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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来雪域少人行，只手却将桃李擎。”
扎根西藏 !"年，留下了 #$$$万颗种子、一
片红树林的科学家，冥冥之中，他生前还常
把一句可叹的话挂在嘴边：“假如再给我十
年，再给我二十年，我还要当教授……”

要有!新四不像"精神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

甘于成为奉献者。”“组织的需要第一。”“功
成不必在我。”“干事比名分重要。”“有责
任，我担着。”……这些都是印在同事和学
生心间的钟扬说过的豪言，也被看作是他
的一种人生信条。

!$月 !"日，教育部发布通知，追授钟
扬“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中共上海市
委昨天印发《关于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斯人已逝，风骨
犹存。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品质。作
为扎根中国大地成长起来的一名科学家和
人民教师，他是绝对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
是教书育人好老师的杰出代表，是无私奉
献的党员领导干部，是本市“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熟悉他的人评价说，钟扬之所以让人

感动，就在于他的真实。复旦生命科学学院
院长助理赵斌说，称钟教授是个“段子手”，
一点不假。比如，他会把很深奥的科研项目，
用近乎段子的方式说给同事们听，既通俗易
懂，也深入浅出。还比如，就拿夺走他生命的
车祸来说，其实在西藏期间，钟教授已多次遭
遇车祸，但每次都幸运地躲过了，而且事后他
还每每像讲段子般讲述自己的历险过程。
钟扬能说会道、诙谐睿智，这是众人皆

知的。有人说，只要与他相处超过一个小
时，脑海中便会永远地记住这个人。同事小
如老师说：“钟扬的幽默早已植入他身体的
每一个细胞，任何情况下他的表达都别有趣
味。他不仅给双胞胎孩子用植物命名，还别
致地解释这种命名的意义：一来花花草草
多，植物志那么厚，想重名都难；二来不用动
脑；再者，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风，会给分类
学在社会上带来很大影响。如果让钟扬做
脱口秀主持人，他的收视率一定会很高。”

任文伟老师回忆起十多年前的一幕。
那天，钟扬带大家去校门口一家小饭馆吃
火锅，饭桌上他故事不断、段子不绝。有学
生问如何做科研，钟教授说%第一要有狗一
样的嗅觉，必须知道哪些是科学前沿的问
题，哪些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二是要有兔
子一样的敏捷，想到了好的问题就要马上

动手去做，因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可能全
球有上百个实验室都在研究，如果慢了的
话，就是有再好的想法也会被淘汰，是没有
竞争力的；三是要有牛一样的勤奋；第四点
最重要，就是还要有猪一样的心态，因为在
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失败一直会如影相随，
如果没有猪一样的超脱心态，放下包袱轻
装前进的话，那么科学家多半会郁闷死的。

钟扬认为，这种集狗、兔、牛和猪于一
体的“新四不像精神”，或许正是每一个科
研人员必须孜孜以求的一种探究精神。

奇思妙想探索未知
“酒可以戒，但去西藏却戒不掉。”“援

藏时，每天清晨出门采集种子样本，他总是
只带两个面包、一小包榨菜和一瓶矿泉水，
说这样包里就可以腾出地方多放点样品。”
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说，钟
扬是用生命在诠释一个共产党员究竟该如
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王光明是钟扬的中学校友，他说，读到

过钟扬写的一篇文章《在我失联的日子
里》。钟扬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他 &'岁生
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几块饼干充早餐、自
主招生面试、给小儿子送钱、修改校际合
作协议、参加朋友的生日宴、脑出血中风
急救……王光明说：“这就是一个卓有成就
的科学家的生日啊。”

学生顾卓雅说：“最佩服钟老师的地
方，不仅仅是他在学术和人生上的丰富知
识和经验，还有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对
他人的理解包容。钟老师在学术上有着很
远大的追求和独特的洞察力。他远赴西藏
十多年，忍受着高原反应和病痛，为西藏大
学培养人才，并研究西藏的独特生物。在学
术上，他的思想很开放，绝不拘泥于现有的
研究和既定的思维，不怕研究的课题不保
险，而是勇于探索未知。他对学生的学术指
导不仅有知识传授，更有研究方法的启蒙，
他总是以培养学生自己的能力为出发点，
进行合理的、积极的引导，让学生得到最好
的锻炼。除了是学术上的导师，钟老师对学
生来说更是人生的领路人，他愿意在百忙
中抽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认真地和你讨
论，也很尊重你的想法和选择。平时，他也
从不吝啬和学生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许
多他的学生都很爱和他聊天。”
在茫茫荒原上风餐露宿，只为寻找到

一颗野生的种子；在浦东荒芜的海边，种植
了一片红树，也许要到 !$$年后才能成林
……顾卓雅说：“钟老师希望把科学的种
子、把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下来，默默地
为世界留下更多宝贵的标本，也许在未来

的某一天就可以造福人类。”
陈浩明印象深刻的是，钟扬在科研工

作时思维相当活跃，不时会迸出一些奇思
妙想。“有一次，他问我们大熊猫为什么喜
欢吃竹子。他说这其实跟老虎爱吃肉是一
个道理。为什么吃竹子，因为竹子里面含有
抗抑郁的成分，大熊猫得了抑郁症，整天拉
着个脸。”陈浩明说，怎么验证这个猜想呢？
当钟扬得知大熊猫全基因组的序列测出来
以后，便马上组织大家研究，能不能在大熊
猫的基因组里面发现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基
因突变，结果，经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奋
战，终于验证了这个猜想。

淡薄名利透支生命
不求功名的钟扬，对待学生却是充满

了挚爱。有位学生患了肌无力，走路都很吃
力。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名学生听了钟教授
的植物学讲座，一下子被吸引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给钟老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话：“你来试试。”如
今，这名学生已成为中科院的一名研究人
员。钟扬常对同事们说：“每个学生都有自
己的价值，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掉队。”
钟扬对烹调也很拿手，但他的办公室

里一直存着一箱方便面，工作一忙错过了
吃饭时间，他就冲包方便面。有时一清早约
见学生，他总会备好早餐，让匆忙赶来的学
生先吃完点心再谈学习和工作，每当此时，
他总是乐呵呵地安慰学生：“年轻人嘛，是
要多睡点觉。”
“他的生命肯定是透支的，几乎每天都

要忙到很晚才睡。他说没有办法，就有这么
多的事情等着，因此，他经常半夜一两点钟
还在回邮件。所以，当钟扬去世的消息传出
后，大家把他做过的工作一罗列，惊讶地发
现，他这半辈子足足干了人家三辈子的事
情啊。”妻子张晓艳说。
此外，人们在颂扬钟扬时，几乎都会提

及他身上的一个特别之处———他从事科研
工作，从不追逐功利，更无利益纠结。他永
远扎根在科研一线，直至燃尽自己的生命
之光。正如钟扬自己所说：“一个人的成长不
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在一个适宜生物生
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
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
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
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
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
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
展机遇……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
高山雪莲给我的人生启示，它将激励我毕
生在青藏高原研究之路上攀登。”

复旦大学钟扬教授扎根西藏 !"年!留下了 #$$$万颗种子

“他用半辈子干了别人三辈子的事”
! ! !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
!(日印发《关于追授钟扬
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的决定》。
钟扬，男，汉族，湖南邵

阳人，)*"+ 年 & 月出生，
)**)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系复旦大学党委委
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组织部第六、七、八批
援藏干部，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植
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
学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
究成果。(,)-年 *月 (&日，
钟扬同志在去内蒙古城川
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
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
车祸，不幸逝世，年仅 &.岁。

钟扬同志是深深扎根
祖国大地的人民科学家，是
绝对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
是教书育人好老师的杰出
代表，是无私奉献的党员领导
干部，是本市“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市委决定，追授钟扬同志“上
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决定》号召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兴起向钟扬同志
学习的热潮，要求各级党组
织把学习钟扬同志先进事
迹，作为推动“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带领全体党员、干部以钟扬
同志为榜样，全面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
信”，牢记初心使命、更好履
职担当，努力当好新时代全
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
展先行者，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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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先锋
他有过不少豪言壮语，但有时又是一个风趣的

“段子手”；他爱美食爱烹饪，却又常常以方便面果
腹；有同事和学生说，如果他不搞科研，或许能去当
喜剧演员。这就是钟扬———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

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9月25日，他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
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
世，年仅53岁。

! 野外考察 本版照片由复旦大学提供! 钟扬与学生

! 试种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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