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和作风，却给我很大影响，使我深受教育”。“隆基

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周老是一位很谦虚的长者。

话语里虽然也流露着谦虚，但我感到，这却是周老发

自内心的表述。

周老在回顾解放后那段岁月时，还说道：“解放

后许多老先生（指北京大学年老教师）就是从像隆

基同志这样一批老干部身上认识共产党的，也是从

他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光明未来。”“老干部”是受

尊敬的称呼。周老说的从那些老干部身上认识共产

党，向往新中国，显然有着普遍性。然而从一位亲身

经历的，身居高位的学者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却

有着特殊意义。古人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这是他们在从事共同事业里心相通、理相依的认知。

它使我看到了那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开拓事业的艰

辛中，留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印记。这是一种温

馨的印记，更是一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印记。我也似

乎明白了周老将他与江校长共事的六七年，说成是

“最愉快的一段岁月”的缘由。

此次长谈之后，周老一直关心《江隆基传》的写

作情况。初稿草成，他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书稿完

成后，他又亲切地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

周老的关怀，我始终看作是周培源先生对江隆

基———“一位使他深受教育的，共同度过愉快岁月的

共产党人”的缅怀和思念。我想到起了盛唐诗人王昌

龄的七言绝句：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那也确是“真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啊！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谨以此文纪念周培源先生诞辰 110 周年）

DS

2012年 7 月 16 日，90 岁的著名海洋生物学

家中科院院士刘瑞玉走完了人生最后

一段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祖国海洋事业，

直至生命前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工作操劳的老人，安

祥地合上了疲惫的双眼。

刘瑞玉生命中最后两个月是这样度过的：

4 月下旬，他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课题，7 天

时间马不停蹄赶往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开会。在上

海的最后一天，他发起高烧，烧得后背上退了皮，嘴

上长满燎泡。会没开完，赶紧往回赶，不是为了休息，

因为青岛有个“蓝色经济”的会议，他要参加。

5 月 20 日，刘瑞玉硬撑着参加了他的 3 个博士

生的论文答辩。大家看到，他虚弱得实在撑不住，就

整个身子趴在椅子上……

好长一段时间了，他总是咳嗽、浑身无力，人也

消瘦得厉害，吃不下饭，只能勉强喝点儿粥。医生的

诊断是：肺癌晚期……

5 月 24 日，从来不肯就医的老人被迫住进医院。

为海洋和时间赛跑
———记中科院院士刘瑞玉

■戴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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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大毛病，休息几天就能上班。”他让学生们把

工作资料、论文送进病房，躺在床上审稿子、批论文。

情况稍微好点儿，他又跑出医院回到所里忙开了。儿

子劝他休息，他和孩子发了火：“这么多活没干呐，我

能休息吗！”

5 月 29 日，所里举行纪念童第周诞辰 110 周年

座谈会，刘瑞玉到会讲话。会议结束时实在体力不

支，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两个学生搀着他离开了会

场。

6 月 11 日，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刘瑞玉高烧

不退，却依然预定了赴北京的机票，执意出席。在医

生的强力坚持下，他才不得不退掉机票，回到病床。

此后的时光，这位不服输的老人，再没能够离开

病榻。

学生们 6 次去看望他。

第一次，他思路清晰：“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

（研究所）不能没有啊！”

……

第三次，他拉着学生的手嘱咐：“你一定要把鱼

类这一摊事撑起来啊!”

第四次，他的声音含混不清了：“我要回海洋所，

要上班，要开会……”

第五次，他断断续续嗫嚅着：“大型底栖生物，鱼

类……”

第六次……

7 月 16 日 5 时许，呼吸衰竭。刘瑞玉带着牵肠挂

肚的工作，恋恋不舍地去了，像一只春蚕，吐尽了最

后一根丝。

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1922 年深秋，河北省乐亭县东关前街，一个呱呱

坠地的男孩，给一个刘姓商人的家里又添欣喜。1941

年高中毕业后，刘瑞玉如愿考入北平辅仁大学生物

系。1945 年毕业，刘瑞玉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北京大

学药学系任助教。1946 年进入当时北方最高的科研

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跟随著

名甲壳动物学家沈嘉瑞教授从事甲壳动物生活史和

分类学研究。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0 年 8

月，我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海洋

生物研究室在青岛建立，刘瑞玉跟张玺等人从北京

来到青岛。1956 年，他开始了甲壳动物学和海洋生物

学研究，而且一做就是半个多世纪。

刘瑞玉堪称中科院海洋所的“活化石”。

在我国海洋底栖生物生态研究领域，刘瑞玉是

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他组织完成了多项国家、国

际重要海洋学及生物资源调查研究，甲壳动物分类

区系和虾类增养殖研究项目。他全面总结、阐述了中

国海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生态特点，特别是区系组

成与生物地理学特点，填补了国内甲壳动物几个类

群的空白。他首次发现黄海深水区冷水性动物群落

占绝对优势，浅水区夏秋高温季节成为一些暖水种

向北方扩布的“走廊”，形成独特分布格局和资源优

势。他指出长江口———济州岛一线为北温带区东亚

亚区与暖水区中日亚区间的分界线，从而澄清了黄

东海区系的地位；又指出台湾———海南南端为热带

与亚热带区系间的分界线，其论点补充、修正了国外

同行的不足与错误，为业界沿用。他组织完成国家重

大项目和山东省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提出全面开

发方案，促进了海水养殖产业的发展，完成长江三峡

工程对河口生态环境及资源影响预测研究，为工程

论证提供重要依据。

在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历史上，有“三次浪潮”

席卷全国：第一次浪潮是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海

带养殖为代表的海洋藻类养殖浪潮；第二次浪潮是

80 年代以来，以对虾养殖为代表的海洋虾类养殖浪

潮。引领第二次浪潮的，正是刘瑞玉。

在 50 多年甲壳动物学系统调查研究基础上，

刘瑞玉全面了解中国近海的虾类、蔓足类、糠虾类、

口足类的种类组成、地理分布和区系特点，发表论

文 150 多篇，完成专著 10 部，填补了我国糠虾类、

蔓足类的研究空白，发现了 40 多个新种和 3 个新

属。

2007 年，刘瑞玉关于全面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

海岸带生物资源的项目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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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奖一等奖，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一等

奖。

作为在行业内获得的最高荣誉，2007 年，刘瑞玉

荣获国际甲壳动物学会颁发的“国际甲壳动物学会

杰出研究贡献奖”，从而改写了这一国际奖项获得者

中没有亚洲人的历史。

2009 年度刘瑞玉获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并

获奖金 50 万元……

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在科研成果之外，刘瑞玉还为中科院海洋所培

养了一批从事海洋动植物主要类群的分类学、生物

地理学、底栖生物生态学、污损生物生态学、海洋生

物资源增殖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团队，为我国海

洋生物学各学科领域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还我海域一片蓝

刘瑞玉向往大海。大海的魅力不仅仅因为它造

就了蔚蓝浩瀚的壮阔景观，更是因为它孕育着无尽

的宝藏与神奇。

“海洋是人类和地球所有生命的摇篮，然而，它

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面前却又是那么脆弱不堪。”

针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先天不足，面对多年来的

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分析，刘瑞玉大声疾呼合理开

发和保护海洋资源。

言者谆谆。为海洋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

人，怀着对海洋无法泯灭的情结，发出了“还我海域

一片蓝”的呐喊。

自 2000 年以来，刘瑞玉全力投入海洋生物多样

性及其保护研究。

刘瑞玉说，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已被列入我国

物种红色名录，有的正处于濒危状况，对此该是引起

人们高度重视和采取对策的时候了。

和时间赛跑的老人

“我不谈什么有生之年，我的人生哲学是：活一

天工作一天。”

勤奋，是刘瑞玉一生最恰当的注脚。他在海洋所

主持工作时，是最能全面掌握所里各项业务的所长。

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多学科交叉，他利用业

余时间拼命学习，更新知识，从不说外行话，令合作

者敬佩不已。图书馆一有新书来，他总是第一个借

阅，了解海洋科学最新的科研动向和成果。

谈起刘瑞玉的人品，学生们更是赞叹有加。他的

一位博士生说，年轻人现在都不愿做海洋生物分类，

这是个不易出成果的工作。刘老在工作安排上从不

考虑对自己出成果是否有利，而是着眼于国家基础

研究的战略眼光，他把学生们都分配在基础分类的

项目中，保证国家海洋分类基础性研究的持续发展。

最困难的上世纪 80 年代，很多人都准备养虾了，而

刘老对海洋生物分类的研究始终在坚持。

另一位博士谈起她刚来所里不久的一件事。凌

晨 4 点半，刘老带着他们一行赶潮。天还黑着，码头

距离小船有好几米，小船飘飘荡荡，他们面面相觑，

不敢下船。“还等什么，跳啊！”只听“咚”的一声，刘

老第一个跳了下去。那年，他已经 68 岁！

刘老刚直不阿，在工作上很较真儿，因此得罪不

少人。这些年来，对他提出过意见甚至“整”过他的

人，他从不记仇，仍然和和气气地一起共事，展示出

他海一般宽阔的胸襟。

同事们回忆起“文革”时刘老作为“反动学术权

威”被关牛棚的岁月。“那种境遇下，他还偷偷回到

实验室，给每个标本都添上酒精。”多么让人敬佩的

老人啊！

刘瑞玉中午常常吃泡面，一年到头地吃。所里有

食堂，他嫌浪费时间，不愿意去；中午可以回家，又不

想麻烦司机。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更多的时间留在

办公室工作，白天、晚上……泡面成了刘瑞玉标志性

的特征。“方便面院士”成了所里的笑谈。以至于所

里同志偶尔一段时间吃泡面，大家就会善意调侃一

句：你想当院士不成？

他在和时间赛跑———这是所有和刘瑞玉一起共

过事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大家无一不赞叹他，最

勤奋、最认真、最一丝不苟。

对刘瑞玉来说，最严重的惩罚就是不让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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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劝他，什么都有了，别这么玩命，歇歇吧！他说得

很实在：团队这么多人，不干活怎么生存？

刘瑞玉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书房。佝偻着身子，埋

在一堆书中间，是大家最常见到的景象。

大家最担心的，是他开夜车，怎么说也不行。去

年 6 月，所里去厦门参加生物多样性研讨会。早上 7

点半，学生们按约定叫他吃早饭，可怎么敲门都没声

音。学生们流泪了，以为他……

8 点 10 分，老人揉着眼睛出来了，连声道歉。原

来为了赶报告，他写稿到凌晨四五点，刚刚睡着。学

生们这才破涕为笑。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科学研究上，从来没

有节假日。荣誉纷至沓来也没有让他有丝毫改变，90

岁高龄的他，依然坚持一个人出差，拖着行李箱穿梭

于各个国家、城市之间，参与各种学术研讨和交流。

一到地方立即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工作。很多小他

十几岁甚至几十岁的人，也自叹弗如。为了节约时

间，他依然经常用一碗泡面解决一餐。

他无论对正式承担的科研任务还是额外的工

作，不管是不是他负责，一旦答应，他就全力以赴去

做，而凡属于自己分工的事，必尽全力亲自动手完

成。目前科技界所见的不良现象，如申报项目时自我

吹嘘、争当老大，凡事考虑个人名利在先、虚报成绩、

弄虚作假等等，是他深恶痛绝的。

有记者采访他，他只给半小时。时间一到，刘老

起身告辞。门外，关于渤海漏油事件的调查机构派人

接他，已经等候多时；台湾同行推动两岸生物多样性

合作研究正待开会；明天，要去南京参加全国“动物

进化理论研讨会”；后天，去上海参加动物学会理事

会；大后天……

倾其心血报家国

2012 年 6 月，病榻上的刘瑞玉越来越虚弱。也

许，这位 90 岁的老人自知来日无多，一项藏于心底

的夙愿使他坐卧难安。

刘瑞玉提携后学、公而忘私。为了奖励在海洋

生物学领域成绩优异并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的学生，

让他们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刘瑞玉

多次提出要用自己的积蓄设立奖励基金。但考虑到

他的家庭情况，中科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还是多次

婉拒了他的要求。实际上，刘瑞玉的收入并不高，刘

老生活上非常简朴、随意。他屋子里的灯很少都打

开，“够用就行”，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而且子女

的生活也不宽裕，他的儿子儿媳都因重病需要花

钱。为此，中科院海洋所领导多次劝他把钱给子女

使用，但他坚持要把这些钱用在海洋研究事业上，

再 一 次 提 出 要 将 自 己 的 全 部 积 蓄 100 万 元 捐 出

来，成立奖励基金。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家里人的支

持。

在刘瑞玉的一再坚持下，教育基金会在 6 月 14

日接受了这一款项，设立了“刘瑞玉海洋科学奖励基

金”。教育基金会在他的病榻前举行了捐赠签约仪

式。刘瑞玉非常欣慰，说话已很吃力，但他激动地攥

着工作人员的手，感谢教育基金会帮助他完成了这

个心愿。

……

90 载岁月如歌。刘瑞玉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

为我们诠释了奉献精神的真实含义。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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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民主与科学》现设有“民主与法治”、

“思想空间”、“科学博议”、“科文交汇”、“书

与思”、“回眸”、“随笔”等栏目，除深层次探

讨民主与科学、科学与文化等相关问题外，还涉

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诸多领域。我们竭

诚欢迎各界人士向本刊投稿。来稿一般以五千

字为限，欢迎短稿，尤为欢迎短小精悍、可读性

强的时事评析、学术随笔、思想评论和读书札记

等。

本刊网址：http: / / www. ds191954. net

电子信箱：minkebu@263. net

民主与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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