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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死边稼上

向科学高峰攀登

—
记药学家徐国钧

20 20 年 1 1月 61 日
,

在中国药科大学大会议厅
,

举行 知识 与技能
。

19 41 年夏考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本科
。

“

2 0 0 2年南京生药研讨会暨徐国钧院上八十华诞庆祝 19 4 2年暑假期间
,

他到北暗中国生物科学社进修
,

学习

会
” 。

来自国内外的知名药学专家
、

学者及学校师生 200 组织切片制作技术
,

打下了生物显微鉴定的基础
。

同

多人参加了会议
,

与会者 一致盛赞徐国钧为祖国药学 年
,

发表了《马鞭草的生药学研究》论文
。

1 9 4 5年夏毕业

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

人们从心底里敬佩这位可亲可 后留校
,

任生物学助教
,

担任本科生药学
、

生药组织学

近的老人
。

他是凭着超人的毅力
,

在生死边缘勇攀科学 实验指导和一些教学工作
。

1946 年 8月学校迁回南京
,

高峰的志士
。

早在 1957 年他患了左筛窦未分化癌
。

后经 他继续担任生药学
、

生药组织学的教师
,

并开设新课

手术治疗
,

生命保住了
,

但左眼摘除
,

并留下了顽固的 程 :生药成分晶体微量检查
。

后遗症— 头痛
、

三叉神经痛
。

面对严酷的现实
,

徐国 新中国成立后
,

徐国钧更是以满腔的热情投人到

钧却泰然处之
,

以坚持工作来驱除疼痛
。

他将事业视为 工作中去
。

1 951 年
,

他选择植物类生药 101 种整理成《粉

自己生命的第一需要
,

教学
、

科研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 末生药检索表 》
,

同年任讲师
。

19 52 年兼任生药系代系

绩
。

主任
。

19 5 3年夏
,

他负责朝鲜平壤医科大学药科一个班

徐国钧
,

1922 年 11 月出生于常熟一个贫农家庭
,

自 在南京的生药学生产实习工作
,

讲授生药组织学
。

由于

幼喜好读书
。

19 3 8年进人当时由南京迁往重庆的国立 工作出色
,

受到卫生部的通报表扬
。

19 5 3年
,

被评为副

药学专科学校
,

担任生物
,

生药 (中药 )室技术助理员
。

教授
,

任生药学教研室主任
。

1 954 年
,

兼任中国科学院

当年暑假
,

他随员到峨眉山一带调查
、

采集药用植物标 南京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

编著出版了中级教材《药用

本
,

成为《峨眉山采集药物记 》的作者之一
。

他通过实际 植物及生药学》
、

《植物学》
、

《生药学 》和本科《生药学 》
、

工作锻炼
,

很快掌握了药用植物学
、

生药学实验的基本 《生药组织学》讲义
。

1956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

同年被评

、 尹 一 一 * 、 尸 护 一 一 、 格 一 、 、 恤 - 一 、 厂 今 一 务 、 尸 - 、 一 、 尸 , - 一 、 尸 一 一 · 、 了 ` , 。 、 尹 一 喃 , 、 尹 , , ` 、 沪 伟

礼之家而自豪
,

对老家的风物人情 只逗留了 一大
,

但他兴致很高
,

言 贺信等 300 多篇 (幅 )
。

当家乡人把开

始终谙熟于心
。

谈中不时透露出对祖国大陆改革 馆的喜讯告知他时
,

他欣喜地连声

1 9 9 2年 6月
,

顾老先生回国参 开放
、

科教兴国以及中美关系和统 道 :
“

谢谢 !
”

加现代物理研讨会后
,

最后 一次来
泊

大业的关
』

自与远见
。

到无锡探亲
。

之前
,

他刚刚受到党 顾老先生别 号樵翁
,

2 0 01 年 (责任编辑 张兴亚 )

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

清华大学还
“

锡山樵翁百龄堂
”

在吴文化公园

为他庆祝了九十大寿
。

尽管在无锡 落成
,

展出他的照片
、

著作
、

题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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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京市先进工作者
。

这一年
,

徐国钧为解决我国中

成药有效成分缺乏鉴定依据这一难题
,

选择类风湿家

庭常备良药
“

疹药
”

为突破 口
,

对南京同仁堂
“

灵应疹

药
”

进行鉴定
。

因中成药组成药味多
,

且各药的细胞
、

组

织或内含物又常有交叉
,

鉴定难度较大
。

他就运用粉

末鉴定方法
,

排除细胞
、

组织交叉干扰
,

掌握各种组成

药物专门属性特征
,

终于获得成功
。

论文受到全国药

学代表大会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

1 95 7年
,

徐国钧与人合作编著高等教材《生药学 》
,

年底不幸患了筛窦癌症
。

在治疗期间
,

他还在关心教

研室和研究生的工作
。

1959 年早春
,

徐国钧出院后的第

二天就忍着病疼回到学校
,

开始工作
。

1960 年
,

与人合

作编著并负责审定出版了《药材学》
。

这是一 部以《生药

学 》为基础的 220万字的巨著
,

着重阐述了我国中药材

的生产
、

鉴定和应用的系统知识
,

收有常用植物
、

动物
、

矿物类药材多达 634 种
,

附药 160 余种
,

并配有 1300 余幅

的插图
。

此书一经问世
,

就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

多

次再版
,

翻译成各种文字
,

行销世界许多国家
。

直至今

犬
,

国外生药学界仍将此书视为权威版本
。

为了验证显微分析法对中成药鉴定的正确性和可

靠性
,

徐 国钧带领研究小组反复进行实践研究
,

并于

l% 4年陆续发表了六味地黄丸
、

十全大补丸
、

桂附地黄

丸
、

如意金黄散等 18 种中成药的鉴定
。

1965 年
,

与南京

植物研究所合作出版了《江苏药材志》
,

此书收载了400

多种中药材
,

其中大多数是他按实物标本描述而成
。

在
“

文革
”

时期
,

徐国钧也没有停止专业研究
,

1 9 7 3 -

19 7 5年间
,

他配合中国药典的制定
_

L作
,

复核制定了大

黄
、

虫丸
、

石解夜光丸
、

紫金锭等66 种药的显微鉴别
,

并

负责 与同行复核近百种药典中成药显微鉴别项口的

内容
。

19 7 5年由他编著的《粉末药材鉴定 )}( 100 种 )一书

出版
。

徐国钧还配合考占
_

L作者做出土生药鉴定
。

1972

年
,

考 占人员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

号汉墓出土的大量

随葬器物中发现了 些药物
,

占尸手中握着的绢包中

亦有少许药物
。

鉴定这些出土药物
,

对研究我国汉代

医药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

但这些药物大多都被加 「成

不规则的块段或是细小的碎片
,

又经过了2 10 0多年
,

外

观及质地都有很大的变化
,

难以识别
。

徐国钧带领着科

研人员
,

运用显微鉴定方法
,

从中鉴别出茅香
、

高良姜
、

桂皮
、

花椒
、

辛夷
、

真本
、

姜
、

杜衡
、

佩兰等 9种药材
。

这项

研究成果获 19 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协作成果奖
。

“

文革
”

结束后
,

徐国钧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

工作中
。

他为《中草药学 》一书制定编写框架
、

写作要

求
,

并进行全稿的汇总
、

校定
。

《中草药学 》一书是在生

药学
、

药材学的基础上
,

结合多年开发中草药成果编著

而成的大型参考书
,

该书中册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

大奖
。

1 9 8 7年
,

由他主编的高校教材《生药学》出版
。

198 9年
,

又主编出版了《中草药彩色图谱》
,

该书获华东

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

并获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

献图书及医药工具书金奖
。

徐国钧的科研成果
,

使我国生药显微分析鉴定研

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

19 81 年
,

他应邀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 日中生药和天然

物化学讨论会
,

作了
“

中草药和中成药显微分析研究
”

的学术报告
,

日本学者对他深表钦佩
。

1984 年
,

他应邀

出席在香港举行的
“

国际中药研究会议
” ,

作了
“

中药和

中成药的粉末鉴定
”

的专题学术报告
,

弓} f 处}日学者的

极大兴趣
。

多年来
,

他先后2 8次出访日本
、

意大利等国
,

参加学术会议
,

并在各大学作相关的学术演讲
。

徐国钧非常重视对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教

育
。

自19 7 8年改革招生制度以来
,

他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27 名
、

博士研究生 14 名
。

他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研究生

独立思考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能力上
,

把研究生的能

力培养纳人到完成国家科研任务中去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徐国钧科研成果斐然
,

由他编

著
、

主编
、

合著
、

参著的教材
、

科研专著多达 44 部
,

发表

论文 200 余篇
。

他致力于生药鉴定
、

品质评价
、

资源开发

及学科建设 ;
“

灵应痞药
”

显微分析
,

开创 了国内外中成

药桨定的先例 ;首编大型《药材学》
,

对继承和发扬祖国

医药学起到重要作用 ;(( 中药材粉末鉴定》专著
,

使我国

粉末生药研究跃居国际领先地位
。 “ 一

匕五
”

、 “

八 五
”

期

间
,

他承担国家多项重点科研课题
,

对中药进行本草考

证
、

生物桨定
、

化学成份
、

药理作用等 10项系统研究
,

为



名人寻踪

止处穷达
,

署缸翔靡圈与嘛魏骊I

— 握瀑豁黝}

人杰苏东坡一生十余次往来
、

客居常州
,

最后终老于这块他深深

眷恋的家园
。

留下般舟亭
、

东坡书

院
、

藤花旧馆等遗迹
。

“

出处穷达三十年
,

未尝一 日

忘吾州
, ”

这是宋费补之对苏轼与

常州结下缘分的确切的表达
。

苏轼

在常州府所属宜兴县写的 《楚颂

贴 》中也说
“

船人荆溪
,

意思豁然
,

如惬平生之欲
,

逝将归老
,

殆是前

缘… … 当买一小园
,

种三百本
。 ”

东

坡漂泊一生
,

最后归老常州
,

似乎

是前缘
。

东坡与常州的关系
,

最早可推

溯到他初登仕途时
,

那是宋仁宗嘉

佑二年 ( 1 057 )
,

东坡2 2岁
。

这年春
,

他与弟弟苏辙都及进士第
。

在那一

科进士的琼林宴上
,

他和常州府所

属的同榜进士蒋颖叔
、

单锡
、

胡宗

愈一见倾心
,

成为莫逆
,

在苏轼一

生中都保持了亲密的友谊
。

正是这

几位友人的介绍和后来东坡多次

亲临常州
,

使他了解了毗陵 (常州 )

胜迹
,

阳羡 (宜兴 )山水
,

以及延陵

(常州 )季子让国躬耕
,

唐宰相陆希

声退陷颐山等故事
,

引起了他对常

州
、

宜兴等地的极大兴趣
。

后来
,

东

坡与常州诗人钱济明
、

单愕
、

胡仁

修
、

报恩寺长老等人也有着非同一

般 的友情
。

并将侄女嫁给了胡仁

修
,

将外甥女嫁给了单愕
。

神宗熙宁六年 ( 107 4 )十
·

月
,

他在杭州通判任上
,

上司委派他到

常州
、

润州 (镇江 )等地贩灾
,

这是他

第三次到常州
。

他在常州除完成贩

灾公事外
,

与常州的读书人和好友

也有不少交往
,

并写下许多诗文
,

其中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诗二

首
,

其一为 :

南来三见岁去祖
,

直恐终身走

道途
。

老去怕看新历 日
,

退 归拟学

旧桃符
。

烟花已作青春意
,

霜雪偏

寻病客须
。

但把穷愁博长健
,

不辞

最后饮屠苏
。

、 少 · , · 、 尹 ~ . , 、 , , ~ ~ 、 产 , 一 , 、 尸 , . , 、 尹 · ~

保证药材质量
,

保障用药安全有效
,

修订
、

制定药品标

准
,

开发利用新药源
。

19 95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
。

徐国钧还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

国

家科委药材专业组组员
、

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名誉委员
、

卫生部药学专家咨询委员会特邀审查委员
、

中国药学

会理事
、

中国药学会中药和天然药物分科学会副主任

这年常州
、

润州地区发生水

灾
,

东坡在那里处理贩灾 公务
,

忙

了八个月
。

除夕到了常州
,

他不去

打扰地方官和百姓
,

夜泊郊外
,

守

着孤舟
,

虽然盖了两床被 子
,

仍是

· ~ 、 产 ~ · ~ 、 护 · ` , 、 卢 ` 一 , 、 产 ·

委员
、

江苏省药学会副事长
、

《中药文摘 })( A C M )E 国际

顾问
,

国际中草药学会干事
、

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国

际会员等职
。

现已髦重之年的徐国钧
,

仍带病坚持
一

上

作
,

为中华中医药事业的振兴
,

尽 自己最后的努力
。

(责任编辑 张兴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