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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学时的同学家在扬州，年前路过造访，个园、何园、平山堂、大明寺必带我去，同学还特

地带着去了吴道台宅，说是云南人应该瞧瞧这个和扬州云南都有关系的地方——原来，吴老是扬州

人。

故居边上是个工地，说是要种些草皮和树，安放故居主人的塑像。吴道台宅地曾走出饮誉海内

外的“吴氏四杰”：吴征铸（白匋），著名剧作家、教育家、文学家；吴征鉴，著名寄生虫学家，

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征铠，著名物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征镒，著名植物学家、中

科院院士。

吴老生于1916年，从小在道台客宅长大。家中“芜园”的花草培养了他小时候对植物的兴趣；

中学时代扬州中学的生物老师带领他到野外采集标本，使他对植物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1933年考

上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离开扬州。1938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建西南联合大学，他以

助教身份参加由闻一多等11个教师200多个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到云南，一路上他与闻一多

成了忘年之交，1945年由闻一多和吴晗介绍在昆明加入了民盟。1958年后，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

吴道台宅第和安乐巷27号朱自清故居直线距离不到30米，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

和吴征镒同住一个院子，朱自清常说“我是扬州人”的话。1917至1933年，吴老在扬州16年，对家

乡充满了感情，他曾对扬州记者说：“无论走到哪里，取得什么成绩，我永远是扬州人，我的骄傲

就是你们的骄傲。”吴老是扬州人，扬州人也知道他去了云南，有感情的扬州人，都记得住自己是

这片土地上的人。

这几天，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塑像和花园已经在4月20日正式落成了。

其实，雕像之事背后还有故事。

早在2008年扬州就有人提给吴老塑像之事。那年，吴老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让扬州一个

叫毛奇的人大代表敬佩不已，亲不亲，故乡人，“让扬州市政府为吴征镒在他早年读书学习过的吴

道台宅第测海楼前塑像的建议”一下子进入他的思路，立即起草“为吴征镒塑像”的市人大代表建

议，并还邀请到同为人大代表的另两人签名附议。

人大代表建议提交人代会后，立刻引起《扬州晚报》的注意，记者周正兵特地和吴老通了电

话，转达三位市人大代表建议为他塑像的消息。吴老听后，立即请他的秘书杨云珊转达回复：“我

个人的能力有限，能取得一些成绩，离不开家乡的培养。17年的成长，文化知识的启蒙，植物研究

的兴趣，都是扬州赋予的。与其浮在上面做英雄，还不如沉在下面做学问。”显然，吴老是婉拒了

建议。

此拒之前故事未了。2005年吴道台宅第修复开放之初，作为修缮单位的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提出为吴老塑像。吴老就特地回信委婉拒绝：“至于文物保护单位，欲为伯祖父辈塑像，镒固无

法反对。但个人表示，坚决反对为镒个人塑像，理由很简单，五哥和镒都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曾在

测海楼前柳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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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做过什么贡献。现尚在世，何德何能堪塑生像，招摇过市，且此是人身权利，必须得到本人同

意。”

纪念吴老，应该是在他身边生活和共事过的各种人，才有资格。我入盟时，吴老已经很少在民

盟或其他公众场合出现，认识吴老，主要是通过盟内的盟讯及社会上的电视报纸。平凡如我，布衣

一个，除了和吴老同在云南，同为民盟成员这点外，八竿子才打得上些许的交集，纪念的资格，照

理我是一丁点都没有。

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隔得远些，瞧到吴老身上的一些小事，反格外

地让人对他敬佩与感慨更真实一些。

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吴氏藏书楼取名“测海楼”，其义为：学深似海，登斯楼读书，无异于

以蠡测海，含有学无止境之意。以塑像事而言，塑像的建，是扬州人对吴老的引以为豪；不建，是

吴老的淡泊谦谦。

诚如哉，名至实归，斯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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