瑟 曾 明确 指出 :我 
对 于 中 国生 物 分 类 学 的 知识 ， 是 从 张 孟 闻 博 十 的 著作 中 获得 的 吕 

四 十 年 代 ， 在 国民 党 统治 区 爆发 了 声势 浩大 的 民 主 运 动 ， 
1945 年 的 重庆 ， 是 民主 力量 与 法 西 斯 独裁 力量 的 焦点 岂 张 孟 闻 在 
复旦 大 学 任教 时 参加 了 由 洪 深 、 张 志 让 、 陈 望 道 、 潘 震 亚 周 谷 
城 等 人 自动 组 合 的 民主 团体 一 一 “龙门 陈 会 % EHO A 摆 
“UE RRAR, THOR RM MRS RUA. ORK 
是 很 危险 的 ， 在 李 公 朴 被 暗杀 后 不 久 ， 张 孟 疗 接 到 在 浙江 夫 学 任 
教 而 正在 转 到 复旦 大 学 任教 的 费 巩 的 信 ， 信 中 告诉 了 张震 闻 ; 费 
巩 将 在 何 时 到 复旦 大 学 ， 并 要 张 孟 闻 去 码头 接 。 届时 ， 张 到 码 
头 去 接 ， 但 只 接 到 行李 ， 将 行李 送 到 宿舍 后 ， 费 竟 一 直 不 来 。 这 
时 他 和 其 他 民主 教授 方 知情 况 不 妙 。 于 是 他 们 到 处 奔走 ;为 找寻 4 
援救 失踪 的 费 巩 教授 而 出 力 。“ 新 华 上 日 报 ” 上 也 常 登载 张 孟 闻 等 教 
ARRAN WA. BAW, RAMA ee RE way 
使 人 胆寒 了 ， 但 张 孟 闻 认为 仿生 怕 死 ， 置 祖国 和 科学 事业 于 不 顾 
的 人 是 最 可 奇怪 的 。 他 对 其 世 交 陈 布雷 义 正 词 严 地 说 :“ 费 巩 的 失 
踪 ， 国 民 党 应 负责 。 因 为 失踪 发 生 在 陪都 重庆 光 国民党 军 警 林立 
的 战 时 首都 里 .? 陈 却 把 事件 推 到 共产 党 身上 。 张 说 :“ 共 产 党 不 主 
张 分 裂 更 不 搞 暗 杀 !1? 陈 已 理 届 词 穷 ， 就 以 威胁 的 口气 对 张 说 :“ 你 
为 什么 吃 国民 党 的 饭 ( 指 张 在 国立 大 学 拿 工 资 )》 说 共产 党 的 话 ? 
张 对 这 种 威胁 置之不理 。 在 一 次 五 四 纪念 会 请， 他 又 作 了 题 为 
《民主 与 科学 ?的 演讲 ， 从 被 活活 烧 死 的 布鲁诺 ，} 谈 到 当时 的 法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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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独裁 5 有 激情 有 分 析 地 说 明了 没有 民主 就 没有 科学 文化 的 发 展 ， 
国家 也 就 无 法 强盛 ;从 此 ， 他 就 成 了 当时 有 名 的 “ 红 大 炮 ”。 

1945 年 ， 张 重 闻 又 随 复 旦 大 学 回迁 上 海 而 来 到 上 海 。 抗 战胜 

利 后 的 中 国 依然 处 在 贫困 和 战乱 之 中 ， 他 到 上 海 后 ， 一 面 从 事 动 
几 学 的 教学 与 研究 ， 一 面 仍 以 饱满 的 热情 投入 民主 运动 。 他 除了 
在 复旦 大 学 任教 外 ， 还 兼任 止 海 市 科 协 副 理事 长 及 《科学 ?杂志 
主编 ;8 科 协 常 在 中 国 科学 社 礼堂 举行 座谈 会 ， 会 上 进步 的 科技 人 
HRSA, PH, 发 扬 受 国民 主 精神 ， 如 为 钱 三 强 的 回国 
举行 欢迎 会 等 。 

在 这 期 间 ， 张 孟 闻 还 重视 了 科普 工作 ， 并 担任 上 海 市 科学 期 
刊 协 会 主席 ; 他 也 为 科普 杂志 扎 稿 , 曾 发 表 的 有 古 体 文 的 4 黄 酌 》、 
《 杜 鹏 > 等 ，1948 年 初夏 的 一 个 夜晚 ， 辛 劳 了 一 天 的 张 孟 闻 ， 吃 过 
晚饭 正在 休息 ， 可 窗外 田野 里 蛙 声 四 起 ， 这 咯咯 的 蛙 鸣 触动 了 他 
的 思绪 ;使 他 想起 了 赵 师 秀 的 那 首 有 约 ?来 , “黄梅 时 节 家 家 两， 
青草 池塘 处 处 蛙 。 有 约 未 来 过 夜半 ， 闲 敲 棋子 落 灯 花 。? 于 是 他 欣 
然 命 笔 ， 写 出 一 篇 瞩 有 挪 痊 诗人 味道 的 科普 白话 小 品 “ 青 草 池 塘 
处 处 蛙 >, 该 文 在 1948 年 6 月 号 的 《科学 大 众 ? 上 发 表 后 , 曾 被 人 传诵 
Sabbe WRT 

Ze EBS SE BALISIS A Se, a HS BIA EAE 
时 的 张 孟 闻 教 授 却 积极 地 参加 上 海 的 民主 大 教 联 活动 。 从 1948 年 
秋 起 ， 士 海 各 国立 大 学 的 工资 ， 国 民 党 政府 就 赖 不 肯 发 ， 教 职员 
工 生 活 无 着 。 当 年 冬 ， 上 海 各 国立 类 学 的 工作 人 员 公推 陈 望 道 等 
人 为 代表 ， 去 南京 交涉 ; 通过 代表 的 力争 ， 获 得 一 笔 款项 ， 和 暂 组 
了 和 危急。 可 1949 年 初 ; 工资 又 停 发 了 。 迫 于 生活 难 支 ， 各 国立 大 
学 又 公推 了 张 备 闻 等 四 名 代表 去 南京 交涉 ， 这 是 一 桩 既 难 办 成 而 
又 危险 的 差 使 5 3 月 ,他 们 到 了 南京 ， 经 张 的 同乡 世 交 翁 文 源 与 代 

总 统 李 宗仁 的 秘书 的 协助 ) 与 财政 部 多 次 交涉 ， 终 于 得 到 批 款 。 
但 到 了 了 上海 领 款 时 ,上海 国 库 局 拒 不 发 款 。 这 时 “ 红 大 炮 ” 打 出 
最 后 一 炮 ; 他 对 国库 局 长 说 ;你们 不 肯 给 ， 我 们 也 没有 办 法 ， 那 

， 就 等 明天 叫 学 生 们 与 你 们 谈 谈 吧 1? 忙 着 逃亡 的 当局 怕 学 生来 了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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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阔 大 ， 只 好 答应 发 款 。 不 想 这 次 竞 拿 到 十 一 个 月 的 “应 变 费 ?。 
拿 到 现 钞 后 就 公平 地 分 给 了 教职员 工 ， 使 他 们 度 过 了 上 海 解放 前 
后 的 难关 。 

1949 年 5 月 的 上 海 ， 国 民 党 政权 每 天 都 在 枪 有 毓 大 ,在 一 次 地 下 
党 发 动 的 争取 民主 的 集会 上 ， 张 孟 闻 不 顾 妻 子 的 劝阻 ， 置 生死 于 
度 外 ， 才 然 前 往 参加 。 会 场 设 在 靠 马路 的 被 群众 呼 为 “民主 广场 ” 
的 草坪 上 ， 四 周 便衣 特务 已 不 是 便衣 了 ， 他 们 荷 枪 实 弹 ， 东 窜 西 
溜 ， 矮 墙 外 停 着 抓 人 的 “红色 堡垒 >。 他 来 到 会 场 后 安然 地 洁 在 被 
安排 在 第 一 排 正中 的 萨 椅 上 ， 然 后 代表 教授 作 了 激烈 的 演讲 ; 博 
得 了 与 会 者 的 热烈 掌声 。 讲 演 后 ,他 随 大 家 游行 并 唱 起 了 《我 们 的 
队伍 来 了 》。 毕 竟 团 结 的 民主 力量 是 强大 的 ， 国 民 党 还 不 敢 冒 此 大 
不 号 而 动手 行 邮 。 不 过 在 1953 年 肃 反 展览 中 展 出 的 罪证 中 ， 蒋 帮 
警察 厅 要 抓 捕 暗 杀 的 黑 名 单 上 ， 文 教 界 的 第 二 名 就 是 张 孟 疗 。 

不 久 ， 蒋 家 王 台 垮 台 了 。 张 重 闻 迎 来 了 新 中 国 的 诞生 。 新 中 

国 建立 后 的 第 四 年 ， 他 被 任命 为 复旦 大 学 生物 系 主任 。 为 把 生物 

系 办 好 ， 培 养 出 世界 第 一 流 的 生物 人 材 ， 他 规划 各 教研 组 室 、 实 

验 室 、 标 本 室 等 。 而 且 尽 快 地 行动 起 来 ， 为 争取 人 材 、 经 费 、 设 

备 而 奔忙 ， 但 在 系 内 分 配 时 ， 他 总 把 自己 主持 的 爬行 两 栖 纲 部 分 . 

的 分 配 数字 排 在 最 后 。 他 了 解 到 一 位 姓 唐 的 对 制作 生物 标本 有 专 
长 ， 他 制 出 的 标本 形象 生动 ， 长 期 保存 也 不 蛙 不 均 烂 。 他 就 千 方 
百 计 将 唐 调 到 生物 系 工 作 ， 并 派 一 位 教师 去 向 唐 专 门 学 习 。 并 且 

“还 请 唐 给 毕业 班 学 生 上 野外 实习 现场 课 。 唐 没有 什么 学 萝 ， 却 受 
到 张 的 尊重 ， 异 常 感动 。1954 年 ， 唐 公开 了 祖传 的 技术 及 有 关 秘 
方 。 为 了 使 制作 标本 配套 成 龙 ， 张 又 设法 将 唐 的 侄子 一 -有 猎 乌 
及 剥 制 专长 的 青年 调 到 复旦 大 学 工作 。 

中 国 ， 生 物 学 有 着 悠久 的 历史 ， 也 有 过 辉 煌 的 成 就 ， 但 近代 
发 展 缓慢 ， 远 远 落 在 欧美 之 后 。 究 其 根源 ， 张 孟 闻 认为 是 “以 书 
攻 书 ”, 述 而 不 作 之 风 颇 盛 。 像 李时珍 那样 能 坚持 真理 ， 重 视 实际 
的 学 者 太 少 了 。 为 了 改变 这 种 状况 ， 他 非常 强调 培养 学 生 坚 持 真 
理 重 视 实际 的 精神 ， 他 每 年 都 不 辞 辛劳 ,亲自 带 学 生 去 野外 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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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他 经 常 对 学 生 说 :生物 学 研究 的 是 自然 ， 而 不 是 书 。 你 们 不 

要 迷信 我 ， 也 不 要 迷信 和 书本， 你们 要 相信 事实 。? 

他 编写 的 中国 的 两 枉 纲 动物 》 印 出 后 ， 很 快 就 分 送 一 空中 

国 疏 行 纲 动物 > 及 《 鸟 类 学 ?也 印 成 讲义 。 写 动物 志 是 很 不 易 的 , 除 ， 

,要 查阅 大 量 的 资料 外 ， 还 要 做 大 量 的 调查 研究 ， 为 了 观察 捕捉 动 

物 ， 要 早起 晚 睡 ， 甚 至 要 长 时 间 静 守 在 林 中 ， 河 边 或 荒野 上 。 当 

然 ， 还 要 记录 、 绘 图 、 拍 照 、 解 剖 比 较 、 剥 制 标 本 等 。1957 年 张 

孟 闻 带领 学 生 赴 河 北 昌黎 地 区 ， 这 次 野外 实习 的 主要 目的 之 一 是 

对 鸟 类 的 益 害 进行 调研 。 在 这 些 大 量 劳动 的 基础 上 ， 他 才 写 成 了 

《 岛 类 学 > (全书 约 六 十 万 字 )。 可 就 在 版 已 制 好 要 印行 的 前 尹 ,他 

被 错 划 为 右派 分 子 了 。 而 与 政治 毫 无 关系 的 * 鸟 类 学 > 上 册 已 制 好 

的 版 却 被 销 筑 。 狄 德 罗 说 过 :一 个 取悦 于 我 们 的 谎言 是 被 整个 吞 

THs 一 个 我 们 觉得 有 点 苦味 的 真理 是 被 一 点 一 滴 浅 党 的 。? 几 百 

年 过 去 了 ,不幸 的 是 如 今 有 些 人 却 能 将 浅 尝 到 的 真理 ,一 证 脑 儿 地 

又 吐 了 出 来 。 张 乔 闻 成 了 这 “呕吐 症 ” 的 牺牲 品 。 

1958 年 领导 调 他 去 黑龙 江 ， 在 协助 黑龙 江 大 学 筹建 生物 系 的 

王 作 中 ， 他 的 心境 很 像 苏轼 的 4 定 风波 ?表述 的 那样 英 听 穿 林 打 

叶 声 ;何妨 吟 啸 县 徐 行 ;， TERRES. WEI? 一 昔 烟 雨 任 平 

生 。 料 峭 春 风 吹 酒 醒 ， 微 冷 。 山 头 斜 照 却 相 迎 。 回 首 向 来 萧瑟 处 ， 

归 去 ， 也 无 风 十 也 无 晴 。? 政治 上 的 风雨 阴 畏 不 妨碍 他 竹 杖 芒 土 地 

为 生物 学 事业 去 奔忙 。 在 黑龙 江 , 他 写 了 《黑龙江 省 肴 椎 动物 野外 

实习 手册 >。 19614F, 他 妻子 不 幸 病 逝 ， 这 沉痛 的 打击 未 能 使 他 

消沉 ,他 以 努力 工作 来 寄托 对 妻子 的 哀思 。 在 他 的 努力 下 ,黑龙 江 

头 学 生物 系 就 逐渐 地 建成 了 。 这 期 间 ,他 又 将 自己 几 十 年 的 经 验 编 

ji 写 了 《野外 调查 手册 >、“《 黑 龙 江 疏 行动 物 初 志 > HW pe 

有 咬 。 但 是 一 个 右派 分 子 的 学 术 著 作 怎 能 公开 印行 呢 ? 但 因 其 内 容 

的 价值 ， 学 校 将 它们 印发 给 了 学 生 。 

十 年 浩 翅 时 ， 张 备 闻 被 当 作 反 动 学 术 权 威 遭 到 批斗 1967 年， 

他 刁 边 唯一 的 儿子 又 不 幸 溺死 。 他 却 越过 这 些 不 平 及 不 幸 ， 注 视 

着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潜心 于 自己 的 学 术 研 究 。 历 史 的 玩笑 ， 往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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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但 给 受害 者 以 重大 的 痛苦 ， 还 必然 给 整个 国家 和 民族 带 来 巨大 
的 损害 。 他 坚信 黑夜 无 论 怎 样 悠长 ， 白 尽 总 会 到 来 。 二 个 在 国民 
党 政权 时 因 反 对 独裁 ， 争 取 民 主 而 坐 过 牢 , 几 遭 暗 杀 的 “ 红 大 炮 ”， 
1957 年 又 因为 想 把 新 中 国 的 科学 事业 搞 上 去 而 成 了 名 所 更 大 的 

“ 黑 大 炮 ” 冤 案 长 达 二 十 二 年 之 入 ) KAM SOM PURI, 
大 声 疾 呼 的 大 炮 性 格 不 无 关系 吧 。 

(=) | 

197647108, “OA RVAFRORT. MPM ikm woe 

迫 退休 一 年 多 了 。 当 时 他 健康 状况 很 不 好 ， 曾 抢救 过 两 次 以后” 
就 在 上 海 养病 。1978 年 李 约 瑟 博 士 来 我 国 访问 ， 在 上 海 时 汪 打 听 ， 
到 张 也 在 上 海 ， 就 约见 了 张 孟 闻 并 邀请 张 为 他 主编 的 中 国 科技 “ 
史 > 摆 写 其 中 的 《中 国 动物 学 史 > 一 卷 。 张 孟 闻 欣然 接受 了 。 

1979 年 冬 ， 张 孟 闻 的 冤案 终于 获得 平反 ， 办 理 这 件 事 的 同志 ” 
仔细 地 查阅 了 反 右 时 档案 材料 后 ， 颇 有 感慨 地 对 他 说 玉 张 先生 ，” 
你 的 这 些 观 点 现在 看 来 都 是 正确 的 1 以 后 ， 他 在 上 海 定居 下 来 ， 
接受 聘请 ， 任 华东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兼职 教授 ，1982 年 又 兼任 自然 
科技 史 研 究 室 的 兼职 教授 。 他 的 上 海 市 政协 委员 的 职务 得 到 了 恢 “ 
复 ,， 原 担任 4 中国 动 物 志 。 疏 行 纲 志 》 的 主编 也 恢复 了 ， 其 中 总 论 ” 
及 鲍 形 目 、 龟 整 目 部 分 由 他 自己 撰写 。 他 还 担任 了 * 中 国 大 百科 
全 书 》 的 编辑 委员 会 委员 ， 主 编 其 生物 学 史 部 分 我国 高 等 教育 部 
决定 从 1982 年 起 ， 招 收 两 名 生物 学 史 的 研究 生 ， 并 决定 由 张 备 闻 ， 
教授 为 指导 教师 。 

s9003+.19420- ee 9: Palen 
WT OBR HERR IC, BAR, WRK. TK 
主编 ， 由 国内 外 许多 著名 学 者 扎 稿 ， 其 中 的 前 言 是 张 孟 闻 博 士 所 
写 的 。 他 还 为 该 集 写 了 Beit, Ba ORs. 该 文 从 古代 神 ， 
话 传阅、 图 腾 等 一 直 谈 到 现今 的 风俗 生活 ， 真 是 上 朔 远古 ， 下 及 
Sh, FM PARADE. EL ST TE WS, MIE 
文集 整理 编写 了 邹 渤 文 先生 的 未 完 遗 稿 ̂  中 国 古 代 动 物 分 类 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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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张 孟 疗 先生 经 重新 整理 付 印 的 若 作 有 “ 关 椎 动物 学 (上 

册 1983 年 出 版 六 《 肴 椎 动物 比较 解剖 学 > (上 册 1983 年 出 版 )。 他 

的 《 乌 类 学 ?原来 制 好 的 版 子 已 毁 ， 但 底稿 尚 在 ， 他 也 已 详细 修订 

好 了 ， 全 书 约 六 十 万 字 ， 即 将 出 版 。 

在 他 原配 妻子 去 世 后 的 第 十 一 年 ,经 介绍 认识 了 陈 清 如 女士 ， 

并 于 1972 年 与 陈 清 如 结 了 婚 ， 现 在 陈 清 如 也 已 退 体 。 从 此 ， 老 教 

授 生 活 上 又 有 人 照顾 了 。1982 年 经 华东 医院 全 身 检 查 ， 结 论 是 各 

器 家 功能 正常 ， 连 那 两 次 危及 他 生命 的 综合 征 也 痊愈 了 。1982 年 

冬 ， 他 们 全 家 搬 进 了 华东 师范 大 学 新 村 居住 。 

1982 年 12 月 ， 我 国 两 栖 让 行 动物 学 会 在 四 川 召 开 成 立 大 会 ， 

到 会 一 百 二 十 六 人 ,会 上 一 致 推举 张 孟 闻 教 授 为 该 会 名 誉 理事 长 。 

事后 ， 张 老 感 慨 万 端的 说 :能 为 专门 学 会 的 学 人 共同 推 重 ， 历 经 

难 困 而 有 成 ， 是 可 以 欣 奈 的 好 事 也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931 年 5 月 《南京 两 栖 类 志 》 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论文 专刊 动 

物 组 VII 2 

1932 年 2 月 “ 《四 川 朴 虫 类 述 略 ， 同上 VIII 2 
1932 年 5 月 < BYE pe pe MW aks > 中 央 自 然 历史 博物 馆 汇 刊 II9 
1932 年 5 月 “四川 两 栖 类 略 记 》 中 国 科学 社 生物 研究 所 论文 专刊 

动物 组 VIII 同上 
193247119 <HR> 同上 VIII 7 

1933 年 8 月 《四 川 蛙 蛇 撮 记 》 中 国 科学 社论 文 专刊 VII 1 
1933 年 10 月 = « Hr Mic» 中 国 科 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论文 专刊 区 

8( 动 物 组 ) 

1934 年 5 月 《浙江 疏 虫 类 简 述 》 亚洲 文 会 美术 博物 杂志 XXI5 

1934 年 8 月 《江西 蛙 类 概要 》 北京 博物 学 会 会 刊 IX 2 

1934479 《长江 流域 习 见 背 椎 动物 名 录 》 方志 月 刊 VI 5 

1934 年 4 月 “《 记 秦 仁 昌 君 在 庐山 所 采 之 蛇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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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论文 专刊 动物 组 
1935 年 5 月 = 《越南 中 晨 属 名 应 予 重 订 ， 巴黎 博物 馆 汇 刊 VI 2 

1935 年 6 月 《四 种 中 国 蝶 晨 的 幼体 ， . LE VIE es 

1935467 “中 国 的 大 鲍 》 ”法国 动物 学 会 会 刊 二 X 

1935 年 11 月 «RUMORS? : 同上 LX 

1936 年 6 月 《中 国 蝶 昧 志 >( 博 士 论文 ) 巴黎 大 学 博士 论文 

1937 年 4 月 «Fit ER DE HY A > 德国 曼 菌 河 佛 府 博 物 馆 志和 IXI1/2 

1940 年 9 月 ““ 宜 山 蛇 类 记 ， 科学 XXIV9 ““ 
1942 年 3 月 《广西 蛙 蛇 志 要 y 中 国 科 学 社论 文 专刊 I 

1942 年 8 月 “ “中国 生物 分 类 学 史 述 论 ， 科学 XXIX | 

1944 年 1 月 «He HS > 东方 杂志 

1944 年 5 月 CREAS > . 文摘 副刊 - 

1952 年 7 月 《人 类 从 哪里 来 》 华东 从 猿 到 人 展览 会 报告 由 商务 印 ， 

书馆 出 版 

1955 年 5 肯 《中 国生 物 学 史 概要 》 (油印 本 ) 

1955 年 5 月 《中 国 的 两 栖 岗 动物 》 复旦 校庆 科学 报告 ( 铅 印 本 ) 

1956465 J? «HB FR] Ae FA oh Y » 同上 , (油印 本 ) 

1961 年 «MA De UL i MC FF AS WK » 黑龙 江 大 学 哈尔滨 师 院 

1963 年 《 镜 泊 湖 野 外 实习 报告 》 同时 出 版 

1964 年 ” 《中 国 三 十 年 来 的 爬行 岗 研究 》 动物 学 杂志 动物 学 会 三 十 

周年 专刊 

1978 年 «Ci AEG A> (题目 错 作 < 试 论 谎 行 纲 》 

哈尔滨 师范 学 院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1979 年 FE 1k > ”博物 第 一 期 
1981 年 3 月 《有 叭 行 纲 动物 的 研究 历史 》 动物 学 研究 II 2 

1981 年 5 月 ““《 趴 行 纲 特征 与 其 分 目 》 (次 稿 ) 两 栖 假 行动 物 研究 V 3 

1981 年 6 月 《四 灵 考 》 中 国 科 技 史 探 索 (1982 年 ) 

《初中 动物 学 课本 》 注册 1933 年 “下 册 1934 年 “与 秉 志 合 编 ) 

《青草 池塘 处 处 蛙 ， 1948 年 6 月 号 ”科学 大 众 。 

LPHaws. MAK. SBA. BRASS, (RMD 
2. 大 百科 全 书 “a PR yee be AKBA, MR 

以 上 两 部 分 内 容 正 在 进行 ， 

3 .应 李 约 瑟 博士 函 邀 及 面 托 ， 为 英 , 东方 图 书馆 主持 出 版 ， 李 约 瑟 编 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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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科技 史 撰 写 其 中 中 国 动物 学 史 ? 部 。( 计 划 ) 
与 李 致 助 合 著 的 < 峭 椎 动物 比较 解剖 学 》 
与 黄 正 一 合 著 的 《将 椎 动物 学 ， 以 上 两 书 即将 问世 
与 赵 肯 堂 合 著 ( 兰 椎 动物 分 类 学 》 已 开始 动手 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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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秆 物 生 理学 家 

(1903 一 ) 

汤 Wil 松 
Bek Rae ERR 

E#xz AMS 

汤 佩 松 教授 现任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名 誉 所 长 、 北 京 大 学 生物 系 教授 、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名 普 ， 
理事 长 、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理事 长 、 全 国政 协 委员 、 第 三 届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代表 。 由 于 他 在 植物 呼吸 作用 和 光合 作用 方面 的 贡献 ， 
美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和 美国 植物 学 会 分 别 选 举 他 为 这 两 个 学 会 的 通 ” 
讯 会 员 ， 即 荣誉 性 终身 会 员 ， 并 担任 国际 性 学 术 刊 物 《 光 生物 化 ， 
学 及 光 生 物 物 理学 ?的 编 委 。 

3 

汤 佩 松 生 于 1903 年 11 月 12 日 ， 湖 北 淆 水 人 。 他 出 生 之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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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清 朝 未 年 ， 国 内 民不聊生 ， 外 受 帝 国 主义 侵略 。 清 政府 面临 着 
辛 刻 革 命 前 夕 。 他 父亲 汤 化 龙 是 当时 湖北 省 立宪 派 的 主要 领袖 ， 
辛 雍 革 命 时 成 为 武昌 革命 政府 的 政务 负责 人 。 民 国 成 立 以 后 ， 汤 
化 龙 被 选 为 首届 国会 的 众议院 议长 。 幼 年 时 期 的 汤 佩 松 就 跟随 着 
AQ ee PRA, be. AEH, He ELEM Dy SEB fh A 
教育 。1913 年 汤 佩 松 到 日 本 东京 求学 ， 后 因 母 亲 去 世 ， 于 1915 年 
初回 国 。1918 年 他 的 父亲 汤 化 龙 在 赴 北 美洲 访问 时 ， 被 他 的 政敌 
暗杀 了 于 加 拿 大 的 首都 维多利亚 市 。 从 1917 年 到 1925 年 ， 汤 佩 松 在 
中 国政 府 利 用 退还 的 部 分 庚 子 赔款 举办 的 清华 学 校 〈 原 名 清华 留 
美 预备 学 堂 ，1925 年 以 后 又 改 为 清华 大 学 ) 学 习 。 
“1925 年 到 1930 年 ， 汤 佩 松 由 清华 " 官 费 " 派 往 美国 留学 。 他 先 

到 明尼苏达 大 学 文理 学 院 揪 入 三 年 级 学 习 ， 主 修 植物 学 ， 副 修 化 

学 和 物理 学 。 他 学 完了 物理 、 化 学 、 植 物 各 系 本 科学 生 全 部 必修 
课程 。 这 些 深 厚 的 基础 对 他 后 来 的 科学 成 就 起 了 重要 作用 。 在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学 习 期 间 ， 由 于 一 位 物理 化 学 教授 的 精采 讲授 ， 不 仅 

引起 了 汤 佩 松 对 热力 学 的 爱好 ， 也 使 他 对 生物 界 的 物质 转化 和 能 

量 转变 间 的 关系 产生 了 极 大 的 兴趣 。 这 为 他 以 后 的 学 术 忆 想 播 下 

了 种 子 。 他 在 1927 年 底 , 以 全 校 第 一 名 的 成 绩 毕 业 于 植物 学 系 , 获 
得 学 士 学 位 ， 并 继续 留 校 学 习 。 

汤 佩 松 于 1928 年 夏 转 到 约翰 。 替 甫 金 斯 大 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攻读 博士 学 位 。 他 的 导师 是 著名 的 植物 生理 学 家 李 

MHA (Burton E. Livingston) 教授。 虽然 汤 佩 松 提出 要 研究 
光合 作用 和 种 子 呼吸 作用 ， 导 师 决定 他 的 博士 论文 题目 是 《温度 
“和 通气 对 小 麦 种 子 在 水 中 萌发 的 影响 >。 在 这 篇 论文 中 ， 汤 佩 松 使 

用 了 生理 过 程 中 多 因素 相互 作用 的 观点 来 分 析 实 验 数据 ， 这 种 处 

理 方 法 和 思路 和 当时 一 般 使 用 的 单 因素 分 析 不 同 ， 颇 得 导师 的 赞 

许 。 这 个 思路 和 方法 成 了 他 以 后 研究 工作 中 的 一 个 主要 科学 思想 

和 工作 方式 ， 也 是 他 后 来 研究 呼吸 代谢 时 提出 的 “代谢 多 条 路 线 ” 

观点 的 萌芽 。 

。 汤 佩 松 于 1930 年 夏 接受 哈佛 大 学 克 罗 泽 C(W。J. Croz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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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的 聘请 ,到 他 新 建 的 普通 生理 学 研究 室 里 工作 。 他 在 去 哈佛 大 学 

前 ， 利 用 寻 假 期 间 先 到 美国 马 塞 诸 塞 效 州 海滨 的 一 个 小 镇 伍 效 起 
尔 CWoods Hole) 的 海洋 生物 学 研究 所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去 做 普通 生理 学 研究 ， 作为 去 哈佛 大 学 工作 的 准 

备 。 

这 个 国际 驰名 的 研究 所 每 年 都 举办 各 种 不 同 的 讲习 班 和 不 同 

形式 的 讨论 会 . 在 那里 聚集 一 些 世界 著名 的 生物 学 家 轮流 或 经 常 

前 来 参加 这 些 妊 期 讨论 会 或 进行 研究 工作 。 在 和 他 们 一 起 讨论 或 

工作 中 ， 汤 佩 松 不 但 得 到 了 许多 局 发 ， 并 且 还 学 到 了 很 新 的 仪器 

分 析 方 法 。 由 于 这 些 人 的 直接 或 间接 的 影响 ， 特 别 是 生物 化 学 家 

米 歇 利 斯 (L*Michaelis)、 细 胞 生理 学 家 互 布 格 COtto Warburg), 

Ti A HEA Ze FI FI CR» S + Lillie) AIA HiFeC Ralph Gerald) 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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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思 想 。 

在 海洋 生物 研究 所 得 短 的 几 个 月 里 ， 他 完成 了 三 篇 关于 海胆 

呼吸 作用 的 论文 。 这 些 论文 后 来 被 英国 著名 生物 化 学 REA 

CIoseph Needham) 教 授 全 部 引用 到 他 的 专著 《化 学 胚胎 学 >CChe- 
mical Ermbryology) 中 ， 同 时 也 被 拉 谢 夫 期 基 CN + Rashevsky) — 

教授 引用 到 他 的 《数学 生物 物理 学 > 一 书 中 。 

1930 年 秋 ， 汤 佩 松 到 哈佛 大 学 进行 他 在 那里 的 普通 生理 学 研 ” 

究 工 作 。 他 的 任务 是 通过 温度 对 种 子 萌发 时 呼吸 强度 的 影响 来 证 

明 该 室 主 任 克 罗 泽 教授 的 论点 ， 阿 瑞 尼 亚 斯 (Arrhenius) 公式 适 

用 于 一 切 生 理 过 程 与 温度 的 关系 。 他 工作 异常 勤奋 ， 效 率 也 非常 

hahlicscihis ueatipripcaebamingin A) 7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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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哈佛 大 学 的 三 年 期 间 ， 他 发 表 了 很 多 论文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一 篇 是 他 在 1932 年 报道 的 在 羽 扇 豆 种 子 呼吸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细胞 色 ， 

素 氧 化 酶 的 存在 和 作用 。 现 在 他 是 被 公认 的 第 一 个 发 现 植 物 中 存 

在 着 细胞 色素 氧化 酶 的 人 。 忆 一 篇 到 目前 仍 被 人 引用 的 论文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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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化 学 动力 学 方法 分 析 氧 分 压 对 细 胞 〈 及 生活 着 的 组 织 ) 体 内 
(in vivo) 呼吸 强度 的 影响 ， 得 出 一 个 经 验 公 式 。 用 这 个 公式 中 
的 常数 可 以 推算 出 细胞 色素 氧化 酶 与 氧气 间 在 活体 (in vivo) 细 
胞 (或 组 织 ) 中 的 亲和力 。 这 个 公式 和 米 氏 公式 (Michaelis Equa- 

tion) 的 性质 相同 。 不 同 之 点 在 于 米 氏 公式 适用 于 任何 酶 与 底 物 浓 
度 的 关系 。 因 此 它 的 常数 在 表达 任何 酶 和 其 反应 底 物 间 的 亲和力 ， 
而 汤 氏 公式 只 适用 于 细胞 色素 氧化 酶 与 氧 的 亲和力 这 一 限定 的 反 
应 。 但 是 汤 氏 公式 的 特点 是 能 用 于 正在 进行 呼吸 作用 的 完整 生活 
着 的 细胞 或 组 织 ) ,而 不 是 用 生化 方法 提取 出 来 的 离 体 酶 在 试管 
中 (in vitro) 进行 的 化 学 反应 。 这 些 结果 在 当时 都 是 很 重要 的 发 
现 ， 曾 被 引用 于 那 时 出 版 的 一 些 生物 化 学 和 生理 学 教科 书 中 。 

irs 3 

1933 年 ,正当 汤 佩 松 开始 在 科学 生涯 中 有 所 作为 时 ， 因 为 种 
种 原因 ， 他 决定 离开 哈佛 大 学 ， 回 到 祖国 。 当 他 在 约翰 起 甫 金 其 
的 一 位 老 同学 和 好 朋友 听 到 他 的 处 境 和 打算 接受 武汉 大 学 的 聘请 
而 离开 美国 时 ， 专 程 从 纽约 到 波士顿 去 劝 他 继续 留 在 美国 工作 ， 
并 表示 愿意 向 纽约 一 所 大 学 专门 为 他 建立 一 笔 基金 ， 供 他 进行 教 

”学 及 研究 用 。 这 位 朋友 来 自 一 个 极为 富有 的 家 庭 ， 他 的 挽留 是 诚 

野 的 ， 并 非 出 于 慈善 心 。 但 是 汤 佩 松 还 是 婉言 谢绝 了 ，1933 年 夏 

， 季 ,他 回 到 祖国 ,应 武汉 大 学 邀 聘 ， 就 任 生 物 系 教授 。 

在 武汉 大 学 ， 汤 佩 松 除 讲 授 生 物化 学 课外 ,主要 精力 用 在 开 

设 普通 生理 学 课 上 。 在 国内 ,这 是 首次 开设 这 门 课程 。 虽 然 由 于 他 
在 1938 年 因 接受 建立 贵阳 医学 院 的 紧急 任务 离开 武大 ， 这 门 课程 

中 断 了 ， 但 在 我 国 科学 发 展 过 程 中 这 是 值得 一 提 的 。 在 武大 ， 汤 

佩 松 从 1933 年 到 1938 年 间 建 立 的 细胞 及 普通 生理 试验 室 中 ， 做 了 

以 单 细 胞 、 菌 类 及 藻类 为 材料 的 呼吸 和 光合 作用 研究 。 发 表 了 一 

系列 的 论文 。 这 个 试验 室 在 他 离开 武大 后 ， 由 他 当时 的 同事 高 洛 

荫 教 授 接手 下 去 ， 发 展 成 为 微生物 试验 室 ， 最 后 成 为 现在 的 武汉 

大 学 病毒 学 系 和 病毒 研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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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抗 日 战火 将 草 延 到 武汉 时 ， 汤 佩 松 接受 了 一 个 紧急 任务 : 

在 大 西南 内 地 城市 贵阳 建立 一 所 医学 院 , 训 练 抗战 中 急需 的 医生 。 

由 于 他 是 五 人 筹备 委员 会 中 唯一 不 是 医生 的 人 ， 他 贷 责 接受 并 转 

移 第 一 批 学 生 到 贵阳 。 这 些 学 生 都 是 从 沦陷 区 逃难 到 武汉 来 的 。 

无 论 是 在 运输 途中 ， 在 生活 和 学 习 中 ， 条 件 是 极为 艰苦 的 。 由 于 

和 学 生 们 同 甘 共 苛 ， 同 仇敌 怕 ， 汤 佩 松 和 这 批 学 生 建立 了 深厚 的 

感情 ， 直 到 五 十 年 后 的 今天 ， 这 批 很 有 成 就 的 “ 老 医 师 " 和 负责 干 

部 尚 与 他 有 来 往 。 在 贵阳 ， 汤 佩 松 负责 组 织 临床 前 基础 课 教学 安 

排 ， 并 担任 生物 化 学 的 讲授 、 设 计 及 建立 其 它 基础 课 的 实验 室 的 

工作 。 同 时 他 也 是 设 在 贵阳 的 中 国 红 十 字 会 战 时 救护 总 队 的 成 

员 ， 负 责 士 兵营 养 问题 的 研究 。 

在 完成 了 贵阳 医学 院 基 础 课程 教学 设备 筹备 工作 后 ，1938 年 

秋 应 他 母校 的 邀请 ， 汤 佩 松 到 昆明 清华 大 学 农业 研究 所 创办 植物 
生理 学 研究 室 。 他 对 创立 这 个 研究 室 的 性 质 是 明确 的 。 这 个 室 实际 
上 是 一 个 普通 生理 学 研究 室 。 它 的 研究 范围 除 植物 生理 外 ,还 包 揪 

动物 和 微生物 生理 、 生 物化 学 和 与 此 有 关 的 实验 生物 学 研究 工作 。 

这 样 就 能 很 好 的 完成 汤 佩 松 建 室 的 目标 ， 尽量 地 为 后 方 农业 生产 

服务 ， 为 开发 大 西南 生物 资源 特别 是 植物 资源 服务 。 通 过 这 些 工 

作 ， 达 到 一 个 最 重要 的 目的 ， 聚集 和 堵 养 一 批 年 轻 的 生理 学 、 生 
物化 学 和 实验 生物 学 工作 者 ， 作 为 抗战 胜利 后 的 人 才 储 备 。 

在 他 的 研究 室 里 聚集 了 许多 当时 “年 轻 有 为 ”的 各 类 生理 学 “ 

家 、 化 学 及 生化 学 家 。 在 八 年 艰苦 岁月 里 曾 有 近 四 十 位 工作 者 先 

后 在 汤 佩 松 的 研究 室 工作 过 。 他 们 现在 都 是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界 、 微 
生物 学 界 、 生 物化 学 界 等 部 门 的 领导 者 。 如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名 准 所 长 角 宏 章 . 该 所 细胞 室 主任 罗 主 苇 、 北 京 农业 天 学 
前 副 校长 娄 成 后 、 北 京 大 学 校长 张 龙 憩 和 生物 系 教授 沈 同 北京 
石油 学 院 前 院 长 草本 嘉 、 复 旦 大 学 教授 藤 应 龙 。 轴 东海 洋 学 院 教 
授 郑 柏林 及 薛 廷 狠 、 中 国 农 科 院 畜牧 所 刘 金 旭 、 华 中 农学 院 院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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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伏 雄 主任 等 。 他 们 大 部 分 在 抗战 后 曾 陆 续 被 派 到 欧洲 或 美洲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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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研 究 或 学 习 后 回国 任职 。 也 有 少数 动物 生理 学 和 生物 物理 学 工 
作者 仍 留 在 国外 。 他 们 都 在 各 自 领 域 里 很 有 成 就 。 

汤 侯 松 的 这 个 研究 室 由 于 研究 范围 广阔， 因而 被 认为 是 一 个 
名 符 其 实 的 普通 生理 学 研究 所 。 包 括 动 ， 植 物 生 理 ， 微 生物 生理 
和 生物 化 学 及 生物 物理 。 这 个 研究 室 也 是 在 国内 首先 开展 植物 化 

;学 工作 的 场所 。 
由 于 研究 室 兽 和 当时 在 昆明 的 一 些 学 校 一 样 ， 经 儿 次 遭 日 军 

“; 囊 炸 后 迁移 并 重建 了 多 次 。 最 后 迁 到 昆明 西北 郊 约 十 余 公 里 的 大 
普 集镇 ,在 那里 长 达 六 年 之 入 。 由 于 在 这 个 小 镇 工作 最 久 , 并 由 于 
在 昆明 时 期 生活 困难 和 团结 紧张 的 工作 气氛 ， 至 今 在 清华 植物 生 
理 研 究 室 工作 过 的 人 们 尚 仍 以 亲切 的 感情 互 称 “大 普 集 的 工作 

汤 候 柳 在 昆明 清华 大 学 植物 生理 研究 室 的 工作 不 但 在 国内 起 
了 它 应 有 的 作用 ， 在 国外 也 受到 很 高 的 评价 。 英 国 著名 生物 化 学 
家 李 约 瑟 (1983 年 获得 我 国 国家 自然 科学 一 等 奖 ， 英 国 皇家 学 会 
Sh. 世界 公认 的 科学 史 权 威 ) 也 在 他 的 名 落 《 中 国 科 学 技术 史 》 
第 五 卷 第 二 分 册 “ 化 学 部 ) MRL Si. eR 
AMA”. 在 汤 假 松 的 名 字 下 面 写 着 ;北京 清华 大 学 植物 生物 
化 学 教授 ) 《绿色 奴仆 ?一 书 作者 ， 世 界 粮 食 合理 调配 享用 的 倡议 
者 。 纪 念 “他 在 大 普 集 群 山中 的 战 时 研究 室 ”。 

《绿色 奴 休 ? 二 书 是 汤 佩 松 从 1930 年 到 抗战 胜利 十 五 年 间 的 工 
作 和 学 术 思 想 的 总 结 。 是 以 代谢 及 生物 力 能 学 为 主题 的 对 生命 现 

”和 象 的 学 术 观 点 的 叙述 。 在 该 书 的 第 一 篇 关于 光合 作用 的 论述 中 即 
阐述 了 他 的 这 个 主题 。 他 一 开始 即 写 道 ,^ 生 命理 育 着 运动 ， 而 运 
动 意味 着 能 量 的 消耗 。 人 类 活动 所 需要 的 能 量 来 自 他们 所 消耗 的 

Li (44 CLD Bernal) 是 英国 伦 误 大 学 晶体 学 教授 ， 曾 任 英国 皇家 学 会 会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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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的 顶礼 膜拜 ， 但 并 不 比 他 的 祖先 更 先进 ， 因 为 太阳 ， 绿 色 植 物 

和 人 本 喘 的 基本 关系 ， 仍 然 被 神 密 的 肉 幕 笼罩 着 。 只 有 到 大 在 实 

验 室 里 不 依靠 绿色 植物 能 够 重复 出 光合 作用 这 个 看 来 简单 的 过 

程 ， 才 能 宣称 他 摆脱 了 他 祖先 对 太阳 能 和 火 的 膜拜 痕迹 。 当 那 一 

天 到 来 的 时 候 ， 人 所 掌握 的 能 量 将 是 无 穷 无 尽 的 。” 

这 个 观点 一 直 贯 穿 全 书 ， 在 最 后 一 章 ， 汤 佩 松 提出 他 对 生物 

代谢 的 观点 : 生物 是 物质 的 一 种 聚合 状态 ， 它 能 够 在 外 界 环 境 允 

许 的 范围 内 ， 利 用 有 机 物 : 一 部 分 用 来 维持 其 自身 的 生存 ， 并 繁 

殖 后 代 ， 男 一 部 分 转变 成 进行 这 些 过 程 所 需要 的 能 量 。 这 是 他 以 

代谢 为 中 心 的 生命 观 ， 或 者 说 是 他 对 于 生物 力 能 学 的 观点 。 这 也 

是 他 终生 进行 科学 研究 的 基调 。 他 的 上 述 观 点 曾 被 国外 关于 生物 

力 能 学 及 关于 光合 作用 的 书 中 以 章 首 警句 方式 引用 。 

抗日 战争 胜利 后 ， 汤 佩 松 于 1946 年 夏 离开 大 普 集 随 清华 大 学 ” 

回 到 北京 。 这 时 他 被 委任 为 由 农业 研究 所 而 扩大 为 清华 大 学 农学 

院 的 院 长 。 他 计划 把 这 所 学 院 办 成 一 个 既是 培养 高 水 平 学 生 的 学 “ 

校 ， 又 是 开展 生物 学 研究 的 研究 机 构 。 除 在 原 研 究 室 时 期 的 人 员 

外 ， 他 从 全 国 各 地 聘请 了 许多 知名 科学 家 担任 教授 。 

经 过 一 年 的 筹备 ， 农 学 院 于 1947 年 夏 开 始 招收 第 一 批 本 科 生 

入 学 。 在 1 948 年 招收 第 二 批 学 生 后 ， 全 国 解放 ， 这 个 农学 院 于 “ 

1949 年 与 北大 及 华北 农学 院 合 并 为 现在 的 北京 农业 大 学 。 

汤 佩 松 主持 清华 大 学 农学 院 时 ， 除 教授 课程 外 。 还 开展 了 大 
量 的 学 术 活动 。 首 先 他 进行 了 光合 作用 机 理 的 研究 。 他 和 他 的 研 = 

究 生 净 隆 飞 首 先 在 菠 沫 叶绿体 中 发 现 了 当时 被 认为 具有 在 动物 血 “。 

液 中 才 存 在 的 碳酸 醋 酶 。 这 个 发 现 结束 了 当时 对 植物 组 织 中 是 否 

存在 碳酸 栈 酶 的 争议 。 他 们 从 植物 中 提取 了 这 种 酶 。 他 们 的 提取 

4 

方法 也 已 被 国外 用 来 制备 碳酸 栈 酶 ， 在 宇宙 航行 中 用 来 平衡 密封 
舱 中 的 二 氧化 碳 浓度 。 可 惜 这 项 研究 结果 在 国内 并 未 得 到 应 用 。 

由 于 汤 佩 松 在 植物 生理 和 生物 化 学 方面 的 成 就 ，1948 年 他 被 
选 为 中 央 研 究 院 院士 。 

汤 佩 松 在 清华 农学 院 时 期 的 另 一 有 意义 的 学 术 活 动 是 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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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发 起 的 北京 生物 科学 学 会 及 由 该 会 主办 的 暑假 讨论 会 。 第 
一 次 是 在 清华 大 学 农学 院 举 行 的 。 他 邀请 了 北京 、 天 津 等 地 的 各 
种 学 科 的 生物 学 家 包括 动物 学 、 植 物 学 、 微 生物 学 、 生 理学 、 
生物 化 学 :基础 医学 和 基础 农学 各 方面 的 科学 家 ,他 们 汇集 到 一 起 
进行 学 术 演 讲 并 讨论 国际 生物 学 各 部 门 的 进展 概况 。 这 些 讨论 对 
恢复 和 发 展 由 于 抗日 战争 而 与 世 隔绝 八 年 之 久 的 我 国生 物 科 学 起 

”了 很 大 的 推动 作用 。 由 于 首次 讨论 会 的 成 功 , 分 别 又 在 1949 一 1951 

。 年 暑假 连续 召开 了 三 次 。 深 受 参 加 者 的 欢迎 。 至 今 很 多 当年 参加 
”过 这 些 讨论 会 的 大 还 很 怀念 这 项 学 术 活动 的 效益 和 友谊 。 

〈 四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不 入，1949 年 冬 ， 清 华 大 学 、 北 京 大 学 和 华北 
大 学 三 校 的 农学 院 合并 为 北京 农业 大 学 。 汤 佩 松 担任 该 校 副 主任 
委员 。 这 时 他 除 担任 生物 化 学 和 植物 生理 学 的 教学 外 ， 还 非常 关 
心 植物 生理 学 在 新 中 国 的 发 展 。 在 当时 的 “教学 改革 ?期间 ， 为 了 

. 满足 全 国 各 院 校 对 新 的 植物 生理 学 教学 内 容 、 形 式 及 方法 的 人 迫切 
要 求 ， 汤 佩 松 于 1951 年 以 手 刻 油印 方式 组 织 出 版 了 名 为 《植物 生 
理学 通讯 ;的 不 定期 非 正式 刊物 寄 发 给 各 院 校 的 植物 生理 学 教师 。 
当时 主要 介绍 由 苏联 引进 的 植物 生理 学 新 大 纲 ， 并 回答 各 地 来 信 
提出 的 教学 士 的 问题 。 最 初 四 期 是 在 北京 农业 大 学 手 抄 油印 出 版 
的 守 因 汤 佩 松 于 1952 年 到 上 海 ， 改 在 上 海 铅 印 出 版 。1954 年 以 后 
改 由 科学 出 版 社 正式 定期 出 版 发 行 。 这 个 刊物 在 推动 我 国 植物 生 
理学 教学 和 研究 方面 起 了 重要 作用 ， 目 前 已 出 版 100 期 ， 每 期 发 
行 量 可 达 九 千 多 份 。 

五 十 年 代 初 ， 在 他 担任 北京 农业 大 学 副 主 任职 务 期 间 ， 在 遗 
传 学 领域 出 现 了 严重 的 国际 性 争论 ， 国 内 也 不 幸免 。 在 以 农业 大 
学 为 大 本 营 的 国内 “ 米 丘 林学 派 ”支持 并 宣扬 以 李 森 科 为 首 的 观 
点 ;强烈 地 批评 了 经 典 的 “摩尔 根 遗 传 学 ”是 “资产 阶级 唯心 的 、 
反动 伪 科 学 。9 汤 佩 松 认 真 的 、 虚 心地 学 习 了 米 丘 林 、 李 森 科 的 学 
说 记 从 科学 依据 实事 求 是 的 态度 出 发 ， 公 开 并 坚决 支持 了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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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 学 。 这 在 当时 是 有 一 定 困 难 的 ， 特 别 是 他 在 这 个 当时 是 宣扬 

李 和 森 科学 说 基地 中 负 有 行政 职位 的 科学 家 。 

1952 年 汤 佩 松 被 调 到 上 海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当时 

尚 是 实验 生物 研究 所 中 的 一 个 室 ) 工作 。 在 上 海 ， 汤 佩 松 除 领导 

生化 组 进行 植物 氮 代 谢 的 研究 外 ， 继 续 编辑 4 植物 生理 学 通讯 ?， 

并 在 复旦 大 学 兼任 植物 生理 学 教授 。 

1954 年 夏 ， 汤 佩 松 应 聘 到 北京 大 学 主持 植物 生理 学 教研 室 工 

作 和 建立 我 国 第 一 个 植物 生理 学 专业 的 任务 。 他 强调 ,教师 除 教 好 

各 上 自 的 课程 外 ,必须 进行 科学 研究 。 同 时 他 通过 组 织 并 参加 指导 由 

高 年 级 学 生 自 愿 结合 的 课外 “科研 小 组 ?的 活动 ， 贯 彻 了 他 对 大 学 

生 的 教学 应 着 重 培养 学 生 的 独立 思考 和 判断 间 题 能 力 的 主张 。 

为 了 提高 新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的 教学 水 平 ， 于 1956 年 暑假 ， 他 

邀请 了 娄 成 后 ， 崔 激发 起 了 在 北京 大 学 校园 内 举办 的 全 国 植物 生 

理学 教学 讨论 会 ， 邀 请 了 当时 全 国 各 大 学 植物 生理 学 教师 ， 讨 论 

有 关 新 时 期 的 植物 生理 学 讲课 及 实验 中 的 理论 性 和 具体 工作 上 的 

一 些 重大 问题 。 对 疑难 问题 统一 了 认识 ， 解 除了 参加 讨论 会 的 教 

师 们 的 一 些 思 想 负 担 。 直 到 现在 ， 参 加 过 那 次 讨论 会 的 教师 都 认 

为 它 对 培训 新 中 国 植 物 生 理学 师资 起 了 重要 的 作用 ， 是 一 次 极 有 

意义 的 活动 。 此 后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由 于 十 年 动乱 期 间 人 才 受 到 

严重 摧残 ， 讨 论 会 被 迫 中 断 ， 直 至 1979 和 1981 年 才 举 办 了 第 二 次 

及 第 三 次 全 国 植物 生理 学 教学 讨论 会 。 在 北京 大 学 时 期 ， 除 教学 

及 组 织 工作 外 ， 汤 佩 松 恢复 了 他 多 年 一 直 进 行 的 植物 呼吸 代谢 的 “ 

研究 工作 ， 发 表 了 一 系列 的 论文 。 其 中 在 1956 年 ， 他 和 吴 相 钰 发 

现 了 水 稻 幼 苗 中 硝酸 还 原 酶 的 诱导 形成 。 这 是 在 植物 中 存在 适应 

形成 酶 的 现象 的 首次 报道 ， 受 到 国内 外 的 重视 ， 从 此 开始 了 这 方 

面 工作 的 研究 。 

1956 年 ， 汤 佩 松 筹建 并 主持 了 中 国 科学 院 北京 植物 生理 学 研 

究 室 ,邀请 了 北京 农业 大 学 的 娄 成 后 .南开 大 学 的 崔 激 和 在 北京 大 

学 的 章宗 喷 及 吴 相 钰 等 人 组 成 了 一 个 很 强 的 阵容 ， 成 为 北方 植物 

生理 学 的 研究 中 心 。 汤 佩 松 在 这 里 系统 地 进行 了 高 等 植物 的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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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 途径 及 其 调节 控制 的 研究 。 发 表 论文 十 余 篇 ， 形 成 了 他 对 呼 

吸 代 谢 的 独到 见解 。 他 于 1965 年 提出 了 植物 呼吸 代谢 多 条 路 线 的 

”论点 ， 即 高 等 植物 呼吸 代谢 途径 的 调节 控制 和 代谢 与 生理 功能 

。 间 的 相互 制约 ”的 论点 。 这 个 论点 在 随后 的 植物 生理 学 研究 中 产 
生 了 有 思想 影响 。 许 多 年 后 ， 美 国 和 英国 的 两 个 著名 植物 生理 学 者 
(F.C Steward 和 J.M.Palmer) 才 分 别提 出 类 似 的 观点 。 

:962 年 ， 北 京 植物 生理 研究 室 与 植物 研究 所 合并 ， 汤 佩 松 任 
副 所 长 。 他 继续 进行 呼吸 代谢 及 光合 作用 研究 。 

在 十 年 动乱 期 间 ， 汤 佩 松 和 其 他 许多 老 一 辈 科 学 家 一 样 受到 
极 天 冲击 和 亿 害 ， 但 他 不 计 个 人 得 失 。 全 家 缩 居 在 12 平 方 米 的 阅 
室 趾 寺 他 仍然 坚持 阅读 文献 。1975 年 ， 他 将 这 些 文献 进行 整理 ， 
发 表 了 *x 光 合作 用 机 理 研究 进展 概况 ?的 评论 性 文章 ， 对 文化 大 革 

。 命 后 恢复 光合 作用 的 研究 起 了 极 大 的 推动 作用 。 

(fi) 

粉碎 四 人 帮 后 ，1977 年 ， 汤 佩 松 被 任命 为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陈 领导 全 所 各 学 科研 究 工作 外 ， 他 的 工作 重点 是 在 过 
去 光合 及 呼吸 作用 基础 上 扩大 为 “太阳 能 转换 的 生物 力 能 学 *。 这 
个 课题 不 但 包括 了 光合 及 呼吸 作用 ,并 包括 固 氨 及 氨 代 谢 的 工作 。 
其 主题 因 想 仍 是 生物 力 能 学 。 

汤 佩 松 在 对 外 学 术 交流 上 十 分 活跃 。 由 于 他 在 呼吸 作用 和 光 
侣 作用 方面 的 贡献 ，1975 年 美国 植物 学 会 选举 他 为 通讯 会 员 ， 即 
终身 制 莱 誉 会 员 。 它 的 名 额 会 章 规定 只 能 是 全 体 正式 会 员 的 百 分 
这 一 ， 从 世界 著名 的 植物 生理 学 者 中 中选 出 来 的 ， 现 仅 有 25 位 。 
在 1979 年 ， 汤 佩 松 又 被 遵 选 为 美国 植物 学 会 的 通讯 会 员 。 他 是 我 
国生 物 学 家 中 第 二 个 受到 这 种 荣誉 的 人 ， 也 是 唯一 的 同时 被 两 个 
学 术 团体 接纳 为 通讯 会 员 的 科学 家 。 

近 史 年 来 他 接待 了 不 计 其 数 的 外 国 科学 家 和 代表 团 的 来 访 ， 
进行 了 植物 学 、 生 理学 、 生 物化 学 等 方面 的 学 术 交流 。 同 时 也 为 
我 国 年 青 同 志 创造 了 很 多 出 国 访问 和 学 习 的 机 会 ， 培 养 了 大 批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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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1979 年 ， 汤 佩 松 率领 中 国 植物 代表 团 访问 美国 ， 在 美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年 会 上 作 了 PODER SRE RH, BASH 

起 立 致敬 的 热烈 欢迎 。1981 年 夏 ， 汤 佩 松 率领 中 国 植物 学 代表 团 
参加 了 在 澳大利亚 召开 的 第 十 三 届 国 际 植物 学 会 。 他 特 被 邀请 在 

全 体 大 会 上 作 了 “中 国 植 物 学 概况 ”的 讲演 ， 受 到 SSB OBER 

扬 ， 对 宣扬 我 国 植物 学 的 成 就 起 子 很 好 的 作用 。 | 
《植物 生理 学 年 评 》(Annuol Review of Plant Physiology) 

是 国际 上 的 一 个 重要 刊物 。 每 年 发 表 几 十 篇 权威 性 关于 植物 生理 

学 评述 的 文章 。 该 刊 每 年 选 邀 一 位 国际 上 著名 植物 生理 学 家 为 其 

撰写 一 篇 " 卷 头 专 章 "谈论 自己 走 过 的 科学 道路 或 大 生 观 及 科学 观 
点 。 汤 佩 松 应 邀 为 1983 年 出 版 的 第 34 卷 写 了 一 篇 《 志 望 ;现实 与 
境遇 >(Aspirations，Reality and Circumstances) 的 文章 ， 回顾 

了 他 在 植物 生理 学 研究 上 走 过 的 曲折 道路 和 感受 。 

汤 佩 松 对 祖国 、 对 祖国 科学 事业 的 热爱 ， 对 祖国 科学 今后 发 

展 的 深切 关怀 ， 充 分 地 表现 在 他 对 祖国 科学 遗产 的 继承 和 对 未 来 

的 展望 的 撰写 中 。 建 国 初 期 ，1955 年 汤 佩 松 撰写 了 《现代 中 国 植 

物 生 理学 概述 2 收集 了 从 1917 年 第 一 篇 中 国人 在 正式 刊物 上 发 表 

的 植物 生理 学 论文 到 1952 年 止 〈 该 书 完稿 时 止 ) 的 全 部 文献 ， 并 

加 以 分 类 和 注解 。 解 放 后 两 次 撰写 过 “十 年 来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进 

展 ”文章 ， 最 近 (1979 年 )， 在 美国 发 表 的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五 十 

年 ,总结 了 我 国 植物 生理 学 的 发 展 历程 。 

在 1983 年 召开 的 中 国 植物 学 会 成 立 五 十 周年 纪念 会 上 作为 “ 

该 会 理事 长 ， 汤 佩 松 宣布 这 个 五 十 周年 纪念 会 的 主题 为 ,中国 植 

: 
q 

: 
物 学 的 过 去 .现在 和 将 来 "为 此 ， 它 的 三 个 中 心 内 容 是 : O:—-w 
由 三 卷 组 成 的 4 中国 近代 植物 学 文献 目录 >。 收 存 了 自从 我 国 开展 

- 

J 
f 

现代 植物 学 教学 及 研究 工作 以 来 〈 十 九 世纪 末 起 六 的 全 部 著作 及 
研究 论文 目录 。 这 是 我 国 植物 学 文献 的 宝库 *@; 通 过 两 年 的 准备 
由 各 地 区 、 各 分 支 学 科 专 业 组 多 次 反复 讨论 作出 了 对 植物 学 各 分 

支 学 科 的 现状 及 在 我 国 今后 发 展 方向 的 评述 。@ :通过 两 年 来 多 

次 讨论 和 座谈 ， 提 出 了 一 篇 "植物 学 在 我 国 今后 发 展 方向 "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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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 学 家 。 昆 虫 学 家 

(1905— 一气 

陈 世 碑 教授 是 著名 生物 学 家 ， 昆 虫 学 家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动 物 研 究 所 研究 员 ， 名 誉 所 长 。 

(一 ) 

陈 世 耻 是 浙江 嘉兴 人 ， 生 于 1905 年 11 月 5 日 。1928 年 毕业 于 
上 海 复旦 大 学 生物 系 。1928 一 1934 年 留学 法 国 ， 在 巴黎 自然 博物 

馆 昆 虫 学 实验 室 研究 甲虫 分 类 。1934 年 得 巴黎 大 学 博士 学 位 ， 其 

博士 论文 ̂  中 国 和 越南 北部 叶 甲 亚 科 的 系统 研究 ? 曾 获 法 国 昆 虫 学 

会 1935 年 巴黎 奖金 (Prix Passet)。 陈 先生 于 1934 年 8 月 回国 ， 

先后 在 前 中 央 研 究 院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及 动物 研究 所 任 研 究 员 。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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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后 ，1950 年 起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实 验 生 物 研 究 所 昆虫 研究 室 研 究 员 

兼 主任 ,又 兼 上 海 震 旦 博物 馆 副 馆 长 1953 年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虫 研 

究 所 所 长 。1962 年 昆虫 所 与 动物 所 合并 ， 改 任 动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1982 年 退 居 二 线 。 现 为 六 届 全 国人 大 人 代表， 中国 科 协 全 国 委员 会 

常务 委员 , 《中 国 动物 志 》 编 委 会 主任 , 《中 国 大 百科 人 全书? 生物 学 

卷 编 委 会 副 主任 , “PRPS, PSI. WARSI, 

《昆虫 学 报 > 和 《昆虫 分 类 学 报 > 编 委 。 曾 任 中 国 昆 虫 学 会 理事 长 ， 

中 国 农学 会 副 理 事 长 。1932 年 在 巴黎 参加 第 五 届 国 际 昆虫 学 会 

议 ，1953 年 和 1954 年 先后 去 保加利亚 和 波兰 参加 第 六 、 第 七 两 届 

国际 植 检 及 植保 会 议 ，1962 年 去 匈牙利 进行 学 术 访问 。 曾 当选 为 

三 届 全 国政 协 委员 ， 三 、 四 、 五 届 全 国人 大 人 代表， 上海 市 一 届 人 

大 代表 ， 北 京 市 七 届 人 大 代表 。1953 年 参加 九三学社 ，1979 年 加 

入 中 国共 产 党 。 

陈 先 生 献身 昆虫 学 事业 ， 有 其 深厚 的 历史 根源 。 他 的 少年 时 

代 是 在 故乡 嘉兴 度 过 的 。 嘉 兴 是 杭嘉湖 平原 水 稻 之 乡 ， 又 是 量 虫 

经 常 独 儿 危 害 之 区 。 他 自 小 亲眼 目睹 水 稻 遭 灾后 ， 农 民生 活 无 着 

的 悲惨 情 状 ;内 心 充满 对 农民 的 深切 同情 。 在 他 小 学 时 期 ， 当 地 

成 立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民间 治虫 组 织 “ 治 蜡 委员 会 ”指导 农民 氮 

灯 诱 峨 ， 航 除 变色 叶鞘 ， 冬 季 挖 舟 根 以 消灭 越冬 幼虫 等 。 陈 先生 

的 父亲 是 委员 之 一 ， 经 常 在 家 中 谈 水 稻 虫 灾 ， 谈 科学 治虫 。 这 些 ， 

在 他 幼小 的 心灵 中 留 下 了 深刻 的 印象 ， 为 日 后 专攻 昆虫 学 疯 立 了 

思想 基础 。 

在 他 高 小 毕业 那 年 ， 我 国 爆发 了 对 又 烈 烈 的 “五 四 运动 ?。 当 

时 学 校 轩 课 ， 学 生 走 上 街头 ， 游 行 宣传 。 陈 先生 是 爱国 洪流 中 的 

一 员 ， 上 街 演戏 ， 宣 传 “亡国 恨 ” ,培养 了 奋发 图 强 的 爱国 主义 思 

想 ， 萌 发 了 科学 救国 的 思想 幼 芽 。 后 来 ， 他 毅然 在 复旦 大 学 攻读 ， 

生物 系 ， 上 毕业 后 并 去 法 国 深 造 ， 立 志 将 毕生 精力 献 给 祖国 的 昆虫 

学 事业 。 

1934 年 他 学 成 回国 以 后 ,为 了 推动 我 国 昆 虫 学 事业 的 发 展 , 一 

心 想 建立 一 个 昆虫 研究 机 构 ， 出 版 一 份 昆虫 学 期 刊 。 十 多 年 内 ， 

7 9 



此 一 热切 愿望 拳拳 不 忘 。 然 而 ,在 把 科学 作为 点 组 的 旧 中 国 ,， 这 一 

理想 岂 能 实现 1?1950 年 ， 他 梦 宁 以 求 的 昆虫 研究 室 成 立 了 ， 第 一 

卷 4 昆虫 学 报 》 (当时 称 * 中 国 昆虫 学 报 ?) 也 在 当年 出 版 ， 宏 愿 实 

现 了 ! 陈 先生 内 心 激 动 不 已 ， 并 以 高 晶 的 激情 ， 投 入 昆虫 研究 室 

的 建设 、 发 展 科 技 队 伍 的 伟业 之 中 。 

从 1931 年 到 1983 年 ， 陈 先生 共 发 表 论 文 和 专著 158 篇 ,已 完成 

待 发 表 论 文 4 篇 ， 总 共 162 篇 ， 涉 及 昆虫 学 、 分 类 学 和 进化 论 等 

三 个 学 科 领 域 。 其 中 昆虫 分 类 104 篇 ， 昆 虫 行为 12 篇 ， 昆 虫 进 化 6 

篇 ， 古 昆虫 1 篇 ， 生 物 界 级 分 类 1L 篇 ， 物 种 问题 5 篇 ， 分 类 原理 

10 篇 ， 进 化 论 12 篇 ， 其 它 11 篇 。 

BBA WMA PRR AEB MR, OTL Be 

FAL Rc, OF, Bakr, RAL SAG; 此 外 ， 在 

双 翅 目 方面 ， 如 实 蝇 、 眼 蝇 、 甲 蝇 、 牛 蛇 等 ， 也 做 了 不 少 工作 。 

几 十 年 来 ,他 发 表 了 中 国 、 日 本 和 东南 亚 地 区 昆虫 新 种 七 百 多 种 ， 

其 中 有 些 是 大 田 作 物 和 森林 果树 的 重要 害虫 。 陈 先生 于 1940, 

1964 和 1973 年 先后 提出 了 三 篇 论文 ， 对 叶 甲 总 科 的 分 类 系统 作 了 

修订 ， 其 中 不 少 观点 已 为 国际 甲虫 学 界 所 接受 。 整 个 时 甲 分 类 工 

作 曾 得 中 国 科 学 院 1978 年 重大 科技 成 果 奖 状 。 

1955 年 ， 他 发 表 了 昆虫 纲 的 历史 发 展 ， 对 昆虫 进化 的 三 个 

起 源 问 题 ， 即 昆虫 体型 的 起 源 ， 有 起 昆虫 的 起 源 和 全 变态 昆虫 的 

起 源 ， 试 用 辩证 分 析 , 论述 了 三 者 之 间 的 历史 继承 关系 。1958 年 ， 

在 《昆虫 分 类 的 一 个 新 系统 》 一 文中 ， 建 议 把 昆虫 岗 分 为 三 个 亚 

A: Ma GRA, RRA. MEA). AMA AWA. 

衣 鱼 目 ) MAMA, BABAA=TR: RRS GHA. 

apse + & pecs 

半 变 态 股 和 全 变态 股 。 关 于 甲虫 的 起 源 ,目前 尚 无 定论 ; 197347, 
他 与 谭 娟 杰 合 作 发 表 的 < 甘肃 白垩 纪 的 一 个 甲 瑟 新 科 ? 中 记述 了 该 
新 科 的 若干 原始 性 状 ， 发 现 它 的 稍 翅 和 膜 翅 脉 型 与 广 起 目 和 脉 超 
目的 脉 序 相 类 似 ， 从 而 支持 了 前 人 关于 畏 起 目 与 广 起 目 近 缘 的 学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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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 他 与 王 书 永 合 作 ， 发 表 了 “新 疆 叶 甲 的 分 布 概况 和 



芒 漠 适应 > 的 研究 论文 。 他 们 发 现 荒漠 叶 甲 的 最 显著 特点 是 踊 毛 

丧失 ;一般 叶 甲 在 踊 节 腹面 生 有 一 层 海 编 状 绒毛 ， 但 在 荒漠 种 类 

均 已 或 多 或 少 丧 失 而 呈 现 光 秃 现象 一 一 踊 节 光秀 成 为 荒漠 叶 甲 的 

形态 标志 。 新 疆 的 盆地 荒漠 和 山 翡 荒漠 都 有 其 特殊 的 叶 甲 种 属 ， 

和 绿 州 地 区 的 近 缘 种 属 比较 ， 可 以 追溯 其 隔离 适应 过 程 ， 为 生境 
阳 离 的 种 属 分 化 提供 显 突 的 例子 。 

科学 的 真 谤 是 在 严肃 的 斗争 中 磨 三 、 发 展 的 。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李 森 科 的 言论 在 我 国生 物 学 界 处 于 统治 地 位 ， 造 成 思想 混乱 。 

1956 年 ， 在 青岛 遗传 学 座谈 会 上 上 ， 陈 先生 以 达尔 文 的 生存 斗争 与 

自然 选择 学 说 ， 严 正 地 批驳 了 李 森 科 的 “种 内 无 斗争 ”的 论点 ， 

这 一 事实 揭示 了 当年 风靡 一 时 的 “达尔 文 主义 ”实际 是 反 达 和 尔 文 

击 义 。 从 这 时 开始 ， 他 对 物种 问题 ， 结 合 进化 规律 和 分 类 原理 ，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研究 ,作出 了 新 的 理论 贡献 .重要 的 著作 有 :关于 

物种 问题 > (1957)7、“《 分 类 学 的 若干 基本 概念 》 (1961)、“《 生 物 进 

化 的 辩证 法 > (1975)、《 进 化 论 与 分 类 学 》 (1977—19788) sk 

进化 史上 的 十 件 大 事 》 (1978b)、“《 生 物 发 展 的 历史 规律 ? (1978 © 

c) .生物 进化 的 三 条 路 线 》(1980 )、“《 物 种 概念 和 分 类 原理 》 

(1983a) 和 《进化 论 的 若干 基本 概念 (1983b)。 其 中 “进化 论 与 

分 类 学 》 曾 得 1978 年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奖状 和 中 国 科学 院 重 大 科技 成 

果 奖 。 

人 

物种 概念 是 进化 概念 的 核心 ， 达 尔 文 把 他 的 进化 论 巨 著 取 各 

为 《物种 起 源 >， 目 的 是 ， 从 痔 明 物 种 如 何 演变 mR) 以 说 

明生 物 如 何 进化 。 物 种 的 变 与 不 变 的 争论 ， 曾 经 是 进化 论 与 神 创 

论 的 斗争 焦点 ， 达 尔 文 以 变 的 事实 ， 否 定 了 物种 不 变 的 观点 ， 才 

使 进化 思想 取得 了 胜利 。 但 是 ， 遗 传 学 与 分 类 学 的 事实 表明 ， 变 

与 不 变 并 不 是 相互 排斥 ， 而 是 相辅相成 的 :变异 与 遗传 是 变 与 不 

变 的 矛盾 遗传 学 )， 变 异 的 物种 具有 不 变 的 特征 “〈 分 类 学 )。 据 

此 事实 ， 陈 先生 得 出 了 “又 变 又 不 变 的 物种 概念 ”(1975，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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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说 : 没有 变 ， 便 没有 进化 ; 没有 不 变 ， 也 不 会 有 进化 ， 因 

为 有 利 的 变异 便 无 从 保存 、 积 累 、 传 代 ， 自 然 选 择 学 说 也 就 不 能 

RSE F oh se 物种 在 又 变 又 不 变 中 演变 ， 生 物 在 又 变 又 不 变 中 进 

化 一 一 这 是 生物 进化 的 辩证 法 。 

物种 概念 又 是 分 类 学 的 理论 核心 。 分 类 系统 反映 进化 历史 ， 

这 是 进化 论 为 分 类 学 提供 的 基本 原理 。 新 的 物种 概念 体现 了 又 变 

又 不 变 的 进化 历史 ， 由 于 又 变 又 不 变 ， 每 一 物种 保持 有 自己 的 历 

史 标 志 ， 才 是 分 类 系统 可 以 反映 进化 历史 的 根本 原因 。 所 以 物种 

概念 阐明 了 系统 原理 ， 物 种 不 是 又 变 又 不 变 ， 便 没有 系统 分 类 

(1983a) 。 

分 类 工作 的 要 害 在 于 特征 分 析 , 事 实 上 ,是 分 类 特征 反映 进化 

AB. REN WHR. REED ABR: 祖 征 与 新 征 。 

每 一 物种 都 有 自己 的 福 征 和 新 征 ， 祖 征 是 进化 的 历史 记录 ， 是 追 “ 

漳 历 史 渊 源 的 根据 ， 代 表 不 变 的 一 面 ; 新 征 是 本 系 起 源 的 标志 ， 

是 建立 单 源 系 群 的 根据 ， 代 表 变 的 一 面 。 从 这 个 论点 出 发 ， 他 提 

出 了 六 条 原则 ， 作 为 特征 的 分 析 根 据 〈1983a)。. 陈 先生 一 向 重视 

特征 分 析 ，1964 年 ， 他 发 表 了 两 篇 文章 ， 即 《形态 特征 的 分 类 原 
理 ? 和 《形态 特征 的 对 比 法 则 >， 以 一 系列 的 对 立 观点 ,对 特征 分 析 

作出 了 新 的 综合 和 评价 。 

陈 先 生 说 ， 他 的 物种 概念 得 来 并 不 容易 ， 而 是 经 历 了 一 番 曲 

折 过 程 的 。 进 化 论 把 物种 演变 与 生物 进化 紧密 结合 起 来 ， 在 他 思 

想 上 ,，“ 物 种 不 变 " 已 成 为 “ 反 进 化 论 ” 的 同义词 ， 尽 管 遗 传 学 和 

分 类 学 的 事实 显示 了 物种 有 变 与 不 变 的 两 重 性 ,但 作为 物种 概念 ， 

前 人 既 未 明确 提出 过 ， 他 自己 亦 是 视而不见 ， 从 未 注意 。 直 到 有 

一 天 ， 在 讨论 基因 问题 时 ， 有 人 给 他 指出 ， 重 德尔 -摩尔 根 的 基 

因 是 不 变 的 ， 通 过 分 离 组 合 ， 再 分 离 ， 再 组 合 ， 分 分 合 合 ， 仍 然 

是 这 么 一 群 基因 ， 它 们 的 种 类 ， 人 性质 和 统计 数字 都 没有 变 。 这 上 自 

话 使 他 震惊 ， 同 时 又 使 他 深思 ， 因 为 所 指 的 正 是 重 德尔 的 实验 数 

据 ， 考 虑 到 重组 现象 和 现代 分 子 遗 传 学 问题 冰 明 的 遗传 与 变异 的 
分 子 机 制 ， 他 终于 领会 到 变 与 不 变 都 是 事实 一 一 物种 有 变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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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又 有 不 变 的 一 面 。 
新 概念 发 表 于 1975 年 ， 当 时 陈 先生 只 强调 遗传 学 的 根据 ， 没 

有 落实 到 分 类 学 领域 。 其 后 在 修改 * 生 物 史 初稿 的 过 程 中 ， 他 又 
体会 到 ， 物 种 的 两 个 经 典 标准 ， 即 形态 相似 和 杂交 不 育 ， 都 包含 
着 不 变 思想 。 在 分 类 工作 中 ， 人 们 总 是 要 求 固定 的 、 不 变 的 特征 
来 鉴定 物种 。 分 类 实践 证 明 ， 物 种 是 有 其 不 变 的 一 面 的 ， 正 是 这 
三 面 ， 才 是 物种 可 以 鉴定 的 根据 。 这 一 “发 现 ”使 他 又 惊 又 喜 ， 
惊 的 是 ， 搞 了 这 么 多 年 的 分 类 工作 ， 竞 然 不 知道 鉴定 物种 的 理论 
根据 是 不 变 概念 。 喜 的 是 ， 一 种 概念 如 果 正 确 ， 必 然 会 得 到 多 方 
面 的 支持 ， 现 在 分 类 学 又 给 予 新 的 支持 ， 使 他 感到 欣慰 (1978.)。 

现代 分 类 学 强调 物种 的 群体 概念 ， 主 张 以 群体 特征 作为 鉴定 
物种 的 根据 ， 陈 原先 的 想法 是 ， 强 调 群 体 特征 ， 就 是 宣判 个 体 不 
能 代表 群体 。 可 是 一 位 同志 给 他 指出 ， 个 体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可 以 
-代表 群体 的 ， 更 恰当 的 说 法 该 是 ， 个 体 又 代表 ， 又 不 代表 群体 。 
这 一 启发 给 他 以 很 大 帮助 ， 当 他 再 度 分 析 群 体 特征 时 ， 他 便 领 会 
到 ， 原 来 群体 与 个 体 之 间 的 特征 关系 ， 就 是 不 变 与 变 的 关系 ， 以 
群体 为 根据 的 物种 特征 ， 对 种 内 个 体 来 讲 是 不 变 的 保持 ， 但 对 种 
间 对 比 来 讲 则 又 是 变 的 体现 ， 这 原 是 新 的 物种 概念 所 应 得 出 的 必 
然 线 论 。 由 此 出 发 ， 步 步 引伸 ， 分 析 种 上 单元 的 特征 关系 ， 陈 先 
生 又 发 现 ， 各 级 特征 的 上 下 和 平行 关系 都 是 如 此 ， 整 个 系统 发 
育 “ 即 全 部 进化 历史 ) 是 又 变 又 不 变 的 过 程 。 这 一 “发 现 ”使 他 
不 胜 感慨 ， 他 说 ;“ 牺 种 是 进化 单元 ， 是 系统 发 育 的 基本 环节 ， 物 
种 如 和 何 演变 ， 系 统 发 育 也 就 如 何 进行 。 这 个 道理 似乎 再 简单 没有 
了 ， 可 我 原先 就 未 曾 想到 ， 只 是 通过 讨论 启发 和 逐步 分 析 ， 才 得 
到 认识 ”。 | 

结合 物种 概念 ， 他 又 以 五 对 矛盾 、 五 个 辩证 关系 ,总结 进化 
的 历史 规律 (1978。 ) .OO 进化 是 物种 变 与 不 变 的 斗争 ， 进 化 论 既 要 
说 明 贬 种 如 何 演变 ， 也 要 说 明 物 种 如 何不 变 ， 如 何在 变 与 不 变 的 
矛盾 中 演变 。 回 进化 是 生物 从 少 到 多 的 分 支 发 展 〈 多 样 化 ), 又 是 

“从 低级 到 高 级 的 阶段 发 展 〈 复 杂 化 ), 是 分 支 与 阶段 的 统一 发 展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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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进 化 是 生物 适应 环境 和 占领 环境 的 过 程 ， 是 向 空间 不 断 发 
展 的 过 程 ， 环 境 改变 生物 ， 生 物 改 变 环境 。@ 发 展 与 灭亡 是 一 对 
矛盾 ， 发 展 是 在 灭亡 的 基础 上 实现 的 ， 没 有 灭亡 就 没有 发 展 一 - 
生物 史上 经 历 了 大 量 的 物种 灭绝 。@ 渐 变 与 妈 进 又 是 一 对 矛盾 ， 
达尔 文 主张 渐变 进化 ， 强 调 “自然 不 跃 ", 但 渐变 中 有 跃进 ， 生 命 “ 
史上 曾经 有 过 多 次 重大 创新 ， 表 现 为 巨大 突破 ， 没 有 这 些 突破 ， 
进化 便 会 停滞 不 前 。 陈 先生 把 生命 史上 的 重大 创新 和 突破 ,总结 
为 < 生物 进化 史上 的 十 件 大 事 》， 即 ， 从 无 生命 到 有 生命 ， 从 非 细 
胞 到 细胞 ， 从 异 养 到 自 养 ， 从 嫌 氧 到 喜 氧 ， 从 原核 到 真 核 ,- 从 无 
性 到 有 性 ， 从 营 、 菌 生态 系统 到 植 、 菌 、 动 生态 系统 ， 从 单 细胞 
到 多 细胞 ， 从 水 到 陆 ， 从 猿 到 人 。 

近年 来 ， 木 村 资 生 的 中 性 学 说 引起 了 对 选择 学 说 的 争论 ， 运 
用 又 变 又 不 变 的 进化 概念 ， 对 此 可 以 作出 解释 。 因 为 中 性 突变 虽 
然 分 子 结构 变 了 ,但 功能 未 变 ,原先 的 适应 未 变 ， 故 自然 选择 对 之 
不 起 作用 。 根 据 适应 观点 ， 中 性 突变 是 “ 变 中 的 不 变 "%; 是 遗传 的 
一 种 稳定 性 机 制 〈1981)。 

生物 界 呈 现 三 种 主要 的 营养 方式 ， 组 成 为 进化 的 三 条 基本 路 
线 ， 自 养 植物 的 “光合 路 线 ", 异 养 菌 类 的 “吸收 路 线 ” 和 蜡 养 动 
物 的 “摄食 路 线 "。 植 物 进化 是 适应 于 “ 抓 光 ”的 斗争 ， 菌 类 进化 
是 适应 于 “ 抓 面 (吸收 面 )” 的 斗争 ， 动 物 进化 是 适应 Oe 
(和 被 抓 )” 的 斗争 。 据 此 ， 陈 先生 作出 了 “ 取 食 斗争 是 进化 的 主 
要 矛盾 ”的 结论 ， 他 指出 ,“ 三 种 斗争 都 是 取 食 的 斗争 。 生 存 斗 争 
是 生物 进化 的 主要 矛盾 ， 取 食 斗 争 是 生存 斗争 的 主要 矛盾 ， 进 化 

| 

用 

pl 

是 植 ， 菌 、 动 三 条 取 食 路 线 的 斗争 ”。 
从 进化 路 线 ， 陈 先生 又 提出 了 “双重 适应 ”的 概念 。 每 一 物 

种 都 要 求 一 定 的 生境 ， 适 应 于 一 定 的 生存 条 件 ， 没 有 两 个 物种 完 “ 
全 相同 。 这 就 是 一 般 所 称 的 适应 现象 ， 简 称 “ 生 境 适 应 ?。 三 条 进 
化 路 线 显示 了 前 人 所 未 曾 注意 的 另 一 适应 现象 ， 即 “路 线 适应 ”。 
一 切 动物 都 适应 于 摄食 路 线 , 一 切 植物 都 适应 于 光合 路 线 , 每 一 物 
种 既 有 具体 的 生境 适应 ， 又 有 方向 性 的 路 线 适 应 ; 从 适应 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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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 的 基本 内 容 是 三 条 路 线 和 双重 适应 。 
林 奈 把 生物 划分 为 植物 和 动物 的 两 界 系统 ， 随 着 现代 科学 的 

进展 ， 正 经 历 着 分 类 学 有 史 以 来 的 第 一 次 大 变革 。1979 年 ， 和 陈 

受 宜 合作 发 表 的 《生物 的 界 级 分 类 >， 对 当前 的 国际 动态 作 了 综合 
评述 ， 并 提出 了 两 个 改革 方案 。 其 一 是 把 整个 生物 界 划分 为 三 个 
总 界 ， 非 细胞 总 界 〈 病 毒 )、 原 核 总 界 和 真 核 总 界 , 代 表 生 物 进化 
的 三 大 阶段 ; 原核 总 界 下 分 细菌 和 蓝藻 两 界 ， 代 表 原 核 进化 的 两 
条 路 线 和 两 大 分 支 ， 真 核 总 界 下 分 植物 、 真 菌 和 动物 三 界 、 代 表 
真 核 进 化 的 三 条 路 线 和 三 大 分 支 。 其 二 是 ， 由 于 病毒 的 系统 地 位 
不 明 ,， 作 为 第 二 个 方案 ， 把 病毒 寄 放 在 细菌 界 内 ， 取 消 非 细胞 总 
界 ， 使 整个 系统 简化 为 两 个 总 界 和 五 个 界 。 

陈 先 生 在 科研 工作 中 喜欢 思考 一 些 理 论 问题 ， 他 的 方法 是 以 
辩证 唯物 主义 为 指导 思想 ， 一 点 深入 ， 钦 而 不 舍 ， 目 的 是 提炼 基 

_ 本 概念 ， 总 结 自 然 规 律 。 他 从 甲虫 分 类 开始 ， 在 长 期 的 分 类 实践 
过 程 中 ， 他 逐渐 体会 到 ， 物 种 问题 是 分 类 工作 的 要 害 ， 分 类 的 基 
本 内 容 就 在 于 区 分 物种 和 组 合 物种 。 从 物种 问题 作为 一 个 “点 ” 
开始 ， 联 系 到 分 类 原理 和 进化 的 历史 规律 ， 逐 步 深 入 ， 总 结 基 本 
概念 ， 揭 露 生物 进化 的 辩证 法 一 一 组 成 为 他 的 理论 探索 的 整体 过 
程 。 陈 先生 在 有 关 著 作 中 (1978.) 谈 到 ， 这 个 探索 过 程 并 不 是 -- 

帆 风 顺 的 ， 在 许多 关键 问题 上 ,往往 从 反面 意见 得 到 启发 和 促进 。 
他 对 物种 问题 的 研究 就 是 从 批判 李 森 科 的 反 达 尔 文 主义 言论 而 开 
始 的 ， 他 的 物种 概念 则 是 在 所 取 了 反 孟 德尔 遗传 学 的 言论 而 得 到 
启发 的 。 在 科研 工作 中 ， 人 们 常常 受 旧 概念 的 束缚 ， 因 循 守 旧 ， 
不 敢 创 新 。 正 如 前 面 所 谈 ， 陈 先生 原先 亦 有 一 定 的 思想 框框 ， 只 
是 通过 正 反 意 见 的 讨论 ， 在 对 立 观点 的 指引 下 ， 打 破 框框 ， 逐 步 
分 析 ， 最 后 才 认 识 到 :“ 全 部 进化 历史 是 又 变 又 不 变 的 历史 ”。 

a 

陈 先 生 对 他 自己 的 工作 总 结 了 三 条 经 验 ， 第 一 ， 研 究 问题 要 

围绕 一 个 中 必 ， 一 点 深入 ;第 二 ， 反 面 意见 常会 启发 展 路 ， 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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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第 三 ， 辩 证 唯物 主义 是 科研 工作 的 法 宝 ， 科 研 工作 者 要 学 
会 从 对 立 观点 思考 问题 、 分 析 问 题 ， 自 觉 地 运用 辩证 法 ， 对 自然 
规律 作出 辩证 综合 。 的 确 ， 这 正 是 陈 先生 儿 十 年 来 在 科研 实践 中 
一 丝 不 苟 、 身 体力 行 的 真实 写照 。 他 的 严谨 ， 认 真 的 治学 作风 ， 
成 为 我 们 学 习 的 楷模 。 尤 其 是 他 努力 学 习 辩证 唯物 主义 ,自觉 和 
善于 运用 辩证 唯物 主义 ， 使 科研 结果 升华 ,达到 哲理 高 度 。 所 以 ， 
这 些 宝贵 经 验 本 身 也 正 是 陈 先生 的 杰出 贡献 的 另 一 个 方面 。 

陈 先 生 待 人 和 需 ， 平 易 近 人 ， 在 追求 科学 真理 上 是 坚韧 不 拔 
的 战士 ， 在 培养 年 轻 人 上 是 循循善诱 、 诲 大 不 倦 的 良 师 》 在 工作 
上 是 恪尽职守 的 公仆 。 例 如 ， 在 1982 年 4 月， 他 因 病 住院 ， 病 势 
颇 凶 ， 作 为 达尔 文 逝 世 百 周 年 纪念 大 会 的 筹备 主任 ， 为 了 善 始 善 
终 开 好 大 会 ， 他 冒 着 病情 恶化 的 风险 ， 坚 持 起 草 大 会 开幕 的 发 言 
稿 。 他 每 口授 几 句 ， 体 温 就 要 高 升 一 点 ， 稍 事 休息 后 再 和 于， 每 拟 
就 一 节 ， 陈 先生 已 是 通 身 汗 湿 ,体温 急剧 上 升 了 。 如 此 在 斗 两 天 ， 
终于 完成 文稿 。 他 虽然 因此 受到 医师 、 护 士 从 的 善意 责备 ， 但 心 
里 仍然 是 十 分 快 奈 的 。 这 种 对 工作 高 度 负责 的 精神 ， 深 深 感 动 了 
周围 的 人 。 

陈 先生 近期 内 正 致力 于 编写 4 动物 志 》， 在 编写 4 动物 志 ? 的 基 
础 上 将 对 分 类 学 原理 和 进化 的 历史 规律 ， 继 续 进 行 探索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Recherches sur les Chrysomelinae de la Chine et du Ton- 

kin. Thése, Univ,Paris, 105 pp. (19344). 

2. Revision of the Halticinae of Yunnan and Tonkin, Sinensia 

5:225—393 (1934p). 

3. Study on Chinese Eumolpid beetles,Sinensia 6:221—387 

(1935). 

4, Genera of Oriental Halticinae, Sinensia 7:625—667(1936). 

5, Trypetidae of North China,Sinensia 9:1—180 (19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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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nsia 11:450—481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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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ise 9:9—67 (1942). 

Vision and flight,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ci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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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平 澜 合 作 )。 
Chinese and Japanese Pyrgotidae,Sinensia 17:47—74(1947). 

昆虫 岗 的 历史 发 展 。 昆 虫 学 报 5 (1):1 一 43 (1955). 

关于 物种 问题 。 科 学 通报 2:33—42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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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谢 列 贞 、 邓 国 藩 等 合作 )。 

分 类 学 的 若干 基本 概念 。 昆 虫 学 报 10 (4 一 6)，321 一 338(1961)。 

昆虫 的 变态 类 型 与 分 类 体系 。 昆 虫 学 报 11(1):1 一 15 (1962a)。 

新 疆 叶 甲 的 分 布 概况 与 荒漠 适应 。 动 物 学 报 14 (3):337 一 354 

(1962p), (与 王 书 永 合 作 )。 

西藏 昆虫 考察 报告 一 一 鞘 翅 目 叶 甲 科 。 昆 虫 学报 12 (4):447 一 457 

(1963 ) 。 

形态 特征 的 分 类 原理 。 科 学 通报 9:770 一 779 (1964a). 

形态 特征 的 对 比 法 则 。 科 学 通报 11:973—979 (1964b)。 

叶 甲 的 演化 与 分 类 。 昆 虫 学 报 ”13 (4):469 一 483 (1964.), 

中 国 的 柑 桔 跳 甲 。 动 物 分 类 学 报 3 (4):67 一 75 (1966), (Re 

KATE). 

叶 甲 的 分 类 。 昆 虫 学 报 ”16 (1):47—56 (19734). 

甘肃 白垩 纪 的 一 个 甲虫 新 科 。 昆 虫 学 报 ”16(2):169 一 179 (1973b)， 

(与 谭 娟 杰 合 作 )。 

生物 进化 的 辩证 法 。 科 学 通报 20 (8):348—357 (1975). 

进化 论 与 分 类 学 。 昆 虫 学 报 20 (4):359 一 381 (1977). 

又 : 增订 重 版 ， 北 京 科 学 出 版 社 (1978a)。 

生物 进化 史上 的 十 件 大 事 。 科 学 通报 23 (3):138 一 145 〈19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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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的 界 级 分 类 。 动 物 分 类 学 报 4 (1):1 一 12 (1979a)， (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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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物种 定义 。 动 物 分 类 学 报 4 (4):425—426 (1979p). 

生物 进化 的 三 条 路 线 。 自 然 辩 证 法 通讯 2 (5):14 一 16,，45(1980)。 

适应 与 不 适应 一 一 自然 选择 的 矛盾 。 自 然 辩 证 法 通讯 3 (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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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概念 与 分 类 原理 。 中 国 科 学 ，B 辑 4:315 一 320 (198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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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类 学 家 

(i906— sD 

PR 春 

(=) 

” 郑 作 新 教授 是 我 国 著名 的 鸟 类 学 .动物 分 类 学 及 地 理学 专家 。 
1906 年 11 月 18 日 生 于 福建 省 福州 。 他 的 童年 并 不 美好 ，5 岁 丧 母 ， 
父亲 为 生计 奔波 在 外 ， 从 小 靠 祖母 抚养 。 中 学 时 代 ， 他 以 惊人 的 
BANGER, ARSE WME, FURR, (RAM 
BY, 出 乎 大 们 意外 ， 被 取消 报考 资格 ， 这 不 仅 使 他 全 然 不 解 ， 也 
使 他 的 中 学 老师 偶 名 其 妙 。 经 查询 ， 方 知 因为 他 才 15 岁 ， 不 够 考 
大 学 年 龄 。 经 过 校方 特别 推荐 ， 才 得 应 试 机 会 。 在 考场 上 ， 他 的 
笔试 出 类 拔 储 ， 他 的 口试 对 答 如 流 ， 使 主考 人 感到 惊讶 | 19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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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毕 业 于 福建 协和 大 学 生物 系 。 由 于 学 业 优 异 ， 当 年 夏 间 就 被 美 

国米 西 于 大 学 录取 为 研究 生 。 当 初 ， 他 在 美国 勤工俭学 ， 一 年 后 

就 取得 了 米 西 于 大 学 的 奖学金 ， 旋 又 当 上 助教 ， 在 国外 致力 于 动 

物 胚胎 学 的 研究 ， 曾 发 表 林 峙 的 肉 雄 间 性 现象 [Intersexuality in 
Rana cantabrigensis. Journ. Morph. and physiol. 48(3):345— 

469 (1929)); 林 蛙 雌雄 间 性 的 一 新 发 现 [A_ new case of inter- 

sexuality in Rana cantabrigensis. Biol. Bull. 57 (6):412—421 

(1929); 林 蛙 晴 时 的 肉 雄 间 性 ~CInterseuality in tadpoles of 

Rana cantabrigensis. Pap. Mich. Acad. Sci. , Arts and Letters 

11:353—368(1930)); 林 蛙 生殖 腺 低 育 现象 ULHypogeni talism in 

Rana cantabrigensis. Pap. Mich. Acad. Sci. , Arts and Letters 

11:369 一 380(1930)]。21 岁 (1928 年 ) 获 得 硕士 ，23 岁 (1930 年 ) 得 

米 西 于 大 学 科学 博士 学 位 ， 其 论文 由 大 学 推选 在 德国 科学 刊物 
(Zeitschn. fur Zellf. und mikr. Anat.) 上 发 表 。1930 年 回国 

后 ， 在 他 的 母校 协和 大 学 任 动 物 学 教授 兼 生物 系 主任 ， 直 至 1947 

年 。 目 1938 年 起 ， 还 前 后 兼任 教务 长 及 理学 院 院 长 。1933 年 一 

1938 年 兼任 福建 省 立 科学 馆 生 物 学 部 主任 ，1941 一 1947 年 兼 福建 

研究 院 研 究 员 。1945 一 1946 年 应 邀 往 美国 任 鸟 类 学 客座 教授 。 

1948 一 1949 年 转 往 国立 编译 馆 任 自然 科学 组 的 编纂 并 兼 前 中 央 大 

学 教授 。 

1929 一 1949 年 间 发 表 研 究 专著 6 种 ， 研 究 论文 51 篇 ， 科 普 作 

品 27 fo HE MAA BRAS. ADDS, A 是 鸟 类 

学 。 编 有 《生物 学 实验 教程 (1932 年 ， 由 商务 印 书馆 出 版 ) 及 * 普 
通 生 物 学 》 (1945 年 ， 由 前 正中 书局 出 版 2 前 者 是 国内 最 旱 出 版 
的 大 学 有 用书。 研究 专 车 有 «<The germ cell origin and grnad 

formation. Zeitschr. f. Zellf. u. mikr. Anat. 16 (3—4):495— 

596 (1932) Jel. Sex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Zeits-. 

chr. f. Zellf. u. mikr, Anat. 16 (4—4)?542—596 (1932)9, «#4 

SEES EM? (1947 年 ， 协 大 生物 学 报 6.7 一 11)5《 福 州 江豚 纪要 > 

(1942 年 ， 协 大 生物 学 报 ，3. 110 一 115 )，《 福 建 习 见 兰 椎 动物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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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 年 ，3.78 一 99)。《Checklist of Chinese birds Trans. _ 

Chin. Assoc. Adv. Sci. 9:49—84»«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 

bution of Chinese birds, C. R. 13e Congr. Inter. Zool. , Paris 

1948 (1949), 408—410 (1949)»>%&, 

郑 作 新 1934 年 参加 了 中 国 动物 学 会 ， 是 该 会 的 发 起 人 之 一 。 
解放 初 年 〈1950 一 1953 年 )， 担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编译 出 版 委员 会 编 
审 和 名 词 室 主任 ， 兼 中 国 科 学 院 动物 标本 整理 委员 会 委员 兼 秘书 
等 。 

郑 作 新 现在 中 国 科学 院 生 物 学 部 委员 、 中 国 科 协 全 国 委员 会 
委员 、 中 国 科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委员 、 兰 椎 动物 分 类 区 
REBEL, 北京 自然 博物 馆 业 务 副 馆 长 兼 自然 历史 研究 所 研究 
员 兼 所 长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濒危 物种 科学 组 组 长 。 他 积极 参加 全 
国 科学 技术 活动 ， 是 中 国 动物 学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中 国 鸟 类 学 会 理 
事 长 ，: 利 国 动物 志 编 委 会 副 主任 ,国家 大 地 图 集 编 篆 委 员 会 委员 ， 
中 国 大 百科 全 书 动物 组 主编 及 动物 学 报 主编 及 其 它 学 报 、 文 集 、 
动物 学 考察 队 等 等 的 负责 人 及 顾问 等 。 

““ 郑 作 新 是 日 本 。 德国 、 英 国 和 美国 等 国 鸟 类 学 会 名 誉 通讯 会 
员 ， 美 国 科 学 荣誉 学 会 会 员 ， 世 界 稚 类 协会 副 会 长 。 

1956 年 六 他 前 往 苏 联 ,1957 年 到 苏联 及 东 德 进行 岛 类 学 研究 ， 
查看 中 国 鸟 类 收藏 并 作 学 术 报 告 。1978 一 1979 年 他 应 邀 前 往 英 国 

参加 世界 妈 类 协会 在 苏格兰 的 因 佛 内 斯 (Inverness) 市 召开 的 第 
一 次 世界 松 鸡 科 专 题 论文 学 术 报 告 会 。 在 会 上 作 了 “中 国松 鸡 和 
黑 琴 鸡 的 分 类 和 生态 特征 ”的 报告 ， 受 到 与 会 者 高 度 哆 扬 ， 并 被 
选 为 该 协会 副 会 长 。 访 英 期 间 ， 受 全 英 鸟 类 协会 邀请 在 牛津 大 学 
作 了 “中 国 岛 类 区 系 ， 特 别 是 挫 类 的 概况 ”的 报告 ， 并 分 别 在 苏 
i SMH HMA CBBC) 作 了 电视 讲话 , :这 次 访问 为 增进 中 英 
两 国 鸟 类 学 工作 者 学 未 交流 和 友谊 作出 了 贡献 。1979 年 初 ， 他 受 
世界 鸟 类 保护 协会 的 邀请 前 往 法 国 巴 黎 参 加 该 协会 委员 会 ， 在 会 
让 被 推选 为 该 协 套 摊 类 和 水 禽 组 组 长 ， 但 他 多 了 予 考虑 ,未 表 同 意 。 

51980 年 ， 生 率领 中 国 代表 团 前 往日 本 北海 道 参加 国际 水 禽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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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讨论 会 ， 受 到 日 本 星 家 接见 和 宴请 。 在 日 本 北海 道 访问 期 间 ， 

他 在 大 会 上 提出 学 术 报告 ， 并 在 记者 招待 会 上 介绍 我 国 科研 情况 

并 回答 问题 ， 所 讲 的 一 切 型 日 均 见 报 ， 并 用 大 字号 印 出 ， 麦 动 一 

时 。 同 年 还 作为 中 国 科 学 院 代表 团 生 物 学 方面 代表 前 往 美 国 进行 

科学 谈判 ， 并 在 哈佛 大 学 ， 美 国 自 然 历史 博物 馆 世界 稚 类 研究 中 

心 及 芝加哥 Field 博物 馆 等 作 鸟 类 报告 ， 并 作 广播 讲话 。 作为 中 

国 鸟 类 学 考察 团团 长 ， 他 前 往 澳大利亚 进行 友好 访问 ,并 作 夫 会 

发 言及 学 术 报 告 ， 返 后 即 往日 本 进行 中 日 候鸟 协定 谈判 。 

1981 年 ， 他 作为 中 国 代表 团团 长 再 次 赴 美 进行 中 美 两 国 科学 

谈判 。 在 回程 中 ， 路 过 米 西 于 大 学 ， 由 该 校 授予 化 誉 科学 奖状 s 

1949 一 1982 年 间 他 发 表 研究 专著 13 种 ， 研 究 论文 75 篇 过 各 种 

著述 30 种 ， 科 普 文 章 190 篇 。 郑 作 新 早 在 三 十 年 代 初 就 开始 从 事 我 

国 鸟 类 学 研究 工作 ， 他 的 第 一 篇 有 关 鸟 类 的 论文 发 表 于 1934 年 ， 

中 国 杂 志 上 ， 论 文 题目 “A list of Chinese birds heretofcre 

Tecorded only from Fukien province” (中 国 鸟 类 迄今 仅 获 自 福 

建 的 记录 )。 而 今 ， 半 个 世纪 已 经 过 去 了 ,这 位 当年 的 中 国 留美 学 

生 已 成 为 誉 满 全 球 的 鸟 类 专家 了 。 半 个 世纪 来 他 呕心沥血 地 培养 
了 成 百名 的 中 国 鸟 类 学 进修 生 和 研究 生 ,， 他 的 学 生 人 遍布 全 国 和 世 
界 上 许多 国家 ， 其 中 不 少 已 成 为 研究 主任 、 教 授 。 副教授 等 ， 奸 
立 一 支 可 观 的 中 国 动物 学 工作 者 的 队伍 ,他 们 正在 不 同 单位 里 发 
挥 自己 的 聊 明 和 才 于 。 郑 作 新 不 愧 为 中 国 鸟 类 学 的 启蒙 者 、 创 始 
人 。 【 

eet 

郑 作 新 对 中 国 鸟 类 学 工作 作出 了 卓越 的 贡献 只 他 的 代表 作 是 “ 
“中 国 鸟 类 分 布 名 录 》， 这 是 一 部 近 百 万 字 的 巨著 % 中 国 鸟 类 学 的 
经 典 著作 ， 是 中 国 鸟 类 学 专业 工作 者 、 业 余 鸟 类 爱好 者 和 各 国 鸟 “ 
类 专家 ， 特 别 从 事 研究 中 国 鸟 类 工作 者 必 备 的 工具 书号 对 于 国际 
间 鉴 定 候鸟 条 约 、 世 界 濒危 动 植物 种 贸易 公约 等 也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AYER, 同时， 对 农 、 林 、 牧 ， 副 、 医 等 也 是 一 本 很 有 价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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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书 。 他 从 1945 一 1946 年 任 美国 客座 教授 起 ， 至 1958 年 ， 整 整 

花 了 12 年 的 精力 和 心血 ， 查 看 了 美国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 纽 约 自 然 

历史 博物 馆 、 哈 佛 大 学 比较 动物 学 博物 馆 、 莫 斯 科 博 物 馆 、 列 宁 

格 勤 博 物 馆 、 柏 林 博 物 馆 标本 以 及 国内 各 主要 的 大 专 院 校 及 研究 

所 ， 查 阅 了 中 、 英 、 德 、 法 等 各 种 语言 的 一 千 多 篇 专著 和 论文 ， 

于 1958 年 首次 出 版 这 部 巨著 。1976 年 8 月 增补 出 版 中 国 鸟 类 分 布 

名 录 》 第 三 版 。 本 书 内 容 包括 了 我 国 迄 至 1972 年 为 止 已 知 的 全 部 

中 国 岛 类 。 全 书 共 110 万 字 共 分 五 部 分 。 这 本 书 不 只 是 一 本 汇总 
编纂 的 书 ， 而 且 是 经 过 深入 钻研 的 成 果 。 本 书 再 版 后 ,抢购 一 空 ， 

世界 各 国 鸟 类 学 家 亦 纷纷 来 索 。 为 满足 全 世界 鸟 类 学 工作 者 需 

要 ， 郑 作 新 正 补 充 从 英国 自然 博物 馆 和 巴黎 博物 馆 所 查看 的 中 国 

标本 ， 以 及 近 十 年 来 国内 鸟 类 分 类 、 分 布 以 及 生境 、 现 况 等 方面 

研究 最 新 成 果 ， 并 从 1979 年 着 手写 出 英文 版 ， 现 已 交付 出 版 社 ， 

预计 不 久 将 可 问世 。“ 中 国 鸟 类 分 布 名 录 > 英 文 版 的 见 世 ， 必 将 为 

世界 鸟 类 学 家 所 热烈 欢迎 ， 亦 将 成 为 国际 上 最 宝贵 的 鸟 类 学 经 典 

著作 之 一 而 载 入 史册 。， 

半 个 世纪 来 ， 郑 作 新 从 胚胎 学 入 手 , : 转 而 广泛 开展 鱼 类 、 两 

栖 类 、 疏 行 类 、 哺 乳 类 ， 最 终 立 足 于 鸟 类 学 和 动物 地 理学 上 是 有 

其 历史 和 客观 因素 的 。 他 从 小 就 喜欢 鸟 类 。 童 年 时 代 ， 老 祖母 给 

他 讲 的 故事 中 就 有 一 个 精 卫 填 海 ? 的 故事 。 精 卫 鸟 坚毅 不 拔 的 填 

海 精 神 唤起 了 他 对 鸟 类 的 强烈 兴趣 。1926 年 春季 ， 郑 作 新 毕业 于 

福建 协和 大 学 生物 系 ， 当 年 夏天 到 美国 米 西 干 大 学 生物 系 学 习 ， 

有 一 天 ， 在 一 所 博物 馆 里 ， 他 被 一 只 颜色 艳丽 的 金鸡 标本 深 深 地 

吸引 住 了 。 定 睛 一 看 ， 不 由 得 一 惊 ， 这 不 就 是 产 于 祖国 陕西 秦岭 

山区 一 一 宝鸡 市 的 特产 吗 ? 他 凝视 标本 ,， BA. 外 国 博 物 馆 

陈列 的 ， 竟 是 中 华 大 地 的 特产 ， 这 些 珍 禽 居 然 由 外 国人 命名 ， 而 

我 国 对 此 却 没有 自己 的 研究 成 果 ， 他 心中 感到 难过 ， 一 种 民族 自 

苯 心 油 然而 生 。 他 发 碑 ， 要 自己 着 手 进 行 祖国 鸟 类 资源 的 研究 ， 

为 中 华 民 族 出 气 争 光 。 

1930 年 ， 郑 作 新 获得 博士 学 位 回国 。 当 时 国内 对 鸟 类 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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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说 是 空白 。 没 有 仪器 ， 没 有 资料 ， 标 本 也 少 得 可 怜 。 他 只 能 
带 着 学 生 到 野外 观察 、 采 集 依 鸟 ， 创 建 标本 室 。 

抗日 战争 爆发 后 ， 学 校 迁 到 闽 北 的 山城 邵武 。 在 这 个 穷 乡 个 
壤 ， 条 件 更 加 艰苦 。 这 里 属于 武夷 山 山 脉 ,， 山 蛮 起 伏 ,丛林 茂密 ， 
是 鸟 类 的 世外桃源 。 每 当 晨曦 微 露 ， 郑 作 新 就 来 到 野外 树林 里 ， 
对 鸟 的 生活 情况 以 及 它们 的 种 类 、 迁 徙 .繁殖 和 数量 消长 等 问题 ， 
进行 观察 研究 ， 写 成 < 三 年 来 邵武 野外 鸟 类 观察 报告 >s 这 一 专著 
是 我 国 关 于 鸟 类 数量 统计 的 第 一 篇 报道 ,受到 当时 科学 界 的 重视 。 

抗战 胜利 后 ， 郑 作 新 到 美国 做 “客座 教授 2， 在 纽约 “美国 自 
然 历史 博物 馆 ” 和 华盛顿 “ 史 密 逊 研究 中 心 ”查看 对 比 中 国 鸟 类 
收藏 。 在 这 里 他 又 一 次 痛心 地 看 到 被 掠夺 的 中 国 鸟 类 资源 ,他 从 
中 搜集 了 大 量 有 关中 国 鸟 类 资源 和 文献 报道 。1947 年 回国 ， 那 正 
是 黎明 前 的 黑暗 ， 作 为 一 个 正直 的 爱国 教授 ,他 异 恨 国民 党 的 专 
制 暴 虐 ， 同 情 学 生 运动 。 他 的 进步 立场 遭 到 反动 当局 的 责难 ， 他 
拂 袖 而 去 ， 到 南京 国立 编译 馆 编 书 。 这 里 虽然 号 称 “编译 馆 "% 实 
际 上 是 官场 失意 的 政客 们 藏 污 纳 拆 之 地 。 郑 作 新 瞧 不 惯 那些 拿 着 
高 薪 却 不 学 无 术 的 家 伙 ， 他 一 个 人 离 群 索 居 。 著 书 立 说 ， 写 下 了 
一 篇 又 一 篇 新 著 。 

南京 一 解放 ， 郑 作 新 立即 被 调 到 北京 ， 参 加 中 国 科学 院 的 筹 
建 工作 ， 后 来 又 在 新 建 的 动物 研究 所 当 研究 员 。 解放 前 ， 他 在 人 
AEH Be} i. RS. BUREN SP, WHS 
AE REIT RR. Ak, HERAT RA eae 
WKH. HAP RBER, SDE EDR, 是 对 全 国 
岛 类 资源 作 一 番 全 面 系统 的 调查 整理 ， 摸 清 全国 鸟 类 “家 底 ” DL 
及 它们 的 活动 规律 。 现 在 ， 机 会 来 了 ， 怎 能 不 高 兴 呢 ? FH, 
花木 葱 范 的 亚热带 森林 到 茫茫 无 际 的 内 蒙古 大 草原 ， 从 横断 山脉 “ 
到 黄海 之 滨 ， 都 留 下 了 他 进行 考察 的 踪迹 。 

五 十 年 代 初 ， 他 和 助手 们 一 起 ， 在 果园 里 日 夜 值班 ;细致 地 “ 
观察 各 种 食 虫 鸟 类 的 习性 ， 经 过 长 期 艰辛 努力 ， 写 出 了 河北 昌 
黎 果 区 主要 食 虫 鸟 类 的 调查 研究 ?和 《中 国 经 济 鸟 类 志 六 后 一 本 书 

° 312° 



的 再 版 立即 引起 国际 上 的 反响 。 美 国 把 它 译 成 英文 ， 并 制 成 缩影 
BAAS. RK, MRE REM, ARTO, ae 
—HREA RRA’ HOM, SUTRA BCX, 3 
主持 出 版 了 《全 国 动物 区 划 》、《“《 秦 岭 鸟 类 志 》。 在 《全 国 动物 区 划 》 
专著 中 ,他 把 国内 的 “ 古 北 ”、“ 东 洋 汪 两 个 动物 地 理 界 间 的 分 界 
线 划 在 秦岭 ， 西 伸 至 喜马拉雅 出 脉 ， 这 与 传统 的 划 法 截然 不 同 ， 
还 把 全 国 划 芬 为 七 个 动物 地 理 区 和 十 六 个 亚 区 ， 这 个 区 划 方 案 至 
今 还 普遍 地 被 采用 。 

解放 后 三 十 多 年 来 ， 中 国 科学 院 先 后 组 织 了 1957 一 1960 年 华 

南 热 带 征 牺 资 源 综合 考察 队 ; 1956 一 57 年 中 苏 热带 生物 资源 考察 
队 ; 1956 一 1980 年 青藏 高 原 综 合 考察 队 ;， 喜马拉雅 山 的 珠穆朗玛 

话 科学 考察 1958 二 1960 年 南水北调 考察 队 和 1981 一 1985 年 横断 
看 脉 考察 队 等 ， 郑 作 新 均 为 动物 方面 负责 人 ， 同 时 还 组 织 各 种 专 
题 考 察 和 地 区 性 的 动物 调查 等 。 在 这 基础 上 ， 郑 作 新 对 中 国 至 今 
已 知 鸟 类 进行 了 全 面 分 析 ， 系 统 整 理 ， 并 把 几 次 出 国 在 国外 博物 
馆 中 所 查看 的 中 国 鸟 类 收藏 进行 补充 ， 写 成 了 前 面 所 述 的 《中 国 
鸟 类 分 布 名录 》。 | 

郑 作 新 是 二 个 治学 严谨 .一 丝 不 苟 的 科学 家 。 半 个 世纪 以 来 ， 
他 几乎 天 天 和 鸟 类 打交道 他 省 那样 认真 地 钻研 鸟 类 ， 熟 悉 鸟 
类 ， 并 为 此 倾注 了 自己 的 全 部 心血 ， 热 心地 为 岛 类 “ 编 家 谱 、 编 
档案 ”就 拿 鸟 类 的 分 类 来 说 ， 这 个 工作 ， 世 界 鸟 类 学 家 已 经 做 了 
三 、 三 百年 ;名 类 的 新 种 在 全 世界 范围 内 ， 现 今 已 经 是 很 难 发 现 
也 ,得 建国 以 来 ， 他 却 和 助手 们 二 起 ， 先 后 发 现 了 15 个 鸟 类 新 亚 
种 ;这 些 发 现 不 仅 丰富 了 世界 鸟 类 区 系 ， 且 为 祖国 争 得 了 荣誉 。 

1964 年 ， 在 四 川 峨 岂 山 的 深山 老林 中 ， 郑 作 新 在 老 猎 人 的 协 
助 下 ， 获 得 了 二 只 亚热带 产 的 白 角 。 经 过 他 深入 研究 ， 认 为 是 白 
MATAR, SIAL He “IDES” 
出 了 关于 自前 发 源 地 的 推断 ， 其 研究 成 果 于 1964 年 在 我 国 的 动物 
学 报 上 发 表 。 美 国史 密斯 先生 三 十 年 代 就 已 在 中 国 四 川 采 得 白 锡 ， 
但 他 并 未 发 现 是 新 亚 种 。 他 的 后 继 者 特 雷 勤 CTraylor) 博 士 , 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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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四 川 标本 后 历 三 十 年 之 后 的 六 十 年 代 才 研究 出 这 是 个 新 亚 种 ， 

WHA “MR ARS” 4th SIX ICH, AEM MRR “IR 

岂 白 钢 ” 文 章 的 二 年 之 后 。 他 命名 的 “ 郑 氏 白 钢 ”在 科学 上 从 优 

先 律 的 规定 而 言 却 不 能 成 立 ， 只 能 是 “ 哦 蝇 白 名 ” 的 同 物 异 名 黑 

了 ， 所 以 特 雷 勤 博 士 所 写 的 论文 没 得 发 表 ， 审 查 特 雷 勤 论文 的 

那 位 东 德 专家 施 特 雷 泽 曼 (Stresemann) 博 士 事后 写 信 给 郑 作 新 幽 

默 地 说 ， 当 时 中 国 和 美国 分 歧 不 少 ， 但 在 “ 峨 岂 白 例 ” 的 问题 上 

却 有 着 一 致 的 看 法 ， 不 过 中 国 对 这 一 发 现 是 领先 子 。 

郑 作 新 在 中 国 鸟 类 系统 分 类 研究 方面 ， 也 作出 了 不 少 贡献 。 

他 先后 发 表 了 “四川 白 背 吸 木 鸟 的 一 新 亚 种 >, 中国 钩 跨 山 的 系统 

分 类 研究 >, 《 黑 脸 噪 珊 的 两 个 亲缘 种 在 国内 的 亚 种 分 化 ;包括 一 

HLA, 《 红 翅 网 现在 我 国 的 亚 种 分 化 >, 《 秋 沙 鸭 属 分 类 系统 初 

探 >,《 中 国 噪 届 属 的 演化 及 其 起 源 地 和 边缘 区 之 种 类 的 比较 研究 ” 

和 《暗色 多 省 的 亚 种 分 化 ?*。 在 研究 鸟 类 系统 分 类 的 过 程 中 ;在 理 

论 方面 ， 他 曾经 提出 亲缘 种 亚 种 分 化 平行 的 论断 、 大 陆 亚 种 与 岛 

屿 亚 种 在 分 化 上 有 记 不 同 的 观点 ,及 关于 新 种 起 源 地 的 新 见解 等 。 

他 对 中 国 乌 类 系统 分 类 等 研究 上 取得 的 成 就 ， 使 他 在 全 国 科学 大 

会 获 “ 中 国 鸟 类 系统 分 类 研究 ”项 目的 重大 科学 成 果 奖 状 。 “中 

国 动物 地 区 区 划 、“ 中 国 鸟 类 谱 志 ”也 获奖 。 
1978 年 在 他 的 带领 下 ， 由 中 国 科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北 京师 范 “ 

大 学 、 北 京 动物 园 等 单位 编著 出 版 了 我 国 动物 志 的 第 一 专著 《中 

国 动物 志 一 一 鸟 纲 第 四 卷 ( 鸡 形 目 )>。 这 是 我 国 鸡 形 目 研 究 工作 

在 现 阶段 的 总 结 ， 它 对 我 国 已 知 鸡 类 的 鉴别 、 BAL EBL. 

分 类 讨论 和 经 济 意 义 等 方面 ， 均 进行 了 深入 研究 和 冰 述 。 书 中 计 

有 2 科 26 属 56 种 ， 另 有 74 个 亚 种 。 并 附 有 插图 28 张 ， 分 布 图 25 张 ， 

原色 外 形 及 鸟 卵 图 8 版 ， 古 画 照 片 2 帧 。 本 卷 所 据 以 研究 和 描述 标 “ 
本 占 国内 已 知 种 数 的 86% ， 亚 种 数 的 78% ， 其 中 绝 大 部 分 是 解放 ” 
后 采集 到 的 ， 包 括 对 青 茂 高原、 珠穆朗玛 峰 等 地 区 系 的 科学 考察 
所 得 的 珍贵 标本 和 资料 ， 把 过 去 在 分 类 问题 上 的 错误 和 混乱 的 问 

题 加 以 订正 和 澄清 ， 对 亚 种 分 化 、 梯 度 变 异 等 理论 问题 进行 了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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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帘 。 他 在 鸟 类 鸡 形 目的 研究 中 纠正 了 达尔 文 关 于 “中 国家 鸡 的 祖 

先 不 在 中 国 ， 而 是 从 印度 传 来 的 ”错误 说 法 。 过 去 关于 中 国家 鸡 

的 起 源 问题 ， 欧 美 各 国 和 日 本 以 及 中 国 的 《家 禽 学 ?书籍 中 ， 都 说 

”中 国 的 家 鸡 是 从 印度 引进 的 。 这 种 说 法 是 依据 达尔 文 的 《动物 和 

植物 在 家 养 下 的 变异 ?一 书 。 达 和 尔 文 在 这 本 书 中 写 道 ,“ 印 度 鸡 被 家 
养 ， 是 在 k 玛 奴 法 典 ? 完 成 的 时 候 ， 大 约 在 公元 前 1,200 年 …? 又 写 
道 “ 鸡 是 西方 动物 ， 是 在 公元 前 1,400 年 的 一 个 王朝 时 代 引 到 东 
方 中 国 的 ”， 这 里 的 西方 就 是 指 印度 。 郑 作 新 根据 他 对 中 国 考古 
研究 和 古籍 的 考证 ， 发 现 了 达尔 文 是 根据 中 国 的 “百科 全 书 ( 当 
指明 朝 的 《三才 图 会 >》 中 错误 的 说 法 而 提出 来 的 ， 后 人 都 受 了 他 
的 影响 。 研 究 和 考证 的 结果 证 明 : 中 国 对 家 鸡 的 驯化 较 印度 为 早 ， 
中 国 的 家 鸡 不 是 从 印度 引进 的 ， 而 是 由 中 国人 民 自 行 驯化 的 。 中 
国家 鸡 的 祖先 是 中 国 的 原 鸡 ， 不 是 印度 的 原 鸡 。 

至 于 中 国 野生 鸡 类 ， 计 有 56 种 ， 占 了 世界 总 种 数 五 分 之 一 。 
在 中 国 所 产 的 野鸡 类 中 ， 有 三 分 之 一 是 中 国 的 特产 ; HA 
马 鸡 则 是 中 国 的 特产 属 。 对 鸡 形 目的 系统 、 深 入 研究 是 对 整个 岛 
类 分 类 学 的 贡献 。 

1979 年 郑 作 新 继而 主编 k 中 国 动物 志 一 一 鸟 纲 第 二 卷 ( 叭 形 
目 )y。 书 中 计 有 1 科 ，2 个 亚 科 ，6 族 ，19 个 属 及 46 种 , 另 5 个 亚 种 。 
并 附 有 插图 32 张 ,分布 图 33 张 ， 原 色 外 形 图 8 版 ， 古 画 照 片 2 帧 。 
本 书 内 容 与 鸡 形 目 相似 。 当 时 恢复 了 科学 奖金 。 本 书 被 评 为 优秀 
Heth, 获得 了 1982 年 中 国 科学 院 自然 科学 的 二 等 奖 。 

近 二 十 年 来 ， 随 着 工业 不 断 地 发 展 ， 人 口 增加 ， 城 市 的 扩建 
和 新 建 ,三废 已 越 来 越 严 重地 污染 大 自然 界 ， 加 之 人 们 破坏 鸟 类 
赖 以 生存 的 自然 环境 以 及 乱 捕 滥 猜 动物 和 毁 梨 取 卵 现 象 普遍 ， 有 
时 相当 严重 地 破坏 现代 生存 的 鸟 类 ， 许 多 鸟 类 正 处 于 濒临 灭绝 的 
危险 。 郑 作 新 极为 关注 这 些 鸟 类 的 命运 ,极力 保 护 自 然 界 生存 平 
衡 。1973 年 ，68 岁 高 龄 的 郑 作 新 带领 他 的 助手 们 亲临 受 三 废 污染 
较 严重 的 张家口 和 宣化 进行 鸟 类 与 污染 初步 调查 1974 年 到 上 海 、 
Ais 天 津 和 苏州 进行 考察 。1975 年 又 深入 到 黑龙 江 达 托 龙 及 长 

% 了 15。 



白山 考察 。 考 察 期 间 ， 郑 作 新 等 向 齐齐哈尔 齐 林业 厅 和 黑龙 江 省 

林业 管理 总 局 首次 提出 建立 扎 龙 保护 区 ， 专门 保护 我 国 的 珍 育 

一 一 丹 顶 移 。 郑 作 新 又 向 林业 部 提出 这 项 建议 ， 一 年 后 ， 即 1976 

扎 龙 保护 区 ， 从 此 我 国 丹 顶 稚 受到 法 律 保 护 ， 紧 接着 又 在 青海 省 “ 
青海 鸟 岛 ， 山 西 省 关 帝 山 的 庞 泉 沟 ， 山 西 省 芦 芽 山 建立 了 以 保护 
资 习 内 和 褐 忒 鸡 为 主 的 保护 区 。 

C=) 

iF 8 ake a1 oboci OH ERE, RIEL 
学 会 和 林业 部 等 八 个 单位 同时 发 起 并 经 国务 院 批准 ，1 和 982 年 起 在 
休 国 每 年 春季 4 月 至 5 月 间 开 展 美 鸟 周 的 活动 ! 

郊 作 新 正在 开 朋 包 类 研究 的 一 个 新 倾城 ,1 EL 
究 小 组 ;开展 珍稀 濒危 难 类 生态 生物 学 的 和 研究 工作 凡 这 个 未 组 正 
在 采用 新 技术 、 新 方法 ， 如 蛋白 电泳 对 比 、 声 谱 分 析 、 染 色 体 组 
型 等 研究 从 类 的 亲缘 关系 ;并 用 内 分 刻 激素 来 刺激 岛 类 多 产 快 长 ， 王 
使 这 些 珍禽 得 以 延续 生存 和 增殖 。 同 时 ， 他 还 领导 另 二 不 研究 项 是 
目 ， 即 对 濒临 灭 绍 的 鸟 类 如 着、 水 禽 等 用 航 测 法 来 统计 它 笨 的 数 
量 , 这 两 项 工作 可 以 说 是 今后 我 国 鸟 类 研究 工作 发 展 的 两 个 方向 ， 
开展 岛 声 分 析 和 和 蛋白 电泳 研究 是 世界 鸟 类 学 家 从 韦 王 年 代 开始 的 
新 工作 ， 而 用 内 激素 促进 野 鸟 的 多 产 、 快 长 尚 是 一 项 新 的 研究 方 
法 。 郑 作 新 正在 着 手 组 织 这 方面 的 工作 ， 并 已 建立 起 一 支 初 具 规 
模 的 队伍 。 
TTB BBM ER, AT RES ieee JL +e A, 
呕心沥血 、 和 孜孜不倦 地 工作 ， 写 出 一 千 多 万 字 专 著 ( 十 多 种 )、 研 ， 

究 论文 ( 约 百 篇 ) 和 科普 文章 (二 百 多 篇 )， 他 的 声望 也 越过 国界 咖 
像 蕊 儿 一 样 跨越 五 洲 四 海 ， 为 祖国 的 鸟 类 学 工作 争 得 了 荣誉 整 
对 申 国 岛 类 学 研究 历史 是 和 郑 作 新 的 名 字 紧 紧 连 在 一 起 的 

郑 作 新 自 知 年 事 已 高 ， 仍 然 保 持 着 歼 明 即 起 的 生活 节奏 , 算 
着 日子 往 前 赶 。 他 常常 用 一 名 朴素 无 华 的 话 提醒 自己 ， 也 提醒 别 

$3166 



人 :时 间 有 限 ， 生 命 有 限 ， 不 能 浪费 ”。 当 他 有 病 住院 ， 他 总 是 让 
家 里 人 带 一 大 批 手 稿 给 他 审 稿 ， 人 们 劝 他 好 好 休息 ， 他 总 是 笑 着 
说 “我 还 要 工作 二 干 年 ”同时 又 添 一 句 话 “人 不 工作 ， 不 是 等 于 
活 的 僵尸 吗 ??。 郑 作 新 没有 时 间 看 电影 ， 很 少 看 电视 。 除了 鸟 之 
外 ， 几 乎 没有 什 委 别 的 嗜好 。 一 个 人 ， 总 要 为 我 们 中 华 民族 留 下 
一 点 东西 ， 增 添 一 点 东西 1 这 就 是 他 的 最 大 的 心愿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解放 后 著作 

(1949—1983.4) 

(—) BIH Monographs 14% 

(=) 书 本 Books 30 种 

(=) 研究 论文 Research papers 75 篇 

(四 ) 科普 作品 Popular articles 约 220 篇 

1929 一 1949 年 的 著作 

(一 ) 书 Books 6 种 

(二 六 研究 论文 Research papers 50 篇 

(=) 科普 作品 “Popular articles 20 篇 以 上 

(—) 研究 专著 RESEARCH MONOGRAPHS 

1。 中 国 乌 类 分 布 目录 (1) ELBA 1-324 科学 出 版 社 (1955) 

本 专著 由 美国 Smithsonian 研究 院 译 为 英文 本 。 

2。 河北 昌黎 果 区 主要 吃 虫 乌 类 的 调查 研究 1 一 137 科学 出 版 社 

(1957). 

3. PRSAAHAR IL CBA 1 一 591 科学 出 版 社 (1958) -本 

专著 也 被 美国 译 为 英文 本 。 

和 夺 二 中 国 动物 地 理 区 划 1 一 66 ”科学 出 版 社 (1959) “本 专著 由 苏联 节 

译 为 俄 文本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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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ao 人 os WwW NO 2 

中 国 经 济 动物 志 ， 鸟 类 1-694 科学 出 版 社 41963) AB 

HRMS MAA RAR, HR RS, TART. 

PE SRAGRR -1 一 374〈 附 有 中 国 乌 类 分 布 总 表 ) Bee 

社 (1964) 。 

中 国 鸟 类 系统 检索 (增订 本 ) 1 一 251 科学 出 版 社 (1966)。 

秦岭 鸟 类 志 1 一 140 科学 出 版 社 (1973 )。 

中 国 鸟 类 分 布 名 录 ( 第 二 版 ) 1 一 1218 ”科学 出 版 社 (1976 六 
。 中 国 动物 志 、 鸟 类 一 一 鸡 形 目 1 一 200 科学 出 版 社 (1978)。 

。 中 国 动物 志 、 鸟 类 一 一 雁 形 目 “1 一 144 页 ”科学 出 版 社 (1979)。 

。 西 藏 鸟 类 志 AOS EMM) 科学 出 版 社 (1982)。 

。 青 藏 高 原 陆 栖 兰 椎 动物 区 系 及 其 演变 的 探讨 ”北京 自然 博物 馆 研 

究 报告 ”9:1 一 21(1981)。 

. 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 Science Press(1983), 

中 国 鸟 类 区 系 岗 要 (英文 版 )1 一 2，500、 科 学 出 版 社 。 

(=) 4 zk BOOKS 

中 国 的 鸟 类 1 一 177 ”商务 印 书馆 (1952)。 

普通 动物 学 名 辞 1 一 167 新 农 出 版 社 (1952)。 

动物 学 实验 “1 一 148， 商 务 印 书馆 (1953)。 
普通 生物 学 1 一 406 中 华 书 局 (1954)。 

脊椎 动物 分 类 学 ”1 一 418 中 华 书 局 (1955)。 

BA: SAMAR A 1 一 40 科学 出 版 社 (1955)。 

农业 益 鸟 的 保护 与 招引 (译本 ) -1 一 296 -科学 出 版 社 (1956)。 

怎样 防除 麻 省 ”1 一 35 “财政 经 济 出 版 社 !(1956)。 

苏联 鸟 类 检索 表 ( 译 本 ) 1—261 科学 出 版 社 (1957)85 

，， 鸟 梨 鉴定 (译本 )，1 一 99 科学 出 版 社 (1957) 3 

。 农 林 的 益 鸟 和 害 鸟 ”1 一 66 ”林业 出 版 社 (1957)。 

鸟 类 图 谱 第 一 册 ，1 一 62 “科学 出 版 社 (1959)。 

。 岛 类 图 谱 第 二 册 :， 1 一 53 ”科学 出 版 社 (1959)。 

。 鸟 类 野外 工作 手册 ”1 一 119 ”科学 出 版 社 (1959) 

。 保 护 和 开发 山区 经 济 鸟 类 图 谱 ”1 一 66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人 4960)。 

。 动物 的 分 布 1 一 45 全 国 狩 猜 事 业经 营 管理 干部 训练 班 编 委 会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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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628, 

29. 

30. 

10. 

11. 

12. 

13, 

十 年 来 的 中 国 科 学 ， 动 物 学 1 一 32 ”科学 出 版 社 (1961》。 

SAR BH: 1 一 73， 科学 出 版 社 (1962)。 

兰 椎 动物 分 类 学 ”1 一 517 农业 出 版 社 (1963)。 

。 农 林 的 益 鸟 和 害 鸟 (增订 本 ) 1 一 77 林业 出 版 社 (1963)。 

鸟 一 一 基础 知识 丛书 “1 一 128 科学 出 版 社 (1963)。 

农业 益 鸟 的 保护 与 招引 (修订 本 ) 1 一 266 科学 出 版 社 ' (1965 )。 

鸟 的 繁殖 1 一 52 北京 出 版 社 (1965)。 

动物 分 类 学 的 方法 和 原理 1 一 369 科学 出 版 社 (1965)。 

中 国 鸟 类 图 谱 4 一 198 科学 出 版 社 (1966)。 

天 演 论 (译本 ) 1-104 科学 出 版 社 (1977)。 

大 类 在 自然 界 的 位 置 (译本 ) 1 一 146， 科 学 出 版 社 (1977)。 

物种 起 源 ( 译 本 六 第 6 一 10 章 ，105 一 220， 科 学 出 版 社 (1972)。 

肴 椎 动物 分 类 学 (增订 本 ) 1 一 577， 农业 出 版 社 (1982). 

世界 乌 类 名 称 “科学 出 版 社 (1983)。 

(三 ) 研究 论文 RESEARCH PAPERS 

中 国 乌 类 的 地 理 份 布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birds (In English), Compt, rend, Congr, intern, 

Zool,, Paris, 1948(1949):408—410 (1949). 

中 国 乌 类 地 理 分 布 之 初步 研究 ”科学 30:139(1949)。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b birds in China ( 英 

文 )。Peking Nat, Hist, Bull, 16:45—57 (1949), 

中 国 鸟 类 地 理 分 布 的 研究 “中国 动物 学 报 4:97 一 108 (1949), 

微 硬 湖 及 其 附近 地 区 食 蝗 乌 类 的 初步 调查 ”农业 学 报 6(2):135 一 

165 (1955). 

中 国 动物 地 理 区 域 ”地 理学 报 22(1):93 一 109 (1956). 

中 国 动物 区 划 草 案 中 国 自然 区 划 草 案 :143 一 159' (1956)。 

四 川 自 背 吸 林 鸟 的 一 一 新 亚 种 “动物 学 报 8(2):133 一 142 (1956), 

中 国 鸟 类 的 新 纪录 动物 学 报 9(1):34 一 45 (1957). 

麻雀 食物 分 析 的 初步 报告 ”动物 学 报 9(3):355 一 266 (1957). 

东北 区 动物 地 理 ， 中 华 地 理 志 丛 刊 2:72 一 76 (1957). 

华北 区 动物 地 理 ” 中 华 地 理 志 丛刊 2:83 一 87 (1957). 

北京 城郊 秃 鼻 乌 获 冬季 生活 的 初步 观察 动物 学 杂志 11(4):1 一 5 

e 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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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 中 国 乌 类 的 新 纪录 TL Ae PK ETE 3) Bh 

物 学 报 10(1):83 一 92 (1958), 

中 国 乌 类 的 新 纪录 JI、 云南 西双版纳 地 区 CRE m3) ah 

yy: HR10(1) #93102 (1958). -一 

。 北 京 颐 和 园 乌 梨 和 乌 孵 的 初步 调查 动物 学 杂志 2(2 六 74 一 82 

(1958), 

。 中 国 鸭 科 检索 ”动物 学 杂志 3(3)4:103 一 104(1959)5 

我 国 鸡 类 及 其 分 布 “ 动 物 学 丛刊 1:68 一 78(1959 态 

。 昌 黎 果 区 几 种 主要 食 虫 鸟 类 之 繁殖 习性 的 研究 IL. Ke oT 

学 报 11(1):101 一 116(1959)。 

。 昌 黎 果 区 几 种 主要 食 曰 乌 类 之 繁殖 习性 的 研究 ”II、 黄 - 柄 、 灰 . 伯 

H. RRA Dh wee H2(1)2139—148(1960). 

。 红 胸 黑 雁 在 中 国 的 发 现 动物 学 杂志 4(6)*256 (1960). 

。 安 徽 黄山 的 乌 类 初步 调查 ”动物 学 杂志 4(1):10 一 14 (1960)。 

。 云 南 南 部 鸟 类 调查 “II、 动 物 学 报 12(2):250 一 277 (1960). 

。 湖南 马 类 初步 调查 LteB AR 动物 学 报 了 2 人 2 入 293 一 310 

(1960).. 

。 湖 南 乌 类 初步 调查 II, 省 形 目 动物 a 19049710 

(1961). 

。 云 南西 双 版 纳 及 其 附近 地 区 的 马 类 调查 报告 1 动物 学 报 13(1 一 4) 

:53 一 69(1961) 。 

。 论 动物 地 理 区 划 的 原则 和 方法 “地理 6:268 一 271 gees 

Ein Ubersehener Brutvégel der Palearktis,; “Emberiza 

siemsseni Martens, Journ, f, Orn 102:152—153¢1961), 

b gd Ill, @BR ay - 

4214(1):74—940 (1962), ) 

Hh Bd fy HRS 的 系统 分 类 研究 动物 学 报 14(2): Ci 

. PR SRHXPR AR: RRMA SHB Bh hy HR 14(2) 

287(1962). 

川西 汗 北 地 区 鸟 兽 资 源 调查 报告 “中 国 科学 院 西部 地 区 南水北调 
综合 考察 队 报告 ，89 一 1223 附 表 1 一 20(1962) 5 of 
秦岭 、 大 巴山 地 区 的 乌 类 区 系 调 查 研 究 3h WS HR 14(3)*361—- 

* 320 * 



。 四 川 自负 的 一 新 亚 种 

380(1962)。 

中 国 鸟 类 一 个 属 的 新 纪 录 一 一 硬 尾 鸭 属 -动物 学 报 14(3):431 

(1962)。 

。 四 川西 青 守 云南 西北 地 区 鸟 类 的 分 布 研究 I 非 省 形 目 “动物 学 
报 14(4)*537 一 554(1962)。 

。 珠 穆 朗 玛 峰 地 区 鸟 类 与 兽 类 的 新 纪录 、 新 亚 种 “珠穆朗玛 地 区 科 
学 考察 报告 ， 274 一 275 “科学 出 版 社 (1962)。 

。 四 川西 南 与 云南 西北 地 区 乌 类 的 分 布 研究 WL EVAR “动物 

学 报 15(1):109 一 124(1963 )。 

。 四 川西 南 与 云南 西北 地 区 鸟 类 的 分 布 研 究 IIHI、 稚 形 目 “动物 学 

~ #815(2):295—316(1963). 

» PONE th S28 EES} Hi HS HR 15(2):317 一 335 

(1963). 

. PE SRA GSA) PSRs x——KA RR 动物 学 

报 15(2):339(1963)。 © 

。 黑 颈 噪 山 的 两 亲缘 种 在 国内 的 亚 种 分 化 ， 包 括 一 新 亚 种 动物 学 

报 15(3):471 一 478(1963)。 

。 押 翅 鸣 山 在 我 国 的 亚 种 分 化 ， 包 括 一 新 亚 种 “动物 学 报 15(4):639 

—647(1963). 

PRESSE OIE BE HR15 (4): 527—536(1963). 
， 玉 头 锡 的 一 新 亚 种 一 一 天 全 玉 KO 动物 学 报 16(1):161 一 164 

~~ (1964). 

。 云 南 玉 龙山 乌 类 的 垂直 分 布 “ 动 物 学 报 16(2):295—314(1964), 

. HS RMS RUE RATS ”动物 分 类 学 HR 1C1)+1 

一 5(1964)。 

。 国 内 鸟 类 的 首次 记录 ， 和 包括 一 个 科 和 两 属 的 新 纪录 动物 学 报 

16(3):487 一 493(1964)。 

IRB AAS 动物 分 类 学 报 共 2):221 一 

228(1964)。 

。 青海 省 的 鸟 类 区 系 ， 动物 学 报 16(4):690 一 709(1964)。 

。 中 国 动物 地 理 分 布 ， 及 益 曾 与 益 鸟 的 分 布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自 然 

地 理 图 集 ,，91 一 93(1964)。 

。 四 川 非 橙 胸 型 的 橙 胸 委 “动物 学 报 17(1):103(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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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青海 玉树 地 区 乌 类 区 系 调查 动物 学 报 17(2):217—229(1965). 

四 川西 北部 乌 类 区 系 调 查 ”动物 学 报 17(4):435 一 45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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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化 学 家 

G190 Fe, 3. 

+ 应 UK 
林 其 谁 

《一 ) 

1907 年 11 月 13 日 ， 王 应 睐 诞生 在 福建 金门 具 一 个 华侨 家 庭 。 

他 三 岁 丧 父 、 关 购 形 母 ， 童 年 是 相当 辛酸 的 ， 但 这 却 在 一 定 程度 
ERR ER, RMR. EMM REP, EER 
读书 ， 以 后 进入 鼓浪屿 著名 的 英 华 书院 上 学 。 由 于 他 的 聪颖 与 努 
力 ， 六 年 半 就 读 完 了 九 年 的 课程 ， 于 1925 年 提前 毕业 。 接 着 先后 

进 六 福州 协和 夫 学 和 南京 金陵 大 学 攻读 化 学 ，1929 年 以 优异 的 成 
绩 毕业 ;并 获得 学 校 颁 发 的 “ 金 钥匙 ” 奖 。 

大 学 毕业 后 王 应 睐 在 金陵 大 学 任 助教 。 可 是 生活 并 不 是 一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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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顺 的 ，1931 年 他 得 了 肺结核 ， 休 养 了 二 年 。 在 治 病 的 期 间 ， 王 
应 睐 从 不 忘 读书 。1933 年 ， 他 进 了 燕 京 大 学 化 学 研究 生 院 ， 从 事 
氯仿 .甲苯 对 蛋白 酶 的 作用 以 及 豆浆 与 牛奶 消化 率 的 比较 等 研究 。 
1934 年 他 再 一 次 病 倒 ， 被 迫 休 养 。1936 年 病 刚 痊愈 ， 就 接受 金陵 
大 学 的 聘请 担任 讲师 。 这 期 间 他 还 深入 农村 分 析 农民 的 膳食 构成 。 
1937 年 抗日 战争 爆发 后 他 回 到 鼓浪屿 。 以 后 他 考取 庚 款 留 英 ， 于 

1938 年 到 英国 剑桥 大 学 攻读 博士 研究 生 。 在 这 以 后 的 四 十 多 年 研 

究 工 作 中 ， 王 应 睐 以 他 的 丰富 的 创造 性 、 敏 锐 的 洞察 力 、 精 确 的 
分 析 与 判断 ， 在 维生素 、 血 红 蛋 自 、 酶 等 研究 方面 取得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重要 成 果 。 

到 英国 后 ， 王 应 睐 便 在 剑桥 大 学 海里 斯 博 主 LJ, Harris) 
指导 下 从 事 维生素 研究 。 这 是 三 十 年 代 生物 化 学 领域 中 最 前 沿 的 
一 个 方向 。 为 了 更 好 地 了 解 维生素 在 新 陈 代谢 中 的 作用 以 及 维 生 
素 本 身 的 新 陈 代谢 ， 就 需要 有 一 个 方便 、 准 确 、 微 量 与 专 一 的 测 
定 方法 。 王 应 睐 选择 了 这 方面 作为 自己 的 研究 方向 。 他 所 建立 的 
维生素 B; 的 硫 色 素 荧光 测定 法 ;对 于 测定 食品 以 及 尿 等 生物 样品 
中 的 维生素 B, 含 量 ， 以 及 对 于 缺少 精密 仪器 的 实验 室 起 了 重要 的 
作用 。 这 个 方法 在 问世 时 也 曾 遇 到 二 些 权 威 的 怀疑 ， 认 为 过 于 简 
单 ， 担 心 它 不 可 靠 。 英 国医 学 委员 会 维生素 小 组 很 注意 王 应 睐 创 
造 的 方法 ， 决 定 组 织 一 次 对 比 测试 ， 分 别 由 牛津 大 学 彼 德 斯 教授 
实验 室 与 王 应 睐 应 用 各 自 的 方法 来 进行 维生素 B, 含 量 的 测定 。 对 
比 的 结果 明显 地 表明 王 应 睐 方法 的 简便 、 准 确 。 在 研究 生 阶段 ， 
王 应 睐 还 建立 了 其 它 33 族 维生素 的 测定 法 以 及 维生素 双 的 电位 沉 
定 法 。 后 一 个 方法 可 以 准确 地 测定 在 有 颜色 的 组 织 抽 提 液 中 维 生 
素 C 的 含量 。 由 于 王 应 睐 的 成 绩 齐 然 ， 他 在 研究 生 毕 业 时 记 获 得“ 

了 免试 的 待遇 ， 并 于 1941 年 得 到 生化 博士 学 位 

1941 年 正 是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喜 火 纷 飞 的 年 代 ” 回 国 的 交通 中 

Wie 王 应 睐 受聘 于 剑桥 大 学 Dunn 营养 实验 室 ， ASEM A AEA RK 

研究 。 他 和 Moore 在 国际 上 首先 发 现 合 成 的 纯 维生素 六 过 量 时 有 

毒性 ， 在 英国 生物 化 学 杂志 上 发 表 了 题 为 “维生素 全 过 多 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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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引起 各 国学 者 的 重视 。， 
为 了 扩 夫 自己 的 生化 研究 能 力 与 视野 ，1943 年 王 应 睐 到 剑桥 

AF molteno -研究 所 ;5 在 国际 著名 生化 学 家 凯 林 教授 (D.Keilin) 
的 领导 二 开展 工作 ， 对 血红 蛋白 的 研究 取得 了 突出 的 成 果 。 王 应 
睐 提供 完整 的 实验 证 据 ， 在 国际 上 第 一 个 证 明 豆 科 植物 根瘤 中 含 
有 血红 蛋白 ; 这 一 发 现 有 助 于 从 生物 化 学 的 角度 来 解释 生物 进化 
学 说 ;并 且 促 进 了 对 豆 血 红 蛋 白 在 根瘤 固氮 中 的 作用 的 深入 研究 。 
王 应 睐 还 提纯 与 结晶 了 寄生 在 马 胃 的 马 蝇 蛆 的 血红 蛋白 ， 并 且 研 
究 予 它 的 性 质 ; 阐明 了 在 不 同 生活 条 件 下 所 红 蛋白 的 性 质 与 功能 
的 关系 旺 这 项 工作 也 具有 重要 的 理论 价值 。 EMRE MEA 
研究 的 成 就 得 到 凯 林 教授 的 高 度 评价 ， 也 一 直 为 国外 同行 所 避 
述 ; 
“站 到 看 年 第 三 次 世界 大 战胜 利 结束 。 王 应 睐 十分 兴奋 ， 他 谢绝 
了 山林 教授 的 再 三 挽留 ， 决 定 立 即 回国 ; 凯 林 教授 十 分 赞赏 王 应 
睐 的 爱国 精神 ， 但 又 担心 这 样 有 才华 .有 前 途 的 生花 学 家 被 埋没 。 
他 没 能 说 服 玉 应 睐 留 在 剑桥 。 当 时 交通 尚未 完全 正常 ， 王 应 睐 乘 
船 绕道 印度 回国 放 被 中 央 大 学 医学 院 聘 请 为 生化 教授 。 

二 款 国 民 党 政府 统治 下 的 中 国 ， 贪 污 腐化 ,民不聊生 ， 科 学 研究 
更 是 被 挤 到 全 旁 ， 不 被 重视 ,就 是 在 中 央 大 学 也 缺乏 实验 条 件 ， 
王 应 睐 一 面授 课 ， 一 面 研究 维生素 与 代谢 ,但 是 困难 重重 ， 他 的 
聪明 与 才智 得 不 到 应 有 的 发 挥 。1948 年 他 离开 中 央 大 学 到 上 上海 ， 
在 申 央 研究 院 医 学 研究 所 筹备 处 担任 高 级 研究 员 。 

‘ia is Are 

194946 EDR ZE LR TR. PH PRAMS SHARE 

FH SRA A. «19504, FERRE OT 28 TA A YE LE 

RIT Pp BP BEE OPE, EPR ERI DT, fate 

化 方面 的 工作 ，: 开 展 酶 与 代谢 的 研究 。1950 年 王 应 睐 观察 到 鼠 肝 

组 织 趾 琥珀 酸 脱氧 酶 活力 与 核 黄 素 的 摄取 量 密切 有 关 。 琥 珀 酸 脱 

气 酶 是 三 羧 酸 循环 中 的 一 个 关键 酶 ， 深 入 研究 焉 珀 酸 脱氧 酶 有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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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的 学 术 意义 。 但 是 它 与 线粒体 膜 结合 得 非常 紧密 ， 很 难 使 它 

溶解 并 进而 分 离 提纯 进行 研究 。 王 应 睐 与 邹 承 鲁 \， 汪 静 英 一 起 采 

用 正 丁 醇 抽 提 的 方法 成 功 地 把 琥珀 酸 脱氧 酶 从 膜 止 溶解 下 来 ， 从 

而 分 离 提纯 得 到 高 纯度 高 活力 的 水 溶性 琥珀 酸 脱 氢 酶 ， 发 现 它 含 

有 有 蜡 咯 嗪 辅 基 与 非 血红 素 铁 ， 酶 以 共 价 键 与 异 咯 哄 腺 味 聆 二 核 苷 

RHR, MAK WSRRES RI. 1955FEVRKSER, 

公 绰 应 邀 出 席 了 在 布鲁塞尔 举行 的 第 三 届 国 际 生化 大 会 ， 王 应 睐 

在 会 上 宣读 了 关于 琥珀 酸 脱氧 酶 的 研究 论文 ， 受 到 极 高 的 评价 ， 

为 祖国 赢得 了 荣誉 。 王 应 睐 等 在 国际 上 第 一 个 报道 了 酶 泊 蜡 咯 叹 

辅 基 会 以 共 价 键 相 结合 。 他 们 提纯 驴 珀 酸 脱氧 酶 的 方法 是 很 先进 

的 ， 即 使 在 今日 ， 生 化 分 离 提纯 的 技术 有 了 许多 发 展 ， 大 们 还 是 

采用 当时 的 方法 来 纯化 琥珀 酸 脱 氢 酶 ， 只 是 稍 加 修改 ， 在 提取 时 

不 再 加 氰 化 钾 而 已 。 王 应 睐 等 的 成 就 为 以 后 呼吸 链 有 关 酶 系 的 分 

离 和 重组 合 的 系统 研究 开辟 了 道路 。1958 年 凯 林 教授 的 另 一 个 中 

国学 生 金 祖 怡 利用 王 应 睐 等 的 方法 成 功 地 使 琥珀 酸 脱氧 酶 其 线 粒 

体 膜 上 抽 提 下 来 ， 并 且 重 新 装配 到 不 含 现 珀 酸 脱氧 酶 的 线粒体 膜 

上 去 ， 完 全 恢复 天 然 呼吸 链 的 人 性质 。 这 是 线粒体 内 膜 主 第 一 全 重 

AA MAM. 由 于 王 应 睐 等 的 成 就 1956 年 ， 他 们 荣获 国家 发 

明 三 RR LERORL ALAA LEAST eee 

科技 大 会 重大 科研 成 果 奖 。 

王 应 晴 在 生化 领域 中 的 知识 面 是 很 广 的 ,在 五 卡 年 代 他 还 研 

究 蛋白 质 代 谢 ， 肌 醇 六 磷酸 酶 ， 色 氢 酸 过 氧化 物 酶 ， 桔 霉 素 作用 

机 制 ， 狗 尿 氨 酸 羟 化 等 ， 都 取得 了 很 好 的 结果 。 可 惜 关 于 琥珀 酸 

脱氧 酶 的 研究 在 1958 年 到 1961 年 被 中 断 了 四 年 ， 原 来 在 国际 上 的 

领先 地 位 逐渐 被 国外 学 者 赶 了 上 来 。1962 年 王 应 睐 毅然 重新 开展 

琥珀 酸 脱氧 酶 的 研究 ， 在 琥 班 酸 脱氧 酶 与 线粒体 膜 重组 合 的 机 制 

以 及 酶 蛋白 与 异 咯 嗪 辅 基 的 结合 上 作出 了 新 的 贡献 。 然 而 不 过 四 

年 ,到 1966 年 这 个 先进 的 研究 工作 就 被 迫 停 止 了 。 . 

EY DEAE A FE HO BE HIS RR, FE DE FE TE OR Hh 

也 很 重视 联系 实际 的 工作 。 上 海 解放 初期 ， 南 下 的 解放 军 战士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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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只 吃 大 白菜 、 豆 腐 与 大 米 ， 普 遍 发 生 舌 头 糜烂 ， 下 身 奇 痒 与 演 
烂 等 症状 。 上 海 警备 区 特 请 临床 营养 学 家 侯 祥 川 教授 与 王 应 睐 前 
去 会 诊 ， 很 快 就 被 确诊 为 维生素 B, 缺 乏 症 。 侯 祥 川 对 战士 们 进行 
治疗 ， 王 应 睐 则 分 析 食品 中 维生素 B， 的 含量 ， 提出 有 力 的 措施 ， 
很 快 就 解决 了 问题 。 

抗美援朝 时 期 我 志愿 军 战士 的 主要 食物 来 源 是 干粮 ， 但 是 后 
方 生产 的 干粮 过 不 了 多 久 就 变质 产生 哈喇 味 ， 直 接 影 响 了 部 队 的 
后 勤 供应 与 战斗 力 。 王 应 睐 接受 了 研究 防止 干粮 脂肪 氧化 的 任务 ， 
通过 研究 提出 了 切实 可 行 的 综合 措施 ， 包 括 利用 含有 天 然 抗 氧化 
剂 的 黄豆 粗 豆 油 作为 干粮 的 油脂 来 源 ， 严 格 控制 干粮 中 催化 脂肪 
氧 楷 的 铜 铁 离子 的 含量 ， 以 及 采用 经 防 氧化 处 理 的 包装 纸 等 ， 完 
美 地 解决 了 问题 。 

七 十 年 代 遗 传 工 程 技术 发 展 很 快 ， 王 应 睐 始终 十 分 关注 这 项 
有 广阔 应 用 前 景 的 领域 的 进展 。 在 王 应 睐 的 坚持 下 ,生花 所 于 1975 
年 成 立 了 国内 第 一 个 遗传 工程 课题 组 ， 以 后 发 展 为 研究 室 。 当 生 
化 所 遗传 工程 研究 初 具 规模 时 ， 王 应 睦 就 力促 乙 型 肝炎 表面 抗原 
遗传 工程 这 个 项 目 上 马 。1982 年 ， 生 化 所 得 到 了 乙 型 肝炎 表面 抗 
原 在 细菌 中 的 无 性 繁殖 株 ， 为 今后 大 规模 生产 预防 乙 型 肝炎 的 疫 
苗 打 下 了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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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国际 水 平 的 。 但 他 深 深 认 识 到 要 发 展 中 国 的 生化 事业 ， 不 仅 

要 上 自己 做 出 榜样 ,还 需要 吸收 更 多 的 年 轻 有 为 的 科学 家 共同 努力 。 

中 国 的 生物 化 学 在 解放 前 虽然 已 有 三 十 年 左右 的 历史 ， 但 是 进展 

极 慢 ， 到 解放 前 夕 还 没有 在 我 国生 根 。 王 应 睐 是 把 生物 化 学 作为 
一 门 独立 的 边缘 学 科 建 立 起 来 的 积极 倡导 者 和 主要 疯 基 人 之 一 ， 

他 在 生化 科学 上 的 一 个 重大 贡献 就 在 于 他 高 瞻 远 瞩 ， 把 生物 化 学 

建立 在 先进 的 立足 点 上 ， 始 终 赶 上 世界 生化 发 展 的 潮流 ， 而 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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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项 目 上 居于 世界 领先 地 位 。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以 后 ， 生 物化 学 发 展 得 非常 迅速 ， 蛋 白质 、 

酶 、 核 酸 与 代谢 的 研究 成 为 四 大 中 心 课题 。 为 了 解决 生化 事业 发 
展 所 需要 的 人 才 ， 解 放 不 久 ， 王 应 睐 争取 在 国外 的 中 国 科学 家 回 
国 参 加 社会 主义 建设 方面 做 了 许多 工作 。1951 年 他 首先 争取 子 在 

凯 林 教授 实验 室 的 邹 承 鲁 回国 到 生理 生化 所 工作 。 为 子 给 邹 承 鲁 
配备 助手 ， 王 应 睐 把 跟随 自己 工作 的 ,，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伍 钦 荣 交 给 
邹 承 鲁 培养 ， 开 展 酶 的 作用 机 制 的 研究 。1952 年 曹 天 钦 回 国 ， 开 
展 蛋 白质 结构 与 功能 的 研究 。 王 应 睐 也 为 他 配备 了 得 力 的 助手 ; 
并 争取 了 一 系列 研究 蛋白 质 的 先进 仪器 ， 保 证 他 的 工作 开展 。 以 
后 张 友 端 、 王 德 宝 、 纽 经 义 等 先后 回国 到 生理 生化 所 开 作 史 为 耶 
弥补 所 内 微生物 学 专门 人 才 的 空白 ， 他 又 争取 到 周 光 字 来 参加 开 
作 ; 使 代谢 、 核 酸 、 多 肽 合成 等 领域 的 工作 都 开展 起 来 。1958 年 
生物 化 学 研究 所 成 立 ， 王 应 睐 担任 所 长 。 从 此 中 国生 化 研究 有 了 
自己 的 带头 单位 ， 生 化 事业 更 加 茵 勃发 展 了 。 

人 工 合成 胰岛 素 的 成 功 是 新 中 国 第 一 个 位 于 世界 顶峰 的 基本 
理论 研究 的 成 果 。 在 这 项 工作 中 负责 B 链 合成 与 AB 链 重 组 合 的 
纽 经 义 、 邹 承 鲁 都 是 王 应 睐 在 五 十 年 代 争取 回国 的 FERPA 
工 合成 结晶 牛 胰岛 素 工 作 的 主要 组 织 者 之 一 。 在 整个 工作 过 程 中 
他 参与 制订 合成 方案 ， 调 配 力量 。 在 胰岛 素 合成 遇 到 困难 时 他 坚 
持 组 织 一 支 精 悍 的 队伍 ， 做 踏 踏实 实 的 工作 。1963 年 他 担任 人 工 

合成 胰岛 素 协作 组 组 长 ， 协 调 与 有 机 化 学 研究 所 、 北京 大 学 合成 
A 链 的 工作 。1964 年 终于 取得 了 半分 子 合成 的 成 功 。1965 年 完成 
了 这 一 项 具有 历史 意义 的 工作 。 王 应 睐 在 这 项 工作 中 作出 了 卓越 
的 贡献 。 

人 工 合成 酵母 两 氨 酸 转移 核糖 核酸 是 我 国 又 一 个 重大 基础 理 
论 研 究 的 成 果 。 这 项 工作 难度 更 大 ， 协 作 范 围 更 广泛 ， 关 系 到 六 
个 单位 。 在 这 样 一 个 协作 组 里 要 协调 一 致 地 互相 配合 ,互相 补充 ， 
没有 一 个 坚强 的 核心 领导 是 不 可 能 的 。 开 始 时 王 应 睐 担任 沪 区 协 
作 组 组 长 ,从 1977 年 起 王 应 睐 挑 起 了 这 项 工作 协作 组 组 长 的 重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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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制订 各 单位 分 工 ” 确定 酶 法 合成 与 化 学 合成 的 关系 等 方面 起 了 
重要 的 作用 。1978 年 协作 组 成 立 了 RNA 连接 酶 ， 活 力 测定 和 大 
片断 连接 三 个 研究 组 ， 大 大 加 快 了 步伐 ， 终 于 在 1981 年 完成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人 工 台 成 的 转移 核糖 核酸 ,获得 各 国学 者 的 高 度 评价 。 

近 三 十 多 年 来 ， 生 物化 学 发 展 的 迅速 是 其 它 生 物 学 科 分 支 所 
不 能 比拟 的 ， 而 生物 化 学 基础 理论 研究 的 成 果 又 很 快 地 被 运用 到 
生产 实际 中 去 。 对 核酸 的 研究 导致 遗传 工程 技术 的 发 展 ， 对 酶 的 
研究 导致 酶 工程 的 开展 。 这 些 重要 的 应 用 前 景 促 使 各 国 更 加 重视 
生物 化 学 基础 理论 研究 。 生 化 所 在 国内 作为 中 国 科学 院 下 属 唯一 
的 生物 化 学 方面 的 研究 所 ， 更 担负 着 发 展 学 科 的 任务 。 可 是 生化 
所 的 基础 理论 研究 却 多 次 受到 冲击 。 王 应 睐 始终 坚持 他 对 理论 与 
实际 关系 的 正确 观念 ， 每 次 冲击 后 ， 他 都 挺身 而 出 ， 拨 正 生化 所 
的 研究 方向 ， 促 进 生化 研究 水 平 的 提高 。1961 年 针对 1958 年 以 来 
生化 所 的 实际 情况 ， 王 应 睐 大 力 支持 调整 研究 体制 的 方案 ， 成 立 
了 五 室 一 组 。 这 个 方案 既 大 力 加 强 了 蛋白 质 、 酶 、 核 酸 、 代 谢 等 
基础 理论 研究 ， 又 保证 了 放射 生物 化 学 等 应 用 基础 研究 。 这 次 调 
整 效果 十 分 显著 ”六 十 年 代 生 化 研究 茵 勃发 展 ， 生 化 所 培养 了 大 
批 人 才 。 | 

19664F, “文化 大 革命 ?开始 ， 基 础 理论 研究 受到 批判 ， 完 全 
停顿 。 而 这 一 时 期 正 是 国外 生物 化 学 飞速 发 展 的 时 期 。I1972 年 王 
应 睐 根据 周 总 理 关 于 中 国 科学 院 要 重视 基础 理论 研究 的 指示 ， 一 
再 反复 阐述 基础 理论 研究 的 重要 性 与 几 年 来 我 们 落后 的 情况 ， 终 

”于 于 1972 年 9 月 对 生化 所 研究 体制 进行 了 一 次 调整 ， 成 立 了 六 个 

基础 理论 课题 组 。 使 得 中 断 六 年 多 的 基础 理论 研究 有 了 恢复 。 但 
是 在 1974 年 ， 对 1972 年 调整 进行 批判 、 要 拆散 那 六 个 课题 组 。 面 
对 这 种 严峻 的 局 面 ， 王 应 睐 丝毫 不 考虑 自己 ， 他 大 声 疾 呼 ， 千 方 
百 计 地 设法 保留 一 些 基 础 研究 的 力量 。 他 反复 讲 遗 传 工 程 的 重要 
应 用 前 景 ， 最 后 在 中 国 科学 院 的 支持 下 总 算 保留 了 一 部 分 力量 ， 
建立 了 遗传 工程 组 ,为 以 后 生化 所 开展 遗传 工程 研究 留 下 了 种 子 。 

粉碎 “四 人 帮 ” 后 , 王 应 睐 重新 实现 自己 发 展 生化 所 的 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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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的 领导 下 ，1977 年 生化 所 成 立 了 八 室 一 组 》 基础 理论 与 应 用 
研究 都 得 到 应 有 的 重视 。 生 化 所 很 快 地 从 十 年 浩劫 中 恢复 过 来 。 

回顾 生化 所 二 十 多 年 来 多 次 研究 方向 的 调整 ， 王 应 且 都 起 着 
关键 的 作用 。 每 次 基础 理论 研究 的 恢复 都 不 是 简单 地 回 到 原来 状 
态 ， 而 是 在 更 高 更 新 的 水 平 来 考虑 问题 。 王 应 睐 以 他 深厚 的 生化 
造 应 ， 能 充分 把 握 世 界 生化 发 展 的 趋势 。 在 1961 年 调整 中 他 直接 
领导 的 核酸 研究 组 改建 为 核酸 室 ， 并 改 由 王 德 宝 担任 室 .主任 。 
1972 年 调整 中 他 提出 成 立 生物 膜 组 。1975 年 在 他 坚持 下 成 立 了 遗 

传 工程 组 。1977 年 他 积极 努力 把 遗传 工程 组 扩大 为 研究 室 ， 加 强 
了 力量 ， 也 加 强 了 领导 。 这 些 都 保证 了 生化 研究 赶 上 世界 的 总 的 
发 展 。 

1977 年 调整 后 ， 广 大 科技 人 员 的 积极 性 大 大 地 调动 子 起 来 。 
但 是 由 于 闭关 自 守 了 十 年 ， 我 们 的 科研 思想 、 技 术 都 落后 了 。 王 
应 睐 充分 认识 到 有 必要 对 我 们 的 业务 骨干 在 业务 上 进行 再 培养 ， 
跟 他 们 接触 新 的 学 术 思 想 与 技术 。 在 党 的 三 中 全 会 思想 指引 下 ， 
王 应 睐 认为 积极 利用 有 利 形 势 ， 尽 量 争取 国外 资助 ， 派遣 业务 骨 
干 出 国 是 一 条 捷径 。 他 和 各 室 主 任 推荐 了 几 十 名 中 年 骨 于 出 国 工 
作 ， 使 他 们 很 快 弥 补 了 十 年 动乱 中 被 拉 开 的 差距 ， 做 出 世界 水 平 
的 工作 ， 回 国之 后 ， 把 生化 所 的 工作 推 到 了 一 个 新 的 高 度 。 

王 应 睐 为 中 国生 化 事业 的 发 展 呕 心 听 血 。 生 化 所 当前 能 赢得 
国际 声誉 与 国家 的 重视 是 与 王 应 睐 的 努力 分 不 开 的。 他 清楚 地 知 “ 
道 多 做 了 科研 组 织 工作 会 影响 他 自己 研究 工作 的 。 但 他 从 全 局 出 
发 ， 从 全 所 全 国 的 发 展 来 考虑 。 这 种 无 私 的 精神 是 广大 科学 工作 
者 的 楷模 。 

王 应 睐 对 中 国生 化 事业 的 另 一 个 重大 贡献 就 是 培养 了 一 批 有 
前 途 的 科学 家 。 当 年 王 应 睐 争取 回国 的 青年 人 中 ,四 名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 他 的 学 生 ， 中 国 科 学 院 新 疆 分 院 副 院 长 陈 
善明 、 彭 加 木 ， 不 仅 业 务 上 精益 求 精 ， 而 且 有 为 祖国 为 人 民 的 一 
颗 红心 ， 先 后 奔赴 新 疆 ， 为 边疆 建设 贡献 力量 。 为 了 适应 生物 化 
学 研究 的 发 展 ， 王 应 胀 领导 生化 所 举办 高 级 生化 训练 班 ; 用 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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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化 进展 来 武装 全 国生 化 工作 者 。1961 年 与 1979 年 二 次 开 班 ， 
培养 了 几 百 名 学 员 。 他 们 中 间 有 许多 人 已 成 为 我 国生 化 研究 的 骨 
二 力量 。 

1958 年 王 应 胀 加 入 中 国共 产 党 ， 二 十 多 年 来 他 一 直 以 普通 党 
员 的 身份 ， 模 范 地 执行 党 的 决议 与 纪律 。 每 次 组 织 生活 他 总 尽量 
安排 准时 参加 ， 实 在 因 工作 离 不 开 也 必然 事先 请 假 。 他 有 很 高 的 
名 誉 和 地 位 ， 担 任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分 院 院 长 、 上 海 科 学 院 院 长 、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 对 外 友协 上 海 市 分 会 副 主席 、 中 国生 物 
化 学 学 会 理事 长 、 轧 三 学 社 中 央 常 委 等 。 但 他 始终 以 身 作 则 ， 不 
搞 特 殊 化 。 近 年 来 他 与 国外 联系 为 生化 所 推荐 几 十 名 业务 骨干 出 
国 工作 和 学 习 ， 但 他 却 没 有 为 自己 的 二 个 儿子 联系 出 国 。 王 应 睐 
曾经 访问 过 苏联 、 波 兰 、 OFA, BH. MRR, RR. 
利 时 、 澳 大 利 亚 、 美 国 、 加 拿 大 、 日 本 等 许多 国家 。 每 次 回国 他 
总 是 把 节余 的 外 汇 土 交 给 国家 。 他 在 人 工 合成 结晶 牛 胰岛 素 与 人 
工 谷 成 酵母 两 氨 酸 转移 核糖 核酸 时 做 了 大 量 的 工作 ， 但 他 始终 不 
让 发 表 的 文章 上 署 上 自己 的 名 字 。 王 应 睐 为 人 谦虚 、 诚 恳 、 作 风 
稳重 、 踏 实 、 从 不 与 人 计较 小 事 ， 能 公正 地 对 待 事物 ， 听 取 不 同 
意见 ， 不 以 个 人 的 亲 芷 关系 来 处 理 问题 。 对 于 一 些 在 “文化 大 革 
命 ” 中 错误 地 反对 过 他 的 人 ， 他 也 能 一 分 为 二 地 看 待 。 

王 应 睐 是 执行 党 的 政策 的 模范 ， 在 外 事 活动 中 坚持 原则 、 族 
帜 鲜明 。1961 年 他 率领 代表 团 去 莫斯科 参加 第 五 届 国际 生化 大 会 
时 ， 在 反对 帝国 主义 搞 “ 一 个 中 国 ” 的 阴谋 中 敢于 斗争 ， 维 护 了 
祖国 的 尊严 ; 1979 年 王 应 睐 率领 代表 团 去 加 拿 大 ， 正 确 地 掌握 党 
的 政策 ， 在 大 使 馆 的 领导 下 ， 经 过 王 应 睐 的 反复 努力 ， 胜 利 解决 
了 中 国生 物 兹 学 学 会 加 入 国际 生化 联合 会 的 问题 ， 粉 碎 了 少数 人 
玩 乔 的 “两 个 中 国 ” 的 阴谋 。 王 应 睐 的 学 术 成 就 在 国际 上 得 到 很 
高 的 评价 。1981 年 他 当选 为 比利时 皇家 科学 文学 与 美术 院 国外 院 
士 。1982 年 他 当选 为 美国 生化 学 会 名 誉 会 员 。 事 先 他 都 向 科学 院 
作 了 请 示 ， 然 后 才 接受 了 这 些 荣 誉 称号 。 

在 “文化 大 革命 ”中 ， 王 应 胀 被 审查 批斗 ， 还 先后 被 下 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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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 生化 试剂 厂 当 工人 ， 到 实验 室 处 理 与 回收 有 机 溶剂 DRA 
“五 七 干校 ”劳动 。 但 他 总 是 相信 党 ,相信 和 群众， 积极 向 前 看 ， 
不 埋怨 ， 主 动 多 做 工作 。1971 年 他 在 参加 核酸 谷 成 工作 时 记 一 次 
实验 室 乙 醚 起 火 ， 眼 看 火焰 要 蔓延 开 来 ， 王 应 睐 不 顾 个 人 安危 ， 
毫 不 犹豫 地 跑 过 去 把 边 上 一 瓶 已 经 发 热 的 十 多 斤 忆 醚 抢 出 门 外 ， 
避免 了 火灾 ， 保 护 了 国家 财产 。 

从 王 应 睐 身上 可 以 看 到 我 国 老 一 辈 科 学 家 的 崇高 品质 ; 他 为 
中 国生 化 事业 费 了 无 数 心血 。 现 在 虽然 他 已 年 选 古 稀 ， 他 还 在 继 
续 为 我 国 的 生化 科学 ， 为 稳妥 地 将 领导 的 担子 转移 给 年 轻 的 一 代 
而 努力 地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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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 微生物 学 家 

(1907— ) 

i) 

ERD WA DER RI RAMA AE, AEA 
多 世纪 前 才 开 始 的 。 工业 微生物 学 在 中 国 是 一 门 年 青 的 科学 。 而 

方 心 芳 ， 则 是 我 国 工业 微生物 学 的 开拓 者 之 一 。 

Kol | (+) 
AE 193948, RE TE AE 
“FED BPAY, BRERA, A 
SE SEH BC” OPE TEA He IE EL 9 aL TF 
的 。 
¢ 

1931 年 ，24 岁 的 方 心 芳 从 上 海 劳动 大 学 农学 院 农艺 化 学 系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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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了 。 正 好 此 时 ， 他 的 导师 、 著 名 发 酵 学 家 魏 岩 寿 教授 应 范 旭 东 
之 聘 到 黄海 化 学 工业 研究 社工 作 。 瑶 教授 在 指导 方 心 芳 的 毕业 论 
文 时 ， 已 经 发 现 方 的 才能 ， 便 带 着 方 心 芳和 全 的 另 二 名 同学 金 培 
松 一 同 赴任 了 。 
黄海 化 学 工业 研究 社 ， 简 称 ̂  黄 海 ?， 当 时 设 在 渤海 之 滨 的 塘 

沽 。 这 个 由 范 旭 东 创 建 的 私营 科研 机 构 ， 是 以 工业 救国 为 宗旨 ， 
为 振兴 工业 打 基础 的 学 术 研究 机 构 。 立 志 科学 救国 的 施 忘 芳 ， 早 
就 向 往 着 这 个 地 方 ， 希 望 在 这 里 于 出 一 番 事 业 来 

此 时 的 “黄海 >， 经 过 十 余年 的 摸索 ， 决 定 把 调查 研究 我 国 传 
统 的 化 学 工业 作为 其 重要 任务 之 一 。 发 酵 工 业 是 一 个 重要 方面 ， 
于 是 成 立 了 发 本 与 菌 学 研究 室 。 魏 岩 寿 教授 正 是 被 请 来 主持 这 广 
面 工作 的 。 

不 久 后 ， 魏 教授 去 了 南京 中 央 大 学 。 方 心 芳 便 由 社 长 孙 学 司 
〈 字 颖 川 ) 直 接 领 导 进 行 改良 高 梁 酒 的 研究 工作 。 他 们 用 重金 招聘 
酿酒 师傅 ， 在 社内 建立 实验 场 进行 试验 。 通 过 化 验 分 析 ， 他 们 找 
到 了 生产 高 梁 酒 时 原料 利用 率 太 低 的 原因 主要 是 酿酒 用 的 大 曲 
中 ， 引 起 淀粉 糖化 和 酒精 发 醇 的 微生物 活性 太 低 。 针 对 这 个 问题 ， 
他 们 选择 糖化 力 强 的 霉菌 和 酒精 发 酵 力 强 的 酵母 菌 ， 用 获 皮 或 酒 
糟 做 成 霉菌 曲 ， 再 加 入 酒 母 代 替 原 来 的 大 曲 来 酿酒 。 结 果 不 仅 提 
高 了 原料 利用 率 ， 而 且 节约 了 制造 大 曲 需 用 的 粮食 。 试 验 取得 了 
好 结果 。 按 照 “黄海 ”服务 社会 的 宗旨 ， 方 心 芳 被 派 到 山东 威海 “ 

一 家 烧酒 厂 进 一 步 作 生产 试验 。 KH, APR ae, 
拌 曲 ， 烧 火 ， 装 曙 ， 一 切 亲 自 操作 :同时 ,他 又 要 进行 必要 的 化 

学 和 微生物 学 检验 ， 有 时 还 要 赶 回 塘沽 查 资料 和 作 精确 的 化 验 。 

这 种 繁琐 、 艰 苦 而 又 平凡 的 劳动 ， 对 于 一 个 刚刚 走出 校门 、 涉 世 

不 深 的 大 学 毕业 生来 说 ， 并 不 是 一 件 慌 意 的 工作 。 加 上 生产 试验 

遇 到 了 种 种 困难 ,因循守旧 的 保守 势力 更 使 他 常常 感到 前 途 渺 茫 。 

然而 ,和 李 深 信 自己 的 工作 是 有 意义 的 ， 侯 德 榜 先 生 那 种 责任 所 

在 、 挤 命 为 之 ”的 硬 于 精神 鼓舞 着 他 ， 他 先后 共有 两 年 多 的 时 间 

坚持 进行 了 许多 试验 ， 直 到 1935 年 出 国 留 学 才 告 别 了 威海 。 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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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间 ， 他 还 去 唐山 和 山西 杏 花 村 汾酒 厂 进行 过 调查 研究 。 关 于 浪 
酒 的 酿造 方法 。 用 水 和 酒 酷 的 化 学 成 分 以 及 老酒 的 酿酒 经 验 ， 他 
作 了 详细 的 记录 。 这 些 文献 至 今 仍 对 汾酒 酿造 起 着 重要 作用 。 在 
这 几 年 工作 中 ; 他 在 社 长 指导 下 写成 了 一 系列 论文 。 这 些 论文 ， 
是 关于 我 国 制 曲 酿酒 的 第 一 批 科 学 试验 记录 。 

几 年 的 酒 厂 生 活 ， 使 方 心 芳 熟悉 了 高 梁 酒 的 酿造 方法 ， 也 开 
始 懂得 ， 要 达到 目的 ， 必 须 有 充分 的 勇气 去 克服 前 进 中 的 困难 。 
但 是 ; 真正 使 他 的 研究 成 果 服务 于 社会 ， 是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后 。 
五 十 年 代 ， 方 心 芳 的 研究 成 果 在 多国 得 到 推广 ; 为 国家 节约 了 数 
以 百 万 吨 计 的 粮食 。 

> 4 黄海 ”的 几 年 工作 磨炼 ， 使 方 心 芳 深 深 感到 ,要 改造 和 发 展 
祖国 的 传统 发 酵 工 业 ， 建 立 中 国 的 工业 微生物 学 ， 必 须 掌 握 先 进 
的 科学 技术 s 1935 年 ，: 方 心 芳 远 渡 重 洋 ， 前 往 欧洲 进修 。 他 先 在 
比利时 和 鲁 文大 学 的 酿造 专修 科 取 得 了 酿造 师 的 称号 ， 后 又 在 荷兰 
菌 种 保藏 中 心 研究 根 霉 ， 在 巴黎 大 学 研究 酵母 菌 分 类 ， 在 哥 本 哈 
根 卡 斯 堡 研究 所 研究 酵母 菌 的 生理 。 游 学 两 年 ， 走 访 四 国 ， 他 遇 
到 过 不 少 世 界 第 一 流 的 微生物 学 家 ， 他 时 刻 记 住 ， 他 是 为 了 解决 
祖国 发 酵 工 业 中 的 微生物 学 问题 来 学 习 的 。 他 用 自己 带 去 的 那些 
从 国内 酒 曲 中 分 离 的 微生物 菌 种 作 材 料 ， 不 仅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种 ; 
更 主要 的 是 学 会 了 许多 驾驭 微生物 的 技术 。 

1937 年 7 月 8 日 量 上， 丹麦 朋友 拿 着 当天 的 报纸 告诉 方 心 芳 ， 

日 本 帝国 主义 发 动 了 全 面 侵 华 战争 。 看 到 报纸 上 登载 的 天 安 门 ， 
- 方 心 芳 为 危难 中 的 祖国 心急 如 禁 。 天 下 兴亡 ， 匹 夫 有 责 。 HBR 
中 断 子 即将 可 能 取得 成 果 的 实验 ,匆匆 打点 行 装 ， 取 道 法 国 马赛 
乘 船 回国 了 。 
oo DA, RAVER, HRS. 此 时 塘 沾 已 经 
”沦陷 。 范 旭 东 令 他 去 重庆 ， 准 备 “ 黄 海 ” 内 迁 。 在 极端 困难 的 情 
WE, 范 为 他 买 了 一 台 显 微 镜 ， 给 了 他 每 月 各 15 元 的 生活 费 和 实 
验 费 。 就 靠 了 这 点 设备 和 经 费 ，1938 年 1 月 , 方 心 芳 在 重庆 南 渝 中 

学 科学 馆 开始 了 战 时 的 科学 研究 。 当 时 闻名 的 重庆 某 酿造 工厂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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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AIH. WE, FOREACH 
海 ” 连 在 一 起 了 ， 国 难当 头 ， 岂 可 图 个 人 衣食 之 利 ， 他 婉言 谢绝 
村。 | 7 

黄海 >， 对 于 实业 界 来 说 ， 自 然 不 陌生 ， OLE BHA) 便 有 类 
登门 求助 ， 要 求 方 心 芳 协 助 解决 以 糖蜜 为 原料 生产 酒精 的 技 示 问 
题 。 战 时 的 重庆 ， 汽 车 的 能 源 主 要 人 靠 酒精 ， 如 果 能 够 在 盛产 蔗糖 
的 四 川 ， 用 制 糖 废料 粮 宁 来 制 酒精 ， 自 然 是 天 有 可 为 的 。 方 必 芳 
发 现 ， 技 术 的 关键 是 ， 补 充 糖蜜 中 缺少 、 而 酵母 菌 生 长 必需 的 含 
氨 化 合 物 。 这 通常 是 采用 添加 硫酸 猎 来 解决 。 可 是 ， 全 国 唯 二 生 
RRM AAT) BBE ARR RUM, AS UR 
Ry Dy He ARE T PRR, BRA ERS 
以 在 大 后 方 推广 。 方 心 芳 为 全 民 抗 战事 业 作 出 了 贡献 。 
1938 年 8 月 ,， 永利 碱 厂 在 四 川 五 通 桥 重建 , 孙 学 悟 决定 在 同 地 

Be “Ae ER, RMR PROM, ARB A, we 
SFB Bea, ER BALLARAT RRR HS 
需 的 重要 资源 。 

RR ADO, HERR, Wor MK, Be, DDE 
“黄海 ”的 同仁 十 分 清楚 ， 只 有 拿 出 有 用 的 成 果 来 ， 才 能 为 抗战 
尽力 ， 也 唯 有 如 此 ， 妻 儿 老 小 的 温饱 才 有 依靠 。 四 川 盛产 五 倍 子 ， 
这 种 虫 瘦 常 作 中 药 用 ， 又 是 重要 的 出 口 产品 。 但 在 哉 时 ， 外 销 途 
径 已 断 ， 正 待 利用 。“ 黄 海 ”的 化 学 家 们 知道 ,五 倍 子 里 含有 丰富 
的 格 酸 ， 二 他 们 
动手 制 取 格 酸 了 。 
rT TeeT eT TT ye a cre 

心 芳 施 展 本 领 了 。 他 和 吴 冰 颜 等 人 首先 找到 了 生产 性 能 良好 的 黑 
曲霉 ， 然 后 又 节 节 排 除了 许多 技术 上 的 障碍 ， 不 到 一 年 ， 便 拿 出 
了 工业 生产 格 酸 的 完整 方法 。 这 引起 了 当时 工业 界 的 注意 。1940 © 
年 ， 由 银行 界 投 资 ， 在 四 川南 充 筹建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格 酸 工 厂 。 抗 
日 哉 争 胜 利 后 ， 这 个 方法 还 带 到 了 台湾 。 

拿 到 格 酸 后 ， 同 社 的 有 机 化 学 家 魏 文 德 以 它 为 原料 合成 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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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染料 ， 化 学 家 赵 博 泉 用 自己 冶炼 的 金属 镁 和 格 酸 相 作用 ， 合 成 
了 一 种 称 作 钒 黄 (Dermatol) 的 消毒 杀菌 药 ， 内 服 可 治疗 肠胃 炎 ， 
外 用 可 止血 消 肿 。“ 黄 海 ? 的 人 们 在 得 短 的 二 年 中 ， 在 极端 艰苦 
的 条 件 下 为 祖国 提供 了 有 用 的 产品 。 同 时 ， 在 桔 酸 制 取 成 功 的 基 
础 土 ，1942 年 成 立 了 染料 研究 室 。“ 黄 海 ? 服 务 社会 的 实干 精神 使 
.他 们 在 那 国难 当头 的 日 子 里 同舟 共 济 ， 合 作 攻关 ， 为 国家 很 快 作 
出 了 贡献 。 

To 

抗日 战争 爆发 以 后 ， 国 内 学 术 刊 物 多 数 被 追 停刊 ， 国 外 的 杂 
志 也 很 少 收 到 。 夫 后 方 的 四 川 ， 尽 管 突然 变 得 热 六 起来， 学术 空 
气 却 异 常 稀薄 。 方 心 芳 刚 从 学 术 空 气 浓厚 的 欧洲 回来 ， 这 种 明显 
的 差别 使 他 尤其 感到 沉闷 。 怎 样 使 这 种 状况 有 所 改变 呢 ? 他 想到 
DAM. 1939 年 ; 方 心 芳 向 社 长 和 范 旭 东 建议 ， 创 办 一 个 学 术 刊 
物 。 目 光 远 大 的 范 先生 立即 表示 支持 ， 并 且 为 刊物 拟定 了 名 称 ; 
《黄海 发 酵 与 菌 学 特辑 yo 范 先生 满怀 信心 地 在 发 刊 词 中 写 道 :但 
EPHRAIM, XA UME, REAR, Ae 
难 的 全 部 损失 ; AMIR. MMR UHH.” 
;得 到 上 司 的 支持 ; 方 心 芳 便 积极 进行 创刊 筹备 。 半 年 后 ， 杂 

志 诞 生 了 尽管 它 远 远 比 不 上 今天 任何 一 本 学 术 刊 物 那样 美观 ， 
但 它 确 实 是 我 国有 史 以 来 第 一 种 关于 发 酵 微 生物 学 的 学 术 期 刊 。 

从 1939 年 到 1951 年 ， 这 个 期 刊 坚持 出 版 了 十 二 卷 。 编辑、 校 
My RRS WS, KLIS T HOB KPA, WT IER 
期 出 版 他 还 常常 自己 撰 稿 。 这 个 刊物 ， 把 大 后 方 微生物 学 界 和 
发 酵 工 业界 的 许多 类 团结 在 它 的 周围 。 除 了 “黄海 ”自己 的 研究 
成 果 得 以 及 时 公 诸 于 世 外 ， 有 些 学 校 、 工 厂 也 投 寄 了 不 少 稿件 : 
十 三 年 申 的 七 十 二 期 刊物 ， 共 浏 载 过 近 三 百 篇 文章 。 在 我 国 微 生 
物 学 发 展 中 上, 《黄海 发 酵 与 菌 学 特辑 > 对 于 学 术 交 流 、 普 及 科学 
知识， 起 了 不 可 忽视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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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 OF AE. PEO BUT, 魏 岩 寿 先 年 曾 
交 给 他 儿 十 株 工 业 上 有 用 的 菌 种 ,给 他 上 了 第 一 堂 菌 秘 保 藏 的 课 ; 
他 的 毕业 论文 ， 就 是 在 魏 教 授 指 导 下 对 痪 醒 中 的 菌 种 进行 分 离 鉴 
定 。 后 来 在 多 年 的 工作 中 ， 他 更 深刻 地 感到 ， 认 识 和 获得 菌 种 交 
是 利用 微生物 的 基础 。 游 学 欧洲 期 间 ， 他 除了 将 从 国内 带 寺 的 著 
种 进行 分 类 学 研究 外 ， 还 悉心 搜集 各 类 菌 种 。 荷 兰 菌 种 保藏 中 心 
的 所 长 J. Wester Dijk 教 授 对 方 心 芳 这 种 认真 态度 十 分 赞赏 。1937 
年 ， 聘 请 他 担任 该 中 心 的 国际 资 助 委员 会 委员 。 回 国 后 刚刚 在 四 
川 安顿 好 ， 他 就 靠 了 一 架 显微镜 和 一 些 简陋 的 器 具 ， 进 行 菌 种 的 
PSL. ERR, HAAR KOLB. WBS BRA) ah 
总 是 提 着 装 菌 种 的 铁丝 篮 , 他 妻子 抱 着 一 岁 多 的 小 女儿 去 防空 洞 。 
他 说 只 有 女 目 和 蓝 种 是 他 们 最 宝贵 的 东西 ， REMAIN HET 
能 离开 ， 其 它 财物 都 是 可 以 置 之 不 顾 的 ; 

解放 以 后 ， fi Fh RT. BLA RN RAM 19804" 

75 BE EM AAD RIC, ALE BEE Ty BL BEE IK 
到 “黄海 >， 征询 如 何 转移 保藏 在 大 连 科 学 研究 所 内 的 菌 种 的 意 
见 。 方 心 芳 想起 抗日 战争 中 为 保藏 菌 种 所 饱 尝 的 艰辛 ， 提 出 分 地 
保藏 和 设立 全 国 菌 种 保藏 机 构 的 建议 。 这 个 建议 马上 被 采纳 了 5 
方 心 芳 即 被 派 去 大 连 ， 把 那些 菌 种 带 回 北京 保藏 。 配 下 年 六 中 国 
菌 种 保藏 委员 会 成 立 了 。 由 著名 微生物 学 家 汤 飞 及 任 主任 委员 ， 
方 心 芳 任 秘书 。 今 天 ， 中 国 科 学 院 微生物 研究 所 内 盖 起 了 菌 种 保 
藏 库 ， 用 多 种 方法 保藏 着 八 千 余 株 菌 种 ， 每 年 庙 国 内 外 提供 三 4 
四 万 株 菌 种 ， 在 我 国 应 用 微生物 学 的 发 展 中 起 着 重要 的 ! 作 用 忆 
1979 年 ， 方 心 芳 被 任命 为 中 国 微生物 菌 种 管理 保藏 委员 会 主任 委 

员 。1982 年 ， 日 本 微生物 学 家 ， 世 界 菌 种 保藏 联合 会 副 主 席 饭 翅 
Assetsghuientastoppismaghgs 

故事 ， 那 是 会 吸引 很 多 读者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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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 “黄海 ?由 五 通 桥 迁 到 北京 。 方 心 芳 的 生活 ， 掀 开 了 

新 的 一 页 。 
PRA RB TIMER 〈 当 时 还 没有 化 学 工业 部 ) 组 织 有 关 

方面 前 往 大 连 科学 研究 所 调查 ， 方 心 芳 应 召 前 去 考察 该 所 菌 种 保 
藏 情况 ， 并 了 解 这 个 曾 是 日 本 占领 时 期 重要 研究 机 构 的 设备 及 科 
研 组 织 情况 :党 和 火 民 政府 对 他 的 重视 ， 使 他 感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兴 
奋 二 决心 为 新 中 国 的 建设 贡献 力量 。 

19 纪 年 8 月 1 日 ， 人 民政 府 接受 “黄海 ”全 社员 工 的 申请 》 接 
管 了 该 社 。 方 心 芳 领导 的 发 醇 研 究 室 并 入 中 国 科学 院 菌 种 保藏 委 
BA) 继续 研 究 微生物 学 。1957 年 成 立 中 国 科学 院 北京 微生物 研 
究 室 二 方 心 芳 企 副 主 在 ，1959 年 成 立 中国 科 学 院 微生物 研究 所 ; 
但 被 企 命 为 副 所 长 兼 工业 微生物 研究 室 主 任 。 

出 “黄海 ” 转 入 中 国 科学 院 ， 他 所 领导 的 研究 工作 受到 了 党 
的 直接 关怀 ， 研 究 人 员 迅 速 增加 ， 条 件 得 到 保障 。 微 生物 学 的 研 
究 工 作 更 加 全 面 开 展 起 来 。 方 心 芳 此 时 已 经 是 整个 研究 机 构 的 业 
务 领 导 了 ， 租 他 仍 素 自 指导 各 项 研究 工作 。 他 深 知 微生物 分 类 鉴 
定 对 于 利用 微生物 的 重 要 性 ,亲自 指导 一 些 同志 鉴定 了 不 少 菌 种 ， 
并 发 现 和 定名 了 一 些 新 种 。 例 如 对 地 霉 属 真菌 的 研究 ， 无 论 在 分 
类 学 和 应 用 上 都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六 十 年 代 初 我 国 经 济 困难 时 期 ， 
配 领导 对 和 白地 霉 的 生产 和 应 用 研究 ， 是 我 国 单 细胞 蛋 自 研究 和 生 
产 历 史上 的 重要 一 页 。 其 次 ， 他 领导 开展 了 多 方面 的 菌 种 选 育 工 
作 ， 选 得 了 生产 酒精 用 的 耐 高 温 酵母 菌 。1956 年 夏 他 带领 下位 同 
志 在 广 东 酒精 厂 进行 生产 应 用 试验 ， 提 高 了 在 夏季 高 温 时 酒精 的 
疡 率 。 这 些 菌 种 ， 有 的 今天 仍然 是 生产 上 应 用 的 优良 菌株 。 

1959 和 车 底 ， 贵 州 省 要 求 微生物 所 帮助 他 们 研究 昔 台 酒 ,为 此 ， 
1960 年 他 远 涉 千 山 万 水 ， 亲 自 到 贵州 茅台 酒 厂 进行 实地 考查 。 回 
所 后 ， 便 组 织 各 方面 力量 对 茅台 酒 和 汾酒 的 酒 曲 和 酒 酷 中 的 微 生 
物 进行 了 比较 研究 。 根 据 研究 结果 ， 他 建议 把 今后 的 重点 放 在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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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特 高 温 曲 和 细菌 的 作用 上 。 二 十 多 年 来 ， 全 国 不 少 单位 的 研究 
结果 证 明 他 的 看 法 是 正确 的 。 最 近 ， 他 对 我 国 近 三 十 年 来 酿酒 技 

术 的 发 展 作 了 如 下 概括 :五 十 年 代 主 要 是 提高 淀粉 利用 率 A+ 

年 代 是 提高 白酒 质量 ;七 十 年 代 是 试验 和 推广 浓 香 型 白酒 的 酿造 ; 

八 十 年 代 ， 将 是 试验 推广 革 台 酒 曲 型 特 高 温 酒 曲 ， 在 各 地 生产 革 

台 酒 型 白酒 的 时 期 ”。 
1964 年 ， 方 心 芳 听 说 有 的 日 本 人 认为 中 国 没有 能 力 生 产 调味 

核 苷 酸 ， 他 心里 很 不 服气 。 为 此 ， 他 在 微生物 所 组 织 巴 一 个 小 班 

子 ， 分 工 合作 ， 利 用 所 内 保藏 的 雄厚 的 菌 种 资源 交 在 一 年 左右 的 

时 间 里 ， 筛 选 出 了 优良 的 生产 菌株 ， 并 建立 了 一 整套 发 酵 。 提取 
工艺 ， 在 我 国 最 先 实现 了 用 酶 解法 生产 核 苷 酸 。 

1969 年 ， 方 心 芳 从 走出 “专政 队 >， 重 回 实验 室 时 起 访 他 便 从 
当时 石油 发 酵 的 发 展 趋势 考虑 ， 组 织 了 烷烃 代谢 研究 组 。 通 过 收 
集 、 鉴 定 发 酵 烷烃 的 菌 种 ， 选 出 了 优良 菌株 ;采用 诱 变 育 种 技术 ， 
创立 了 烷烃 发 酵 生 产 长 链 二 元 酸 的 新 工艺 ， 为 合成 靡 香 ， 生 产 香 
料 、 热 烙 粘 合 剂 和 工程 塑料 等 提供 了 重要 原料 。 这 项 成 果 得 到 了 
国家 发 明 奖 。 

作为 中 国 工业 微生物 学 的 开拓 者 ， 方 心 芳 在 培养 人 才 方 面 的 
贡献 是 突出 的 。 他 曾 说 ， 我 们 的 目标 是 自己 解决 有 关 工业 微生物 
的 全 部 问题 。 自 然 ， 这 必须 有 大 批 的 专业 人 才 。 三 士 多 年 来 ， 他 
在 工业 微生物 学 的 各 个 方面 都 设法 物色 合适 的 人 ,为 其 确定 专业 
方向 ， 提 供 尽 可 能 多 的 便利 条 件 ， 希 望 在 若干 年 业务 实践 中 培养 
成 专家 对 于 青年 ， 他 并 不 把 每 个 人 的 工作 规定 得 过 于 局 限 而 
是 强调 基本 功 训 练 。 最 主要 的 基本 功 便 是 微生物 学 基础 知识 ,特别 
是 对 各 类 微生物 的 认识 。 此 外 ， 他 强调 解决 具体 问题 的 能 力 的 培 
养 。 尽 管 三 十 多 年 来 受到 种 种 干扰 ， 今 天 他 亲手 培养 的 高 级 研究 时 
人 员 已 有 十 多 个 ， 他 们 已 成 为 我 国 微生物 学 某 些 领域 中 独 挡 一 面 
的 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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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冬 , 方 心 芳 在 一 个 报告 会 上 说 :一 个 科学 家 要 有 时 代 
精神 ”他 认为 ， 站 觉 地 为 社会 主义 祖国 的 现代 化 作 贡 献 ，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 为 国家 为 人 民 在 某 些 实际 问题 的 解决 上 贡献 力量 就 是 
科学 家 的 时 代 精 神 。 

五 十 余年 来 ， 方 心 芳 始终 以 巴 斯 德 为 榜样 ， 始 终 把 国家 人 民 
的 需要 当 作 他 选 定 研究 课题 的 出 发 点 。 他 在 某 些 重大 问题 上 作出 
过 自己 的 贡献 ;而 对 关系 到 千家 万 户 的 日 常生 活 的 小 问题 ， 也 同 
样 奖 敬业 业 地 去 研究 。 他 的 研究 课题 ， 涉 及 传统 发 酵 产 品 和 现代 
工业 微生物 学 的 相当 广泛 的 领域 ,例如 山西 陈醋 .四 川 堵 栈 、 豆 辩 
着 、 腐 乳 、 泡 菜 等 等 。 就 连 人 们 曾 一 时 热衷 饮用 的 “红茶 菌 ", 他 
也 混 次 进行 认真 的 研究 ;希望 使 人 们 对 它 有 一 个 较为 科学 的 认 
识 再 如 泡菜 ， 国 内 儿 乎 无 人 系统 研究 过 。 直 到 最 近 ， 研 究 泡菜 
发 酵 的 大 仍然 引用 方 心 芳 四 十 年 代 发 表 的 数据 。 当 1981 年 方 心 芳 
被 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生 物 学 部 的 委员 时 ， 也 正好 是 他 从 事 工业 微 生 
物 学 研究 五 十 周年 之 际 ， 他 对 自己 工作 的 总 结 是 “人 民 的 需要 就 
是 方向 ?。 

有 大 间 他 ， 是 什么 力量 驱使 他 五 十 年 来 孜孜 不 倦 地 奋斗 ? 他 
的 回答 很 简单 ， 责任感 。 国 家 需要 工业 微生物 学 ， 需 要 用 这 门 科 
学 技术 为 发 展 农 副产品 加 工 工业 服务 ,需要 就 是 催 他 出 征 的 战鼓 。 
他 的 业 迹 又 告诉 大 们 ， 要 做 出 成 就 ,必须 有 钦 而 不 含 的 钻研 精神 。 
要 把 事情 做 好 ， 首 先 要 热爱 自己 的 事业 ， 时 时 不 忘 关 心 与 工业 微 
革 物 有 关 的 事 。 在 他 上 百 篇 的 著作 中 ， 人 们 可 以 看 到 他 认真 的 工 
作 态 度 。1962 年 初 ,一 场 心肌 梗死 的 大 病 沁 乎 迫使 他 和 事业 分 手 ， 
但 就 连 在 病 栅 上 ， 还 不 断 要求 党 组 织 调 来 需要 的 专业 人 员 ， 与 许 
多 同志 讨论 研究 工作 。 后 来 ， 重 病 居然 奇迹 般 地 痊愈 了 。 出 院 不 
久 ， 尽 管 心脏 病 仍 时 常 发 作 ， 却 经 常 亲自 跑 到 实验 室 去 查看 同志 
们 的 工作 。 在 十 年 动乱 中 ， 一 旦 解除 了 对 他 的 “专政 "， 只 要 让 他 
参加 会 议 ， 他 竞 敢 毫 无 顾忌 地 发 表 他 对 科研 工作 的 意见 ， 有 时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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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自己 的 主张 ， 令 许多 胆 小 的 朋友 为 他 捏 一 把 汗 。 他 能 重新 进 
入 图 书馆 时 ， 便 把 近 二 十 年 有 关 酵 母 菌 新 种 的 文献 总 结 出 来 ， 还 

作出 检索 表 。 在 当时 新 文献 资料 缺乏 的 情况 下 ， 这 药 确 给 不 少 同 

志 解 决 了 问题 。 当 他 重新 开始 研究 工作 时 ， 便 自己 配 培养 基 ， 自 
己 灭 苗 ， 不 分 星期 天 和 假日 ， 按 自己 的 身体 状况 安排 实验 。 有 人 

劝 他 不 要 亲 目 动手 ， 他 总 是 重复 二 0 is: + ene 

作 ， 就 好 象 缺少 了 什么 "。 

近 几 年 来 ， 方 心 芳 的 境遇 改善 多 了 ， 工 作 也 格外 多 起 来 ; 但 

他 常常 筷 却 自己 已 经 是 年 近 八 旬 的 人 了 。 许 多 人 慕名 求教 ， 登 门 

者 一 谈 就 是 几 个 小 时 ， 函 询 者 几 天 后 就 收 到 详细 揭 答 复 或 者 一 倒 

资料 。 有 不 少 人 在 他 的 函授 指导 下 ， 解 决 了 生产 中 的 问题 。 李 把 
这 一 切 都 看 作 是 自己 应 尽 的 责任 。 

She BATE RCRD Be RL 
更 兴奋 了 。. 为 了 能 尽 自 己 的 力量 ， 他 反复 考虑 全 国 发 酵 工业 的 发 
展 规划 ， 又 为 某 些 课题 的 上 马 费 尽心 机 。 用 他 自己 的 话说 多 我 现 
在 可 以 说 功成名就 了 ， 为 何 还 要 如 此 不 安 份 ? 无 非 是 想 为 国家 多 
做 点 事 。? 对 于 祖国 和 人 民 , 他 是 一 头 脚踏实地 辛勤 耕耘 的 老 黄牛 。 

主要 论文 、 普 作 录 

1。 应 用 微生物 学 实验 法 ， 中 国 财政 经 济 出 版 社 ， 北 京 , :196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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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 物 生 理学 家 ，， 

(1908 一 

ie am OEE 
兆 王 4, 

1928 年 ， 天 津南 开 大 学 的 年 轻 学 生 筷 宏章， 做 了 一 个 光合 作 

用 的 实验 。 他 发 现 ， 当 光 的 颜色 突然 改变 时 ， 光 合作 用 速度 会 发 

生 瞬 间 变 化 ， 然 后 稳定 到 恒 速 。 对 这 一 现象 ， 他 的 老师 李 继 桐 认 “ 

为 很 有 意义 ， 于 是 做 了 一 系列 试验 ， 写 成 论文 ， 于 1929 年 发 表 在 
英国 的 植物 学 报 上 。 事 过 十 年 ， 美 国 科学 家 勃 令 克 斯 (B-links) 

发 现 了 类 他 现 象 ， 另 一 位 美国 科学 家 爱 姆 生 〈Emerson) RMT 

双 光 增益 效应 ， 才 导致 光合 作用 两 个 光化学 反应 概念 的 建立 ， 从 

而 大 大 推动 了 光合 作用 机 理 的 研究 。 所 以 美国 科学 家 弗 兰 奇 

CErench) 在 他 写 的 关于 光 色 有 瞬 变 效应 的 文章 中 认为 ， 笑 宏章 的 这 

个 实验 是 两 个 光化学 反应 系统 学 说 的 先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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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 RFR, 190847108 1 HL FUR. ERERR. 

1929 年 毕业 于 天 津南 开 大 学 ， 得 学 士 学 位 ， 被 留 校 住 教 。1933 年 

- 钊 北京 清华 大 学 当 研究 生 ， 以 后 又 在 南开 大 学 任 讲 师 。1935 年 考 

取 清 华 大 学 留美 公费 ， 赴 美国 加 州 理 工学 院 留学 ， 两 年 后 获得 博 
士 学 位 。1938 年 到 1945 年 任 西南 联合 大 学 教授 兼 清华 大 学 农业 研 
究 所 研究 员 。1944 年 到 1945 年 曾 任 英国 剑桥 大 学 交换 教授 。1946 

年 到 1948 年 任 北 京 大 学 教授 。1948 年 12 月 应 英国 学 者 李 约 瑟 邀 请 

赴 印度 ,和 在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南亚 科学 合作 馆 科 学 官员 。 解 放 后 ， 

他 于 1951 年 携 全 家 回国 。1951 年 到 1953 年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实验 生物 

所 研究员 51953 年 到 1978 年 任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植物 生理 所 副 所 长， 
1978 年 到 1983 年 任 所 长 ，1983 年 5 月 任 名 誉 所 长 。 

age 

和 旋 宏 章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植物 生理 学 家 。 他 致力 于 植物 生化 、 光 
合作 用 和 生长 发 育 方面 的 研究 , 共 发 表 研 究 论文 和 评述 一 百 多 篇 ， 
为 发 展 我 国 植物 生理 学 研究 作出 了 积极 的 贡献 。 

早 在 三 十 年 代 , 当 植 物 生长 素 发 现 不 久 ， 他 就 开展 了 这 方面 
MLE, 研究 生长 素 对 小 球 菠 生 长 的 影响 ， 取 得 了 一 些 有 意义 的 
结果 si 1941 年 ;》 他 对 生长 素 和 植物 运动 规律 及 机 理 的 联系 进行 了 
探讨 ， 发 现 番 木 瓜 时 子 昼 起 夜 垂 的 原因 是 由 于 叶柄 上 端 前 后 面 旱 
晚 村 长 的 速度 不 同 ， 而 这 种 不 同 是 受 叶 片 中 生长 素 影 响 造 成 的 。 
他 在 生长 素 方面 的 工作 ， 在 国际 止 尚 属 开展 得 比较 旱 的 ; 曾 被 生 
准 索 发 现 者 美国 科学 家 温 特 〈Went) 在 论著 中 所 引用 。 

宁 四 击 年 代 ， 他 在 英国 剑桥 生物 化 学 研究 所 开始 从 事 植物 生化 

方面 的 研究 ;对 当时 正在 兴起 的 植物 体内 磷酸 化 酶 、 糖 类 转化 等 

问题 进行 了 探讨 只 1947 年 ;- 他 发 明了 一 个 化 学 组 织 方法 ， 即 把 灶 
物 组 织 进 行 切片 ， 加 六 底 物 ， 作 用 一 段 时 间 ， 然 后 染色 ， 观 察 其 

酶 的 分 布 情况 。1948 年 他 用 这 个 方法 证 明了 磷酸 化 酶 在 高 等 和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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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植物 的 细胞 质 体 中 存在 ， 其 分 布 的 位 置 与 淀粉 形成 的 部 位 基本 
”上 一 致 ， 并 且 其 活动 变化 与 淀粉 形成 的 量 有 相关 性 ， 由 此 他 肯定 

了 磷酸 化 酶 和 植物 中 合成 淀粉 是 相互 联系 的 。 接 着 ,， 穗 么 用 这 个 

组 织 化 学 方法 ， 研 究 了 磷酸 化 酶 在 植物 中 的 功能 ;证 明了 磷酸 化 

酶 的 活动 与 气孔 开 闭 有 关 。 实 验 指 出 ， 叶 子 的 保卫 细胞 存在 着 磷 . 

酸化 酶 ， 在 酸度 较 低 的 情况 下 ， 能 促进 淀粉 水 解 , 形 成 糖 磷酸 脂 ! 

在 酸度 较 高 时 ， 能 促进 淀粉 合成 ， 气 孔 的 关闭 受 此 影响 。 
五 十 年 代 初 他 回国 后 ， 又 继续 领导 开展 这 方面 的 研究 5 11954 

年 ， 他 们 观察 到 洋葱 汁 对 磷酸 化 酶 有 显著 的 抑制 作用 这 种 现象 

是 由 其 中 所 含 的 磷酸 盐 、 葡 萄 糖 和 蔗糖 共同 引起 的 。1956 年 ， 段 

AESAW ZS IGEA, KBR RALE +S, BRAS 

籽粒 中 淀粉 累积 的 速度 变化 相符 合 ， 进 一 步 肯 定 了 磷酸 化 酶 在 演 

粉 形成 中 的 作用 。1957 年 ， 通 过 实验 ， 提 出 了 较 有 价值 的 学 术 观 

点 ， 认 为 光 对 叶 内 由 糖 形成 淀粉 的 促进 作用 是 通过 磷酸 化 作用 ， 

产生 高 能 磷 键 ， 使 蔗糖 转 为 磷酸 脂 而 产生 的 。 

1958 年 ， 息 宏章 等 人 对 禾 谷 类 粒 将 中 糖 类 的 转化 进行 了 较 系 

统 的 研究 。 他 们 的 实验 证 明 ， 籽 粒 在 成 熟 过 程 中 有 考 芽 糖 产 生 ，. 

其 含量 与 B- 淀 粉 酶 活力 平行 ， 并 且 麦 芽 糖 迅速 通过 磷酸 枇 转变 成 

蔗糖 。 在 籽粒 发 芽 时 ， 胚 乳 中 麦芽 糖 大 量 累积 ， 但 通过 盾 状 体 时 

全 部 转 成 了 蔗糖 再 运 向 幼苗 ; 导 状 体 中 存在 一 种 麦芽 糖 激酶 ， 将 

麦芽 糖 直 接 磷酸 化 ， 而 后 再 转变 成 蔗糖 。 闻 粒 中 碳水 化 侣 物 的 这 

些 转变 途径 ， 当 时 文献 中 都 未 见报 道 过 。 

肌 宏 章 五 十 年 代 便 开 始 积极 筹备 开展 光合 桥 用 的 研究 让 JE 

张 先 从 光合 作用 产物 累积 转化 和 运转 上 入 手 。1956 年 在 他 领导 

下 ， 对 水 稻 开 花 后 籽粒 中 的 物质 来 源 进行 了 探讨 ， 发 现 籽粒 中 三 “ 

分 之 二 的 物质 是 由 当时 的 光合 作用 形成 的 ， 其 余 是 从 蔡 秆 原 存 物 

质 转运 而 来 ; 茎 中 和 运 走 的 不 仅 是 糖 和 淀粉 ， 还 有 大 量 的 蛋白 质 和 

部 分 的 维生素 。 在 这 工作 的 基础 上 ,1957 年 ， 又 用 同位 素 C HRA 

了 水 稻 乳 熟 期 各 叶片 间 光 合 产物 没有 什么 运转 ， 而 无 效 分 药 的 光 

合 产物 可 部 分 转 到 有 效 分 药 上 去 的 现象 ， 上 述 结 果 为 农业 生产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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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些 措施 提供 了 理论 依据 。 
其 五 示 年 代 后 期 开始 ， 自 宏章 把 大 量 的 精力 投入 到 光合 作用 

机 理 的 研究 土 去 。 1959 年 ,他 组 建 了 国内 第 一 个 光合 作用 研究 室 ， 

在 短 得 的 九 年 忠 ， 就 形成 了 一 支 具有 相当 水 平和 一 定 规模 的 研究 

” 陵 伍 记 他 领导 开展 了 光合 作用 磷酸 化 的 研究 ;很 快 地 就 取得 了 成 

Ro 1964 年 ,他 和 他 的 学 生 对 光合 磷酸 化 量子 需要 量 进 行 了 测定 ， 

证 明了 光合 作用 磷酸 化 反应 是 整个 光合 作用 反应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凶 在 莫斯科 召开 的 第 五 届 国 际 生化 学 会 上 将 此 工作 作 了 报告 ， 

会 出 同时 有 三 篇 这 方面 的 研究 论文 ， 但 以 衣 宏 章 等 大 的 工作 最 为 

完整 汪 1962 年 志 他 的 实验 室 首 先 在 国际 上 发 现 了 光合 磷酸 化 过 程 

”中 高 能 中 间 态 的 存在 二 即 叶 绿 体 在 光 下 能 形成 一 个 高 能 状态 呈 它 

在 黑暗 中 推动 “ 腺 二 磷 ” 和 “无 机 磷酸 盐 ” 合 成 “ 腺 三 磷 “。 事 隔 

过年， 美国 科学 家 雅 格 诺 夫 (Jagenaorf) 也 观察 到 类 似 现象 ， 并 

证 明 这 高 能 中 间 态 就 是 英国 科学 家 米 切 尔 (Mitehell) 提出 的 化 学 

渗透 假说 中 的 氢 离 子 浓 度 盖 。 米 切 尔 1978 年 获得 了 诺 贝 尔 奖金 。 

高 能 态 的 发 现 对 光合 磷酸 化 机 理 是 一 个 重要 的 贡献 ， 因 此 得 到 国 

际 主 的 高 度 评价 ， 和 第 常 被 许多 文献 引用 。1972 年 ， 日 本 《蛋白 质 、 

核酸 江 酵 素 兴 杂志 认为 ,高 能 态 的 发 现 是 六 十 年代 光合 磷酸 化 研 
究 的 两 篇 重要 论文 之 一 。 

在 此 以 后 二 用 安 章 主 持 下 的 实验 室 研 究 了 闪光 ， 不 同 波长 、 

不 同 电子 受 体 等 对 光合 磷酸 化 的 作用 以 及 叶绿体 的 结构 和 功能 ， 

探索 了 对 光合 作用 的 调节 和 控制 ， 获 得 了 一 系列 结果 。 

;二 有 谍 宏 章 在 植物 生理 研究 中 另 一 个 突出 贡献 是 他 于 1960 年 在 总 

结 农业 丰产 工作 中 提出 了 作物 生长 的 “群体 概念。 他 指出 ， 农 业 

生产 的 目的 是 要 求 在 一 块 土地 上 得 到 较 高 的 产量 ， 也 就 是 这 种 作 

， 物 群 体 的 产量 ,而 每 个 个 体 产量 高 不 一 定 群体 产量 就 高 。 群 体 虽 
然 是 由 个 体 组 成 的 但 有 它 自 己 的 结构 、 性 能 和 发 展 规律 ， 如 同 

必 社会 和 个 人 的 关系 一 样 。 因 此 必须 把 一 块 田 看 作 一 个 有 机 的 整体 ， 
把 群体 的 生物 规律 与 个 体 的 生理 活动 结合 起 来 。 从 “群体 ”概念 
出 发 ， 自 宏章 等 人 开展 了 群体 生理 的 研究 ， 分 析 了 群体 结构 与 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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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利用 ， 群 体 和 个 体 的 矛盾 和 统一 ， 群 体 的 发 展 , 调节 和 控制 等 
问题 ， 提 出 一 系列 学 术 观 点 ,为 农作物 合理 密植 澡 理 施 肥 等 提 
供 了 理论 依据 。1961 年 他 主编 出 版 了 稻 麦 群体 研究 论 亦 集 》 咏 由 
于 “群体 "概念 的 提出 ， 使 植物 生理 学 的 研究 向 数量 花 方面 迈进 了 
一 步 ，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与 农业 现代 化 密切 有 关 的 研究 领域 。 息 央 章 
不 仅 致力 于 植物 生理 学 的 研究 ， 而 且 对 整个 生物 科学 的 发 展 十 分 
关心 。 他 回国 不 入， 就 在 北京 和 上 上海 积 极 推动 成 立 吾 物化 学 和 微 
生物 学 专门 研究 机 构 。 他 认为 ， 这 两 门 科学 已 超越 生理 学 ;1 医学 
的 范畴 而 独 成 体系 ， 成 为 深入 研究 生物 活动 的 基础 ， 要 赶 超 国际 
水 平 ， 必 须 天 力 发 展 这 两 门 科学 的 研究 。 后 来 二 海 成 立 了 生物 化 
学 研究 所 ， 在 植物 生理 所 也 开设 了 微生物 组 ， 使 上 海 有 基础 成 为 
近代 生物 学 中 心 。 

特别 应 该 指出 ， (AT ACE YR A TEs 
AE RRAMEDEOTREMRES LEA, BHR 
不 能 生产 抗生素 ， 而 一 些 国家 又 限制 对 我 国 出 号 呈 撕 安 章 就 与 刚 
从 美国 回来 的 沈 善 炯 合作 ， 从 这 个 实际 问题 出 发 厂 开始 进行 微 生 

。 物 生 理 的 研究 。 他 们 制订 了 规划 ， 并 联系 上 海 有 关 诱 面 的 工作 者 
成 立 了 抗生素 工作 委员 会 Aerbthninnge tiie ho 
素 生 产 和 微生物 研究 的 基础 。 

ihe PEM REE EAEEOR, & 
RAK LE, WARNS MINERAL 
命 起 源 国 际会 议 。 

他 十 分 注意 开发 新 的 学 科 领 域 。 七 十 年 代 ， 粳 物 生理 所 先后 
开辟 的 分 子 遗 传 、 细 胞 生理 ; 生物 固氮 、 环 境 污 染 等 学 科 ， 便 都 
给 予 积 极 的 支持 ， 促 进 这 些 学 科 跻 于 世界 行列 。 芭 后 他 又 积极 推 . 
惑 植物 体内 物质 运转 和 信息 传递 研究 工作 的 深入 开展 ， 并 与 北京 
农业 大 学 合作 ， 在 植物 生理 所 成 立 了 专题 研究 组 。 Es. 

BEEVH, 科学 研究 的 技术 手段 ， 对 于 科学 的 发 展 是 至 美 ， 
重要 的 ， 有 时 甚至 起 主要 作用 。 因 此 ， 他 十 分 重视 将 生 牺 科学 的 
现代 技术 和 设备 引进 到 植物 生理 研究 中 来 。 在 他 的 努力 下 ;我国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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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年 代 建立 起 唯一 的 人 工 气候 室 ,在 科研 中 发 挥 子 积极 的 作用 。 
作为 二 个 科学 家 ) - 身 宏 章 十 分 重视 向 广大 植物 生理 学 工作 者 

”传播 更 代 生 物 学 研究 的 重要 知识 。 建 国 以 来 ;他 撰写 了 许多 述评 ，、 
参加 编译 了 国外 -- 些 书籍 ， 系 统 介绍 了 光合 作用 研究 的 历程 村 
物 生 化 的 现状 、 近 代 生 物 科学 的 展望 农业 生产 中 的 群体 概念 、 
植物 生理 学 的 分 子 探讨 等 情况 。 他 还 为 报社 杂志 社 撰写 了 不 少 

”| 科普 文章 和 小 册子 , 淇 中 象 “植物 生理 学 是 合理 农业 的 : 基 础 ?、 

HE. ik, TAMA >, “光合 作用 研究 的 进展 ?等 篇 ， 深 为 读 

| 者 所 欢迎 。 

C=) 

BEE REP A OREE HR. WORE CADSR, 
总 结 出 培养 干部 的 四 条 经 验 ,二 是 重视 对 科技 人 员 基 本 功 的 训练 ， 
好 比 要 跳 好 芭 曹 舞 ， 必 须 首 先 要 学 会 脚尖 走路 ; 二 是 导师 要 引导 
学 生 入 “ 门 ”， 入 门 后 放手 让 他 们 去 阔 ， 使 他 们 发 生 兴 趣 ， 自 然 地 
去 钻研 思考 问题 ， 这 就 是 所 谓 入 门 而 自行 深造 ， 三 是 对 学 生 经 党 
进行 诱导 ， 无 论 在 学 术 讨论 会 上 ， 还 是 在 研究 工作 中 ， 都 要 启发 
他 们 的 思路 ， 即 使 他 们 有 不 切实 际 的 想法 ， 也 不 妨 让 他 们 走 点 弯 
路 ， 碰 壁 后 自己 纠正 ， 取 得 经 验 ， 举 一 反 三 ; 四 是 看 苗 施 肥 ， 因 
材 施 教 ， 针 对 不 同 对 象 的 特点 ， 使 用 不 同 的 培养 方法 ， 使 各 人 的 
一 技 之 长 得 到 充分 展现 。 括 宏章 的 这 些 培 养 干部 的 方法 ， 虽 在 使 

， 学生 潜移默化 ， 融 会 贯通 。 正 如 他 在 1962 年 写 的 《导师 、 教 师 、 

师父 多 这 篇 文 章 中 所 说 的 :培养 者 并 不 党 得 是 在 培养 ， 被 培养 者 
也 在 不 知 不 党 中 成 长 起 来 ?。 因 此 ， 经 他 培养 的 学 生 ， 不 少 人 已 成 
为 国内 优秀 的 科学 家 。 

在 植物 生理 学 科研 领域 奋斗 了 半 个 多 世纪 的 筷 宏 章 ， 以 他 精 
深 的 学 术 造 放 和 卓越 的 科学 成 就 ， 在 学 术 界 赢得 了 较 高 的 声誉 。 

| 他 现任 4 中 国 科学 >》、“《 科 学 通报 ?》、“《 生 物化 学 与 生物 物理 学 报 》、 

《植物 生理 ?小 从 书 和 < 辞海 等 编辑 委员 会 委员 ，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中 国 植物 生理 学 会 理事 长 。1983 年 他 被 选 为 第 六 届 全 

。 了 6J。 



国政 治 协商 委员 会 委员 。 

RATE AEE AWA BAT IE, 推荐 他 的 学 

生 中 年 科学 家 沈 允 钢 接 替 了 他 的 工作 。 有 釉 宏 章 说 :必须 承认 这 一 

现实 ， 我 们 人 老 眼 花 ， 精 力 不 济 ， 已 不 如 沈 允 钢 这 批 年 轻 大 了 。 

青出于蓝 而 胜 于 蓝 ， 如 果 学 生 不 超过 老师 ,科学 还 有 什么 进步 呢 ? 

年 高 体 弱 的 科学 家 应 该 退 居 二 线 ， 让 优秀 的 中 青年 科技 伙 员 担负 

科技 领导 职务 .然而 ， 他 居 二 线 ， 壮 志 犹 存 ,. SRP. AA 

他 正在 撰写 植物 的 四 固 一 一 固氮 、 固 碳 、 固 氧 和 固 氧 一文 并 

计划 编写 光合 作用 生物 能 量 转化 和 植物 生理 学 史 小 册 也 5 为 中 家 

年 植物 生理 学 工作 者 提供 有 益 的 帮助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Diaphotoropic movement of ‘the leaves of Malva neglecta 

Amet. J. Bot. Vol. 25. No. 1. 1 一 6. 1938. | 

2. A histochemical studi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hosphatase in 

plant tissue. 1945. 

3. Histologist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esphoey lee in plant 

tissues. 1947. 

4. Phosphorylase in plaslids. 1948. 

5. Microbial Farming. Economic Botany, Vol. 3. 1949. 

6. Wesiblaennbsirdphierlepiati Aline 
357 Ti)» 

7. 光 对 植物 叶 中 淀粉 形成 的 影响 〈 植 物 学 报 第 六 卷 第 三 期 201 一 216 页 )。 

8。 成 熟 期 及 发 芽 期 籽粒 中 麦芽 糖 的 转化 〈 生 化 学 报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261 一 

270 页 )。 

9。 水 稻 成 熟 期 各 叶 间 及 分 葵 间 同化 物 的 运转 (实验 生物 学 报 第 六 站 

二 期 105 一 110 页 )。 

10。 植 物 的 群体 生理 研究 (科学 通报 1960 年 第 九 期 270 二 275 页 )。 

11。 光 合 磷酸 化 量子 需要 量 (1960 年 上 海 市 科学 技术 论文 选集 六 

12. 看 物 群体 的 光 能 利用 二 iam Ak A TS BUR CN 坟 | 
学 报 第 -- 卷 (2] 117-1318), 

13。 光 合作 用 研究 的 历程 (光合 作用 研究 进展 科学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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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丘 葆 教授 1909 年 2 月 诞生 于 浙江 金华 崔 下 朱 的 一 个 普通 农 
民 家 庭 ， 父 亲 务 农 凡 母亲 从 事 家 务 。 幼 年 时 家 庭 经 济 不 富裕 ， 每 
年 农业 生产 的 收入 只 能 勉强 维持 一 家 生活 ， 遇 有 天 灾 或 其 它 特 殊 

”事故 二 即 须 告 贷 渡 过 难关 。 后 来 大 叔 任 中 学 教师 ， 资 助 全 家 ， 经 
济 状 况 稍 有 好 转 ， 但 随 着 家 庭 人 口 的 增多 ， 始 终 未 能 摆脱 贫寒 的 
AS. RBBB LIEB, WRI. Fh 岁 时 便 上 

学 ，12 岁 高 本 毕业 ，13 岁 进入 金华 浙江 第 七 中 学 。 由 于 他 亲身 经 
历 过 农村 劳动 的 艰苦 生活 ， 因 而 他 感觉 到 只 有 勤奋 刻苦 地 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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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到 一 些 真 本 领 ， 才 能 获得 较 好 的 工作 机 会 ,摆脱 生活 上 的 困境 。 
16 岁 初中 毕业 时 ， 各 地 爱国 运动 风起云涌 ， 在 此 国家 存亡 的 关键 
时 刻 ， 他 积极 地 投身 到 伟大 的 群众 爱国 行列 ， 初 步 接触 到 一 些 爱 
国 主义 教育 ， 并 简单 地 认识 到 ， 由 于 帝国 主义 富强 ， 所 以 能 够 其 
侮 贫 弱 的 祖国 。 此 时 ， 单 纯 的 爱国 主义 和 振兴 中 华 的 思想 ， 深 刻 
地 存在 于 他 的 脑 际 ， 但 他 并 不 了 解 中 国共 产 党 正在 领导 这 些 群 众 
运动 ， 而 且 日 后 必 将 引起 社会 主义 革命 。1925 年 初中 毕业 时 ， 正 

爆发 第 一 次 大 革命 ， 政 局 动 功 ， 家 庭 经 济 每 况 愈 下 ， 生 活 压力 很 
大 ， 眼 看 难以 继续 升学 ， 幸 而 此 时 正在 实行 新 学 制 ， 开 办 高 中 师 
范 科 ， 可 免费 入 学 ， 故 决定 进入 金华 高 中 师范 科 。 同 年 秋季 ， 莲 ， 
勃 的 革命 运动 波及 到 金华 ， 一 些 带 有 进步 思想 的 书籍 和 文艺 作品 
也 在 学 生 中 传播 ， 他 开始 接触 和 阅读 一 些 进步 书刊 和 宣传 革命 的 
小 册子 ， 但 对 它们 的 时 代 背 景 和 思想 性 仍 缺 乏 理解 ， 不 懂得 阶级 
社会 的 矛盾 和 革命 斗争 的 必然 性 。 

朱 壬 葆 19 岁 〈1928 年 ) 毕业 于 高 中 师范 科 ， 在 姐夫 资助 下 考 

入 浙江 大 学 教育 系 ， 后 转 到 心理 系 学 习 。]j 这 时 国内 战火 连年 ， 全 
国 各 地 的 革命 浪潮 、 抗 日 的 群众 运动 此 起 彼 伏 ， 蒋 介 石 叛变 革命 
以 后 的 黑暗 统治 笼罩 着 贫困 的 中 国 大 地。 这 些 事实 对 他 产生 了 很 
大 的 影响 。1931 年 他 随心 理学 系 主任 、 教 授 转 到 南京 中 央 大 学 ， 
他 在 该 校 借读 。 当 时 正 值 日 寇 侵略 我 东北 三 省 ， 上 海 又 发 生 “ 一 
二 八 事变 ,日 本 的 侵略 激 起 各 地 学 生 到 南京 请 愿 ， 要 求 蒋介石 出 。 
兵 抗日 ， 抗 日 烽火 ， 燃 遍 全 国 。 他 积极 参加 学 生 组 织 的 各 种 示威 
游行 和 声援 活动 ， 但 最 后 仍 以 失败 而 告终 。 处 在 这 人 时期， 他 感 。 
到 极端 沉闷 和 失望 ;认为 具有 认真 读书 ;掌握 科学 知识 , .使 国家 
强盛 起 来 才 是 救国 之 道 。1932 年 大 学 毕业 ， 为 了 寻觅 职业 ) 四 处 
求人 ， 最 后 不 得 不 回 到 杭州 ， 得 到 贝 时 璋 教授 的 同意 留 浙大 生物 ” 
系 任 助教 。 在 贝 教授 指导 下 在 动物 学 范围 内 各 专业 打下 了 一 个 全 
面 坚 实 的 基础 。 贝 教授 的 丰富 经 验 和 严谨 的 治学 态度 对 他 都 产生 
了 深刻 的 影响 ， 也 为 他 后 来 的 科学 工作 打下 了 良好 的 基础 5 

1936 年 2 月 中 英 庚 于 赔款 董事 会 公开 招考 留 英 公 费 生 导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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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试 ， 终 被 录取 于 同年 8 月 赴 英 学 习 。1936 年 8 月 到 达 英 国 ， 以 

充沛 的 精力 在 爱丁堡 天 学 攻读 生理 学 。1938 年 7 月 完成 博士 论文 ， 
PAPEL, MRT RRM, LPR RES 
MSL, SUH, ROM, ARERR. Tet 

他 在 格林 伍 特 博 十 《Dr，A. W. Greenwood) 领导 下 研究 甲状 腺 
和 性 腺 对 家 禽 两 性 羽毛 分 化 的 影响 。 用 不 同性 别 来 亭 鸡 的 羽毛 结 

” 构 和 色素 为 观察 指标 ， 了 解 与 性 激素 的 关系 以 及 甲状 腺 在 这 里 面 

所 起 的 作用 。 同 时 观察 到 甲状 腺 切除 后 ， 母 鸡 的 鸡冠 停止 生长 ， 
但 仍 能 继续 排卵 ， 对 这 个 异乎 寻常 的 现象 ， 在 内 分 泌 基础 上 获得 
新 的 认识 。1938 年 他 转 到 伦敦 国立 医学 研究 所 随 A. S. Parkes 博 
二 继续 研究 内 分 泌 生 理 ， 这 所 英国 医学 科学 最 高 研究 机 构 条 件 较 
好 ,拥有 一 批 知名 科学 家 ， 他 在 该 所 一 年 期 间 ， 主 要 研究 鸟 类 的 
RARE BM, WHER, SLA ea 
BR, WEN DRS, SILNEREKR A. Dae 
ARE FAP ES PA RE, OP SEI AE a AR 
调节 作用 。 193049 月 工作 告 一 段落 后 ， 即 离开 伦敦 回 到 爱丁堡 
天 学 ， 格 林 伍 特 博士 表示 希望 他 能 继续 留 在 英国 作 些 研究 工作 ， 
并 为 他 申请 研究 基金 。 由 于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爆 发 ,英伦 三 岛 不 断 
遭 到 德国 飞机 的 又 炸 ， 科 研 工作 很 难 开 展 ， 于 是 决定 在 同年 11 月 

” BSR HES CM ARAM. 19394F KIRA, eh 
WERSSR MARA, ME AES PS TRA 
后 方 一 三 四 川 成 都 ,1940 年 初 应 当时 迁 至 成 都 的 金陵 大 学 农学 院 
之 聘 筹建 畜牧 兽医 系 ， 并 以 庚 子 赔款 讲座 名 义 在 该 校 农 、 理 学 院 
开设 家 畜 解 前 学 和 家 畜生 理学 等 课程 ， 在 非常 困难 条 件 下 ， 并 在 
其 他 天 学 教授 的 协助 和 支援 下 建立 一 简陋 的 实验 室 ， 一 面 教学 ， 
二 面 进行 研究 吕 在 此 期 间 ， 生 活 与 工作 虽 很 艰苦 ， 但 在 成 都 华西 
坝 药 学 术 空 气 却 非 常 浓厚 ， 经 常 举行 学 术 交 流 会 和 专题 报告 会 。 
并 出 版 以 获 犯 教授 为 主编 ， 朱 壬 葆 教授 和 华西 大 学 医学 院 生 理学 
教授 道 启 真 (加 拿 大 人 ) 为 编 委 的 “生理 学 简报 “在 经 济 拉 据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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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生 理学 简报 ”一 直 坚 持 到 1945 年 抗战 胜利 时 方 告 结束 6 1943 
年 8 月 金陵 大 学 由 于 经 费 不 足 暂 不 成 立 畜牧 兽医 系 , PERS 
接受 蔡 直 教授 的 聘请 至 中 央 大 学 医学 院 生理 研究 所 从 事 教 学 和 科 
研 。 这 一 阶段 ， 朱 壬 葆 教授 继续 开展 内 分 泌 生 理 研究 ,1 主要 研究 
课题 是 性 激素 与 性 器 官 功能 之 间 的 关系 以 及 甲状 腺 在 垂体 与 性 腺 
系统 中 的 调节 作用 。 他 发 现 雄性 激素 不 仅 对 学 丸 精 予 生 成 有 一 定 
的 刺激 作用 ， 对 卵泡 发 育 也 有 同样 的 作用 。 ;这样 就 提出 一 个 新 的 
观点 ， 雄 性 激素 的 生理 功能 对 雄 副 性 征 的 发 育 与 尝 矿 精子 生成 都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在 肉 性 动物 中 ， 孵 集 能 产生 雁 激 素 ， 它 对 卵泡 的 
生长 与 成 熟 也 可 能 起 到 一 定 的 作用 。 在 家 免 中 ， 观 察 到 甲状 腺 切 
除 后， 卵泡 增生 ， 但 不 排卵 。 这 说 明 甲 状 腺 对 卵泡 生长 具有 抑制 
作用 ， 而 对 排外 则 有 和 刺激 作用 ， 而 且 证 明 这 种 作用 是 通过 垂体 前 
叶 所 分 泌 的 FSH 和 LH 表 现 出 来 的 ,: 因而 设想 四 状 腺 在 卵 梨 的 周 
期 性 活动 中 是 起 着 重要 的 调节 作用 的 。 如 果 切 除 家 免 的 里 状 腺 ， 
并 待 卵泡 增生 到 顶峰 时 再 进行 交配 ， 随 即 注射 以 垂体 黄体 生成 素 
使 之 排卵 ， 这 样 就 可 以 诱发 多 胎 ; 但 由 于 子宫 中 胎儿 数目 过 多 ， 
难以 保持 正常 生长 ， 在 怀孕 后 不 久 大 部 分 胎儿 即 被 吸收 。 如 在 交 
配 受 精 后 每 日 喂 以 适量 甲状 腺 粉末 ， 则 可 使 大 部 分 胎 目 维持 至 足 
月 。 这 一 实验 结果 对 垂体 、 甲 状 腺 和 性 腺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又 增加 
一 个 有 力 的 佐证 。 这 些 规 律 性 实验 结果 已 被 写 六 生理 学 专车 中 。 

1945 年 日 本 投降 ， 抗 战 取得 了 最 后 胜利 ;中 央 大 学 医学 院 于 
吾 年 4 月 复员 回 南京 。1946 年 9 月 朱 壬 葆 教授 离开 中 央 大 学 到 上 

海 医学 院 生理 科 任 教 。 此 时 蒋介石 已 发 动 全 面 内 战 , bie A, 
学 生 展开 广泛 的 斗争 ， 他 不 晨 强 暴 站 在 斗争 前 列 , 同 全 校 进步 师 
生 一 起 参加 “ 反 内 哉 、 反 饥 饭 、 反 迫害 ”的 斗争 活动 ， 深 得 学 生 ， 
的 爱戴 。 解 放 前 夕 ， 他 担任 上 海 医 学 院 教授 会 主席 ， 并 多 次 出 席 
高 教 联 会 议 向 伪 教育 部 力争 教学 经 费 ， 同 时 参加 由 上 海 医学 院 师 ， 
生 联 合 组 织 的 反对 迁 校 和 保护 校 产 的 “ 反 迁 护 校 ” 斗争 。 当 时 他 ; 

“并 不 是 党 员 ， 却 能 在 党 领导 下 的 各 项 运动 中 作出 积极 的 反应 。)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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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 ， 上 海 解放 ， 盼 望 已 久 的 日 子 终于 来 到 了 。 朱 壬 
葆 教授 也 以 兴奋 愉快 的 心情 ， 迎 接 上 海 的 解放 ， 并 担任 上 海 医学 
院 工会 主席 。1951 年 参加 了 上 海 郊区 土改 运动 。 抗 美 援 朝 战争 开 
始 时 ， 他 以 工会 主席 名 义 积极 动员 各 学 科 实验 室 支援 药品 器 材 ， 
为 组 织 抗 美 援 朝 医 疗 手术 队 作 出 了 努力 .1951 年 9 月 鉴于 国防 战备 
的 需要 , 朱 壬 葆 教授 服从 调配 至 军事 医学 科学 院 ,积极 参加 筹建 工 
作 ; 翌年 生理 实验 室 已 初 具 规模 ， 即 开始 专题 研究 。 朱 教授 以 自 
已 的 专长 紧密 结合 国防 和 战备 ， 勤 勤恳 恳 地 忘我 工作 ， 三 十 多 年 
如 一 目地 战 平 在 国防 科研 第 一 线 ， 为 我 军 培养 出 一 批 德 才 兼 备 、 
又 红 又 专 的 军事 医学 科研 人 员 。 他 在 政治 上 积极 要 求 进步 ， 了 业务 
上 力求 精益 求 精 ， 终 于 在 1956 年 实现 了 他 长 期 以 来 的 宿 愿 一 一 加 
入 了 中 国共 产 党 。 从 此 ,他 时 时 以 一 个 共产 党 员 的 条 件 要求 自 己 。 
在 科学 研究 上 他 思路 宽广 活跃 ， 科 学 作风 谨慎 严肃 。 对 培养 青年 
他 热心 认真 ， 要 求 严格 ， 一 丝 不 苟 。 他 平日 作风 正派 ,好 学 不 倦 ， 
为 大 诚恳， 善于 衣 说 诱导 ,为 青年 树立 了 良好 的 榜样 。 在 此 期 间 ， 
在 他 领导 下 ， 对 许多 既 有 理论 意义 又 有 实际 应 用 价值 的 研究 课题 
展开 了 广泛 的 研究 。 他 同一 批 年 轻 科学 工作 者 研究 了 空 胃 运 动 和 
消化 性 运动 的 规律 及 其 神经 机 制 。 观 察 了 空 胃 运 动 的 特点 及 波 型 ， 
分 析 了 从 安静 期 过 渡 到 收缩 期 的 四 个 阶段 ， 并 用 各 种 不 同 小 胃 的 
运动 方式 作 比 较 ， 认 为 正常 周期 性 的 空 胃 运动 反映 神经 中 枢 活动 
情况 ， 而 消化 性 运动 则 有 别 于 空 胃 运 动 ， 它 是 一 种 连续 不 断 快速 
而 均匀 的 节律 波 ， 并 无 周期 性 表现 。 同 时 认为 空 胃 运动 转变 到 消 
化 性 运动 是 一 个 迅速 抑制 过 程 ， 反 之 ， 则 为 解除 抑制 过 程 ， 而 消 
化 性 运动 则 可 能 是 由 于 食物 刺激 了 胃壁 的 神经 从 产生 局 部 反射 的 
结果 。 与 此 同时 ， 还 证 明 假 饲 对 空 胃 运动 具有 很 强 的 抑制 作用 ， 
后 作用 也 很 长 ， 且 不 易 消 退 。 食 物性 条 件 刺 激 对 胃 运 动 的 抑制 作 
用 较 弱 ， 后 作用 也 不 稳定 。 为 了 阐明 人 员 在 精神 紧张 情况 下 对 胃 
运动 功能 的 影响 ， 他 观察 到 动物 在 过 度 紧张 状态 时 ， 胃 运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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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紊乱 失 调 ， 活 动 规律 也 有 所 改变 ， 可 以 收缩 波 型 、 强 度 、 时 
间 以 及 胃 肌 紧张 度 等 方面 表现 出 来 。 这 些 变化 又 因 动 物 神经 型 的 
不 同 而 有 差异 ， 并 可 持续 很 长 时 间 。 因 此 他 认为 胃 运 动 功能 的 失 
常 是 与 大 脑 皮 层 机 能 的 改变 密切 相关 的 。 

为 了 了 解 电离 辐射 对 胃 分 泌 的 影响 ， 还 研究 了 射线 对 空 胃 分 
泌 ， 食 物性 分 这 和 “组 织 胺 分 泌 ?” 等 的 影响 。 观 察 到 射线 非但 能 “ 
抑制 胃 的 分 泌 机 能 ， 也 能 兴奋 胃 腺 ， 出 现 分 泌 波 动 过 程 ,; owe 
和 消化 力 的 改变 比 胃 酸 改变 更 明显 。 如 果 动 物 受到 重复 照射 ， 则 
变化 较 轻 ， 恢 复 较 快 。 如 果 用 去 神经 的 海 氏 小 胃 与 小 弯 小 明 的 分 
泌 机 能 相 比较 ， 则 可 看 到 照射 后 海 氏 小 胃 分 泌 功能 渐渐 增强 ， 
而 小 弯 小 胃 出 现 严重 抑制 ， 说 明 这 时 神经 中 枢 受 到 抑制 ， 从 而 引 
起 小 弯 小 胃 分 泌 减 少 ， 而 幽门 产生 的 胃 泌 素 可 能 增强 ， 致 使 海 代 
小 胃 分 泌 充 进 。 因 此 ,辐射 对 胃 分 泌 的 神经 反射 相 是 抑制 ， 而 对 
化 学 相 则 显著 增强 。 朱 教授 等 还 研究 了 射线 对 胰 液 分 泌 的 影响 ， 
见 到 不 论 在 安静 期 还 是 注 酸 后 胰 分 泌 都 减少 ,对 酸 反应 潜伏 期 延 
长 ， 胰 淀粉 酶 和 蛋白 酶 浓度 下 降 ， 可 持续 长 达 半年 之 入 。 由 于 当 ， 
时 形势 的 需要 ， 朱 教授 等 还 进行 了 出 血性 和 灼伤 性 休克 的 研究 。 
揭露 其 机 理 ， 并 应 用 溴 剂 和 咖啡 碱 、 含 氧 白 明胶 、 右 旋 酶 本 等 药 
物 作为 抗体 克 措 施 ， 都 起 到 降低 死亡 率 和 减轻 休克 症状 的 作用 。 

六 十 年 代 ， 朱 教授 以 主要 精力 从 事 抗 放 药 物 研 究 ， 并 寻找 有 
效 抗 放 药物 的 作用 机 理 ; 重点 研究 对 象 是 胺 琉 类 药物 ， 观 察 它们 ， 
对 大 小 动物 的 抗 放 效果 、 用 药 时 间 、 用 药剂 量 、 毒 副作用 和 对 机 
体 的 影响 等 ,获得 大 量 和 有 系统 的 实验 资料 。 有 关 这 类 研究 论文 ， 
绝 大 部 分 都 没有 公开 发 表 。 七 十 年 代 以 来 , 朱 教 授 考 虑 到 造血 系统 
的 损伤 与 破坏 是 造成 急性 放射 病 的 一 个 中 心 环节 ， 认 为 对 造血 于 
细胞 的 研究 无 论 在 理论 上 或 在 放射 病 治疗 方面 都 有 极 重 要 意义 。 丑 
因此 在 七 十 年 代 初 就 开始 收集 文献 ， 并 写 了 几 篇 综述 论文 ， 向 国 
内 介绍 这 方面 的 基本 知识 和 最 近 的 研究 进展 。 至 七 十 年 代 中 期 正 ， 
式 开 展 造血 于 细胞 的 研究 。 直 至 现在 ， 他 与 他 的 同事 对 造血 于 细 
胞 的 性 能 及 其 测试 方法 ， 在 放射 损伤 中 于 细胞 数量 的 变化 及 其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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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特点 ， 对 丰 同 来 源 于 细胞 性 能 的 比较 ， 造 血 于 细胞 的 辐射 敏感 
性 与 整体 动物 辐射 敏感 性 的 关系 罗 人 及 动物 骨 艇 细胞 体外 培养 中 
造血 干细胞 的 增殖 与 分 化 的 特点 等 方面 ,， 都 作 了 大 量 工作 。 现 在 
正 提出 进一步 研究 计划 ， 拟 用 不 同 来 源 的 造血 于 细胞 治疗 极 严重 
的 急性 放射 病 ， 对 治疗 过 程 中 难以 避免 的 继 发 病 ,- 即 移植 物 抗 窒 
主 病 ,如 何 加 以 克服 ， 也 提出 几 种 探 试 途径 ,这 是 目前 国际 上 -一 
个 尖 端的 研究 课题 。 朱 壬 葆 教授 五 十 年 来 在 生理 学 和 军事 医学 方 
面 作 了 大 量 工作 ， 先 后 在 国内 外 发 表 著 作 和 论文 60 余 篇 ， 为 我 国 
的 科学 事业 作出 了 一 定 贡献 。 

C=) 

朱 丘 葆 教授 既 重视 科研 实践 又 重视 人 力 培养 。 他 为 人 正直 ， 

胸襟 宽 阅 ， 能 团结 周围 同志 共同 工作 ,， 在 学 术 上 有 民主 作风 ， 能 

作 到 自由 辩论 ， 平 等 待 估 。 他 对 青年 同志 强调 主动 和 自觉 ， 培 状 
SH, UE REPRO. 
论文 时 谨慎 仔细 ， 对 不 合适 的 地 方 均一 一 指出 ， 对 标点 符号 也 从 
不 漏 过 。 经 他 修改 后 的 论文 ,逻辑 性 强 ,文字 流畅 简洁 ,文理 通顺 ， 
对 青年 教 益 很 大 。 
“SA a ee, Ue “四人帮 ” 的 迫害 ， 给 他 的 

身心 带 来 极 大 创伤 ， 但 他 坚信 党 的 事业 一 定 能 够 胜利 ， 他 仍 以 一 
个 共产 党 员 的 要 求 和 对 科学 事业 的 高 度 责任 感 ， 不 计较 个 人 得 失 
和 客 届 ;正确 对 待 * 并 且 满 怀 激情 地 再 次 投入 到 科研 事业 中 去 。 事 
实证 明 ， 他 是 一 个 热爱 党 、 热 爱 祖国 、 热 爱人 大 民 的 正直 科学 家 。 

1978 年 全 国 科学 大 会 的 召开 ， 极 大 地 鼓舞 了 全 国 的 科学 工作 
者 。 他 在 “ 树 雄 心 、 立 壮志 、 攀 登科 学 高 峰 ” 的 口号 鼓舞 下 ， 信 
心 百 倍 地 为 我 国 的 生理 科学 和 军事 医学 科学 制定 较 长 远 的 任务 和 
规划 。 并 曾 多 次 出 国 访问 和 参加 各 种 会 议 。 

朱 壬 葆 教授 1980 年 被 遂 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部 学 部 委员 ， 
还 担任 中 国生 理科 学 会 常务 理事 、 生 理学 报 、 生 理科 学 进展 、 中 
华 医学 杂志 、 中 华 放 射 医 学 和 防护 杂志 。 解 放 军医 学 杂志 和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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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科学 院 院 刊 等 刊物 的 编 委 。 同 时 又 担任 总 后 勤 部 医学 科学 技 
术 委 员 会 常委 ， 军 事 医学 科学 院 学 术 委 员 会 副 主任 委员 军事 医 
学 科学 院 放射 医学 研究 所 副 所 长 兼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和 在 委员 等 职 
务 。 在 国外 ， 他 是 英国 内 分 泌 学 会 会 员 ， 是 该 学 会 成 立时 第 三 批 
参加 者 ， 到 1968 年 文化 大 革命 时 才 失 去 联系 。 | | 

Al, RERAREEN CH, MUR, Bae 
的 热情 带领 青年 同志 NE ER RAE BT 
2H, WTR, MH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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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家 wl 
A 功 民 

谈 家 祯 教授 是 享有 国际 声誉 的 著名 遗传 学 家 。 

在 我 国生 物 界 ， 一 说 起 谈 家 祯 的 名 字 ， 人 们 总 是 把 他 与 摩尔 

根 的 名 字 联 系 起 来 。 这 是 因为 ， 谈 家 祯 在 三 十 年 代 曾 西 渡 远 洋 ， 

在 美国 加 州 理 工学 院 生 物 学 部 摩尔 根 主任 实验 室 深造 过 。 他 在 国 

际 著 名 遗传 学 家 、 诺 贝尔 奖金 获得 者 、 基 因 学 说 的 创始 人 摩尔 根 

(Thomas Hunt Morgan, 1866—1945) 和 美 籍 俄国 人 、 杰 出 的 

遗传 学 家 、 现 代 综 合 进化 论 创 始 人 杜 布 赞 斯 基 CTheodsius Dob- 

zhansky，1900 一 1975) 的 直接 指导 下 ， 获 得 了 博士 学 位 。 因 此 ， 

在 学 术 界 自然 地 把 他 列 为 摩尔 根 的 “入 室 弟子 ;其 次 ， 他 在 继承 

和 发 展 摩尔 根 遗传 学 说 方面 有 杰出 的 贡献 。 三 十 年 代 ， 他 开创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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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从 事 果 蝇 种 系 进化 和 亚洲 球 息 色 斑 变异 的 遗传 学 研究 :四 十 年 

代 提 出 了 “亚洲 球 虫 色 斑 苦 镶 显 性 遗传 理论 , 曾 在 国际 遗传 学 办 

名 噪 一 时 ， 受 到 高 度 重视 和 评价 ， 认 为 这 是 谈 家 桢 对 摩尔 根 遗 传 

学 说 的 一 大 贡献 ; 再 则 ， 他 在 发 展 中 国 遗 传 学 事业 ， 数 十 年 如 一 

上 日， 表现 出 一 个 科学 家 坚 而 不 拔 、 不 屈 不 挠 的 高 贵 品质 。 即 使 身 

处 道 境 ， 人 和 仍然 挺身 而 出 ， 坚 持 真理 ， 把 自己 的 一 切 置 之 度 外 ; 他 

为 恢复 和 发 展 中 国 遗 传 学 事业 ， 竭 尽 全 力 ， 到 处 呐喊 ， 活 牙 在 学 

术 界 的 第 一 线 。 他 一 生 辛 劳 , 把 自己 毕生 的 精力 贡献 给 科学 事业 ， 

受到 国内 外 学 术 界 的 赞赏 ,遗传 学 界 自然 把 他 推 上 领导 人 的 地 位 ， 

他 当之无愧 地 成 为 我 国 遗传 科学 的 带头 人 。 

谈 家 桢 教授 现任 复旦 大 学 顾问 兼任 遗传 学 研究 所 所 长 、 中 国 

科学 院 学 部 委员 、 中 国 遗 传 学 会 理事 长 、 第 十 五 届 国 际 遗 传 学 会 
(1980 年 ) 顾问 委员 ，1983 年 ， 他 又 被 选 为 第 十 五 届 国 际 遗 传 学 

大 会 副 会 长 、 和 联合 国 科 学 技术 发 展 中 心 非 政府 性 组 织 指导 委员 会 

EB, 国际 未 利用 植物 开发 委员 会 委员 等 职 。 他 也 是 1946 年 美国 

进化 学 会 发 起 人 之 一 。 

a 

1909 年 9 月 19 日 《农历 八 月初 二 ), 谈 家 桢 出 生 于 浙江 宁波 。 

他 的 祖父 是 不 世 传 银 匠 ,以 精巧 的 技艺 制作 银 器 首饰 而 闻名 当地 。 
惩 竟 父亲 没有 继承 父 业 忆 开始 在 家 乡 的 一 个 杂货 铺 里 当 学 徒 ， 以 

”请 经 人 让 馈 于 在 当时 英国 大 主 泵 的 邮政 局 里 当 了 二 名 小 职员 他 
ERAALR LE, HAHEMREMS RHR, HERES 
MEME, MARK, 因而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一 直 是 个 邮 务 
员 导 他 的 母亲 杨 民 夫人 是 一 位 典型 的 封建 社会 的 贤 妻 良 母 》 心地 
善良 、 勤 劳 刻 苦 。 她 怀 了 十 二 胎 ， 留 下 来 具有 六 个 孩子 记 谈 家 桢 
”排行 第 三 5 养育 孩子 的 重担 全 于 在 母亲 一 大 身上 。 在 夫 权 的 压迫 

| Ps MARAE, RMS, AEWA AEF 
Sh, RRPMAMEERHRPRS, RRA PERERA 

| 及 受 封建 社 教 压迫 的 悲惨 命运 ， 一 直至 今 ,每 当 回忆 起 他 母亲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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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不 禁 落 泪 。 谈 家 桢 生活 在 这 样 的 家 庭 里 ， A) 重 对 封建 
礼教 深 恶 痛 疾 ,由 此 也 激 起 他 反 封 建 和 封建 残余 思想 的 强烈 要 求 。 

6 PIKE, LERMAN CE, RAGE YM LAA. Sabi 
ARR, 12 ye PHB Ip HARADA. BBY, Ble HH 
RERZWALAN, RIK. RRMPMLKMRE. RR 
RREMKABA, WHRLA CBA, LAFRREB, 将 
KABRARMAR, WEZABRANH. RVA A 
意 。 

1921 年 , 谈 家 桢 进入 教会 办 的 宁波 斐 迪 中 学 ,这 所 学 校 把 以 圣 
经 》 列 为 重点 课程 ， 要 求学 生 熟 练 地 用 英语 背诵 < 新 约 》 与 <《 旧 约 》 
的 章节 ， 每 天 早晨 例 行 地 要 作 祈 社 。 谈 家 桢 以 此 刻苦 学 习 英 语 ， 
不 入， 已 能 流利 地 说 得 一 口 英语 ， 为 他 以 后 在 学 业 土 的 深造 打下 
了 坚实 的 外 文 基础 ; 

谈 家 桢 平时 为 了 学 习 和 巩固 英语 ;不 仅 熟 读 * 圣 经 ”还 到 教 
堂 里 去 做 礼拜 他 党 得 听 听 圣 歌 对 于 提高 他 的 外 语 听觉 能 力 有 好 
处 ， 再 说 能 看 到 那些 善 男 信 女 的 那 股 虔诚 劲 ， 是 一 件 很 有 趣 的 事 
情 。 他 身 在 教会 学 校 而 不 信教 。《 圣 经 ?中 《 创 世 说 > 宣扬 的 那 一 
套 ， 他 始终 存在 着 疑问 。 究 竟 是 上 帝 创 造 人 ,还 是 人 创造 了 上 帝 ? 
有 一 次 ,处 籍 教员 要 他 回答 “大 是 谁 创 造 的 ?? 他 硬是 :不 | 照 “ 圣 
经 ?上 说 的 回答 ;受到 教员 的 训斥 。; Ba, ASU, BHA 
不 照 圣 经 ?上 讲 的 象 留声机 那样 重复 一 遍 ; 你 还 可 以 享受 到 优 裕 
的 奖学金 呢 ? PRR DUE eH a RB RRS RB, AR 
AR, WHS. BARRA ARAB, (RA 
将 来 科学 一 定 能 正确 地 回答 这 个 问题 。? 

1925 年 二 在 鞭 家 诈 的 执意 要 求 下 ， 园 学 到 浙江 期 州 世 号 第 到 

中 学 高 中 部 下 5S WE UE 4e 5 . 
中 学 阶段 的 谈 家 桢 ， 并 不 是 一 个 死 嘲 书 本 不 辣 窗外 事 的 学 毕 | 

他 生性 乐观 将 达 ， 为 人 热情 ， 善 交 朋 友 ， 又 好 助 天 为 乐 同 学 间 
Abi. VRE “RI? JAA. RAMA, Aw 
5-2 AUA WA LS, JPR.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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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BRAY RAE SE AT OM, BUDD A BA he RH SD 
推选 为 东 甘 高 中 部 学 生 领 导 人 ， 带 领 并 组 织 学 生 上 街 游行 ， 开 展 
反 帝 国 主义 等 爱国 运动 ,一 时 东 吴 第 三 中 学 出 现 又 又 烈 烈 的 局 面 。 

1926 年 ， 谈 家 桢 以 优异 的 成 绩 毕 业 于 东 吴 第 三 中 学 ， 并 被 学 

校 免 试 保送 到 教会 办 的 苏州 东 吴 大 学 。 在 选择 专业 上 ， 他 曾 想 攻 
读数 学 ， 但 是 他 对 生物 学 一 直 有 浓厚 的 兴趣 ， 尤 其 在 中 学 里 留 下 
的 “大 是 谁 创 造 的 ?2 疑问 一 直 没 有 得 到 解决 ， 他 想 何不 选择 生物 
学 专业 ， 探 得 生物 的 奥秘 ? 最 后 坚定 地 选择 了 生起 学 专业 。 

1927 和 车 ， 北 伐 革 命 取 得 胜利 ， 革 命 形势 激励 着 全 国 各 界 爱国 
大 主 ; 又 二 次 地 激 起 了 谈 家 桢 在 中 学 时 期 的 那 股 爱 国 热情 。 他 积 
极 参加 学 校 的 罢课 、 驱 逐 反动 外 籍 教 员 运 动 。 当 时 东 吴 大 学 的 外 
籍 教员 中 ， 有 一 名 叫 劳 雷 的 社会 学 教员 ;一 名 叫 耐 舒 的 体育 教员 ， 
还 有 两 名 叫 哈 姆 的 宗教 教员 和 怀特 的 化 学 教员 ， 这 四 个 人 中 有 些 
是 不 学 无 未 ， 有 些 平时 对 学 生 凶 狠 蛮 横 ， 学 生 早 就 恨 之 入 骨 。 这 
次 借 着 北伐 胜利 的 形势 ， 学 生 全 心 一 致 ， 提 出 要 打倒 列强 、 赶 走 
这 四 名 教员 的 口号 。 谈 家 桢 套用 了 当时 流行 的 “打倒 列强 ?歌曲 ， 
抠 这 四 名 教员 的 名 字 编 进 歌 曲 里 ， 借 以 讽 喻 。 歌 词 是 这 样 的 ; 打 

Beh, Ries TA, RAR, BREAK, BRE oe 

成 功 ， 齐 歌 喝 ， 齐 歌唱 ?一 时 歌声 响 彻 校 院 ， 搞 得 这 几 个 外 籍 教 

员 狼 狐 不 堪 ， 校 方 不 得 已 ， 同 意 了 学 生 的 要 求 。 

大 学 三 年 级 时 ， 美 籍 教员 特 斯 克 讲 授 的 “进化 遗传 学 与 优生 

学 ” 课 , 对 谈 家 杆 日 后 以 毕生 精力 从 事 遗 传 学 研究 产生 很 大 影响 。 

那 时 ， 他 在 课余 如 饥 如 光 地 阅读 了 一 大 批 关于 进化 论 、 遗 传 学 和 

优生 学 等 方面 的 书籍 。 当 他 第 一 次 读 到 达尔 文 的 《物种 起 源 > 时 ， 

顿时 觉得 耳目 一 新 ， 眼 界 瞪 然 开朗 , .多 年 来 寻找 的 “人 是 谁 创造 

的 ”答案 ， 在 这 本 书 里 有 了 明确 的 回答 。 大 不 是 上 帝 创 造 的 ， 而 

是 从 类 人 狼 进 化 而 来 的 。 与 此 同时 ， 他 第 一 次 知道 在 生物 学 中 同 

达尔 文 进化 论 几 乎 同时 出 现 的 一 门 叫 遗 传 学 的 科学 。 遗 传 学 有 其 

科学 内 容 ， 根 据 它 的 原理 作为 培育 动 植物 良种 的 理论 依据 。 谈 家 

桢 那 时 天 真 地 想到 ， 既 然 动 植 物 有 育种 问题 ， 人 是 否 也 存在 着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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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问题 呢 ? 人 虽 高 级 ， 但 也 是 生物 ， 除 了 他 具有 社会 属性 外 还 须 

服从 生物 学 的 规律 。 诚 然 ， 决 不 能 把 动 植物 育种 的 方法 套用 于 人 
种 的 改良 。 如 果 应 用 遗传 学 原理 可 对 人 种 改良 的 话 关 那么 中 国 大 

的 体质 和 素质 就 可 以 得 到 提高 ， 就 能 脱 掉 帝 国 主义 列强 污 茂 我 们 

为 “东亚 病夫 ”的 帽子 。 这 种 想法 被 尔后 的 科学 所 证 明 ， 是 切实 

可 行 的 ， 并 认为 是 提高 人 的 素质 的 一 个 有 效 措 施 。 AAR, S+ 

年 后 ， 他 的 这 一 想法 竟 被 列 为 “反动 罪行 之 一 ， 而 横 遭 批判 

谈 家 桢 通过 勤奋 刻苦 学 习 ， 三 年 半 修 满 了 四 年 的 学 分 ,于 
1929 年 用 提 前 毕业 ， 并 获得 理学 士 学 位 。 毕 业 后 ,他 留 校 任 助教 。 

在 此 期 间 ， 他 一 面 大 量 阅 读 学 校园 书馆 的 藏书 ;一 面 走向 社会 ， 

义务 办 学 。 他 曾 兼任 东 吴 大 学 学 生 会 创办 的 惠 寒 小 学 校长 ， 免 费 

招收 贫穷 孩子 入 学 。 

1930 年 秋 ， 谈 家 桢 以 优异 的 才能 和 出 色 的 工作 ,获得 罗 攻 基 
金 会 颁发 的 奖学金 ， 经 原 东 吴 大 学 生物 系 主任 后 任 燕 京 大 学 生 

物 系 主任 、 我 国 老 一 辈 昆 虫 学 家 胡 经 甫 的 推荐 ;他 到 子 燕 京 大 学 

当 上 了 李 汝 祺 教授 的 研究 生 。 李 教授 很 欣赏 谈 家 桢 在 学 业 上 所 表 
, 现 的 那 种 充沛 的 精力 、 顽 强 的 妆 力 ， 以 及 对 学 问 孜 和 玫 以 求 不 断 探 

索 的 精神 。 在 实验 室 里 ， 他 开始 从 事 亚洲 球 虫 色 斑 变 异 遗 传 规律 

的 研究 。 在 这 期 间 ， 他 和 白天 到 田野 、 和 森林 里 捕捉 甄 虫 和 大 工 饲养 
昧 虫 的 食料 一 一 蚜虫 晚上 在 实验 室 里 喂养 球 虫 ,精心 观察 总 试 

闲 ， 真 是 达到 了 上 废 究 忘 食 、 倾 尽心 血 的 地 步 。 一 分 劳动 就 有 一 分 

收获 。 他 在 一 年 半 时 间 里 完成 了 三 篇 研究 论文 ;获得 了 硕士 学 位 s 

AADC <UL Bh a eRe, 经 李 汝 祺 教授 推荐 给 摩尔 根 

主任 实验 室 ， 受 到 摩尔 根 的 赞扬 ， 并 表示 谈 家 桢 可 以 作为 博士 研 

究 生 到 他 的 实验 室 深 造 。 直 到 最 近 ， 年 近 九 十 的 李 注 祺 教授 回忆 
这 一 段 时 期 时 ， 感 慨 地 说 ; 谈 先 生 是 我 一 生 中 所 带 过 的 研究 生 中 

最 为 突出 的 一 个 ， 这 是 我 一 生 感 到 珍惜 的 一 件 事 。?" 又 说 王 我 怎么 

也 想不到 ， 他 在 这 一 年 半 时 间 里 ， 搜 集 了 那么 多 的 材料 ， 做 子 那 

么 多 的 工作 ， 又 看 了 那么 多 的 书 ， 这 是 出 乎 我 意外 的 。 

*。 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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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 谈 家 桢 又 回 到 东 吴 大 学 任教 ， 并 独立 开设 普通 生物 

学 、 胚 胎 学 、 无 糊 椎 动物 学 、 兰 椎 动物 比较 解剖 学 、 遗 传 学 和 优 
生 学 等 课程 。 由 于 他 博览 群 书 ， 认 真 备课 ， 他 的 讲课 深 受 学 生 的 

欢迎 。 

1934 年 ， 估 去 美国 摩尔 根 实 验 室 ， 在 摩尔 根 及 其 助手 杜 布 并 
斯 基 的 指导 下 ， 攻 读 博士 学 位 。 在 这 三 年 中 ”他 开辟 了 以 果 蝇 为 
研究 材料 ， 利 用 当时 新 发 现 的 唾液 腺 染色 体 技术 进行 不 同 种 间 和 

种 内 的 染色 体 结 构 和 细胞 遗传 图 的 研究 领域 。 他 整 天 泡 在 图 书馆 
或 实验 室 里 ， 旁 人 看 来 ， 他 的 生活 单调 乏味 ， 但 他 却 自 得 其 乐 地 

沉浸 在 科学 研究 的 乐趣 之 中 。 他 意识 到 ， 要 在 事业 上 有 所 成 就 ， 

必需 付出 辛勤 的 劳动 。 就 这 样 ,他 的 研究 论文 一 篇 接着 一 篇 问世 ， 

先后 写 了 十 多 篇 ， 其 中 有 几 篇 是 和 美国 、 德 国 等 科学 家 一 起 合作 
写成 的 。 论 文 先 后 发 表 在 美 、 英 、 矢 、 瑞 士 等 国 的 学 术 刊 物 上 。 

在 1979 年 出 版 的 4 科学 美国 人 > 杂志 上 ， 还 引用 和 介绍 了 他 那 时 在 
现代 综合 进化 论 领域 里 所 进行 的 开创 性 的 工作 和 独特 的 见解 。 
1936 年 ， 谈 家 桢 的 博士 论文 * 果 蝇 常 染色 体 遗 传 图 ?答辩 通过 ， 二 

十 七 岁 的 谈 家 杆 获 得 了 哲学 博士 学 位 。 他 是 加 州 理 工学 院 生物 学 
部 第 一 个 得 到 博士 学 位 的 中 国 留 学 生 。 

谈 家 杆 以 突出 的 成 绩 和 刻苦 铺 研 的 精神 赢得 了 导师 和 同事 们 

”的 敬佩 ， 他 们 热情 地 邀请 他 留 在 美国 继续 从 事 遗 传 学 研究 。 但 是 

谈 家 想 没 有 留恋 那里 良好 的 研究 环境 和 优 裕 的 生活 条 件 。 他 热爱 
科学 事业 ， 更 热爱 自己 的 祖国 。 为 了 把 学 到 的 知识 贡献 给 祖国 的 
遗传 学 事业 ， 并 怀 着 “科学 救国 ”的 信念 ， 他 表 然 地 告别 了 导师 
和 朋友 ， 踏 上 了 返回 祖国 的 旅途 。 

1937 年 ， 他 应 浙江 大 学 校长 竺 可 杆 的 盛情 邀请 ， 就 任 浙大 生 
物 系 教授 。 不 久 ， 抗 日 战争 爆发 ， 战 火 蔓延 到 杭州 ， 浙 大 决定 内 
迁 。 生 物 系 辊 转 内 迁 ， 曾 搬 到 浙江 建 德 、 江 西 泰和 、 广 西 宜山 、 
贵州 遵义 ， 最 后 搬 到 贵州 湄 潭 的 一 个 破烂 不 堪 的 唐 家 祠 堂 里 。 动 
菏 不 定 的 生活 ， 使 得 研究 工作 的 开展 异常 困难 ， 但 谈 家 杆 仍 坚持 
工作 。 他 除 讲课 和 指导 研究 生 外 ， 还 同学 生 们 -起 进行 果 章 和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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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的 野外 采集 和 室内 的 试验 研究 ， 晚 上 在 煤油 灯 下 对 着 显微镜 进 

行 细胞 学 观察 。1944 年 ， 他 在 研究 上 取得 了 重大 突破 史 发 现 杜 虫 

色 斑 变异 遗传 的 典 镶 显 性 现象 ， 于 是 他 继续 研究 ， 进 一 步 摸 清楚 

其 规律 。1945 一 1946 年 间 ， 他 应 哥伦比亚 大 学 邀请 ， 赴 美 作客 席 

教授 。 在 美 期 间 ， 除 讲学 外 ， 他 完成 了 «MPN De PE i a HE 

遗传 理论 > 论文 ,并 登载 在 1946 年 美国 4 遗传 学 ?杂志 上 。: 这 篇 论文 

引起 了 国际 遗传 学 界 的 巨大 反响 ， 认 为 丰富 和 发 展 了 摩尔 根 遗 传 

学 说 。 国 际 遗 传 学 界 也 密切 注视 着 这 位 新 崛起 的 中 国 遗 传 学 家 。 

- 1948 年， 谈 家 桢 作为 中 国 唯一 代表 ， 应 邀 出 席 在 瑞典 举行 的 

第 八 届 国际 遗传 学 会 议 。 在 这 次 会 上 ， 他 当选 为 国际 遗传 学 会 常 

务 理事 。 当 时 ， 原 定 担任 会 议 主席 的 苏联 著名 遗传 学 家 、 列 宇 农 

业 科 学 院 院 长 瓦 皮 洛 夫 没有 出 席 会 议 ,， 经 了 解 ， 才 知 他 已 被 李 森 

科 指 责 为 “资产 阶级 分 子 ” 而 遭 到 迫害 。 谈 罕 桢 不 寒 而 栗 o 二 些 

“好 心 ” 的 外 国 科 学 家 担心 谈 家 桢 在 中 国 新 政权 下 也 遭 到 同样 命 

运 ， 都 劝说 他 不 要 回国 ， 在 国外 定居 。 会 议 期 间 光 兽 有 一 位 美国 

科学 家 邀请 他 会 后 去 日 本 工作 ， 研 究 广岛 原子 弹 放射 线 的 遗传 效 

应 。 谈 家 桢 对 此 课题 很 感 兴趣 ， 对 方 还 允诺 子 很 高 的 生活 待遇 。 

但 他 毫 不 犹 殉 地 谢绝 了 这 一 邀请 。 会 后 ， 他 应 邀 到 美国 等 国 访问 

考察 ， 一 些 著名 的 遗传 学 家 再 次 提出 要 他 留美 进行 含 作 研究 ， 罗 

氏 基 金 会 为 此 还 作 了 安排 ， 先 让 谈 家 桢 到 人 台湾 ;然后 由 他 们 负责 

把 家 属 接 到 台湾 ， 再 一 起 赴 美 定居 。 但 谈 家 桢 想到 六 旱 年 立 玉 发 

展 中 国 遗 传 学 事业 的 大 志 ， 是 不 能 够 在 异国 来 实现 的 ， 虽 然 对 共 

产 党 了 解 甚 小， 但 相信 共产 党 总 比 腐败 透顶 的 国民 党 要 好 。 强烈 

的 民族 意识 和 崇高 的 事业 心 ， 坚 定 了 他 回 祖国 的 决意 后 工 克 ) 

1948 年 底 ， 谈 家 桢 踏 上 了 回国 的 旅途 。 当 他 在 飞机 般 窗 旁 胱 

望 东 方 时 ， 心 中 对 祖国 的 遗传 学 事业 的 发 展 充 满 了 和 希望。 ” 

oF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 党 和 政府 十 分 重视 遗传 学 的 发 展 。 但 是 古 

今 中 外 的 科学 史 告 诉 我 们 ， 科 学 总 是 在 与 偏见 、 无 知 ; 迷信 和 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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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的 斗争 中 发 展 的 5 遗传 学 在 申 国 的 发 展 ， 也 同样 经 历 -条 曲折 
坎坷 的 道路 ; 它 两 起 两 落 ， 遭 受到 两 次 灾难 性 的 打击 。 

解放 初期 ,由 于 我 们 铅 乏 建 设 社会 主义 的 经 验 ， 曾 一 度 不 加 
分 析 地 狠 搬 苏联 的 做 法 。 在 遗传 学 领域 里 ， 曾 强制 推行 和 灌输 李 
森 科 那 二 套 理论 ;》 打击 和 正 制 摩尔 根 和 遗传 学 派 ; 把 经 典 的 孟 德尔 
:摩尔 根 和 遗 传 学 体系 打 成 “ 伪 科学 ?中 戴 上 了 “唯心 的 "、“ 反 动 
的 "\ “为 帝国 主义 效劳 的 资产 阶级 反动 理论 "由 子 ， 公 然 提 出 “ 消 
灭 孟 德尔 : 岸 尔 根 主 义 ?口号 。 谈 家 枝 首 当 其 冲 地 成 为 被 批判 的 对 
象 引 他 身 为 复旦 大 学 生物 系 主任 ; 却 无 权 讲授 遗传 学 课程 和 从 事 
遗传 学 研究 六 政治 止 和 学 术 上 都 受到 很 天 的 压力 。 RUE, 
不 动摇 ,他 说 ,上 科学 总 是 科学 ; 来 不 得 半点 虚假 ,真理 是 越 辩 越 
明 的 守 遗传 学 不 能 教 ， 他 就 翻译 《生物 学 引 论 》 ， 宣传 达尔 文 进化 
to 季 坚 信 自 己 的 研究 方向 没有 错 ， 笼 单 着 的 一 片 乌云 一 定 会 烟 
消 云 散 ; 他 毫 不 动 扬 地 坚守 着 这 个 阵地 。 

“下 下 到 5 年 ,毛泽东 同志 提出 “百家争鸣 、 百 花 齐 放 ” 的 方针 ，- 

给 和 遗传 学 的 发 展 带 来 子 转机 。 这 一 年 夏天 ， 在 周恩来 总 理 的 亲自 

关怀 下 ， 在 育 岛 召开 了 遗传 学 座谈 会 。 在 这 次 会 上 ， 谈 家 杆 畅 所 

欲 言 尖 针 对 国 见 片面 强调 米 丘 林学 说 ， 而 压制 摩尔 根 学 说 的 不 正 

各 做 法 ，. 坦 率 地 陈述 子 自 己 的 意见 青岛 遗传 学 会 议 ， 使 他 振奋 

巴 精 神 寺 他 写 子 很 多 文章 ， 积 极 参加 争鸣 。 特 别 自 1957 年 以 来 ， 

毛泽东 主席 前 后 四 次 接见 了 人 他， 勉励 他 大 胆 地 开展 遗传 学 研究 ， 

给 予 他 巨 夫 的 力量 。 至 今 ， 当 谈 家 桢 追忆 在 他 最 困难 的 时 候 ， 毛 

主席 对 李 亲 切 的 教导 和 有 殷切 的 期 望 时 ,他 仍 无 法 抑制 内 心 的 激动 。 

2 11957 年 3 月 12 卓 , 毛 主 席 在 中 南海 怀 仁 堂 第 一 次 接见 谈 家 桢 。 

一 见面 ， 毛 主席 的 第 一 句 话 便 说 :“ 你 就 是 遗传 学 家 谈 先 生 啊 中 

接着 便 间 起 全 的 工作 和 身体 状况 , 问 起 青岛 遗传 学 会 议 情况 。 谈 家 

杆 二 二 作 了 汇报 后 二 和 毛 主 席 说 六 你 们 青岛 遗传 学 会 议 开 得 很 好 。 

过 去 我 介 学 习 苏 联 的 有 些 地 方 不 对 头 。 应 该 让 大 家 搞 嘛 ， 可 不 要 

fal” 19574F 7A, BER AL KERRAMN, —RE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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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把 遗传 学 研究 工作 搞 起 来 ， 要 坚持 真理 ， 不 要 物 1958 年 工 崩 
6 日 ， 毛 主席 派 专机 从 土 海 专程 把 谈 家 桢 、 周 谷 诚 和 赵 超 构 三 位 
知识 分 子 朋 友 接 到 杭州 西子 湖 妊 的 一 个 庭园 里 。 他 们 共 进 晚 艾 ,并 

进行 长 时 间 的 畅谈 。 毛 主席 关切 地 问 谈 家 桢 :* 谈 先生 于 把 遗传 学 

搞 上 去 ， 你 党 得 还 有 和 什么 障碍 和 困难 四 ?并 说 “有 困难 我们 三 

起 来 解决 。 一 定 要 把 遗传 学 搞 上 去 ! "1961 年 五 一 节 前 帮 ,和 毛 主 席 

又 一 次 在 上 海 接 见 了 谈 家 桢 。 毛 主席 紧 握 着 谈 家 桢 的 手 说 道 ; 你 

对 把 遗传 学 搞 上 去 ,还 有 什么 电 患 吗 ?” 当 站 在 一 旁 的 原 圭 海 市 委 

的 领导 同志 说 道 ; 我 们 大 力 支持 谈 先 生 在 上 海 把 遗传 学 研究 搞 王 

去 ”时 ， 毛 主席 高 兴 地 说 道 : 这 样 才 好 呀 ! 要 大 胆 搞 不 要 怕 王 

毛 主席 的 这 番 话 ,解除 了 谈 先 生 思 想 上 的 沉重 负担 ,他 决心 把 我 国 

遗传 学 事业 搞 上 去 ， 从 而 给 我 国 遗 传 学 带 来 了 生气 勃勃 的 党 荣 景 

象 。 谈 家 桢 又 在 复 且 大 学 重新 开设 了 遗传 学 课程 ， 并 大 胆 地 开展 

研究 。1958 年 ， 复 旦 大 学 生物 系 建立 了 全 国 第 二 个 遗传 学 专业 站 

196146, 又 在 此 基础 上 成 立 子 复旦 大 学 遗传 学 研究 所 》” 谈 家 桢 任 
所 长 。 谈 家 村 至 今 不 时 感慨 地 说 ;没有 筷 主席 的 亲切 关怀 和 热情 
支持 ,也 就 没有 中 国 遗传 学 的 今天 2 

谈 家 杆 在 摸 清国 际 遗 传 学 研究 的 最 新 动向 基础 凸 ) 从 我 国 国 
情 出 发 ;结合 原子 能 和 平 利用 及 原子 弹 防 护 等 战略 需要 , .在 遗传 
学 研究 所 选 定 以 猕猴 为 实验 材料 的 辐射 细胞 遗传 学 研究 方向 避 谈 
家 桢 和 他 的 助手 们 进行 了 大 量 的 工作 ， 并 取得 重要 研究 成 果 。 短 
短 几 年 里 ， 谈 家 桢 和 他 的 助手 写 了 近 十 篇 上 共有 国际 先进 水 平 的 论 
文 ， 不 仅 为 发 展 我 国 原子 能 事业 在 实践 应 用 方面 提供 坚实 的 科学 
HE, ANI TRE RNS, ATE Te 
传 学 研究 大 才 。 

正当 谈 家 祯 及 其 助手 们 群策群力 ， 坦 传 学 研究 稍 有 起 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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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坚持 摩尔 根 学 派 的 观点 是 “在 生物 学 外 衣 下 宣扬 天 不 变 , 道 亦 

不 变 ”的 形而上学 世界 观 ， 是 宣扬 “ 龙 生 龙 、 凤 生 凤 的 资产 阶级 

“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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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 个 人 和 家 庭 横 遭 不 幸 ， 实 验 室 破 坏 列 尽 ， 科 研 人 员 被 赶 到 

农村 进行 “思想 改造 ”…… 。 个 人 的 冤 届 和 遭遇 ， 他 把 眼泪 往 肚 “ 
”里 喝 ， 事 业 上 的 挫折 使 他 痛心 疾 首 。 即 使 如 此 ， 谈 家 桢 对 党 的 信 ， 

， 念 没 有 变 。 他 对 同 关 在 “和 牛 棚 ” 里 的 一 位 昆虫 学 家 说 :“ 我 跟 共 产 

党 打 了 那么 多 年 的 交道 ， 我 了 解 共产 党 ， 共 产 党 也 了 解 我 ， 将 来 

发展 科 学 ， 相 信 共 产 党 还 要 用 得 着 我 们 这 些 人 的 。 谈 家 桢 为 了 祖 

国 的 遗传 学 事业 ， 表 示 要 坚强 地 活 下 去 。 他 说 : 毛 主 席 支 持 我 ， 

我 还 要 把 遗传 学 搞 上 去 ， 这 样 才 对 得 起 党。 这 些 发 自 肺 腑 的 话 ， 

感 劲 了 这 位 是 虫 学 家 ， 打 消 了 他 曾 一 度 产 生 的 厌 世 念头 。 

一 1968 年 11 月 的 一 天 ， 由 于 毛泽东 同志 在 八 届 十 二 中 全 会 上 谈 
到 了 谈 家 桢 ,指名 要 解放 他 。 自 此 ， 谈 家 村 结束 了 在 农村 的 “思想 

改造 ， 又 回 到 了 复 且 大 学 。 当 时 ， 四 人 帮 仍 牢 牢 地 控制 着 学 校 。 

谈 家 杆 名 为 被 “解放 ,实质 上 仍 把 他 当 作 “内 控 ” 的 对 象 。 王 震 
同志 曾 两 次 约 谈 家 桢 一 起 到 全 国 各 地 考察 育种 工作 ， 当 时 的 复旦 

党 委 就 是 不 加 理 桌 。 他 们 乱 吹 什么 “ 电 刺 激 棉 花 "、 什 么 “有 色 棉 

花 ， 志 想 利 用 谈 家 杆 的 声望 为 他 们 捧场 。 谈 家 村 识破 这 些 人 搞 的 

名 符 其 实 的 伪 科 学 。 那 个 有 着 “中 央 候 补 委 员 ”、“ 四 川 省 革 委 会 

副 主任 ”头衔 的 “有 色 棉 伦 的 “发 明 者 ,为 了 捞取 资本 ， 硬 要 谈 

家 杆 签 字 ， 与 他 共同 署名 发 表 他 的 “论文 ”， 谈 家 桢 没有 昧 着 科学 

家 的 良心 ， 坚 决 拒绝 他 的 拉拢 。 他 对 这 些 人 说 : 我 无 功 不 受 禄 ， 

不 要 把 我 名 字 放 上 去 。 

4 MEL, BEREAPHERA RPK, ERK 

— RAM“ 毛 主 席 很 关心 你 ， 问 这 几 年 为 什么 没有 见 到 你 发 表 文 

章 ? “ 谈 家 桢 有 日 难 言 ， 在 这 乌云 密布 的 日 子 里 ， 他 的 处 境 实际 上 

并 没有 得 到 改变 ， 开 展 遗 传 学 研究 更 是 谈何容易 啊 ! 他 请 王 震 同 

志 转 告 毛 主席 “谢谢 老人 家 的 关心 ， 遗 传 学 我 是 要 搞 的 。 

严冬 终于 过 去 了 ， 大 地 复苏 。 中 国 遗 传 学 事业 又 得 到 一 次 新 

4S, RAVULAB ME, ILE HT. 虽然 已 年 请 古稀, 但 老 当 益 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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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 整顿 研究 所 ， 重 建 实验 室 ， 亲 自制 定 科 研 规划 ， 带 领 科 研 人 
员 为 赶 回 已 损失 的 时 间 而 努力 工作 。 

近年 来 ， 谈 家 桢 身 兼 多 职 , :社会 工作 繁忙 。 他 是 五 届 全 国政 
协 常 委 (1978)、 第 六 届 全 国政 协 常 委 (1983)、 第 从 届 土 海 大 大 

副 主任 以 及 民 盟 中 央 副 主席 和 上 海 民 盟主 任 等 职务 。 但 不 论 于 什 
么 ， 他 心里 想 的 仍然 是 发 展 我 国 的 遗传 学 事业 。- 他 多 次 表明 他 要 
以 有 生 之 年 尽 自己 的 力量 ， 为 中 青年 同志 铺路 拱桥 六 为 他 们 创造 
良好 的 科研 和 教学 条 件 。 他 不 顾 古 稀 之 年 , 远 践 重洋， 多 次 出 国 
讲学 访问 和 参加 一 系列 的 国际 学 术 会 议 汪 寻找 一 切 机 会 联系 著名 
大 学 和 遗传 学 研究 所 ， 推 荐 中 ,青年 同志 出 国 深造 j 每 次 出 国 回 
来 ， 他 带 回来 的 是 新 版 遗传 学 专著 和 新 菌 种 ,并 引进 先进 的 仪器 
设备 。1978 年 ， 他 当选 为 中 国 遗传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1982 年 ， 当选 

为 中 国 遗 传 学 会 理事 长 。 为 了 促进 全 国 遗传 学 研究 和 教学 工作 ， 
开展 学 术 交 流 活动 ， 他 不 辞 辛劳 辊 转 南 北 ， 亲 自 讲课 ,介绍 国内 
外 最 新 学 术 动态 和 进展 情况 。 目 前 ， 谈 老 已 退 居 二 线 , 担任 复旦 
大 学 顾问 ， 但 这 位 不 知 疲倦 的 老人 仍 在 为 祖国 的 遗传 学 事业 而 尽 
心 竭 力 。 为 了 发 展 我 国 的 分 子 生 物 学 ,特别 是 为 了 迎接 世界 新 的 
技术 革命 的 到 来 ， 他 一 马 当 先 、 在 多 种 场合 ,强调 遗传 学 将 在 这 
场 世界 性 技术 革命 中 发 挥 着 直接 的 作用 。 面 对 新 的 技术 革命 的 挑 
上 成， 他 科学 地 分 析 并 综合 了 世界 科学 技术 发 展 趋势 ,指出 大 类 已 
进入 改造 和 创建 新 的 生命 形态 的 时 代 。 并 指出 , 本 世纪 思 十 年 代 
将 是 生物 工程 的 时 代 。 二 十 一 世纪 将 是 人 体 科学 的 世纪 。 遗 传 工 
程 的 发 展 ， 将 迅速 影响 到 科技 、 工 业 、 农 业 、 医 学 等 众多 领域 ， 
给 人 类 带 来 大 量 有 价 和 无 价 的 效益 。 他 具体 建议 ， 首 先 应 该 进行 
智力 投资 而 不 是 物质 投资 ; 另外 ， 要 结合 国情 ;更 多 的 借鉴 目 本 
的 做 法 ,培养 大 量 包括 遗传 工程 在 内 的 生物 科学 人 员 , 用 遗传 工程 
技术 改造 和 提高 原 有 企业 ， 等 等 。 他 提出 的 一 系列 建议 /已 引起 ” 
中 央 及 学 术 界 的 注意 。 这 位 被 * 世 界 经 济 导 报 > 称 为 将 遗传 王 程 
引入 我 国 的 科学 家 ”, 根 据 他 在 三 、 四 年 前 提出 的 发 展 中 国 分 子 生 
物 学 的 战略 思想 ， 经 过 上 级 领导 及 他 和 同志 们 的 积极 筹划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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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复旦 夫 学 已 建立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初 具 规模 的 生物 工程 系 5 不 少 同 
志 都 认为 ， 谈 老 是 一 位 有 战略 眼光 的 科学 家 。 

为 了 表彰 谈 家 桢 在 发 展 遗传 学 事业 所 作出 的 贡献 ，1983 年 5 
崩 踢 日 六 他 以 美国 加 州 理 工学 院 的 “杰出 的 校友 ”称号 ， 接 受 该 
校 授予 的 二 枚 银 光 烟 烟 、 上 面 镑 刻 着 “真理 将 使 你 获得 自由 ”的 
KBAR. 1984 年 6 月 ; 他 又 接受 了 加 拿 大 雅克 大 学 授 巴 
他 为 科学 荣誉 博士 学 位 ; 

«x,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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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领 域 ;， 并 取得 重要 的 成 就 。 
谈 家 杆 旱 在 研究 生 期 间 ， 即 已 开始 从 事 亚 洲际 虫 色 班 变异 遗 

传 规律 的 研究 ， 直 到 七 十 年 代 志 他 还 发 表 这 方面 的 论文 。 
Res HERI”, FET Ole IE i Fe 

前 胸 板 于 呈现 着 各 种 色彩 斑 烂 的 变异 斑点 ， 正 象 自然 界 中 蝴 虹 一 

样 是 一 种 典型 的 多 态 性 物种 。 这 在 研究 进化 和 群体 遗传 学 方面 ， 
是 一 种 理想 的 实验 材料 。 

1942 一 1946 年 ， 谈 家 桢 通过 研究 ， 了 解 到 鞘翅 色 斑 的 遗传 机 

制 至 少 由 19 企 复 等 位 基因 所 制约 ， 并 表现 出 一 种 特异 的 先 镶 显 性 

现象 ， 即 一 些 变种 或 变异 类 型 实际 上 是 航 镶 杂 人 合体， 它们 不 能 稳 

定 地 遗传 下 去 ， 无 例外 地 显示 藤 灸 显 性 的 作用 。 

根据 异 色 球 虫 的 色 斑 变异 ， 较 常见 的 有 四 种 类 型 ，@@ 黄 底 带 

有 不 同 数 的 黑 小 点 ， 是 隐 性 的 S 型 。1933 年 , 谈 家 桢 根据 黑色 斑点 
的 数目 和 位 置 ， 首 次 把 这 种 黄 底 型 分 成 若干 等 级 ， 并 发 现 黑色 斑 

点 既 由 遗传 因素 决定 ， 也 受 环 境 条 件 ， 特 别 是 晴 期 温度 的 影响 。 

回 黑 底 显 示 一 个 黄 窗 的 S" 型 。@ 黑 底 显示 前 后 各 一 个 黄 窗 的 S: 型 。 
四 黑 底 具有 六 小 块 黄色 部 分 的 S* 型 。 

谷 镶 显 性 现象 可 分 为 “包括 式 ” 和 “ 重 迭 式 ” 两 种 情况 。 谈 
家 桢 通过 对 许多 嵌 俯 杂 合体 的 测验 ， 又 发 现 一 种 嵌 镶 显 性 的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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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它 是 S$ 与 SS 杂交 后 代 中 的 一 个 不 体 ， 除了 表现 S: BARS 
到 因 效 应 外 ， 在 栓 红 名 课 中 有 一 个 黑 瘟 点 。 这 种 现象 认为 可 以 用 

三 体 性 遗传 来 解释 。 

1941 一 1944 年 间 ， 谈 家 桢 从 贵州 湄 潭 的 郊外， 以 及 在 六 证 年 

代 从 沈阳 、 北 京 等 南北 方 十 三 个 地 区 捕捉 到 的 正在 交 匙 的 异 色 球 

虫 ， 对 它们 的 色 斑 类 型 进行 分 类 及 计算 在 当地 的 色 斑 频率 太 结 果 

表明 ， 实 际 所 得 的 结果 符合 理论 上 的 假定 ;证明 不 同色 斑 类 型 可 

以 目 由 交配 ， 而 构成 异 色 球 虫 的 重 德尔 式 群 体 。 

谈 家 桢 和 他 的 助手 从 贵州 湄 漂 等 十 几 个 地 区 采集 到 的 异 色 球 

虫 群 体 进 行 性 比 测定 ， 结 果 发 现 具 有 同样 的 倾向 ， 即 肉 性 个 体 占 

多 数 。 接 着 ， 他 发 现在 野生 群体 中 有 只 生肉 个 体 的 单 生 肉体 的 母 

系 遗 传 现象 ， 连 续 数 代 后 又 出 现 性 比 正常 的 恢复 系 风 这 种 由 母 传 

女 的 方式 ， 证 明 为 典型 非 染 色 体 的 细胞 质 遗 传 。 这 种 状况 的 持续 

ASZ, SERA SERRATE As See 

因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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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分 布 和 季节 变化 的 测验 ， 表 明 在 我 国 北方 ， 黄 底 型 〈S) 占 大 多 

数 ， 而 黑色 类 型 则 为 少数 。 随 着 纬度 降低 ， 到 子 长 江 流 域 ， 黄 底 

型 的 频率 逐渐 下 降 ， 而 S 型 和 S* 黑色 类 型 则 显著 上 上 升 ， 特 别 到 四 

川 一 带 尤为 显著 。 同 时 ， 在 同一 地 区 黄 底 型 和 黑 底 型 的 频率 显示 

着 季节 性 的 差异 。 在 春 末 冬 初时 ， 黄 色 较 黑色 为 高 在 夏季 则 是 

黑色 相应 较 高 。 他 认为 ， 异 色 球 虫 表现 的 这 种 典型 多 态 现象 ， 除 

了 气候 条 件 外 ， 其 它 因 素 诸 如 地 理 隔 离 、 特 殊 的 生态 条 件 ， 对 和 群 

体 的 组 成 世 不 无 影响 。 

在 1948 年 的 论文 中 ， 他 报道 了 在 1947 年 4 月 到 12 月 间 ， Moe 

州 近郊 所 采集 的 2465 个 野生 群体 中 ， 黄 底 型 从 二 月 份 的 和 .3 缉 降 
至 7 月 份 的 21.5%;， 而 至 11 一 12 月 份 竟 高 达 58.5%。 相反 ， 三 窗 

WS) 从 4 月 份 的 19.8% 升 至 :7 月份 的 42.8%， 到 1 一 12 月 份 ， 

MPEB19.6%. OHH S) 的 比例 在 夏天 也 有 所 描 加 ， 人 得 不 如 

二 窗 型 明显 。 通 过 色 斑 型 频率 的 年 代 变 异 和 季节 变异 ， 谈 家 桢 认 

+ 了 8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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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异 色 球 虫 是 小 进化 的 范例 ， 并 认为 这 对 研究 生物 进化 机 制 很 
”有 价值 。 

1934 年 ， 谈 家 村 在 摩尔 根 主 任 实验 室 攻读 博士 学 位 时 ， 正 值 
巨大 唾 腺 染色 体 遗 传 研究 的 初创 时 期 。 他 利用 当时 在 果 蝇 吐 腺 巨 
型 染色 体 研 究 ， 分 析 果 蝇 的 种 内 和 种 间 的 遗传 物质 的 结构 和 变 蜡 
情况 池 以 及 不 同 种 间 的 亲缘 关系 ， 从 而 探讨 进化 的 机 制 ， 丰 富 和 
发 展 了 现代 综合 新 达尔 文 主义 学 说 。 3 

他 认为 在 自然 界 的 分 类 阶梯 士 ,种 是 客观 存在 的 单位 ,不 同 的 
种 有 着 质 的 差别 ， 主 要 可 以 归纳 两 点 ， 第 一 ， 种 间 有 一 定 的 形态 
于 和 生理 土 的 差异 ， 其 程度 一 般 要 比 同 种 内 个 体 间 的 差异 为 大 
第 三 ;种 内 个 体 间 可 以 自由 交配 、 繁 殖 ;， 不 同 种 之 间 的 个 体 则 不 
能 自由 交配 ， 或 即使 交配 也 不 能 顺利 繁殖 后 代 。 由 此 看 来 ， 种 是 
生物 进 兹 土 的 基本 单位 ， 它 既 不 同 于 亚 种 或 族 ， 因 为 它们 仅 有 量 
主 的 差异 ， 也 不 同 王 属 、 科 等 高 级 分 类 范畴 ， 它 们 仅 是 人 为 的 单 
位 。 因 此 ;和 研究 生物 进化 的 机 制 ， 他 认为 实质 上 是 研究 新 种 形成 
的 栅 制 ， 就 是 说 新 种 怎样 从 原来 的 种 分 化 出 来 。 概 括 地 说 ， 进 化 
包括 三 个 环节 :突变 为 进化 提供 原材料 ;@ 自 然 选 择 是 进化 的 
动力 ; .@@ 隔 离 是 新 种 形成 的 必要 条 件 。 
RAP RIA MEM, FE BA D.pseudoobscara 

FIRMED .persimilis 之 间 ， 它 们 在 外 表 上 非常 相似 ， 但 在 生理 上 

却 有 明显 的 差异 ， 它 们 是 不 同 的 种 。 他 发 现 它们 之 间 经 常 在 三 个 
染色 体 上 有 着 四 个 首位 的 差别 。 再 如 D.。pseudoobseura 与 亲缘 稍 
远 的 Dmiranaida 相 杂交 ， 发 现在 杂种 体内 的 染色 体 止 , 有 着 首位、 
易 位 及 至 少 包括 有 49 个 断裂 的 缺陷 等 差异 ,再 以 D.pseudoobscufa 

和 亲缘 更 远 的 种 D.melanogaster 相 比 较 ， 它 们 之 间 不 能 杂交 , 利 
用 遗传 图 比较 方法 ， 发 现 它们 之 间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对 比 以 及 二 者 之 
闻 逆 位 上 上 差异 更 大 。 以 上 情况 ， 谈 家 桢 认为 生物 亲缘 关系 越 远 ， 
遗传 差异 越 大 ,这 显然 是 有 积累 的 影响 。 作 为 进化 原材料 的 遗传 
差异 ， 在 染色 体 畸 变 土 ， 种 内 和 种 间 没 有 质 上 区 别 。 这 个 论点 ， 
修正 了 当时 遗传 学 家 普遍 赞同 的 有 种 内 微 进化 和 种 间 巨 进化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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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观点 。 
隔离 是 新 种 形成 的 必要 条 件 。 SCN DA A A ate 

机 制 的 研究 。 他 在 果 蝇 同 两 个 种 的 选择 受精 试验 中 ， 利 用 不 同 染 
色 体 以 不 同 突变 位 点 作 标记 ， 得 到 16 种 不 同 的 染色 体 组 合 忆 他 证 . 
明 在 几 个 染色 体 上 都 带 有 与 性 隔离 有 关 的 基因 。 由 此 妨 他 设想 生 
殖 隔离 的 机 制 ， 一 般 是 通过 遗传 上 逐渐 分 化 而 形成 的 训 这 和 新 种 
形成 一 般 是 通过 渐进 方式 过 程 的 事实 相符 合 

六 十 年 代 初 开始 ， De AL FE A 
学 研究 工作 。 

他 在 查阅 大 量 文 献 ， 并 结合 我 国 国情 基础 上 ， 确定 以 猕猴 为 
辐射 遗传 学 研究 材料 ， 这 在 国际 上 是 首创 。 在 这 之 前 ， 实 验 者 取 
得 的 关于 人 类 生殖 细胞 的 各 个 时 期 的 辐射 敏感 性 资料 BOK 
辆 射 突然 事件 的 受害 者 或 是 生殖 腺 癌变 后 经 辐射 治疗 AS 
本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辐 射 量 很 大 ， 以 致 无 法 控制 以 及 人 体 病变 等 
因素 的 影响 。 因 此 ， 这 种 资料 误 盖 大 ， 基 本 上 不 能 反映 大 类 辐射 
遗传 效应 。 在 国际 上 ， 当 时 一 般 用 小 鼠 . 大 鼠 ,家 免 等 咕 齿 类 动物 
作为 实验 材料 ， 通 过 所 得 的 实验 数据 再 推算 到 人 类 经 受 辐 射 的 敏 
感性 。 由 于 中 齿 类 动物 必 竟 与 人 类 在 系统 发 生 上 相距 赤 远 ， 因 而 
这 种 推算 不 可 避免 地 涉及 到 无 法 估计 到 的 某 种 复杂 因素 ;在 结论 
土 势 必 带 有 种 种 误差 和 脐 测 。 灵 长 类 的 儿 猴 与 人 类 同属 一 个 目 ; 
对 它 进 行 辐射 遗传 效应 的 研究 ,所 得 的 结论 更 能 接近 人 类 的 水 平 ; 
因此 ， 确 定 以 猕猴 为 实验 材料 ， 这 对 人 类 辐射 遗传 学 上 的 一 系列 
理论 问题 的 解决 和 辐射 损伤 等 实践 应 用 方面 ， 都 有 重大 的 积极 人 
用 。 

谈 家 植 和 他 的 助手 前 后 分 别 就 X- 射线 对 猛攻 精子 发 生效 应 : 
不 同 剂量 的 Y- 射 线 对 猕猴 精 原 和 精 母 细胞 的 效 应 ，X- 射线 的 直 
接 照射 与 间接 照射 、 一 次 急性 照射 与 分 次 累积 腿 射 对 狼 猴 精子 发 “ 
Az rh Ye fe fs mapas Ay ma Ey ST, BRO ” 
辐射 诱发 染色 体 畸 变 是 射线 直接 作用 染色 体 的 结果 ， SRE 
KHs OTE HMB ILM GVM Bik MwA RPE, | @il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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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 子 在 实验 方法 上 采用 同体 对 照 方法 是 切实 可 行 的 。 这 对 于 在 供 
_ 试 个 体 不 多 情况 下 ， 既 满足 了 实验 设计 要 求 ， 又 减少 个 体 差异 所 

”可 能 造成 的 误差 。 这些 研究 结论 ， 为 我 国 原 子 能 的 和 平 利用 提供 

了 科学 证 据 。 

《四 ) 

五 十 多 年 来 ， 谈 家 桢 一 直 没 有 离开 过 教育 战线 。 他 是 一 位 桃 
李 满 天 于 的 教育 家 。 他 不 仅 有 丰富 的 教育 经 验 ， 而 且 具 有 高 尚 的 
思想 情操 。 他 早期 的 学 生 ， 如 在 国内 的 盛 祖 嘉 、 施 履 吉 、 刘 祖 调 
AUT, 在 国外 的 徐 道 觉 、 朱 孝 颖 等 ， 都 早已 成 为 分 子 遗 传 学 、 
微生物 遗传 学 、 细 胞 遗传 学 、 人 类 遗传 学 等 领域 独当一面 的 遗传 
2, 解放 后 培养 的 学 生 ， 大 部 分 成 为 我 国 工 : KR. BL RB 
渔 等 条 战线 及 遗传 学 教学 和 科研 上 的 骨干 力 量 。 

谈 家 桢 培养 学 生 抓 住 三 点 ， 即 基础 知识 、 基础 理论 、 基 本 实 
验 技术 。 他 认为 只 有 把 基础 打 扎 实 了 ， 学 生 毕 业 后 ， 在 实践 中 才 
能 较 快 地 具有 独立 工作 能 力 。 即 使 对 研究 生 的 培养 ， 他 也 是 把 
“三 基 ? 放 在 首位 。 

- 他 反对 家 长 制式 的 教育 方法 ， 提 倡 调动 学 生 在 学 业 土 的 主观 
能 动 性 。 他 认为 死 死 捆 住 学 生 的 手脚 ,是 培养 不 出 有 出 息 的 人 才 。 
他 继承 摩尔 根 培养 学 生 的 “ 教 而 不 包 ” 的 方法 ， 他 以 热忱 的 态度 
尊重 学 生 ， 让 他 们 独立 思考 ， 自 由 发 展 ， 他 认为 唯 有 这 样 才能 发 
挥 学 生 的 独创 性 和 积极 性 。 他 给 研究 生 拟 定 的 研究 课题 从 不 勉强 ， 
只要 学 生 有 兴趣 ， 并 有 理由 从 事 另 一 研究 选 题 ;他 总 是 积极 支持 。 
学 生 遇 到 疑难 问题 ， 他 也 是 以 讨论 形式 来 启发 学 生 。 他 要 求学 生 

”把 问题 真正 搞 懂 ， 最 鼠 不 懂 装 懂 或 满足 于 一 知 半 解 。 在 课堂 教学 
上 ， 他 讲课 逻辑 性 强 、 重 点 突出 ;而且 能 从 历史 发 展 观 来 阐述 生 
物 学 理论 ， 将 来 龙 去 脉 交待 清楚 。 因 而 ， 他 的 讲课 ， 使 学 生 容易 、 
理解 和 记忆 ， 并 对 接受 前 人 的 经 验 教训 和 更 深入 地 揭示 科学 规律 
起 到 一 定 作 用 。 

谈 家 桢 有 着 虚 怀 若 谷 的 胸怀 ， 热 情 鼓励 学 生 要 超过 自己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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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一 个 导师 如 果 看 不 到 科学 发 展 的 趋势 ， 固 执 己 见 寺 默 守 成 
规 ， 甚 至 阻碍 学 生 的 发 展 ， 是 一 种 扼杀 估 才 的 犯罪 行为 工 如 果 学 
生 缺 少 创新 的 精神 ， 始 终 停 留 在 老师 的 水 平 上 ?学科 就 入 滞 不 进 ， 
社会 也 就 难以 发 展 ， 这 是 教育 的 失败 。 他 热切 地 希望 学 生 能 超过 
自己 ， 当 他 看 到 他 的 学 生 走 在 学 科 的 前 列 ， 在 学 术 上 有 所 建树 ， 
他 由 衷 地 感到 高 兴 。 每 当 提 到 这 些 学 生 时 ， 总 是 骄傲 地 说 :“ 这 些 
学 条 确实 已 超过 了 自己 ， 这 使 我 感到 欣慰 。? 

谈 家 桢 平易 近 人 ， 就 连 李 汝 祺 先生 也 说 ;“ 谈 先生 如 今 名 望 那 
委 高 ， 但 丝毫 看 不 到 那 种 趾 高 气 扬 的 样子 "他 对 待 学 生 视 同 朋友 
和 自己 的 孩子 。 学 生 因 学 业 上 或 生活 上 遇 到 了 困难 兄 他 都 热情 相 
助 ， 这 类 例子 不 胜 枚 举 。 他 满腔 热情 地 寄 希 望 于 青年 学 生 。 他 关 
切 他 们 的 学 习 ， 任 重 道 远 地 勉 励 他 们 。 在 学 校 里 ， 他 经 常 深信 到 
学 生 中 去 ， 召 开 座 谈 会 ， 听 取 学 生 对 教学 上 的 要 求 和 总 见 。 即 使 
他 出 姜 在 外 地 ， 日 程 安排 得 很 紧 , 只 要 青年 学 第 请 和 他 蔷 讲 讲话 ， 
他 会 挤 出 时 间 ， 义 不 容 辞 地 接受 邀请 。 他 常 说 ， 遗 传 学 事业 将 在 

我 国有 一 个 大 的 发 展 ， 千 斤 重担 主要 压 在 这 些 青年 学 生 身 上 ， 他 
们 是 我 们 遗传 学 事业 的 接班 人 。 如 果 说 ， 这 些 是 由 他 厅 厌 的 品质 
决定 的 话 ， 不 如 说 是 出 于 他 对 学 生 在 事业 上 的 期 望 。 

他 强调 ， 在 学 术 上 要 人 人 平等 ,不 同学 术 观点 应 该 展开 争鸣 ， 
用 事实 来 说 服 人 。 他 善于 团结 同志 ， 从 不 以 势 压 人 ， 无 话 对 待 同 
二 学 术 观 点 的 同志 及 不 同学 术 观 点 的 同志 ， 都 一 视 同 仁 。 有 三 答 
老师 ， 虽 然 他 的 学 术 观点 与 谈 老 相 悖 ， 他 们 经 常会 在 某 些 观点 上 
发 生 争 论 ， 但 是 谈 老 从 不 歧视 这 位 老师 ， 相 反 ， 曾 为 这 位 老师 出 
国 深 造 多 方 奔走 。 这 位 老师 感动 地 说 , 谈 老 是 一 位 真正 的 科学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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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 、 勤 奋 、 赶 超 《浙江 日 报 ?1981 年 2 月 3 日 

现代 生物 学 的 特征 、 地 位 和 作用 《上海 科 技 报 ?1981 年 4 月 10 日 

生命 科学 一 自然 科学 和 社会 科学 的 桥梁 《世界 科学 》1982 年 第 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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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 学 的 历史 、 现 状 和 展望 《红旗 ?杂志 “1983 第 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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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重视 对 农村 的 智力 投资 《自然 辩证 法 通讯 ?1982 年 第 五 期 

83, 自然 科学 家 与 社会 科学 家 的 联盟 《哲学 研究 ?1983 年 第 一 期 

84. 作为 科学 与 社会 结合 力量 的 遗传 学 《15 届 国 际 遗 传 学 大 会 文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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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 学 家 ， 
(1909—= &) 

: Bi 

著名 植物 学 家 钟 济 新 1909 年 9 月 1 日 生 于 广西 苍 梧 县 思念 村 。 
幼 时 在 未 村 及 梧州 读 私 训 ， 后 入 梧州 省 立 第 一 师范 学 校 就 读 呈 毕 “ 
业 后 ，1930 年 考 入 梧州 广西 大 学 理学 院 ， 先 读 化 学 系 ， 一 年 后 转 
读 生物 系 ，1935 年 毕业 ， 获 学 士 学 位 。 毕 业 后 留 校 任 西 大 农学 院 
助教 、 讲 师 、 副 教授 、 教 授 ， 同 时 兼任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技 估 、 技 ， 
士 及 植物 研究 所 梧州 试验 场 场 长 等 职务 。 解 放 后 ，1954 年 广西 植 
物 研究 所 改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广西 分 所 ， 钟 济 新 被 中 
国 科 学 院 任命 为 研究 员 兼 分 所 副 所 长 ， 并 被 聘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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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研究 所 学 术 委员 1958 年 任 中 国 科学 院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副 所 
Ks 1961 年 住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所 长 。 自 1952 年 起 ， 历 任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片 西 分 会 副 理 事 长 、 理 事 长 。1956 年 任 广西 科 联 委员 。1963 
年 任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园 工 作 委员 会 委员 。 现 任 广西 科学 院 副 院 长 ，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名 誉 所 长 ， 广 西 桂林 植物 园 主 任 , 《广西 植物 志 》 
主编 六 中 国 引 种 驯化 集刊 》、“《 广 西 农业 > 编 委 ， 中 国 植物 学 会 理 
事 广 西 植物 学 会 理事 长 ， 广 西 科 协 常委 ， 桂 林 市 科 协 副 主席 ， 
桂林 市 园林 学 会 副 理事 长 ;桂林 市 农学 会 委员 。 

钟 济 新 1956 年 参加 中 国 农工 民主 党 ， 现 任 农工 民主 党 中 央 委 
” 员 ， 农 工 民 主 党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委员 会 委员 、 人 常务 委员 会 委员 。 
为 第 三 、 五 、 六 届 全 国人 民 代表 大 会 代表 广西 区 第 三 、 五 届 人 
大 代表 :第 五 届 区 人 大 常委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政协 委员 。 

和 

解放 后 ; 钟 济 新 仍 兼任 广西 农学 院 教授 ， 至 1956 年 一 直 讲 授 
植物 分 类 学 和 树木 学 课程 。 他 在 教学 中 结合 广西 实际 , 自 编 教 材 。 
他 认为 广西 由 多 地 形 复杂 ; 植物 种 类 繁多 ;资源 丰富 ， 用 途 广 
泛 寺 家 、 工 习 药 、 人 民生 活 等 都 离 不 开 植物 ， 因 而 亲自 带领 学 生 
到 夫 自 然 中 去 ， 调 查 研 究 ， 采 集 植物 标本 ， 结 合 具体 生动 事例 讲 
授 六 启发 学 生 对 植物 的 兴趣 ， 引 导 学 生 热 受 植物 。 他 在 调查 时 ， 
很 重视 林 下 经 济 植物 和 石山 植物 的 研究 。 

钟 济 新 研究 植物 很 重视 从 实际 中 掌握 第 一 手 资料 。 他 从 三 十 
年 代 息 就 跑 野 外 ， 调 查访 问 ， 采 集 植物 标本 。 这 是 一 件 很 艰苦 的 
工作 ， 特 别 是 在 解放 前 ， 科 学 研究 得 不 到 重视 ， 植 物 学 科 的 研究 
和 植物 标本 的 采集 更 受到 轻视 ， 缺 乏 经 费 和 设备 ， 条 件 很 差 ， 他 
赁 着 自己 对 植物 的 酷爱 ， 带 着 助手 或 工人 六 跑 野 岭 ， 入 深山 ， 步 
行 于 大 烟 稀 少 的 山区 ， 有 时 还 得 在 山上 露宿 ， 常 有 遇 到 毒蛇 猛兽 
的 危险 纺 但 他 却 以 苦 为 荣 ， 从 自己 热爱 的 工作 和 取得 的 成 果 中 得 
到 无 限 的 乐趣 。 为 了 采集 、 研 究 植物 ， 他 跋涉 了 许多 山 山 水 水 ; 
从 广东 的 乐 昌 、 屯 源 、 两 阳 、 新 兴 以 及 海南 岛 ， 广 西北 部 越 城 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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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脉 和 大 苗 出 山脉 、 中 部 的 大 瑶 山 山脉 、 南 部 的 勾 漏 山脉 等 许多 

名 山 ， 到 汉口 附近 ， 都 留 下 了 他 调查 采集 的 足迹 。 所 到 之 处 ， 他 

都 亲自 调查 访问 ， 采 集 标 本 ， 观 察 记 录 ， 积 累 了 许多 宝贵 的 标示 

资料 。 现 在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标本 室 ， 有 许多 螨 叶 标 本 就 是 他 

亲手 采集 压制 的 。 据 不 完全 的 统计 ， 他 采集 的 标本 有 8533 号 ， 而 

且 每 号 大 都 有 几 个 复 份 ， 其 中 有 些 已 交换 或 赠送 给 区 内 外 兄弟 单 

位 。 这 些 标本 ， 是 从 事 植物 研究 必 不 可 少 的 实物 资料 。 他 深 深 懂 

43, DL PR, WAR, RRA, KEK, AM 

是 科学 研究 的 重要 的 基础 工作 ， 而 且 对 培训 科技 于 部 也 很 重要 。 

因此 ， 他 不 仅 自 己 这 样 做 ， 而 且 要 求 新 参加 工作 的 科技 干部 , 首 

先 必 须 参 加 野外 调查 采集 工作 ， 打 好 基础 。 

解放 后 ， 钟 济 新 参加 了 一 系列 科学 调查 、 考 察 等 活动 。1951 

年 上 半年 参加 广西 野生 资源 植物 调查 ; 同年 夏至 1952 年 夏 ， 人 参加 

华南 林 盟 调查 ， 任 调查 队 副 队长 ， 这 是 我 国 为 了 发 展 橡 胶 事 业 ， 

HK EER ITAA AKRAM AR. SR, AER 

而 进行 的 首次 调查 ; 同时 ， 他 担任 三 叶 橡 胶 北 移 试验 点 桂林 站 的 

负责 人 。1954 年 参加 海南 岛 三 叶 橡胶 宜 林地 考察 队 的 调查 。 1955 

年 组 织 广西 花 坪 林 区 动 植物 资源 调查 队 ， 任 队长 二 在 这 次 调查 中 

首次 发 现 了 我 国 第 三 个 植物 “活化 石 ”. 银 杉 。1956 年 参加 申 国 科 

学 院 华南 综合 考察 队 的 调查 ; 同年 ， 参 加 中 央 卫 生 部 组 织 的 中 苏 

中 草药 考察 ( 苏 方 以 米 克 申 为 首 的 人 员 人 参加 )8。 1957 年 ， 民 主 德国 

海 木 博士 来 华 访 问 、 考 察 , 钟 济 新 参加 了 中 德 植物 考察 队 的 调查 。 

1958 一 1959 年 为 桂林 市 绿化 规划 队 成 员 ， 参 加 了 该 市 的 绿化 建设 

规划 工作 。1959 年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林学 家 本 查 奇 来 华 考察 ， 钟 济 

新 参加 了 中 捷 林 木 考 察 队 的 考察 ;同年 秋 , 人 参加 中 央 农 垦 部 等 部 门 “ 

组 织 的 广西 野生 橡胶 米 浓 液 经 济 利 用 调查 队 生 态 造 林 组 的 调查 。 

1960 年 ， 为 中 国 林 业 考 察 团 成 员 ， 赴 越南 民主 共和 国 进行 林业 考 

察 。1962 年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科 委 组 织 区 内 外 有 关 单 位 的 大 员 参 

加 的 多 学 科 的 花 坪 林 区 综合 考察 队 ， 钟 济 新 任 队 长 ,经 过 考察 后 

作出 了 花 坪 林 区 的 总 体 规划 ， 写 出 了 13 个 专业 组 的 考察 报告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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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这 次 考察 成 果 ， 召 开 了 邀请 国内 有 关 专 家 、 学 者 参加 的 花 坪 
林 区 座谈 会 ;认为 花 坪 林 区 应 列 为 全 国 的 重点 自然 保护 区 之 一 ， 
先后 经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和 国务 院 批准 ， 设 立 了 相应 的 机 构 。1963 
年 ;参加 广西 区 科 委 组 织 的 广西 植被 调查 队 , 任 队长 .1964 一 1966 © 
年 参加 广西 区 科 委 等 部 门 组 织 的 广西 农业 区 域 调查 队 , 任 队长 。 

1973 年 忆 人 参加 中 国 科学 院 代 表 团 赴 越 南 民主 共和 国 签订 两 国 科学 

技术 协议 7 访 越 时 间 ， 在 越南 国家 科 委 召开 的 座谈 会 上 作 了 “ 广 

西 的 植物 资源 > 的 报告 。1977 年 ， 参 加 中 国 科学 院 六 大 学 科 会 议 。 

”1978 年 , 帮 为 特 扩 代表， 出席 了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同年 ,出 席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科学 大 会 

(=) 

钟 济 新 在 长 期 的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中 ， 为 我 国 的 植物 分 类 和 入 
物资 源 的 开发 利用 等 作出 了 宝贵 的 贡献 。 他 发 现 广西 野生 的 葛 英 
木 可 以 代替 进口 的 降 高 血压 药物 。 过 去 ， 我 国生 产 降 高 血压 的 药 
用 植物 都 靠 进口 ! 1954 年 中 国 科学 院 发 出 通知 ， 希望 公国 各 植物 
研究 所 寻找 能 代替 生产 降 血 压 药 的 进口 植物 原料 。 当 时 钟 济 新 认 
为 广西 葛 芮 木 同 印度 用 来 生产 降 高 角 压 药 的 蛇 根 草 为 同一 属 的 灯 
物 引 有 可 能 代替 它 用 来 生产 降 高 血压 药 。 后 经 上 海中 国 科学 院 药 
物 研 究 所 协作 分 析 研 究 ， 提 炼 和 试验 ， 证 明 可 以 代替 ;而 且 没有 
副作用 。 其 后 ,我国 开 始 用 葛 芮 木 生 产 “ 降 压 灵 ”， 从 此 结束 了 我 
国 依靠 进口 原料 生产 降 压 药 的 历史 ; "1955 年 在 花 坪 林 区 发 现 的 稀 

“有 了 予 遗 植 物 银 杉 ，. 曾 引起 世界 植物 界 的 注视 。 在 第 三 纪 时 ， 银 杉 
的 家 族 曾 广泛 分 布 于 北半球 欧 亚 大 陆 ， 法 国 、 德 国 、 苏 联 等 都 曾 
发 现 过 银 杉 的 化 石 ， 中 外 植物 界 大 都 认为 它 是 在 第 四 纪 永 川 期 申 
绝 灭 了 的 植物 ;这 次 在 花 坪 却 发 现 了 它 的 活 植物 ， 而 且 是 新 种 新 
属 计 这 对 书 植 物 学 ;古生物 学 、 地 质 学 ,气候 学 等 的 研究 都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放 因 此 和 曾 获 1978 年 广西 科学 大 会 奖 ;11936 年 上 半年 ， 
他 在 启 西 越 城 岭 复 釜 出发 现 杜 鹏 花 新 种 ， 并 在 猫 儿 山 主峰 上 发 现 
杜 鹏 花 科 ,本 兰 科 , 机 树 科 的 新 种 同年 还 发 现 了 长 苞 铁 杉 和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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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的 新 分 布 .1936 年 下 半年 ,他 和 同事 一 起 在 广西 失 瑶 山 圳 陈 五 指 
山顶 发 现在 海拔 高 达 1400 米 的 高 山上 生长 的 另 二 种 桃 爹 执 科 岗 松 
属 植物 。1947 年 先后 在 桂林 雁 山 附近 长 流 永 及 赤 平 妨 附 近 药 石灰 
岩石 山上 发 现 松 科 油 杉 属 新 种 黄 枝 油 杉 - 同年 春 在 桂林 殿 笛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园 内 发 现 大 戟 科 久 柏 属 新 种 济 新 乌 柏 。 1950 年 在 
A MURNNE 250A EERE ERR 
上 发 现 棕榈 科 新 种 崖 棕 ( 石 山 棕 )， 在 临 桂 县 宛 田 捧 附 近 的 毅 疏 天 
然 林 区 发 现 山 茶 科 新 种 宛 田 红 花 油 茶 。1954 年 在 广西 忒 州 县 板 闭 
BIR WKB RB EBL PP ee EP BPR 
ARAL APLAR 195726 EAE BS Ha By DE FE FA HE SE 
研究 木兰 科 ， 鉴 定 了 新 种 乐 东 木 兰 及 我 国 新 分 布 的 绢 毛 木 兰 ，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 第 八 卷 第 四 期 。 

钟 济 新 历来 十 分 重视 自然 资源 的 保护 及 各 种 类 型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立 。 他 认为 ， 自 然 保护 工作 ， 就 是 要 保护 自然 资源 的 历 吏 遗 
产 ， 把 原来 的 自然 面 和 貌 保存 下 来 ,而 自然 保护 区 则 是 自然 资源 的 
宝库 ， 是 活 的 自然 博物 馆 ， 是 自然 科学 工作 者 观察 二 研究 自然 办 
发 展 规律 的 重要 基地 和 学 习 场 所 ， 从 中 探索 自然 资源 前 生长 和 发 
展 规律 ， 对 生产 提供 科学 依据 ， 为 当前 科研 和 生产 迅速 发 展 创造 
条 件 。 在 书本 土 找 不 到 的 资料 ， 可 以 从 自然 保护 区 找到 答案 和 印 
证 前 大 的 理论 学 说 并 加 深 理解 ， 同 时 也 可 使 后 辈 能 看 到 直 榴 药 真 ， 
面貌 。 保 护 好 自然 资源 的 历史 遗产 ，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研究 自然 册子 
解 自然 ， 利 用 自然 ,发 展 自然 和 改造 自然 ， 为 社会 主义 建设 服务 
因此 ， 保 护 自然 ， 建 立 各 种 类 型 的 自然 保护 区 ， 在 科研 下凡 生产 
建设 上 都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他 认为 ， 自 然 保护 工作 志 是 衡量 三 个 
国家 对 自然 保护 科学 研究 水 平 标志 之 一 。 几 是 科学 研究 工作 达到 
一 定 水 平 的 时 候 ， 对 自然 资源 的 保护 和 合理 利用 问题 就 会 重视 起 
来 。 自 五 十 年 代 开始 ， 他 就 曾 多 次 呼吁 、 建 议 要 重视 让 然 保 护 遇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的 工作 。 他 曾 多 次 倡议 把 广西 花 坪 林 区 划 六 育 然 ” 
保护 区 ”并 作为 全 国 的 重点 自然 保护 区 。 花 坪 林 区 是 我 国 亚热带 
地 区 面积 较 大 ， 自 然 生物 资源 较 完整 、 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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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第 二 个 植物 活化 石 银 杉 以 及 8 个 新 种 杜 觅 和 络 果 油茶 新 种 的 
ROM, 这 里 还 保存 了 其 它 稀 有 珍贵 的 生物 资源 种 类 ， 是 进行 自 
然 资源 科学 研究 和 学 习 的 好 场所 ;同时 又 是 桂 北 地 区 重要 的 水 源 
林 之 一 近 他 的 得 议 得 到 国家 的 重视 和 批准 。 解 放 后 ， 我 国 自然 哥 
护 这 三 新 兴 事 业 ， 失 无 到 有 和 逐渐 发 展 了 起 来 ， 相 继 建立 了 各 种 类 
型 的 自然 保护 区 ,取得 了 很 大 成 绩 。 钟 济 新 对 此 感到 由 衷 的 喜悦 。 
但 是 他 认为 还 很 不 够 ;还 要 大 力 发 展 。 从 已 划 定 的 自然 保护 区 同 
我 国 跨越 寒 、 温 、 热 几 个 气候 带 的 辽阔 地 域 、 丰 富 的 自然 源 历史 
遗产 相 比 ， 还 是 很 小 的 一 部 分 。 据 不 完全 的 统计 *, 我 国 已 划 定 的 
各 种 自然 保护 区 〈 包 括 自 然 公 园 ， 下 同 ) 仅 占 国土 面积 的 0.16% ， 

同 二 些 发 达 的 资本 主义 国家 相 比 还 相差 很 远 ， 如 日 本 的 自然 保护 
区 占 国 主 面积 的 15% ， 西 德 占 11% ， 美 国 占 10% ， 英 国 占 8% , 瑞 
典 直 59 侣 而 一 个 国家 自然 保护 工作 的 发 展 水 平 ? 从 某 种 意义 上 说 ， 
也 反映 了 这 个 国家 的 科学 技术 发 展 水 平 。 因 此 ， 他 认为 我 国 自 然 
保护 工作 仍 急 竺 加强， 以 适应 并 促进 我 国 自然 科学 的 发 展 。 为 此 ， 
他 在 五 届 全 国人 大 会 上 立 了 提案 ， 提 出 了 意见 和 办 法 。 

鱼 济 新 对 水 源 林 作 过 许多 调查 研究 ， 耳 闻 目 睹 许 许多 多 正 反 
两 方面 的 生动 事例 ， 深 切 体 察 到 天 然 水 源 林 与 人 类 生产 生活 的 密 
DRA, 痛感 水 源 林 受 到 破坏 后 造成 的 严重 危害 ， 深 刻 认识 到 保 
护 和 发 展 水 源 林 的 极端 重要 性 和 人 迫切 性 。 经 过 多 年 成 长 起 来 的 水 
源 林 ， 一 旦 毁坏 后 ， 便 会 招致 种 种 天 然 灾害 , 遭 到 大 自然 的 惩罚 ， 
非但 祸 及 当今 ， 而 且 将 遗 患 于 后 代 ， 造 草 于 子孙 。 因 此 他 极力 主 
张 要 明确 划 定 天 然 水 源 林 ， 严 格 保护 起 来 ， 并 对 已 遭 毁 坏 的 水 源 
林 ， 要 重新 营造 ， 发 展现 有 水 源 林 ， 以 免除 危害 ， 造 福 人 类 。 曲 
在 1943 年 ， 他 于 《农业 推广 通讯 ?上 发 表 的 《 瑶 山 巡礼 ?中 ， 就 提出 

在 瑶 出 设立 水 源 林 的 意见 。 四 十 年 代 后 期 ， 他 在 “《 瑶 由 目 前 危机 
及 其 急救 之 我 见 兴 -文中 深刻 指出 “森林 (大 都 为 水 源 林 ) 之 遭 摧 
Be” (小 做 、 灭 烧 等 ) 招 致 的 危害 ， 提 出 “为 便利 将 来 采种 及 目前 

” 为 至 1979 年 底 的 统计 数字 。 至 1981 年 底 我 国 的 自然 保护 区 已 发 展 到 占 国土 面 
积 的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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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YE ok Fil DG ICE FAs 极 应 从 事 保 存 现 有 天 然 水 源 林 的 工作 加 并 明 
确 提出 要 划 定 防护 林 ( 水 源 林 、 防 崩 林 ), “RADAR, Disa, 
淤塞 河流 ”， 认 为 “此 种 山林 之 指定 ， 不 独 瑶 山 要 如 是 ,其 实 各 县 
以 至 全 国 ， 都 应 从 事 此 项 工作 ， 作 好 此 项 工作 可 减少 许多 无 谓 之 
灾害 ， 在 已 有 林 之 山 ， 加 意 保 管 ， 荒 岭 应 从 速 种 植 ， 属 村 者 由 村 
负责 ， 属 乡 者 由 乡 管理 ， 推 而 至 全 国 。 否 则 不 十 年 后 ) 水 旱灾 串 
必 更 频繁 了 ”。 解 放 后 ， 他 写 了 一 系列 关于 水 源 林 的 文章 , BW, 
从 理论 和 实践 上 半 明 水 源 林 的 重要 地 位 和 作用 ， 并 多 次 积极 向 各 
级 领导 及 全 国人 大 会 上 提出 保护 和 发 展 水 源 林 的 倡议 。 指 出 由 于 
“水 源 林 能 涵 蓄 丰富 的 水 源 ， 保 持 水 士 ， 调 节气 候 ， 增 加 雨量 "， ， 
因此 ， 把 “水 源 林 和 保护 和 发 展 起 来 ， 是 利用 自然 ， 改 造 自然 ,保证 
农业 迅速 发 展 的 一 项 重要 措施 ", “是 保证 当前 和 今后 工农 业 发 展 
的 需要 ， 是 保证 农业 稳产 增产 的 需要 ， 是 水 力 发 电 的 需要 ;: 是 为 
今后 永利 资源 创造 更 有 利 的 条 件 ”%。 同 时 ， 水 源 林 “ 能 养育 各 种 野 
生动 植物 资源 ， 为 社会 主义 增添 财富 "。 他 认为 水库 是 人 为 的 蓄 
水 处 所 ， 而 天 然 水 源 林 则 是 天 然 的 “绿色 水 库 ?。 如 果 只 有 大 为 的 
水 库 ， 而 没有 天 然 的 “绿色 水 库 ? 涵 车 水 源 ， 保 持 水 主 寺 不 断 补充 
水 量 ， 那 末 , 这 些 人 造 的 水 库 就 很 难 发 挥 其 应 有 的 和 永恒 的 作用 ， 
甚至 若干 年 后 ， 会 被 流失 的 泥 沙 所 淤 平 。 因 此 ， 他 明确 指出 ,“ 现 
有 水 源 林 是 农田 水 利 的 “天 然 水 库 ?”， 要 “把 保护 和 营造 永源 林 作 
为 建设 天然 水 库 : 来 抓 ,把 水 利 工程 建设 与 保护 水 源 林 统一 起 来 。 
不 要 只 顾 杂 未 材 的 生产 而 忘掉 水 源 林 的 保护 "。 他 在 这 些 文章 和 建 
议 中 ， 还 就 如 何 作 好 水 源 林 的 保护 和 发 展 工作 ， 提 出 了 县 体 的 亦 
EARL, 得 到 党 和 政府 的 重视 和 支持 ; 

钟 济 新 对 石灰 岩 地 区 的 植物 及 其 造林 绿化 改造 和 利用 有 深入 
的 调查 研究 ， 曾 根据 多 年 积累 的 资料 ， 编 著 有 “广西 石灰 岩石 山 
植物 》 (手稿 ， 约 800 余 种 )， 《广西 石山 绿化 植物 ?第 一 集 ( 与 李 绍 
基教 授 合 编 ， 未 出 版 )， 主 编 了 《广西 石灰 岩石 山 植 物 图 谱 》(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介 绍 石山 植物 的 形态 特征 、 生 态 特 性 、 经 济 用 
途 、 繁 殖 方 法 等 ， 为 石山 造林 绿化 和 石山 植物 的 研究 提供 了 最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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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同时， 他 还 积极 倡议 对 石灰 岩石 山 进 行 造林 绿化 和 开 
展 石山 绿化 试验 研究 工作 。1975 年 他 患 病 在 南宁 住院 治疗 期 间 ; 
仍 抱 病 章 拟 了 近 二 万 字 的 《对 广西 石灰 岩 地 区 造林 绿化 的 设想 
二 一 广西 右 灰 岩 石山 地 区 造林 绿化 改造 和 利用 问题 的 商检 ?和 《 奸 
议 加 强 对 右 灰 岩 右 山 造林 绿化 的 领导 ， 促 进 石灰 岩石 山 造林 绿化 
迅速 开展 ?， 对 广西 石山 地 区 造林 绿化 和 建设 问题 ,从 组 织 领导 到 
HARADA, HS, 总结 了 群众 经 验 ; 提出 了 许多 具体 意见 
和 办法 ; WEI, REPRE UL BE AY AR TET, 改造 低 洼 积 水 地 
自问 题 污 驳 场 营造 和 石山 地 区 的 水 利 资源 的 利用 问题 等 ， 也 都 作 
邓 详 尽 区 曾 壕 让 他 认为 ， 石 山 绿化 ;对 改造 石山 地 区 的 自然 面 狐 、 
RRL. PUR. 控制 自然 灾害 ， 促 进 工农 业 生产 的 发 展 ， 
有 着重 要 的 意义 ;指出 广西 是 石灰 岩石 山 面 积 大 而 又 集中 的 地 区 ， 
石 而 药 占 大 区 轴 地 面积 各 %; 进行 石山 绿化 ， 有 着 更 为 重要 的 意 
Me 理 在 四 二 年代 ， 他 在 讲课 时 就 注意 引导 学 生 学 习 石 山 植物 ， 
研究 石山 绿化 问题 ;解放 后 更 是 积极 向 自治 区 和 桂林 市 领导 建议 ， 
得 到 了 各 级 领导 的 重视 ， 开 展 了 石山 绿化 试验 研究 工作 。 七 十 年 
代 ; 他 还 就 桂林 市 城市 《包括 城郊 及 其 附近 风景 区 ) 绿化 建设 规 
划 间 题 ， 先 后 向 市 和 自治 区 党 政 领 导 提出 了 自己 的 设想 。 

钟 济 新 在 从 事 教学 和 植物 研究 的 同时 ， 还 致力 于 林业 方面 的 
研究 乓 美意 广 西林 业 的 建设 和 发 展 . 四 十 年 代 他 就 先后 发 表 了 * 广 
西林 业 堪 察 报告 天 到 广西 目前 危机 及 其 改进 的 对 策 》.“ 广 西 荒山 
造林 树种 的 我 见 反 广西 造林 树种 的 商检 》 等 ， 对 发 展 广西 林业 
提出 了 建设 性 的 意见 。 五 十 年 代 ， 在 他 主持 下 ， 与 广西 农学 院 林 
LAME, 对 广西 主要 的 经 济 树种 ， 进 行 了 比较 系统 深入 的 调查 
HR, RMA, SAR MOAR. I. BO. MHS 术 
木 等 二 十 多 个 树种 进行 研究 并 写成 了 论文 。 他 还 就 广西 的 农林 业 
写生 产 建设 问题 ， 向 自治 区 科 委 领 导 提 出 了 十 大 意见 (建议 )， 即 
关于 各 类 生产 基地 的 建立 ;四 粮油 基地 ，@ 木 本 粮油 基地 ，@@ 用 
材 林 基 地 ;四 轻工业 原料 如 造纸 、 芳 香 。 火 柴 杆 、 盒 ， 车 线 芯 
等 等 的 原料 ) 基地 ;，@@ 各 种 经 济 林 〈 如 八角 、 肉 桂 、 油 桐 .油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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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 、 白 果 ， 漆 树 等 等 ) 基地 ，@@ 果 类 CAA, BRM, 
CMR. MR. EL EL BL ORL PRS So, 
等 等 ) Shh, Oe GR, REM, PUR, Bb. eT. 
棕 树 、 竹 类 等 等 ) TEM, OMIA CBM, WIRY HAS 基 
ih; 轿 天 然 水 源 林 的 保护 ，@ 关 于 自然 保护 工作 ， 结 侣 发 展 山区 
经 济 ， 建 设 好 山区 来 做 好 自然 保护 区 和 水 源 林 的 保护 工作 。 

钟 济 新 从 学 生 时代 起 ， 就 注意 对 经 济 植物 的 调查 研究 ;1 1935 、 
年 他 获得 学 士 学 位 的 毕业 论文 就 是 < 广西 经 济 植物 之 调查 ?5; 以 后 
他 在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中 ， 不 断 收集 研究 整理 这 方面 的 资料 祁 ST 
《广西 经 济 植物 光 (手稿 ， 约 800 余 种 六 “广西 地 区 的 经 济 植物 ?等 。 

同时 ， 他 还 特别 注意 调查 研究 林 下 的 经 济 植物 ; 写 有 x 广 西林 下 经 
济 植物 )， 主 张 发 展 林 下 经 济 植物 和 广西 野生 土 特 产 * 他 积极 倡议 
在 大 工 林 下 、 天 然 林 下 ， 种 植 林 下 经 济 植物 ;发展 野 生 土 特产 如 
桂花 、 山 巷子 、 灵 川 草 、 七 叶 一 枝 花 、， 三 七 等 经 济 植物 :他 认为 ， 
这 可 以 发 挥 广西 的 特点 ， 充 分 利用 地 力 ， 增 加 经 济 收益 ,减少 国 
家 对 林场 的 投资 ， 为 市 场 提供 物质 原料 ， 满 足 工农 业 生产 和 大 民 
生活 的 需要 。 这 是 一 项 具有 经 济 和 科学 意义 的 事业 sj 他 在 教学 期 
间 均 向 学 生 讲授 并 宣传 这 种 主张 

总 之 ， 四 十 多 年 来 ; 钟 济 新 在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中 守 闪 广 西 的 
实际 情况 出 发 ， 关 心 生产 建设 中 的 有 关 问 题 。 他 在 长 期 的 科研 工 
作 中 ， 始 终 注意 亲自 动手 ， 从 实际 中 作 调 查 研究 ,理论 联系 实际 ， 
强调 从 事 植物 研究 ， 一 定 要 到 大 自然 中 去 ， 调查 研究， 亲自 采集 
标本 ， 亲 自 观察 记录 然后 进行 整理 、 鉴 定 、 总 结 凡 从 理论 上 认 
识 提 高 ， 生 产 建设 中 出 现 的 有 关 问题 ， 就 是 科研 中 应 该 研究 解决 
的 问题 。 他 在 治学 上 坚持 实事 求 是 ， 严 前 严密 ,一丝不苟 的 学 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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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 钟 济 新 ; 对 广西 石灰 岩 地 区 绿化 的 设想 ， 百 色 林 业 ， 第 2 期 ， 5 一 

17 页 ，1983 年 

广西 野生 食用 植物 ;广西 科技 情报 所 出 版 ，1961 年 

AESPRLBS, J PEA RR HEL, 19794F 

(192. 三 西 石灰 岩石 出 植物 图 谱 ，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98? 年 

1 二 主持 请 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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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 3 月 3 日 ， 高 Re ERLE 

香 世 家 。 
Asti 7 网 那 年 ， 进 入 乡间 一 所 小学 接受 高 村 长 育 ， 而 没有 

就 读 于 私 享 。 这 所 小 学 是 他 父亲 办 的 ， 是 中 国资 产 阶 级 改革 、 废 
除 封 建 科举 制度 ， 推 行 现代 化 教育 的 具体 体现 ， 在 当时 ， 无 疑 是 
一 大 进步 。 

1926 年 中 学 毕业 后 考取 了 苏州 东 吴 大 学 ， 主 修 科 是 生物 学 ， 
， 选 修 科 是 化 学 。 在 我 国 现 代 生 物 学 老 前 辈 ， 著 名 昆虫 学 家 朝 经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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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的 指导 下 ， 他 学 习 刻 苦 努力 ， 对 任何 问题 都 喜欢 追根 索 源 。 
他 博览 群 书 ， 一 进入 图 书馆 就 如 同 进 了 百花 园 ， 特 别 是 对 生物 学 
科 的 各 种 书籍 如 获 至 宝 ， 这 为 他 今后 漫游 生物 学 领域 、 献 身 于 生 
物 科 学 、 成 为 我 国 著名 病毒 学 家 商定 了 牢固 的 基石 。 

1930 年 ， 他 完成 了 大 学 学 业 ， 获 东 吴 大 学 理学 十 学 位 。 青 年 

时 期 的 高 尚 基 已 初步 显示 出 他 刻苦 好 学 ， 不 读 死 书 ， 善 于 思考 ， 
追求 真理 ， 基 础 知识 扎实 ， 爱 好 广泛 ， 全 面 发 展 ， 具 备 从 事 现代 
科学 研究 工作 的 基本 素质 。 

(二 ) 

1930 年 ， 当 高 尚 荫 21 岁 的 时 候 ， 由 一 位 旅 美 亲 威 的 介绍 获得 
了 美国 佛罗里达 州 劳 林 斯 大 学 的 奖学金 ， 在 该 大 学 经 过 一 年 时 间 
的 学 习 ， 他 各 科 成 绩优 秀 ， 免 修了 很 多 课程 ， 获 得 了 劳 林 斯 大 学 
MELE. 1931 年 秋 ， 高 尚 戎 转 到 美国 耶鲁 大 学 研究 院 当 研究 
AE, 头 两 年 主要 在 实验 室 协 助教 授 们 工作 以 维持 生活 费用 。1933 
年 ， 由 耶 鲁 大 学 的 教授 推荐 获得 洛 氏 基金 会 的 奖学金 ， 在 美国 著 
% aA sh ye RL, L, Woodruff 教授 的 指导 下 攻读 博士 学 位 。 
1935 年 初 ， 他 的 论文 “ 草 履 虫 伸缩 泡 的 生理 研究 ”提前 完成 ， 在 
答辩 过 程 中 受到 导师 和 专家 们 的 好 评 ， 获 得 了 耶鲁 大 学 哲学 博士 
学 位 美国 大 学 里 的 哲学 博士 即 “自然 哲 学 博士 ”的 意思 )。 
”高 尚 荫 获 得 博士 学 位 后 ， 他 的 几 位 美国 朋友 希望 他 留 在 美国 

工作 。 可 是 ,此 时 高 尚 萌 想 得 更 多 的 是 祖国 一 一 贫穷 落后 的 祖国 ， 
她 需要 科学 ,需要 掌握 科学 的 儿女 。 他 决定 转 欧洲 回国 。 

1935 年 2 月， 高尚 荫 在 他 的 论文 通过 后 ， 来 不 及 坐等 5 月 底 

举行 的 毕业 典礼 ， 就 提前 离开 了 芭 鲁 大 学 来 到 了 欧洲 ， 他 想 更 全 
面 地 考查 一 下 发 达 的 西方 国家 科技 发 展现 状 ， 想 接触 、 学 习 更 多 
的 先进 技术 ， 今 后 回国 更 好 地 开展 工作 。 因 此 ， 当 他 来 到 英国 ， 
就 决定 在 伦敦 大 学 研究 院 从 事 短 期 的 科研 工作 。 

二 ay cD wn 本 



(dy 

1935 年 8 月 ， 高 尚 萌 回 到 了 离别 五 年 多 的 祖国 ， 受 聘任 教 于 

武汉 大 学 ， 当 时 他 是 该 校 最 年 轻 的 教授 〈 年 仅 26 岁 )。 

1935 一 1945 年 ， 他 先后 讲授 《普通 生物 学 》、“《 原 生动 物 学 》、 

《无 销 椎 动物 学 >》、“《 微 生物 学 >、“《 土 壤 微生物 学 》 等 课程 ， 其 中 

《普通 生物 学 ?由 他 连续 讲授 十 年 。 他 教授 的 课程 ， 重 点 放 在 传授 

给 学 生 以 广泛 的 基础 知识 。 他 认为 ， 学 生 大 学 毕业 后 ， 上 只 有 掌握 

了 广泛 而 牢固 的 基础 知识 ,才能 深入 进行 有 关 生 物 学 方面 的 研究 。 

他 往往 鼓励 学 生 除 生物 学 外 应 广泛 阅读 其 它 书籍 ， 包 括 人 文科 学 

方面 的 书籍 。 他 治学 态度 严谨 ， 教 学 方法 灵活 ， 一 贯 提倡 学 生 独 

立 思 考 ， 不 要 死 读 书 。 他 还 特别 注重 学 生 的 外 语 学 习 ， 特 别 是 英 

语 。 他 自己 除 具 有 很 高 的 英语 水 平 之 外 还 懂得 德语 和 法 语 。 他 和 目 

身 的 经 历 使 他 深 深 感到 ， 外 语 是 我 们 学 习 外 国 先进 理 论 和 技术 的 

工具 ， 要 想 跟 上 国际 科学 技术 发 展 的 步伐 ， 必 须 掌 握 这 一 工具 ， 

直到 现在 ， 他 仍然 是 这 样 要 求 青 年 教师 和 学 生 的 。 

在 此 期 间 ， 他 除了 担任 数 门 课程 的 教学 工作 之 外 ， 还 积极 从 

事 科 学 研究 工作 。 他 和 他 的 助手 公立 华 〈 现 为 武汉 大 学 生物 系 教 

授 ) 几乎 每 天 都 泡 在 实验 室 里 ， 中 午 总 是 在 实验 室 吃 点 自 备 的 于 

粮 。 在 教学 、 科 研 经 费 极度 困难 ， 工 作 环 境 差 的 条 件 下 ， 他 不 知 

疲倦 地 工作 ， 坚 万 不 拔 地 攀登 ， 先 后 在 4 中 国生 理学 杂志 > 武大 

学 报 ?》、“《 新 农业 科学 》 (ID 等 国内 刊物 及 《德国 原生 动物 杂 

志 >、《 科 学 》 (美国 ) 等 国外 刊物 上 发 表 了 有 关 原 生动 物 和 固氮 菌 

等 方面 的 研究 论文 近 二 十 余 篇 。 

1937 年 ， 高 尚 荫 与 本 校 女 教师 刘 年 翠 结婚 ， 他 们 有 共同 的 理 

想 和 志向 ， 这 一 结合 不 仅 使 他 们 建立 了 一 个 美满 的 小 家 庭 ， 而 且 

刘 年 翠 成 了 高 尚 荫 所 从 事 的 科学 事业 上 的 得 力 助手 。 刘 年 以 在 五 

十 年 代 曾 任 武汉 大 学 生物 系 微生物 教研 室 主 任 ， 现 和 任 武 汉 夫 学 病 

毒 系 教 授 ， 昆 虫 病 毒 研 究 室 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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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1945 年 ， 在 武汉 大 学 连续 工作 了 十 年 的 高 尚 荫 教 授 获 得 校方 
同意 ， 利 用 两 年 学 术 休假 的 时 间 第 二 次 到 美国 ， 在 洛 氏 医学 研究 
所 任 访 问 研究 员 ， 在 美国 著名 生物 化 学 家 、 病 毒 学 家 、 诺 贝尔 奖 
金 获 得 者 W。M。Stanley 的 实验 室 从 事 病 毒 学 的 研究 工作 ， 高 
尚 荫 专 门 从 事 病毒 学 研究 便 从 此 时 开始 。 在 此 期 间 ， 他 发 表 了 几 
篇 很 有 价值 的 学 术 论 文 ， 如 “从 土耳其 烟草 和 福 录 草 分 离 出 来 的 
两 株 烟 草花 叶 病 毒 的 比较 研究 ”, 说 明 病 毒 的 性 质 ， 特 别 是 理化 性 
质 不 以 宿主 的 不 同 而 存在 差异 ， 也 就 是 说 病毒 的 性 质 是 比较 稳定 
的 。 这 一 研究 成 果 受 到 从 事 病 毒性 质 方面 研究 的 学 者 重视 ， 他 们 
经 常 引 证 、 参 考 高 尚 萌 的 这 些 资 料 。 如 苏联 的 病毒 学 家 苏 可 夫 在 
其 《病毒 的 本 质 > 一 书 中 即 引 用 了 高 尚 萌 的 这 一 工作 结论 «YUE 
HE O BHUPYCAX»H, A, 3HJIBBEP MOCKBA, 1956), 

(五 ) 

在 美国 从 事 病 毒 学 研究 期 间 ， 高 尚 萌 目睹 病毒 这 种 介 于 生命 

与 非 生命 物 质 之 闻 最 小 的 生物 一 旦 进入 机 体 细 胞 ， 它 就 可 能 大 量 

增殖 ， 引 起 各 种 病状 ,可 是 把 它 从 细胞 中 分 离 出 来 并 加 以 提纯 时 ， 

它 又 象 其 它 化 学 物质 一 样 ， 能 形成 无 生命 形式 的 结晶 体 。 这 一 事 

实 告诉 人 们 ， 生 命 的 早期 形式 也 许 就 是 从 病毒 开始 的 。 病 毒 是 从 

分 子 水 平 研究 生命 活动 的 最 理想 材料 。 这 一 有 意义 的 事实 促使 高 

尚 戎 于 1947 年 学 术 休假 期 满 离开 洛 氏 医学 研究 所 回国 后 ， 即 在 武 
汉 大 学 着 手 创 办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病毒 学 研究 室 ， 这 是 我 国 最 早 开展 

病毒 学 研究 的 专门 机 构 之 一 。 在 当时 设备 极其 简陋 、 经 费 极度 有 

限 的 情况 下 ， 他 刻苦 钻研 ， 大 胆 创 新 ,积极 开展 病毒 学 研究 工作 。 

当时 ， 国 内 外 有 关 流 行 性 感冒 病毒 的 研究 一 直 是 在 孵育 的 鸡 

豚 蛋 中 进行 的 ， 而 高 尚 戎 认真 探索 ， 第 一 次 成 功 地 在 饪 育 的 鸭 胚 

蛋 中 培养 流感 病毒 。 并 且 对 培养 于 鸭 胚 蛋 中 的 流感 病毒 的 理化 性 

质 等 方面 进行 了 研究 ， 同 样 证 明 ， 无 论 是 培养 于 鸡 胚 蛋 中 还 是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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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性 质 是 稳定 的 。 这 一 研究 成 果 受 到 有 关 方 面 的 重视 。 

养 于 鸭 豚 蛋 中 的 流感 病毒 ,其 理化 性 质 是 不 以 宿主 的 不 同 而 异 的 ， 

7) 

19494F 5H, RWWA, KESRETRUAS, RH 
著名 高 等 学 府 从 此 回 到 了 人 民 手 中 。 

不 入， 高 尚 萌 就 接 到 军管 会 通知 ， 邀 请 他 和 武汉 地 区 的 其 他 
两 位 教授 赴 北京 参加 由 中 央 主 持 召 开 的 全 国 自 然 科 学 工作 者 代表 
大 会 。 他 们 先 到 南京 ， 在 南京 军管 会 的 周密 安排 平 很 快 就 到 子 北 
京 。 周 恩 来 总 理 接见 了 他 们 ， 周 总 理 并 为 来 自 全 国 的 科学 家 们 作 
了 报告 ， 讲 了 中 国共 产 党 领导 下 的 老 解放 区 的 巨大 变化 ， 讲 了 我 
党 的 知识 分 子 政策 ， 勉 励 大 家 奋发 努力 ， 为 建设 新 中 国 贡献 出 最 
大 的 聪明 才智 。 

会 后 ， 中 央 组 织 他们 到 东北 解放 区 参观 访问 ;他 们 跑 遍 了 东 
三 省 ， 每 到 一 个 地 方 都 受到 党 政 军 及 当地 各 界 人 士 的 热烈 欢迎 。 
在 那里 ， 他 们 亲眼 看 到 了 工厂 努力 恢复 生产 ,农村 大 搞 土 地 改革 ， 
工 、 农 、 兵 ; 学 、， 商 各 界 群众 积极 响应 党 的 各 项 号 召 ， 拥 护 共产 
党 的 每 一 项 政策 的 热气 腾腾 的 景象 ， 所 有 这 一 切 对 高 尚 戎 来 说 都 
是 那么 新 鲜 ， 印 象 是 那么 深刻 ， 而 且 又 是 那么 集中 地 证 明了 一 
条 : 没有 共产 党 就 没有 新 中 国 ， 共 产 党 是 中 华 民族 的 希望 吕 跟 共 
产 党 走 ， 把 毕生 的 精力 献 给 祖国 的 科学 事业 ， 这 是 高 尚 荫 北 上 之 
行 的 重大 收获 ， 是 他 开始 一 种 田 新 生活 的 转折 点 。 

(七 ) 

高 尚 萌 教 授 从 东北 回 到 武汉 大 学 之 后 ， 在 全 校 教 职 工 大 会 上 
他 第 一 个 发 言 ， 宣 传 他 北京 和 东北 之 行 的 所 见 所 闻 ， 畅 谈 他 自己 

的 感想 和 认识 ， 介 绍 自己 思想 转变 的 过 程 ， 宣 传 党 的 方针 政策 ， 

呼吁 知识 界 同 行为 复兴 中 华 ， 为 办 好 新 中 国 的 大 学 多 作 贡 献 。 

此 时 的 高 尚 荫 教 授 更 是 忙碌 ， 他 积极 参加 各 项 社会 活动 ， 同 

时 还 担任 繁重 的 教学 科研 任务 。 每 当 谈 起 参加 全 国 自然 科学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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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代表 大 会 的 情景 时 他 总 是 很 感慨 地 说 :“ 党 是 如 此 重视 知识 分 
子 ， 如 此 重视 我 们 为 之 献身 的 科学 、 教 育 事 业 ， 我 感到 自己 就 是 
学 校 的 主人 ， 我 们 是 在 为 祖国 、 为 人 民办 大 学 ， 因 此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1951 年 ， 高 尚 荫 教 授 被 评 为 武汉 市 两 等 劳动 模范 ， 武 汉 市 甲 
等 模范 教工 。1956 年 ， 高 尚 荫 光 荣 地 加 入 了 中 国共 产 党， 从 此 ， 
他 就 把 自己 的 工作 和 党 的 事业 紧密 地 结合 起 来 ， 把 自己 的 命运 和 
共产 主义 联系 在 一 起 。 

〈 八 ) 

1949 年 ， 高 尚 荫 教 授 担任 武汉 大 学 生物 系 主任 ，1953 年 担任 

武汉 大 学 理学 院 院 长 ，1956 年 担任 武汉 大 学 教务 长 。 尽 管 他 担任 

如 此 繁重 的 行政 工作 ， 但 他 坚持 亲自 参加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 很 少 

离开 自己 的 实验 室 。 

在 五 十 年 代 ， 他 直接 从 事 研究 工作 所 发 表 的 较 有 影响 的 研究 

论文 就 有 三 十 余 篇 ， 其 中 一 项 在 国际 上 有 很 大 影响 的 突出 成 果 是 

“家 蚕 组 织 培养 方法 的 研究 ”， 这 篇 论文 是 他 1958 年 在 捷克 斯 洛 法 

克 科 学 院 组 织 的 国际 病毒 学 讨论 会 上 宣读 的 。 这 一 研究 成 果 引 起 

讨论 会 的 很 大 兴趣 ， 因 为 自从 1935 年 Trager 发 表 了 昆虫 组 织 培养 

组织 器 官 培养 ) 以 来 ， 二 十 余年 国际 上 这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未 见 有 

较 大 的 进展 。 而 今 昆 虫 单 层 细胞 培养 成 功 ， 并 能 成 功 地 用 于 家 乔 

脓 病 病毒 的 研究 ， 这 是 无 脊椎 动物 组 织 培养 和 昆虫 病毒 研究 工作 

中 的 重大 突破 。 在 国外 ， 当 时 仅 能 成 功 地 培养 家 蚕 的 卵 梨 块 ， 而 

高 教授 的 研究 工作 证 明 :， AAW NE. SIL. HLA. AB. Be 

以 及 丝 面 块 等 几乎 所 有 的 组 织 器 官 均 能 在 体外 人 工 培 养 成 功 ， 并 

且 能 成 功 地 进行 单 层 细胞 培养 。 当 接种 家 蚕 脓 病 病 毒 于 人 工 培 养 

的 家 午 单 层 细 胞 上 ， 表 现 出 典型 的 细胞 病变 ， 并 产生 子 代 病毒 和 

形成 病毒 包含 体 。 

这 次 国际 病毒 学 讨论 会 后 ， 他 应 民主 德国 科学 院 的 邀请 进行 

了 “昆虫 病毒 ”的 专题 讲学 。 作 为 中 国 科学 家 在 此 后 的 几 年 里 ， 

他 又 先后 访问 了 苏联 、 波 兰 、 匈 牙 利 、 保 加 利 亚 和 罗马 尼 亚 等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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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进 行 讲 学 和 学 术 交 流 。 并 于 1962 年 出 席 在 瑞典 斯 德 哥 尔 摩 召 

开 的 “国际 应 用 微生物 学 术 讨 论 会 ”。 
”高 尚 荫 教 授 关 于 家 剧组 织 培养 的 论文 发 表 以 后 〈 英 文稿 发 表 

在 《捷克 斯 洛 法 克 科 学 院 国际 病毒 学 报 》1958.10 中 文稿 发 表 在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3.89 一 )， 国 内 外 有 关 杂 志 纷纷 转载 和 评介 。 

如 国内 《等 业 科学 通讯 y》(1959。 第 4 期 ) 转载 这 篇 论文 时 ,在 编者 

按 中 指出 : 这 是 家 午 脓 病 研 究 上 的 一 项 重大 突破 ， 在 国际 王 还 是 

第 一 次 ?美国 新 泽 西 州 州立 大 学 著名 昆虫 病毒 学 家 、 国 际 无 脊椎 
动物 组 织 培养 会 议 主席 K, Maramorosch 教授 在 评介 这 一 成 果 时 

tg HH: “oer oe 这 方面 的 工作 ， 第 一 次 ， 也 可 以 说 是 唯一 的 一 次 成 功 

地 培养 是 1959 年 中 国 的 高 尚 荫 等 人 报告 的 工作 。…… 中 国 的 高 尚 

荫 等 人 的 巨大 成 就 是 家 蚕 的 卵巢 表皮 细胞 与 学 丸 表皮 细胞 能 传 22 

代 ， 继 续 维 持 培 养 亦 无 困难 ， 传 代 细胞 仍 保持 其 原来 的 形态 《 摘 
译 自 《The Present Status of insect tissue culture», 1960)。 美 

国学 者 J, 1, Vaughn 在 其 “在 昆虫 病毒 研究 中 利用 组 织 培养 2 的 

论文 中 也 引证 了 高 尚 昔 有 关 单 层 组 织 培 养 的 工作 ( 见 < 现 代 微 生物 

和 免疫 学 进展 ?第 42 卷 ， 第 113 页 )。 
1979 年 ， 为 了 纪念 昆虫 组 织 培 养 工作 二 十 周年 ， 决定 举行 

“国际 第 五 届 无 养 椎 动物 组 织 培养 讨论 会 ， 在 会 议 发 给 高 尚 荫 教 

授 的 邀请 书 上 写 到 : 我 们 认为 您 参加 这 次 会 议 是 非 稼 重要 的 ， 我 

们 盼望 在 这 个 会 上 见 到 您 、 您 对 罕 乔 组 织 培 养 的 开创 性 工作 ， 在 

无 脊 椎 动物 组 织 培 养 中 最 重要 的 突破 以 及 您 的 单 层 细胞 培养 的 经 

典 实验 ， 对 于 我 们 这 些 后 来 追随 您 的 例子 进行 这 方面 工作 的 人 来 

说 都 是 记得 的 ， 因 此 ， 您 若 能 出 席 这 一 次 会 议 无 括 将 是 一 件 鼓 舞 

人 心 和 重要 的 事 …… ( 摘 译 自 “ 国 际 第 五 届 无 养 椎 动物 组 织 培养 讨 

论 会 ”会 议 主席 于 1978 年 8 月 17 日 签发 的 会 议 邀 请 书 )。 

高 教授 的 上 述 成 果 在 1978 年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上 和 湖北 省 科学 大 

会 上 均 荣 获 重大 科技 成 果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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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高 尚 荫 教 授 学 识 渊博 ， 随 着 岁月 的 流逝 ， 尽 管 他 年 事 已 高 ， 
但 他 毫 无 保守 思想 ， 始 终 站 在 生物 学 科 的 前 沿 阵地 观察 该 学 科 的 
发 展 方向 。 
“作为 一 位 有 影响 的 学 术 领 导 人 ,他 非常 重视 基础 理论 的 研究 ， 

非常 重视 解决 理论 与 实际 相 结 合 的 问题 。 他 很 注意 结合 我 国 国情 ， 
提出 那些 与 我 国 国民 经 济 发 展 密切 相关 的 研究 课题 ， 始 终 围绕 着 
病毒 与 宿主 之 间 的 关系 及 其 实际 应 用 这 个 中 心 进行 广泛 而 深入 的 
研究 。 

解放 以 来 ， 在 他 末 自 参与 和 直接 指导 下 ， 先 后 进行 了 烟草 花 
叶 病 毒 、 流 感 病毒 .新 城 疫病 毒 、 家 等 肝 病 病毒 、 根 瘤 菌 噬 菌 体 、 
猪 喘气 病 病 原 、 肿 瘤 病毒 及 多 种 昆虫 多 角 体 、 颗 粒 体 病 毒 的 性 质 
及 其 与 宿主 之 间 的 关系 方面 的 研究 ， 而 且 努 力 把 研究 成 果 用 于 解 
决 国民 经 济 中 的 实际 问题 。 例 如 ， 在 进行 昆虫 病毒 的 分 离 鉴定 等 
基础 理论 方面 的 研究 基础 上 ， 在 他 的 指导 下 ， 武 大 病毒 系 制 成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经 过 国家 鉴定 的 病毒 杀 虫 剂 一 W-78 药粉 蝶 颗 粒 体 
病毒 杀 虫 剂 ， 为 防治 农作物 病虫害 提供 了 一 种 新 型 的 、 对 人 畜 无 

。 毒 无 害 、 对 环境 无 污染 的 生物 杀 虫 剂 ,受到 国家 有 关 部 门 的 奖励 ， 
并 荣获 湖北 省 科技 成 果 一 等 奖 。 ， 

他 善于 抓 住 有 发 展 苗头 的 关键 问题 ， 勇 于 攀登 ， 善 于 分 析 ， 
敢于 创新 。 作 为 学 术 领导 人 ， 他 具有 科学 的 预见 性 ， 曾 多 次 发 表 
综述 性 论文 ， 对 病毒 学 研究 方向 提出 意见 和 建议 ， 这 对 我 国 病毒 
学 研究 工作 起 到 积极 的 指导 作用 。 记 得 还 是 在 六 十 年 代 ， 国 内 外 
对 家 蚕 软化 病 病原 众说 纷 颖 时 ， 他 在 一 次 特 邀 的 学 术 报 告 会 上 科 
学 地 预见 这 种 病原 是 一 种 病毒 ， 后 来 的 实验 结果 不 出 所 料 的 确 是 
一 种 非 包含 体 病 毒 (FV)。 他 很 早 就 注意 到 昆虫 病毒 的 潜伏 型 ,并 
建议 结合 环境 因子 研究 潜伏 型 病毒 的 “活化 ”问题 ， 有 关 昆 虫 病 
毒 的 潜伏 型 问题 ， 今 天 仍然 是 从 事 这 方面 研究 工作 的 一 个 关键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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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一 个 教学 工作 的 组 织 者 和 领导 者 ， 高 教授 很 重视 引导 学 
生 注重 基础 理论 的 学 习 ， 注 意 理论 与 实际 相 结合 ,注意 指导 我 国 
的 生物 科学 ， 特 别 是 病毒 学 的 发 展 眼 上 时 代 的 步伐 ， 不 要 落伍 ， 
争取 走 在 科学 发 展 的 前 列 。 在 他 担任 武大 教务 长 时 ， 当 时 我 国生 
物 学 教学 内 容 主要 还 是 传授 一 些 整体 水 平和 细胞 水 平方 面 的 知 
识 。 高 教授 认为 生物 学 的 发 展 已 进入 分 子 水 平 ， 因 此 他 在 1956 年 
曾 作 有 关 < 分 子 生物 学 ?的 专题 报告 ， 当 时 学 生 俱乐部 挤 满 了 前 来 
听课 的 人 ， 他 的 讲演 从 分 子 水 平 揭示 了 生命 的 本 质 ， 使 在 座 的 师 
生 耳 目 一 新 。 分 子 生物 学 的 内 容 ， 在 八 十 年 代 的 今天 听 起 来 并 不 
太 新 鲜 ， 可 在 五 十 年 代 ， 人 们 都 以 惊异 的 眼光 看 待 这 一 崭新 的 学 
科 内 容 。 

1955 年 ， 在 高 尚 戎 教授 主持 下 ， 武 汉 大 学 创办 了 国内 大 学 中 
第 一 个 微生物 学 专业 ， 重 点 放 在 微生物 的 生物 学 方面 。 二 士 多 年 
来 为 国家 培养 了 大 量 的 微生物 学 专业 人 材 。 ，- 

高 教授 是 武大 最 早 招 收 研究 生 的 教师 之 一 和 -他 在 1942 年 抗战 
期 间 武大 迁 往 四 川 乐山 时 即 开始 招收 研究 生 , - 儿 十 年 来 ,他 先后 
为 国家 培养 了 二 十 余 名 病毒 学 研究 生 ， 这 些 人 目前 绝 大 部 分 都 是 
从 事 病毒 学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的 骨干 。 

1964 年 至 1966 年 ， 受 教育 部 委托 ， 高 尚 荫 教 授 闲 自主 办 了 全 
国 高 级 病毒 学 讨论 班 ， 参 加 讨论 班 的 学 员 全 都 是 来 自 全 国有 关 单 
位 的 讲师 或 相当 于 讲师 以 上 的 病毒 学 工作 者 。 这 个 讨论 班 受到 教 
育 部 和 全 国有 关 同 行 的 好 评 。 该 讨论 班 原 定 继续 开办 下 去 ， 后 因 
文化 大 革命 开始 而 被 迫 停办 了 。 

人 
“文化 大 革命 ”中 ， 学 有 专长 者 被 认为 是 “学 阀 “、“ 反 动 学 

术 权威 ”但 即使 是 在 那 最 困难 的 岁月 里 ， 高 尚 荫 教 授 也 从 未 忘记 
尽 可 能 接触 一 些 科技 书籍 、 文 献 资料 ， 一 旦 条 件 许可 ， 他 就 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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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 、 资 料 室 查阅 国内 外 最 新 书刊 和 资料 。 他 常 说 :作为 一 个 科 

学 工作 者 不 了 解 科学 发 展 的 动态 ， 不 掌握 本 学 科 的 过 去 和 现在 ， 

你 怎么 知道 未 来 发 展 的 趋势 ? 你 怎么 知道 目 己 该 做 些 什么 工作 ? 

在 “棍子 -和 “帽子 "满天飞 的 情况 下 ， 高 教授 坦率 ， 正 直 ， 他 公开 

表示 自己 的 观点 :我 们 的 祖国 不 但 是 一 个 历史 悠久 的 文明 古国 ， 

而 且 也 应 该 成 为 一 个 具有 现代 化 文明 的 强国 ， 而 现代 化 文明 就 需 

要 文化 ， 需 要 科学 技术 ， 需 要 知识 和 掌握 知识 的 人 !" 正 是 这 种 思 

想 激励 着 他 在 艰苦 的 条 件 下 从 不 放松 阅读 科技 文献 资料 的 机 会 ， 

他 不 顾 落 在 时 代 发 展 的 后 面 。 

六 士 年代 后 半期 和 七 十 年 代 前 半期 ,被 称 为 科学 起 飞 的 年 代 ， 

在 此 期 间 ， 各 个 学 科 领 域 几乎 都 有 突破 性 进展 。 高 教授 从 国内 外 

科学 发 展 的 趋势 上 ， 从 客观 实际 情况 的 分 析 中 看 到 病毒 作为 微 生 

物 的 范畴 进行 研究 已 经 不 太 现实 了 ,在 当今 社会 ,人 类 已 有 足够 的 

办 法 对 付 细 菌 性 疾病 ， 而 对 待 病毒 ， 各 种 抗生素 则 难以 奏效 。 由 

于 病毒 介 于 生命 和 非 生命 物质 之 间 ， 用 传统 的 研究 生物 学 的 方法 

来 从 事 病 毒 学 研究 已 成 为 历史 ， 现 在 对 病毒 进行 一 系列 深入 研究 

则 需 有 村 很 多 物理 、 化 学 方法 ， 作 为 一 门 新 兴学 科 一 一 病毒 学 ， 在 

发 达 国家 已 独立 存在 ， 而 且 在 国内 很 多 研究 机 构 、 大 专 院 校 、 医 

学 、 医 疗 机 构 以 及 卫生 防疫 系统 ， 还 有 农林 畜牧 以 及 国防 机 构 都 

很 需要 炳 毒 学 方面 的 专业 人 才 ， 因 此 ， 高 教授 积极 倡导 筹办 病毒 

学 专业 。 在 学 校 党 委 的 积极 支持 下 ， 在 高 教授 的 积极 组 织 和 领导 

下 ， 在 原 病 毒 学 研究 室 的 基础 上 ， 于 1976 年 经 教育 部 批准 创办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病毒 学 专业 。 根 据 教 学 和 科研 发 展 的 需要 ， 于 1978 年 

经 教育 部 批准 创办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病毒 学 系 ， 同 时 还 成 立 了 武大 病 

毒 学 研究 所 ,由 高 教授 兼 系 主任 和 所 长 。 到 目前 为 止 已 连续 几 年 招 

收 本 科 生 181 名 和 研究 生 28 名 , 送 到 国外 培养 攻读 学 位 的 留学 生 、 

研究 生 芭 名 ， 为 国家 培养 了 大 批 具 较 高 质量 的 病毒 学 专门 人 才 。 

CH) 

“ 高尚 戎 作为 我 国 科学 界 的 精英 ， 一 级 教授 ， 在 国内 外 都 有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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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影响 的 科学 家 ， 为 我 国 病毒 学 事业 的 发 展 作出 了 积极 贡献 ; 他 
在 近 半 个 世纪 的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中 ， 曾 发 表 研究 论文 二 百 二 十 多 
篇 ， 学 术 专 著 四 部 ， 译 著 一 部 。 人 们 尊重 他 ;社会 尊重 他 ,给予 
他 无 尚 荣誉 。 早 年 在 美国 获得 博士 学 位 后 曾 成 为 美国 自然 科学 荣 
誉 学 会 会 员 ， 即 西格玛 赛 学 会 会 员 ， 他 担任 一 系列 国内 外 重要 学 
术 刊 物 的 编 委 或 主编 教育 部 “自然 科学 学 报 生物 学 版 ?主编 有 水 
生生 物 ” 编 委 ,“ 微 生物 学 报 ” 编 委 , “实验 生物 学 报 ? 编 委 ;武大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主编 ， 捷 克 斯 洛 法 克 科学 院 “ 病 毒 学 报 ? 编 委 )j 
作为 中 国 科 学 家 ， 作 为 中 国 高 等 教育 代表 团 成 员 ; 他 普 先 后 天 次 
出 国 访问 或 考查 ， 曾 与 美国 、 瑞 典 、 苏 联 及 东欧 等 地 区 共 十 多 个 
国家 的 病毒 学 同行 进行 学 术 交 流 ， 参 加 各 种 国际 学 未 活动 ， 为 发 
展 我 国人 民 和 这 些 国家 人 民 之 间 的 友谊 ， 为 促进 我 国 和 这 些 国家 
的 科技 交流 作出 了 贡献 。1981 年 ， 美 国 无 关 椎 动物 病理 学 会 接纳 
iy SS, AM ALT 

高 教授 现任 一 系列 学 术 领 导 职 务 和 社会 行政 职务 。 他 是 夺 国 
微生物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病 毒 专业 委员 会 主任 委员 记 湖北 省 妓 武 汉 
市 微生物 学 会 理事 长 ;国务院 学 位 评审 委员 会 生物 学 学 科 评审 分 
组 副 组 长 ;教育 部 学 位 评审 委员 会 生物 学 分 组 组 长 ;教育 部 教材 
编审 委员 会 主任 委员 ; 中国 科 学 院 学 部 委员 , 兼 中 国 科 学 院 武汉 分 
院 副 院 长 、 中 国 科学 院 武汉 病毒 学 研究 所 所 长 ;武汉 大 学 副 校长 ， 
党 委 常委 ， 武 大 学 术 委 员 会 主任 委员 ， 武 大 学 位 评审 委员 会 主任 
BA; 民 盟 中 央 委 员 ， 湖北 省 政协 副 主席 ， 全 国 科 协 委员 ;湖北 
省 科 协 副 主席 湖北 省 对 外 友协 副 会 长 等 。 

每 当 师 生 们 竟 誉 他 的 科学 成 就 和 对 国家 的 贡献 时 ， 他 总 是 
说 :“ 我 没有 什么 ， 可 党 和 国家 却 给 了 我 那么 多 鞠 誉 ; 过 去 的 工作 
仅 能 说 明 过 去 ， 我 国 病毒 学 事业 的 发 展 ;现在 还 靠 我 们 共同 努力 ， 
今后 就 靠 你 们 去 创造 了 ?有 人 说 高 先生 是 学 部 委员 ， 二 级 教授 
功成名就 ， 他 可 以 座 着 享 清 福 了 ， 没 有 什么 要 操心 的 事 了 。 可 事 
实 上 为 了 祖国 的 科学 教育 事业 ， 为 了 武大 的 兴旺 发 达 ， 为 了 病毒 
学 系 的 发 展 ， 为 了 多 出 科研 成 果 和 多 出 专业 人 才 ， 他 比 谁 都 要 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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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当 他 有 新 的 想法 就 立即 召集 有 关 部 门 的 人 MSA. SoM 
<a 起 分 析 问题 ， 提 出 设想 ， 拿 出 措施 。 他 虽然 年 逾 古 稀 , 1 
每 天 坚持 四 点 多 钟 起 床 看 书 、 读 报 ， 利 用 一 切 机 会 和 于 部、 教师 
交谈 了解 教学 和 科研 中 的 各 种 情况 。 就 是 在 他 住 医院 治 病 的 时 
候 也 不 放松 工作 和 学 习 。 走 进 他 的 病房 ， 看 到 最 多 的 东西 不 是 药 
品 和 营养 补品 ， 而 是 大 量 的 书籍 杂志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文件 、 教 师 的 
研究 报告 和 学 生 的 毕业 论文 。 除 了 必要 的 休息 之 外 ， 他 一 刻 也 没 
有 停止 过 一 个 科学 家 应 该 进行 的 工作 。 

”党 的 十 二 大 和 五 届 人 大 五 次 会 议 召 开 期 间 ， 高 教授 正 因 病 住 
院 , 当 同志 们 去 看 望 他 时 ,他 激动 地 表示 :“ 党 的 十 二 大 把 发 展 科技 
教育 事业 列 为 重点 战略 任务 之 一 ， 作 为 科技 战线 的 人 ， 我 们 应 该 
好 好 扩 搞 自己 身上 的 担子 有 多 重 。 我 这 一 生还 有 几 件 事 要 做 ， 一 
是 贯彻 党 的 十 二 大 精神 ， 落 实 五 届 人 大 会 议 提出 的 任务 ,为 搞 好 
教学 和 科研 机 构 的 整顿 改革 做 些 工 作 ， 努 力克 服 阻 碍 科技 发 展 的 
各 种 弊端 ， 改 变 科技 、 教 育 战线 吃 大 锅 饭 的 状况 ， 我 们 也 要 搞 责 
任 制 ， 二 是 编写 一 本 《病毒 学 ?教科 书 ， 为 大 专 院 校 的 学 生 、 教 师 
提供 一 部 从 事 病毒 学 工作 的 参考 书 ; 三 是 在 我 有 生 之 年 尽 可 能 多 、 
尽 可 能 快 地 培养 一 些 高 质量 的 青年 教师 、 研 究 生 和 本 科 生 ， 和 希望 

” 青年 人 都 成 为 真诚 、 刻 苦 钻 研 的 人 ， 为 病毒 学 系 的 发 展 打 个 好 基 
础 ,为 国家 多 提供 一 些 品 学 兼 优 的 人 才 。 要 办 的 事情 太 多 了 ， 轩 
难 出 不 少 ， 我 不 知道 能 不 能 办 到 ， 但 我 们 要 努力 争取 办 到 。? 多 人 么 
感人 的 语言 ， 多 么 强烈 的 责任 感 ， 对 党 的 赤诚 之 心 光 采 照 人 ， 对 
祖国 科学 教育 事业 的 强烈 责任 掷地有声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纤毛 虫 伸 缩 胞 的 生理 学 研究 (分 1，II，IHI，IV 部 分 ) 德 国 原 生动 物 

杂志 (Protistenkunde)( 英 文 ) 1936 

2。 紫外 光 辐 射 对 纤毛 虫 的 影响 中 国生 理学 杂志 (英文 ) 1936 

3。 纤毛 虫 一 新 种 ”德国 原生 动物 杂志 GE) 1937 

4. 固氮 菌 的 研究 (分 IT，II，III，IV，YV 部 分 ) 武 大 学 Rs BK M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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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 等 杂志 “1938 一 1942 

。 从 土耳其 烟草 和 福 录 草 分 离 出 来 的 两 株 烟草 花 叶 病 毒 的 比 较 研究 

美国 生物 化 学 杂志 “英文 ) «167: 765 1947 

从 土耳其 烟草 汁 渣 和 叶 洁 中 获得 的 两 株 烟草 花 叶 病毒 的 比 较 研究 

德国 病毒 学 杂志 (英文 )1947 BUI, 6, 347 1947 
在 鸭 胚 中 培养 流感 病毒 ， 科 学 记录 (英文 ) 2: 318 1949 

伊 凡 诺 夫 斯 基 与 病毒 ， 科 学 “32: 68 一 69 1950 

植物 病毒 的 研究 在 现 阶段 的 几 点 结论 ， 新 科学 2: 1 一 2 期 1951 

。 植 物 病 毒 的 免疫 性 质 ”新 科学 2: 4 期 1951 

。 用 瑞典 角 式 离心 机 浓缩 与 精炼 新 城 病 毒 科学 记录 (英文 ) 4; 

439 1951 

。 新 城 病毒 “新 科学 2:38) 1951 

。 中 药 对 新 城 病 毒 影响 的 初步 研究 (分 I，II 部 分 ) 科学 记录 (英文 ) 

4:1 1951 

培养 于 鸭 胚 中 流感 病毒 的 氨基 酸 成 分 实验 生物 学 报 (英文 ) a 93 
1951 

。 培 养 于 鸭 豚 中 流感 病毒 的 物理 性 质 科学 记录 0) 4: 285 

1951 

» AE BI BE EWE AY DR EM DY =F 7K IK) DH 中 国生 理学 杂志 18:2 

1952 

。 病 毒 的 化 学 成 分 与 结构 “新 科学 “4:， 22—27 1952 

。 新 城 病 毒 疫 苗 的 研究 ， 用 物理 方法 浓缩 与 精炼 病毒 新 科学 1952， 

1; 7 1952 

。 培养 于 鸭 胚 中 流感 病毒 的 沉淀 反应 科学 记录 GE) 5, 169 

1952 

。 培养 于 鸭 胚 中 流感 病毒 的 性 质 ”微生物 学 报 1: 36 1953 

。 烟 草花 叶 病 毒 的 性 质 “微生物 学 报 ̀ 1 151 1953 

。 动 物 病毒 的 精炼 ”新 科学 3: 1 1954 

。 烟 草花 叶 病 毒 的 电镜 研究 ”微生物 学 译 报 1， 251 1954 

。 新 城 病毒 浓缩 方法 的 初步 报告 ”实验 生物 学 报 ” 5: 1 1956 

。 有 关 抗 病毒 物质 的 筛选 方法 ”武汉 大 学 学 报 ”TE 63 1956 

病毒 性 质 的 研究 ， 烟 草花 叶 病 毒 和 流感 病毒 性 质 研 究 的 总 结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 2:， 139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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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病毒 研究 的 进展 “科学 通报 ”5: 129 1957 

28。 单 层 组 织 培养 法 的 改进 “科学 通报 11: 334 1957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ARZAARRERRRAANSHAAR PI 7: 219 1958 

中 药 柴 胡 对 流感 病毒 的 影响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1: 101 1958 

有 关 家 蚕 脓 病 问题 的 意见 ” 乍 业 科 学 通报 1: 31 1959 

培养 月 病 病 毒 的 组 织 培养 方法 的 研究 ”捷克 斯 治 法 克 国 际 病毒 学 报 

(英文 版 ) 1959.10.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3:89 BHM 4: 201 

猪 喘 气 病 病原 体 研 究 的 初步 总 结 ” 武 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7:108 1959 

灰 链 霉菌 鸣 菌 体 的 提纯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3: 98 1959 

猪 喘气 病 病原 的 研究 ， 对 大 和 动物 红血球 的 凝集 反应 ”武大 自 然 科 

学 学 报 3; 13 1960 

病毒 研究 现状 1960，2。24， 武 汉 微 生物 研究 所 专题 报告 1960 

有 关 脓 病 病 毒 的 问题 一 一 农业 科学 院 蚕桑 研究 所 特约 稿 和 蛋 业 研究 

1960 | 

病毒 研究 现状 和 对 今后 研究 方向 的 意见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3: 6 

1960 

。 介 绍 分 子 生 物 学 的 一 些 问题 ”武大 学 术 报 告 选 编 1: 55 1962 

<0。 根 瘤 菌 鸣 菌 的 研究 1. 武大 自然 科学 学 报 1: 130 1963 

47。 

i1。 病 毒 的 结构 与 增殖 ”1963 年 全 国 微生物 学 会 年 会 上 特 邀 报告 1963 

。 屁 虫 病毒 ”1963 年 罗马 尼 亚 科 学 院 举办 的 “国际 病毒 学 进修 班 ? 上 的 

讲稿 ”1963 

.病毒 的 物理 和 化 学 性 质 同上 

. 应 用 微生物 现状 1963 年 全 国 微生物 学 会 年 会 上 特 邀 报告 ,介绍 1963 
年 出 席 “ 国 际 应 用 微生物 学 讨论 会 (瑞典 斯 德 哥 尔 摩 ) 情 况 “1963 

。 昆 虫 病毒 研究 的 进展 “全国 害虫 防治 会 特 邀 报告 讲稿 ”1963 

。 家 等 脓 病 病毒 DNA 感染 性 的 初步 探讨 “微生物 学 报 10: 2 264 

1964 

病毒 研究 对 生物 学 的 贡献 “技术 方法 在 病毒 研究 中 的 应 用 “病毒 感 

WUE “在 黑龙 江 省 科 协 特 邀 报告 讲稿 ”1964 

48。 病 毒 的 结构 研究 1. 粘 虫 NEVY“ 病 毒 束 ?形态 和 结构 的 电镜 观察 

AQ. 

50. 

实验 生物 学 报 ” 10: 4 290 1965 

瘤 肿 的 病毒 病因 及 转化 机 制 ” 武 大 生物 系 科技 资料 选编 1: 8 1972 
疱疹 病毒 工 型 与 致癌 作用 “武大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87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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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53. 

54. 

55.6 

56. 

576 

58, 

59. 

Ae SSA: AK HAA RKSER 《自然 科学 

版 ) 69 1976 

病毒 与 致癌 作用 ， 人 肿瘤 病毒 的 探索 “武大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 88 

1977 

病毒 与 致癌 作用 ， 两 种 病毒 相互 作用 的 致癌 假设 武大 病毒 学 系 专 

题 报告 1977 

昆虫 病毒 与 生物 防治 .1978 年 林学 会 全 国生 防 会 上 特 邀 报告 1978 

介绍 “第 六 届 国 际 无 兰 椎 动物 病理 学 学 术 讨 论 会 REPRRED 

自然 杂志 2: 59 1978 

伊 凡 诺 夫 斯 基 生 平 及 其 科学 研究 活动 (1864 一 1920) 翻 译 科学 出 版 社 

1955 年 

电子 显微镜 下 的 病毒 ， 科 学 出 版 社 ，1955 年 第 一 版 ，1958 年 第 二 版 
微生物 学 进展 CEG) 科学 出 版 社 _1964 年 

中 国 病毒 学 研究 30 年 ”重庆 情报 所 ”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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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洋 生 物 学 家 

(1909— ) 

LE it 7 

1980 年 的 盛夏 ， 北 欧 瑞 典 海滨 城市 哥德堡 召开 第 十 届 国 际 海 
淋 学 术 讨论 会 。 一 位 年 过 七 名 、 体 质 健壮 、 目 光 壹 智 的 中 国学 者 
合十 讲台 ， 用 刚劲 纯 厚 的 声音 ， 向 来 自 五 大 洲 三 十 多 个 国家 数 百 
名 科学 家 作 学 术 报告 ， 他 那 精 尽 的 学 术 见 解 ， 丰 硕 的 研究 成 果 及 
其 在 生产 上 的 广泛 应 用 ， 博 得 了 人 们 一 阵 阵 热烈 的 掌声。 会 上 增 
补 这 位 学 者 为 国际 海藻 协会 详 询 委员 会 〈 即 理事 会 ) BA, Ire 
定 1983 年 的 国际 海苔 学 术 讨 论 会 将 在 中 国 的 青岛 市 召开 ， 

他 就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海洋 生物 学 家 、 中 国 科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所 
长 、 科 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曾 呈 奎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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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909 年 月 , 曾 旦 奎 出 生 于 福建 省 厦门 市 灌 口 镇 的 一 个 华侨 世 
家 。 祖 国 浩瀚 的 东海 、 淇 蓝 淇 蓝 的 海水 、 游 次 多 变 的 水 族 们 和 五 

彩 缤纷 的 海藻 ， 引 起 他 极 大 的 兴趣 ,牵动 着 这 位 海滨 青 军 的 心弦 
1930 年 初 ， 他 在 厦门 大 学 四 年 级 时 ， 便 选择 了 “厦门 经 济 海藻 研 

究 ? 作 为 论文 课题 。 在 调查 过 程 中 , 他 发 现 了 群众 利用 证 老 简易 的 

方法 增殖 一 种 工业 用 的 菠 类 一 一 厦门 的 “ 赤 营 "， 即 海 蔓 ， 产 量 不 

低 。 他 在 厦门 大 学 担任 助教 的 两 年 间 ， 继 续 进 行 海藻 研究 。 他 时 

常 手提 采集 桶 来 到 海滩 ， 边 采集 标本 ， 边 仔细 观察 ， 一 足 就 是 半 

天 。 时 间 一 长 ， 好 奇 的 人 们 便 稍稍 地 凑 到 他 身边 想 问 个 究 竞 ， 

“你 整 天 采 这 些 东 西 于 什么 ?” 他 说 :这些 是 海藻 ， 里 面 洛 有 大 量 

的 菠 胶 ， 如 果 将 来 能 科学 地 栽培 它们 ， 可 以 发 展 海藻 生产 事业 。 

为 祖国 的 海藻 研究 事业 献身 的 理想 ， 在 他 年 轻 的 心灵 中 强烈 地 燃 

烧 着 ， 他 在 科学 的 海洋 里 勇敢 地 扬 起 理想 的 风帆 。 

但 是 ， 要 达到 理想 的 彼岸 ， 并 不 是 一 帆 风 顺 的 。 在 三 十 年 代 

的 旧 中 国 ， 经 济 落后 ， 交 通 不 便 ， 癌 疫 流 行 。 要 在 野外 采集 大 量 

标本 ， 要 摸 清 祖国 各 海区 海藻 种 类 和 资源 状况 ， 是 一 件 很 不 容易 

的 事情 ， 曾 教授 常常 翻 山越 岭 寻找 采集 点 ， 成 年 累 月 采集 和 研究 

海藻 。 有 一 次 ， 他 从 海南 岛 的 陵 水 新 村 港 乘 一 帆船 去 万 宁 一 地 采 

集 。 本 来 用 不 了 一 天 时 间 就 可 以 到 达 了 ， 人 和 但 由 于 顶风 逆流 ， 小 船 

在 波山 浪 谷 里 游 划 了 两 天 两 夜 还 没有 到 达 。 可 是 船上 已 粮 二 水 尽 ， 

他 被 迫 半 途上 岸 。 他 抖 了 拌 被 海水 打 湿 的 衣衫 ， 踏 着 荡 无 人 烟 的 

山路 ， 向 目的 地 赶 去 。 就 这 样 ， 在 最 初 工 作 的 十 年 间 ， 他 经 过 了 

千 辛 万 苦 ， 走 凯 了 北 自 大 连 、 北 戴 河 ， 南 至 广东 的 东沙 群岛 ， 采 

集 了 几 千 号 标本 ， 为 我 国 的 海藻 研究 疯 定 了 基础 。 
那 时 ， 我 国 从 事 海藻 研究 工作 的 只 有 曾 呈 奎 一 大 。 单 枪 匹 马 ， 

一 无 导师 ， 二 无 贸 书 资料 ， 在 标本 芍 定 中 遇 到 很 大 困难 。 但 是 为 

了 事业 ， 他 只 好 节 衣 缩 食 ， 把 一 半 的 工资 用 到 向 国外 书店 购买 最 

急需 的 图 书 资料 上 。 这 样 ， 大 部 分 标本 可 以 自己 鉴定 了 ， 但 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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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疑 难 种 类 自己 鉴定 不 了 ， 他 就 向 国外 专家 请 教 。 当 时 他 和 驳 后 

发 出 数 以 百 计 的 信件 与 美国 、 日 本 和 丹麦 等 儿 位 国际 上 比较 著名 

的 专家 商讨 疑难 问题 ， 不 断 丰 富 自 己 的 知识 ， 提 高 了 学 术 水 平 。 

曾 旦 奎 任 山东 大 学 、 岭 南大 学 生物 系 副 教授 后 ， 为 了 发 展 祖 国 的 

海 薄 事业， 远 涉 重洋 ， 赴 美 深造 。 

1942 年 ， 曾 教授 在 美国 密 支 根 大 学 研究 院 获 得 了 博士 学 位 。 

由 于 学 习 成 绩优 良 ， 又 获得 了 拉克 哈 母 超 博士 奖学金 。 但 在 当时 ， 

一 个 中 国人 大 ， 在 自己 的 国土 上 ， 无 权 自 由 来 往 , 在 异国 的 国土 上 ， 

更 无 栖身 之 地 ， 祖 国 受 着 沉痛 地 压榨 和 凌 厚 。 这 时 的 曾 呈 硅 ， 不 

因 祖 国 的 贫困 落后 而 移 志 ， 也 不 为 国外 的 优厚 待遇 而 动 播 。 祖 国 

富 侥 而 美丽 的 大 海 吸 引 着 他 ， 肖 涌 澎 洗 的 海 涛 呼唤 着 他 ， 他 当 机 

立 断 ， 末 然 决 定 把 奖学金 用 在 研究 海藻 化 学 和 与 海藻 栽培 生产 关 

系 密切 的 海洋 学 上 。 于 是 ， 他 选 定 了 在 美国 加 洲 大 学 斯 格 里 普 斯 

海洋 研究 所 作为 进一步 学 习 和 开展 深入 研究 的 基地 ， 并 到 附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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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的 知识 ， 一 天 坚持 工作 16 小 时 ， 这 使 二 起 工作 的 外 国 专家 感到 

惊奇 和 钦 企 。 为 了 扩大 研究 领域 ， 他 定期 用 潜水 船 到 拉 根 拿 海滩 

的 近海 5 一 10 米 深 的 海底 ， 进 行 石花 菜 生 长 实验 ,观察 海藻 生长 情 

况 ， 并 在 实验 室内 进行 石花 菜 光 合作 用 及 琼 胶 化 学 加 工 研 究 。 

1946 年 底 ， 他 回 到 了 别离 多 年 的 祖国 。 

在 黑暗 的 旧 中 国 ， 国 民 党 政治 腐败 、 暗 无 天 日 ， 人 民 处 在 水 

深 火 热 之 中 。 科 学 得 不 到 重视 ， 曾 教授 的 远大 抱负 无 法 实现 。 回 

国 后 ,他 虽然 聘请 为 山东 大 学 植物 系 主任 兼 海洋 研究 所 副 所 长 (所 

长 是 童 第 周 教授 为 但 那 时 ,除了 他 们 二 位 所 长 外 ， 一 无 专职 研究 

人 人员， 二 无 经 费 设备 ， 研 究 所 只 是 一 个 空 架 子 ， 叫 人 啼笑 和 此 非 。 

他 曾 为 人 员 缩 制 和 经 费 问 题 到 伪 教 育 部 力争 ， 但 没有 丝毫 进展 ， 

EAT, HH RARKHRAM RE. 

cp 

1950 年 8 月 1 目 ， 中 国 科 学 院 海 洋 研究 所 的 前 身 一 一 中 国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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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青岛 海洋 生物 研究 室 在 青岛 成 立 。 这 是 新 中 国 

建立 后 的 我 国 第 一 个 海洋 研究 机 构 。 曾 呈 奎 被 任命 为 室 副 主 任 ( 主 

任 是 童 第 周 教授 )。 随 着 社会 主义 事业 的 发 展 ， 这 个 创办 时 具有 十 

几 个 人 的 单 学 科 的 研究 室 ，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多 学 科 的 综合 性 的 海洋 

研究 所 。 全 所 职工 一 千 多 人 ， 设 有 海洋 水 文物 理 、 海 洋 地 质 、 海 

洋 化 学 、 海 洋 仪器 ， 海 洋 植物 、 海 洋 无 肴 椎 动物 ,海洋 关 椎 动物 ， 

海洋 实验 动物 八 个 研究 室 ，50 多 个 研究 组 及 图 书 情 报 、 出 版 机 构 

和 实验 中 心 。 此 外 ， 还 有 一 个 附属 工厂 ， 五 条 能 适应 近海 和 远海 

调查 的 海洋 调查 船 及 两 笨 交 通 艇 ， 万 元 以 上 大 型 精密 仪器 二 百 多 

台 ， 图 书 期 刊 达 15 万 册 。 设 在 山东 烟台 市 的 工作 站 已 恢复 了 工作 ， 

海洋 生物 培育 楼 已 经 使 用 ， 海 洋 生 物 养 殖 实验 场 正在 青岛 市 的 黄 

岛 区 建设 ， 这 为 实现 海洋 水 产生 产 农 委 化， 进行 海洋 动 植物 养殖 

实验 创立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优越 的 社会 主义 制度 ， 充 分 发 挥 了 他 的 聪明 才 答 。 他 在 长 期 

的 科学 实践 中 深刻 认识 到 ， 要 发 展 祖 国 的 海藻 科学 ， 不 能 停留 在 

分 类 研究 上 ， 必 须 同 时 进一步 发 展 海藻 工业 及 栽培 业 ， 使 海藻 及 

其 产品 的 生产 成 为 国民 经 济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他 认 准 了 这 条 路 ， 

就 带领 广大 科技 人 员 大 胆 实践 ， 这 使 得 他 在 海藻 分 类 、 形 态 的 基 

础 研究 、 栽 培 原 理 及 化 学 加 工 的 应 用 研究 中 ， 取 得 了 显著 成 就 

在 紫菜 生活 史 的 研究 方面 ， 早 在 1956 年 获得 了 中 国 科 学 院 颁 发 的 

三 等 自然 科学 奖金 。 他 领导 的 海藻 栽培 原理 的 研究 ， 获 得 了 1979 

年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奖励 。 在 他 指导 下 开展 起 来 的 海洋 藻类 分 类 区 系 、 

形态 生活 史 、 生 理 生 态 、 化 学 加 工 、 遗 传 育种 、 光 合作 用 等 研究 ， 

先后 编写 了 两 本 专著 和 发 表 了 一 百 多 篇 论文 。 最 近 ， 他 与 科研 人 

员 合 作 编 著 了 一 本 附 有 148 幅 彩色 照片 的 我 国 常见 海藻 的 专车。 这 

些 不 仅 发 展 了 我 国 的 海藻 学 ， 同 时 ， 为 我 国 海藻 资源 的 开发 ， 海 

藻 人 工 栽培 事业 和 海藻 化 学 工业 提出 了 研究 方法 ， 打 下 了 理论 基 

础 。 目 前 ， 我 国生 产 海藻 品 的 工厂 有 几 十 个 ， 从 事 海 菠 及 其 产品 

生产 事业 的 工人 、 渔 民 就 有 几 十 万 。 

解放 以 来 ， 曾 教授 先后 到 过 苏联 、 东 德 、 波 兰 、 朝鲜 ,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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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 英国、 法国、 瑞典 、 挪 尤 、 加 拿 大 等 十 几 个 国家 访问 及 讲 
学 ,积极 开展 国际 间 的 学 术 交流 ， 并 培养 了 一 大 批 海洋 研究 的 科 
技 人 才 。 这 些 成 就 的 取得 ， 是 他 在 解放 前 做 梦 也 不 敢 想 的 。 曾 教 
授 常 常 深 有 感触 地 说 ;“ 我 们 海洋 研究 所 的 发 展 ， 我 们 在 海藻 研究 
及 栽培 事业 中 所 取得 的 成 果 应 归功 于 党 的 领导 ， 社 会 主义 制度 ， 
归功 于 广大 科技 人 员 和 科技 工人 的 辛勤 劳动 。 

早 在 1951 年 ， 兽 教授 与 当时 的 助手 、 现 任 副 所 长 的 吴 超 元 教 
授 等 开始 了 海带 生物 学 及 栽培 原理 的 研究 。 不 少 记 者 在 访问 时 提 
过 这 样 的 问题 :“ 曾 教授 ， 你 当时 怎么 想到 要 研究 海带 的 ?” 曾 教授 
总 是 爽朗 地 回答 “首先 ， 要 让 人 民 吃 上 我 们 自己 的 海带 ， 同 时 要 
发 展 我 国 的 海藻 研究 和 栽培 事业 。?” 海带 ， 是 我 国人 民 千 余年 来 喜 
爱 食用 的 海 营 。 但 多 少年 来 只 能 靠 进口 。 解 放 前 ， 大 连 仅 有 的 少 
量 自然 繁殖 的 海带 也 几乎 绝种 。 内 地 人 因 人 缺 碘 得 大 脖子 病 ， 就 是 
沿海 一 带 也 只 能 过 年 过 节 才 吃 上 海带 ， 更 谈 不 上 加 工 利 用 了 。 

为 了 人 民 的 需要 和 祖国 的 海藻 研究 事业 ， 他 们 在 研究 条 件 简 
陋 。 实 验 设备 短缺 的 情况 下 ， 终 于 突破 了 海带 栽培 技术 上 的 三 道 
难关 。 

他 们 在 实验 栽培 中 首先 遇 到 的 是 在 黄海 海区 ， 海 带 只 在 个 别 
海湾 内 生长 良好 ， 而 广大 黄海 海域 则 不 能 生长 。 经 过 大 量 的 调查 
研究 和 不 断 观 察 、 实 验 认 识 到 ， 海 带 所 以 不 能 在 广大 的 黄海 海域 
生长 ,是 由 于 海水 中 无 机 营养 盐 ， 特 别 是 氮肥 太 低 。 而 个 别 湾内 ， 
由 于 污水 排 入 ， 氮 肥 较 为 丰富 ， 所 以 海带 生长 良好 。 为 了 解决 在 
处 海 及 铅 氮肥 的 海域 栽培 海带 问题 ， 提 出 并 创造 了 陶 负 施肥 法 ， 
利用 陶 负 的 多 孔 性 ， 控 制 肥 料 的 扩散 ， 达 到 了 对 一 定 范围 内 的 水 
体 不 断 地 施肥 的 目的 。 解 决 了 在 贫 肴 海区 栽培 海带 的 关键 问题 。 
这 在 五 十 年 代 初期 和 六 十 年 代 后 期 ， 对 黄海 海区 的 海带 生产 发 展 
起 了 重要 作用 。 

接着 ， 在 曾 教授 的 带领 下 ， 通 过 对 海带 的 适当 密植 实验 ， 证 
明了 适宜 的 密植 可 以 提高 单产 ， 他 发 现在 海带 的 生产 中 ， 采 用 传 
统 的 秋 苗 播种 受到 杂 营 的 威胁 很 大 ， 他 们 通过 海带 配子 体 的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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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研究 ， 创 造 了 海带 夏 苗 低温 培育 法 ， 打 破 了 传统 的 秋 苗 增 育 ， 

解决 了 秋 苗 生产 上 的 杂 莹 威胁 ， 提 高 了 产量 30 一 50%， 突 破 了 海 

带 生产 中 的 另 一 个 重大 难关 。 在 这 一 研究 成 果 的 基础 上 ， 进 行 了 

技术 改造 ， 把 原来 的 灯光 育苗 改 为 目光 育苗 。 目 前 ， 我 国 已 经 建 

造 了 十 几 座 大 型 夏 苗 培育 场 ， 这 为 海带 的 大 面积 丰收 ， 开 辟 了 我 

国 独特 的 生产 方法 。 

1956 年 ,我 国 商品 海带 的 生产 只 局 限于 长 江 以 北 的 黄海 沿岸 。 

曾 教授 立志 攻 下 “海带 过 江 ” 的 难关 。 为 了 实现 这 一 愿望 ， 他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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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丰富 ， 比 黄海 高 几 十 倍 ， 还 摸 清 了 海带 生长 最 适宜 的 温度 ， 科 

学 地 证 明了 海带 南 移 的 现实 性 ， 为 东海 区 发 展 海带 商定 了 基础 。 

在 实验 的 基础 上 邀请 了 黄海 水 产 所 和 浙江 水 产 所 有 关 同 志 参 加 海 

带 南 移 栽 培 试验 ， 获 得 了 成 功 。 使 我 国 的 海带 栽培 事业 北 起 辽宁 ， 

南 至 福建 东山 岛 ， 在 祖国 南北 富 侥 的 海域 从 无 到 有 、 从 小 到 大 地 

兴旺 发 达 起 来 了 。 

为 了 培训 技术 力量 ， 曾 教授 于 1958 年 主持 了 由 中 央 水 产 部 组 

织 的 为 沿海 各 省 训练 技术 骨 于 的 培训 班 。 在 培训 班 讲义 的 基础 击 ， 

与 有 关 同 志 编 辑 出 版 了 国际 上 第 一 部 海藻 栽培 专著 《海带 养殖 

学 》。 

五 十 年 代 末 期 ， 曾 教授 认识 到 ， 要 使 沿海 栽培 事业 进一步 发 

展 ， 必 须 在 品种 的 改良 方面 下 功夫 。 因 此 ， 他 邀请 遗传 学 者 方 宗 

寻 教 授 下 海 ， 参 加 并 负责 海洋 研究 所 的 海带 遗传 育种 研究 ， 培 育 

了 一 些 优 良品 种 。 七 十 年 代 以 来 ， 吴 超 元 教授 带领 研究 遗传 育种 

, 的 青年 同志 ， 在 对 海带 经 济 性 状 遗 传 研究 的 基础 上 ， 与 黄海 水 产 
研究 所 等 全 国 20 多 个 单位 合作 ,培育 出 两 种 高 产 高 碘 海 带 新 品系 ， 

并 在 全 国 推广 六 万 多 亩 。 近 几 年 来 ， 对 海带 病害 的 研究 也 取得 可 

喜 的 成 果 。 海 带 生物 学 及 栽培 原理 研究 成 果 的 广泛 应 用 ， 使 我 国 

的 海带 年 产量 达到 干 品 二 十 几 万 吨 ， 平 均 亩 产 一 吨 ， 名 列 世界 前 

A 7 

在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曾 呈 奎 教授 还 领导 科技 人 员 进 行 了 紫菜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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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史 的 研究 ， 并 获得 了 显著 成 果 。 紫 菜 在 我 国 它 虽 有 几 百 年 的 增 

殖 历史 ， 但 由 于 无 法 解决 苗 种 来 源 问题 ， 生 产 发 展 十 分 缓慢 。 解 
«a, BARA RA RR, MRR BARRED AE 

了 和 研究。 当时， 采用 简单 的 摸 拟 海水 运动 的 摇动 方法 ， 使 丝 状 体 
在 人 工 条 件 下 成 熟 放 出 孢子 。 他 们 第 一 次 在 我 国 成 功 地 阐明 了 紫 
菜 生 活 吕 两 个 世代 的 循环 过 程 , 指 出 紫菜 的 丝 状 体 所 放出 的 孢子 ， 
就 是 紫菜 大 工 培育 的 孢子 来 源 ， 指 明了 通过 培养 丝 状 体 可 以 获 
得 生产 上 所 需要 的 壳 孢 子 。 这 一 研究 成 果 曾 获得 1956 年 科学 院 颂 
发 的 自然 科学 奖金 三 等 奖 。 他 们 还 初步 搞 清 了 我 国产 的 六 种 紫菜 
的 丝 状 体 对 温度 的 不 同 要 求 ， 并 以 条 斑 紫菜 为 材料 ， 研 究 了 丝 状 
体 指 三 人 生长 发 育 时 期 对 光 、 温 度 、 营 养 条 件 的 不 同 要 求 ， 掌 握 
了 紫菜 壹 孢子 大 量 形 成 、 放 散 和 附着 的 规律 ， 找 出 了 调节 控制 壳 
驳 子 放 散 的 主要 条 件 , 提 出 了 条 斑 紫 菜 丝 状 体 的 综合 性 培育 措施 ， 
实现 了 北方 条 斑 紫 菜 采 苗 全 灰 工 化 ， 每 亩 单产 二 百 余 斤 ， 南 方 的 
坛 紫菜 单产 是 世界 上 大 工 裁 培 紫菜 产量 最 高 的 一 种 ， 大 面积 平均 
亩 产 超过 四 百 斤 干 品 。 

此 外 ， 曾 教授 与 科技 人 员 在 海 营 化 学 及 褐藻 胶 的 加 工 利用 方 
面 也 取得 可 喜 成 果 ， 五 十 年 代 初期 ， 他 们 用 马尾 荣 作 原料 ， 提 取 
了 褐 营 胶 ， 推 动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褐 营 胶 生产 车 间 的 建设 ， 黄 定 了 我 
国 褐藻 胶 工 业 的 基础 ， 并 在 纺织 工业 上 应 用 ， 推 动 了 海带 的 综合 
利用 及 后 来 海带 制 碘 工 业 的 发 展 。 

1981 年 ， 在 首都 北京 举行 的 纪念 达尔 文 逝世 一 百 周 年 的 天 会 
芋 曾 呈 奎 教授 作 的 关于 原 绿营 进化 地 位 的 论文 报告 ， 被 认为 是 我 
国 近 年 来 ， 关 于 生物 进化 研究 的 重要 成 果 之 一 ， 受 到 国内 外 学 者 
的 广泛 重视 。 七 十 年 代 初 ， 曾 教授 认为 在 海藻 的 分 类 、 栽 培 生 物 
学 、 化 学 加 工 等 研究 领域 的 科技 队伍 已 成 长 起 来 ， 他 就 把 自己 的 
力量 倾注 到 比较 光合 作用 和 光合 生物 进化 问题 的 研究 上 ， 经 过 多 
年 努力 ， 于 到 74 年 提出 了 光合 生物 进化 系统 的 初步 设想 。 他 认为 ， 
在 生物 登 上 陆地 之 前 ， 长 达 二 十 几 亿 年 漫长 时 间 ， 生 物 进化 的 动 
力主 要 是 光合 作用 。 具 体 的 就 是 营 类 如 何 更 有 效 地 利用 太阳 光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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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光合 作用 ， 进 行 有 机 质 的 生产 。 随 着 地 球 上 的 环境 。 条 件 的 

不 断 改 变 ， 光 合作 用 从 不 放 氧 的 细菌 光合 作用 进化 到 放 氧 的 蓝 东 

的 光合 作用 ,这 是 在 大 约 三 十 亿 年 前 地 球 历史 上 的 一 次 很 大 路 进 。 

从 此 以 后 ， 地 球 大 气 逐 渐 从 还 原 性 变 为 效力 较 高 的 氧化 性 生物 ， 

从 嫌 氧 的 发 酵 转 化 为 有 氧 呼 吸 代谢 ,从 而 加 速 了 生物 本 身 的 进化 ， 

即 从 原核 生物 进化 为 真 核 生 物 , 从 单 细 胞 生物 进化 为 多 细胞 生物 。 

大 约 在 六 、 七 亿 年 前 ， 生 物 终于 离开 了 水 体 登 上 了 阳光 更 加 充足 

的 陆地 ， 产 生 了 种 类 党 多 、 葱 绿 昌 盛 的 陆地 植物 ， 为 动物 登陆 及 

发 展 提 供 了 基本 的 物质 条 件 。 

在 曾 教授 率领 下 正在 进行 的 海藻 比较 光合 作用 的 研究 ， 着 重 

对 光合 色素 、 光 合作 用 、 细 胞 的 亚 显 微 结 构 进 行 系统 细致 的 探索 。 

当 他 们 在 西沙 发 现 了 圆 形 浴 绿色 的 单 细 胞 藻 原 绿营 后 ， 多 次 到 现 

场 采集 观察 ,并 立即 对 标本 进行 了 电子 显微镜 下 细胞 结构 的 观察 ， 

提取 色素 做 光谱 分 析 及 光谱 放 氧 试验 等 ， 经 过 科学 测定 分 析 ， 终 

于 证 实 了 这 是 在 我 国 首 次 发 现 的 原 绿 藻 。 这 对 研究 从 原核 生物 到 

真 核 生物 的 进化 过 程 有 重要 意义 ， 并 且 更 加 强 了 曾 教授 对 光合 生 

物 系 统 发 育 看 法 正确 性 的 信念 。 

在 科研 向 四 化 进军 中 ， 曾 教授 在 海洋 生物 界 及 海洋 水 产 界 ， 

大 有 而 响亮 地 提出 海洋 水 产生 产 农 委 化 "的 研究 课题 。 并 已 被 中 

国 科学 院 列 为 院 重点 攻关 项 目 ， 曾 教授 关于 海洋 水 产生 产 农 笋 化 

的 设想 ， 早 在 六 十 年 代 就 提出 来 了 。1964 年 , “ 耕 海 研究 - 列 海洋 

研究 所 重点 项 目 之 一 ,但 因 “ 文 化 大 革命 "而 中 断 了 。 近 年 来 , 曾 教 

授 一 再 提出 海洋 水 产生 产 必 须 走 农 笋 化 道路 的 倡议 。 他 认为 ， 在 

陆地 上 ， 人 人 们 从 采 野 果 ， 打 野兽 建立 了 农 和 收 业 ， 海 洋 水 产生 产 不 

能 满足 于 挖 野菜 、 打 野兽 的 方式 ， 依 靠 自 然 界 的 恩赐 来 生产 。 我 

们 要 把 我 国 浅海 经 济 海区 ， 变 成 鱼 、 虾 、 贝 、 藻 的 农 笋 场 ， 我 们 

要 利用 控制 自然 界 ， 造 福 于 人 民 。 海 洋 农 牧 化 就 是 要 通过 人 为 的 

干涉 ， 改 造 海洋 环境 ， 以 创造 经 济 生物 发 育 所 需要 的 环境 条 件 ， 

提高 生物 质量 和 产品 ， 逐 步 实 现 水 产生 产 的 农业 和 笋 业 化 。 曾 教 

授 根 据 多 年 来 我 国人 民 的 栽培 、 养 殖 海产 动 植物 的 经 验 ， 对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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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产生 产 农 笋 化 ， 提 出 滩涂 、 礁 盘 、 浮 签 、. 网 葛 式 和 池塘 式 生产 。 

在 牧 业 化 方面 指出 ， 把 鱼 、 是 苗 在 育苗 场 里 培育 到 能 对 抗 敌 害 能 

力 时 ， 采 取 一 系列 有 效 的 放养 措施 ， 再 把 它们 放 到 大 海里 去 索 饵 

生长 发 育 ， 提 高 水 产品 的 产量 。 

1980 年 6 月 ,中 国 科 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的 海燕 、 海 鹏 和 科学 二 号 

轮 驶 进 胶 洲 湾 和 渤海 ， 拉 开 了 海洋 水 产生 产 农 委 化 研究 的 序幕 ， 

进一步 开展 了 海洋 环境 和 水 域 生产 力 放流 鱼 虾 之 前 的 本 底 调 查 。 

他 亲自 观看 养殖 试验 基地 ， 赴 山东 烟台 工作 站 进行 现场 指导 。 经 

过 三 年 来 的 现场 调查 ， 做 了 大 量 试 捕 拖 网 ，1300 多 站 次 的 海水 温 

盐 度 取样 和 测量 ， 共 得 鱼 类 和 无 兰 椎 动物 标本 200 多 种 , 近 3 万 号 ， 

取得 了 生物 学 测定 数据 。 这 为 海洋 经 济 动物 资源 的 科学 管理 、 人 

工 增殖 和 开发 利用 提供 重要 的 科学 依据 ， 并 提出 一 些 积极 建议 。 

c=) 

1980 年 1 月 8 日 ， 兽 呈 奎 教授 光荣 地 加 入 中 国共 产 党 ， 多 年 的 
愿望 终于 实现 了 。 他 多 次 被 选 为 所 、 市 、 省 先进 工作 者 、 市 .省 、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 并 担任 了 出 东 省 第 五 届 、 和 第 六 届 大 大 

常委 会 副 主任 他 热爱 党 ， 愿 把 终生 献 给 党 。 从 1956 年 提出 入 党 
申请 的 二 十 多 年 间 ， 从 未 间断 地 用 党 员 条 件 严格 要 求 自 己 。 就 是 

在 “四 人 帮 ” 极 左 路 线 的 迫害 下 ， 也 丝毫 未 动摇 过 他 入 党 的 决 
心 ， 

粉碎 “四 人 帮 ” 后 ， 老 教授 精神 焕发 、 干 劲 倍增 。 为 了 完成 

繁重 的 行政 工作 和 研究 工作 任务 ， 他 经 常 工 作 到 深夜 ， 有 时 通宵 

jk Bee 。 六 党 后 的 第 一 个 春天 ， 他 仿佛 年 轻 了 许多 ， 他 率领 考 

AAA, 再次 奔赴 祖国 神圣 领土 西沙 群岛 进行 考察 。 他 和 同志 们 
一 起 冒 酷 显 ， 涉 礁 从 、 上 路 海滩 ， AS ii Bs BSF AAA RSE, 一 到 

工作 点 就 下 水 采集 ， 一 泡 就 是 几 个 小 时 。 简 直 不 会 相信 他 已 是 七 

旬 高 龄 的 老人 。 在 金 银 岛 ， 为 了 趁 低 潮 时 采集 ,晚饭 也 顾 不 上 吃 ， 

在 海里 用 手电 照明 采集 ,一 直 王 到 天 黑 。 在 西沙 最 南面 的 中 兴 岛 ， 

风 大 流 急 ， 大 在 海里 站 不 住 。 但 曾 教授 和 队员 们 以 顽强 的 斗志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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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岛 四 周 进行 了 考察 和 采集 。 采 集 归 来 ， 他 顾 不 得 休息 ， 接 着 就 

在 露天 台 上 整理 和 分 析 标 本 ， 并 对 科技 人 员 进 行 热情 指导 晚上， 

尽管 蚊 呵 虫 咬 、 汗 流 淡 背 ， 他 还 坚持 工作 。 驻 岛 军 民 对 他 这 种 忘 

我 工作 精神 十 分 感动 和 钦 假 。 同 志 们 看 他 年 纪 夫 又 如 此 劳 栋 都 为 

他 的 身体 担心 ， 纷 纷 劲 他 休息 ， 但 他 总 不 肯 * 并 说 :我 年 纪 大 了 ， 

能 出 野外 考察 的 机 会 不 多 了 ， 我 要 争取 时 间 多 做 下 作 ， 把 我 的 余 

生 献 给 祖国 的 四 化 .2 有 一 次 汽车 在 途中 抛锚 了 了， 夫 家 下 了 车 都 在 

一 旁 休 息 ， 可 是 曾 教授 却 不 声 不 响 地 走 进 路 边 的 橡胶 林 ， 掏 出 随 

身 备用 的 放大 镜 ， 人 全神贯注 地 观察 着 附 生 在 树 上 的 藻类 。 从 西沙 

返回 途经 海南 岛 ， 他 抓紧 逗留 的 间 除 ， 对 海南 岛 沿 海地 区 进行 考 

察 了 解 。 经 过 多 次 考察 ， 基 本 上 掌握 了 西沙 群岛 海藻 的 种 类 、 分 

布 、 生 长 和 生态 情况 ， 初 步 查 明 了 西沙 周围 海域 生长 的 ,500 多 种 

藻类 ，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新 种 海藻 和 一 些 有 学 术 价 值 的 种 类 。 这 为 编 

著 “ 中 国 海 营 志 ”和 开发 西沙 丰富 的 海藻 资源 提供 了 宝贵 资料 。 

在 党 的 十 二 大 精神 鼓舞 赴 ， 曾 教授 充满 信心 地 说 居 我 们 海洋 

研究 事业 也 要 开创 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新 局 面 ， 尽 管 我 们 会 遇 到 难以 

ERA AME, (IEA DEP RAE ERR, RH, LR 

Ki RSE RE a, ee a ee 

+ AE (i BY)” 

是 呵 ，1983 年 6 月 份 ,第 十 一 届 国 际 海藻 学 术 讨 论 会 在 祖国 美 

丽 的 海滨 城市 青岛 召开 。 那 些 曾 在 瑞典 哥德堡 一 起 参加 第 十 届 国 

际 海藻 学 术 讨论 会 的 学 者 、 专 家 要 到 世界 上 海 薄 研究 和 栽培 领先 

的 社会 主义 中 国 来 ， 这 正 是 宣传 社会 主义 制度 ， 宣 传 祖国 的 科研 

成 果 ， 我 国 科技 人 员 精 神 面 貌 以 及 进行 国际 间 学 术 交 流 的 大 好 机 

会 。 为 了 这 次 会 议 ， 曾 教授 全 神 贯 注 地 处 理 着 各 种 重 夫 问题 几 修 

作 ， 不 知 度 过 了 多 少 个 不 眠 之 夜 。1981 年 ， 曾 教授 在 完成 赴 加 拿 

大 讲学 任务 回国 途中 。 加 拿 大 新 苏格兰 省 报 发 表 文章 说 : 曾 呈 对 

博士 72 岁 了 ， 他 仍然 精力 旺盛 ， 还 希望 在 他 的 研究 领域 一 一 海洋 

生物 学 中 从 事 至 少 十 年 以 上 的 研究 活动 。 他 可 在 任何 地 方 一 一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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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办 公 室 、 列 车 上 或 飞机 上 偶然 打 个 睫 ， 但 当 他 醒 来 时 ， 立 刻 用 

全 部 的 智慧 继续 投入 繁重 的 预定 计划 ， 这 是 了 不 起 的 精神 。” 

曾 呈 奎 教 授 热爱 祖国 的 大 海 ， 他 把 生命 寄托 于 大 海 ， 他 立志 

要 为 党 的 海洋 科学 事业 奋斗 终生 。 他 是 一 位 辛勤 的 海洋 探索 与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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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学 会 名 誉 理事 长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分 院 副 院 长 ,云南 热带 植 

物 研 究 所 所 长 、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副 所 长 。 他 终 吴 献身 于 祖国 的 科 

学 事业 ， 扎 根 于 祖国 边疆 的 云南 ， 奋 斗 了 半 个 世纪 ，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植物 科学 作出 了 日 越 的 贡献 。 

获 希 陶 教 授 的 学 术 思 想 十 分 活跃 ， 而 治学 又 很 严 说; 他 既 重 

视 基 础 研究 ， 又 急 国家 所 需 ， 推 动 植物 科学 的 应 用 研究 ; 他 在 科 

学 人 才 的 培养 上 不 拘 一 格 ， 采 取 多 种 途径 , “八仙 过 海 >， 并 为 科 

学 大 才 的 成 长 甘 当 “铺路 石子 ”。 在 云南 ， 他 培养 了 一 大 批 具有 较 

高 水 平 的 植物 学 研究 人 才 ， 桃 李 饥 高 原 ， 他 留 给 后 人 的 不 仅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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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学 术 思想 、 论 文 报告 ， 更 多 的 是 那些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 用 得 上 
的 科学 成 果 , 成 万 号 的 植物 标本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植物 学 研究 基地 ， 
-种 种 的 新 的 植物 资源 。 这 些 都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宝贵 的 遗产 。 

C+4) 

年 轻 时 的 蔡 希 陶 是 一 个 性 格 开朗 、 热 爱 大 自然 的 人 ， 他 喜欢 
文学 。 他 在 上 海 读 中 学 时 ， 常 得 到 姐夫 、 我 国 著名 学 者 陈 望 道 的 _ 
指导 ， 又 曾经 在 陈 望 道家 里 会 见 了 鲁迅 ， 在 他 们 的 影响 下 ， 获 和 希 
陶 曾 向 往 过 激情 的 文学 生涯 ， 而 且 也 对 当时 腐败 的 社会 有 了 一 定 
的 认识 ,他 曾经 积极 投身 于 进步 的 学 生 运 动 中 。 由 于 国民 党 对 学 生 
运动 的 迫害 ，1930 年 ， 年 仅 19 岁 的 茸 希 陶 只 好 离开 学 校 ， 出 走 北 
平 ， 并 在 北平 静 生 生物 研究 所 找到 一 个 当 练习 生 的 工作 ， 从 此 他 
找到 了 终生 的 职业 。 

北平 静 生 生物 调查 所 当时 由 胡 先 聘 先生 主持 。 胡 先生 是 一 位 
学 术 造 良 很 深 、 很 有 成 就 的 我 国 第 二 代 植 物 学 家 ， 也 是 一 位 爱国 
者 。 他 目睹 欧美 及 日 本 等 国 的 传教 士 、 学 者 大 摇 大 摆 而 来 ， 拿 走 
了 我 国 成 万 号 的 植物 标本 ， 成 千 种 的 花卉 、 果 木 种 苗 ， 而 我 们 要 
研究 中 国 的 植物 还 得 远 涉 重 洋 到 欧美 的 标本 馆 、 植 物 园 ， 受 洋人 
的 气 的 情景 ,十 分 痛心 。 他 从 美国 哈佛 大 学 获得 了 博士 学 位 回国 以 
后 ， 决 心 办 好 静 生 生物 调查 所 ， 以 抵制 他 们 ， 发 展 我 国 的 植物 
学 。 就 在 胡 先 生 的 鼓励 下 ，1931 年 ， 刚 年 满 二 十 岁 的 获 希 陶 心 潮 

WHE, Me, ROSAS, RESO, FF 
以 大 无 县 的 精神 ， 接 受 了 到 我 国 植物 资源 最 丰富 的 四 川 大 凉山 地 
区 及 云南 进行 考察 和 采集 的 任务 。 

四 川 大 凉山 是 植物 研究 的 空白 点 ， 云 南 是 我 国 的 植物 宝库 ， 
过 去 也 只 有 极 少 数 的 洋人 去 采集 过 标本 ,空白 点 的 地 方太 多 了 。 这 
些 地 方 ， 在 三 十 年 代 ， 不 仅 交 通 极端 困难 ,“ 蜀 道 难 ?， 而 云南 更 
难 ， 而 且 由 于 历代 的 统治 者 的 残酷 压迫 、 掠 夺 和 挑拨 ， 那 些 地 方 
经 济 非常 落后 ， 少 数 民 族 与 汉族 之 间 有 很 大 的 隔 头 ， 加 之 这 些 地 
方 土 菲 多 如 牛 毛 ;又 是 病 疗 之 区 ， 很 少 有 人 敢 进去 RMR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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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以 他 为 发 展 祖国 植物 科学 而 献身 的 大 无 晨 精 神 ， 离 开 了 幽静 的 
RAS, 辞别 了 繁荣 的 北平 ,只 身 迈 上 了 万 里 的 征途 。 到 了 宜宾 ， 
他 找 了 一 位 身 强 力 壮 、 节 厚 朴实 的 四 川 年 轻 脚 佚 邱 炳 云 替 他 挑 行 
族 ， 也 教 他 如 何 采集 植物 标本 ， 在 邱 炳 云 的 协同 下 ， 他 们 交大 凉 
山 、 进 云南 ， 开 始 了 他 的 绿色 生涯 。 

LEMP BR. RAYA, Baw Te 
族 奴隶 主 结盟 打交道 ， 免 于 被 虏 掠 当 奴 隶 娃 子 而 进 入 了 空 白地 
区 他 带 了 药物 ， 学 会 了 简单 的 治 病 方法 ,为 边疆 少数 民族 治 病 ， 
取得 了 他 们 的 信任 与 帮助 ， 他 学 会 了 骑马 、 扎 驼 子 ， 适 应 了 在 尝 
iI, RR: MES TREO, ERT 
山洞 树林 的 野 察 ， 他 向 少数 民族 群众 学 习 利用 植物 的 方法 ， 丰 富 
了 植物 学 的 内 容 ， 他 不 仅 考察 植物 ， 而 且 观 察 飞禽 走兽 ， 扩 大 了 
知识 领域 : 蔡 希 陶 为 勤劳 、 勇 敢 、 纯 朴 的 少数 民族 的 多 方 帮助 所 
感动 ， 被 植物 王国 里 的 浩瀚 的 原始 森林 、 丰 富 多 彩 的 植物 种 类 、 
绚 彩 多 姿 的 奇 花 异 卉 所 激动 ， 他 不 知 不 觉 地 和 少数 民族 、 和 大 自 
然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几 十 年 来 ， 他 采集 了 成 万 号 的 植物 标本 ， 仅 
在 他 川 滇 之 行 的 头 三 年 就 采 了 两 万 多 份 。 这 些 标 本 是 流血 流 汗 ， 
冒 着 生命 危险 而 取得 的 ， 来 之 不 易 ， 是 研究 川 、 演 植物 的 极其 珍 
贵 的 科学 资料 。 | 
MBL, FB. WEI. WI. SND. 

Nik. RSPR. BEM, EMH 
资源 更 激励 了 他 研究 自然 的 决心 ， 粗 朴 的 风土 人 情 、 民 族 的 友爱 ， 
诗情画意 的 大 自然 又 唤起 了 他 的 文学 激情 。 他 一 方面 与 他 的 老师 
胡 先 生 及 他 的 同事 俞 德 浚 先生 等 一 起 研究 采 自 川 、 演 的 标本 ,发 表 
他 们 的 新 发 现 ; 另 一 方面 ， 他 又 为 当时 的 4 文学 》、《 太 和 白 ;等 文学 
刊物 与 小 说 。 报告 文学 及 散文 等 ， 描 写 少 数 民 族 的 社会 、 生 活 。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蔡 希 陶 发 表 他 的 《蒲公英 > 一文, 他 不 仅 描写 植物 界 
的 适应 与 生存 而 且 也 赞扬 它 那 闫 强 的 性 格 。 四 海 为 家 、 到 处 开 
拓 新 的 生活 ,这 也 正 是 蔡 希 陶 自 身 的 写照 。 正 象 “ 浦 公 英 ” 一 样 ， 
他 开始 了 漫长 的 \ 传 奇 式 的 绿色 生涯 。 五 十 年 来 ,在 四 川 的 大 凉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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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云南 高 原 ， 从 北部 的 玉龙 雪山 到 南部 的 误 牢 山 \ 无 量 山 , 从 东部 

的 大 围 山 到 西部 的 横断 山 ， 到 处 都 留 下 了 他 的 足迹 ， 他 象 猜 公 英 

一 样 ， 到 处 填补 了 植物 学 研究 的 空白 ， 成 为 可 敬 的 拓荒 者 。 

(=) 

年 轻 的 歼 希 陶 是 一 位 具有 强烈 进取 心 的 人 ， 他 没有 机 会 进 大 

学 ， 到 了 毅 生 生物 调查 所 以 后 ， 热 爱 大 自然 、 探 索 大 自然 的 愿望 

得 到 了 满足 ， 在 良师益友 的 帮助 下 ， 他 如 僵 得 水 ， 拼 命 地 学 习 。 

他 勇于 实践 ， 只 身 冯 川 . 演 。 大 自然 是 一 本 最 有 帮助 的 百科 全 书 ， 

在 考察 的 最 初 几 年 中 ， 他 不 仅 采 集 了 几 万 号 植物 标本 ， 认 识 到 不 

少 的 植物 种 类 ， 而 且 积累 了 这 些 植物 的 分 布 、 生 态 以 及 少数 民族 

利用 植物 的 第 一 手 资料 。 有 了 这 些 条 件 ， 加 上 他 的 勤奋 学 习 ， 他 

很 快 迈 进 了 植物 学 的 门 ， 熟 练 地 掌握 植物 分 类 学 的 理论 和 方法 ， 

在 短 短 的 几 年 间 ， 他 不 仅 研究 和 发 表 了 他 在 植物 种 类 上 的 一 些 新 

RA, MAGMBRCEATE, RMR T GRA. DA 

个 大 科 的 系统 资料 ， 很 受 胡 先生 的 赏识 。 

抗战 期 间 ， 葡 项 陶 经 静 生生 物 调 查 所 介绍 来 云南 。1938 年 ， 

俞 德 滩 和 华 希 陶 创 立 了 云南 省 农林 植物 研究 所 ， 他 们 的 经 费 十 分 

困难 。 为 了 维持 该 所 员工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活 ， 一 个 对 植物 学 研究 已 

经 很 有 成 就 的 获 希 陶 上 只 好 组 织 员 工种 花 搞 贫 景 ， 在 昆明 市 开 一 个 

小 花木 店 ; 他 们 也 收购 、 繁 殖 小 动物 , 开 一 个 轴 吏 商店， 此 外 还 种 

蔬菜 出 卖 。 就 在 这 样 极 端 困难 的 条 件 下 ， 也 在 别人 纷纷 出 国 深造 

的 时 刻 ， 他 维持 了 这 个 研究 所 ， 而 且 还 进行 了 一 些 很 有 意义 的 植 

物 学 研究 ， 例 如 他 们 广泛 收集 并 研究 了 有 名 的 云南 山茶 花 的 很 多 

品种 :他们 通过 陈 焕 饮 先 生 从 美国 引种 名 贵 的 烤烟 品种 “大 金 元 ， 

研究 它 的 繁殖 、 栽 培 及 烤烟 技术 ， 在 研究 成 功 的 基础 上 ， 举 办 了 

烟草 训练 班 ， 这 样 ， 使 烟草 成 为 云南 的 重要 经 济 植物 ， 而 云南 的 

香烟 工业 在 全 国 首屈一指。 为 开发 利用 云南 植物 资源 创造 了 条 

件 。 

在 川 、 演 植物 考察 、 采 集 的 日 子 里 ， 少 数 民族 群众 对 他 们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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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累 月 到 穷 乡 僻 壤 ， 疏 高 山 进 老林 ， 冒 着 生命 危险 采集 各 种 花枝 
往往 感到 莫名 其 妙 。 由 于 他 们 是 从 大 都 会 来 的 ， 因 而 有 时 称呼 他 
们 为 “采花 委员 ”。 但 他 们 从 接触 中 知道 蒙 希 陶 他 们 与 那些 收 捐 、 
税 的 委员 们 不 同 ， 也 乐意 帮助 这 些 “ 采 花 委 员 ”。 有 时 ， 他 们 也 会 
问 :“ 您 们 采 这 些 花 有 哪样 用 ?”， 尽 管 蔡 希 陶 他 们 用 通俗 的 语言 
释 这 些 植物 对 于 植物 分 类 、 形 态 、 解 前 和 生理 等 研究 的 意义 ， 但 
他 们 总 是 难以 理解 。 问 者 无 意 ， 而 听 者 却 有 心 ， 这 个 问题 常常 在 
蔡 希 陶 的 脑 中 于 绕 。 他 在 考察 中 ,对 于 在 植物 资源 如 此 丰富 的 “ 王 
国 ”里 ， 人 们 却 “ 庙 着 金 饭 碗 要 饭 ” 的 状况 深 有 感触 ， 他 开始 注 
意 访 问 、 收 集 民间 对 植物 利用 的 经 验 ， 考 虑 植物 学 的 应 用 问题 。 

解放 以 后 ， 由 于 党 和 人 民政 府 对 科学 研究 的 重视 ，1950 年 植 
几 所 昆明 工作 站 成 立 了 ， 作 为 一 个 研究 员 ， 他 有 了 较 好 的 研究 环 
境 ,他 本 来 可 以 以 他 那 扎实 的 植物 学 基础 、 渊 博 的 植物 分 类 知识 、 
活路 的 学 术 思 想 、 大 量 的 植物 标本 和 丰富 的 野外 考察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进 行 植物 的 分 类 学 研究 ， 发 表 新 种 ， 著 书 立 说 。 但 面 对 着 解 
放 初 期 国民 经 济 恢复 所 面临 的 困难 ， 获 希 陶 不 忍心 见 到 “植物 王 
国 ” 里 的 人 民 “ 端 着 金 饭 碗 要 饭 ,决心 离开 标本 室 , 搞 植物 科学 的 
应 用 研究 。 多 年 来 ， 他 致力 于 云南 植物 资源 的 研究 ， 为 开发 利用 
这 不 植物 宝库 ， 他 先后 主持 过 野生 橡胶 资源 考察 ， 橡 胶 宜 林地 考 
察 ， 云 南 野 生 植物 资源 调查 、 利 用 研究 等 工作 。 为 了 更 好 地 开展 
植物 资源 的 研究 ，1957 年 获 希 陶 以 他 的 远见 晶 识 和 上 狗 力 ， 在 昆明 

筹建 了 云南 第 一 个 植物 资源 学 研究 室 ， 为 我 国 的 植物 资源 学 开拓 
了 新 的 研究 领域 。 

ZEKE MAAS, MBE. Bo Re 
BH. BHR. BRL KM ESHA, SRT 
究 ， 为 建立 云南 省 的 香料 工业 打下 了 基础 。 他 进行 药 用 植物 资源 
的 研究 ， 发 现 了 国产 毕 拨 、 血 竟 、 缩 砂 密 ， 也 领导 组 织 了 抗 瘤 药 
物美 登 林 、 嘉 兰 的 研究 ，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南 药 生 产 开 辟 了 新 的 途 
径 。 他 进行 了 油料 植物 资源 的 研究 ， 在 1933 年 就 发 现 了 种 仁 含 油 
率 超 过 70%% 的 油 瓜 ， 后 来 又 组 织 对 C ,* 脂 肪 酸 资源 的 研究 。 他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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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重视 热带 速生 、 珍 贵 树种 资源 的 研究 ,亲自 调查 并 组 织 对 团 花 、 
云南 石 榨 、 山 白兰 等 的 研究 。 他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植物 资源 学 积累 了 
丰富 的 科学 资料 ， 疯 定 了 扎实 的 基础 。 

为 了 更 进一步 地 研究 植物 资源 的 开发 利用 ， 他 在 农艺 植物 资 
源 的 研究 和 国外 植物 园 研究 的 成 功 经 验 基础 上 ,认识 到 对 植物 资 
源 的 开发 利用 不 能 停留 在 对 野生 资源 的 采集 上 ， 而 应 该 进行 引种 
驯化 的 研究 ， 进 一 步 发 展 生 产 ， 使 成 为 一 种 经 济 产业 。 解 放 前 ， 
他 在 云南 农林 试验 场所 开展 的 云南 山茶 花 、 烟 叶 优 良品 种 “大 金 
Te” MRR TR. MB. HKD, HBA, 
南 到 北 ， 先 后 创建 了 昆明 植物 园 、 丽 江 高 山 植物 园 、 西 双 版 纳 热 
带 植物 园 和 元 江干 热 河谷 植物 引种 站 ， 为 云南 省 的 热带 、 亚 热带 
及 温带 植物 的 引种 驯化 打下 了 基础 。 他 不 仅 领导 、 组 织 了 植物 引 
种 驯化 的 研究 ， 而 且 自己 亲自 做 研究 工作 ， 他 出 国 考察 或 在 国内 
进行 学 术 交 流 ， 总 是 要 带 回 植物 种 子 、 苗 木 ,他 研究 油 乓 的 家 化 3 
成 功 地 解决 了 野生 油 瓜 的 持 捅 繁殖 问题 。 他 从 非洲 考察 引 来 了 牛 
油 果 ,成 功 地 解决 了 元 江干 热 河谷 的 荒地 的 一 些 造林 树种 ; 获 希 陶 
教授 在 植物 地 理 、 植 物 生态 以 及 园艺 等 方面 有 很 深 的 造 放 。 在 他 
组 织 和 指导 下 ,在 云南 的 植物 园 、 引 种 站 成 功 地 引种 栽培 了 上 千 种 
的 云南 野生 及 产 于 国外 的 热带 、 亚 热带 经 济 植物 ，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植物 园 事 业 ,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植物 引种 驯化 学 及 我 国 热带 ,亚热带 地 
区 的 多 种 经 营 、 山 地 利用 作出 了 杰出 的 贡献 。 

蔡 希 陶 教授 不 仅 研究 自然 科学 ， 也 很 注意 学 习 马 列 著作 ,并 
用 其 哲学 思想 来 指导 植物 学 的 研究 。 在 植物 分 类 学 上 ,， 他 很 重视 
“种 ”的 概念 ， 吸 取 各 学 说 的 长 处 ， 在 自然 辩证 法 的 指导 下 进行 
研究 ， 如 他 在 学 习 恩 格 斯 的 4 反 杜 林 论 ? 的 笔记 上 摘录 了 这 样 一 段 
话 ,“ 自 从 按 进 化 论 的 观点 来 从 事 生物 学 的 研究 以 来 ， 有 机 界 领域 
内 固定 的 分 类 界线 一 一 消失 了 ;几乎 无 法 分 类 的 中 间 环 节日 益 增 
多 ,更 精确 的 研究 把 有 机 体 从 这 一 类 归 到 另 一 类 ,过 去 几乎 成 为 信 
条 的 那些 区 别 标志 ， 丧 失 了 它们 的 绝对 效力 ”。 接 着 ,他 写 道 :这 
对 于 从 事 分 类 学 的 人 讲 是 一 个 最 重要 的 启示 。 繁 琐 哲 学 的 分 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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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匹 其 是 苏联 的 植物 分 类 学 家 ， 把 “种 ?分 得 很 细小 ， 把 一 些 中 
间 形 式 分 立 为 一 个 至 二 个 “新 种 ", 搞 得 别人 无 所 适 从 。 分 类 必须 
有 较 大 的 较 有 进化 概念 的 关于 “种 ”的 概念 !” (1972.7.24)。 他 
EMD UPI, BATTER LRRD. FH MMR 
的 自然 辩证 法 思想 去 指导 油 瓜 家 化 的 研究 工作 。 

蔡 希 陶 教授 治学 十 分 严谨， 他 对 于 一 些 植 物 分 类 及 资源 的 利 
用 研究 ， 并 不 满足 于 一 、 两 张 腊 叶 标本 ， 而 要 对 它们 的 活 植物 进 
行 调 查 ， 获 得 第 一 手 资料 ， 有 的 还 要 进行 历史 的 考证 ， 甚 而 还 要 - 
进行 化 学 成 分 的 研究 ， 经 过 反复 推 殴 ， 他 才 下 结论 。 如 对 于 油 瓜 
的 研究 ， 他 从 我 国 古籍 4 西 阳 杂 粗 > 中 得 到 了 启示 对 于 东 埔 寨 龙 
血 树 的 研究 ， 既 广泛 研究 国外 产 血 竭 的 植物 ， 也 对 祖国 传统 医药 
的 典籍 进行 深入 的 考证 ， 还 对 其 药 用 成 分 、 临 床 效果 进行 全 面 的 
研究 ， 对 于 毕 拨 ̀ 缩 砂 密 的 研究 , 除 进行 植物 学 鉴定 外 ,也 对 历史 、 
商品 进行 系统 的 考证 ， 这 为 资源 植物 的 研究 树立 了 样 榜 。 

(=) 

Be FH Wig BAZ — ERE YH, AE HA 
i TAY KK, HAE AE, BSP TARR TRS A AER 
学 研究 上 开拓 了 新 的 领域 , 创建 了 新 的 研究 基地 。 而 今 的 云南 省 ， 
已 经 成 为 我 国生 物 学 的 一 个 重要 的 .具有 特色 的 科学 研究 基地 ,这 
里 倾注 着 他 一 生 的 心血 。 正 当 他 处 于 中 年 ， 身 强力 壮 的 时 候 ， 有 
些 老 同 事 曾 多 次 劝 他 , “人 过 中 年 万 事 休 ”， 应 该 坐 下 来 写 专著 、 
论文 。 他 认为 ,研究 死 标 本 固然 重要 ， 而 研究 活 植物 更 重要 SS 
著 、 论 文 固然 重要 ， 但 写 “立体 文章 ” 对 他 来 说 更 重要 ;一 个 人 写 
专著 。 论 文 是 贡献 ， 但 在 我 国 的 植物 科学 上 还 有 不 少 的 空白 ， 尚 
有 很 多 的 领域 需要 深入 研究 ， 这 需要 有 一 支 科技 队伍 才能 向 科学 
的 广度 和 深度 进军 。 因 而 ， 当 向 科学 进军 的 “铺路 石子 ”对 他 来 
说 更 为 重要 。 

蒙 希 陶 教授 不 仅 以 他 献身 于 科学 事业 的 高 尚 品德 、 严 谦 的 治 
学 方法 感染 、 影 响 年 轻 的 科技 人 员 ， 而 且 采 取 各 种 办 法 引导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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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的 事业 心 和 进取 心 。 如 他 常 以 西双版纳 “一 屁股 坐 下 去 就 能 
压倒 三 棵 药草 ”",.“ 打 开 窗 户 就 能 找到 三 个 课题 ”的 形象 比喻 来 启 
发 青年 人 热爱 、 献 身 于 热带 植物 资源 研究 事业 。 他 认为 对 于 每 个 
青年 都 应 该 给 以 同等 的 学 习 、 培 养 的 机 会 ， 并 针对 各 大 的 不 同 基 
础 采用 不 同 的 方法 培养 ， 多 标准 多 途径 ， 这 就 是 他 常 说 的 “八仙 
过 海 ， 各 显 神通 ”。 对 于 人 才 的 培养 也 不 拘 一 格 ， 在 他 的 培养 下 ， 
很 多 年 轻 的 科技 人 员 成 长 很 快 。 他 对 于 那些 半途 出 家 的 科技 人 
员 , 亲 自给 他 们 上 植物 学 的 基础 课外 语 课 ; 他 要 求 搞 植 物 学 研究 
的 科技 人 员 要 过 野外 考察 关 ， 并 亲自 带领 大 家 到 深山 密林 考察 ， 
教 大 家 认识 植物 ,做 样 方 、 标 本 的 采集 与 制作 ;对 于 搞 引 种 驯化 的 
科技 人 员 则 要 求 过 栽培 繁殖 关 。 他 常 说 :“ 植 物 栽 不 活 ， 长 不 好 ， 
研究 的 结果 也 不 可 靠 。” 他 亲自 帮助 科技 人 员 选 择 研究 课题 ， 并 指 
导 如 何在 标本 室 、 实 验 室 、 试 验 地 及 在 野外 考察 中 做 学 问 。 他 对 
于 年 轻 科技 人 员 的 研究 工作 十 分 放手 ， 他 常 说 “打铁 要 人 靠 本 身 
硬 ”, 鼓 励 他们 在 实践 中 间 ， 既 要 向 别人 学 习 , 又 要 抓 住 新 的 苗头 ， 
做 出 有 特色 的 成 果 ， 在 与 青年 人 讨论 一 些 实验 、 观 察 的 结果 时 ， 
他 从 不 以 教授 自居 ， 强 加 于 人 ， 而 是 平等 待人 。 他 还 对 一 些 年 轻 
人 在 某 些 科 学 观点 与 他 不 同 而 表示 高 兴 ， 鼓 励 他 们 继续 试验 、 观 
察 下 去 ,以 发 表 新 的 创见 。 对 于 年 轻 的 科技 人 员 所 写 的 、 送 给 他 审 
阅 的 每 一 篇 报告 、 论 文 ， 他 都 仔细 审阅 、 修 改 ， 连 标点 符号 及 错 
别 字 都 不 放 过 。 

蔡 希 陶 教 授 负责 、 指 导 的 一 些 研究 课题 ， 当 实验 结束 了 ， 他 
总 是 鼓励 并 指导 参加 工作 的 科技 人 员 写 论文 、 报 告 ， 使 他 们 的 学 
术 水 平 得 到 进一步 的 提高 。 这 些 科 技 人 员 写 完 报 告 送 给 他 审阅 ， 
他 一 发 现 署 上 了 他 的 名 字 ， 总 是 首先 把 他 的 名 字 色 去， 当 他 们 把 
清 样 送 上 去 ,发 现 别人 又 把 他 的 名 字 写 上 时 ,他 又 一 次 勾 去 。 因 而 ， 
近 二 十 多 年 来 ， 我 们 看 到 以 他 署名 而 发 表 的 论文 、 报 告 不 多 。 但 
是 ，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及 云南 热带 植物 研究 所 的 很 多 研究 成 果 、 很 
多 科技 人 员 的 成 长 都 倾注 有 蔡 希 陶 教 授 的 心血 。 他 就 象 一 支点 燃 
着 的 蜡烛 , 照 亮 了 别人 而 自己 最 后 无 声 无 息 地 消失 了 ;他 又 是 一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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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道路 上 的 “铺路 石子 ,让 别人 踩 着 它 去 移 登 科学 的 高 峰 。 在 他 

的 后 半生 他 虽然 在 学 术 刊物 上 发 表 过 论文 ,但 他 写 得 更 多 的 是 立 

体 文章 *， 留 在 大 路 上 ， 留 在 原始 森林 中 , 留 在 祖国 大 地 上 的 一 个 

个 植物 学 研究 基地 和 经 济 植物 生产 基地 上 ， 也 留 在 他 的 学 生 的 心 

坎 上 ， 这 比 纸 上 的 文章 更 实在 、 更 发 挥 作用 。 

(Cy) 

MBE, AREAS Pe RK ea) Uo a 

此 界 科学 之 林 。 | 

他 从 “蒲公英 ”而 开始 的 绿色 生涯 整整 50 年 ! 有 了 这 样 的 志 

气 、 勇 气 和 信心 ， 才 使 他 经 历 了 千 难 万 险 ， 为 发 展 我 国 的 科学 事 
业 生 命 不 妃 ， 奋 斗 不 止 。 解 放 前 ， 在 云南 农林 植物 研究 所 ， 他 并 

没有 被 经 济 的 匡 缺 所 压倒 ， 带 领 仅 有 的 十 多 个 员工 生产 自给 ， 到 

后 来 仅 剩 下 八 个 人 ， 他 们 不 仅 活 下 命 来 ， 还 能 坚持 他 们 的 科研 工 

作 ， 为 云南 的 植物 研究 打下 了 基础 。 新 中 国 成 立 不 久 ， 迎 来 了 祖 

国 的 社会 主义 建设 高 潮 ， 国 防 、 经 济 建设 和 人 民生 活 都 急需 大 量 

的 热带 天 然 产 品 : 橡胶 、 紫 胶 、 硬 质 纤 维 、 香 料 、 药 物 、 特 种 木 

材 等 。 但 帝国 主义 把 这 些 热带 的 产品 都 列 为 “战略 物资 ,对 我 实 

行 封锁 和 禁 运 ， 妄 图 把 新 中 国 扼杀 于 播 篮 之 中 。 葡 希 陶 教 授 急 国 

家 所 急 ， 献 人 民 所 需 ， 他 坚信 我 国 几 十 万 平方 公里 的 热带 、 亚 热 

带 广阔 地 区 一 定 能 找到 这 些 植 物资 源 及 其 发 展 生产 的 地 方 ， 抱 着 

我 们 一 定 能 打破 国际 反动 派 的 经 济 封锁 的 信念 ， 他 与 我 国 著 名 的 

生物 学 家 刘 崇 乐 、 吴 征 镑 等 一 起 领导 了 云南 热带 生物 资源 综合 考 

每 队 ， 并 与 数 百 名 科技 人 员 一 起 ， 连 续 五 年 不 辞 辛苦 地 翻 高 山 、 

Wate bk, ALANA RI. BEATE, BA Tos Pe SH DY Ly 

TKR IK 5 Fa Fe Ga A BS BY) A ie Ay ED A FRAT HP EL BY OR RB Sal 

紫 胶 及 其 它 热带 作物 的 生产 作出 了 宝贵 的 贡献 ， 也 为 我 国 开创 与 
发 展 热 带 生 物资 源 的 科学 研究 商定 了 基础 。 

在 云南 热带 生物 资源 综合 考察 所 取得 的 丰硕 科学 成 果 的 基础 

上 ， 他 与 其 他 植物 学 家 坚信 西双版纳 得 天 独 厚 的 自然 环境 是 我 国 

447。 



开展 热带 植物 科学 研究 和 未 来 热带 作物 生产 发 展 最 理想 、 最 有 价 
值 的 地 方 。 在 中 国 科学 院 及 云南 省 各 级 党 政 领导 的 支持 下 ， 为 了 
创建 我 国 第 一 个 热带 植物 园 ， 年 已 半 百 的 蔡 希 陶 教授 身先士卒 ， 
带领 年 轻 的 科技 人 员 ,“ 十 八 把 大 刀 ”， 在 动 腊 县 小 动 苍 乘 坐 独 木 
和 骨 ， 横 渡 罗 棱 江 ， 登 上 了 一 个 三 面 为 江水 环绕 ， 热 带 原始 森林 柳 
HMB SERA. MLM RK, WAS, Bae 
骄阳 与 又 雨 ， 以 猛兽 为 邻 ， 与 蚂 螨 、 毒 虫 作 斗 ， 用 他 们 的 双手 在 
林 葬 中 披 荆 斩 束 ， 自 力 更 生 ， 艰 苦 创 业 。 这 正如 蔡 希 陶 教授 风趣 
所 说 的 “我 们 是 集体 的 鲁 宾 逊 啊 1>。 就 在 这 样 一 个 远离 大 群 的 
“ 边 隆 桃园 ”里 ， 一 个 轩 新 的 “科学 村 ?迅速 地 出 现在 茫茫 的 林海 
之 中 。 

蔡 希 陶 教 授 离 开 了 繁华 、 美 丽 的 春城 ， 抛 弃 那 舒适 愉快 的 物 
质 文明 生活 ， 也 告别 了 需要 他 照顾 的 家 庭 ， 在 葫芦 岛 上 度 过 子 近 
二 十 个 春秋 。 对 于 他 一 生来 说 这 是 不 平凡 的 二 十 个 春秋 六 六 十 年 
代 初 期 ， 他 对 于 艰辛 的 劳动 所 换 来 的 丰硕 成 果 ， 罗 新 的 科研 基地 
的 建立 ， 年 轻 一 代 科 技 人 员 的 苗 壮 成 长 和 丰硕 的 科研 成 果 充 满 了 
无 限 的 喜悦 ,他 赋 诗 一 首 , 流 露出 了 对 祖国 热带 宝地 和 科学 事业 的 
无 限 热忱 : 

#5 f£e£—-B+t, 
万 木 森 林 树 海 行 。 
一 江 和 碧水 西 折 东 ， 

Ht LAP 
wha MAE HEAR YT Ky 

木瓜 行 行 如 列兵 。 
谁 说 中 华 无 热带 ? 
大 好 河山 满 金 银 。 

灾难 的 十 年 也 给 边 隆 桃源 带 来 了 灾难 ， 这 位 德高望重 、 一 心 

扑 在 祖国 科学 事业 、 年 过 半 百 的 老 教 授 在 人 妖 和 颐 倒 的 日 子 里 , 身 、 

心 受到 了 严重 的 摧残 ， 正 在 欣欣 向 荣 、 燕 敬 日 上 的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也 变 成 了 “ 草 深 豆 苗 稀 ?的 荒凉 景色 。 尤 其 使 他 痛心 的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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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国外 引种 的 具有 重要 经 济 价值 的 的 带 植物 营 麻 被 当成 “ 修 和 根 ?， 
BEAKER, ABAD MMR REIL, PRR 
是 有 用 的 ”而且 还 为 此 写 了 一 个 “思想 汇报 ”(1968 年 10 月 )， 提 
出 了 了 如何 利用 这 种 硬 质 纤 维 织 成 夏布 解决 夏季 炎热 地 区 人 民 穿 衣 
的 问题 的 建议 。 这 当然 是 被 当 作 “以 生产 压 革命 ”的 典型 ， 招 来 
了 更 残忍 的 批斗 。 对 于 这 一 切 ， 获 希 陶 教授 想 不 通 ， 揪 心 的 痛苦 
使 他 这 位 一 躺 下 床 就 打 其 的 人 彻夜 难 眠 ， 他 问 自己 ， 难 道 过 去 都 
错 了 ? 但 他 坚信 ， 他 所 走 过 的 道路 是 对 的 ， 历 史 将 会 做 出 公正 的 
判断 。 在 六 月 的 一 天 ， 西 双 版 纳 两 季 来 临 之 前 常 刮 的 强烈 地 形 风 
把 植物 园 乔 得 天 昏 地 暗 ， 高 大 的 木棉 树 CRE ETE HBR, 
自 色 的 花絮 满天飞 扬 ， 好 似 满天飞 绎 的 雪花 ， 蔡 希 陶 教授 触 景 伤 
情 ， 而 在 笔记 本 中 写 了 这 样 的 诗句 “ 正 挥 汗 时 节 ， 狂 碳 又 起 ， 天 
卉 地 暗 乌云 低 。 人 攀枝花 树 撤 飞 加 , 六 月 竟 飞 雪 ! 真 雪 假 雪 终 化 泥 ， 
谁 污 谁 洁 ?” 

历史 是 无 情 的 .1971 年 ,年 过 六 名 头发 花白 的 获 希 陶 教 授 重新 

获得 工作 的 权利 ,他 ,这 位 1956 年 就 光荣 地 加 入 了 中 国共 产 党 的 好 
党 员 ,立志 献身 于 党 的 事业 ,心中 没有 半点 积 钨 ， 又 以 巨大 的 热情 
投入 到 科研 工作 中 去 。 他 老 当 益 壮 ， 亲 自 参加 被 荒 落 了 的 植物 园 
的 清理 ， 在 茂密 的 杂 草 中 抢救 一 株 株 的 热带 植物 ， 亲 自 带 领 科研 
人 员 进 行 南 药 资源 的 野外 考察 ， 研 究 了 毕 拔 、 缩 砂 密 、 血 竭 ， 找 
到 了 国产 的 新 资源 ;他 亲自 进行 速生 用 材 树 种 团 花 的 调查 ， 并 推 
动 对 此 树种 的 全 面 、 深 入 的 研究 ， 他 领导 和 组 织 了 抗 瘤 药 愧 美 登 
木 及 十 八 碳 酯 肪 酸 的 研究 等 。 为 了 促进 云南 热带 植物 研究 所 对 外 
的 学 术 交 流 ， 有 利于 科技 人 员 的 培养 提高 ， 他 创办 了 “热带 植物 
研究 ?学 术 刊 物 。 他 也 带领 科技 人 员 奔 赴 全 国 各 地 有 关 研 究 所 及 生 
产 单位 进行 调研 ， 以 便 使 热带 植物 的 研究 与 国民 经 济 建设 做 出 更 
大 的 贡献 。 他 日 夜 操劳 ， 就 是 要 把 失去 的 时 间 补 回来 ! 这 样 ， 热 
带 植 研 究 所 的 建设 和 科研 工作 又 有 了 新 的 起 色 。 可 是 ， 他 积劳 
成 疾 ， 光 其 在 动乱 期 间 受 到 严重 摧残 的 身体 抵抗 不 了 病魔 的 侵 
乌 ，1974 年 ， 他 患 了 脑 血 管 痉挛 ， 氏 迷 了 一 昼夜 ， 经 多 方 抢救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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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了 健康 。 蔡 希 陶 教授 心中 明白 ， 他 的 病 随 时 都 可 能 复发 ， 一 
旦 复发 就 有 生命 危险 。 但 他 总 是 把 工作 看 得 比 生 谷 更 可 贵 ， 只 要 
有 一 口气 就 要 为 祖国 的 四 化 做 出 贡献 。 他 出 院 不 到 一 个 月 》 就 不 
顾 领 导 及 同志 们 的 劝阻 ， 离 开 昆 明 又 回 到 了 西双版纳 。 到 了 西 双 
版 纳 ,他 又 拼命 工作 。 所 里 的 领导 考虑 到 他 年 岁 已 高 及 身体 状况 ， 
要 他 安心 养病 。 把 自己 的 身体 置 子 度 外 的 蔡 希 陶 教 授 ,忍受 得 了 
疾病 的 折磨 ， 可 怎么 也 受 不 了 没有 工作 的 烦恼 。 他 不 满足 于 在 所 
里 组 织 、 指 导 科研 工作 ， 还 一 定 要 到 野外 工作 ， 他 争辩 说 ;我 是 
搞 植物 的 ， 怎 么 能 不 到 野外 去 ? 难道 在 家 里 就 不 病 ?? 一 位 与 大 
自然 打 了 四 十 多 年 交道 ， 已 与 植物 结 成 了 生死 不 解 之 缘 的 植物 学 
家 ， 谁 也 阻挡 不 了 他 投身 于 大 自然 的 决心 。 在 两 、 三 年 内 ;他 先后 
数 次 乘 车 颠 壬 数 千 里 到 金沙 江河 谷 。 汗 西 等 地 进行 植物 资源 考 
察 ， 调 查 热带 经 济 植物 推广 的 情况 。 

忘我 的 工作 使 殖 希 陶 教 授 的 身体 日 益 衰弱， 在 不 到 六 年 的 时 
间 里 ， 脑 血管 痉挛 发 作 了 四 次 ， 一 次 比 一 次 严重 ， 每 次 都 是 经 多 
方 急救 才 得 以 缓解 就 是 在 他 病 重 不 得 不 住院 期 间 ,还 时 时 牵挂 着 
云南 热带 植物 所 的 工作 ,希望 病 稍 好 就 回 西双版纳 ,也 还 把 他 还 未 
完成 的 4 中 国 植物 志 ? 中 的 姜 科 有 关 部 分 的 工作 带 到 病房 中 完成 。 

1981 年 1 月 25 日 ， 病 休 在 家 的 蔡 希 陶 教授 用 他 那 颤 拌 的 手 ， 
写 了 科学 院 昆明 分 院 的 一 份 < 推广 双 收 稻 栽培 ， 发 气 水 稻 潜 力 ; 增 
加 水 稻 产 量 的 建议 ?报告 。 就 在 他 写 完 这 份 建议 的 第 十 四 天 一 一 2 
月 9 日 ， 病 魔 又 迫使 他 住 进 了 医院 。 这 一 次 ， 他 已 被 疾病 彻底 挫 
垮 了 ， 一 直 处 于 昏迷 状态 ， 有 时 醒 了 也 丧失 了 说 话 的 能 力 ， 只 是 
流露 出 他 那 留 恋人 民 和 亲人 的 眼神 。 3 月 9 日 ， 这 位 串 诚 于 党 和 
人 民 的 科学 家 ， 永 远离 开 了 人 世 。 

根据 蔡 希 陶 教授 生前 的 遗愿 ， 他 的 家 属 把 他 的 骨灰 非 在 云南 
热带 植物 所 ， 他 生前 亲手 栽植 的 龙 血 树 下 。 龙 血 树 是 蔡 希 易 教 授 
1972 年 研究 、 首 次 发 现 的 我 国 唯 一 的 国产 药物 血 竟 ( 又 称 欢 了 竟 ) 
新 资源 。 当 全 国有 关 研 究 所 到 处 寻找 国产 血 竟 资源 而 没有 获得 结 
果 时 ， 获 希 陶 教授 在 刚刚 恢复 工作 就 以 他 广博 的 植物 分 类 学 及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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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 源 学 的 知识 ， 带 领 科技 人 员 到 了 和 孟 连 县 ， 瓜 熟 蒂 落 ， 找 到 了 
大 片 的 国产 血 竭 新 资源 ， 并 带 回 了 一 大 批 的 种 苗 。 

龙 血 树 的 研究 是 蔡 希 陶 教 授 把 植物 分 类 学 与 植物 资源 学 相 结 
合 的 一 个 缩影 。 在 他 亲手 栽植 的 郁郁 葱 葱 的 龙 血 树 下 的 骨灰 ， 
象征 着 这 位 经 历 了 绿色 生涯 半 世 纪 、 与 植物 成 了 生死 之 交 的 大 自 
然 的 儿子 ,逝世 后 又 回 到 了 他 的 母亲 一 一 大 自然 的 怀抱 。 他 那 一 颗 
为 科学 而 献身 的 赤诚 之 心 永远 与 党 和 人 民 的 事业 ， 与 西双版纳 的 
土地 和 他 一 生 最 后 所 创建 的 我 国 热带 植物 科学 的 研究 基地 一 一 云 
南 热带 植物 研究 所 ， 联 系 在 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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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洋 生 物 遗 传 学 家 
(1912— ) 

i a RR 

ARES RICK RRB. AMAR. Hel 

作 ， 和 努力 献身 于 祖国 科学 教育 事业 的 海洋 生物 遗传 学 家 。 

C7) 

方 教授 是 福建 省 云霄 县 人 。1912 年 3 月 19 日 出 生 在 一 个 小 手工 

业者 的 家 庭 里 。 父 亲 是 笔 烧 客 维持 全 家 生活 ， 经 常 入 不 甫 出 。 兄 

弟 姊 妹 七 人 ， 哥 哥 因 穷 念 不 起 书 ， 二 个 妹妹 很 小 便 因 生活 所 迫 ， 

外 出 做 童 养 媳 。 但 全 家 节 衣 缩 食 ， 让 聪颖 好 学 的 方 宗 让 获 得 上 学 

的 机 会 。 方 宗 咎 上 小 学 时 ， 由 于 军阀 混战 ， 兵 荒 马 乱 ， 不 得 不 逃 

到 乡下 外 钥 母 那里 放 牛 ， 这 颗 幼 小 的 心灵 ， 从 此 埋 下 了 对 旧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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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比 异 恨 的 种 子 。14 岁 那 年 ， 他 背 着 父母 ， 在 教师 庄 少 青 的 带领 
下 ， 参 加 了 北伐 军 武装 宣传 队 ， 积 极 宣传 孙中山 的 洗 三 民主 义 ”。 
同时 ， 经 常 看 一 些 进步 书籍 。 上 中 学 后 ， 由 于 他 学 习 成 绩优 秀 ， 
学 校 让 他 免 交 学 费 。 从 此 ， 他 更 加 热爱 科学 、 文 学 和 历史 。 中 学 
时 代 就 善于 填词 、 写 旧 体 诗 。 以 后 ， 他 不 但 对 茅盾 、 老 舍 、 巴 金 
的 小 说 ， 草 帅 、 肖 伯 纳 的 剧 作爱 不 释 手 ， 而 且 对 马列 主义 著作 也 
感 兴趣 。 

1929 年 ， 他 在 云霄 中 学 毕业 ， 后 考 入 厦门 大 学 预科 和 本 科 ， 

并 考 得 福建 省 清 寒 奖 学 金 。 在 大 学 里 ， 他 主 系 是 生物 学 ， 副 系 是 
化 学 系 。 他 热心 学 习 遗 传 学 和 进化 论 知 识 。 大 学 二 年 级 时 ， 他 参 
加 了 厦门 大 学 生物 博物 馆 整理 鱼 类 标本 的 工作 ， 进 行 形 态 分 类 的 
研究 。 三 年 级 时 ， 兼 做 厦门 大 学 附中 的 生物 学 教员 ， 同 时 积极 进 
行 科 学 研究 ， 写 出 了 * 沙 鱼 的 解剖 > 等 论文 。 四 年 级 时 ， 他 任 厦 门 
大 学 生物 学 会 主席 ,主编 * 生 物 学 会 刊 ? 和 主办 海洋 生物 标本 展览 。 
毕业 时 ， 又 写 出 了 《大 刍 鱼 的 解剖 ?的 毕业 论文 ， 从 而 商定 了 形态 
学 和 分 类 学 的 基础 ， 并 取得 了 理学 士 学 位 。 

1936 年 ， 方 宗 中 从 厦门 大 学 生物 系 毕业 ， 留 校 当 助教 ， 主 要 

研究 鱼 类 学 。 他 不 但 指导 学 生 的 实验 ， 而 且 有 时 替 教 授 讲 课 。 在 
此 期 间 ， 他 还 翻译 了 基因 学 说 创立 者 摩尔 根 的 《进化 的 物质 基础 
一 书 。 他 经 常 在 厦门 出 版 的 报纸 上 定期 发 表 科普 文章 ， 介 绍 生物 
学 知识 。1938 年 初 ， 他 看 到 一 位 刚 从 岭南 大 学 毕业 回来 的 研究 生 
找 不 到 工作 ， 就 表 然 把 助教 的 位 子 让 给 了 那 位 同学 。 后 因 抗 战 开 
始 而 失业 。 日 本 帝国 主义 者 侵略 我 国 时 ， 兵 荒 马 乱 ， 他 在 国内 不 
堪 谋生 ， 经 朋友 介绍 ， 流 落 到 印度 尼 西 亚 苏 门 答 腊 岛 的 巨 港 中 华 
学 校 教书 ， 并 兼任 教务 主任 。 在 那里 ， 他 继续 进行 科学 研究 ， 采 
集 了 很 多 热带 动 植物 ， 建 立 了 “生物 标本 室 "， 编 写 了 供 作 教材 用 
的 《印尼 土产 ?一 书 。 同 时 寻求 救国 的 真理 ， 积 极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义 
i, AERA, HRA A. 

19414612, “珍珠 港 事件 ?后 ， 太 平 洋 战 争 全 面 展 开 ， 日 本 

侵略 者 占领 了 马来西亚 和 印度 尼 西 亚 等 地 。 在 巨 港 ， 他 了 解 到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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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帝国 主义 者 野蛮 地 屠杀 当地 人 民 和 华侨 的 罪行 后 ， 无 比 愤恨 ， 
雪 然 决定 ， 绝 不 为 日 本 侵略 者 做 事 。 从 此 ， 他 便 避 居 马 来 人 山 间 
村 庄 ， 种 菜 渡 日 ,“ 守 节 待 机 ?。 

1945 年 ， 日 本 帝国 主义 投降 后 ， 他 应 新 加 坡 华侨 中 学 校长 薛 
永 对 教 授 的 邀请 ， 去 那里 教书 ， 并 兼任 图 书馆 主任 。 在 教学 中 ， 
他 积极 备课 ， 教 学 效果 良好 。 在 此 期 间 ， 他 不 但 与 英国 著名 遗传 
学 家 荷 尔 登 教授 等 建立 了 通讯 联系 ， 而 且 积 骸 参加 胡 愈 之 先生 在 
新 加 坡 创建 的 中 国民 主 同盟 马 来 亚 支部 的 活动 ， 经 常 在 进步 华侨 
学 生 和 社会 青年 中 进行 宣传 鼓动 工作 ， 指 导 他 们 团结 起 来 ， 坚 持 
民主 ， 坚 持 斗 争 ， 反 对 内 战 。 他 还 经 常 为 胡 愈 之 先生 主编 的 进步 
刊物 < 风 下 > 摆 稿 ， 不 但 写 了 不 少 科 普 文章 ， 而 且 连 载 了 追求 进步 
的 浪漫 主义 小 说 * 心 花 ?， 还 写 了 一 些 诗歌 、 散 文 和 评论 文 章 。 
1947 年 下 半年 ， 为 获取 更 多 的 知识 ， 有 朝 一 日 为 振兴 中 华 出 力 ， 
在 朋友 的 资助 和 英国 奖学金 的 帮助 下 ， 他 去 英国 伦敦 大 学 专攻 遗 
传 学 。1948 年 在 英国 杂志 上 发 表 了 论文 ， 并 不 断 给 <* 风 下 写 “ 伦 
敦 通 讯 "。 介 绍 英国 的 社会 和 风土 大 情 。1949 年 底 ， 他 通过 论文 答 
辩 ， 获 得 英国 遗传 学 博士 学 位 。 
1949 年 10 月 1 日 ， 新 中 国 如 同一 轮 红 日 ， 在 世界 东方 冉 骨 升 

起 。 喜 讯 像 插 上 了 翅膀 ， 飞 越 重 洋 ， 传 到 方 宗 申 那里 。 他 再 也 压 
抑 不 住 回 归 祖 国 怀抱 的 激情 ， 决 定 返 回 祖国 ， 把 毕生 精力 献 给 新 
中 国 建设 事业 。 可 是 ， 由 于 英国 政府 的 阻挠 ， 他 归 国 不 得 。 但 这 
并 没有 动 播 他 回国 的 决心 。 在 英国 教授 的 帮助 下 ， 他 作为 访问 学 
者 ， 到 加 拿 大 进行 科学 研究 。 不 入， 他 放弃 了 优越 的 生活 条 件 ， 
谢绝 了 朋友 的 挽留 ， 处 理 掉 所 有 财物 ， 用 上 了 多 年 积 留 的 全 部 存 
款 ， 买 了 一 张 去 香港 的 飞机 票 。 他 只 带 了 一 箱 书籍 和 衣物， 于 
1950 年 隆冬 时 节 ， 只 身 回 到 了 阔别 多 年 的 祖国 。 

Sate 

方 教授 回 到 祖国 后 ， 明 愈 之 先生 知道 他 在 科普 方面 有 专长 ， 

就 建议 安排 他 到 出 版 部 门 工作 。 开 始 ， 在 国家 出 版 总 署 任 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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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审阅 自然 科学 读物 。 不 久 ， 又 到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任 生物 学 编 

辑 室 主任 。 

五 十 年 代 初 ， 新 中 国 成 立 不 久 ， 我 国教 育 事 业 急 竺 发展 。 方 

教授 为 了 用 知识 哺育 青少年 的 成 长 ， 用 短 短 两 年 多 的 时 间 ， 先 后 

编著 出 版 了 《自然 》、“《 植 物 学 》、《 动 物 学 ?>、《“ 人 体 解剖 学 >“《 达 和 尔 
文 主义 基础 ?等 教科 书 , 经 当时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社 长 叶 董 陶 亲 自 审 
阅 出 版 ， 使 我 国 小 学 和 中 学 第 一 次 用 上 了 我 国 自己 编写 的 科学 课 

， 本 。 

1953 年 ， 方 教授 应 当时 山东 大 学 副 校长 童 第 周 的 邀请 来 校 任 
教 。 从 此 以 后 ， 他 一 直 从 事 高 等 院 校 的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1958 年 

前 ， 他 任 山东 大 学 生物 系 教授 兼 教研 室 主 任 。1959 年 起 ， 先 后 任 
山东 海洋 学 院 海洋 生物 系 教授 兼 遗传 教研 室 主任 、 系 主任 和 山东 
海洋 学 院 副 院 长 。 同 时 ， 还 兼任 各 种 学 术 职务 ， 中 国 科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研究 员 、《 遗 传 ) 杂 志 主 编 、《 山 东海 洋 学 院 学 报 ? 副 主编 。 
1978 年 当选 为 中 国 遗传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中 国 海洋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全 国 科普 作 家 协会 副 理事 长 等 职 。 

三 十 年 来 ， 他 一 直 站 在 教学 、 科 研 第 一 线 ， 勤 勤 肪 有 层 ， 教 书 
又 教 人 。 为 把 学 生 培养 成 合格 人 才 ， 他 十 分 重视 教材 的 编写 ， 尽 
量 吸收 国内 外 先进 科学 技术 ， 先 后 撰写 了 《生物 学 引 论 六 《普通 
遗传 学 》 《达尔 文 主义 ?和 《生命 的 进化 等 大 学 生物 学 课本 和 参考 
书 。 其 中 < 普通 遗传 学 ?一 书 ， 经 多 次 修订 再 版 ， 为 高 等 院 校生 物 
学 教学 做 出 了 贡献 。 在 课堂 讲授 中 ， 他 注意 用 唯物 辩证 法 ， 把 内 
容 讲 透 、 讲 活 。 对 同学 的 辅导 也 很 耐心 细致 ， 不 管 在 教室 、 办 公 
室 ， 还 是 在 路 上 ， 只 要 同学 提出 问题 ， 他 都 耐心 解答 ， 受 到 学 生 
们 的 尊敬 。 二 法 

“要 攀登 科学 高 峰 ， 单 靠 老 知识 分 子 不 行 ， 必 须 加 强 对 中 青 
年 教师 的 培养 。? 方 教授 是 这 样 说 的 ， 也 是 这 样 做 的 。 对 中 青年 教 
师 ， 他 一 贯 主张 放 在 教学 、 科 研 第 一 线 锻 练 成 长 ， 并 给 予 严 格 要 
求 ， 耐 心 指导 ， 反 复审 查 和 修改 他 们 的 讲稿 和 文章 。 他 顾全 大 局 ， 
作风 朴实 ， 即 便 “ 文 化 大 革命 ”中 整 过 他 的 人 ， 也 从 不 计较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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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 ， 仍 耐心 指导 ， 用 他 的 话说 :青年 人 犯错 误 改 了 就 好 ， 只 要 

， 肯 学 ， 就 应 该 教 ! 他 尽管 很 已 ， 还 经 常 给 于 部 、 教 师 和 学 生 作 学 

术 报 告 ， 尽 力 为 祖国 培养 更 多 的 人 才 。 

C=) 

坚持 科学 研究 ， 不 断 开 拓 未 知 世界 ， 是 科学 家 的 重要 任务 。 

几 十 年 来 ， 方 教授 在 海藻 遗传 育种 方面 ， 取 得 了 显著 成 果 ， 

成 为 我 国 海带 遗传 育种 工作 的 疯 基 人 。1958 年 ， 他 兼任 中 国 科学 

院 海洋 研 究 所 研究 员 ， 领 导 一 个 小 组 ， 进 行 海带 的 遗传 学 研究 ， 

成 功 地 培育 出 “ 海 青 ” 一 、 二 、 三 号 海带 新 品种 ， 为 我 国 海带 遗 

传 育 种 打下 了 基础 。 十 年 内 乱 中 ， 他 身 处 道 境 ， 一 有 机 会 ， 仍 坚 

持 进 行 科学 研究 。 七 十 年 代 初 ， 随 着 花粉 培养 工作 的 开展 ， 方 教 

授 在 山东 海洋 学 院 带领 一 个 科研 小 组 ， 进 行 了 海带 单 倍 体 遗 传 育 

种 的 研究 ， 打 破 了 国外 学 者 认为 海带 单 倍 体 遗 传 育种 没有 价值 的 

观点 。 经 过 几 年 系统 的 工作 ， 终 于 发 现 通过 海带 单个 肉 雄 配子 体 

的 分 别 发 育 ， 得 到 了 肉 雄 异体 的 孢子 体 ; 又 发 现 肉 人 性 孢子 体 的 染 

色 体 能 自然 加 倍 ， 完 成 自己 的 生活 史 。 这 表明 肉 雄 同体 的 海带 有 

性 别 的 遗传 基础 。 同 时 ， 又 发 现 单个 配子 体 可 以 培育 成 无 性 生殖 

系 《 即 克隆 )， 而 克隆 里 的 细胞 可 以 长 出 小 海带 。 这 些 发 现 ,为 海 

营 学 和 遗传 学 增添 了 新 内 容 。 他 所 领导 的 小 组 ， 又 在 海带 孢子 体 

的 组 织 培养 中 取得 了 成 绩 ， 论 证 了 体 细胞 发 育 的 全 能 性 。 这 些 工 

作为 加 速 育种 提供 了 条 件 ， 为 杂种 优势 的 研究 提供 了 材料 。 

1980 年 夏天 ， 方 教授 带领 一 个 科研 小 组 ， 与 美国 西 伊 利 诺 大 

学 生物 学 教授 马 德 修 合作 ， 以 紫 露 草 为 材料 ， 开 始 了 以 生物 方法 

进行 环境 污染 监测 的 研究 。 这 是 一 项 监测 环境 污染 的 新 方法 ， 已 

取得 了 成 果 ， 并 发 表 了 “中 美 合作 研究 用 植物 细胞 微 核 监测 环境 

污染 的 报告 "。 

为 促进 我 国 海洋 事业 的 发 展 ，1977 年 以 来 ， 方 教授 先后 两 次 

”去 法 国 参 加 联合 国 下 属 组 织 “政府 间 海 洋 学 委员 会 ”的 会 议 ; 一 

次 率领 我 国 “高 等 院 校 海洋 科学 技术 考察 团 ” 去 日 本 参观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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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次 率领 “山东 海洋 学 院 近 海 资源 开发 利用 考察 小 组 “去 美国 、 

日 本 、 西 德 、 英 国 等 地 考察 ， 进 行 学 术 交 流 , 学 习 国 外 先进 经 验 。 
1982 年 夏天 ， 他 应 邀 到 加 拿 大 参加 国际 藻类 学 大 会 ， 作 了 关于 海 

带 遗 传 学 的 学 术 报 告 。 

(四 ) 

方 教授 尽管 教学 、 科 研 及 社会 工作 任务 繁重 ， 但 为 向 青少年 

普及 科学 知识 ， 还 是 千方百计 挤 出 时 间 搞 科普 创作 。 在 气候 温和 

时 ， 他 一 般 每 天 早晨 五 点 起 床 看 书写 作 ， 九 点 左右 到 学 院 上 班 ， 

处 理工 作 ; 下 午 继续 学 习 和 工作 ; 有 晚上 看 资料 ， 做 摘要 和 写作 。 

平时 走路 ， 也 低头 思考 问题 。 到 外 地 出 差 ， 仍 抓紧 时 间 到 当地 图 

书馆 搜集 资料 。 即 使 有 病 ， 在 医院 挂号 、 看 病 的 等 候 时 间 ， 也 拿 

着 笔 写 东 西 。 他 不 喜欢 到 别人 家 串门 ， 即 使 一 、 二 十 年 的 老 邻居 

也 极 少 去 拜访 ， 假 节日 照常 工作 和 学 习 。 他 整 年 累 月 地 勤奋 学 习 

和 工作 ， 对 国内 外 生物 科学 的 动态 和 成 果 掌 握 的 资料 很 多 ， 因 而 

为 创作 大 量 科普 著 作 和 文章 , 黄 定 了 良好 的 基础 。 从 五 十 年 代 起 ， 

他 先后 出 版 了 * 古 猿 怎样 变 成 人 》、“《 生 物 的 进化 >、“《 生 命 发 展 的 

辩证 法 》、《“《 遗 传 与 育种 >、“《 懂 一 点 达尔 文 进化 论 )“《 懂 一 点 遗传 “ 

学 ?、《 遗 传 工 程 浅 说 >“《 生 物 学 基础 知识 ?等 一 百 多 万 字 的 科普 著 

作 和 文章 。 其 中 有 不 少 著作 是 与 老伴 江 帮 昔 合 写 的 。 受 到 了 广大 

青少年 读者 的 欢迎 。 

目前 ， 方 教授 正在 拟订 一 批 新 的 科研 题目 和 写作 计划 ， 争 取 

在 有 生 之 年 ， 取 得 更 多 科研 成 果 ， 为 传播 知识 做 更 多 的 工作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和 

Fre 1951 植物 学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FiaePR 1952 达尔 文 主义 基础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Fim 1952 人体 解放 生理 学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Fim 1952 动物 学 ”人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Fim 1953 古 狼 怎样 变 成 人 中国 青 年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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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生 理学 家 

。 细胞 生物 学 家 

(1912 一 2 7) 

全 
ERM 3f RIK 

Soe 

汪 楚 仁 教授 祖籍 安徽 省 体 宁县。 祖父 是 清末 的 七 品 县 令 。 但 

父亲 长 期 赋闲 ， 家 道 渐 趋 衰落 .1912 年 汪 兹 仁 生 于 湖北 省 嘉 鱼 县 。 

生 后 九天 ， 母 亲 病 故 ， 父 亲 远 走 他 乡 ， 查 无 音信 。 当 时 ， 在 北京 

北洋 军阀 政府 内 任职 的 伯父 ， 悦 其 孤 弱 ， 便 把 他 收养 起 来 。 后 伯 

LM, AA MBE. TAC RM Se AEE WAU 

Ay Et pA RS. ER REA AT A PET, 1 

* 本 文 蒙 杨 国 荣 同 志 提 供 材 料 并 进行 修改 ， 说 致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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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自 幼 养 成 了 奋发 图 强 、 不 怕 困 难 的 性 格 。 他 七 岁 就 读 于 附近 的 

广东 小 学 ， 后 入 河南 中 学 。 在 中 学 时 代 ， 他 刻 阁 学 习 ， 各 科 成 绩 

EH. ABATE, fhet—P> RABI. PREG. BES. BT 

AR. MASE A. 

1928 年 汪 兹 仁 中 学 毕业 ， 原 拟 攻 读 工 科 ， 走 “工业 救国 ”之 

路 ， 但 因 家 境 清 寒 ， 改 考 北京 师范 大 学 预科 。 预 科 两 年 ， 他 深 受 

达尔 文 进化 论 思 想 的 影响 ， 对 生物 学 产生 了 特殊 的 兴趣 ， 因 而 在 

预科 结业 后 ， 进 了 北京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他 虽然 体 绊 ， 但 生活 有 

规律 ， 学 习 勤 奋 ， 无 论 是 课堂 听课 、 实 验 操作 ， 课 后 作业 ， 他 都 

认真 对 待 ， 一 丝 不 苟 。 除 了 教师 讲授 的 内 容 之 外 ， 他 还 常 到 图 书 

馆 博 览 群 书 ， 收 集中 外 参考 资料 ， 刻 萌 钻 研 。 在 生物 系 的 四 年 ， 

考试 总 是 名 列 前 茂 ， 深 得 教授 和 同学 们 的 赞赏 。 此 外 ， 他 还 选修 

了 化 学 系 、 英 文系 的 一 些 课程 ， 这 为 他 以 后 的 深造 打下 了 良好 的 

基础 。 汪 楷 仁 为 人 温 良 敦厚 ， 虚 怀 若 谷 ， 人 们 多 愿 与 他 亲近 。 

1931 年 “ 九 一 八 ” 事 变 ， 国 难 日 益 深 重 。 汪 兹 仁 目睹 国民 党 

的 腐败 统治 和 蒋介石 “让 外 必 先 安 内 ”反动 政策 的 褐 国 歌 民 ， 义 

愤 填 认 ， 深 感 不 满 。 他 常 和 志趣 相投 的 同学 谈论 救国 之 道 ， 有 暗中 

传阅 唯物 史 观 一 类 的 进步 书刊 。 这 对 他 以 后 树立 正确 的 人 生 观 具 

有 深刻 的 影响 。 
1934 年 ， 汪 楷 仁 在 北京 师范 大 学 毕业 后 留 系 任 助教 ， 负 责 生 

理学 、 比 较 解 剖 学 的 实验 课 。 由 于 他 工作 认真 负责 ， 成 绩 章 著 ， 

博得 系 内 师 生 的 好 评 。1937 年 夏 ， 生 物 系 主任 郭 航 彬 教授 推荐 他 

到 北京 协和 医学 院 生 理 系 深造 ， 任 生理 系 研究 助教 在 协和 期 间 ， 

他 又 进一步 学 习 了 生理 学 、 生 物化 学 、 神 经 解 冲 学、 组 织 学 、 大 

APS SRB. Ab RS IRAE RIS, MBA, 

来 他 们 也 都 成 了 著名 的 学 者 。 与 此 同时 ， 汪 兹 仁 在 著名 的 生理 学 

家 张 锡 钧 、 林 可 胜 教授 的 指导 下 进行 了 迷走 神经 与 垂体 后 叶 反 射 

的 研究 。 当 时 已 经 知道 垂体 后 叶 可 以 分 泌 几 种 激素 ， 但 尚未 找到 

细胞 学 的 证 据 。 汪 兹 仁 废 究 忘 食 地 进行 实验 。 他 发 现 刺 激 狗 的 迷 

走神 经 中 枢 端 时 垂体 后 叶 细胞 发 生变 化 ， 而 刺激 交感 神经 中 枢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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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无 变化 ， 进 而 证 明 ， 垂 体 后 时 为 分 刻 细 胞 所 组 成 ， 其 中 颗粒 为 

分 泌 颗 粒 。 这 项 工作 当时 曾 引 起 了 生理 学 界 的 广泛 注意 。 当 然 ， 

随 着 生理 科学 的 进展 ， 这 种 观念 后 来 又 有 所 发 展 。 

在 协和 两 年 ， 汪 兹 仁 在 < 中 国生 理学 杂志 > 英文 版 ) 上 共 发 

表 了 三 篇 论文 。 更 重要 的 是 ， 他 在 张 锡 钧 、 林 可 胜 教 授 指 导 下 ， 

受到 了 严格 的 训练 。 张 锡 钧 、 林 可 胜 对 研究 人 员 要 求 极 为 严格 ， 

举凡 实验 设计 ， 文 献 查阅 、 实 验 前 的 准备 、 手 术 操 作 、 论 文 撰写 

等 ， 必 须 认 真 对 待 ， 不 得 草率 从 事 。 这 些 优 良 作 风 ， 对 汪 世 仁 后 

来 从 事 科 学 研究 和 指导 学 生 ， 都 深 有 影响 。 当 年 协和 的 教授 们 如 

张 锡 钧 等 ， 现 在 谈 起 汪 兹 仁 在 协和 的 情景 时 常 说 :“ 汪 兹 仁 意 志 坚 

强 、 善 于 思考 、 为 人 谦和 ， 工 作 认 真 踏实 、 埋 首 苦 干 ?。 

1937 年 7 月 7 日 , 芦 沟 桥 事 变 发 生 , 日 寇 长 驱 直 入 ， 祖 国 半 壁 

河山 受到 残暴 的 踩 跑 。 太 平 洋 战争 爆发 之 前 ， 协 和 医学 院 一 直 由 

美国 人 控制 ， 汪 兹 仁 在 那里 尚 能 进行 一 些 科 学 研究 。 后 来 形势 急 

转 直下 ， 民 族 危 机 空前 严重 ， 汪 亲 仁 感到 再 也 不 能 容忍 下 去 了 ， 

遂 胡 然 决 定 离开 协和 ， 到 后 方 去 ， 到 已 迁 往 陕西 省 城 固 县 的 母校 

一 一 北京 师范 大 学 去 。 但 由 于 日 机 袁 炸 ， 交 通 被 破坏 ， 须 取道 海 

上 ， 绕 越南 到 昆明 ， 经 黔 蜀 才能 到 陕西 。1939 年 5 A, EBES 

PAM, PHBA 〈 当 时 长 女 两 岁 ， 次 女 才 6 个 月 ) 和 简单 的 
” 行 装 ， 开 始 了 西北 之 行 。 到 山城 重庆 时 ， 已 是 盛夏 酷暑 的 7 月 天 

了 。 在 重庆 停留 期 间 ， 敌 机 不 时 狂 袁 乱 炸 ， 户 陈 遍 地 。 在 这 种 慌 

乱 的 情况 下 ， 汪 兹 仁 还 居 记 着 生理 仪器 问题 。 他 冒 着 敌 机 又 炸 的 

危险 ， 找 到 中 央 大 学 ( 今 南 京 大 学 的 前 身 ) 医 学 院 生理 学 教授 化 竹 

所 主办 的 教学 仪器 厂 ， 自 己 垫 款 买 了 几 套 生理 实验 仪器 ， 以 备 教 

学 之 用 。 那 时 候 ， 大 后 方 的 交通 十 分 困难 ， 四 川 没 有 铁路 ，. 成 渝 

公路 尚未 通车 ， 汪 兹 仁和 他 妻子 杨 淑 清 抱 着 孩子 、 带 着 仪器 和 行 
李 ， 由 重庆 乘 江 轮 溯 江 而 上 。 由 沾 州 经 成 都 、 剑 阁 ̀ - 广 元 到 陕西 ， 

多 次 更 换 交 通 工 具 ， 有 时 还 得 步行 ， 终 于 在 1939 年 9 月 到 达 陕 西 

城 固 。 此 行 历 时 四 个 多 月 ， 行 程 万 余 里 ， 受 尽 长 途 践 涉 之 劳 ， 饱 

党 蜀 道 难 行 之 苦 ， 目 睹 日 寇 的 肆虐 ， 更 深 地 认识 到 国民 党 统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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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 与 腐朽 。 

“七 七 ?事变 后 ， 北 京师 范 大 学 、 北 平 大 学 、 天 津 北洋 工学 院 
合 组 为 西北 联合 大 学 ， 迁 往 西 安 。1938 年 日 寇 又 炸 西 安 ,， 西北 联 
大 又 迁 到 川 陕 交界 的 城 固 一 带 。 由 于 三 校 负责 人 不 能 合作 ， 西 北 
联 大 不 久 又 分 开 了 。 北 京师 大 改 为 西北 师范 学 院 ， 郭 钞 梢 教授 在 
生物 系 主任 。 当 时 师资 很 缺 ， 设 备 条 件 很 差 ， 从 事 教学 和 开展 科 
学 研究 非常 困难 。 汪 北 仁 到 校 后 ， 不 顾 生 活 艰 苦 , 不 怕 工 作 困难 ， 
一 心 投入 教学 之 中 。 他 先后 担任 过 生物 系 的 生理 学 、 解 剖 学 和 组 
织 学 ， 体 育 系 的 解剖 学 和 生理 学 以 及 家 政 系 的 生理 学 等 课程 的 教 
学 工作 。 他 也 教 过 文科 的 普通 生物 学 。 最 初 没有 助教 ， 举 凡 课 党 
讲授 、 准 备 实验 、 上 实验 课 、 课 堂 演 示 等 等 ， 都 由 他 一 人 完成 ，， 
由 重庆 带 来 的 生理 仪器 发 挥 了 重要 作用 。 他 几乎 开 出 了 北京 协和 
医学 院 所 开 过 的 全 部 生理 实验 。 解 剖 学 实验 没有 己 栖 ; 征 便 和 其 
他 老师 泡 制 狗 、 猫 来 代替 ， 没 有 骨骼 ， 便 拣 取 无 主 尸 体 ， 加 工 后 
串 成 骨骼 架子 。 总 之 ， 为 了 提高 教学 质量 ， 他 千方百计 自制 了 不 
少 标本 和 教具 ， 满 足 了 教学 需要 。 

汪 芝 仁 治学 严谨 ， 备 课 认 真 。 他 讲课 语言 生动 ， 深 入 浅 出 ， 
条 理 分 明 ， 重 点 难点 讲 得 特别 清楚 ， 还 随时 讲 些 科学 新 成 就 ， 因 
而 深 受 同学 欢迎 与 爱戴 。 汪 兹 仁 在 协和 医学 院 时 为 研究 助教 ， 到 
西北 师 院 后 由 于 教学 效果 很 好 ， 被 越级 提升 为 副教授 ， 型 年 又 提 
升 为 教授 。 这 件 事 当时 在 城 固 各 院 校 里 传 为 佳话 。 

西北 大 学 与 西北 师 院 仅 一 墙 之 隔 ， 两 校 都 设 有 生物 系 ， 两 系 
教授 均 不 齐全 ， 但 由 于 两 校 负 责 人 之 间 有 矛盾 ， 校 际 之 间 ， 教 授 
们 不 能 互相 兼 课 ， 有 些 课 程 开 不 出 来 ， 使 学 生 蒙 受 损失 。 汪 欧 仁 
有 鉴 及 此 ， 便 从 中 奔走 干 旋 ， 终 于 使 两 校 消 除了 隔 闵 ， 两 系 的 教 
授 可 以 相互 兼 课 了 。 他 带头 先 为 西北 大 学 生物 系 讲授 生理 学 等 课 
程 ， 仪 器 设备 也 互通 有 无 ， 因 而 两 系 的 教学 质量 都 得 到 了 提高 。 

1944 年 西北 师范 学 院 由 陕西 迁 往 兰 州 ， 主 要 招收 陕 ̀. 甘 、 字 、 
青 各 省 区 的 学 生 。 当 时 ， 兰 州 的 生活 比 陕 南 更 苦 。 

EMC RAKE, BABAR BS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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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活 特别 是 1946 年 春 ， 妻 子 怀 孕 ， 孩 子 闹 病 ， 生 活 儿 乎 濒于 
绝境 ; 但 他 仍 始 终 如 一 地 坚持 着 繁重 的 教学 工作 。 现 在 西北 各 省 
区 体育 战线 :生物 学 界 的 许多 教学 骨干 ， 多 是 抗战 期 间 他 所 培育 
的 学 生 ， 他 们 有 的 已 是 教授 、 专 家 ， 或 是 院 、 系 的 领导 干部 了 。 
当 全 们 谈 起 汪 兹 仁 教 授 当 年 致力 于 教学 的 情景 时 ， 就 称颂 怀念 不 
已 。 

1 1945 年 “ 八 、 一 五 ”日 本 帝国 主义 宣布 无 条 件 投 降 。1946 年 

北京 师范 大 学 复 校 ， 汪 兹 仁 教授 随 校 迁 回 北京 。 
汪 苑 在 教授 不 仅 业务 上 卓 有 成 就 、 教 学 成 绩 卓著 ， 而 且 政治 

上 也 早 有 独立 见解 ， 泾 涓 分 明 。 那 是 1946 年 冬 和 1947 年 春 的 事情 : 
当时 北京 师范 大 学 校长 圳 某 ， 曾 两 次 动员 汪 兹 仁 参 加 国民 党 ， 一 
次 把 六 党 登记 表 送 到 办 公 室 ， 一 次 送 到 家 里 ， 都 被 汪 范 仁 婉言 拒 
绝 了 。 最 后 圳 某 直 截 了 当地 告诉 他 :“ 你 年 轻 有 为 ， 众 所 瞩目， 入 
党 可 以 考虑 你 担任 “三 长 "《〈 即 教务 长 、 训 导 长 、 总 务 长 ) 的 职 
务 "5 汪 芝 仁 明 确 回 答 ; “我 对 政治 没有 兴趣 ,愿意 潜心 学 术 ”。 事 后 ， 
汪 兹 仁和 他 的 助教 们 谈 到 他 不 入 国民 党 的 原因 时 说 , “国民 党 贪污 
腐化 ， 不 得 大 心 ， 我 不 能 与 他 们 同 流 合 污 ?。 他 又 意味 深长 地 说 ; 
“水 可 以 载 肯 ， 也 可 以 覆 舟 ， 历 史上 脱离 民众 倒 行 逆 施 的 统治 者 ， 
能 有 几时 ”。 

1947 年 春 ， 经 过 师 友 们 的 联系 推荐 ， 美 国 伊利 诺 爱 大 学 医学 
REBORN, SLOWEY RRA, ARSE 
BAAN MORES. 177A, HMCSRHT EPIL 
女 ， 远 渡 重 洋 ， 赴 美 留学 。 他 到 美国 后 ， 在 短 短 的 十 个 月 内 就 通 
过 了 论文 答辩 ， 获 得 了 硕士 学 位 。 那 时 候 ， 艾 威 正 研究 一 种 药物 
的 毒 理 作用 ， 请 汪 亲 仁 分 担 研究 该 药 的 肾 中 毒 机 理 。 这 项 研究 的 
动物 切片 不 能 用 常规 的 石蜡 切片 方法 去 做 〈 不 能 经 酒精 、 二 甲苯 
等 处 理 ), 必 须 用 真空 冰冻 干燥 的 方法 ， 使 动物 的 肾脏 先 经 液 氮 下 
6=1905) 固 定 ， 然 后 在 低温 真空 条 件 下 脱 去 组 织 的 水 分 ,这 就 需 
要 有 真空 冰冻 干燥 的 仪器 。 当 时 他 一 无 图 纸 、 二 无 经 验 ， 但 经 过 
苦心 钻研， 自己 设计 ， 反 复试 验 ， 终 于 制 成 一 台 可 供 细胞 学 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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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这 项 研究 的 文章 ， 发 表 于 1949 年 “美国 实验 和 临床 治疗 医学 

杂志 ”上 。 汪 达 仁 用 这 人 台 仪 器 所 制备 的 酶 的 组 织 化 学 切片 ， 同 用 

石 妊 切 片 法 所 获得 的 结果 相 比 较 ， 证 明 冰 冻 真 空 干燥 法 所 得 的 结 

有 果 更 为 真实 。 这 人 台 仪 器 的 制 成 ， 对 当时 的 新 技 A—A AA 1h 

一 一 的 发 展 ， 起 了 一 定 的 推动 作用 。 

一 次 ， 汪 兹 仁 在 狗 的 胃 粘 膜 组 织 化 学 的 研究 中 ， 发 现 一 种 情 

况 ， 使 他 感到 惊奇 。 胃 粘膜 壁 细胞 是 记 酸 细胞 ， 和 但 用 组 织 化学 的 

方法 证 明 ， 壁 细胞 内 含有 极为 丰富 的 ATP 酶 ， 与 其 它 细 胞 明显 不 

同 。 当 刺激 迷走 神经 或 注射 组 织 胺 时 ， 泌 酸 增 加 ， 同 时 壁 细胞 

AIP 酶 的 染色 更 为 加 强 ， 说 明 壁 细胞 制造 盐酸 以 及 分 泌 盐 酸 都 需 

要 大 量 的 酶 活动 来 分 解 ATP 以 提供 能 量 。 这 一 发 现 是 当时 细胞 机 

能 和 组 织 化 学 定位 相符 合 的 一 项 引 人 注 目的 工作 。 因 而 多 年 来 ， 

国外 许多 文献 中 常 引 用 这 一 结果 。 汪 亲 仁 在 美国 两 年 ， 单 独 地 或 

与 王 志 均 、 格 罗斯 曼 等 合作 ， 研 究 了 有 关 消 化 腺 的 生理 问题 ， 共 

发 表 六 篇 论文 。 这 一 时 期 的 工作 ， 决 定 了 他 以 后 在 一 个 相当 长 的 

时 期 内 ， 运 用 组 织 化 学 的 方法 进行 消化 腺 的 生理 研究 。 

1948 年 末 ， 天 津 战役 取得 辉煌 胜利 ，1949 年 初 ， 北 京 和 平 解 

放 ， 汪 兹 仁 远 在 海外 ， 十 分 关怀 祖国 形势 的 发 展 ， 并 为 大 民 的 胜 

利 而 欢欣 鼓舞 。 他 原 想 获得 博士 学 位 后 再 回来 参加 祖国 的 建设 ， 

-但 在 1949 年 7 月 ， 突 然 接 到 署名 为 “华北 文化 委员 会 董必武 、 钱 

俊 瑞 ” 地 电报 ， 催 他 尽早 回国 参加 新 中 国 的 建设 。 当 时 他 虽然 不 

知道 这 两 个 陌生 的 名 字 ， 但 是 他 意识 到 这 是 代表 祖国 对 自己 的 召 

唤 ， 于 是 下 定 决心 立即 回国 。 他 丫 艾 威 告辞 说 : 我 的 祖国 革命 成 

功 了 ， 我 要 回国 参加 祖国 的 建设 "。 艾 威 教授 娆 留 他 说 : 中 国 的 局 

势 很 不 稳定 ， 要 进行 科学 研究 ， 还 是 留 在 美国 好 "。 汪 兹 在 毫 不 犹 

耶 地 谢绝 了 艾 威 老师 的 盛 意 ， 表 示 自 己 回国 的 决心 绝 不 动 播 。 汪 

兹 仁 从 自己 的 生活 费 中 节省 下 来 的 钱 ， 除 留 足 路 费 外 ， 还 买 了 些 ， 

必要 的 书籍 。1949 年 7 月 ， 他 辞别 艾 威 老师 和 朋友 们 ， 怀 着 一 颗 

激动 的 心 ， 登 土 远洋 轮船 ， 乘 风 破 浪 ， 驶 回 解 放 了 的 祖国 ,8 月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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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 了 离别 两 年 的 北京 。 

(a2 | 

1949 年 汪 楷 仁 回 国 后 ， 仍 任 北 京师 范 大 学 生物 系 教授 ， 讲 授 

生理 学 、 组 织 学 等 课程 。 在 教学 中 ， 他 循循善诱 ， 诲 人 不 倦 ， 深 

受 同 学 的 欢迎 。 据 当时 的 同学 回忆 ， 他 们 在 生物 系 学 得 好 而 且 感 

兴趣 的 就 是 这 两 门 课程 。1949 一 1950 年 间 ， 汪 楷 仁 教授 还 时 常 邀 

请 生物 界 的 著名 人 士 ， 来 系 作 专 题 报告 ， 活 姥 学 术 空 气 。 
.1952 年 全 国 高 等 院 校 院 系 调整 后 ， 汪 枕 仁 教授 被 任命 为 师 大 

生物 系 主任 。 他 虽然 忙于 教学 和 科学 研究 ,但 考虑 到 工作 的 需要 ， 

就 勇敢 地 挑 起 这 个 重任 。 作 为 一 个 有 多 年 教学 经 验 的 学 者 ， 他 深 

知 师 资 培养 和 开展 科学 研究 的 重要 性 ， 他 多 次 向 当 时 的 教务 长 丁 

浩 川 同志 陈述 自己 的 意见 ， 受 到 领导 的 重视 。 他 注意 聘请 著名 学 

者 、 教 授 来 生物 系 兼 课 ， 以 提高 教学 质量 。1953 年 上 级 党 组 织 为 

了 充分 发 挥 汪 兹 仁 的 业务 专长 ， 安 排他 兼任 中 央 卫 生 研 究 院 生理 
系 研 究 员 及 病理 系 主 任 之 职 。 每 周 在 生物 系 工 作 三 天 ， 另 三 天 则 

在 中 央 卫 生 研究 院 从 事 科 学 研究 。 起 初 ， 卫 生 研究 院 病 理 系 人 数 

很 少 ， 后 来 ， 他 想方设法 请 到 回国 不 久 的 王 志 均 教授 、 何 申 教授 

以 及 几 位 优秀 的 青年 科学 工作 者 ， 中 央 卫 生 研 究 院 病理 系 〈 即 今 

天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生理 系 前 身 的 一 部 分 ) 的 科研 工作 才 得 以 顺利 

展开 。 这 期 间 ， 他 除了 继续 进行 胃 的 组 织 化 学 工作 外 ， 还 研究 了 

”小 白鼠 胰腺 分 泌 周期 内 酶 元 颗粒 RNA 和 脂 酶 的 细胞 化 学 变化 及 

其 与 三 种 主要 消化 酶 活性 的 关系 。 他 还 着 重 研 究 了 胰 抗 脂肪 肝 的 

作用 ， 经 过 元 年 的 探索 研究 ， 否 定 了 国外 一 些 作者 主张 胰岛 A 细 

胞 有 抗 脂肪 肝 因 子 的 看 法 。 汪 区 仁 教授 认为 胰 抗 脂肪 肝 因 素 的 存 

在 及 其 产生 部 位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研究 。 这 项 工作 他 曾 于 1956 年 7 月 

在 比利时 布鲁塞尔 举行 的 第 二 十 届 国际 生理 学 会 上 报告 过 ， 受 到 

学 者 们 的 注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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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青 年 教师 和 研究 生 开展 了 胰腺 再 生 过 程 中 组 织 化 学 的 研究 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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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 碳 中 毒 肝 脏 的 实验 性 病变 及 其 防治 的 研究 。 通 过 研究 ， 初 步 

确定 了 丙种 球 蛋 白 对 大 白鼠 四 氧化 碳 中 毒 的 肝脏 实验 性 病变 有 预 

防 作 用 。 汪 梦 仁 教授 为 了 帮助 青年 科学 工作 者 完成 他 们 的 研究 工 

作 和 写 出 好 论文 ， 不 但 精心 指导 ， 仔 细 为 他 们 开 列 参考 书目 ， 而 

且 从 文章 的 结构 、 段 落 ， 甚 至 字句 上 都 帮 他 们 细 细 其 酌 ， 使 他 们 

很 快 就 成 长 起 来 。 

1956 年 3 月 ， 汪 林 仁 光荣 地 参加 了 中 国共 产 党 。 同 年 他 参加 

了 我 国 十 二 年 科学 远景 规划 会 议 。1957 年 他 被 聘 为 国务 院 科学 规 

划 委 员 会 生物 组 组 员 和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科学 技术 委员 会 生物 组 组 

员 。1964 年 ， 他 被 选 为 第 三 届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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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文章 、 做 实验 的 应 有 权利 。 在 那 斗 室 之 中 ， 连 一 张 平稳 的 书桌 

都 放 不 下 。 为 什么 有 这 样 的 遭遇 ? 他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他 的 爱人 杨 

淑 清 是 师 大 家 属 委员 主任 ， 也 被 罗 织 罪名 ， 加 以 人 迫害。 儿子 在 医 

大 念书 被 加 上 莫须有 的 罪名 ， 打 成 “现行 反革命 ,直到 1978 年 才 

彻底 平反 。 与 此 同时 ， 小 女儿 又 因 心 脏 手 术 失 误 ， 死 于 非 命 。 几 

此 种 种 ， 都 使 他 感到 痛心 疾 首 。 但 由 于 汪 梦 仁 教授 为 人 正直 ， 热 

心 于 教育 事业 ， 深 受 学 生 们 的 爱戴 与 尊敬 ， 加 上 同志 们 的 关心 ， 

因而 在 十 年 动乱 中 ， 他 受到 各 种 形式 的 保护 ， 使 他 免 受 更 大 的 折 

磨 。1972 年 邓小平 同志 恢复 工作 后 ， 他 奉 工 、 军 宣 队 之 命 ， 和 其 

他 同志 一 道 到 南方 做 了 一 次 教育 调查 ， 回 校 后 介绍 了 南方 一 些 大 

学 的 教改 情况 ， 起 草 了 一 个 比较 “保守 ”的 教改 方案 。 不 料 1975 

年 “四 人 才 ” 发 起 批 邓 反 右 倾 时 ， 他 又 被 打 成 “复辟 回潮 ”的 急 

先锋 。 汪 楷 仁 教授 看 到 曾经 培育 了 他 自己 ， 后 来 又 经 他 童心 经 营 

的 师 大 生物 系 竞走 到 如 此 地 步 ， 感 到 非常 痛心 和 愤 溃 。 他 环顾 全 

国 ， 各 院 校 的 情况 亦 大 抵 如 此 。 他 虽然 受 了 多 次 挫折 ,但 意志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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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申请 。 师 大 批准 他 的 请 求 ， 他 到 了 北京 市 新 建立 的 肿瘤 防治 研 

究 所 工作 ， 决 心 在 有 生 之 年 ， 争 取 为 祖国 的 防 瘤 抗 瘤 事业 贡献 目 

己 的 力量 。 

汪 楷 仁 教 授 调 到 北京 市 肿瘤 防治 研究 所 ， 担 任 细 胞 生物 学 研 

究 室 主任 。 从 物色 工作 人 员 、 定 购 仪 器 到 调查 研究 、 确 定 研 究 课 

题 ， 他 都 事 必 躬 亲 ， 使 该 室 很 快 就 建立 并 充实 起 来 。 

早 在 1974 年 ， 汪 区 仁 教授 就 开始 把 注意 力 集中 在 环 核 苷 酸 

(cAMP) 的 研究 上 。 他 系统 地 收集 、 积 累 这 方面 的 文献 资料 ， 经 

常 考虑 如 何 开 展 这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 环 核 背 酸 被 称 为 第 二 信使 ”， 

人 们 发 现 它 对 细胞 的 增殖 、 分 化 、 生 长 、 发 育 都 起 着 一 定 的 调节 

控制 作用 。 特 别 引起 他 注意 的 一 个 实验 是 : MATER CAMP 

在 的 情况 下 能 转化 成 正常 细胞 ， 说 明 癌 细胞 通过 调控 作用 可 逆转 

为 正常 细胞 ， 这 就 为 研究 癌症 的 治疗 提供 了 一 个 新 的 方向 。 他 和 领 

导 的 研究 室 ， 开 始 从 事 有 关中 草药 治疗 与 肿瘤 细胞 环 核 苷 酸 含量 

变化 之 间 的 关系 的 研究 。1975 年 ， 北 京 有 一 倒 膀胱 瘤 患者 ， 因 服 

一 种 被 称 为 白蛇 酒 的 复方 中 草药 而 痊愈 ， 这 一 病例 引起 肿瘤 学 界 

的 密切 注意 。 于 是 汪 苑 仁 教授 开始 研究 此 药 的 抑 瘤 作用 及 其 机 理 。 

他 首先 对 白蛇 酒 和 cAMP 对 小 鼠 艾 氏 腹 水 瘤 细 胞 的 抑制 效果 与 

癌 细 胞 内 cAMBP 含 量变 化 的 关系 进行 了 研究 ， 发 现 服 白蛇 酒 后 ， 

动物 腹水 瘤 细 胞 内 CAMP 水 平 增高 ,并 对 小 鼠 腹 水 瘤 细 胞 的 增殖 

有 一 定 的 抑制 作用 ， 其 结果 与 氨 茶 碱 处 理 的 动物 抑制 率 相 似 ， 均 

可 达 60% 以上。 这 两 组 动物 腹水 瘤 细 胞 增殖 受到 抑制 的 同时 ， 瘤 

细胞 内 CAMP 水 平 都 相应 增高 ， 说 明白 蛇 酒 的 疗效 系 通过 促进 

cAMP 的 作用 进而 控制 癌 细 胞 的 增殖 而 实现 的 。 他 进一步 用 实验 

证 明 ， 复 方 白蛇 酒 提 高 细胞 内 CAMP 水 平 的 机 制 ， 是 因 细 胞 内 

“AMP 磷 酸 二 酯 酶 的 活性 受到 抑制 。 最 后 他 还 证 明 ， 这 一 复方 白 

蛇 酒 对 癌 细 胞 的 增殖 只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控制 作用 ， 这 是 通过 CAMP 

及 其 酶 系 所 起 的 作用 ， 但 它 并 不 能 最 终 消 灭 瘤 细 胞 。 敬 爱 的 周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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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人 人， 泌尿 科 专 家 吴阶平 教授 ， 出 于 对 总 理 病情 的 焦虑 ，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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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汪 兹 仁 教授 这 一 研究 工作 的 进展 极为 关注 。 有 关 这 个 问题 的 论 

文 ， 汪 梦 仁 教授 曾 于 1980 年 在 西柏 林 吾 开 的 世界 第 三 次 细胞 生物 
学 会 议 上 宣读 过 ， 曾 引起 了 许多 国家 学 者 们 的 注意 。 此 外 ， 他 还 

对 核 背 酸 的 抑 癌 问题 开展 了 一 系列 的 研究 ， 如 抗 肿瘤 有 效 药物 猪 

苓 提取 物 的 抑 癌 效果 与 核 苷 酸 的 关系 等 。 近 几 年 来 , 汪 枕 仁 教授 在 

有 关 核 背 酸 与 细胞 的 调控 方面 写 过 、 译 过 许多 文章 ， 并 在 国内 许 

多 学 术 会 议 上 作 过 报告 ， 他 的 报告 和 论文 ， 在 国内 同行 中 引起 了 

很 大 的 反响 ， 对 开展 这 方面 的 研究 起 了 倡导 和 促进 作用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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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他 现在 身 兼 十 几 个 职务 ， 要 参加 由 下 到 上 的 行政 工作 会 议和 

学 术 性 会 议 ， 经 常 接待 各 类 人 员 一 一 学 生 、 教 师 、 科 学 家 、 医 生 

等 的 来 访 ， 回 复 他 们 的 来 信 ; 接待 外 宾 的 任务 也 很 繁重 。 这 样 ， 

由 他 自己 支配 的 时 间 就 很 有 限 了 。 但 是 他 总 是 分 秒 必 争 ， 抓 紧 时 
间 阅 读 文 献 ， 审 改 稿件 ， 并 到 实验 室 观察 实验 结果 ， 帮 助 研 究 人 

员 分 析 问 题 、 解 决 问题 ， 经 常 工作 到 很 晚 。 他 患 过 多 种 疾病 ， 但 

他 总 是 泰然 处 之 ， 不 放 在 心 上 。1978 年 初 ， 体 检 时 发 现 他 右 肺 尖 

部 有 阴影 ， 几 经 名 医 诊 断 ， 都 认为 不 能 排除 有 肿瘤 病变 。 许 多 领 

导 、 同 事 和 他 的 学 生 们 都 深 感 忧虑 ， 但 他 始终 若无其事 ， 坦 然 处 

之 。 他 说 : 是 癌 ， 愁 也 没有 用 ， 争 取 时 间 多 做 工作 才 是 明智 的 ”。 

他 的 习惯 性 腰椎 错位 很 严重 ， 偶 一 不 什 ， 就 会 发 作 ， 一 躺 下 便 是 

十 天 半 个 月 ， 稍 一 动弹 ， 疼 痛 难 忍 ， 但 就 是 在 腰 病 病 体 期间， 他 

还 在 床上 阅读 新 书 、 审 阅 文 稿 、 校 对 译文 、 写 研究 生 课 的 讲稿 

aa 。 他 之 所 以 在 病 中 还 能 完成 许多 工作 ， 是 因为 他 对 工作 有 高 

度 的 责任 感 和 对 科学 工作 的 热爱 。 他 说 : 疾病 给 我 带 来 的 主要 不 

是 肉体 上 的 痛苦 ， 而 是 不 能 工作 的 烦恼 ?。 汪 楚 仁 教授 生平 遇 到 过 

许多 令 人 苦恼 的 事情 ， 但 他 都 能 冷静 对 待 ,始终 坚持 学 习 和 工作 。 
1980 年 由 于 工作 需要 ， 他 又 被 调 回 北京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任 系 

主任 。 作 为 一 个 教育 家 ， 他 特别 重视 人 材 的 培养 ， 他 认为 要 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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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 大 学 、 一 个 系 ， 不 仅 要 有 坚强 的 领导 ， 还 需要 有 一 批 好 的 教 

Wis 不 仅 要 开 好 基础 课 ， 还 要 开 好 一 系列 选修 课 。 这 样 ， 研 究 生 | 

的 课 自 然 就 解决 了 。 他 常 为 一 些 课 程 的 教学 质量 低 而 焦虑 。 他 说 : 

“办 学 校 一 切 要 为 同学 着 想 , 同 学 一 辈子 就 听 一 次 这 门 课 ， 讲 不 好 

课 影响 人 家 一 生 ”。 他 常 亲 自 出 马 聘 请 著名 的 教授 .专家 来 系 讲课 ， 

还 筹划 开设 一 些 新 的 课程 ， 同 时 又 选派 一 些 年 轻 有 为 的 教师 出 国 

深造 ， 为 师 大 的 未 来 培养 骨干 力量 。 他 常 为 至 年 教师 在 教学 、 科 

研 上 作出 显著 成 绩 而 感到 由 衷 的 喜悦 ， 他 说 : 他 们 是 师 大 的 希望 

”了 啊 ” 

在 科学 研究 上 ， 汪 梦 仁 教授 一 贯 主张 取长补短 ， 开 展 社 会 主 

义 大 协作 ， 以 迅速 发 展 我 国 的 科学 事业 。 他 常 说 ;资本 主义 国家 

有 的 科学 家 之 间 都 能 做 到 的 事情 ， 难 道 我 们 社会 主义 国家 的 科学 

家 就 做 不 到 吗 ”? 他 常 和 他 的 同行 谈论 自己 的 科研 工作 和 思路 ， 不 ， 

怕 别 人 “ 列 窃 >?。 他 说 :我 的 想法 别人 如 能 做 出 来 ， 我 就 很 高 兴 ， 

都 是 为 了 我 们 的 国家 叹 ? 。 不 久 以 前 ， 汪 枕 仁 教授 急于 进行 微 管 蛋 

白 免疫 方面 的 工作 ， 但 将 于 没有 纯 的 微 管 蛋白 上 海 细 胞 研究 所 

的 施 履 吉 教 授 提取 了 微 管 蛋 白 ， 但 未 能 取得 微 管 蛋白 的 免疫 血清 

抗体 。 当 施 履 吉 教 授 得 知 汪 苑 仁 教授 急需 微 管 蛋白 时 ， 就 怀 慨 地 

将 宝贵 的 微 管 蛋 白 样 品 送 给 了 汪 楷 仁 教授 。 汪 芝 仁 教授 立即 组 织 

人 力 开 展 工作 ， 三 个 月 训 成 功 地 获得 了 兔子 的 微 管 蛋 白 抗 体 ， 并 

且 得 到 了 出 色 的 微 管 免 疫 荧 光 图 片 。 施 履 训 教授 知道 这 一 消息 后 

非常 高 兴 ， 汪 芝 仁 也 将 免疫 抗体 回赠 给 施 履 吉 教授 。 这 种 友谊 协 

作 ， 不 仅 促 进 了 他 们 科学 研究 的 顺利 进展 ， 也 为 我 们 树立 了 光辉 

的 典范 。 
1979 年 ， 全 国 细 胞 生物 学 学 会 成 立 ， 汪 梦 仁 教授 被 选 为 副 理 

事 长 。 

1981 年 5 月 ， 汪 芝 仁 教授 被 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学 学 部 委员 

及 第 务 委员 。1983 年 又 继续 当选 为 北京 市 人 大 代表 。 

汪 郴 仁 教授 现在 肩 上 的 责任 更 重 了 。 他 不 仅 要 继续 进行 自己 

的 科学 研究 ， 指 导 全 系 乃 至 全 校 理 科 的 科研 工作 ， 而 且 要 考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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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 物 科 学 发 展 的 方向 ， 筹 划 、 解 决 有 关 问 题 ， 还 要 参加 管理 国 

家 大 事 。 对 于 一 位 年 届 七 十 的 学 者 来 说 ， 真 是 任 重 而 道 远 啊 ! i 

年 来 ， 他 常 对 人 说 :“ 我 的 余年 不 多 了 ， 愿 在 我 有 生 之 年 ， 多 做 一 

点 工作 ” 。 汪 艺 仁 教授 现在 正 为 实现 自己 的 愿望 而 勇往直前 地 战斗 

着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A Vagus-post-pituitary Reflex (III) - Oxytocie Principles. 

CKBEA, MAA, ERY, HERBE) 

Chin. J. of Physiol. 13:269, 1938. 

2. A Vagus-post-pituitary Reflex (1V)-Phenomenoe of Exha- 

cestion and Recoperation. 

KA, HLA, MAE, HBC) 

Chin. J. of Physiol. 14:1, 1938. 

3. A Vagus-post-pituitary Reflex (VI)-The secretory cells of 

Pars Nervosa. ( 汪 藏 仁 ) 

Chin. J. of Physiol. 13:405, 1938. 

4. A Simplified Vacuum Dehydration Technique for Prepara- 

tion of Section by Freezing-drying Method. (K. J. Wang( 汪 

{-) M. I. Grossman) 

J. Lab. Clin. Med. 34:292, 1949. 

5. Histochemical Study of Alk-phosphatase Prepared by Fre- 

ezing-drying Method. 

(K. J. Wang (JER{<) M. I. Grossman) 

Anat. Rec. 104:79, 1949. 

6. Action of Lysozyme on Gastrointestinal Mucoss. 

(K. J. Wang (72: #@{C), R. Grant et al. ) 

Archives of Pathology, 49:298, 1950. 

7. Effect of Ligation of Pancreatie duct upon the Action of 

Seevetin and Paucrezymin in Rabbit with Correlated hist- 

ologic Study. 

(C.C. Wang, K. J. Wang (7E@{c), M.1. Grossman) 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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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f Physiol. , 160:155, 1950. 

Alkaline Phosphatase Corrllated with Histochemical De- 

monstrability in Pancreatic Tissue with Present in Pancr- 

eas Juice. 

(C.C. Wang, K.J. Wang (/Ea{<) M. I. Grossman) Proc. 

Soc. Exp. Biol. and Med. 78:310, 1951. 

三 磷酸 腺 苷 酸 酶 (ATpase) 之 组 织 化 学 定位 ， 特 别 关 于 胃 粘 膜 内 壁 

细胞 。 〈 汪 蔓 仁 ) 生理 学 杂志 1:(3,4) 181, 1952. 

在 迷走 神经 或 注射 组 织 胺 后 ， 免 胃 粘 膜 壁 细胞 和 主 细 胞 中 AIP 酶 

活动 的 组 织 化 学 变化 。 ( 汪 董 仁 ， 傅 聪 远 ， 张 华星 ，) 生理 学 报 ， 

19(3,4)281, 1955. . 

在 动物 发 育 过 程 中 几 种 消化 腺 (唾液 腺 ， 胃 腺 和 胰腺 ) 内 消化 酶 出 

IER. GERL, BA, Raw, KO, Miss, 邓 

逢 贤 ， 徐 先 瑞 ) 营养 学 报 1(1)+35, 1956. 
The Cytolytic Action of some Gastro-intestinal Secretions 

and Enzymes on Epithelial Cells of the Gastric and duod- 

enal Mucosa. 

(R. Grant, M.I. Grossman, K. J. Wang (JE@#{<) and A.C, 

Ivy) 

J. of Cellular and Comparative Physiology, 37:1, 1951. 

Wie AOE tS a FF YE FS BE PL) RA RSE BE BY HEF 

(ERA, ERC, BAS, BR) ARFR 1(3):189, 1956, 

胰 脏 抗 脂肪 肝 作 用 的 研究 〈II) SL Ge eS EB A | 

胰 脏 的 损伤 后 肝脏 的 变化 。 (ERR, ERC, HAY, BR) 

营养 学 报 1(4):267，1956。 

胰 脏 抗 脂肪 肝 作 用 的 研究 (II) 产 生 实 验 性 脂肪 肝 的 大 白鼠 及 其 胰 

组 织 的 变化 。 (EAR, ERC, BAS, BR) 

营养 学 报 ”1(4):273，1956 

SAA BAT BES BR BS PEF] —— 1 ih ot WW eR BB AB HEF 

(asc, TERA) 北京 师 大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 2:113，1957。 

对 氯 化 冬 葵 甲 酸 对 大 白鼠 在 体 胃 沁 酸 作 用 的 抑制 效应 以 及 三 磷 酸 

PRA RBA A. CERIO, Ek, BITE) 

北京 师 大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5:35, 1959, 

。473 。 



18, 

19, 

20. 

21 

22. 

23. 

24. 

25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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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切除 迷走 神经 和 注射 普 鲁 葵 辛 对 于 结扎 幽门 的 大 鼠 胃 溃疡 形成 的 

影响 。 KAT, LE, FHR, BAR, AAR, Bie, B 

HE, ERE) 北京 师 大 学 报 (ARABS 1:72, 1962. 

三 磷酸 腺 苷 酸 之 组 织 化 学 定位 ， 以 及 它 和 消化 腺 分 泌 机 能 的 关系 。 

CER) 师 大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 

结扎 家 免 胰 导管 后 , 胰腺 内 的 组 织 化 学 变化 与 胰腺 内 及 血液 内 淀粉 

酶 活力 变化 的 关系 。I。II、III、( 许 宜 多 ， 周 石 玲 ， 汤 慧 琼 , ER 

仁 ) 北京 师 大 学 报 (自然 科学 版 ) 2:85 一 103，1962。 

家 免 胰 腺 再 生 期 间 的 组 织 学 , 组 织 化 学 和 生物 化 学 研究 。( 潘 振 坤 、 

Bw, RAG, TBC) 北京 师 大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1:37， 

1964 

小 白鼠 胰腺 分 沁 周 期 内 酶 原 粒 ， RNA， 和 脂肪 酶 的 细胞 化 学 变化 

及 其 与 三 种 主要 消化 酶 的 活性 的 关系 。( 汪 索 仁 ， 张 幼 华 , 张 华 星 ， 

徐 英杰 ) 生理 学 报 26(2):108，1963。 

大 白鼠 实验 性 肝病 变 的 组 织 化 学 和 生物 化 学 研究 。(I)CC14 中 毒 后 ， 

肝 内 脂肪 ， 脂 肪 梅 ，RNA 和 碱 性 磷酸 酶 的 观察 及 血 肝 内 转氨酶 活 

AWA. GRAIG. TERE) 
北京 师 大 学 报 (ARES) 3:63, 1963. 

大 白鼠 实验 性 肝病 变 的 组 织 化 学 和 生物 化 学 研究 。 (IUD 大 白鼠 

CCl 中毒 后 ， 在 恢复 过 程 中 ， 血 清 转氨酶 活力 的 恢复 和 肝 内 脂肪 ， 

脂肪 酶 ，RNA 和 碱 性 磷酸 酶 的 组 化 变化 。 

GKAIc, TERE) 北京 师 大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1:87, 1965. 

丙种 球 蛋白 对 大 白鼠 CC14 中 毒 的 预防 作用 。 

Ca sc, TERE) 北京 师 大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2:73，1965。 

第 十 届 国 际 生理 学 大 会 中 有 关 消 化 生理 方面 的 新 成 就 。 

(TERM) 生理 科学 进展 1(2) 1957. 

腺 细胞 研究 工作 的 现状 及 进展 

( 汪 蔓 仁 ) 生理 学 进展 p.273 1962. 

REA (ERR) 1957, 9 (科学 出 版 社 ) 

复方 龙 蛇 羊 泉 汤 对 肿瘤 疗效 的 初步 观 获 。 

北京 肿瘤 防治 研究 所 细胞 室 ” 北 京 肿瘤 防治 资料 习 :16，1968 

复方 白蛇 酒 和 3/5/cAMP 对 小 白鼠 艾 氏 腹水 癌 细 胞 的 抑制 效果 与 痛 
细胞 内 cAMP 含 量变 化 关系 。( 汪 茧 仁 ， 赵 亚 丽 , 王 代 树 , ARMED) 

。474，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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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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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医学 2(2):91, 1980. 

猪 岭 提取 物 对 小 鼠 肉 瘤 180 瘤 细胞 的 8 也 胸腺 喀 啶 核 背 挫 入 和 cAME 

磷酸 二 酯 酶 的 影响 。 

北京 市 肿瘤 防治 研究 所 细胞 生物 室 ， 北 京 医 学 1(3):135，1979， 

环 核 吾 酸 在 控制 肿瘤 中 的 作用 GEBE) 

生物 科学 参考 资料 (科学 出 版 社 ) 第 11 集 p.1 1978. 

腺 苷 环 化 酶 细胞 化 学 定位 研究 。 

(mE, HR, UBC, RES) 解剖 学 报 11(3):289，1980。 

中 药 鸭 胆子 的 抗 肿瘤 作用 及 其 对 癌 细 胞 中 cAMP 含 量 的 影响 。 

(Lith, AEM, BH, BE) 中 医 杂 志 8:71, 1980. 

ANN A BRE BG J 7k a ed eK Mg * *-A T Passe ft) 4 Ad 1 2 UE (SE 

6). (AZ, ERC, KR, XIFLMH) 解剖 学 报 ”12(2):474 

1981. 

中 药 鸭 胆子 乳剂 的 毒性 观 蔡 和 对 正常 骨骼 干细胞 的 影响 ， 和 在 小 鼠 

肝 细 胞 内 的 cGMP 和 cAMP 的 水 平 变化 。 

(EN, RUM, BWA, EBC) 中 医 杂 志 FRR) 

AN BE BG BK 3’, 5’ RE PR CCAMP)) FY) Se Ee SE HH 

Se Fe fi Fl Sp UR HE CAMP Xo ii 4 Hid AY CAMP Fit 3 Ig 

CAPA, ERM, Km, Bie, HBC) 

实验 生物 学 报 15(1):21，1982。 

培养 的 正常 细胞 和 肿瘤 细胞 内 微 管 变化 的 研究 

(1) 正常 细胞 内 微 管 的 免疫 荧光 细胞 化 学 观察 

OMA, Eh, BAT, ERC) 实验 生物 学 报 15(4):439, 

1982. 7 

3 5“-cAMP 对 不 同 病 龄 的 艾 氏 腹水 癌 细 胞 内 cAMP 免疫 荧光 细胞 

化 学 反应 及 其 磷酸 二 酯 酶 的 细胞 化 学 反应 与 癌 细 胞 表面 膜 某 些 形 

SFELWKA. (ERM, BPR, EM, Ra, HBOS 

解剖 学 根 «14(1):87, 1983. 

cAMP 加 氮 茶 碱 对 小 鼠 艾 氏 腹 水 癌 细 胞 内 Mg” ”ATPase 的 电镜 和 光 

镜 下 的 观察 。 (KHZ, WHR, HBC) 

解剖 学 报 〈 即 将 发 表 )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axol on Postmitotic Myoblasts, 

Fibroblasts and CHO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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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ltzer, P. Antin, S. Forry-schandles, S. Xue, H. Chat 

ng, P.S. Wang, K. J. Wang(y}E®{—), Dept. of Anatomy, 

Univ. of Pennsylvania, Phils, U.S. Research group of Cell 

Biology, Dept. of Biology, Beijing Normal Uuiv. Advances 

in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 II. Vol. 3, p. 173-177, 

1982. 

42.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Taod Tincture and 

Adenosine 3’, 5’cAMP on Ehrlich Ascites Tumor Cells in 

Mice. 

(Wang Kun-ren }£@{-—, Zhao Ya-li ##ERW, Wang Dai-shu 

RPM, and Zhao Meng-lian KRY)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95(7):527-532,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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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少年 来 ， 人 们 为 了 探索 与 自己 的 社会 并 存 的 另 一 个 社会 
一 一 昆虫 社会 的 秘 奥 ,从 而 认识 它们 、 利 用 它们 ， 进 行 了 长 期 的 不 
WB, FRR, RARE, BIR 
的 佼佼 者 之 一 。 

《sg 

WE, RNR ORR) 人 ， 祖 籍 四 川 ，1912 年 出 
生 于 云南 ， 现 为 中 山大 学 生物 系 教授 、 中 山大 学 副 校长 中 国 科 
学 院 学 部 委员 、 中 国 昆 虫 学 会 副 理事 长 。 

猜 壳 龙 的 童年 生活 极 不 安定 。 那 时 ， 父 母 为 了 生计 ， 四 处 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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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 走 到 那里 ， 家 就 安 在 那 里 。 直 到 初中 时 代 ， 蒲 热 龙 一 家 才 在 

广州 定居 下 来 。 

清热 龙 自 幼 就 受到 严格 的 家 庭 教育 。 他 的 父亲 是 个 旧 知 识 分 
子 ， 消 过 龙 才 -、 八 岁 ， 这 位 秀才 就 给 他 开 列 了 长 长 的 书 单 ， 这 

篇 论 ， 那 篇 策 ， 一 篇 接着 一 篇 。 这 对 一 个 三 尺 童子 来 说 ， 无 

疑 是 件 兰 关 事 。 只 是 慑 于 家 法 峻 严 ， 他 才 勉 为 其 难 。 那 时 ， 他 爱 

AK, KGW. TFS, THM, BRKAMR, 
1925 年 ， 他 进入 广州 执 信 中 学 读 初 中 。 当 时 这 所 中 学 座 落 在 

越秀 山南 昔 ， 校 园 景致 幽 美 。 洽 过 龙 课余 经 常 沿 着 校 旁 的 石 阶 ， 

拾级 登山 ， 饱 览 大 自然 的 绮丽 风光 。 清 明 、 重 阴 等 节日 ， 他 和 常 约 

知心 好 友 郊 洲 。 他 们 走 在 乡间 的 小 路 上 ， 面 对 平 畴 沃野 ，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 顿 党 心旷神怡， 日 况 而 不 知 倦 。 可 是 ， 与 田园 秀色 形成 

HAT HRA, HEA BT PPR AR: TAA, 

TEAL AY ARR, AR A PH AEE ADK +++ ++ ft BB PRB EG IK BS 

AR FAIA, HD PA TRH 

Pia, WBA PAS. BP. HERAY 

惯 这 所 学 校 令 人 透 不 过 气 来 的 紧张 学 习 生 活 。 课 程 又 多 又 深奥 ， 

作业 往往 到 深夜 也 做 不 完 。 由 于 负担 过 重 ， 班 上 不 少 同学 被 拖 垮 
了 身体 ， 他 的 健康 也 一 度 受 到 影响 。 后 来 , 清 过 龙 在 教学 实践 中 ，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坚持 局 发 式 教 学 ， 坚 持 少 而 精 的 原则 ， 就 是 汲取 了 

过 去 的 教训 ， 改 革 旧 的 教学 方法 的 结果 。 
1931 年 ， 蒲 壳 龙 升 入 中 山大 学 农学 院 ， 开 始 了 大 学 生活 。 他 

何以 选择 农业 科学 呢 ? 一 方面 ， 自 幼 有 了 酷爱 大 自然 的 兴趣 ， 另 

一 方面 ， 通 过 接触 社会 ， 对 中 国 农村 的 贫穷 、 农 业 的 落后 有 了 初 

步 的 认识 ， 萌 发 了 一 种 献身 于 中 国 农业 的 改造 和 发 展 的 志向 。 读 

书 颇 亦 忧 苑 生 ”， 清 代 爱 国 诗 人 张 维 屏 这 句 尘 ,用 来 移 赠 学 生 时 代 

的 玺 壳 龙 ， 那 是 很 恰当 的 。 

READ, FRPCABRED, BARK. FR. Bt 

筑 物 ， 危 害 人 类 健康 。 因 此 ， 他 在 大 学 选择 昆虫 学 科 的 课程 为 主 

修 课 , 决 心 要 在 昆虫 学 这 一 领域 做 点 工作 。 由 于 立 下 了 这 种 志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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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学 习 自 觉 、 勤 奋 。 尽 管 学 校 备 有 校车 ， 师 生出 入 方便 ， 但 他 连 
星期 天 也 甚 少 回 家 ， 有 两 个 寒假 ， 他 也 是 在 实验 室 里 度 过 的 。 四 
年 后 ， 蒲 壳 龙 以 优异 的 成 绩 毕 业 于 中 大 农学 院 ， 并 获得 这 所 学 校 
的 毕业 论文 奖 和 优秀 成 绩 奖 。 一 个 毕业 生 同 时 获得 这 两 项 全 校 性 
的 奖励 ， 这 在 当时 还 是 少见 的 。 

| (HE, WRIA RAE, BALD MRK, WH 
使 他 不 展 冒 昧 ,给 当时 的 东京 大 学 教授 、 著 名 昆虫 学 家 胡 经 甫 先 
生 写 信 ， 要 拜 他 为 师 。 胡 教授 深 深 为 这 位 有 志 的 青年 所 感动 ， 高 
兴 地 表示 欢迎 。1935 年 秋 ， 茎 过 龙 考 进 了 燕 京 大 学 研究 院 生物 学 
部 ， 当 了 两 年 研究 生 ,在 胡 经 甫 与 其 他 教授 的 指导 下 , 蒲 菇 龙 进步 
很 快 ， 除 完成 了 研究 生 毕 业 论文 之 外 ， 还 学 到 了 许多 新 的 知识 ， 
并 修 习 了 不 少 生 物 学 基础 理论 ， 为 以 后 的 教学 及 研究 工作 打下 了 
坚实 的 基础 。 

1937 年 ， 蒲 地 龙 回 到 中 山大 学 任教 。 其 时 ， 中 山大 学 已 是 一 
所 颇具 规模 的 综合 性 大 学 。 他 以 为 今后 可 以 好 好 地 从 事 教学 和 研 
究 工 作 了 。 可 是 记 他 面 对 的 却 是 黑暗 的 现实 。 他 对 国民 党 的 反动 
统治 ， 逐 渐 由 失望 到 不 满 到 愤 溃 。 尽 管 如 此 ,他 的 壮志 并 未 泥 灭 。 
为 子 将 来 更 好 地 为 祖国 服务 ， 蒲 壳 龙 决 计 到 国外 深造 。1946 年 ， 
他 取得 了 奖学金 ， 去 美国 明尼苏达 大 学 昆虫 及 应 用 动物 系 研究 院 
攻读 博士 学 位 。 在 那里 ， 他 学 习 更 为 刻苦 、 认 真 ， 简 直到 了 废 究 
忘 餐 的 地 步 。 除 了 博士 论文 的 科学 研究 工作 外 ， 他 还 攻读 了 不 少 
基础 课程 和 近代 生物 学 的 课程 。1949 年 , 蒲 雪 龙 取得 了 博士 学 位 ， 
并 被 选 为 斐 多 斐 药 誉 学 会 会 员 。1979 年 3 月 , 汝 热 龙 夫妇 接受 美国 
科学 院 美 中 学 术 交流 委员 会 的 聘请 ， 赴 美国 五 所 大 学 讲学 ， 当 他 
们 回 到 阔别 三 十 年 的 明尼苏达 大 学 时 ， 受 到 了 母校 师 生 热烈 而 隆 
重 的 欢迎 。 为 了 表 袁 这 位 来 自 中 国 的 学 生 在 科学 上 的 突出 成 就 ， 
明尼苏达 大 学 于 1980 年 决定 将 该 校 的 最 高 荣誉 奖 一 一 优秀 成 就 
奖 ， 授 给 玺 蔓 龙 ， 这 是 中 国籍 的 学 生 第 一 次 从 该 校 获 得 这 种 荣誉 
奖章 和 奖状 。 

在 蒲 过 龙 取得 博士 学 位 的 那 一 年 ， 他 的 夫人 利 殿 英 也 取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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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学 位 。 她 同 蒲 壳 龙 一 样 ,不 仅 是 一 个 有 强烈 事业 心 的 科学 家 ， 
而 且 也 是 一 位 富 于 爱国 精神 的 炎黄 子孙 。 那 时 ，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 

还 有 不 少 的 同行 和 朋友 ， 都 希望 他 们 留美 工作 。 从 各 方面 的 物质 

条 件 来 看 ， 美 国 确实 要 比 国内 优越 得 多 。 可 是 ， 蒲 壳 龙 夫妇 深 深 

感到 ， 美 国 条 件 虽 好 ， 但 毕竟 是 异国 他 乡 ! 1949 年 10 月 ， 当 五 星 

ARERR ARB, TPS MICE NR, RA 

道 合 的 伴 介 ， 就 毅然 决然 地 离开 了 美国 ， 双 双 回 到 祖国 的 怀抱 。 

44F, ROEM, LEAS REY, ARP 

T “Re” XP RHA. WHE, ELAS HPHERBAE, 

请 继 无 路 。 只 有 在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之 后 ， 祖 国 的 天 地 间 风 云 

际会 ， 他 这 条 “ 龙 ” 才 得 以 翻腾 起 飞 ， 直 冲 直 汉 。 

蒲 垫 龙 回国 后 ， 党 和 人 民 对 他 无 限 关 怀 ， 十 分 信任 ， 先 是 安 

排他 到 中 山大 学 当 教 授 ， 后 来 又 让 他 兼任 广东 省 农业 试验 场 “〈 广 

东 省 农 科 院 前 身 ) 的 场 长 。 由 于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的 需要 ， 蒲 孝 龙 

不 时 深入 农村 、 林 区 ， 了 眼界 为 之 一 开 。 新 中 国 各 条 战线 取得 的 成 

就 ， 使 他 欢欣 鼓舞 ;农林 业 生 产 中 因为 虫害 严重 而 影响 产量 的 情 

况 ， 却 又 令 他 忧心 如 焚 。 洽 过 龙 想到 ,利用 化 学 农药 来 防治 害虫 ， 

虽然 不 失 为 一 种 有 效 的 方法 ， 但 亦 有 其 局 限 与 弊病 ， 一 是 引起 害 

虫 产 生 抗 药性 ， 致 使 农药 减 效 ， 二 是 由 于 农药 杀伤 了 害虫 天 敌 ， 

往往 造成 害虫 缺少 自然 控制 而 导致 猩 儿 为 害 ， 也 可 能 导致 次 要 害 

虫 严 重 发 生 ; 三 是 使 用 不 当 会 造成 环境 污染 ， 危 害 人 高 安全。 经 

过 再 三 考虑 ， 蒲 热 龙 决心 开展 生物 防治 的 研究 与 试验 ， 要 用 自己 

掌握 的 知识 ， 来 解决 生产 中 严重 存在 着 的 虫害 问题 ， 为 民 除 害 ， 

造福 社会 。- 

Cz.) 

昆虫 学 告诉 人 们 ， 在 自然 界 ， 每 种 害虫 都 有 自己 的 天 敌 ， 天 

敢 可 以 抑制 害虫 的 发 生 ， 这 就 是 人 们 通常 所 说 的 “一 物 治 一 物 ̀ 。 

利用 自然 界 这 种 制约 关系 ， 来 达到 防治 害虫 的 目的 ， 叫 做 生物 防 

治 。 消 热 龙 是 从 1950 年 开始 进行 利用 赤 眼 蜂 防 治 甘蔗 螨虫 《〈 又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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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 的 研究 与 实验 的 。 
建国 以 前 ， 我 国 曾经 做 过 利用 赤 眼 蜂 咏 治 害虫 的 试验 ， 但 未 

能 应 用 于 生产 实践 。1951 年 ， 蒲 壳 龙 和 中 山大 学 、 广 东 省 农业 试 
验 场 的 教师 、 科 技工 作者 刘 志 诚 等 一 起 ， 对 赤 眼 蜂 的 寄生 、 人 工 
大 量 繁殖 、 田 间 释 放 和 试验 等 问题 ， 进 行 了 一 系列 的 研究 。 经 过 
RSW, WIKRE RENEE, TERT A 
大 寄主 卵 繁 殖 的 试验 。 这 种 大 量 繁 殖 赤 有 眼 蜂 的 方法 ， 易 为 广大 农 
民 所 掌握 ， 终 于 满足 了 芒 区 害虫 防治 工作 的 需要 。 经 过 这 种 防治 ， 
甘蔗 的 枯 心 苗 由 过 去 一 般 的 20% 减 少 到 5% 以 下 。1956 年 ,广东 省 
顺德 具 建 立 了 全 国 第 一 个 赤 眼 蜂 站 。 关 后 ， 广 东 的 中 山 、 阳 江 、 
遂 溪 等 县 也 陆续 办 起 了 二 十 多 个 赤 眼 蜂 站 广西、 福建 、 湖 南 、 
四 川 等 地 亦 相 继 推 广 这 种 方法 ， 利 用 赤 眼 峰 来 防治 蔗 晓 。 另 外 ， 
全 国有 十 多 个 省 份 ， 也 先后 根据 猜 垫 龙 的 经 验 ， 陆 续 在 各 省 大 规 
模 应 用 赤 眼 蜂 防 治 多 种 害虫 。 直 到 今天 ， 利 用 赤 眼 蜂 防治 害虫 ， 
仍 为 我 国防 治 农 业 、 森 林 害 虫 的 一 种 重要 方法 。 

这 项 科学 实验 的 成 功 ， 不 仅 使 蒲 曹 龙 成 为 我 国 第 一 个 有 系统 
地 研究 赤 眼 蜂 并 将 它 应 用 于 生产 实际 的 科学 家 ， 而 且 坚定 了 他 理 
论 联系 实践 的 信心 。 此 后 ， 他 和 急 农业 林业 生产 之 所 急 ， 同 中 山大 
学 、 华 南 农学 院 、 中 南 昆虫 研究 所 等 单位 的 教师 、 科 学 工作 者 合 
作 ， 先 后 完成 了 利用 澳洲 球 虫 防治 介壳 虫 的 科学 实验 工作 ， 解 决 
THES MAB, EAA A. RA 
昆虫 研究 所 的 教师 .科学 工作 者 以 及 东莞 县 有 关 技 术 人 员 和 农民 ， 
成 功 地 完成 了 利用 平 腹 小 峰 防 治 荔枝 晴 象 的 科研 项 目 ， 使 一 些 荔 
枝 产 区 减少 了 暑 象 的 威胁 。 这 一 科研 成 果 , 更 是 被 人 们 传 为 佳话 。 
上 面 提 到 的 广东 省 昆虫 研究 所 ， 是 广东 省 科学 院 根据 该 省 的 建设 
需要 ， 于 1958 年 成 立 的 一 些 自然 科学 研究 所 之 一 。 当 时 ， 广 东 省 
科学 院 邀 请 荆 雪 龙 参加 该 所 的 筹建 工作 ， 并 任命 他 为 所 长 。 后 来 
该 所 改 属 中 国 科学 院 ， 易 名 为 中 南 昆虫 研究 所 ， 之 后 又 易 名 为 广 
东 昆 虫 研究 所 ， 为 广东 省 昆虫 学 的 研究 及 应 用 ， 作 出 了 不 少 的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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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热 龙 在 科学 研究 工作 中 取得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胜利 ， 因 而 他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受到 了 赞扬 ， 但 他 没有 因此 而 停 步 不 前 。 他 把 每 一 
次 的 成 功 都 看 成 是 一 个 新 的 起 点 ， 向 着 新 的 高 度 不 断 登 攀 。1972 

年 ， 在 完成 利用 平 腹 小 蜂 防 治 荔枝 暑 象 科学 实验 的 时 候 ， 为 了 解 
决 广东 省 水 稻 害 虫 问题 ， 保 证 水 稻 丰 产 ， 他 就 到 广东 省 四 会 县 开 

展 水 稻 害 虫 防 治 的 研究 、 试 验 工 作 。 

四 会 县 是 广东 的 重要 粮 产 区 ， 大 沙 公 社 又 是 四 会 的 一 个 OR 
仓 "。 这 个 公社 的 属于 围 田 类 型 的 六 万 多 亩 水 稻田 ， 过 去 由 于 控制 

不 了 害虫 的 为 害 ， 常常 减产 失 收 。 仅 1972 年 早 造 ， 全 社 施用 了 - 
75,000 多 斤 化 学 农药 ， 开 支 高 达 67,000 多 元 ， 但 效果 仍然 不 大 ， 
影响 了 收成 。 泪 热 龙 目 睹 这 个 产 粮 区 的 严重 虫 情 ， 耳 闻 广 大 农民 

的 强烈 呼声 ，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对 水 稻 害 虫 防 治 项 目的 重要 性 和 必要 

性 的 认识 。 

当然 ， 要 完成 这 个 课题 ， 决 不 是 件 轻而易举 的 事 。 危害 水 稻 
的 害虫 ， 种 类 繁多 ， 少 说 也 有 四 、 五 十 种 ， 要 抑制 它们 的 发 生 、 

为 害 ， 决 非 一 种 天 敌 昆 虫 所 能 奏效 ， 而 且 也 不 是 以 虫 治虫 一 种 防 

治 措 施 所 能 做 到 。 消 过 龙 经 过 反复 思考 ， 决 定 以 综合 防治 的 方法 

来 解决 这 个 难题 。 可 是 ,用 这 种 方法 来 防治 大 面积 的 水 称病 虫害 ， 
当时 不 仅 在 我 国 ， 就 是 在 世界 上 ,也 还 没有 获得 多 少 可 靠 的 验证 
有 些 同 志 虽 然 佩服 犹 过 龙 的 胆识 ， 却 也 耽 心 他 万 一 搞 不 出 什么 各 

堂 ， 会 动 播 他 一 生 的 “英名 ?。 然 而 ， 蒲 壳 龙 置 名 利得 失 于 不 顾 ， 

“HAL A Be Me LT”, PF ERD BBCP KPA. 

1973 年 春 ， 在 中 山大 学 ,四 会 县 大 沙 公社 和 广大 农民 的 支持 、 
协助 下 , 蒲 热 龙 带 领 中 山大 学 生物 系 的 部 分 师 生 , 在 大 沙 公 社 开始 
了 综合 防治 水 稳 病 虫害 的 研究 和 试验 工作 。 这 一 年 的 早 造 , 他 们 选 

取 了 安 二 大 队 二 十 四 亩 虫害 严重 的 稻田 ， 开 始 “ 以 菌 治虫 >"“ 以 虫 
( 赤 眼 蜂 ) 治 虫 ” 的 试验 。 经 过 努力 ， 终 于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里 取得 了 
eA. ARR, =e ASO, KAS 
主要 害虫 的 为 害 率 在 1% 以 下 ,未 构成 危害 。 当 年 晚 造 , 当地 农民 要 

求 扩 励 综合 防治 面积 至 300 亩 。 翌 年 早 造 又 扩大 为 1500 亩 ,防治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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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也 增加 了 “ 养 鸭 除 虫 "、“ 农 业 技术 治虫 ”等 手段 ， 并 适当 地 采 

用 了 “化 学 防治 *， 强 调 合理 用 药 。1975 年 ， 大 沙 公 社 全 社 六 万 

亩 稻田 ， 都 采用 了 综合 防治 虫害 的 方法 。 经 过 几 年 的 研究 、 试 验 ， 

蒲 荧 龙 他 们 终于 总 结 了 一 套 以 发 挥 害 虫 天 敌 作 用 为 主 、 包 括 以 里 

治虫 、 以 菌 治虫 、 养 鸭 除 虫 、 农 业 技术 防虫 、 合 理 施 用 化 学 农药 

在 内 的 水 舟 害 虫 综 合 防治 的 方法 ， 为 防治 广东 省 围 田 类 型 稻田 的 

水 稻 害 虫 的 发 展 ， 开 拓 了 新 的 领域 。 浦 热 龙 的 生物 防治 的 研究 工 

作 ， 在 1978 年 召开 的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上 ， 被 授予 科学 成 果 奖 。 国 外 

科学 界 对 这 项 研究 也 相当 重视 ， 美 国 害虫 防治 考察 团 和 英国 皇家 

学 会 害虫 生物 防治 考察 团 ， 曾 先后 到 过 大 沙 公 社 考 察 、 人 参观 ， 并 

给 予 高 度 的 评价 。 

1975 年 以 来 ， 尽 管 邻 近 的 农田 虫害 较为 严重 ， 而 大 沙 公社 内 

的 六 万 亩 稻田 的 虫害 却 一 直 较 为 轻微 。 为 了 进一步 研究 大 沙 公 社 

水 稻 害 虫 的 发 生 规 律 ， 提 出 害虫 的 最 优 防 治 法 ， 洽 过 龙 在 1982 年 

组 织 了 中 山大 学 昆虫 研究 所 、 数 学 力学 系 及 计算 机 科学 系 的 一 些 

教师 ， 通 力 合 作 ， 从 生态 系统 的 角度 深入 研究 大 沙 公 社 水 稻 害 里 

与 耕作 技术 及 其 它 各 种 环境 因素 的 关系 ， 据 以 组 建 害 虫 动态 预测 

及 防治 的 数学 模型 ， 进 一 步 为 水 稻 高 产 提出 害虫 防治 的 理论 与 实 

施 。 

粉碎 四 人 帮 后 ， 尤 其 是 党 的 三 届 全 会 以 来 , 汝 孝 龙 焕发 青春 ， 

更 加 勤奋 地 工作 着 。 这 些 年 来 ， 他 夜以继日 地 从 事 微生物 防治 害 

虫 的 科学 研究 。 他 大 量 翻 阅 这 方面 的 文献 ， 和 青年 教师 一 起 开展 

对 苏 云 金 杆 菌 、 白 僵 菌 、 昆 虫 病毒 、 昆 虫 类 立 克 次 氏 体 及 昆虫 疾 

病 的 理论 和 实际 工作 的 研究 。 为 了 弄 清 昆虫 病毒 的 超 微 结构 ， 他 

不 顾 自 己 六 十 多 岁 的 高 龄 及 患 有 了 眼疾， 常常 长 时 间 地 在 电子 显 微 

镜 下 进行 观察 研究 。 通 过 他 几 年 的 辛勤 劳动 和 中 青年 教师 、 研 究 

生 的 刻苦 钻研 ， 这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已 经 有 了 令 人 高 兴 的 进展 ， 为 

中 山大 学 昆虫 病理 学 研究 ， 打 下 了 一 定 的 基础 。 

浦 壳 龙 为 什么 这 么 重视 微生物 防治 害虫 的 研究 呢 ? BK, Fe 

在 1940 年 抗日 战争 时 期 ， 他 随 中 山大 学 迁 往 云 南 省 ， 曾 在 该 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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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 县 进行 过 利用 细菌 防治 菜 青 虫 的 初步 试验 ， 试 验 结果 使 他 初 
步 认识 到 细菌 防治 害虫 是 有 可 能 的 。 因 为 这 项 科学 技术 当时 在 世 
界 上 还 很 幼稚 ， 在 我 国 则 基本 上 是 个 空白 ， 所 以 犹 索 龙 那 时 虽然 
发 表 了 试验 的 结果 ,但 此 后 几 十 年 一 直 没 有 机 会 接触 到 这 个 问题 。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后 ， 这 项 科学 技术 在 一 些 先进 国家 里 得 到 迅速 的 
发 展 。1975 年 蒲 壳 龙 到 瑞典 、 加 拿 大 进行 专业 交流 和 考察 时 ， 了 
解 到 利用 微生物 防治 害虫 的 可 能 性 ， 决 心 加 强 这 方面 的 科学 研究 
工作 。1979 年 玺 垫 龙 赴 美 讲学 期 间 ， 以 及 1980 年 参加 国际 生物 防 
治 会 议 期 间 ， 他 有 机 会 与 许多 国家 的 昆虫 病理 学 家 接触 ， 从 而 更 
加 坚定 地 执行 几 年 前 他 自己 所 拟定 的 微生物 治虫 的 研究 方向 。 
1979 年 以 来 ， 他 组 织 中 山大 学 昆虫 研究 所 、 广 州 市 微生物 研究 所 
和 广州 市 海珠 区 卫生 防疫 站 部 分 教师 和 科技 人 员 ， 开 展 利用 苏 云 
金 杆菌 以 色 列 变种 防治 蚊子 幼虫 的 研究 、 试 验 工 作 。 经 过 两 年 的 
时 间 ， 他 们 的 试验 取得 了 满意 的 成 果 ， 证 实 、 肯 定 了 利用 这 种 杆 
菌 来 防治 蚊子 幼虫 ， 高 效 、 经 济 、 安 全 ， 不 污染 环境 ， 完 全 可 以 
代替 化 学 杀 虫 剂 。 为 了 推广 、 应 用 这 项 科研 成 果 ， 他 们 还 帮助 解 
决 了 发 酵 负 的 工业 生产 的 技术 问题 。 这 一 研究 成 果 ， 得 到 了 广东 
省 科学 技术 委员 会 和 广州 市 科学 技术 委员 会 的 奖励 ， 还 受到 了 全 
国 爱国 卫生 委员 会 和 同行 的 重视 。 这 是 消 索 龙 在 生物 防治 研究 工 
作 中 的 一 个 新 成 就 。 

消 热 龙 所 以 能 在 害虫 生物 防治 的 理论 研究 和 实际 工作 中 取得 
如 此 突出 的 成 就 ， 除 了 他 树立 了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崇高 思想 外 ， 重 要 
的 是 他 一 贯 重视 理论 的 总 结 和 提高 ， 坚 持 理论 和 实践 相 结合 。 他 
是 一 个 基础 厚实 、 学 识 渊博 、 造 训 精 深 的 昆虫 学 家 和 教育 家 。 

蒲 热 龙 对 昆虫 学 的 研究 是 多 方面 的 。 早 在 1937 年 ;他 就 开始 
进行 昆虫 分 类 的 研究 工作 。 从 那 时 候 起 ， 他 先后 在 我 国 十 三 个 省 
亲自 采集 了 一 万 多 号 水 生 甲 虫 标 本 ， 经 过 多 年 的 分 类 研究 ， 陆 续 
发 现 并 签 定 了 牙 甲 新 种 30 余 种 。 我 国 的 昆虫 分 类 工作 者 ， 都 知道 
清热 龙 不 仅 是 一 位 著名 的 害虫 生物 防治 专家 ， 而 且 也 是 一 位 有 造 
沸 的 昆虫 分 类 学 专家 。 长 期 以 来 ， 蒲 热 龙 一 直 担任 4 昆虫 学 报 》 的 

。484 。 



编 委 和 昆虫 天 敌 ?的 主编 。 此 外 ， 他 还 是 《中 国 动物 志 > 编 委 会 的 
编 委 和 《动物 分 类 学 报 ? 的 编 委 。 

蒲 萤 龙 的 昆虫 学 知识 比较 全 面 。 他 不 仅 在 自己 的 研究 领域 广 
览 群 书 ， 而 且 还 浏览 、 阅 读 了 昆虫 学 其 它 方面 及 与 昆虫 学 有 关 的 
其 它 分 支 学 科 的 著作 。 因 此 ， 蒲 壳 龙 能 够 游刃有余 地 指导 过 昆虫 
分 类 。 昆虫 生态 、 昆 虫 病理 、 昆 虫 病毒 、 害 虫 生物 防治 等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和 这 几 个 方面 的 研究 生 ， 也 能 够 解决 从 实践 中 提出 的 各 
种 问题 ， 还 能 够 促使 他 自己 对 基础 理论 作出 进一步 的 探求 、 学 习 
与 分 析 ; 理论 与 实践 的 紧密 结合 ， 不 仅 使 猜 壳 龙 在 生物 防治 工作 
中 取得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成 功 ， 而 且 也 给 他 们 理论 研究 带 来 了 丰硕 的 
成 果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蒲 过 龙 自己 撰写 及 与 人 合 写 的 学 术 论 文 ， 
已 发 表 的 就 有 五 十 多 篇 。 这 些 凝 结 着 浦 雪 龙 心血 的 重要 文 论 ， 极 
大 地 丰富 了 我 国 昆 虫 学 科 的 理论 ， 并 为 我 国 的 生物 科学 尤其 是 生 
物 防治 科学 的 发 展 ， 作 出 了 巨大 的 贡献 

ete 

作为 高 等 学 校 的 教师 ， 蒲 壳 龙 始终 坚持 在 教学 第 一 线 。 他 象 
一 个 辛勤 的 园丁 ， 为 我 国 培养 了 大 批 高 级 专门 人 才 。 他 的 学 生 ， 
分 布 国内 外 ， 真 是 “桃李 满 天 下 ?。 尤 其 是 他 指导 的 研究 生 ， 绝 大 
部 分 成 了 高 等 院 校 及 研究 机 构 的 教学 、 科 研 骨干 ， 不 少 人 已 经 亚 
升 为 教授 和 研究 员 。 在 教学 实践 中 ， 蒲 壳 龙 认真 负责 ,一 丝 不 苟 。 
他 坚持 遵照 党 的 教育 方针 办 事 ， 努 力 做 到 既 教 书 ， 又 教 人 。 学 生 
不 仅 从 他 授课 的 过 程 中 学 到 寿 富 的 课本 知识 ， 而 且 还 可 以 从 他 身 
上 学 到 崇高 的 思想 品德 、 实 事 求 是 的 科学 精神 、 艰 苦 朴 素 的 生活 
作风 和 严谨 勤奋 的 治学 方法 。 他 坚持 启发 式 教学 ， 反 对 满堂 灌 ， 
讲 起 课 来 深入 浅 出 ， 易 于 搂 受 。 他 十 分 注意 将 教学 活动 与 科学 研 
究 工 作 结合 起 来 ， 将 科研 工作 的 新 成 果 及 时 地 反映 到 教材 中 去 ， 
从 而 大 大 丰富 了 教学 内 容 。 他 主编 的 《害虫 生物 防治 的 原理 与 方 
法 > 和 《害虫 生物 防治 > 两 部 教材 ， 就 是 这 样 的 产物 。 这 两 部 教材 ， 
受到 了 师 生 和 同行 的 好 评 ， 得 到 了 国外 科学 界 的 重视 ， 有 些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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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拟 将 < 害虫 生物 防治 的 原理 和 方法 ?一 书 翻译 出 版 。 浦 费 龙 在 进 

行 党 重 的 教学 、 科 研 工作 的 同时 ， 还 以 满腔 热忱 ， 积 极 帮助 中 青 

年 教师 提高 业务 水 平 。 

WREAK, FAWA, LER, HGR. HAD 

BRA, DNR RATION SHA. BS, EH 

尼 阿 波 丽 斯 音乐 学 校 及 明尼苏达 大 学 音乐 系 注 册 选 修 小 提 骏 的 课 

程 。 他 的 小 提琴 演奏 有 相当 的 造 谓 , 曾 在 一 些 地 方 举行 过 独奏 会 。 
1962 年 曾 参加 第 一 届 广 州 羊城 音乐 伦 会 ， 演 奏 沙 拉 水 特 的 “ 流 溪 

者 之 歌 ”等 歌曲 ， 受 到 听众 的 欢迎 。 他 现在 仍 是 中 国 音乐 家 学 会 

广东 分 会 的 会 员 。 

浦 壳 龙 数 十 年 来 为 党 和 人 民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贡 

献 ， 和 混和 人 民 也 给 了 他 很 高 的 酚 誉 。1956 年 ， 他 被 选 为 全 国 先进 

工作 者 ，1964 年 起 连续 三 届 被 选 为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表 ，1979 

年 被 任命 为 中 山大 学 副 校长 ，1980 年 被 选 为 广东 省 科学 技术 协会 
主席 。 这 些 年 来 ， 行 政工 作 多 了 ， 会 议 多 了 ， 但 是 ， 薄 壳 龙 还 是 

一 如 既往 ， 坚 持 教学 、 科 研 和 培养 中 青年 教师 及 指导 研究 生 等 工 ” 

作 。 当 前 ， 他 除 继续 开展 害虫 符 物 防治 的 研究 、 编 写 《 中 国政 甲 

科 动 物 志 >、“《 昆 虫 病理 学 ?等 书 外 ， 还 密 锣 紧 鼓 地 做 好 筹备 工作 ， 

在 1983 年 完成 了 一 些 昆虫 学 方面 的 编著 任务 。 

“满目 青山 夕照 明 "。 在 党 的 十 二 大 精神 的 鼓舞 下 ,年 逾 七 十 的 

WARES, B24mtt, 锐气 不 减 当年 * 正 以 新 的 姿态 ， 精 神 焕 

发 地 前 进 在 四 个 现代 化 建设 的 征途 上 。 我 们 祝福 这 位 曾经 为 党 和 

人 民 作 过 重大 贡献 的 老 教授 ， 不 断 地 有 所 发 明 ， 有 所 创造 ， 作 出 

更 大 的 新 的 贡献 。 

主要 论文 、 著 作 录 

1。 牙 甲 科 昆 虫口 器 新 腺 体 “1936 年 4 北京 博物 杂志 》 

2。 JL WA BREESE ALA ASM OF FE 1938 年 4 岭 南 科 

学 杂志 》 

3。 云南 澄江 白粉 蝶 幼 虫 细 菌 防 治 初步 试验 ” 1941 年 4 中 出 学 报 ， 

"486， 



华南 及 西南 地 区 长 须 甲 属 沼 生 甲 亚 属 昆虫 分 类 1951 年 < 岭 南 科 
学 杂志 》 

甘蔗 蜡 虫 卵 赤 眼 峰 繁殖 利用 的 研究 “1956 年 5 昆虫 学 报 》 
害虫 生物 防除 1957 年 5 生物 学 通报 》 
和 孟 氏 隐 展 际 虫 和 澳洲 球 虫 的 繁殖 利用 “1959 年 中 山大 学 学 报 》 
利用 平 腹 小 蜂 防治 芝 枝 暑 象 初 报 ”1962 年 < 植物 保护 学 报 》 
云南 生物 考察 报告 ( 藉 翅 目 、 牙 甲 科 ) 1963 年 4 昆虫 学 报 》 

- FRAME 1966 年 4 中 山大 学 学 报 

。 提 倡 以 发 挥 害虫 天 敌 效能 为 主 的 害虫 综合 防治 “1973 年 广东 省 农 

业 科学 院 散 篇 论文 

。 以 初 铸 家 乔 为 苏 云 金 杆菌 制剂 生物 测定 昆虫 的 研究 1977 年 * 昆 

虫 学 报 

。 马 尾 松 毛虫 核 型 多 角 体 病毒 的 研究 初 报 1977 年 “中 山大 学 学 报 

。 感 染 赤 眼 蜂 的 类 立 克 氏 次 体 病 研 究 ”1979 年 《自然 杂志 》 

。 中 国 的 微生物 防治 害虫 概况 1980 年 < 美国 波 氏 汤姆 生 研究 所 微 

生物 治虫 会 议 的 会 议 汇 编 ? 

马尾 松 毛 虫 的 质 型 多 角 体 病毒 的 研究 ”1982 年 中 国 科学 技术 情 报 

研究 所 的 科学 技术 成 果 报告 0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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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胞 学 家 

[1914- ae 

田 超 刘 布 龙 

1949 年 10 月 1 日 ， 宣 告 新 中 国 成 立 的 礼炮 声 ， 震 撼 了 全 世界 。 

此 时 ， 正 在 美国 威斯康星 大 学 工作 和 学 习 的 一 个 中 国 青年 ， 按 奈 

不 住 内 心 的 激动 ， 他 和 其 他 中 国 留学 生 一 起 ， 为 新 中 国 的 诞生 而 

欢呼 、 跳 九 。 他 暗 障 下 定 决心 :“ 回 国 ， 回 到 祖国 去 ! "他 就 是 我 国 

有 声望 的 细胞 学 家 、 现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学 部 委员 、 兰 州 大 学 生 

物 系 名 誉 系 主任 、 细 胞 生物 学 研究 室 主任 郑 国 锅 教 授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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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家 里 。6 岁 开始 上 学 ，12 岁 在 这 个 小 镇 上 读 完小 学 后 ， 因 家 境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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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而 辍学 。 之 后 ， 郑 国 锡 跟 着 父亲 参加 农业 劳动 。 此 间 ， 年 幼 的 
郑 国 锅 却 从 不 贪 玩 ， 稍 有 空 就 拿 起 了 书本 ， 他 渴望 着 去 上 学 ， 去 
求知 ! 渴望 着 有 一 天 能 解 开 自然 界 里 许 许多 多 不 解 之 谜 ， 他 不 止 ， 
一 次 地 为 自己 不 能 继续 求学 而 掉 下 眼泪 ……。 

当时 ， 在 常熟 县 城 做 小 生意 的 三 板 父 、 想 把 他 领 到 一 家 小 米 
行当 学 徒 工 ， 找 硫 饭 吃 ， 但 还 没有 等 到 他 去 上 工 ， 这 家 小 米 行 就 
倒闭 了 。 在 万 般 无 奈 中 ， 他 幸运 地 得 到 了 甸 公 的 关照 ， 和 曙 公 的 
一 个 孙子 同时 考取 了 江苏 太仓 县 省 立 太 仓 中 学 。 由 于 家 境 持 据 ， 
父亲 不 得 不 靠 借债 和 亲朋 聚会 ( 即 请 会 )， 免 强 供给 他 伙食 费 和 学 
宿 杂 费 。 在 这 样 的 困境 中 ， 他 读 完 了 三 年 初级 中 学 。 那 时 ， 上 师 
范 是 免费 的 ， 由 于 经 济 所 迫 ， 只 好 进 了 太仓 中 学 的 高 中 师范 科 。 
1934 年 7 月 在 师范 科 毕 业 之 后 ， 郑 国 锅 当 了 小 学 教员 。 

1934 年 10 月 ， 新 创建 的 江苏 医 政 学 院 开始 招生 ， 当 了 几 个 月 
小 学 教员 的 郑 国 锡 以 优异 的 成 绩 考 了 芭 了 江苏 医 政 学 院 卫生 教育 
科 。1935 年 8 月 毕业 后 ,被 委任 为 江苏 常熟 县 教育 局 卫生 教育 指导 
员 。 卢 沟 桥 事变 之 后 ,日 本 帝国 主义 者 侵占 了 大 半 个 中 国 ,1937 年 
1 月初， 他 离开 了 常熟 县 ， 和 几 个 同事 花 了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 长 途 
跋涉 ， 历 经 艰苦 ， 来 到 了 湖南 长 沙 。1938 年 2 月 ,到 了 湖南 省 农民 
教育 馆 救护 训练 班 当 临时 教员 。 郑 国 锡 靠 微薄 的 薪金 ， 过 着 极为 
艰难 的 生活 ， 他 一 面 当 教员 ， 一 面 刻苦 攻读 ， 积 极 准 备 高 考 上 大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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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长 沙 参 加 了 当时 的 高 校 统考 ， 被 录取 于 国立 中 央 大 学 师范 学 院 
博物 系 。 此 年 10 月 ， 他 由 湖南 长 沙 出 发 ， 几 经 周折 ， 到 达 重 庆 。 
12 月 他 去 中 央 大 学 柏 溪 分 校 报 到 ， 正 式 开 始 了 他 的 大 学 生活 。 郑 
国 锡 在 柏 溪 攻 读 了 两 年 ， 又 在 沙坪 坝 度 过 了 两 年 半 的 大 学 生生 活 
之 后 ， 便 去 重庆 北碚 的 重庆 师范 学 校 当 了 半年 实习 生物 教师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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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完 毕 ， 又 回 到 了 中 央 大 学 任 助教 。 工 作 了 一 年 之 后 ， 郑 国名 考 
取 中 央 大 学 的 研究 生 ， 在 这 里 经 过 三 年 的 攻读 ， 于 1947 年 暑期 毕 

业 。 

正在 这 时 ， 郑 国 锡 经 留美 同学 的 帮助 ， 取 得 美国 田纳西 大 学 
动物 昆虫 系 的 奖学金 ， 于 1948 年 上 半年 ， 在 那里 度 过 了 半年 研究 

生 兼 研究 助理 的 生活 。 后 来 ， 由 于 专业 性 质 不 符合 自己 的 爱好 ， 
再 加 上 这 不 是 一 所 美国 的 名 牌 大 学 ， 他 提出 申请 并 获准 到 美国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植物 学 系 细胞 研究 室 当 研究 生 并 兼任 研究 助理 。 美 国 
著名 的 细胞 学 家 替 斯 金 CHuskins) 任 他 的 导师 。 从 1948 年 7 月 起 ， 
郑 国 饮 就 在 这 所 美国 著名 的 大 学 里 开始 了 新 的 研究 生生 活 。 他 勤 
奋 学 习 ， 努 力 工作 ， 深 得 这 位 导师 的 信任 和 好 评 。 这 年 暑假 期 间 ， 
导师 替 斯 金 给 了 他 很 多 的 细胞 片子 ， 让 他 去 观察 ， 并 分 配给 他 一 
个 学 期 的 工作 ， 郑 国 锡 废 究 忘 食 ,只 花 了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就 完成 了 。 
正 因为 这 样 ， 郑 国 饮 的 才华 被 替 斯 金发 现 。 他 觉得 他 好 学 ， 才 能 
过 人 ， 替 斯 金 深 深 感 到 ， 科 学 的 巨峰 正 需 要 像 郑 国名 这 样 的 人 来 
攀登 ， 科 学 的 接力 赛 正 需要 像 郑 国 锅 这 样 的 人 来 接班 。 导 师 十 分 
关心 他 的 工作 ， 也 关心 他 的 生活 。 有 一 次 替 斯 金 教 授 问 到 郑 国外 
妻子 的 情况 ， 郑 国名 就 坦然 告诉 了 导师 ， 和 他 在 重庆 中 央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博物 系 的 同班 同学 全 多 棚 志 同道 合 ， 有 着 共同 的 理想 ， 他 
俩 于 1944 年 结婚 。 当 替 斯 金 教授 得 知 全 多 棚 也 是 一 个 非常 有 事业 
心 的 年 青 人 ， 知 道 她 希望 在 科学 研究 上 有 所 建树 的 意愿 时 ， 还 没 
等 郑 国 名 提 出 要 求 ， 这 位 教授 就 主动 提出 了 希望 全 人 允 棚 女士 、 也 
来 美国 威斯康星 大 学 植物 系 细胞 研究 室 当 研究 生 的 愿望 ， 让 郑 国 
锅 夫 妇 一 同 在 他 身边 学 习 和 工作 。 继 而 ， 他 在 经 济 上 怀 慨 解 囊 ， 
为 全 多 棚 的 入 境 而 到 处 奔波 ， 办 理 了 有 关 的 手续 。 在 替 斯 金 教授 
的 关怀 下 ，1949 年 初 、 郑 国名 的 妻子 全 人 允 棚 来 到 了 美国 威斯康星 

大 学 ， 并 住 在 赫 斯 金 教授 家 里 。 老 教授 为 这 对 年 轻 夫 妇 成 为 他 工 
作 上 的 得 力 助 手 而 欣慰 ， 为 他 们 在 工作 、 学 习 上 的 进取 精神 而 欢 
心 。 老 教授 从 他 们 身上 看 到 了 中 国 的 未 来 ， 坚 信 他 所 致力 的 细胞 
科学 、 也 将 在 像 郑 国名 这 样 奋发 有 为 的 青年 人 手 里 得 到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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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全 人 允 棚 到 美国 后 ， 郑 国 钢 夫 妇 共 同 攻读 和 研究 细胞 科学 ， 
互相 鼓励 ， 学 习 更 为 勤勉 。1950 年 底 ， 郑 国外 写 出 《洋葱 低温 处 
理 及 体 细胞 染色 体 减 数 的 数量 分 析 》 论 文 ， 通 过 研究 生 论文 答辩 
而 获得 博士 学 位 。 全 多 棚 也 通过 论文 答辩 ， 获 得 硕士 学 位 。 在 美 
国 的 三 年 间 ， 郑 国名 夫 妇 靠 奖学金 和 做 临时 工 生活 。 他 们 夫妇 全 
生活 十 分 简朴 。 他 们 身 在 异国 。 志 在 事业 。 他 们 俩 人 勤奋 的 学 习 
和 工作 态度 博得 赫 斯 金 教授 和 其 他 美国 学 者 的 赏识 和 好 评 。 

> 

幼年 时 期 的 郑 国 锡 、 饱 尝 了 中 国人 民 遭 受 三 座 大 山 压 迫 的 苦 
难 ， 新 中 国 成 立 的 喜讯 更 使 他 喜 上 眉梢 。1950 年 冬 ， 郑 国 饮 婉 言 

谢绝 了 替 斯 金 教授 希望 他 留 在 美国 继续 工作 的 盛情 邀请 ， 雪 然 决 
定 回国 。1951 年 春 、 郑 国名 夫 妇 冲 破 美国 政府 设置 的 重重 障碍 ， 
绕 道 澳门 回 到 了 祖国 。 他 内 心 的 激动 ， 难 以 言 表 ， 准 备 立 即 投身 
到 建设 新 中 国 的 行列 中 来 。 也 就 在 这 时 ， 郑 国 铝 夫妇 谢绝 了 南京 
大 学 、 南 开 大 学 、 上 海 同济 大 学 等 条 件 优越 的 高 等 学 校 的 聘请 ， 
坚决 地 选择 了 条 件 较 差 的 兰州 大 学 。 他 想 ， 我 们 回国 来 ， 就 是 要 
到 国家 最 需要 的 地 方 去 工作 ， 假 车 贪图 享受 ， 就 不 会 回来 了 。 基 
于 这 种 思想 ， 他 毅然 和 夫人 全 多 棚 副 教授 一 起 , 搭 上 西 去 的 列车 ， 
于 1951 年 “五 一 " 节 前 夕 来 到 了 兰州 。 

郑 国 饮 到 兰 大 后 ， 被 聘 为 植物 系 主 任 ，1952 年 动物 系 和 植物 
系 合并 成 现今 的 生物 系 。 从 1953 年 10 月 起 ， 郑 国 销 教授 一 直 担任 
兰州 大 学 生物 学 系 的 系 主 任 ， 直 到 1981 年 。 后 经 他 的 再 三 请 求 ， 
兰 大 党 委 才 同意 他 辞去 系 主任 职务 ， 任 名 誉 系 主任 和 兰 大 细胞 研 
究 室 主任 。 在 兰州 大 学 的 三 十 多 年 中 ， 郑 国 锅 教 授 为 创建 兰 大 生 
物 系 做 出 了 巨大 的 贡献 。 

解放 初 的 兰州 大 学 ， 是 接收 反动 政府 遗留 下 来 的 烂摊子 ， 条 
件 很 差 ， 当 时 的 植物 系 只 有 几 把 解剖 刀 ， 一 个 不 保温 的 保温 箱 ， 
一 架 不 能 切片 的 切片 机 和 几 架 显微镜 ， 图 书 资 料 只 有 半 个 书架 ， 
实验 手段 极为 落后 ， 师 资 力量 十 分 薄弱 。 当 时 ， 一 个 人 要 兼 上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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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课 ， 除 了 讲课 外 ， 还 要 亲自 带 实验 课 。 面 对 这 些 困 难 ， 郑 国 蚀 
没有 退却 ， 没 有 被 困难 所 吓 倒 ， 他 立志 在 细胞 学 研究 上 不 断 有 所 
开拓 、 创新 ……。 

〈 四 ) 

郑 国 锅 教授 严谨 的 治学 态度 和 坚持 追求 科学 真理 的 精神 ， 深 

次 启迪 着 和 他 一 起 工作 的 教师 、 实 验 人 员 和 他 的 学 生 、 研 究 生 。 

他 青年 时 期 学 习 的 勤奋 精神 ， 至 今 仍 深 深 影 响 着 他 周围 的 人 们 。 

1946 年 ， 在 南京 中 央 大 学 做 研究 生 的 郑 国 饮 , 为 了 完成 他 《 摇 

蚊 唾 液 腺 染色 体 的 来 源 、 结 构 及 其 与 核 仁 关系 的 综合 研究 》 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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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找到 最 早 的 发 育 时 期 的 标本 。 为 了 达到 目的 ， 他 索性 半夜 就 

守 在 水 泥 池 旁 ， 终 于 在 天 明 前 采集 到 了 最 早 发 育 时 期 的 揪 蚁 幼虫 

标本 。 他 这 种 勤奋 和 顽强 的 学 习 精 神 ， 使 他 商定 了 坚实 、 雄 厚 的 

知识 基础 。 

郑 国 锅 到 兰 大 任教 以 后 ， 在 当时 只 有 一 块 不 到 半 亩 地 大 的 小 

块 植物 园 里 ， 裁 培 了 数 百 种 各 种 各 样 的 植物 ， 其 中 有 他 选 作 细胞 

学 研究 的 重要 实验 材料 一 一 兰州 百合 。 后 来 ， 兰 大 校 址 搬迁 ， 为 

了 保证 他 的 实验 研究 有 足够 的 材料 ， 并 希望 对 百合 的 栽培 有 较 详 

细 的 了 解 ， 一 次 他 不 顾 兰 州 市 郊 山 区 行路 艰难 ， 况 自 带 于 粮 ， 青 

了 水 壶 ， 骑 上 自行 车 ， 花 了 大 半天 时 间 ， 找 到 了 兰州 感 产 百合 的 

七 里 河 区 袁 家 湾 ， 亲 自 向 这 里 的 农民 求教 栽培 百合 的 经 验 。 他 不 

顾 疲劳 骑 车 往返 数 十 里 ， 将 亲手 采 回 的 一 大 包 百 合 带 到 兰 大 新 地 

扒 土 栽培 。 如 今 ， 虽 然 已 过 了 二 十 多 个 春秋 、 但 由 他 栽 下 的 这 些 

百合 仍然 不 减 生 机 ， 它 们 年 复 一 年 传宗接代 。 为 他 的 科研 提供 着 

丰富 可 人 靠 的 材料 。 

郑 国 锅 教 授 从 事 的 细胞 生物 学 基础 理论 研究 ， 曾 受到 来 自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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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没有 在 重重 的 困难 、 严 峻 的 考验 面前 低头 、 退 缩 。 五 十 年 代 ， 

当 他 发 表 了 对 百合 花粉 母 细 胞 穿 壁 运动 具有 独特 见解 的 几 篇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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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后 ， 有 人 说 他 搞 的 是 纯 理论 研究 ， 指 责 他 理论 脱离 实际 ， 郑 国 
名 也 因此 受到 了 批判 。1959 年 ， 当 他 的 细胞 学 研究 处 于 停顿 状态 
时 ， 有 幸 得 到 了 当时 任 兰 大 党 委 书 记 兼 校长 的 教育 家 江 隆 基 的 支 
持 ， 郑 国名 才 能 继续 从 事 这 项 科学 研究 。 郑 国名 的 细胞 学 研究 进 
展 得 很 顺利 ， 成 果 即 将 发 表 之 时 ， 十 年 动乱 开始 了 。 继 而 ， 多 次 
的 批判 、 无 端的 指责 ， 甚 至 人 格 的 侮 厚 ， 不 断 地 向 他 化 来 。 在 沉 
重 的 压力 之 下 ， 郑 国 锅 没 有 退却 ， 没 有 丧失 对 自己 工作 的 信念 和 
对 科学 的 热烈 追求 。 他 暗暗 保存 了 “花粉 母 细 胞 间 染 色 质 穿 壁 运 
动机 理 的 探讨 》 和 《细胞 融合 的 光学 与 电子 显微镜 观察 及 其 与 变异 
和 进化 的 关系 的 探讨 ?两 篇 论文 的 研究 资料 。 在 无 法 公开 进行 实验 
的 情况 下 ， 他 仍然 “秘密 ”地 思考 、 研 究 和 整理 资料 。 在 农村 民 
瞳 的 灯光 下 ， 他 送 走 了 多 少 个 不 眠 之 夜 ， 在 妻子 面前 ， 他 多 少 次 
为 自己 的 科学 研究 有 了 进展 而 兴奋 、 流 泪 。 正 因为 这 样 ， 当 他 的 
这 两 篇 论文 先后 于 1973 年 和 1975 年 在 《植物 学 报 ? 上 发 表 后 ， 立 刻 
受到 了 国内 外 同行 的 极 大 关注 ， 日 本 、 印 度 和 西 德 等 国 的 科学 家 
纷纷 来 信 索 取 资 料 。 

郑 国 饮 教授 在 教学 和 科研 工作 中 ， 事 事 严格 要 求 自己 ， 处 处 
以 身 作 则 。 和 他 一 起 工作 了 几 十 年 的 教师 、 实 验 人 员 、 进 修 教 师 
对 郑 国 名 教 授 的 评价 是 ,“ 郑 先生 对 我 们 ， 身 教 多 于 言 教 。 在 遵守 
实验 室 制 度 , 珍 异 仪 器 .设备 方面 都 给 我 们 做 出 了 榜样 。? 郑 国 铝 教 
授 制 订 的 一 套 较 严格 的 实验 室 管 理 制 度 , 多 少年 来 人 人 照章 行事 ， 
大 家 自沉 遵守 ， 实 验 室 经 常 保持 整洁 卫生 ,仪器 设备 也 完好 无 缺 ， 
消耗 材料 的 使 用 也 很 节省 。 六 十 年 代 初 ， 学 校对 细胞 学 实验 室 从 
1952 年 成 立 以 来 购置 的 仪器 设备 进行 了 一 次 全 面 清 理 和 检查 ， 结 

果 没 有 丢失 和 损坏 一 件 。1980 年 在 全 国 高 校 系统 进行 的 全 面 清仓 
核资 中 ， 这 个 实验 室 仍然 被 评 为 兰州 大 学 全 校 最 优秀 的 实验 室 之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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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和 要 求 细胞 实验 室 的 研究 生 和 实验 人 员 。 

在 对 待 科研 成 果 的 发 表 上 , 郑 国名 教 授 则 是 慎之 又 慎 。 自 1959 

年 到 1963 年 间 ， 他 针对 当时 细胞 融合 (CCytomixis) 的 各 种 争论 和 

看 法 ， 特 别 是 对 Takats 的 观点 ， 他 们 重复 做 了 各 种 实验 ， 分 析 了 

大 量 实验 数据 之 后 ， 于 1964 年 才 发 表 了 “小 孢子 发 生 过 程 中 花粉 

母 细胞 间 染 色 质 穿 壁 转 移 现 象 与 机 械 损 伤 和 固定 液 作 用 的 关系 》 

一 文 。 对 这 几 年 研究 室 的 中 青年 教师 、 研 究 生 在 科研 中 取得 的 研 

究 结果 ， 郑 国 锅 教授 也 不 主张 轻易 发 表 , 重 复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当 生 

直至 得 到 十 分 确切 的 数据 和 可 靠 的 论证 之 后 才 肯 定论 。 
0 

《五 ) 

1949 一 1950 年 ， 郑 国 饮 在 美国 威斯康星 大 学 细胞 研究 室 先 后 

发 表 了 有 关 体 细胞 染色 体 减 数 的 两 篇 论文 ， 迄 今 已 三 十 多 年 了 。 

可 目前 ， 国 际 上 出 版 的 细胞 学 教科 书 和 专著 、 论 文中 ， 如 德 罗 伯 

底 斯 (De Roberfis) 等 的 《细胞 生物 学 》 (第 3、4、5、6 版 ) 及 威 
iw (G.B. Wilson) 和 莫 里 森 〈J. H. Morrison) 车 的 《细胞 学 > 

都 引用 了 他 这 两 篇 论文 中 的 观点 ， 特 别 是 意大利 细胞 遗传 学 家 入 

马 托 (DAmato) 在 其 1977 年 和 1978 年 连续 发 表 的 专 其 和 论文 中 ， 

一 再 强调 这 两 篇 论文 中 提出 的 体 细胞 同 源 染 色 体 在 前 期 分 离 、 后 

期 形成 双 纺 锤 体 、 最 后 成 为 四 个 单 倍 体 核 ， 是 目前 在 体 细 胞 内 经 

篆 出 现 的 染色 体 减 数 的 机 理 之 一 。 

郑 国 锡 回国 后 除了 担任 教学 工作 外 ， 一 直 从 事 植 物 细 胞 问题 

的 研究 。 自 1955 年 起 ， 先 后 发 表 了 “百合 花粉 母 细胞 间 染 和 色 质 穿 

壁 运 动 》 等 论文 十 五 篇 。 对 国际 上 有 关 这 一 工作 的 一 般 看 法 进行 

了 讨论 ， 改 变 了 过 去 传统 的 观点 ， 说 明 染 色 质 穿 壁 运 动 是 正常 现 

象 ， 普 遍 出 现在 凝 线 期 的 花粉 母 细胞 之 间 。 他 对 这 一 现象 的 机 理 

和 生物 学 上 的 意义 也 作 了 探讨 ， 在 1978 年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展览 会 土 

展 出 了 这 一 工作 历年 的 成 杂 。 

解放 初期 ， 国 内 从 事 细 胞 核 穿 壁 或 染色 质 穿 壁 的 专门 研究 只 

有 北京 植物 研究 所 的 吴 素 莹 教授 、 娄 成 后 教授 和 兰州 大 学 的 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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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教 授 。 前 者 注重 体 细胞 核 穿 壁 研究 ,而 后 者 侧重 于 生殖 细胞 ( 花 

粉 母 细胞 ) 染色 质 穿 壁 的 研究 ， 特 别 是 他 对 花粉 母 细 胞 间 染 色 质 

穿 壁 运 动机 理 曾 作 过 深入 的 探讨 ， 发 表 了 他 的 独到 的 见解 。 由 于 

当时 国内 外 研究 这 一 问题 的 工作 者 不 断 提出 相反 的 意见 ， 治 学 严 

说 的 郑 国 馆 和 助手 们 一 起 又 回 过 头 来 ， 在 染色 质 穿 壁 运 动 是 正常 

与 不 正常 的 问题 上 连续 地 进行 了 长 期 、 系 统 的 实验 和 分 析 ， 证 明 

细胞 融合 现象 并 不 是 由 机 械 损 伤 和 固定 液 所 引起 的 。 并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证 实 了 胞 间 联 丝 是 两 个 相 邻 细胞 之 间 的 原生 质 联络 丝 ， 它 们 

的 通道 就 是 细胞 融合 的 通道 ， 而 且 只 有 在 偶 线 期 到 早 粗 线 期 之 间 

这 些 通道 才 会 出 现 。 他 的 研究 也 肯定 了 当 花 粉 母 细 胞 发 育 到 一 定 

阶段 ， 生 理 状 态 发 生 改 变 ， 特 别 是 在 减 数 分裂 前 期 的 偶 线 期 ， 新 

陈 代 谢 仍 较 旺 七， 并 且 吸 收 大 量 水 分 、 继 续 合 成 核酸 和 蛋白质 的 

时 刻 ， 细 胞 融合 现象 就 会 大 量 出 现 ， 它 的 频率 很 高 ， 可 达 97%%， 

最 终 将 是 全 部 细胞 的 染色 质 穿 壁 转移 。 他 的 研究 指出 :; 细胞 融合 

普遍 存在 于 有 花 植 物 中 ， 这 不 是 偶然 的 ， 无 论 在 形态 结构 、 生理 

功能 上 都 是 有 物质 基础 的 ， 因 而 ， 他 认为 花粉 母 细胞 的 细胞 融合 

现象 是 一 种 正常 的 生理 现象 。 

在 认定 染色 质 的 穿 壁 运动 是 一 种 细胞 的 正常 生理 现象 后 ， 他 

又 提出 问题 ， 细胞 生理 状态 是 怎样 变化 的 ? 穿 壁 的 原动力 是 什么 ? 

从 五 十 年 代 末 ， 郑 国 锡 和 他 的 助手 们 以 兰州 的 特产 百合 为 材料 进 

行 了 一 系列 的 试验 ,对 于 染色 质 穿 壁 的 机 理 作 进 一 步 深刻 的 研究 。 

1973 年 他 根据 自己 的 一 些 试验 结果 和 前 人 的 资料 ， 对 于 染色 质 穿 

壁 运动 的 机 理 ， 曾 提出 工作 假说 ， 即 :“ 核 液 的 川 流 运 动 对 花粉 母 

细胞 染色 质 穿 壁 运动 起 着 直接 的 推动 作用 ， 而 原生 质 中 收缩 蛋白 

的 主动 伸缩 运动 都 是 染色 质 穿 壁 运 动 的 主要 动力 。 原 生 质 川 流 运 

动 和 染色 质 穿 壁 运 动 所 需要 的 能 源 是 有 和 氧 呼吸 所 生成 的 能 ， 通 过 

ATITP 释 放 高 能 磷酸 键 ( 一 P) 的 形式 供给 的 "为 了 多 方面 验证 这 个 

假说 ， 近 年 来 郑 国 锡 教 授 带 领 其 助手 又 进行 了 多 次 的 试验 。 他 于 

1983 年 7 月 写成 的 题 为 《百合 花粉 母 细 胞 内 细胞 融合 (cytomixis) 

期 间 腺 苷 三 磷酸 酶 活性 的 细胞 化 学 定位 及 其 与 染色 质 胞 间 转 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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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论文 得 出 结论 ，ATP 酶 活性 出 现在 花粉 母 细胞 的 各 种 结构 
上 ， 以 及 它们 在 分 布 部 位 上 的 变化 ， 很 明显 是 与 生理 功能 有 密切 

相关 的 。 染 色 质 穿 壁 运 动 所 需要 的 能 源 可 能 就 是 由 ATP 和 ATP 酶 

存在 的 情况 下 提供 的 。 从 而 ， 对 这 一 假说 又 得 到 进 -- 步 证 明 。 

关于 细胞 融合 的 生物 学 意义 ， 郑 国名 认 为 可 以 与 生物 进化 联 

系 起 来 。 他 们 通过 对 百合 、 黑 麦 、 曼 陀 罗 等 的 研究 ， 发 现在 百合 

中 有 6.44%% 的 花粉 母 细胞 染色 体 数 目 减少 ， 有 3.72%% 的 染色 体 数 

目 增加 。 同 时 还 出 现 了 大 型 花粉 粒 ， 它 们 的 体积 比 正 常 花粉 约 大 

一 半 。 他 观察 到 在 穿 壁 时 ， 由 两 个 细胞 中 的 染色 质 ， 同 时 穿 到 一 

个 细胞 中 的 占 3% ， 一 个 细胞 中 的 染色 质 穿 到 两 个 中 的 占 6.7%， 

因此 ， 他 认为 : 经 细胞 融合 后 ， 存 有 双核 和 非 整 倍 体 的 配子 是 完 

全 有 可 能 的 。 这 些 染 色 体 畸变 ， 恰 好 为 进化 提供 了 基本 原料 。 可 

以 设想 ， 如 果 这 些 配子 的 生理 状况 和 环境 条 件 又 非常 适合 它们 的 

发 育 ， 成 为 能 育 的 配子 ， 即 使 其 中 极 少 数 能 授粉 ， 那 么 ， 在 一 个 

RAM ARPA RE: 自 花 授粉 植物 将 会 出 现 爆 发 式 的 进 

化 ， 也 将 有 多 倍 体 出 现 ; 引起 染色 体 基 数 的 非 整 倍 体 改 变 ; 引起 

染色 体形 状 和 相对 体积 的 改变 …… 这 些 都 有 可 能 导致 新 物种 的 形 

成 。 

由 于 人 工 细 胞 并 合 〈Cell fvsion) 的 前 景 诱 人 ， 所 以 从 七 十 

年 代 以 来 ， 郑 国名 教授 还 把 主要 精力 倾注 于 植物 细胞 工程 的 研究 

上 ,1978 年 经 教育 部 批准 成 立 的 细胞 生物 学 研究 室 , 主 要 研究 方 癌 

为 植物 细胞 工程 。 在 作 了 大 量 的 科学 实验 和 获得 较 充 分 的 数据 后 ， 

他 认为 细胞 并 合 对 加 速生 物 进化 要 比 现在 一 般 公 认 的 突变 和 染色 

体重 组 有 更 重要 的 作用 ， 而 且 进 化 的 速度 快 得 多 。 他 指出 ， 用 人 

工 培养 的 细胞 进行 细胞 并 合 ， 不 仅 可 观察 到 原生 质 的 胞 间 运 动 ， 

而 且 还 有 可 能 创造 出 有 经 济 价值 的 新 品种 ， 甚 至 新 物种 。 他 还 认 

为 ， 细 胞 并 合 的 研究 对 推动 生物 进化 、 细 胞 遗传 、 细 胞 分 化 、 发 

育 生 理 、 细 胞 病理 等 方面 的 研究 有 着 十 分 重要 的 意义 。 

在 植物 组 织 培 养 方面 ， 近 年 来 开展 了 百合 花丝 的 组 织 培 养 和 

四 倍 体 植 株 的 诱导 百合 、 天 仙子 的 花药 培养 及 单 倍 体 植株 的 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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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从 未 授粉 的 百合 、 青 牺 、 烟 草 子 房 培养 单 倍 体 植株 及 其 细胞 
学 、 组 织 学 和 胚胎 学 研究 ， 马 铃 暮 幼 葵 愈 伤 组 织 的 诱导 和 植株 再 
A, 油菜 叶片 植株 再 生 的 研究 ， 药 用 植物 当归 的 组 织 培养 等 等 。 
这 些 植物 组 织 的 培养 都 获得 了 完整 的 再 生 植株 ， 取 得 了 较 大 的 进 
展 。 百 合 、 马 铃 鞋 、 当 归 的 组 织 培养 在 生产 上 都 有 一 定 的 价值 。 
在 原生 质 体 培养 和 体 细 胞 杂交 方面 ， 近 年 来 也 取得 了 一 些 进展 。 

近 两 年 来 ， 细 胞 研究 室 已 写 出 研究 论文 16 篇 ， 有 些 已 在 《 杆 
物 学 报 》《 实 验 生物 学 报 》、《 遗 传 学 报 ? 等 刊物 上 发 表 ， 有 些 论文 
在 全 国 性 的 学 术 会 议 上 进行 了 交流 。 

郑 国 销 教 授 1978 年 以 来 编著 的 《生物 显 微 技术 >、“《 细 胞 生物 
学 ?两 部 专著 ， 适 合 我 国 综合 大 学 和 高 等 师范 院 校 的 师 生 阅读 ,是 
两 本 较 好 的 参考 书 和 教科 书 。《 细 胞 生物 学 ?一 书 , 自 1981 年 以 来 ， 
已 经 重印 了 五 次 ， 全 国 发 行 量 已 达 数 万 册 ， 仍 感 供 不 应 求 ; 《 生 
物 显 微 技 术 ?1982 年 又 再 版 重印 一 次 。 

H+, PHRASE, AREAS RS 
和 科研 单位 ， 成 为 一 支教 学 科研 的 骨干 力量 ， 有 些 人 在 细胞 学 研 
究 上 作出 了 新 的 贡献 。 

党 和 人 民 给 了 他 以 应 有 的 荣誉 。1962 年 他 曾 以 知识 分 子 代表 
的 身份 列席 过 第 二 届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自 1964 年 起 到 1982 年 的 

十 八 年 间 他 曾 连续 被 选 为 第 三 届 、 第 四 届 和 第 五 居 全 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的 代表 ， 同 时 被 选 为 甘肃 省 人 民 代表 大 会 的 代表 、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员 ;1982 年 在 甘肃 省 科 协 第 二 次 代表 会 大 上 被 选 为 甘肃 省 
科 协 副 主席 ， 并 担任 甘肃 省 植物 学 会 .甘肃 省 遗传 学 会 的 理事 长 ; 
1980 年 7 月 在 中 国 细胞 生物 学 成 立 大 会 上 被 选 为 副 理事 长 1981 
年 他 被 聘 为 国务 院 学 位 委员 会 学 科 评议 组 成 员 ， 中 国 科学 院 生 物 
学 部 科学 基金 组 成 员 ，《 中 国 大 百科 全 书 》 生 物 学 卷 编 委 会 委员 ， 
细胞 学 与 发 育 生物 学 副 主编 ， 教 育 部 生物 教材 编审 委员 会 委员 ， 
细胞 生物 学 编审 小 组 组 长 ， 担 任 《 植 物 学 报 ?”、“《 实 验 生物 学 报 》、 
《西北 植物 研究 > 编 委 ，1981 年 被 选 为 中 国 科学 院 生 物 学 部 委员 。 

1978 年 ， 以 郑 国 锡 教 授 为 团 长 的 中 国 科学 家 代表 团 出 席 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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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举行 的 第 四 届 国 际 植物 组 织 和 细胞 培养 学 术 会 议 ，1980 年 
郑 国 锡 教授 以 中 国 科 学 家 的 身份 参加 了 在 西 德 柏 林 举 行 的 第 二 届 
国际 细胞 生物 学 学 术 会 议 ，1982 年 他 又 以 中 国学 者 的 身份 参加 了 
在 日 本 东京 召开 的 第 五 届 国 际 植物 细胞 与 组 织 培养 学 术 会 议 ; 
1983 年 1 月 他 参加 了 在 印度 首都 新 德里 召开 的 第 十 五 届 国 际 遗 伟 
学 会 议 。 在 这 众多 的 国际 学 术 交 流 活动 中 ， 他 为 增进 中 国人 民 与 
世界 各 国人 民 和 科学 家 之 间 的 友谊 ， 为 我 国 争 得 世界 学 术 席 位 作 
出 了 积极 的 贡献 。 

年 近 七 名 高 龄 的 郑 国 锡 教 授 ， 现 在 除了 指导 培养 硕士 、 博 士 
研究 生 外 ， 他 还 积极 培养 外 国 进 修 教师 。 他 所 主持 的 兰州 大 学 细 
胞 生物 学 研究 室 ， 目 前 承担 着 国家 下 达 的 攻关 项 目 ; “原生质 体 培 
养 与 体 细胞 杂交 ”以 及 其 它 一 些 重点 课题 的 研究 。 我 们 期 望 着 郑 
国 饮 教 授 在 我 国 四 个 现代 化 建设 中 ， 在 科学 研究 和 指导 研究 生 工 
作 中 不 断 取得 新 成 就 ， 为 人 民 作出 卓著 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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