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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咏梅

吴征镒院士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我为失去这位良师、挚友和学习楷模仍然悲痛不已。

我心目中的一位良师 

我认识吴老早在1961年，那时我才29岁，刚完成全国第一次中草药普查，采集到的大量标本，

需要正确鉴定，因而被我单位派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修两年。当时的吴老风华正茂，他作为

军代表身份来到植物所，并成为植物所最年轻的副所长。在植物所内有关他的传闻逸事不少，但最

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治学的刻苦精神，他把中国植物约三万张的模式照片系统地学习和整理考

证了一遍，因此当我见到那套卡片和上面密密麻麻的楷字时，不由得肃然起敬，心中产生的第一印

象便是：“做学问就得这样踏踏实实，不畏艰苦！”待到1964年，我有幸参加吴老率领的中国科协

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更亲身体验到了吴老那博大精深的植物分类功底，和对野外植被的细致观察能

力，当地专家对中国科学家的了解和见识不多，因而时常有人拿一些他们熟悉的植物来询问吴老，

但每次都以他们的点头和微笑作为结束。以致后来时常有一位法国女科学家出现在吴老身旁，询问

每一种她在野外鉴定不出的植物学名。

吴老对药用植物和本草学也有深入的考证和研究，这方面不但要求有深厚的植物学知识，还

需要有传统古文学修养，因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苏植物研究所以周太炎为首、医科院药物研

究所以我为首，以及昆明植物所以吴老为首通力合作，以吴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本草

考证为基础，结合现代对中草药的调查、整理结果，分三册以《新华本草纲要》出版（1988, 1990, 

1991），这是中国在当时组织本领域内的专家和科学工作者合作的成功之举，是对祖国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学结合的一次尝试。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成果奖励，我也从吴老的研究手稿中获益匪浅。

此后，我和吴老在北京植物研究所系统进化实验室和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开会中有多

次经常接触，吴老精辟的建议和论述常常使我茅塞顿开。我六次赴西藏对藏药原植物采集的标本，

遇到一些疑难的种类经常向吴老请教，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1983年全国开展了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并采集了大量的药用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中药资

源志要》，其中学名的正确把关，吴老是审定者的第一名。

在对药用植物研究的实践中，使我认识到植物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而吴老对植物界的执着探索

精神和博大精深的知识，的确是我一位良师。

亦师　亦友　亦楷模

肖培根

（1932～），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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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一位挚友   

我与吴老年龄相差16岁，论辈分我是地地道道的小辈。而吴老始终对我以诚相待，呵护备至，

我们之间可说是无话不谈，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告诉我：对他的家庭出身要审查；对他的

历史问题要审查，但他始终坦然处之。

吴老在国学方面有很深的功底，因而经常用诗词形式用来释怀誓志，如做学问不要去做墙头草

般的“根基浅”，为人不要做竹笋似的“嘴尖皮厚，腹中空”。面对逆境要像郑板桥题“石柱”画

中所描述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植物界

的老前辈们一个个相继离我们而去，他一方面觉得责任愈来愈重大，一方面又幽默地对我说：“我

现在可变成植物界的珍稀濒危物种了啊！”

1964年我们一起到柬埔寨考察，他已是大名鼎鼎的院士和著名科学家，而我却是初出茅庐幼嫩

的工作者，他从不以专家自居，始终以平等和真诚的姿态相待，有问题向他请教，始终以热情和诚

恳态度答复和译解。

他始终以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逆境，百折不挠地求索，他常以“松、梅、竹”的坚韧性格

来自勉。因此文化大革命在尾声时，在昆明宾馆中，他愉快地告诉我:“因李约瑟教授指名要会见

和有专业问题要请教他，所以他被提前解放了。”并告诉我：“我一生有三件大事要做，其中一件

事是对中国药用植物的本草考证与整理研究。”我随即表态：“一同要组织全国这方面的同行一起

来实现这个宏伟的理想和目标！”

吴老不愧是我一位挚友与学术知音。

我心目中的学习楷模

吴老出身吴氏望族，兄弟姐妹中多名是国内著名专家，他兄长吴征鉴教授便是医学界著名的

寄生虫病专家。他因工作需要，肩负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组织领导工作，我们因业务关系经常接

触，后因病逝世，遗嘱中交待要将部分骨灰撒放在药用植物标本园的芍药地中作为肥料以尽一名共

产党员最后奉献的职责。

吴老热爱事业，而且为了事业可以抛弃优厚的物质条件。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是北京植物研究

所副所长的吴老，由于考虑到云南植物体系丰富值得深入去研究，因而他放弃了北京的良好环境而

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昆明黑龙潭建立昆明植物研究所，当时各种条件都很差，在吴老和一批创业

者艰苦的工作下，历时半个多世纪把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展成学科齐全、人才辈出国际著名和有影响

的研究机构。我是从始至今亲眼目睹这个飞跃发展进程的见证人。

吴老受到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教育的一个人，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形成了

优秀的人格魅力，是我们学习的一位榜样和楷模。

吴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他的离去带给我对人生价值的一次深邃思考。吴老的一生，可说

是充满传奇的一生，他前半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内军阀混乱，以后又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

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员献身中国革命的道路。

吴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他留给我们的诸如《中国植物志》《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等一大批学术著作，更为重要

的是如何做人这样的精神财富！他的光辉一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的内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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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师敬业、提携后学、献身科学、努力探索的优良品德，可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就需要像吴老这样胸怀、品德和精神。他的一生堪称楷模，是一本活生生

的教材，需要我们努力好好地去学习和发扬。

安息吧，吴征镒同志！您为之奋斗终生、执着追求“山花烂漫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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