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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Y OF
WU ZHENGYI

吴征镒院士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奉者，也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

1946年2月，时年30岁的吴征镒先生经云南大学生物系助教殷汝棠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在云南大学东陆大楼的标本室内宣誓入党，“彻底地从科学救国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由书生

变成了真正的战士，彻底跟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吴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

物主义却比这还要早。据吴先生在“吴征镒自定年谱”中回忆，1940年他参加了由王天眷、胡光世

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在昆明大普吉的“妙高寺”旁和“丁佶塘”畔，学习了

马列主义理论以及《论持久战》和《论联合政府》等进步文章。

吴先生常感叹“转益多师是我师”，其中以吴韫珍、李继侗和闻一多对其影响尤甚。吴先生曾

回忆：闻一多先生把他领进以“坐而论政，各抒己见”为宗旨的“十一学会”，较早结识潘光旦、

吴晗等进步知识分子，后经闻一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吴先生曾称赞闻一多先生“美国学

成回国后，思想转变到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考察社会、人生、历史和文学，逐渐成为一个自觉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研究文学的大家”。由此推测：1946年的吴征镒当已谙熟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而且还可能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

吴征镒先生从不掩饰他对唯物辩证法之偏爱。他一生勤奋刻苦、著作等身，却常以“敝帚自

珍”自谦，唯独对他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却津津乐道。在《我与植物学

研究》一文中，吴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开始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热带种植业中的矛盾

和问题，并逐渐认识到植物与土壤、小气候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植物地理方法自觉运用唯物

辩证法分析的结果，使我发展了对许多对立统一范畴的具体认识，如连续分布与间断分布。”在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自序一文中，他指出：“……总的努力是想以东方人的宏观、整体观、

直观、辩证观，以综合和归纳为主的科学思维，弥补西方人的微观、孤立观、绝对观、推理和分析

为主的科学思维的不足之处。”另有一例，当吴先生读到徐仁院士“哪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

不能按照辩证观点去认识问题，就会走入迷途。”“科学工作者应该经常从自己熟悉的微观世界里

跳出来，看看植物学在宏观世界里的发展，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才能保证科研工作

顺利发展。”他深情感叹“旨哉斯言，我当作为座右铭，时时体会才行”，得此言，犹如获至宝之

快！

吴先生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方面颇具心得，成绩斐然。这里我们鹦鹉学舌地效仿吴先生的新“三

字经”，以“尊事实、辨联系、抓矛盾、求创新”归纳吴征镒院士活学活用唯物辩证法四个方面的

尊事实　辨联系
抓矛盾　求创新
—— 学习吴征镒院士运用唯物辩证法

指导科学研究

杨永平　杨　雅　

杨永平（1965～），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杨　雅（198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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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各位分享我们的粗浅学习体会。

第一，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因时因需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坚持科研为国为民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自然界、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是客观的；

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特性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人们改造自然、变革社

会的活动要以承认自然、社会的客观性为前提，并在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不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

吴先生认为：为学要坚持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观点，不可持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要有怀疑

精神和知不知精神，“尊事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即客观世界）出发。作为科技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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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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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吴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许多科技工作者都经历了一个“科研为谁服务”自我反思

和调整的过程，经历了从“没有和中国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只是从个人出发、追寻兴趣，缺乏一定

的远大目标”到“为人民服务”做科研的过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橡胶宜林地考察、紫胶资源的

寻找、群落站建设，七十年代的中草药调查以及后来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甚至他“跃退”到

过区系关去编写植物志等，吴先生总能根据国家的需求适时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一条十分清晰的

“以任务带科研”的历史脉络。在自然保护方面，他在大规模毁林种粮种树、“改天换地”的热潮

中，敏锐地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并完善具体建议，提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研究

并举，建立混农林复合体系等近自然、高产出人工系统的初步设想，以及提出作为植物园保护工作

重要补充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新建议，等等。这些都源于吴先生对世情、国情、民情、

社情的深刻认识，国家需求的战略思考，以及服务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担当。吴先生坚守“真正的思

想家、科学家是为人类服务，同时也为真理服务”的信条，牢记“科学院是服务行业”“为人民大

众索取更多的自然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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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历史责任。

第二，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运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观点和方法研究复杂生态系统的

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关系以及时空动态变化，提出野外和室内相配合、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多学科交叉和合作的现代植物学发展方向。

吴先生不止一次地坦言：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与大规模考察中，理论联系实际，逐渐形

成生态系统的初步轮廓，以及作为第一性的植物与土壤、气候等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并致

力于理解和阐述各要素相互关系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的建设工作。客观世界中存在普遍联系和永

恒发展的辩证观点是指导先生在科研中不断创新，“终有所得”的制胜法宝、“敲门砖”或“金钥

匙”。吴先生曾回忆：他从联系普遍性这一辩证观点认识到生物的系统发育深受地球发生、发展的

制约，地球演化的规律由深受天体演化规律的制约；认识到生物系统从一开始就形成绿色植物、动

物和广义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吴先生提出：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宏观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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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各种研究层次相互承接和交叉。……要坚持多学

科、多兵种、多方面协同作战，把生物多样性的宏观研究和物种的中观研究与遗传育种等微观研究

三方面紧密联系起来，选择一些关键地区密切结合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做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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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研究创新和对社会经济战两个方面都有所贡献。

第三，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地理学，创立三维

节律演化和生物类群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新理论，提出在我国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

护协调微观改造和宏观工程相结合的新思路。

吴先生通过运用对立统一这一辩证观点，在理解和阐述植物地理学，特别是巧妙利用绝对与相

对、现实与可能、必然与偶然等具体范畴方面分析各类地理成分方面有了新发展、取得新成绩，如

连续分布与间断分布，新特有与古特有等，进而发展了系统发育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

和区系发生和发展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初步创立了有关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世界科属区系的发生和

发展、中国植物区系的特征及演化等方面的东方人的认识系统。

认识到遗传与环境是生物进化的矛盾，进化的动力是地球上已有各类群自身运动，矛盾的解决

而不断爆发式上升的，吴先生据此创立了三维节律演化和生物类群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理论，

也是他运用辩证法分析生物进化的“一己之得”吧。

在科学分析中，吴先生很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如分析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者关系，他指

出绿色高等植物具有主导地位。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协调中，核心是协调人与绿色高等植物的相互关

系。人类必须合理利用这第一性生产者，保护其不断增殖能力和种质资源，充分尊重和发挥绿色高

等植物在一切生态系统中起协调作用，才是抓到主要矛盾，才有可能实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和“天人合一”之境界。

第四，要学习吴征镒院士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观点，学习他自强不息、锐意

进取、敢于创新的坚定信念和强大自信，学习他不迷信权威、不迷信自己、“尤爱真理”的求真务

实的科研态度。

吴先生曾直言不讳地告诫我们：科学院应是一大群永远不懈的求真者，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不可迷信权威、迷信专家、迷信自己，真正做到“吾爱吾师，尤

爱真理”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一点虚假。科研就是去伪存真、去伪求真、去粗取精的过程，

尽管认识方法有差异，认识程度有不同，但务求理论结合实际得到对相对真理的统一认识。吴先生

曾坦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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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

以常进常新；分类学也罢，其他科研活动也罢，其实都有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偏至正中的

过程。这或可以算是吴先生对我等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创新、坚持创新的鼓励和寄

语。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

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当前中科院上下正凝神聚力，为实现“四个率先”奋斗的进程中，重温吴征镒院士的为学之道，具

有其现实意义。

说到唯物辩证法，我（指杨永平）应该是从中学时代的政治课开始入门和学习，但那种不得要

领的死记硬背实在乏善可陈。到昆明后，偶尔听到吴先生谈他运用唯物辩证法为学处事，于是很早

就有要把吴先生此番心得做一系统梳理的冲动，也正好把我那没有学好的政治课补补课，因此，完

成此拙文以了心愿算是必然，但和学习图书情报管理的杨雅同事合作，却是偶然！算是我们文理科

合作的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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