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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 1978 年任长春光机所党委书
记时，已年过六旬，正值打倒“四人帮”不
久，全国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和时任所
长的王大珩院士密切合作，全面落实党
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全所的科研工作搞
得有声有色。1982 年 6 月，长春光机所副
研究员蒋筑英同志突然病逝在出差成都
的工作岗位上。李光书记第一时间把蒋
筑英的先进事迹推荐给了媒体，才使蒋
筑英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全国产生广
泛影响的先进典型之一。李光书记曾亲
自到吉林省委为蒋筑英办理追认党员事
宜。这期间，李光书记还专程到包头稀土
研究院和包钢等单位作学习蒋筑英的专
场报告，号召广大稀土工作者向蒋筑英
学习。

在所工作期间及 1984 年离休以
后，李光书记一直密切关注着我国稀土
事业的发展。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对
稀土事业那种执着热爱的精神得到稀
土界的一致赞赏和公认。为此，1991 年，
经中国稀土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研究决
定，授予李光为中国稀土学会“荣誉会
员”光荣称号并为“终身会员”，是迄今
为止唯一获此殊荣者。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李光书记
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前夕，所党办和所
离退休中心工作人员一道，来到李光书
记家中，与这位百岁老人、老红军进行
了一次深入访谈。

走进李光书记家，种在窗前的一株
株绿油油的蔬菜十分引人注目。李光书
记介绍说，自己每餐都离不开这些蔬
菜，而且三餐定时定量，多年保持着十
分规律的生活起居习惯。笔者想，这应
该是李光书记在期颐之年仍能保持精
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原因之一吧。

李光书记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话
匣子”也慢慢打开了。他说：“我就快一
百岁了。这些年我常常想，一个人不管
能活多少岁，生命总是有限的，但走过
的这些岁月和经历却是永恒的。我有责
任将我一生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为后
人留下有价值的、可以借鉴的东西。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代比一代强。”

李光书记将他近期的诗作、总结笔
记等拿出来，如数家珍般一一展示给我
们看。李光书记说：“最近我在梳理这些
年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经验和教训。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历程，总的经验可以
概括为：无论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有
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可循，我们只要按照
事物的规律来办事，就一定能少走弯
路，事半功倍。”

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经历，提出
“八要”，希望与全所同志们共勉。

一要“爱国”。无国即无家，没有国
家归属的个人奋斗是无意义的。爱国精
神形成了中国力量，并成功走出了中国
道路。

二要“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中
国梦。要坚定理想信念，永远听党召唤
跟党走。

三要“奉献”。人生的价值在于奉
献。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是靠无数人
在社会实践中的点滴奉献，汇聚成前进
的洪流。

四要“科学”。中国的进步正是依赖
科学的进步，中国的强大离不开科学力
量的强大。我们的生活也要讲科学，科
学养生、科学饮食、科学锻炼，才能长
寿。

五要“和谐”。世界需要和平，国家

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家庭
也需要和谐，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细
胞，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六要“勤学”。要在实践中不断学
习，更为重要的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这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七要“勤业”。热爱从事的事业，痴
迷自己的业余爱好。即便对于我们这些
离退休人员，仍可发挥作用，奉献余热。

八要“勤交往”。要为人民服务，就
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通过交往，把党
的优良作风、个人的人生经验传承下
去。

李光书记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保持
身心健康方面的体会。

一是在运动方面。“生命在于运动”
是科学真理。包括体力与脑力两个方
面。在体力方面，他从小到老喜欢走路。
上学、参加抗战时当然是走路，进城后，
特别是能有条件用小汽车的时候，仍然
是好走路。在包头时，常顶风前进，从宿
舍到包头冶金所，他经常走的小道，被
同志们风趣地命名为“李光小道”。锻炼
贵在坚持，在坚持中不断提高。在脑力
方面，他从离休年到 97 岁，一直坚持上
老年大学，学习诗词。一直坚持周总理
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往”，一直坚持
把演算数学作为健脑的最好方式。作为
稀土学会的终身名誉会员，他多次向国
家主管部门提出对祖国稀土事业的建
议，有些被采纳。

二是在饮食方面。一日三餐，要定
时。早餐一定要坚持。他一生不吸烟，不
饮酒。每天吃自己家种的绿色蔬菜，常
吃的青菜、玉米、苦瓜都产于自家地里。

三是在起居、睡眠、保健方面。他从
壮年开始注意防寒锻炼，至今用冷水洗

脸，冬天不戴帽子。脸要多洗，头要常
梳，脚要常搓，衣服要勤穿。每天生活有
规律，劳逸适度，忌紧张与过劳。

四是对待疾病方面。对待疾病，要
“既来之，则安之”，有病就要正视它，但
不能成为负担。对待疾病，有苗头就应
注意，不要等到难受了，病重了，再去看
医生。有病早治，预防为主。

五是在精神生活方面。人的思想境
界和精神状态十分重要，而最重要的是
心态。要对形势的主流保持乐观，遇事
不愁、不燥、不生气，宽宏大量，善于理
解别人。要多交往，关心社会，淡泊明
志，知足常乐。

在访谈接近尾声时，李光书记说，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国人民
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明确了努力的方
向。他希望年青一代长光人以“八要”为
处事原则，努力工作，锻炼好身体，积极
投身长光所的改革和事业发展中，发扬

“艰苦创业、爱国奉献、团结协作、攻关
创新”的长光精神，把老一辈科学家的
科学精神和革命传统发挥光大，在新的
时代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前人的
崭新业绩。（本文选自长春光机所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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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访百岁老书记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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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工作的日子，都是早早起床，就餐的时
间、地点、形式全都是未知数。在拼命把自己塞
满后，我们一行在药山保护区姚昌礼所长、张天
碧站长和向导的带领下，踏上了去牛栏江干热
河谷的路途。横舟江上，沉浸在乘船飞渡金沙江
的兴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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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植物研究所
标本馆现收藏植物标本
110 万份，是国内收藏植
物类群较全（涵盖除藻
类 以 外的 所 有 植 物门
类）的标本馆，其中有种
子植物标本 90 万份（被
子植物 82.3 万份、裸子
植物 0.7 万份和副号标
本 7 万份）、蕨类植物标
本 2.0 万份、苔藓植物标
本 11 万份、大型真菌标
本 4 万份、地衣标本 2.3
万份和木材标本 0.6 万
份。”

这 是 标 本 馆 的 简
介。这些看似平凡的数
字所记录和铭刻的，不
仅仅是标本本身，更是
几代植物工作者们几十
年艰苦努力的结果。每

一份标本的采集都有着不平凡的故事，
我们所记述的小插曲虽只是沧海一粟，
然而，对我们却是弥足珍贵的记忆，正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才真正明白
这些标本的珍贵。

2002 年，适逢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前期
项目启动，滇东北作为吴征镒院士强调
的“四边四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药
山也是唯一没有完整进行过植物区系
综合考察的地区。我们有幸能深入这一
地区，为滇东北这一区系节上的盲点补
上一笔。

巧家药山系乌蒙山脉向东北延伸
的支脉山体，主峰轿顶山，海拔 4041.6
米，是云南东北部最高峰。金沙江环流
于西北，牛栏江萦绕于东侧，两江交汇
于药山北部，交汇点海拔 517 米，高差
3524.6 米。药山是金沙江流域川滇黔交
界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植被保存
相对完好且水平地带性尚存、垂直带谱
基本完整的高大山体。该地区植物标本
的采集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1881 年
法国传教士 J. M. Delavay 来此采集了
部分标本，而该地区的种子植物种子标
本在标本馆不过几十种。

2003 年的夏天，我们在完成了对
药山自然保护区云南境内主峰轿顶山
的考察和标本采集之后，从巧家东坪向
与云南隔江相望的四川金阳县对坪镇
进发。对坪镇的牛栏江干热河谷是整个
药山海拔最低处。

牛栏江，《汉书》称堂琅江，为金沙
江的支流，其正源为源于云南省寻甸县
烂泥篝的果马河，在对坪镇汇流入金沙
江。从东坪至对坪的路崎岖而漫长，一
路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群穿戴迥
异各具特色，一路走过看着他们的穿
戴，不知是春夏还是秋冬。当我们连人
带车被简陋的铁筐吊过金沙江对岸进
入对坪镇后，终于定格在炎炎酷暑之

地———牛栏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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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中，金色的江水如同静止一
般，只有我们乘坐的小船在不停后退，
令人眩晕不已。从江上远眺，我们要攀
爬的山矮矮地立在江岸，与几天前的高
山沟谷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上山的路
起初很轻松，但随着凉爽的晨光变成艳
阳高照，最终成为骄阳似火时，已接近
正午时分。我们采到的标本在硕热的火
球肆虐下，已经打蔫，为了保证这些标
本的质量，也为了有足够时间采集更多
标本，我们继续前行。

穿过铁锁桥，我们作好穿越河谷的
准备。进入河谷才知道，“干热”这两个
字并不是随便命名的，尤其在炎热的季
节，难以想象的酷热，我们只能一路抓
着目所能及的标本。如今，每当有人说
天气如何炎热，我们都报以微笑，“觉得
热，那是因为你没有走过牛栏江”。

河谷中没有路，只有一片沙地。但
那不是夏季海岸惬意玩耍的沙滩，而是
致命的灰黑色，贪婪地吸收太阳的光
热，与阳光上下夹击，烘烤着的沙地，沙
面的热度穿透鞋底，直接加热脚底。以
前曾听说，夏天沙漠可以烘熟鸡蛋，如
果不是有鞋底的保护，我们的双脚也会
与鸡蛋沦为相同的命运吧。

热浪从脚底翻涌而上，而阳光则劈
头盖脸地洒在各处，照得眼前模糊一
片。偶尔有几株油桐，在阳光照射下泛
着刺眼的光。身边的牛栏江波涛滚滚，
带走谷里的每一丝丝缕缕水汽。我们全
身仿佛没有了一丝汗水，因为汗水已变
成蒸汽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我们要努
力才能挪动脚步，手里拎着的标本袋
也越来越沉重，但无论如何不敢，也
不可能丢下它们，里面是我们千辛万
苦得到的宝贝啊，最后索性只能将它
们一左一右束在腰上艰难前行。手里
的矿泉水瓶子只剩下一口水，那是为
了抑制狂奔到江边痛饮色如牛毛的
江水的冲动而留，让它发挥“望瓶止
渴”的功用。牛栏江水就在身旁奔流，
也许可以掬取混浊的江水冲凉一下，
但已经没有体力去尝试。

走下去，总会有尽头，心里不住祈
祷坚持下去。夕阳西下，已近黄昏。几棵
青翠的树在石头垒起的地堰上轻轻晃
动，掩映在树下是一间简陋的民房。我
们不知是怎样地支撑着走到这里。好心
的乡民端来了救命的山泉，坐在屋檐
下，我们一起分享着艰苦穿越和收获后
的喜悦……

（作者：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林娜娜、
张书东、林芹、杨松、王红）

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自己的心
态。做一个快乐的科研工作者。认真地
对待一切，以平和的心态去生活，去搞
科研。

给我们博士政治课作讲座的一个
老师—王德华老师，也倡导快乐生活，
快乐科研，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他在
讲座 上 特 别 提 到 我 们 园 区 的 银 杏
树———我们园区种了许多银杏树，春
天发芽，夏天葳蕤，秋天满树的金黄，
确实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可惜我们
很多人都忽视了它们的美，整天从它
们身边经过，却很少停下脚步好好欣
赏一下。我也是如此。每天也过着三点
一线的生活，宿舍—食堂—实验室，想
想很是单调。即使走在路上，也往往无
心欣赏路边的风景。

虽然生活有些单调，但也没感到
特别无聊，因为有事情做。只是忽视了
身边的美，不懂得去享受生活，把所有
的美好都寄托在明天，以为通过今天
的努力会换来明天的好日子。

最近看了一本书，克里希那穆提
的《论真理》，上面提到只有心态平和
才能够接近真理。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真理离我们不远，它近在咫尺；它就
在每片树叶之下，在每个人的微笑、眼
泪中，每个人说的话、他的感情和想法
都包含着真理。但是我们必须挖掘它，
因为它被埋得很深。”

克里希那穆提 1895 年出生于印
度，在《论真理》这本书的前言里这样
写道：“克里希那穆提终其一生都拒绝
别人强加给他的所谓的导师地位。他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听众，但并不
自封权威，不收弟子，总是以一个个体
的身份同另外一个个体交谈。其宣讲
的核心论点是世界的根本转变只有通
过个体意识的转变才能实现。他一直
都在强调有必要了解自我，了解宗教
和民族主义对人类心灵的约束性与分
裂性的影响。他总是强调开放心灵的
必要性，因为’脑部空间蕴含着无法想
象的能量’，这似乎是他创造性的源泉
以及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

克里希那穆提在书中还提到：“为
了看到真理，你的心一定要非常柔软、
警觉。而很不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
想变得柔软、灵敏和警觉，而只想借着
咒语和仪式让自己沉睡。我们总是用
很多方式让自己的心灵酣睡！”

提到心灵，感觉好遥远，可能我的
心灵也酣睡了很久了。整天如蚂蚁一
般忙忙碌碌，却很少静下心来思考一
下，到底是在为什么而忙。很多时候都
是在瞎忙，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后回
过头来想想当时是多么的愚蠢。我不
想做那样的人，我想做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事业有所成就、一个对社会有所
贡献的人，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彭思龙研究员在《中国科学报》的
一篇文章中指出：科研人员应具备“六
气”，无论是对科研，还是生活，都是有
意义的。“六气”指的是“多点勇气，少
点丧气”、“多点骨气，少点傲气”、“多
点和气，少点戾气”、“多点豪气，少点
怨气”、“多点文气，少点俗气”、“多点

阳气，少点阴气”。
这“六气”总结得很
好，也确实是科研
人员应该注意的地
方。有时候我们感
觉 自己是 有骨气 ，
其实在外人看来可
能会是傲气；虽然
我 们是文 化人，是
高 级知识 分子，可
我们身上可能文气
不多，俗气倒是沾
染了不少。以平和
的 心 态 去 面 对 生
活，去面对他人，去
面对科研，多点和
气，少点戾气，勇于
承认错误，接受自
己 和 他 人 的 不 完
美，善待自己和他
人，平和地接受失
败的实验，去理解
别人，了解事情的
全部。只有认清了
全部的问题，才不
会疑惑，不会有怨
气，才能保持一个
平和的心态。

最近，还看了
一 本 书———《心 态
的力量》，凌子谦写
的，说是“一本前所
未 有 的 心 灵 启 示
录”。上面有段话是
这样说的：“拥有平
常 心的人 最幸福 ，
平常心并不是对一
切都不在乎，也不
是无所作为，而是在全力以赴的前提
下顺其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尽人
事以听天命’。因此，拥有平常心的人，
在为人处事方面，往往能够做到问心
无愧，让自己心安理得。这样的人当然
也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超
越了世俗人眼中所谓的得失、成败，从
而拥有一份自在！”

平常心，看淡名利，认真做事，踏
实搞科研，并不是说没有上进心，不懂
得去拼搏。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在奋
斗中不能失去自我，为了奋斗而奋斗，
最后连自己为什么这样做都不记得
了。

怎样做一个快乐的科研工作者
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善于发现生
活中的美，平和地对待一切，以一种平
常心来生活，行动起来，坚持走下去。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烦恼，没有矛盾，我
们不可能一直快乐着，但不管怎么样，
不能让烦恼、苦闷、抱怨、仇恨等负面
情绪环绕你太久。有问题，要以一种平
和的心态去面对问题，认清问题，从而
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多一份豁达，多
一份洒脱，多一份宽容。像李小文院士
那样，很自然、很潇洒地面对生活，面
对科研。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博士生）

美国植物学家洛克的中国情结
姻刘光裕

洛克出生于意大利，自小丧父母
后移居美国。他聪慧过人，自学成长为
植物学家，成为夏威夷大学的植物学
教授，并出版多部植物学专著。在选中
滇西北作为他的科考大本营后，洛克
在其独孤终老的一生中，曾多次往返
于欧美与丽江，直至 1949 年国门封
锁，方才停歇下来，遗憾终老于夏威
夷。

植物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作为植物园的后生以及云南人，
我是带着满满的敬意去阅读洛克的传
记的。穷孩子洛克漫游了欧洲很多地
方之后，17 岁便到达夏威夷。那时的
他既没钱，也没学位。洛克临时抱佛
脚，找了一份教授自然课的工作，然后
自学动植物学、地理学知识，逐渐喜欢
上了植物学。偶然的机遇，颇具眼光的
出版商兼自然爱好者福特相中了他，
请他帮忙去开展植物调查和收集工
作。就是这样的一个巧合，佛特让洛克
走上了植物学之路。之后，同样是半路
出家的哈佛大学植物学家萨金特，聘
请他到亚洲收集植物。洛克从业余植
物学者改行成了专职的植物学家。

由于自己对植物的爱好，洛克总
是带着一股无法抑制的热情，持有一
颗搜寻失踪者的恒心来从事实地研
究。洛克喜欢夜晚研究，瞧不起完全的
室内研究。在夏威夷期间，他除了作系
统的学术研究，还在业余时间编写了
夏威夷植物的当地俗名，介绍土著民

是如何使用这些植物的，介绍这些植
物的功能等等。洛克还利用自己在国
外旅行的便利，引进好多具有经济效
应的物种，尤其是具有重大林业价值
的树种。此外，他还引进了很多漂亮的
观赏植物，使夏威夷大学檀香山校区
增色不少。

洛克眼里的中国

在洛克的眼里，上海是现代中国
堕落和糜烂的代名词。洛克觉得上海
只是表面上学会了西方社会那些堕落
的东西，上海只是把中国东方文明和
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东西部分糅合到
一起。酒吧、妓院和庸俗的重商风气盛
行，他说上海是中国的罪恶之都。

洛克认为北平很吸引人，是一座
充满尊贵之气和传统魅力的城市。北
平外观优雅，知性有魅力，北平有图书
馆、博物馆和综合性大学，具有中西兼
容的品味，还有中国传统的学者和超
脱名利、言行谈吐优雅得无懈可击的
绅士研读古典文献；年轻人也积极参
与政治辩论，物价不高等等。

洛克曾几次路过广州，但并未有
何评价。在洛克的眼里，沿海城市重
商，特色不鲜明。洛克在昆明住了很长
时间，对昆明着墨不多，他觉得昆明人
对外人充满了敌意，一到昆明，便想往
丽江跑。不过昆明物价低，开销不高，
适合养病。

洛克一生钟爱丽江，钟爱那里的
山水、自然与民族。洛克说，丽江的生

活根本不受时钟的摆布，而只受天体
运转规律的支配。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后，洛克再也没机会再踏上中国的土
地。在其孤独、寂寥的后半生，洛克一
直思念着丽江。他说：“我宁愿死在丽
江美丽的群山之间，也不想躺在美国
冰冷的病床上孤独地老去。”

龙云主政下的云南

洛克几乎跑遍了云南的大多数地
区，途经之地，皆鸦片泛滥，遍地都是
罂粟。

洛克估算，云南大约有 1/3 的土
地都种植了罂粟，抽大烟者不计其数。
虽然蒋介石掀起了禁烟运动，但由于
害怕失去龙云的支持，实际上依然放
纵龙云种植贩卖鸦片。由于军匪混乱，
云南治安很差，路上土匪众多，往往需
要十几个士兵保护才能成行。洛克认

为，民国的云南军匪一体，谁凶狠谁就
是将军，谁就是政府，政治形势极为畸
形。民国时期的云南基本处于半独立
状态，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收税。

洛 克还特地描 述了 昭通人 的疾
苦。由于昭通正在闹饥荒，饿殍遍野。
政府对百姓的疾苦，完全置之度外。

从洛克的细微的笔记描述，以及
众多留存后世的照片看，感觉洛克所
言应该是真实的。在政治混乱的年代，
由于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许龙云也是
不得已，破罐子破摔，只求自保。然而，
颇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是，龙云地处西
南边疆，自己对中央也颇有微词和不
满，因此给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的知
识分子们足够自由的批评空间，让夹
缝中生存的中国学术界意外之中火了
一把。

（作者单位：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

洛克的植物
标本整齐而漂亮（马
醉木）。

洛克穿着藏
服骑着马，多了一分
西 方 探 险 者 的 霸
气。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李光，1915 年出生于上海。1932 年
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后在地下党的领导
下，满怀爱国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
在陈赓部下担任政治指导员，在周恩来
领导的抗日宣传队担任分队长。1973 年
8 月被任命为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
政治部主任。1978 年开始任长春光机所
党委书记，1984 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