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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初版序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科学院已经走过

60 年的光辉历程。60 年来，科学家们为了国家的繁荣

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与祖国风雨同舟，忧乐与共，付

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一大批在海外工作的科学

家，就响应祖国的召唤，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地踏

上回国的征途，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用满

腔热血铸就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科技战线又涌现了无数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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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锐意创新，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

60 年来，在科技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杰出人

物，留下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历史将永远铭记几代

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学习

他们的高尚品德，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对实现我国新

时期的战略发展目标，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

观，鼓舞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在迎接中国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之际，出版

这本记录和展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科学人生

的书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该书集中塑造了 10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光辉形象。这些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是我国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在他们

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创新

开拓、团结协作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科学民

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在数

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技发展、社会

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为国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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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颂扬时代精神，弘

扬主旋律，用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引

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学艺术工作者承担着重要责任。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院曾经组织一些作家走进中

国科学院，与科学家广交朋友，写出了一批包括《哥德

巴赫猜想》《小木屋》《地质之光》在内的有着广泛影响

的作品，引导许多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至今，这些作

品还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赞赏作家们为此所作出的

努力。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科技领域是一个广

阔的天地，这里有着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热诚欢迎文

学艺术家将笔触伸入科技领域，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

述科学，讴歌科学，展现科学人生，为社会提供我们这

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我们的时代需要科学与艺术的融合，需要大力弘

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我坚信，只要加强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 只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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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 只要不断加强公众对科技的理解; 只要科技工

作者和社会各界共同携手，充分合作，我们就一定能实

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持续发展，建设创新型

的国家，一定能共铸中国科技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并且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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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再版前言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奖项。

该奖项自 2000 年设立以来，共有 18 位科学家获得这

一殊荣。这些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是我国科技战线上的

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创新开拓、团结协作的时代精神，体现了

科学民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以及高尚品德和人格

魅力。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

技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

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

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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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颂扬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用科学家的感人

事迹和高尚情操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2009 年，在中

国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国家荣

誉———记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一书。该书由十篇

报告文学组成，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作家撰写，记录了当

时十位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他们的

巨大成就、弘扬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塑造出

一个个鲜活生动、可亲可敬的大师形象。此书是国内

首部以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集。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自为该书作序。书出版

后，社会反响良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媒体的广泛

关注，被列入江西省“2011 年暑期一本好书”项目，赢

得了学校师生的广泛赞誉，对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志成为全面发展人才具有

深刻的教育意义。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对该书进行再版。为了

方便中小学生阅读，这次再版，我们在书的形式上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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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变动，将书中的十篇报告文学分成单册，开本由大

变小，字号由小变大，风格更加轻灵活泼。十本小册子

组成一套“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丛书”，希望得到小读者

们的喜爱。

原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

的关心与支持，对此，原书后记中已作了说明。这次再

版，特意将原书的后记以及主编郭曰方专为原书撰写

的长诗《放歌共和国科学之旅》附在后面，以再一次表

达对他们的谢意。

30 多年前，《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地质之

光》等以科学家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名篇，引导许

多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充分证明，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和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有着无穷的力量。我们期待，这

套小丛书能够再次点燃崇尚科学、献身科学的热潮，引

导新一代青少年步入科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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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子

吴孟超爱穿军装，三年前在人民大会堂

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合影时，就是一身戎装。

他从胡锦涛手中接过 2005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证书，心情格外激动。他知道这次

颁奖的意义: 自 2000 年设奖以来，首次把这

样重大的奖项颁发给肝胆外科的临床医学

家。他兴奋，以前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得到国

家的认可;他沉重，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疾病困扰着人类。21 世纪的医疗重点是

要在世界上攻克癌症这个难关。世界的顽症

也在我国肆虐，患者呈不同的趋势:癌症多在

农村，结核病多发于城市。河南、广西、福建、

江浙一带都是肝癌的高发区。我国肝癌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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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占世界的 50%以上，每年至少有 30 万人

死于肝癌，新发肝癌约 36 万人，居世界之首。

此外，我国还有 1. 2 亿肝炎病毒携带者。专

门从事肝癌治疗的吴孟超，知道肩上的分量

有多重，知道事业并没完成，需要几代人继续

下去。

中国人民的健康牵动着党中央。肝病的

防治，仅乙肝一项已经投入了几十亿元。吴

孟超在登上领奖台的时刻，藏了一个鲜为人

知的秘密: 他的衣袋里装着一份联合了 7 名

院士签名的《报告》。他有一个宏伟的设想:

成立肝癌研究中心，形成全国肝癌的科研机

制，提高肝癌的治疗水平，降低发病率。主席

台上坐着中央政治局 9 位常委。他准备在适

当的时机交给温家宝总理，然而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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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结束后，他聆听着胡锦涛主席题为《坚持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越是兴奋越为没能给

出那份《报告》而遗憾。

人们喜欢把吴孟超誉为中国肝脏外科的

创始人和开拓者。他身上的荣誉、头衔、职

务，可以罗列几页纸。这些只是一种象征或

符号，重要的在于吴孟超在长达 50 多年的肝

胆外科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在动手术刀，一

双手曾为 13600 多名肝病患者解除肝胆病痛。

这是多么巨大的群体，排起队来足有 5 里多

长。这里面有多少艰难困阻，个人又经历了

多少曲折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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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福建，闽清。这里山水环绕，景色优美。

闽江水从这里向南流过，清澈明净，因而有了

这个地名。

闽江支流有条溪水叫梅溪，穿过白樟乡

的一个小村子。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社会

动荡，军阀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风光秀丽

的山村被贫困笼罩着。

1922 年农历七月初九，一个男婴降临在

这个小山村，此时正值稻子收割之际，父母便

给这个男婴起名叫吴孟秋，乳名阿秋，希望这

个收获的季节，男孩的诞生能给贫困的家庭

带来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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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家庭的困顿使阿秋营养不良，将近

三岁了，走路还磕磕绊绊，一路歪斜，让大人

揪心。好心的舅舅疼在心里，做完农活经常

到村边的梅溪里去捉田鸡，剥了皮，用树枝穿

成一串带回家，让阿秋的母亲放点儿盐煮着

给阿秋吃。母亲常说: 要不是舅舅，阿秋长不

成这样。后来两个弟弟又相继降生，困难的

日子雪上加霜。活路在哪里?

此时有人介绍说: 可以下南洋，那里有的

是活儿干。

听说有钱挣，可以活命，村里几个人动了

心。父亲也想拼一把。但母亲带着三个孩

子，怎么舍得。

父亲忍痛对母亲说: 不走饿死，走可能有
—5—



条活路，别人能受，咱就能活。一旦站住脚，

就给你来信，带着孩子们去。

母亲满脸泪水领着孩子们到海边送父

亲，望着远去的轮船，茫茫大海，生离死别，不

知今生今世还能否相见。

半年多过去了，父亲终于来了信，让母亲

带着孩子去。母亲与家里人商量，决定带着

阿秋和小弟去找父亲。舅舅到码头送行。5

岁的阿秋拉着舅舅的手，难舍难分。航行开

始了。货仓里又热又闷又脏又臭，整整熬了

38 天。

一天早晨，轮船到了北婆罗洲萨拉瓦国

诗巫坡，就是今天马来西亚东北部的沙捞越

诗巫，现译为泗务。母亲抱着弟弟拉着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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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船。码头上迎来了一个男人，扯着嗓子

大声叫喊着母亲和阿秋的名字。母亲泪流满

面应着，拉过阿秋说: 快，快叫爸爸。阿秋怯

生生地躲到母亲身后，看着这个才半年就又

黑又瘦的陌生人，在母亲再三催促下，轻轻吐

出两个字:爸爸。父亲一把抱起阿秋，亲了又

亲。

来到这里，阿秋已经知道替大人干活了。

诗巫当时还是小城镇，靠近赤道，植物生长茂

盛，这里有大规模的橡胶园。来这里的中国

人大多做割胶劳工，福州一带的人居多，爱吃

米粉。阿秋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做米粉。米粉

可以拿到街上卖，剩下的泔水还能喂猪。做

米粉父亲很在行，按下杠杆一样的木槌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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