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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推开门，琳琅满目的书籍让本
就不大的办公室显得更加拥挤，桌
上的花草和墙上的合影则平添了
几分家的温馨。这几日，王恩多正
为实验室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而
忙碌。“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代
表整个实验室的水平，因此每篇文
章我都要把关。”

!我爱看书"但很多句子看过

也就没印象了#但我始终记得山东

女词人李清照的那句$ 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 %

童年，王恩多很感激父母对她
的教育方式———顺其自然。每逢儿
童节和她的生日，父母都会准备她
最爱的礼物：书。!"#$年，王恩多
考上了济南一中，那会儿闲暇时，
王恩多最喜欢做的，就是泡在学校
图书馆里。《科学与技术》《知识就
是力量》这两本杂志最让她爱不释

手，也让她意识到“科学能够推动
社会的进步”。

王恩多的身边也有榜样的力
量———在她考入济南一中的那一
年，她的表姨妈、著名植物学家吴
素萱在对葱蒜等鳞茎植物的鳞片
细胞的观察中，发现了细胞核穿壁
运动的现象。王恩多虽然不能理解
姨妈具体做了什么，但一颗向往科
学的种子在她的心田发芽。在一篇
“我最尊敬的人”为题的作文里，王
恩多描绘了她对姨妈所从事工作
的向往。

!我的研究组就像一条赛艇"

我是船长和舵手"负责指引方向和

鼓励大家#可赛艇的快速前进需要

所有划手齐心协力# %

王恩多长期以氨基酰%&'()

合成酶（**'+）和相关 &'() 为研
究对象进行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的

研究。在细胞中这种酶催化产生蛋
白质合成的原料氨基酰%&'()，在
她眼里，小小的 **'+妙不可言。
“某些 **'+有一个‘清除机制’，它
能把错误的氨基酸‘剔除’，尽可能
让细胞内合成蛋白质的原料是正
确的。”在王恩多的口中，复杂的研
究也变得通俗易懂，“如果我们破
坏了某些病原菌的 **'+，那么病
原菌就能被杀死。利用这个原理我
们就能设计新型抗生素。”
这么多年来，王恩多研究的大

方向始终没变，她带领课题组填补
了我国该研究领域的空白，让中国
智慧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不少
国内外团队慕名而来寻求合作。可
谁又能想到，上世纪 ",年代初她
和团队“白手起家”时的惨淡。“要
人没人，要经费没经费。实验室一
周提取的几毫克酶，只够三四次实
验。”王恩多回忆。

-"".年夏天，王恩多被查出

乳腺癌。为了不耽误刚起步的研
究，她在接受完肿瘤切除手术一周
后就出了院。四个月后，她一个人
拖着重重的行李来到位于斯特拉
斯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
国外同行开展前沿的合作研究。为
了不让对方有思想负担，王恩多丝
毫没有流露出病人的迹象，照样像
常人那样用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
做实验。两年后，当这个“秘密”在
一次闲聊时不经意“泄露”时，法国
同行连呼“不可思议”。
回想这段经历，王恩多笑了。

她坦言，生病后没以前那么拼了，
不耽误实验进展的前提下，她在周
末也会休息休息。
大病后，她继续带领她的团队

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建立了有
效的研究体系，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他们出色的研究工作获得了
/,,,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王恩多研究组的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最近，也有高校团队找到
王恩多寻求合作，希望通过小分子
化合物让某些 **'+失去活性，从
而让病原菌死亡。据说，很快将有
好消息传来。“科学家们应该相互
合作，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院士除了自己的科研工作"

还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做好科普"

二是培养好人才#中国科研能力的

提升"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

在王恩多的实验室里，你经常
能看到中学生们稚嫩的脸庞，他们
来自南洋模范中学。平日里，王恩
多会带领科研人员到学校开展科
普讲座，为南洋模范中学的学子带
去前沿科技信息与动态。“我自己
就是在中学阶段树立了投身科学
的梦想。你要成为怎样的人，中学
阶段很重要。”王恩多说，“这些孩
子里只要有一两位有科学梦、坚持
下去，我就很欣慰了。”

王恩多和她的研究生的感情
都特别好，她的手机里，有一个毕
业研究生建起的群。他们有什么
新的项目或科研进展，都会在群
里报喜。“我的科研之路离不开老
一代科学家的培养。我觉得要像
他们对待我一样对待年轻人，尤
其是那些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人。”
王恩多说。在她的心里，学生如同
自己的孩子。王恩多喜欢面对面
同他们交流，教他们如何做学问，
如何做人。
“科学是要人耐得住寂寞的，

要是为了功利，很难将科学问题钻
研下去。”王恩多表示。如今中国的
基础科学设施越来越多、研究经费
越来越多，不少优秀人才也回国发
展，王恩多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
她不忘告诫年轻人，时代在进步，
要多和同时代的人比，要有更高的
目标，实现更多零到一的突破。

本报记者 郜阳

半世纪投身生化基础研究王恩多
斗

她让国际同行连呼“不可思议”

! 王恩多!前排左一"带领研究生

开展实验 采访对象供图

! ! ! ! 0,年前，刘天同从济南市军
管会被抽调随军南下渡江，参加了
接管大上海的工作。在近日由中共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与上海市中共党史
学会联合主办的“新四军与上海”
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离休干部刘
天同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仍是
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特别讲述
了“苏联派遣防空部队来沪驰援，
痛击国民党飞机”的故事。

到 -"1"年底，接收工作告一
段落，上海社会逐步趋向稳定，然
而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不断从沿海
岛上派来飞机骚扰轰炸，炸毁了江
南造船厂。-"$,年 /月 2日，国民
党又派来多架飞机，连续几天轰炸
上海，炸毁了杨树浦发电厂、南市

电厂和闸北水电厂，炸伤炸死市民
-,,,多人，炸毁房屋 -/,,多间，
使上海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工业
生产遭受新的困难。国民党的罪
恶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工人和
民众的愤怒，大家纷纷上街游行
示威，掀起反封锁反轰炸热潮。
“当时我们机关大楼内外都堆满
了防空袭的沙包沙袋，并将重要
档案从外滩办公区域搬到西区淮
海路，一部分人员分散到西区办
公。”刘天同说。

那时，我们的空军防空力量很
薄弱，为了打击国民党飞机的轰
炸，在党中央的要求下，苏联答应
派遣防空部队来驰援。为了迎接苏
联空军的到来，上海紧急组织相关
部门抢修机场、道路等设施，房管
处负责在市郊高炮阵地和住房的
安排，刘天同和一位工程技术人员
分工到颛桥附近，征用了一所私人

别墅。这户业主比较支持，母女俩
住进了边上的老房子，腾空的房子
进行粉刷装修，安装淋浴房和烧俄
罗斯大菜的大灶。房子还未装修
好，苏联防空部队和高射炮已到
达。时值春雨连绵，道路泥泞，高大
的红军战士用人力把高射炮、探照
灯拖到防空阵地。因语言不通，刘
天同唱起了苏联国歌和喀秋莎、共
青团之歌等，大家随即心心相印。
身躯高大的红军战士，高兴得把刘
天同抱了起来。

刘天同高兴地表示，苏联防空
军队来到后，先后打下了好几架国
民党飞机，随着沿海岛屿的解放，
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来了。长江
上的水雷也逐步清除掉，至此，反
封锁反轰炸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
胜利，上海的工业生产也逐渐恢
复，社会生活也走向了正常。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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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上
午，完整讲述上海人民齐心协力解
放上海过程的“遗爱般般在 勿忘缔
造难———庆祝上海解放 0, 周年文
物图片展”，在上海图书馆西区第一
展厅开幕。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指
导，龙华烈士纪念馆、徐汇区文旅局
主办，上海银行协办的此次展览，运
用丰富的史料，完整讲述了上海解
放的整个过程，以及解放后各界群
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克服种种
困难，建设上海、发展上海的历史。
展览通过多样化的叙事和场景复制
来讲述历史，还运用演绎、互动等方
式，让观众参与到历史之中。
展览精选历史文件及馆藏文物

百余件套，包括刊载毛泽东 -"3"年

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
华周刊》创刊号、上海战役前丹阳集
训的多种材料、毛泽东亲自题写报
头的《解放日报》创刊号等，上海进
步民主人士在上海解放前宣传中国
共产党政策的刻印材料、中共上海
地下党员在上海坚持斗争使用的工
具、国民党起义军官与中共方面联
系使用的通讯录以及为解放上海而
牺牲的烈士的书信遗物等。这些泛
黄的纸张、镌刻着历史痕迹的老物
件，成为今天生动的教材。
开幕现场，烈士家属代表胡文

杰烈士之子胡继军、胡文杰烈士之
侄胡科军，向龙华纪念馆捐赠了
文物。曾参加上海战役的上海警
备区原副司令员相守荣在讲话
中，向为上海解放作出卓越贡献
的上海地下党和各界革命志士致以
崇高的敬意。

遗爱般般在 勿忘缔造难
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文物图片展开幕

解放上海的故事

岳阳路 320号，
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
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所在地。王恩多院士实验室
所在的老楼，隐藏在被梧桐树
环绕的小径后。从1965年考
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
究所做研究生，王恩多
已在此耕耘了半个多
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