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1 

 

    我成为植物学工作者，是从小时候培养的对植物的兴趣和认识开始的。我幼时因为性格

较为孤僻，不愿意与哥哥们在一起玩耍，而家里的后花园就成了我的天地，自那时起便对植

物有了特别的兴趣。我对花园里各种植物长着不同的叶子、花和果实感到困惑。而祖上留下

很多古书，其中有一本《植物名实图考》，我从中发现有些植物与花园里的很相似，于是拿

着书在花园中与书上的植物对比，并一一记下了它们的名字。从此以后，我便与植物结下了

不解之缘。可以说，早期的熏陶对奠定一个人的毕生事业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从初中开始，我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采集植物标本，解剖花果，认识植物；还

经常约其他同学一起采集，到了高中我已经采集了二三百号标本。老师为我举行了标本展览

会，这更激励了我钻研植物的决心，并感悟到生物学的结论最终来自于自然界的实际。1933

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老师吴韫珍先生和李继侗先生以及许多师友对我的影响很大。从

他们那里，我学会了植物分类、生态分布、生理及实验解剖等大量的植物学知识和为人、求

学的道理。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助教，从此开始了更系统的植物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建国后

不久，调入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副所长，1958 年举家从北京迁入云南，调

入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任所长，在这里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 

 

一、为学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一个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科学是老实的学问，来

不得半点虚假），同时也是一个勤劳的人；同时应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四有新人）。学无止境，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要求科学家要具备良好的科研

素质。费尔巴哈说过：  “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是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是为真理服务的。”

科学技术以自然为研究对象，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所以，搞科学的人首先

要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就是人的一生不要以索取为目的，而要以

服务为目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过去郭沫若先生说过：科学院是服务行业。做好服务就

要有奉献精神，先奉献后索取；索取只能是按照自然规律，向大自然索取；为人民大众索取

更多的自然财富，为形成生产力、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进行科学研究。 

    具有不正确人生观或没有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科技人员是有的，今后还仍然会有。但是自

觉与不自觉、树立与不树立是一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问题。没有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的科技工作者处境其实是危险的，往往会不自觉地成为邪恶的工具，被动地做出对人民

有害的事来，终致危及本身。解放初期，我代表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去接管北平私立静生生

物调查所。该所在日伪时期曾被日本侵略军筱田部队占用。该部队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在地

下室里找到了很多跳蚤精细结构的照片，原来这是一个制造凶狠的杀人武器—细菌武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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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特殊部队，其中就有很多从事细菌和昆虫研究的科学败类，这些人就成了邪恶的工具。 

二、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是某个人、某个时代随意制订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科学研究时产生的。列宁说过：每个人学术上取得的任何

成就，均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辩证法的结果。这是一条真理，因此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只

有一个，就是邓小平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合乎科学思

维的。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世界水平、中国水平）来决定研究的内容，如生物方面，中国

是生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复杂的国家，因此生物学研究就要根据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科

学是要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需要不断创新，这是一个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接受新

鲜事物，才能把原有的知识和理论作为出发点而不是归宿点；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权威（包

括不迷信自己），真正做到如孔子所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并

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感觉和认识新鲜事物，并从中找出事物自然

发展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在发展的“实事”中“求是”。这个“是”

是相对“非”而言的，因此应以发展的观点，从不断变化的角度去认识、了解新事物。例如，

宏观生物学就是要掌握和发展达尔文主义，并始终发展贯穿在宏观生物学各个层次和方面。

达尔文主义不是自达尔文才开始的，而是他系统地总结前人的工作成就，加上特定时代的分

析和推理而奠定的。我搞了 60 年的植物分类，认识到一条真理，就是分类学是在不断纠正

错误中前进的，因此它可以常进常新。分类学的手段在不断扩大，从宏观形态的特征发展到

细胞、分子水平。例如植物界大的类群就是在不断地发展并修正错误，使认识由浅至深、由

偏至正中进行分类研究的。求知求是与实践永远没有止境，既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精神，又要有“厚德载物”的气度。这两句清华校训，是个人终身受用不尽的。我已

82 岁而没有颓然，这就是主心骨。 

三、认识论 

为学要坚持一切事物都是可认识的观点，不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既不能持怀疑

论、不可知论或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态度，又要有怀疑精神．知不足精神。科学道德是

建立在一般道德基础上的，其精髓有三条：首先是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即事实）出发；

当然对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认识方法、不同的认识程度。二是尊重科学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科学研究中选择研究方法时，要注意选择适合于研究课题的方法，包括逻辑思

维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要对各种方法加以对比检验，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检验。三是尊重

他人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勇于参考那些与自己的科研思想不相一致的科研文献，更要善于引

用文献中有创意的科研思想、方法。 

中国文学家、历史学家王国维曾借用宋词来表达做学问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他比拟的

三个彼此关联的境界，我认为也是科学研究的三个境界： 

(1)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立志立题的过程，确立科研思路的过程）。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殚精竭虑，百折不挠）。 



(3)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上下求索，终有所得）。 

不是每项科学研究工作都能达到第三个境界，往往只能达到第二个境界。当然，科研工

作能否进入第三境界，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原因，也有科研环境、条件的

客观原因，不可一概而论。 

植物分类及区系地理学是与很多学科相关联的复杂的研究门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植

物学研究的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基础作用。我国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云南，更有植物王国

之称。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各种植物的有效保护是相辅相成的。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要以植物的有效保护为基础。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植物资源的利用也

受到影响，今后的研究工作应围绕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做文章。 

目前，植物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向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发展。如植物区系地

理学研究，宏观向着全球构造和历史研究发展，微观向着细胞、染色体和基因结构研究发展。

而在这其中，又有各种研究层次互相承接和交叉。这也是整个生物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但无

论怎样，物种仍将是研究的核心层次。因为大家都知道，物种既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也

是生物变异、进化的基本单元。在目前大家研究视点较为集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中，物种多

样性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层次和重要环节而备受关注。从生物多样性测度中分类系统学知识

日益受到重视，即可见物种研究的不可替代性。这是因为生物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揭示生物

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进化是通过物种的传衍、演变而进行的，因此物种是进化单元，是生

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离开了对物种的认真研究，绝难达到上述目的。我认为，当今植物学

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重视对生物种类的调查和研究，这是无法超越的。   

中国的植物学基础研究工作与国际相同领域比较也有一些距离，这有历史的原因。现实

地看，研究条件、设施及管理一时还难以赶上国际水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只

有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逐步缩短差距。同时，在高科技领域应有选择

地发展一些瞄准国际前沿的学术机构和研究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步伐，赶上国

际研究水平。 

 

（彭华，杨云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