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长恭（1894—1962），字丕可，福建泉州人。

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甾体化学的先驱者和
有机微量分析的奠基人。1921年毕业于美国芝加
哥大学，1924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

“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 2月 15日逝世。
他对有机合成，特别是甾体化合物的合成与

天然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确

证了麦角甾烷结构，推测了麦角甾醇的结构，设计

了带有角甲基双酮 a—酮的合成方法，被称为“庄
氏法”。研究了甾族边链的氧化断裂，是当时国际
上少数从事甾体全合成研究的知名化学家之一，
其工作曾被引入教科书。从中药汉防己中分离出
防己碱和防己诺林碱，并阐明其结构。重视并参与
拟定有机化学中文命名，现用的吲哚、吡咯等杂环

化合物名称均为他所倡议。

他在研究工作中强调创新精神，提倡“有所不

为始有所为”的治学思想。他推动筹建了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化学研究所。1956
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委员，参与制定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
曾任东北大学化学系主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
院长、“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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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做科研来不得半点糊弄
在科学奠基人庄长恭一文写作过程

中，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形象挥之不去：在战
火连天、民众流离的背景前，始终有一个人
在试验台前搞研究。

他不只是积极从事研究，而且把目标
对准固醇类化合物合成这一上世纪 30年
代最棘手的有机化学方向。他不因我国化
学研究环境及设备落后而畏缩，矢志为奠
定中国研究基础的基石努力与欧美团队一
争短长。

庄长恭一生发表论文十余篇，数目不
多，但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人心
惶惶的中国，他选择从事开创性的工作，并
取得一系列获得国际认可的成果，这背后
体现了他非同凡响的前瞻眼力、超常魄力
和坚定毅力。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关于科学发展
的战略思想：重质不重量。他很早就具有全
球思维，认为一流的研究成果应该与国际
水平挂钩。并由己及人，在工作中将这一思
想付诸实践。这对于当下的科研尤其具有
参考意义。

今天，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和经费支

持来看，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在一个
最好的时候、最好的地方做科学。当前，我
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居世界首位，但我们
需时刻警惕，做科研来不得半点糊弄，做科
研也不是为了追求发论文。中国需要更多
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夯实科研根基。

与一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家相比，关于
庄长恭的资料较少。此次采访中，除了寥寥
数篇文章外，笔者有幸联系到了曾接触过
他的戴立信院士和他的长子、中科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庄亚辉，得以管窥这
位中国有机化学先驱的生平。

回忆起父亲，庄亚辉对 70年前的一件
事仍记忆犹新。一次中学考试后，他发现老
师在算总成绩时给他少加了一百分。这个
回家后仍为此耿耿于怀的少年哭了，父亲
询问原因后跟他说：“这不是并没有影响你
的成绩吗？学习都看分数，不能说明什么问
题。”这让他懂得了做事情不要去追求表面
文章。

庄长恭把热情给了化学，但对钱财名
利却很淡泊。庄亚辉的外祖父是一位民族
资本家，母亲这边的亲戚朋友多是有钱人，

他们暗地里称庄长恭是个“怪女婿”，不喜
欢跟人打交道，也不知道去弄钱，但庄长恭
知晓后对此并不在意。

从一些小事可以感触到这位科学家
做人做事的温度。庄长恭在“中央研究
院”化学所工作期间，工资比较高，对庄
亚辉兄弟的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都给过
资助。他觉得自己能够去美国读书，也是
靠了别人的资助。

他的所作所为也映射出对这个国家的
热爱。二战胜利后，美国的 Lily药厂以年薪
数万美元聘请他，他不感兴趣。德国拜耳药
厂想购买他的专利，他回答说成果不属于
私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缺乏外汇，他
就拿着以前自己到美国考察时省下来的外
汇跟银行兑换，换成人民币后全捐给国家
支持抗美援朝。

今天的世界变化太快，快到有时不得
不被时间裹挟着走，来不及思考我们真正
需要什么，来不及回望我们缺失了什么。或
许，我们需要在匆忙前行中驻足，与科学历
史中那些有思想、有温度的灵魂对话，才能
让我们更好地在科研之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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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庄长恭，有一件事曾在东北大学传为
佳话。那是在东北大学工作时，一个星期天，他
带着一位工人在实验室做实验。当他聚精会神
地进行实验时，随手将一个玻璃瓶交给站在背
后的人说：“请把它洗干净。”那人回答：“晓得，
庄教授！”接着笑出了声。他回头一看，背后竟
是校长张学良。张学良翘起大拇指说：“你是真
正的科学家！”

从此事可见庄长恭对研究工作的认真。创
新、坚毅、正直、勤勉，这是学生和同事对他的
印象。今天，中国科研的面貌与 70年前相比已
经焕然一新，但多位受访者向《中国科学报》表
示，庄长恭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品质依然闪耀着
光辉，值得今天的科研人学习。

作为中国有机化学界的先驱，庄长恭毕生
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他在甾体化合
物合成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有机化学界享有声
誉，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有机微量分析实验室，
培养了高怡生、黄耀曾等一批学术带头人，倡
议的有机化学名词如吲哚、吡咯等今天仍在沿
用。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称他是“中国化学
界的一面旗帜”。

乱世辗转立身化学

庄长恭 1894年 12月 25日出生于福建泉
州一个没落的读书人家。受菲律宾华侨庄汪料
资助，他在 25岁那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
目睹彼时闽南经济凋敝，他原本打算学习农业
化学搞甘蔗制糖，走实业救国之路，经博士生
导师 Julius Stieglitz劝服，懂得了从事基础研
究同样可以报效祖国。

1924年，庄长恭学成回国。他先在武汉大
学短暂停留，随后到东北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
系主任。他不仅讲授化学课程，还开展基础研
究，带领学生发表了有关玄参、狼毒、泽泻等中
草药化学组成的研究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东北沦陷，他不屈从于敌寇，离开东北。

随后，庄长恭前往德国访学，在诺奖得主、
哥廷根大学教授 A. Windaus 实验室期间，以
缜密的计划和精湛的实验技巧，解决了 Win原
daus等尚未解决的麦角甾烷结构问题，并推测
了麦角甾醇的结构。由于麦角甾醇和维生素 D
的结构有关，相关成果在《李比希化学年报》发
表后，迅速引起关注。他当初用的氧化方法后
来成为甾族激素工业生产沿用的方法。

诺奖得主 P. Karrer在《有机化学教科书》
中列举了这篇论文。“这是上世纪 40年代国际
通用的有机化学教科书。在 1942年出版的版
本中共列举了 166篇文献，其中，只有庄长恭
研究麦角甾醇的文章是由中国人做的。”中科
院院士戴立信介绍。此后，其他两本美国专著
也提到了这一工作。

这增强了庄长恭在基础研究领域为国争
光的信心，他决定把甾体化学全合成这个国际
前沿课题带回中国研究。甾体结构复杂，不对
称碳原子多，当时全世界只有少数人敢于问

津。庄长恭与几个国立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的
毕业生埋头苦干，从 1935年到 1941年间，他
们在当时全球最有名的德国《化学会志》上前
后发表了 14篇论文。

但庄长恭最能出成果的时候，恰好也是我
国处于水深火热之时。日寇的全面入侵让他不
得不频繁“跳槽”。这一时期他先后供职于国立中
央大学化学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

院药物研究所等机构，辗转于南京、上海、昆明等
地，甚至停止工作。他关于性激素雌马甾酮的研
究也因此在与欧美团队的竞争中失去了先机。
尽管如此，其成果依然引起国际关注。
“庄先生在人工合成甾体化合物方面的工作

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很超前，可谓前无古人。
从他发表文章的杂志看，他的工作得到了国际认
可。”戴立信说。对此，在 1992年第 5期《科学月
刊》中，台湾大学化学系荣休教授刘广定也写道：
“他的成功能使中国人产生信心。”

不止于此，庄长恭还首次在国内建立了有
机微量分析学科。当年各种谱学仪器尚未问世，
有机微量分析是测定结构的最重要手段，但因量
微，需要努力学习才能掌握。在德国研究时，他曾
到诺奖得主、奥地利格拉兹大学 F. Pregl实验室
学习有机微量分析技术，并订购了相关仪器。今
天，人们在参观有机所所史展览馆时，还能一睹
他从奥地利带回的微量天平。

学科兴旺匹夫有责

一花独放不是春，唯有实干报家国。庄长
恭从未忘记这个初衷。

早在 1923 年，庄长恭就与旅美化学学
者李宝庆等在美组织了中华化学会，并计划
出版“中华化学会志”以刊载研究性的论题，
惜未能出版。中国化学会 1932年成立后，他
积极参加。
庄长恭很早就认识到质而非量才是提高

国际学术地位的重要因素。在担任“中央研究
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改变了该所自己
写研究报告、自己编辑出版的方式，要求同仁
把研究成果向国内外第一流期刊投稿，正式发
表后再进行汇编。“不数年，该所的研究成绩大
为进步。”刘广定写道。可惜的是，接踵而至的
战火让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失去学习和推广这
一办法的机会。

1948年，庄长恭在赴美考察归国后，出任
台湾大学校长，却因难以辞退一些有关系的旧
教职员，加之遇到国民党特务擅自闯入学校抓
捕学生，让他无力推展校务，最终决然离台。返
沪后，他居家靠审阅书稿为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庄长恭很快被聘为
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委员。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
科院有机化学所第一任所长。建所初期，他广泛
延聘人才，调整研究方向，为新中国的有机化学
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很多思想都非常新，一些
见解和看法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戴立信举例
说，以二级学科建立有机所就是其一。

庄长恭总是紧跟新科学技术的步伐。“当
时，对于有机所开拓的高分子和抗菌素两个新
领域，他作为所长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科学知
识。”于 1953年进入有机所的戴立信曾协助庄
长恭搜集有关高分子研究的文献，后者的钻研
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给他以很深的印象。
此后，有机所高分子组搬往北京，成为中

科院化学所的一支主力。庄长恭又被任命为该

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外，庄长恭还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会

志》和《化学学报》的编辑委员。他对中文有机
化学名词极为重视，常说这是化学在中国生长
的先决问题。现在一些常用的有机化学名词，
如吲哚、吡咯等杂环名词都是他的创意。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庄长恭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教育
家。他当年的学生及共同工作者，如邢其毅、田
遇霖、高怡生、黄耀曾、朱任宏等人，后来都成
了领导一个教学单位或研究单位的负责人。

据田遇霖等人回忆，庄长恭备课非常认
真，总是反复思考怎样讲才易于学生理解，因
此讲课时往往使同学们“像着了魔似的，听得
津津有味”，而与他讨论问题时又能让人“真正
感到如沐春风”。

庄长恭对科学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学生。田遇霖等在回忆导师的文章中写
道，他暑期按例有一个月的假期，有一次，还
不到一星期，他又赶回来参与实验。当他设
计一个研究路线时，往往会参阅许多文献，
甚至通宵不眠。

庄长恭强调科研要有严谨的态度。当他的
麦角甾醇结构工作发表后，Windaus实验室的
一位同事认为他的成功是由于运气好，庄长恭
答道：“科学研究不是靠运气的，必须有坚强的
毅力、严谨的态度、敏锐的观察，才能获得成
就。”他常用这件事教育学生。

庄长恭也很重视家庭教育。受父亲影响，
庄亚辉兄弟三人中有两人选择了化学专业。在
庄亚辉印象里，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有所不
为，始有所为”“取法乎上，适得其中”，以及“背
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父亲让我在做科研时，选择有创新性的、

有意义价值的方向，而且要坐得住冷板凳，要把
自己放在一个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全心全意地攻
克难关。”从走上科研岗位到后来担任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父亲的话一直印刻在庄亚
辉心里。

一次去东北考察，庄长恭不幸染病，此后
健康每况愈下。1962年 2月 15日，他在上海
与世长辞。

为了纪念庄长恭在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
贡献，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从 1993年起设立
了庄长恭化学化工科技进步奖，激励在基础研
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研人员。2017
年，上海有机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建立了庄
长恭研究所。“用庄先生的名字命名，是想赋予
研究所鲜明的个性和一流的基因。”中科院院
士何鸣元说。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庄长恭曾把韩愈的这句话传给黄耀曾，黄耀曾
又传给戴立信这一代。对此，戴立信说：“有天
才或没有天才是一方面，年轻人要想在一个领
域做得好，需要勤奋，更需要创新。”

庄长恭

1952年，庄长恭在中科院有机化
学所全体人员会议上（上排右五）。

人物生平

荫1894 年 12 月 25 日，出生于福建泉
州。

荫1916—1919年，在北平国立农业专门
学校学习。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的津贴留美
生，但因得到华侨资助，直接赴美学习。

荫1922—192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化
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荫1924年，在湖北武昌大学（现武汉大
学）短期任教。

荫1925—1931年，任奉天（现沈阳）东北
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6—1933年期
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讲座。

荫1931—1933年，任德国哥廷根大学及
慕尼黑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
讲座。

荫1933—1930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
化学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荫1934—1938年，任上海 /昆明国立“中
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34—1945年期
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教授。1935
年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

荫1939—1942年，任上海国立北平研究
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当选为“中央
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委员。

荫1942—1945年，任昆明国立北平研究
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和代所长。

荫1946—1947年，赴美国考察有机化学
和药物化学研究。

荫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荫1948年 6月—1948年 12月，任台湾
大学校长。

荫1950—1954年，任上海中国科学院有
机化学所研究员兼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兼任数理化学部副
主任。

荫1962年 2月 15日，于上海病故。

庄长恭的钢笔字和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