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尧版式/潘希 校对/奚敏洁 圆园园7 年 7 月 26 日 星期四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愿圆远员源缘愿3 82614597 耘原皂葬蚤造押news岳stimes.cn
粤源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愿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源缘83 82614597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586 82614588 传真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586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字第 8037 号 零售价院园援8园元 年价院员98 元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我国近现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创始人吴宪博士一家：吴宪（前排右），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的主要
创始人。严彩韵（前排左），吴宪夫人，中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女学者。长子吴瑞博士（左二）
是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名誉教授和北京大学生物系兼职教授，协助国内建立了生物工程技术中心。次子吴应博士

（右二）是化学家。长女吴婉先和次女吴婉莲均为理学硕士。三女吴婉明博士是放射科专家。

观 察

阴本报记者 王丹红

1980 年 3 月，在阔别祖国 31 年后，51
岁的吴瑞带母亲、岳母、姐姐、妹妹和太
太，第一次回到了故乡。“我们在北京和上
海住了一个多月，探望了许多亲朋好友，
那时，我的亲友以及高中和大学时代的许
多同学都有了正值大学年龄的孩子，他们
最大的愿望是送孩子到国外学习。”

这一次，吴瑞帮自己亲戚的一个孩子
申请到康奈尔大学学习，为她交了学费，
并让她住在自己家里。但是他想：“我能帮
助一两个学生，但帮不了 50 个、100 个学
生。如果启动一个项目，就能帮助更多的
学生来美国学习，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并
且很有帮助的事。”作为康奈尔大学的分
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吴瑞想帮助更多
生物化学专业的优秀中国青年到美国接
受博士训练。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在美国
接受的研究生和博士训练，他们相信这种
训练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家学渊源

吴瑞的父亲吴宪是中国第一代生物
化学家。吴宪 1910 年考取庚子赔款，1911
年赴美国留学，1916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
院化学学士学位，1919 年获得哈佛大学
医 学 院 生 物 化 学 博 士 学 位 ，1920 年 至
1941 年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系
教授和主任。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讲席
教授饶毅在《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
峻的挑战》一文中评价：“奠定中国生命科
学研究的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协和医学
院生理系的林可胜和生化系的吴宪，他们
不仅自己有出色的研究，而且培养和带领
了其他研究者。”

吴宪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生化系，首次在世界上提出了蛋白质变性
机理，并开辟了营养研究领域。这两项研
究中都有过一位女士的贡献，她就是吴宪
在协和医科大学创办生化系初期的合作
者和终身伴侣严彩韵。

严彩韵是中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
究的女学者。她 1921 年获金陵女大学士
学位后自费赴美留学，1923 年 5 月获哥
伦比亚大学营养学硕士学位，6 月启程回
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助教，1924
年 12 月与吴宪在上海结婚。1949 年初到
美国后，她曾先后应聘担任亚拉巴马医学
院生物化学研究助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食品保藏部技术副教授。1964 年，她到新
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营养研究所工
作，为该所建起一个新图书馆，1971 年从
该所退休后，又应聘任纽约圣路加医院中
心医学部营养及代谢组顾问，为中心收集
了 5000 种有价值的期刊，筹建了图书馆，
为该代谢中心闻名美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彩韵 80 岁生日时，我国著名科学
家、教育家冯德培、周启源、刘思职、吴贻
芳等和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均发去贺函，

对这位在中美两国生物化学和营养学领
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女科学家表示祝贺。

吴瑞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两位姐
姐，一位妹妹和一位弟弟。1949 年 1 月，吴
瑞随家人到美国。他说：“我很幸运有机会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所以，我希望更多
的中国学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子承父业

十年“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严
重的人才断层现象。1978 年，邓小平提出，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国家要大
批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但在当时，落实
这项指示存在很多困难。首先因为长期封
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缺
乏了解，不知道往哪里派人；其次，也不知
道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是否愿意接收中
国学生。

1981 年初，偶然而又十分幸运地，吴
瑞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启
动 了 中 美 联 合 招 考 物 理 研 究 生 项 目
(CUSBEA)，这个项目帮助中国物理学专
业大学生得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立
即与李政道联系，探询启动类似项目、帮
助生物学学生到美国学习的可能性。李政
道很欣赏这个想法，并与中国高层官员联
络，最终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
目(CUSBEA)的诞生。

“CUSBEA 的目的是打开美国大学接
受中国研究生的大门。”吴瑞说：“1981 年
时，由于中美之间有 30 年的隔离，GRE
和 TOFFL 考试尚未在中国展开，美国大
学的招生委员会没有可靠的方法来评估

中国学生的质量，因此，绝大多数美国大
学都不愿意接收中国学生。”

“当时，中国教育部计划每年派遣 30
名生物学学生到国外学习，但我认为其中
可能只有 10 名学生能够被美国大学录
取，这个数字太小了。因此，我建议教育部
将名额从 30 个增加到 300 个，这样，可能
就有 100 名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最后，
经过与教育部多次协商，CUSBEA 项目的
名额确定为每年最多 60 名。”

还有一个情况是，当时教育部已经有
了选拔出国留学人员的学生考试方案。

“我认为这套考试方案可能行不通，因为
考卷是用中文命题和回答的，而且没有面
试。”吴瑞说：“我了解美国大学，因此我提
出了一个对美国大学来说更可靠、更可行
和更有意义的方案，这套方案包括用英文
命题、答卷，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大学，还有
代替 TOFEL 的英语考试。考试成绩好的
学生再进行面试，我每年邀请美国大学的
两名教授到中国对通过笔试的学生进行
面试，这样，美国大学就愿意接收中国学
生了。”

幸运的是，在经过 3 次长篇通信和 1
次长途电话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黄辛
白终于同意接受吴瑞的考试和面试方案。
在 CUSBEA 项目 25 周年庆祝会上，吴瑞
说：“我很高兴，黄部长是如此的通情达
理，愿意尝试一套新系统，CUSBEA 项目
的成功离不开他的贡献，我向他再次表示
感谢!”

在各方的努力下，CUSBEA 成为国家
公派留学项目，由中国教育部主持、北京
大学时任校长的张龙翔和北京大学生物

系教授顾孝诚任中方协调人。学生则是
从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农业部的各自
所属单位当年录取的研究生中择优推
荐，参加由美国专家命题的生物化学和
分子生物学考试，中方专家负责阅卷排
名，美国专家面试，最后由参加 CUSBEA
项目的美国大学分别录取。中山大学
GELC 中心负责对候选学生进行出国前
的英语培训。

打开一扇门

20 世纪 80 年代，每所美国大学的报
名费在 50 美元左右，当时的中国学生每
人平均要申请 4 所大学，这笔费用对他们
来说太昂贵了。吴瑞致信美国大学，建议
免去中国学生的报名费；当学生们被录取
后，他又建议美国大学免去学生们的学
费；之后，考虑到公派学生的生活费不高，
他再次建议美国大学为 CUSBEA 学生支
付生活费。

绝大多数大学同意了吴瑞的建议，因
为他们相信按照 CUSBEA 方法遴选出的
学生质量应该是相当好的。

可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和教授们愿
意这样帮助中国学生呢？

吴瑞说：“美国的大学以教授为主，教
授们需要好学生做实验、发表好文章，他
们并不在乎学生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只
要学生质量好就能被训练出来，这是双赢
的。还有一点，学生们学的是科学，科学不
分国界，属于世界，因此在科学的范畴，学
生是世界公民，他们作出的贡献也属于世
界，虽然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

“美国有 70 多所大学接收 CUSBEA
学生，平均每所大学每年接收一名或两名
学生，这样的负担不是很重。”

从 1981 年首次招生、1982 年首次派
遣，到 1989 年最后一次派遣，CUSBEA 项
目历经 8 届，共计 422 人赴美国 70 多所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为了解 CUSBEA 学生在美国大学的
表现，1983 年 7 月，吴瑞自己设计了一套
表格，致信所有招收 CUSBEA 学生的大
学联络人，结果，大多数学校都很满意；
1984 年 7 月，他作了同样的调查，结果也
是一样的。

参加 CUSBEA 的 学 子 们 向 美 国 大
学证明，中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吴瑞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
有许多的优秀生物学学生希望到美国深
造，CUSBEA 的名额已经满足不了这种
需求。幸运的是，1982 年、1983 年到美国
大学学习的 CUSBEA 学生表现非常突
出，美国的大学开始注意并欣赏中国高
质量的学生，结果，从 1984 年开始，越来
越多自己申请的中国学生被美国大学录
取了。换句话说，CUSBEA 项目成功打开
了一扇鼓励美国大学接收中国学生的大
门。”

25 年后的今天，许多 CUSBEA 学生
已经成为各自所在学术领域的主流学者。
比如，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王晓东
1985 年考取 CUSBEA 项目，如今他是美
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霍华
德·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并在 2004 年当
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第一位 1949 年
以后在中国大陆受大学教育并当选美国

科学院院士的华裔科学家。CUSBEA 项目
首批学生袁钧英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有
许多人进入生物技术领域，成为制药业的
骨干或领导，许多人正以不拘一格的形式
推动国内的科学教育事业，促进中美学术
与产业的合作。

“希望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7 月 21 日，CUSBEA 项目 25 周年庆
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50 多名 CUSBEA
学生和 100 多位自 1984 年起自费出国的
学生们欢聚一堂。吴瑞说：“他们今天的
成就很好，我的期望实现了。人才是长
久的事，中国有一句古话‘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在 25 年的时间里，我做的这
件事得到一些结果，这是我一生中可以
骄傲的事，希望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吴虹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
子和医学药理系学教授，1984 年，她作
为 CUSBEA 的第三批学生赴美国哈佛
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在 CUS-
BEA 项目 25 周年庆祝会上说：“吴先生
在 1981 年 3 月 24 日 提 出 CUSBEA 项
目的建议，1981 年 10 月 4 日，教育部就
正式宣布了 CUSBEA 项目的选拔考试，
从建议到实施只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
间。在当年的中国，这样的速度付出多
少人的艰辛努力！”

刘劲松 1983 年入选 CUSBEA 项目，
现在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病理学系教授，
他说：“谢谢吴先生，谢谢 CUSPEA 项目，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为表彰吴瑞在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物
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他在中美学
生交流项目中的领导作用，1997 年，新
加 坡 分 子 生 物 学 研 究 所 所 长 邓 兆 生

（Christopher Tang ） 博士提议设立吴瑞
基金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在美华人学
者的积极响应。 1998 年 2 月，“吴瑞协
会”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
该协会在华人生物学家中的影响越来越
广泛。为此，“吴瑞协会”2004 年更名为

“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成为代表北美及
其他地区 3000 多名华人生物学精英的
专业组织。

7 月 22 日至 25 日，第五届华人生
物学家协会年会及 2007 年生命科学前
沿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来
自北美的 160 多位生物学家和国内 70
多位专家、近 400 位研究生参加会议。现
任会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席教授施
一公博士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使命，
是为华人生物学家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搭建海外与中国生命科学交流与合作
的桥梁，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

谈到对中国未来生物医学事业的希
望，吴瑞说：“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的 25
年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将继续做得更好，
将会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

阴饶毅
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讲席教授

最近接触到早已发黄的老杂志《中国
生理学杂志》，浏览其中的作者和文章，心
中生出许多感慨。记录这本杂志的盛衰，
以及它和协和医学院的密切关系，也许对
史学家日后研究 20 世纪中国生物学和医
学的起步不无参考作用。

《中国生理学杂志》 于 1927 年创刊，
至 1950 年停刊，其间共出版了 17 卷：
1927 至 1940 年出第 1 至 15 卷。1941 到
1948 年合出第 16 卷，1949 和 1950 年合
出第 17 卷。这一出版情况，简单明确地反
映了中国社会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剧烈动
荡。在当年，这本杂志对中国的生物学和
医学研究是很重要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图书馆收藏了两种在那一时期由中国出
版而又在国际上发行的生物医学杂志，一
本是 《中华医学杂志》，另一本就是全部
17 卷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了。

《中华医学杂志》由在华传教士医学
会出版，创刊年代早于《中国生理学杂志》，
内容则以临床医学为主。最常见的文章是
病例报告，这在当时很重要和有用。

至于 1927 年创刊的 《中国生理学杂

志》则是研究性的学报，它由林可胜、安尔
（H. G．Earle）、伊博恩(B．E. Read)和吴
宪等共同主编。他们 4 位，除安尔在香港
以外，其他 3 位都任教于北京协和医学
院。这所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
efeller Foundation）创办的学校，与大部分
西方在中国办的学校有一个不同：它在早
期虽然与教会有关，但后来却并非由教会
资助或主办，而且特别注重研究工作。通
过《中国生理学杂志》，我们可以立即见到
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医学发展的重大
贡献，因为杂志的 3 位创办者林可胜、伊
博恩和吴宪分别为该院生理学系、药物学
系和生物化学系的系主任。

杂志的内容包含生物学、基础医学、
临床前医学甚至临床医学研究。这种覆盖
面，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创办者一开始就不拘限于

“生理学”一门学科有关。所以，有关生物
化学、药理学、营养学、病理学、生理心理
学、药物学等的讨论从开始就在杂志中出
现；一些与临床医学有关又有实验研究的
课题，也常被刊载。事实上，该杂志兼容了
当时的实验生物学和实验医学两个领域
中的大部分学科。

这本杂志刊载的文章均以英文发表

兼附中文摘要，水平极高，某些方面更达世
界一流水平，这是以后好些同类中文刊物
不能相比的。举例来说，生物化学家吴宪和
他的同事（包括吴夫人严彩韵）自上世纪
20 年代起所发表的一系列蛋白质变性的
文章，对该领域有重要贡献。这些文章除了
两篇在日本和美国生物化学杂志发表外，
其他就都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此
外，林可胜的学生、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起，在这本杂志上连续
发表了 26 篇有关神经肌接头的论文，推动
了神经生物学在 3 个方面的前沿研究。因
此。当时在澳大利亚、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
英国生理学家埃科斯（J. Eccles）就常常等
着看《中国生理学杂志》，为的是要知道冯
德培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发表。

这本杂志所形成的风格、所建立的标
准，对中国实验生物学和实验医学的发展
是有很大影响的。它的编辑和作者分布于
生物学和医学的各个领域，例如林可胜是
生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奠基者，他还创立了
国防医学院（现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
在他和《中国生理学杂志》培育下成长的
年轻学者冯德培，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的开创者。和他同时的吴宪也有杰出的科
学贡献（哈佛医学院的 Folin-Wu 学术报

告厅就是以他命名），并直接培育了不少
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的儿子吴瑞（Ray
Wu）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组织的“分子生物学联合
招考”（CUSBEA），又为培养新一代中国
生物学家起了作用。

在临床医学科学家中，林巧稚早期随
伊博恩作过麻醉药物作用的研究，成果亦
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她以后在妇
产科的贡献，已为人熟知。内科学的张孝
骞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受过良好医学教育，
对中国消化内科学的发展曾有重要贡献。
他在协和的科学研究训练以及为《中国生
理学杂志》之类刊物撰写论文的经验，对他
成为医学科学家是有重大影响的。

《中国生理学杂志》后来变成两本刊
物，一本是在台湾出版并沿用同一名称的
杂志，另一本则是大陆从 1952 年起出版
的《生理学杂志》，它翌年即被迫更名为

《生理学报》，但在主编冯德培的坚持下，
加上了一个小字号的副标题：继续《中国
生理学杂志》。这两本刊物至今仍在出版，
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保持原水平。

从《中国生理学杂志》的成长和遭遇，
可以体会到中国科学发展的曲折和困难，
但更可以见到它的顽强生命力。

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创始人吴瑞：

野这是我一生中可以骄傲的事冶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吴瑞立即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
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技人才。为此，他向美国近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说服它们接受中国留学生，最
终促成“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的实施。

从 1981 年开始实施到 1989 年结束，CUSBEA 项目连续 8 年派出 422 人，如今，许多当时的学子已成为当今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
家，他们为促进中美学术交流、促进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 年 7 月 21 日，CUSBEA 项目 25 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7 月 24 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及 2007
年生命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授予吴瑞“终身成就奖”，表彰他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在北京期间，吴瑞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生理学杂志》：

中国生理学与医学发展的一个侧影

2007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大
学举行的 CUSBEA 项目 25 周年庆
祝会上，吴瑞与 CUSBEA 学者亲切
交谈。

本报记者 何姣 / 摄影

“谢谢你，改变了我一生的 CUSBEA！”

1983 年，作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
（图一），刘劲松被推荐参加当年的 CUSBEA
考试（图二是他当年的准考证）。他向 CUSBEA
的前辈施阳询问如何才能考好，“施阳给了我
动力”（图三是他在大学宿舍里准备 CUSBEA
考试时的情形）。后来，他考取 CUSBEA 项目。

如今，刘劲松已成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病
理学系教授、临床病理学家（图四）。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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