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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终有界，山高人为峰
——记李汝祺先生的遗传学之路

在细胞遗传学国内空白之时，他送来福音；在华夏

大地喑哑不闻之时，他语惊天人；在科研秩序艰难重建、

百废待兴之时，他又不顾高龄，亲力亲为，义无反顾投入

精力和财力，誓振兴中国的遗传科学——他就是中国遗

传学奠基人李汝祺先生。怀高远之心，践壮志之路，开学

科之先河，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科研，将自己的血液

永远地融入了祖国发展的脉搏。

于空白处开掘中国遗传学

果蝇，这种长着硕大红色复眼的微小双翅昆虫，最

先开启了李汝祺的遗传学之旅。他一生深深地痴醉于对

果蝇的遗传学研究，执着于探究这种几个毫米长的小昆

虫遗传学规律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人类遗传学规律。

李汝祺先生1895年出生于天津市，1919年从清华学

校毕业后，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普渡大学求学。1923年大学

毕业，李汝祺先生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及各种各样

的荣誉证书，被校方推荐加入美国大学荣誉学会（“金钥

匙”学会）。随后，他便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

深造，师从摩尔根。

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李汝祺先生对果蝇的研究

更加精细和专业化。为了观察果蝇发育过程的变化和及

时取得实验材料，他经常不分昼夜连续工作。1926年，他

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摩尔根实验室第一个获得

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1927年美国《遗传学报》的首篇文

章就是李汝祺先生的博士论文《果蝇染色体结构畸变在

其发育上的效应》，这应当是关于果蝇发生遗传学的第

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确定了Notch基因的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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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 曹睿姝

李汝祺先生 供图 / 戴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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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而Notch至今仍然是发育遗传学家的重要研究对象。

因此，李汝祺先生无愧是发育遗传学的开拓者之一。同

时，他还认为，发育学和遗传学必须联系起来，否则，不

能充分发挥遗传学理论作用。

青年李汝祺的科研壮志，在喜获一连串科研上的成

功后没有削减，反而激励他攻克各种难关，不断取得一个

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1926年，李汝祺先生回国后先到复旦大学任教，次年

又应聘到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成为那里唯一从事遗

传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给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遗传学

带来了活力。

来到燕京大学不久，他在所著的《人类生物学》教科

书中，首先系统地介绍了细胞遗传学的基本理论，指出了

摩尔根基因理论的重大意义和发展前景，并科学地评价

了当时国际上对优生学的各种观点，提出优生优育的遗

传学根据和必要性。

李汝祺先生是发生遗传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

纪30年代，他就在国际上首先涉猎遗传学和胚胎学的交

叉点。20年后，1955年，瑞士胚胎学家哈同的德文版《发

生遗传学与致死因子》一书才出现；再经6年，1961年，马

克尔特和乌尔斯普龙合著的《发生遗传学》，把当时散见

于各方面的有关材料汇总起来，创立了这门学科体系。李

汝祺先生在发生遗传学建构中展现的中国式的勤苦和智

慧，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坚定前行。

李汝祺先生（左四）和北京大学生物系79级学生合影

　供图 / 戴灼华

李汝祺先生（右二）在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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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汝祺先生是第一个把细胞遗传学介绍到中国的学

者。1936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国后，他将果蝇唾腺

染色体技术传播到国内，中国在细胞遗传学方面又向前

迈进了一步。他开辟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研究实验室，从

事黑腹果蝇、中国瓢虫的研究工作，致力于解码生物体

的基因奥秘。

李汝祺先生还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我国遗传学界研

究骨干的人才，其中知名的两栖类脊椎动物分类学家刘

承钊院士和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曾在他的指导下完

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此外，还有著名生物学家张作轩、金

荫昌、林子明和李肇特等都是他的得意弟子。毫无疑问，

他为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国

遗传学的奠基者。

李汝祺先生的研究热情持久坚定，著作等身。

1981年，凝结李汝祺先生讲授细胞遗传

学多年心血和经验的著作《细胞遗传学基本原

理》出版，该书被国家教委定为大学通用教材。

1982年不再执教后，他又出版了《谈谈遗传学中的

若干问题》等著作，他对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思考已升华

到历史与哲理的高度，其中有些问题其他学者至今尚未

注意到。

85岁耄耋之年，他开始着手写《发生遗传学》（上、

下册）。彼时，他终生相依相伴的夫人江先群先生因患癌

症离他而去，但为了重振中华民族的遗传学，他将失去亲

人的悲痛暂搁一旁，忘我写作，这部近90万字的巨著终于

历时7年，在1984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遗传学、胚

胎学和细胞学的基本规律融为一体，既精辟阐述了遗传

学基本原理，又介绍了分子遗传学的最近成就，反应了遗

传学发展趋势。这本书凝结了李汝祺先生毕生的教学经

验和学术思想，被誉为我国的遗传学经典巨著，是他留

给我国遗传学界的宝贵财富。

李汝祺先生晚年思路仍十分清晰，记忆力不减，91

岁时还曾计划写一篇批判从古至今生物学研究中形而上

为李汝祺先生祝贺95岁寿辰　

供图 / 吴鹤龄

李汝祺先生编著和翻译的一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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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文章，可惜终未如愿。

于万马齐喑中坚毅“争鸣”

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遗传学界，存在着以苏联米

丘林和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大不同学派。新中国成立

初期，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被贴上政治标签，说是“资

本主义的”，而米丘林学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于

是，遗传学界成了一家独大，万马齐喑。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受到苏联遗传学界的影

响。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曾发动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

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全面仿效苏联的做法，

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

研究工作。在那个时候，遗传学界只允许一种声音，科学

研究“政治化”是遗传学以及其他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发展的阻力。

好在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太久，最终还是被国家迫切

青岛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青岛会议上科学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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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研水平、扩大科研成果的新的发展目标所打破。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主席号召“为迅速

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2月24日，《中共中央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技术

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

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以便尽可

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

同年4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对于学术性

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的报告，其

中举了李森科的例子。4月28日，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部

长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报告，进一

步阐明党的“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如春风吹遍喑哑的华夏大地，一系列

调动科学工作者积极性，动员人们各抒己见，加快新中国

建设的会议相继召开。李汝祺先生以及其他致力于献身

科研的学者们从中感到希望和动力。8月10日，全国有关

机构130多名生物学专家参加了在山东青岛举办的“遗传

学座谈会”，大家围绕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的关

系、遗传与系统发育的关系等等进行了讨论。

在会上，李汝祺先生从马列主义科学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的高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发言的基础上他写

出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谈自己参加会议的

收获和关于百家争鸣之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性的意见。文

章中说：“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只许一家

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家独鸣只

能引起思想僵化……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

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

障碍，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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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

去……”

“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 遗

传学中目前存在的两个学派, 会逐渐融合为一，那就是说

只有家，而没有派，我希望，所有的中国遗传学工作者都

能以此为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文章还提出，通过争鸣达到思想认识的一致，达到

团结共进；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政治理论指导自己的

教学科研工作实际；扩大科研教学的业务时间，保证每周

六分之五等等。

该文公开发表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面。毛

泽东读后，认为“有用”，于30日写信给胡乔木，指示在《人

民日报》上转载。毛泽东将李先生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

题，另加主标题为“发展科学必由之路”，还为之写了“本

报编者按”。按语中写到“我们将原标题改为副标题，替

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

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的错误的思想和措

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李汝祺先生的“争鸣”文章以其独特的学者精神和

系统建议为积极推动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对于打破科学教条，阐明科学要义，带动

百家争鸣做出了特有的贡献。而毛泽东从“百家争鸣”

到“必由之路”的斟酌反映出促进新中国科研进步的决

心和勇气，也揭示了科学发展和时代发展中亘古不变的

本质规律。 

于沉默中忘我奉献

当代遗传学已被人们公认是探索生命奥秘的前沿学

科，是把生物学研究提高到分子水平的主要奠基学科之

一。现代遗传学已深入到工农医实践部门，发挥巨大作

用；以遗传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兴起，使人

类开始进入创造新生命的时代，推动着未来新技术革命

的浪潮。中国遗传学在不断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甚至

基础研究水平已不逊于国际水平。今天，中国遗传学能够

取得许多自主创新成果，造福国人，与李汝祺先生等老一

辈遗传学家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忘我奉献是密不可分的。

李汝祺先生生性较为内向，不善言辞，一心扑在科

中国遗传学会第一次理事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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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及小鼠有关群体和发育遗传学的研究。他经常从北

大燕东园家里步行到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果蝇遗传

学研究，还亲自指导他们如何采集和饲养果蝇等工作。

国运昌盛日，百废待兴时。1978年10月，为了加快完

善遗传学学科架构，集中力量促进学科发展，中国遗传

学会成立了，德高望重的李汝祺先生被推选为首任理事

长，兼《遗传学报》第一任主编。翌年，中国遗传学会加

入国际遗传学理事会，并于1983年11月首次参加了在印度

召开的第十五届遗传学国际会议。

看到我国年轻的遗传学队伍日益壮大，走向世界，李

先生心中感到无限的欣慰。他说：“我是旧中国过来的老科

学家，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尊重和信任，从而有机会发挥

自己的才智，为祖国奉献微薄的贡献，这是十分幸福的。”

晚年,奋斗一生的李汝祺先生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快

培养青年动物遗传学人才, 以适应我国遗传学事业发展

的需要，如何激发科研人员保持高质量、高效率的科研实

践，让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他毫不犹

豫地向中国遗传学会捐出一万元钱，设立了“李汝祺动物

遗传学优秀论文”奖金, 褒奖对动物遗传研究有创见的

青年科学工作者。

海至尽头终有岸，人心无界敢为先。李汝祺先生以

他严谨治学的风范，淡泊明志的胸怀，勤苦务实的实践

创造了诸多第一，并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加速了中国遗

传学的发展。他的温良宽厚、秉正不阿的品行也积极地

影响着今天的科研工作者的学品、人品。时至今日，他已

经逝世19周年，但是叙述他生前的轶事，重现他隔世的

音容，依然真切动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高风亮节，谨

与世存。■

（责编 桑新华）

李汝祺先生在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

成立大会上发言。

遗传学会发起人会签

研与教学上，默默做着奉献。在寻求科学真理的漫漫长

征途中，李汝祺先生锲而不舍，百折不回，为我国遗传学

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为我们留下了极其

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的遗传学在“文革”期间经历了停滞，各种科研

活动都停止了，使得我国科研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

差距。1977年，教学和科研秩序恢复后，为了追赶现代发

生遗传学的国际水平，已然八旬高龄的李汝祺先生以数

倍的精力投入科研，增加了四项科研项目，孜孜不倦，披

星戴月，用科研成果书写他的爱国热情。

1977年后，李汝祺先生重建了北京大学遗传教研室，

并领导了教研室年轻教师们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开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