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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先贤

遗泽绵绵
——————高尚荫百年祭#

#本文主要参考了胡远扬等主编的《高尚荫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撰写本文时，承胡远扬教授、钱新民教授、高东教授提供

宝贵资料，传主贤哲高西玲教授及彭珍荣教授对作者提供了宝贵信息并审阅文稿，在此一并致谢。

高 尚 荫，英 文 名 #$ %&’()’ *&+，

,-"- 年 . 月 . 日生于浙江省嘉善县陶

庄陶 南 滩；,-/- 年 0 月 !0 日 卒 于 武

汉。今年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高尚 荫 ,-,1 年 在 陶 庄 学 校 启 蒙，

后在苏 州 东 吴 大 学 附 中 学 习，,-!1 年

考入 东 吴 大 学，主 修 生 物 学 和 化 学，

,-." 年 毕 业，获 理 学 学 士 学 位。 同 年

入美国佛罗 里 达 州 劳 林 斯 学 院（234)’5
6344787），,-., 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

美国耶 鲁 大 学 研 究 院，,-.9 年 获 博 士

学位，并成为 :)8;& <) 会员。,-.9 年 !
月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事过短期

研究工作，同年 / 月回国，受聘为武汉

大学 教 授。 抗 日 战 争 时 期，随 武 汉 大

学迁往 四 川 乐 山，在 该 校 生 理 实 验 室

任教。,-09 年 高 尚 荫 再 次 赴 美，在 新

泽西州 =>)’?7@3’ 洛氏医学研究所动物

与植物 病 理 系 任 客 座 研 究 员，在 斯 坦

利（A$B $ :@&’47(）实验室中从事病毒学

研究。,-0C 年回国，在武汉大学继续教学和开展病毒学研究工作。,-0- 年后，历任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任、武

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副院长、副校长。,-91 年后曾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中南微生物研究所所

长、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高尚荫在新中国成立前曾

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几届中央委员和参议委员，,-9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尚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生物学科评议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教材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微

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和病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及武汉市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年

被美国劳林斯学院授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在美国南桔城塞顿霍尔大学（:7@3’ #&44 D’)E7>5)@(）被再度授

予 :)8;& <) 荣誉会员称号。他还曾任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湖北省对外友协副会长。

高尚荫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童年时代即在父亲创办的学校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他就读的东吴大学

（今苏州大学前身之一），曾是一所著名大学，主张“中西文艺，并蓄兼输；道契大同，教无畛域：致知格物，学

应时需。”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高尚荫到美国劳林斯学院学习，实际上是进入研究院的预备阶段。由于

他已经有了较丰富的生物学基础，许多课程均免修，因而他选修了多门文科，乃至绘画等课程，居然获得了

文学士学位。一年后即转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在著名原生动物学家 F $ F $ A33G>HII 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

位。在耶鲁的 0 年中，他在从事当时属于前沿课题的《草履虫伸缩泡的生理研究》研究中，经受了严格的科学

研究训练，为他后来取得突出成就奠定了学术基础。,-.9 年应武汉大学之聘，到汤佩松主持的生理实验室

从事教学和研究时，他便成了文理兼通，学贯中西的年轻教授。

学成回国服务，在当时是留学生的通行价值取向。高尚荫的卓越表现，在于他能在任何条件下考虑因

时因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抗日战争时期，武大内迁四川乐山，高尚荫接替因另有任务而离开的汤佩松负责

生理实验室。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高尚荫没有懈怠，除教学外，他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力所能及的研

究工作。在迁川的数年中，高尚荫发表了关于固氮菌的系列研究报告，并有摘要在美国 :?)7’?7 上发表。他

还研究过乐山附近土壤中的原生动物，从大渡河中采集到桃花水母（6>&5J7G&?H5@& 53+7>K))）。,-0" 年，当时的

教育部派员视察武大时，曾特别提到高尚荫，说他是不多见的仍在从事“土壤细菌中固氮菌”专题研究的人。

当时正是因青霉素问世而开始的抗生素时代，高尚荫在 ,-09 年出国前曾带领学生王焕葆测定了 .- 种常用

中药对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抑制生长作用。这也许是第一篇关于中药抑制微生物生长的科学实验报告，

0- 卷 C 期 微 生 物 学 报 !""- 年 C 月 0 日



!"#" 年发表在美国 $%&’(%’ 上。作为讲授微生物学的教授，他还发表过诸如“煤中之细菌问题”和“琼脂为细

菌培养基之故事”等文献综述，说明他始终在从并不丰富的新到期刊中注意着学科发展动向。

!"#)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夜，高尚荫利用两年学术休假，取道印度第二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他选定在

斯坦利实验室中从事植物病毒学研究，说明了他对学科发展方向的把握。!"*) 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应

该已经注意到斯坦利成功将烟草花叶病毒结晶出来，并且已经认识到他对病毒学，乃至整个生物学的深远

意义。因为战争等各种原因，他从事病毒学研究的愿望在十年后才得以实现。!"#+ 年斯坦利荣获诺贝尔化

学奖，他在同一个实验室与得主共同分享过欢乐，更用”土耳其烟草和福录草中两株烟草花叶病毒的比较研

究”和“从土耳其烟草汁渣和叶渣中获得的两株烟草 花 叶 病 毒 的 比 较 研 究”两 篇 阐 明 病 毒 本 质 的 高 水 平 论

文，轰开了自己此后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道路。!"#, 年冬，高尚荫回到武大，在内战正酣的时期，他争取到一

万美元的科研经 费，创 建 了 我 国 第 一 个 病 毒 学 研 究 室。他 曾 经 给 美 国 著 名 无 脊 椎 动 物 学 家 索 恩 本 （-./%0
12.32( $2((’42.(，!"5)—!"6!）写信说，他越来越热衷于微生物学和病毒学了。的确，在以后的 #5 年中，高尚

荫将精力集中到了病毒学，特别是昆虫病毒，他是我国昆虫病毒学的主要奠基人。

!"#" 年和 !")! 年先后发表的“在鸭胚中培养流感病毒”和“用瑞典角式离心机浓缩与精练新城病毒”两

篇重要的研究报告，正是该研究室的第一批成果。它们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尚荫在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下

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奠定了基础。75 世纪 )5 年代，高尚荫 !")) 年编著的《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一书中，在

引用国外资料的同时，也补充了许多自己的研究成果。关于高尚荫对昆虫病毒学的贡献，已经有不少资料，

本文不拟重复。应该补充的是，由于高尚荫的昆虫细胞培养先驱性的工作，755# 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离

体生物学世界会议上，他被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755+ 年 6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九届国

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和微生物防治研讨会（第 *" 届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会年会，第八届国际苏云金芽胞

杆菌研讨会）上，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学会主席、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病毒学实验室主任 89:3 1 ; <=/> 教授作

“奠基人讲座（755+ ?29(@’.A: B’%39.’）”专题报告，会后又在《无脊椎动物病理学杂志》（第 "# 卷 !)7 C !+5 页，

755, 年）上发表了介绍高尚荫生平的长篇文章。文章突出介绍了他在昆虫细胞培养和昆虫病毒学方面的开

创性工作，更强调了高尚荫的宝贵遗产在中国几代人中的继承和发展，他甚至认为在武汉病毒所收藏的昆

虫病毒“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收藏”。中国现代科学家中享有这样高的学术荣誉的，实不多见。

高尚荫是位卓越的科学管理者，作为一位一生以推进科学发展为使命的进步科学家，新中国的成立为

他带来了无限的憧憬。从 人 民 政 权 在 武 汉 建 立 之 初，他 就 积 极 参 加 新 中 国 科 学 事 业 的 建 设。武 汉 解 放 之

初，他是武汉地区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的 * 位代表之一，!")! 年他被特邀列席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他作为科学家进入学校党委会，虽然

有时会占去较多的科学研究时间，但显然有助于他领导的研究机构的发展。!")+ 年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

个微生物学研究机构———武汉微生物研究室，这是武汉大学和华中农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的。他出

席过国家科委 !"+7 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即著名的“广州会议”），参加过编制我国长期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 年任生物组副组长。改革开放之后，他抓紧时机，为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建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殚精竭虑。直到逝世前几个月，他还特地离开疗养院，带病亲自指导申报工作。这

个闻名于世的科研实体，在 非 医 学 病 毒 学 方 面 的 科 研 水 平，始 终 走 在 我 国 前 列。同 时，在 他 的 指 导 和 帮 助

下，武汉大学的微生物学科也被定为我国高校的重点学科。

高尚荫一生始终关注学科发展前沿，甚至临终前的 !"6" 年春天还在阅读新到的国外期刊。75 世纪 ,5
年代基因工程崭露头角，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分子生物学。在他晚年的大量著作中，除病毒学外，他对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将来都有深入的钻研和精辟的论述。!"66 年现代基因工程的开山大师 D/9= E’.F
在给他的信中指出“病毒的扩大研究必然会导致更有趣和重要的突破。”一位垂暮之年的老科学家，在目睹

亲手创建的病毒学研究团队正在蓬勃发展时，无疑会感到十分欣慰。今天，高尚荫亲手培养的几代人和他

们的学生们，无论在基础理论或生产应用方面，都取得了大量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当我们为今天的成就自豪

的同时，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这位远去的创业者。

（青宁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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