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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ｍ在海洋
：

ｍｍｊ
＼■ ｜ 1 9 9 0 年的－天凌晨

，

－望无际的大海被黑夜的

／
4＾

‘

： 冷气所笼罩 ，

－

条小船驶 出黄海湾码头飘荡在迷茫

Ｊ ；

海域中
，
不久后

， 只听
“

扑通
”
－声

，

－ 个人跳进

．

‘

财ｓ羅？ｍ
，
也 舰

，
而是刘瑞

一

 ： 玉带领他的博士生来赶潮 ，
当大家都惧怕下水的时

！

候 ， 他率先跳了 下去 。 那
一

年 ， 刘瑞玉 6 8 岁 。

在我 国海洋科学研究历史上 ， 有三次海水养殖 ｉ刘瑞玉对海洋的赤诚众所周知 ，

“

他
一

生从事

浪潮席卷全国
：
第
一

次是上世纪 6 0 年代以来 ，
以海

｜

海洋生物学研究 ， 从海洋甲壳动物到海洋底栖生物 ，

带为代表的海洋藻类养殖浪潮 ；

第二次是上世纪 8 0 ；

成就卓越 ， 在世界上享有相当 高的声誉 。

”

中 科院

年代开始
，
以对虾 （ 学名东方对虾 ， 斑节虾 ） 为代

：

海洋所所长孙松如此评价 。

表的海洋虾类养殖浪潮 ； 第三次是上世纪 9 0 年代 以 ｉ而说到刘瑞玉的卓越成就 ， 就不得不提他首次

来 ， 以海湾扇贝为代表的贝类养殖浪潮 。 ｉ

明 晰中 国对虫下生活史 ， 为 中 国海洋生物上
“

户 口
”

而本文 的主人公 ，
正是第二次浪潮 的 引领人之

｜

等事迹 。

刘瑞玉。 丨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 、 国际黄海研究学
｜

ＢＳ ＨＲＭ ＳＦ生活模式

会名誉主席 、 国际甲壳动物学会理事 、 中国甲壳动物
｜刘瑞玉研究对虾的初衷很简单 ’

让人们 的餐桌

学分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第三任所 ：

上有更多海洋蛋白 。

长 ， 著名海洋生物学家 、 甲壳动物学家 、 中国海洋底
：于是

，

1 9 5 2 年
，
刘瑞玉和发育生物学家吴尚 動

栖生物生态学奠基人和甲壳动物学开拓者
…… ｉ

等人在天津塘沾进行 中国对虫下产卵 习性 、 生活史和

虽然上述只是头衔的罗列 ’ 但仔细读来 ，
刘瑞

｜

幼体培育研究。 随后几年
，
刘瑞玉等人

一直在进行

玉对中国海洋事业的贡献之大 、 成就之多
，

一

目 了然
，

｜

实验研究 ， 基本搞清 了对虾成长环境 因子 。 这些实

当然
’
这只是对刘瑞玉的官方介绍 。 ｜

验研究为 日 后室内人工育苗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而如果在 网络搜索栏 中输入刘瑞玉 ，
你就会发

｜
1 9 6 0 年 ， 刘瑞玉等人在室内人工条件下 ，

培育

现
一

些
“

莫名其妙
”

的介绍 ： 海洋所的
“

活化石
”“

方
｜

出第
一

批仔虾 ， 并总结出
一

套对虾人工培苗方法 。

便面
”

院士
，

“

村长
”
… … ｜

经过反复试验 ，

1 9 8
＂

1 年 ， 我国人工培育的虫下苗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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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瞧 ＿

Ｍ瑞玉在査看对ＩＦ《中国海洋生物名录 》

了 5 ． 1 亿尾 ， 基本实现了对虾工厂化育苗的批量生产 。
丨中科院海洋研究 自成立以来 ， 就开始进行全中

1 9 8 4 年 ，

刘瑞玉赴 日 本访问 ， 在与 曰本科学家
：

国海洋生物种类 、 资源调查与标本采集 。 上世纪 5 0

的交流 中 ， 了解到美国养殖对虾已居世界先列 。 于是 ，
、

年代
，
刘瑞玉参加 了

“

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

，
负责

刘瑞玉在回国后 ， 果断派人去美国学习 对虾养殖 ，
丨

底栖生态调查研究 。

并积极邀请美国专家访华 。 ｉ当时 ，

交通还不发达 ， 很多沿海采集工作要 自

在不断的交流学 习后 ，
1 9 8 8 年 ， 我国大陆的养 ＼ 带行李 ， 徒步行进 。 即使是在海南 的采集可 以用牛

虾业年产量达 2 0 万吨 ， 居世界首位 。ｉ

车代步
，
但
一

天只能行进几十里路 ， 工作效率极低 ，

这便是中国第二次海水养殖浪潮的始末 。 ｉ

有时因要赶潮
，
研究员经常不能按时进餐 。

很难想象现在的菜单中如果没有
“

油焖大邮
” “

香 ：
“

底栖生物都是在泥里 ，

一

网泥打上来 ，
刘瑞

酥虾排
”

这几道美食
，

对食客是多大的损失与遗憾 。
ｉ

玉带头顶着太阳或是在寒风中就把标本分拣出来 。

”

不过 ， 这只是我们的假想 ，

刘瑞玉早已帮助我们把
：

据中 科院海洋研究所前所长相建海 回忆 ，

当年刚来

对虫下送上了餐桌 。：

：

研究所时
，
就听说所里有

一

村
“

渔民
”

，
渔村的

“

村

： 长
”

就是刘瑞玉 。

《 中国海洋生物名录 》 ：除了 对海洋生物分类学与海洋底栖生物生态学

2 0 0 8 年 ， 《 中 国海洋生物名录 》 出版 。 这本记
：

有突出贡献 ，
刘瑞玉还是我国著名的海洋甲 壳动物

载 了 4 6 门 2 2 6 2 9 种海洋生物的 名录 ，
堪称当时 中

｜ 学家 。 海洋甲壳动物种类是海洋动物 中物种多样性

国海洋物种最全最新的
“

户 口 簿
”

。 它的主编就是 最高的生物类群之
一

，
也是海洋动物学研究的空白

刘瑞玉 。丨

领域。

为 中 国海洋生物上
“

户 口
”

是
一

项十分艰难且
丨 2 0 0 7 年

，
国际甲壳动物学会授予刘瑞玉

“

国际

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 它对研究者的海洋知识 、 语言
ｉ

甲壳动物学会杰出研究贡献奖
”

。 这一奖项代表 甲

水平要求都非常严格 。 而且
，

为海洋生物分类 ， 耗
：

壳动物学研究的最高荣誉 ， 是终 身成就奖 ，

刘瑞玉

时长久 ， 出 成果慢 ， 导致很 多人望而却步 ，
转投其

｜

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科学家 。

他学术领域 。

“

为 了确定
一个新的物种 ， 有时需要阅读远至

丨《 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 ＞）

1 8
、 1 9 世纪的 多种古籍 、 文献

，

熟练掌握 多种语言
＼除 了主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 中国海洋生物名

则是必需 的 。

”

谈到研究海洋生物分类学的艰辛 ，

：

录 》之外
，刘瑞玉还参与编辑 了《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

与刘瑞玉共事 5 8 年的王永 良研究员如是说 。 而刘瑞 、

值得关注的是
， 这本

“

红色名录
”

集纳的对象都是

玉便熟练掌握英文 、 拉丁文 、 俄文 、 日文等多种语言 ，

：

：

濒危物种 。

知识面极为广博 ，

被誉为海洋所的
“

活化石
”

。 ｜ 2 0 0 0 年 ， 刘瑞玉接受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ＳＴ
科学 家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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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ＭＭＨ
ｐ
ｉａｒｎｍｍｍ河北省乐亭县 ，

－个被称为河北第

－沿海大县 的地方 ， 浅海面积棚平

ＨＩ

！
Ｊ＾＾方公里 ，

海岸线长 1 2 4 ． 9 公里 ， 这便是

彳
■

＾ＨＬ 5＾ ｊｒ出生 ． 成长跳方 ＋職職

ｊ＿ ＿

＼ ｍｊｉＩＪ

＇喜欢看海 ， 时常静静地坐在海岩上 ， 眺

＾
ａ

ｊｊ
Ｖ

＂

ｐＴ
‘／
＾
ｍ望大海 ， 看养虾人忙碌驗获

ｊ
ｕ“

小学老师告職地球几乎是
—

个
”

■？每洋的星球 。 海 水中生 存着 1 7 万余 种

＾ 園 ＾
‘

／Ｃ 动物和 ；

）

5 万余种植物
”

刘瑞玉对这

Ｊ＼
Ｗ

Ｊ
ＨＨｖＨ 个知识点印象深刻 。 他对大海的 向往之

－

？■ 情 ， 大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

‘

： ▲
？
．■ 1 9 2 2 年 ． 刘瑞玉出 生 于

—

个商 人

鉱 父辦細商 ， 母亲又不识

＾＾字 ， 但懂事好学的他从小就学习成绩优
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的邀请 ’ 参加

“

生物 多样 ：

Ｂａｔ＾
－

 1 Ｑ ／ 1 1
ｘ

；

异
， 并在 1 9 4 1 年成功考入北平辅 ｆ＿大学生物系。

性和濒危物种的评估
”

国际合作项 目 ， 负责海洋无
；ｍ仕从＋供＋ 庇 丨 丨坦工 口＋按— 7 其

， ，， ｉａ
四年的大学生涯为刘瑞玉 曰后旳研究奠定 了学

脊椎动物部分的物种濒危程度评估研究和红色 名录｜甘灿 … “口
术基础 ，

1 9 4 5 年毕业后 ， 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药学
■

；

紐助教 。 ， 年后 ， 他又据转进入 当时北方最高 的
果编入 《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

 ： 科研机构
一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
跟

看到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被列入
“

红色名录
”

，
：

1一 随著名 甲壳动物学家沈嘉瑞教技从事 甲壳动物生活
刘瑞玉决心全力投入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 。

＿？ ： 史和分类学研究 。

他发表

，
， 弓 丨確典

」

目

，

凿凿 ＼侧 年
，
中酬学院成立。 次年 8 月

，
麵第

由于环 兒严

，
染

’

加仏

：
木捕

’
其

＝ ｜
－

个海洋研究机构一中 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
浅水已没有对虫下幼苗繁生 ， 而潮间带滩涂的著

，
；

（ 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 ） 在青 岛建立
，

主

眼蟹滩
，

楼蛄＿ ’ 竹怪滩 ． ． ． ． ． ．早 已荡然无存 ’
甚

： 任是童第 周 ，
副主任是曾呈奎 、 张玺 ， 这些都成为

＾＾ 7 ，

“

：

中 国海洋研究史上 名垂青史的名字 ， 包括调任至此
这样

－

段測京心 的描述
二

就来 自 刘瑞玉于
丨

的刘瑞玉 。 而赃这里－干 ， 就是半个多世纪 。

2 0 0 7 ：＾＿ 〈〈 ｉｔ— 入
：

刘瑞玉对工作有种
“

偏执
”

的坚持 ， 了解刘瑞
文章中 ， 刘瑞玉 引用 了大量的实例与数据 ，

讲述 了 ： 工 ＃ ，
上

、

车 工＃

近年来全球職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 多样性 ！ ：
人

，
都知道他有

—

句人生格 目 ：
活－天就工作

和资測破坏 日■重 ’ 特■过度渔业捕獅环
｜


°

‘

‘

他眼里只有工作 ， 年轻的 日报冲在
－线 ，

—

境恶化 ，
使生存的海洋物种总数不断减少 ，

濒危物ｒａ
＾＾＾

． ，

＝ ｌ ＫＲ ｎｆｅ＾ 、 ］ ＋±

；

周七天满 负荷 ，
常年工作到很晚 。 弥留之际 ， 记挂

北平铺仁大学 ， 在种明显 ｓ多 。

一丨 的还是学科发展 、 后备人才培养 。

”

刘瑞玉的学生 、

2 0 世纪初 ， 与；
Ｊｔ京大学、

“

海洋是人类和地球所有生命的摇篮 ，
然而 ，

；

：

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宋林生 回忆道 。

溝华大学 、 燕京大学并它 在气候变化和 环境污染面前却又是那 么脆弱不 ：，

称 ；
Ｉｔ平四大名校 。 1 9 5 2“ ；

去过刘瑞玉办公室的人 ，
更是被他堆积如山 、

ｆｆｉＪＢ＃ 人 廿审师萡＊堪 。

，’

想到与 曰俱增的
‘‘

红色名录
”

， 刘瑞玉忧心不已 。
ｎ丁啦古

―
掛 八 会从七雄化刊式ＷｆｆＡ Ｊｔ ＳＪ Ｗ？＊ ； 几乎要填满整个办公室的书籍所震撼 ， 很多人对晚

中国人民大字 、 中 央Ｗ与海取崎
：

，

年刘瑞玉的印象便停 留在
——

位年迈的老人佝偻

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
‘

、
Ｌ＿

、

丨 着身躯 ， 淹没在书海当 中 。

1 9 6 0 年 ， 在台湾复校 ，刘 玉为什么对海洋如此钟情 ， 他何时与海洋 ；＋Ｌ 八合 口
＞

3
．

 4
ｚ

ｊ

． ｉ
ｎ

ｊ
， ｎ

．

／ ／ｉ
ｒｈ

－ｔ ｉｆｆｉ ＴＳＴｓｔ± ｏ＾Ｓ ｔＸ ，

办公室另
一角堆积如 山 的还有各种万便面 。 虽

成为 台湾最顶尖的 私立结缘 ， 这还要从他的家乡说起 。 ；‘

综合大学 。 ； 然研究所里有食堂 ， 但刘瑞玉不想浪费时间 ， 他就

4 6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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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Ｉｆ． 5 月 2 9 曰 ， 中 科 院海洋研究
“ ：

、

，
‘

Ｈ
ｙ

＾
Ｐ
＾

‘ 鮮行纪念童第周诞辰 ｎ ｏ 周年座

4谈会 ，
刘瑞玉坚持 出席座谈会 。 会

：

■

议结束后 ，
体力不支的他不得已 由

ｍ＾学生挣扶离场 。 这应该是刘瑞玉最

＾ 4＾｜
：ＩｐＢ

后
－

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

6 月
，

病榻上的刘瑞玉越来越
＇

Ｘ ？
‘

虚弱 ， 或许是 自 知时 日 不多 ， 刘瑞

一

？
—

＾

＾ 3 1ｗｍＭＡ 玉开職罗細 己的最 后 个心

＾

愿 住院第
一

天 开始 ， 刘瑞玉飾

＾ａＳＭＭＷ；
■ 己 的謝 — 中科

院研究生教 育基金会捐 赠 1 0 0 万

常常 自 己泡方便面吃 。 吃得多 了 ，

方便面誠为刘 ；

Ｉ ’
ｍ

’

。

瑞玉的标志
’ 人们都开玩笑称其为

“

方便面院士
’ ，

，
！

听到刘瑞玉的这个决定 ’ 相 建海研究员并不胃

研究所里其他人吃方便面时 ， 还会被调侃
“

你想 当
Ｉ^

Ｐ完士不成？

， ，；
一直横旦在老人心中的

一

个心愿 。

虽然都是玩笑话 ， 但刘瑞玉对科学工作近乎疯 ：

“

这些年 ’ 刘老－直领导着 国 内 甲壳动物 学会

狂的偏执还是让很 多学生心生疼惜 ，

大家最担忧ＭＩ

的工作 ’ 学会没有多少经费 ’
刘老经常 自 己出 钱 ’

就是他连夜工作 、 废寝忘食 。
’ ’

 ？

－天早晨 ，
有学生如 常来叫 刘瑞玉吃早餐 ， ｎ ：

是怎么敲 门都没有应声 ， 学生们都非常紧张 ， 不禁 ：

胃―

联想最坏的结果 ， 有的学生急得哭出了 声
……

不久 ， ；

面对这
－窘境 ， 刘瑞玉坚持 2 0 0 7 年开始招收研

门打开了 ，
刘瑞玉揉着眼睛走出来 ，

看到此景 ， 连
｜

究生
’
那个时候他已经 8 5 岁 局龄 。

“

对于刘老师来

声道歉 。 原来他为 了赶
－

个报告
， 写翻賴四五点

，

：

＆趴—胃 ■入胃 ’

刚 刚睡着。 学生们財破龄笑 。ｉ

能投躺洋生鮮这－観 。

’’

斜姓研究员说 。

6 月 1 4 日
，

刘瑞玉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 ， 在
“

刘

：

瑞玉奖学金
”

捐款委托协议上 ，
签下 自 己 的名字 ，

刘瑞玉
－

直越这稿髓 、 高效＿工作方 ！

瓶體＿上写下
“

隨
”

ｏ 錢字的刘瑞玉如

ｇＭｇ ｉ

ｊ 。 ｉ

释重负 ， 表现得十分高兴 ，

他冲着基金会的工作人

2 0
1
2 年的 5 月

，

刘瑞玉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 ’ ；

员连连作揖 ：

“

这点钱给你们添麻烦 了
”

。

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位老人在强撑身体 。 继 4 月 下旬 ；

＿

廣 年 7 月 彳
6 日 5 时 1 4 分

’

刘瑞玉＿往生 ’

连续高烧之后 ，
他总是咳嗽

，

浑身乏 力 ， 吃不下饭
，

：

身体也迅速消瘦
…… ｉ刘瑞玉用一生的研究行迹画出了圆满

——从傍水

去医院检査后 ，
刘瑞玉被确诊为 肺癌晚期 。 ！

而上 ’
与海结缘 ’ 到倾尽－生为 中国海洋生物研究 ，

从来不肯就医的刘瑞玉被迫住进医院 。 Ｓ
ＩＭ更这

丨

到最后
’
我们更愿意相信 ， 他荣归海洋 ’

万古流芳 。？

样 ， 他也不
“

消停
”

， 他让学生们把工作资料 、 论
｜

文送进病房 ，
直接将病房改成 了 临时办公地

，
躺在

｜

床上审稿子 、 批论文 。 Ｊ Ｌ子劝他休息 ，
他生气地回道：

＼

“

这么 多活没干
，
我能休息吗 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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