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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艰难

1908 年 2 月 15 日，秦含章出生于江苏省无
锡县张舍镇。由于家贫，曾被过继给姑父杨通观
为养子。后姑母病逝，家道中落，秦含章又回到自
己老家，与兄长等全家人一起生活。跟随父兄读
私塾教育，先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古
书，后读民初的改良国文教科书以及历史地理
等。秦含章 13 岁时，随长兄秦柳江学习中医。

秦含章 16 岁时，同镇两位大学生回乡开设
了暑期补习班，可自由报名参加，不收取任何
费用。秦含章也去参加，学习国文、英文及数
学。时间虽仅一个月，但却激发起他的学习兴
趣，令他体会到学校学习生活的滋味。回家后，
秦含章向父亲力争，要求送他到无锡杨墅园私
立匡村学校学习。父亲勉强同意，但因手头没
有现钱，钱给得很少，秦含章就向亲属求助，凑
足需要缴付的“学、杂、书、膳、宿”等费用，应考
插入匡村学校的高小三年级，读书一年。一年
中 8 门功课，除数学外，7 门均优胜，全校比赛
第一，获得奖章 7 枚。

从匡村学校毕业后，秦含章留校任缮写员，
月工资 6 块银元，每月须交学校 3 元伙食费。生
活简朴的秦含章，除了饭钱外，尽可能地将剩下
的工资都攒下来。不久回去探望双亲时，孝敬父
亲 5 元钱。

18 岁那年，秦含章报考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学校，考取候补第 12 名。当年因苏浙两省督军交
战，影响教育经费，学校不得不延迟开学，直到秋
末冬初，学校才开学。在“三师”读书两年，秦含章
学到了不少科学常识。

后来，秦含章患上了痢疾，因此停学留级，在
家养病。其间，他发烧一个月，中医诊断为“伤
寒”，经服用中药退烧后，痢疾亦痊愈了。但此时
的“三师”已改为江苏省立无锡中学，上学需要收
取学费。因家中无力负担，秦含章不得不辍学，尚
差两年没有毕业。

1927 年暑假，二哥秦柳方出任钱桥小学校
长，秦含章即去该校任教国文。

是年，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招生，不限任何资
格。秦含章前去应考，最终被劳大农学院农艺系
录取。1928 年春入学，先在江湾劳动大学劳农学
院（由原上海大学校址改建）学习，半天上课，半
天实习。学生可免缴一切费用。秦含章还得到匡
村母校基金会津贴，每学期可领取书籍费 30 元

（银元），另外二哥每月补贴零用费 3 元。
1931 年，成绩优异的秦含章从劳动大学正

式毕业，但因就业无门，乃准备出国留学深造。
其时匡村中学校主匡仲谋先生在上海从事纱
布交易，拥有一定资财，有意资助匡村学校毕
业生一二人赴国外深造。秦含章当即找匡仲谋
说明自己拟去法国留学（在校已学法文三年），
请求补助，匡先生慨然允诺一次补助路费和学
费各一千元，当时赴欧船票要一千零几十元。

正当秦含章在办理留学法国手续期间，劳大
田恩霈老师带他去接受中比庚款转为助学金的
委员会负责人海尔思
的面试。秦含章用流利
的法语侃侃而谈，逻辑
既严谨，思维又敏捷。
面试结束，海尔思宣
布：秦含章如果愿意去
比利时学习，入学后每
月可拨给庚款奖学金。
秦含章当即表示自己
愿意改变留法计划，改去比利时留学。

1931 年 9 月，秦含章进入比利时国立圣布律
农学院农产工业系获得选士学位（也译作候补博
士），后又读两年获得了比国国授农产工业工程
师学位。

1935 年 8 月到 1936 年 2 月，秦含章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大学植物学院博士班学习，进修微生
物学，同时在商学院学习统计学。导师指定其专
攻青苔，秦含章因无兴趣决心留学德国。此阶段
他曾在布鲁塞尔最大的啤酒厂威尔曼哥本斯啤
酒厂做实习工程师，从工厂的实际生活中学习啤
酒工艺。1936 年 2 月起，秦含章在德国柏林大学
化学院及发酵学院进修啤酒工业，因经济条件和

语言限制，半年后回国。

大有作为

秦含章在 1937 年回国后，由大哥秦柳方
介绍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农事教育学系（农业
教育学系）担任副教授及教授。是年 8 月，日寇
势力南进，宁沪一带吃紧。该校被迫解散。秦含
章在太湖边上的朋友家中避难，后又到上海待
了 3 个月。1938 年初，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桂
林复课，秦含章赶到桂林继续任教。

1938 年 10 月，秦含章在重庆北碚私立复
旦大学理学院垦殖专修科担任教授兼农场技
师，其间实验无土栽培水稻技术获得成功。
1939 年 8 月到 1944 年 7 月，他在四川省立教
育学院农事教育学系（重庆磁器口）担任教授，
并兼任农场农业化学室技师，对中国土法酱油

进行改良研究，酿造的酱油深受附近居民的喜
爱。在此期间，他研究碎米制饴糖，并利用糖糟
在河塘内饲养引进的北京鸭获得成功。

1941 年 8 月，秦含章任前国立中央大学
（校址在重庆）农业化学系教授，在四川省立教
育学院兼职。1948 年 8 月又任江南大学教授。

1950 年，经人介绍，秦含章调到北京任中
央食品工业部参事。1952 年 5 月，他奉命参加
五人小组，赴民主德国、捷克、波兰订购甜菜糖
厂设备，筹建华北糖厂（后改名为包头糖厂），
随后又赴原东德、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订购
甜菜糖厂成套设备 4 套，选购先进机器。回国
后，秦含章利用黄河水源、自动添加石灰乳浆、

三效压力蒸发糖浆等措施，使该厂逐步发展成
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厂，成为行业楷模。

1953 年，秦含章参加前苏联援建的“华北药
厂”的筹备工作，负责整理技术资料，制订培训技
术骨干计划等工作。1955 年奉命两度到青岛啤
酒厂研究啤酒装瓶后的混浊问题，并研究试制

“配制啤酒”。1956 年参加国家十二年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工作，担任食品工业组的副组长。

1960 年，秦含章调任国务院第一轻工业部
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 1963 年至
1964 年期间，组织试点工作组在山西汾阳杏花
汾酒厂蹲点。虽然是留学国外归来的博士和学
术专家，秦含章却能下土窖，脚踏实地跟工人
一起蹲在地上干活，从研究泥窖土里的微生物
细菌开始，把国外科学的方法借鉴过来。差不
多有一年时间，秦含章下土窖，作分析，终于把
质量下降的原因找出来了，一举解决了成品酒

中发生白色和黑色沉
淀物的“老大难”问题，
并对整个汾酒的工艺
进行了分析。

1978 年，“文革”结
束，秦含章随研究所从
宜春又迁回北京，重新
担任轻工业部食品发酵
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著作等身

秦含章一生当中撰写的科研报告、著作论文
共计 40 余部，共 6000 余万字。到了晚年他写作
时，左手要拿着两个 10 倍的放大镜叠加在一起、
右手执笔。由于过度吃力，他不得不写一会儿就
要停下来歇一歇。他就是用这种姿势，靠着巨大
的勇气和毅力，不知疲倦地写出了数以千万计的
丰厚著作，给我们留下无法估量的知识财富！

他三度在法国调查研究葡萄酿酒的科学
技术，把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美国的经验
运用到我国的实际生产中，从而写成了《葡萄
酒的科学技术》等专著。他对德国的啤酒工艺
和法国的葡萄酒工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充分
的研究。每一次出国考察，他都会抓紧机会深
入调研走访，力求把在法国、意大利、瑞士、美
国学到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先进经验传递到国
内，以便尽快提升我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在他
洋洋数千万字著作中，不乏《法国发展啤酒工
业的经验》《朗姆酒酿造概要》《葡萄酒鉴评学
和饮用法》《葡萄酒的科学技术》《葡萄酒分析
化学》《新编酒经》这样的力作，它们与《白酒酿
造的科学与技术》《国产白酒的工艺技术和实
验方法》等著作一样，在中国酿造工业领域里
具有工具书般的权威价值。

他编著的《酒精工厂的生产技术））（上、下
册）1959 年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围绕着酒
精的用途、生产原料、酒精制造的各种方法、初馏
及精馏的相关设备及其技术要领，以及国内外最
新出现的发展趋势等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详
尽阐述，是一部发酵工业高度专业化和极富实用
价值的必备读物，成为当时各大院校的教科书和
生产科研人员的技术指南；《现代酿酒工业概述》
于 1987 年由中国食品出版社出版发行；《葡萄酒
酿造的科学技术》于 1989 年由全国食品与发酵

工业科技情报站出版；《葡萄酒分析化学》于 1991
年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新编酒经》于
1993 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 85
万字；《现代酿酒工业综述》于 1996 年由中国仪
器出版社出版发行；《白酒酿造科学技术》于 1997
年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国产白酒的工艺
技术和实验方法》于 2000 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这一巨著共计 350 万字；他和张远芬主编
的《中国大酒典》于 1998 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
行。

此外，他参与编写了《英汉辞海》《英汉农业
大词典》《拉汉细菌学名称》和《英汉农产品加工
科技辞汇》等。他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
工作，成绩显著，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荣
誉证书及金质奖章。

他还编写了许多内部资料，先后在《酿酒科
技》《食品与发酵工业》《食品与机械》《酿酒》《中
国食品》《食品工业科技》和《中国酒》上发表。他
所写作的论文《白酒春秋—中国蒸馏酒的演变
及发展趋向（上、中、下）》《葡萄和葡萄酒的酚元
化合物在酿制白葡萄酒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酒
质的影响》《名优白酒的香型》等，对行业具有指
导意义，对推动我国酿酒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对非专业读者而言，秦含章的专业著作读起
来稍显枯燥，但专业读者发现，从《酿造酱油之理论
与技术》开始，秦含章的学术论作一贯保持“实用、
深入、系统、全面、独到”的写作特点，很少空话。

勤勉一生

秦含章的一生，就是刻苦勤勉、努力奋斗的
一生。

从少年时代起，秦含章就立志读书，希望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留学时期，他选择学习技术，也
是为了学会一种能够立身的本领。他对于白手起
家的实业家都很赞赏，而他本人一有机会就会从
事实业，在川教院时开发酱油，在 1949 年底宁可
放弃南京大学的教授之职，而选择到中央食品工
业部担任参事。

在劳动大学被同学们推举出来管理伙食达
三年之久的秦含章早在读书期间就显露出了非
凡的管理才能。他在主持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
所工作期间，始终贯彻“积资料、创条件、出人才、
拿成果”的办所方针，做到科研为生产服务，理论
联系实际，创建和培养硕士研究生中心，多种科
研成果转让到对口生产企业，促进了经济发展。

秦含章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谨。工作时的他勤
奋刻苦，踏实尽责。对待晚辈，他一贯以提携和鼓
励为主。生活中的他心性率真，知足感恩，不偏
激，颇具生存智慧。在爱人和孩子眼中，他是一个
内心丰富、感情深厚的人。也许，正是这种良好的
性格和东方式的生存智慧，助他度过一生中的坎
坎坷坷，平平安安地活到百岁高龄。

这位百岁老人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在于他的
人生非常平衡，他的生活智慧、价值观、生活方式
无一不显现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老一辈知识
分子身上的深厚积淀。比照当下物欲横流的混浊
世态，秦含章从容淡定、平衡而专注的人生态度
尤显高贵。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

这位百岁老人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在于他的人生非常平衡，他的生活智
慧、价值观、生活方式无一不显现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老一辈知识分子身
上的深厚积淀。

秦含章，著名食品工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1908 年 2 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31 年毕业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
农学院，后去比利时、法国、德国留学。1935 年毕业于比利时国立圣布律高等农学院，获工学硕士及农产工业工程师
学位。1936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发酵学院专修啤酒工业。建国后，历任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参事，第一轻工业部、轻工
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轻工协、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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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和工业发酵与酿造技术的拓荒者和学术带头人，秦含章致力于酒业科研与实践
70 余年，在科研、生产各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参与了包头糖厂的筹建设计工作；参与了华北制药厂的
筹备工作；20世纪 50年代到东欧进口设备；筹建轻工院校、组织编写教材；解决了青岛啤酒的混浊问题，创建了
汾酒生产的全套化学分析方法，特别着重汾酒芳香成分的解析和定量方法；并长期主持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
所工作。另外，秦含章也是中国酒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从容淡定、平衡而专注的人生态度尤其令人敬佩。

酒业泰斗秦含章
姻杨丽凡

求学艰难

勤勉一生

大有作为

著作等身

①秦含章与同事们品酒时的工作照
②秦含章晚年时的工作照
③秦含章和第二任妻子

我在江南大学（简称江大）的执教时间仅半
年，为时很短，接触不多。因此，我的片段回忆，
只列八点，简述如下：

一、轻工起家，轻工兴教

一九四九年春，江大举行开学典礼。捐资
兴学的荣德生老先生出席开学典礼，并且即席
讲了自己的发家史。全体师生听了，心中甚为
感动。

他说，老家在荣巷，他分得祖产银元五千
元，就以此为资本，经营一家磨坊，磨制面粉，出
售四邻。营业逐渐发达，开设两座现代化的面粉
厂（茂新一厂和茂新二厂），建在无锡市内的运
河边上，交通方便。工业和教育两方面的工作，
自应相互配合，前者发展经济，使国家摆脱贫
困；后者培养人才，使工业后继有人。有自己的
民族工业，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专业人才，扬眉
吐气，发展经济有望，振兴国家有望。

荣老先生的这番话，当时对青年学生来
说，是语重心长的。我们都记得，在新中国成立
以前，整个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
位，荣老先生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全体师生，
怎样才能做到实业救国，怎样才能实现科教兴
邦。他自家在上海、无锡兴办的面粉厂和纺织
厂，都是轻工业，都是民生工业；他过去在家乡
办的中学，在上海办的纺织学院和工商研究
所，培养中等和高等轻工业人才，是有成绩的。
现在独资创办江大，更是为了科教兴国，培养
专业人才。

二、公开招生，有教无类

江大的校址，还在无锡梅园附近的后湾山
麓，正在太湖边上。虽系荣家独资创建，但面对
全国，公开招生，男女合校，各地高中毕业学生，
都可报名应考，考卷评分及格，就可正式录取。

一九四九年夏，公开招生，地点是在上海原
纺织学院。我随同其他老师也去上海参加新生
的监考和评卷工作。这是《教师暂行服务要则》
第三条的规定，我接受了本大学所委托的任务。

三、物色教授，注重学历

无锡地处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所谓京沪线
上，是工商业区，也是文教中心。所以，人才荟

萃，各科皆全。校方物色教授，除专人介绍外，主
要依据就是其学历和教历。当时，江大的教师阵
容是广博精深的，大多数来自宁沪两地资深的
大学院校。

四、敞开家园，安顿老师

江大校务负责人和各系科的主任、专任教
授们，都分住在荣巷和梅园一带，有专门的交通
车早晚接送，到太湖边上校本部去上班或上课。
荣巷是荣德生先生的老家，宅第很大，且有楼
房。我被分配住在楼上东房，一大套。西房由文
学院钱宾四先生居住，中间为公用客厅和走道。
钱穆，字宾四，原籍无锡，当时被尊称为“国学大
师”，中国文化史专家，很有名望。他曾在无锡江
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专教《四
书》和《五经》，所以，也是我的老师。

师生相聚一楼，情感格外亲切。我们两家共
占荣府的主要楼房，自然也感到分外优待。为重
教就尊师，江大继承了这一优良的民族传统。其
他房间，亦各有安排。整个荣府，成为江大的教师
宿舍。江大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金善宝先
生，原来是前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的老教
授，当时教育时间已超过十年以上，所以金教授
按例可以休假一年。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全家迁
往无锡梅园专门的住房楼上一套宿舍。其他零星
小别墅式的建筑，也都由江大职工使用。整个梅
园，事实上也已成了江大的校园和教职员宿舍。

五、在家欢宴，尊师崇道

中国的文化传统，原来讲究弦歌不绝，尊
师崇道。每逢佳节（例如中秋节），必将由学生
家长向老师奉献月饼，这已成为社会风尚或传
统习惯。

江大的负责人，当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
员的荣毅仁先生，没有忽视这种社会风尚。他在
开学之初，照例邀请江大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
及专任名教授等，到上海他家里，专门设家宴，
招待各位老师。大家自由座谈，交换个人设想，
听取多方建议，主要是联络感情，表达慰劳之
忱。我也经历过一次。

俗话说得对：“要让自己子女学习得好，先
要教师们教授得好。”荣先生每年这样做，就是
代表学生家长们向老师们表示感谢和重托。

六、办学，文农工并重

江大的办学宗旨，从一开始就是文、农、工
并重。设有文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

文学院吸收了无锡国学专修馆的一套经
验，重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农学院吸收了南京
中央大学农学院和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的经
验，以粮食作物和养蚕种桑及农产品加工，尤其
是面粉加工业为主，并办有农场。理工学院注重
铸工、锻工、机械制造（以柴油机为中心）及电机
制造（以发电机、电动机为中心）。学生们自由选
择专业应考，充分自主。江大培养实用人才，以
满足各方需要。

七、教学，理论联系实际

大学课本以英文居多，也使用法文、德文和
日文的大学教科书，由所任主讲老师自由选定。
在课堂上，由老师传授理论体系，除在实验室内
进行必要的科学实验外，也利用荣家原有的工
厂，让学生们参观或实习，使理论联系实际，所
学必须致用。

八、江大，太湖文化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无锡早已是一座
具有文化基础的工商业城市，人才辈出，经济发
达。在全国早有声誉。江大的校名，就是代表长江
以南文化发展的高等学府，在此可以自由地学习
各种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具有江南文化的特色：实
事求是，发展生产，勤学苦练，德才兼备。

无锡地处江苏南部，亦是长江下游的南部，
是江南的一个好地方。历代文化昌茂，具有光荣
传统。太湖流域，沃野千顷，粮丰林茂，水产满
塘，工厂林立，人烟稠密。在经济普遍发展的基
础上，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事业，随之而
起，构成了历史上的东林学派，发展为近代的学
术渊源。创办江大，正是太湖文化的一枝独秀。
由荣家独资创建，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本人虽然在江大执教很短暂，但在思想
上的感受却很深。写出这些片段回忆，作为对江
大五十年校庆的纪念，并赠七绝一首以祝：

轻工发家仰荣宗，科教兴邦起九龙。
无锡文农煌一体，梅园雪海略香踪。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执教江南大学的片段回忆（节选）
姻秦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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