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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星耀科峰

光辉的科峰之路展示了科学的庄严，人心的伟大。仰慕他们栉风沐雨，裁云镂

月，勇攀科峰的雄姿；歆羡他们 “当为天下重”的纯美心像，走近他们，了解他们，

学习他们，我们的生命里多了一份神秘的感召。聆听科峰上朗朗的笑声，那种天人

不息之道、岁月代谢之美的感悟将会不断唤醒我们前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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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雨一路歌———周泽奇
陈国勇　周乐平　刘传祥

周泽奇

周泽奇是从沅江边远小镇南大走出的著名科

学家，他一路风雨，走出泥泞的田间小道，翻越

坎坷的南大堤坝，跨过奔腾怒吼的长江黄河，终

于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追寻到了属于他的那

片天地，奏响了高亢激昂的人生之歌。

自古男儿当自强

周泽奇六岁丧父，七岁时母亲改嫁。周泽奇

随年迈的祖父母跟叔叔一家生活。当时叔叔多

病，一家七口人挤在三间低矮的茅屋里。他家人

多劳少，是生产队里亏钱最多的 “倒欠户”。他上小学时，书杂费全是奶奶

乞求亲朋好友资助的；他上中学时，常常是一个红薯代替午饭……最让他

揪心的是，祖父去世，家里竟无钱下葬，最后幸亏众亲友的帮助才使老人

入土为安。

他的童年，虽然痛失父母的关爱，饱受饥寒的煎熬，但他从小天资聪

颖，悟性极高，什么生字、难词一听就懂，什么数学难题一教就会，因而

深得老师的悉心呵护。一位语文老师特意教他吟诵唐代诗人李咸用的 《送

人》诗，他立即将诗中的名句 “自古男儿当自强”写在课本上，贴在卧室

的墙上，作为自强自立的人生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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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学阶段，正值 “文革”之时，初中毕业后，他只得辍学在家。

当时，“红卫兵”到处游行，八方串联，一心想读书的周泽奇却蛰居家中，

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闭门读书。没有教材，就读 “老三篇”和毛泽东

诗词。后来不知从哪里借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他如获至宝，通读了四

五遍还舍不得还，直到背得差不多了才恋恋不舍地还给人家。

１９６９年春，周泽奇由大队推荐进入沅江四中读高中。他那朴实无华、

开朗乐观的气质，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天资聪敏、才思过人的睿

智，深得老师的青睐。两年制高中毕业后，面临失学，正当他为前途而彷

徨时，喜得杨伯勋等老师的极力推荐，他被荣幸地选送到县师训班学习。

在师训班学习期间，他演讲口才出众，写作能力出色，备受班主任龙

新生老师的器重。１９７２年清明节，师训班全体学员到团山八斗丘为烈士扫

墓，他满怀激情写了一篇 《在烈士墓前》的祭文，龙老师阅后大加赞许，

并将其文稿推荐给县革委宣传部。结业分配工作时，周泽奇到县革委当上

了通讯员，后来又当了秘书。

１９７５年，是周泽奇终身难忘的一年。由于他工作上有突出成绩，本人

又有求学的迫切要求，这年秋天，县革委推荐他作为全县工农兵的优秀代

表，搭上了 “工农兵大学生”的末班车，来到了武汉大学生物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泽奇走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

开始了他人生旅程的一次崭新的蜕变。

磨剑十年露锋芒

到武汉大学报到后，周泽奇被送到武汉大学沙洋分校学习植物遗传学

专业。那时班上只有２０位同学，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

标，想把国家的遗传工程事业做大做强。在风沙漫天的沙洋，他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顶着 “文革逆流”的压力，开始了遗传学、胚胎学等十几门课

程的实验训练和杂交水稻的田间试验。周泽奇在这种学习氛围浓厚的环境

中萌生了做一名优秀科学家的理想。

在读大三那年，周泽奇在杂交水稻课题研究组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一

年多田间观察研究和实验室试验，写出了一篇杂交水稻的高产与光合作用

高效的相关性研究论文，于１９７８年发表在当时中国的权威科技杂志 《植物

学学报》上，初露了他研究杂交水稻生物遗传工程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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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 “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率先招收

研究生。周泽奇激动不已，报名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入学考

试。因受 “文革”影响，当时他所学专业的基础并不牢固，加之辅导备考

的几本专业参考书在武汉大学竟然只有一套，而武汉大学报考此专业的师

生有好几名，只得轮流阅读。１９７８年的寒假，周泽奇放弃了回家探望老奶

奶的机会，孤身一人在武汉珞珈山潜心攻读。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午夜才

睡觉。饿了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饭，困了到厕所冲一个冷水澡提神。校

园晚上经常停电，他就站在学校路灯下读书。寒天冻得手脚生了冻疮。在

这种朝乾夕惕求学精神的支撑下，他于１９７８年４月通过了在武汉区的第一

轮笔试统考。７月接到去中国科学院遗传系参加复试与面试的通知。接通

知后，别人为他高兴，可周泽奇高兴不起来，因为手头拮据，付不起去北

京的考试费用。系主任肖翊华教授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校领导反映情况，

请求学校资助。这样，他获得了武汉大学的资助，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征程。

他的复试和面试都非常成功，在３８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同年８月，他

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的导师那年就只招收了他这

位开门弟子。１０月初赶到北京开始了他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

他步入学校第二年就在导师的支持下，确定了他的研究课题。当时选

择的课题是对中国西藏高原起源的野生二棱大麦的遗传学研究。他做了大

量的田间生态观察，远源杂交遗传工程试验，及实验室的生物化学和细胞

核型的研究。１９８０年，他在全国著名的 《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

文，这在研究生院的在读研究生当中还是首例。

在读研的三年期间，他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写出了三篇高水平的

学术论文，相继在 《遗传学报》《中国农业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１９８２

年，他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评为 “新长征突击手”，后经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推荐，被团中央授予 “全国学雷锋先进青年”的光荣称号。五四青年

节，他的名字登上了 《人民日报》刊登的先进青年光荣榜，同时他被邀请

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座谈，并受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

人的接见。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４年，他从事大麦遗传工程和大豆基因工程的研究，获得

丰硕的科研成果，撰写了１０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相继在 《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等国内一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他获得了省级科研成果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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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科学进步三等奖。

直挂云帆济沧海

１９８３年冬，他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黄籍老师和一些出国同学的鼓励

下，申请去美国留学。１９８４年春天，他获得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入学录取通

知书，最后他选择了给他全额奖学金资助的美国俄亥俄大学。同年９月，

周泽奇带着两件行李，飞越太平洋，开始了他在美国的博士生涯。

初到美国，面临三关：语言关、生活关和文化关。出国前虽然通过了

英文考试，但英文水平还是达不到在美国生活学习的要求，尤其是口语与

听力。开始听课做不好笔记，对话交流只得放慢语速。经过一段时间的强

化训练后才慢慢适应了那里的语言环境。美国人的饮食起居与中国人迥然

不同，经过磨炼，很快过了生活关。最难过的是文化关，因为对西方文化

学习和了解甚少，很难融入到美国文化中去，这就需要一个长期磨合和持

久深入交流的过程。

１９８５年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进入了博士课题研究。他只花了３个月

时间，就提交了博士课题的设计报告，并在博士生导师Ｊｏｈ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博士

的精心指导下，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课题的开题报告。１９８８年春，他经过自

己的不断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课题的研究，写出了近２００页的英文博

士论文，还与导师一起合写了两篇论文，先后在美国著名的 《植物科学》

杂志上发表。１９８８年５月下旬，周泽奇在俄亥俄大学召开的分子与细胞生

物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全体专家的高度评价，并获得

了全场报告会Ａ＋的最高得分。同年６月成功通过论文答辩，获得５位答辩

评委的一致好评。他的科研成果当年被推荐到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植物科学

年会上交流，并在俄亥俄大学科研走廊进行了展示。

１９８８年春天，周泽奇开始向美国各名校申请博士后。由于他的博士论

文成果突出，５月底就收到很多名校的录用函，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医

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和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经过慎重考虑，他选

择了塔夫茨圣伊丽莎白医学院，开始做博士后研究课题。当时的课题主要

是用单克隆抗体为探针研究定量ＥＬＩＳＡ检测技术，定量检测镰型贫血症病

人血液中的生物标记蛋白质含量，为医生用药提供诊断依据。在一年半的

时间内，他成功地完成了此课题的生物标记蛋白质的研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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