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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山村走向大世界
——新邵籍科学家龙春林的成长历程

记者 贺旭艳

硕士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龙春林
经裴盛基老师推荐赴泰国孔敬参加一个
研讨会，得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征集项
目申请书。回来后他提交了《西双版纳庭
园植物群落持久性研究》项目申请书，成
功获得基金会的资助，这在当时是个很不
错的消息。龙春林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
力和汗水，终于圆满完成项目，也为今后
开展植物学研究工作树立了信心。

龙春林关注国际发展动态，学习国
际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在自
己的科研工作中实践，取得了可喜的进
展。他帮助基诺族保护了当地古茶园生
态系统，该系统现在已成为基诺族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态屏障的物质基础。
1996 年，他开展的“基诺族森林管理研
究”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
圈计划“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颁发给
全球范围内为生态系统、自然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
者，每年获奖人员不超过10位。

把植物学研究当作事业，不仅要长
期面对枯燥的标本，忍受实验室中的刺

鼻气味，有时候更要有战胜恐惧和危险
的勇气。有一次在滇东南考察时得知，
当地苗族同胞用山崖上生长的一种植物
的块茎来治疗皮肤病和肿瘤。为了亲眼
看到这种植物并采集到实验材料，他带
上几个包子，背上行李，独自朝着云雾中
的大山走去。在森林一处悬崖的断壁
上，他发现一丛小巧芋叶，为了接近它们
差点坠落悬崖。这样的经历，在他的植
物学考察生涯中，还遇到过好几次，但是
收获也不小。1997年底，他荣获了中国
科学院“野外工作优秀个人”证书。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
建设，是他科研生涯中的重要事件。从
1999年9月到2009年12月，他投身于这
一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事业当中，倾注
了无数汗水和心血。作为两位首席科学
家之一，他主持了3项科技部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组织全国 58 所大学和研究
所、13个自然保护区的600多名研究人
员，开展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调查、采
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中国西南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工程的完成，是我国

战略性生物资源保存的重大飞跃，为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物资源
战略储备。由于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
他分别获得了 2012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
术奖励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度中国
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二等
奖。“能投身于这样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建
设中，是一辈子的荣誉，比丰厚的物质财
富更加富足。”

龙春林钟情着民族植物学研究工
作。通俗地说，民族植物学就是向老百
姓学习，科学地解读人类对植物的朴素
认知。随着老人们的逝去，许许多多的
传统植物学知识正在快速流失，如果再
不抓紧抢救和研究，就永远消失了。对
此，龙春林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了民
族药物化学实验室，通过分析民族药中的
化学成分来解释民间利用植物药的知识
是否具有合理性。随后又建立了分子民
族植物学实验室。2008年，龙春林在这一
系列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
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概念和发展思
路。国内外该领域的专家十分赞赏这个
新的理念和思路，纷纷仿效。随着学术
交流的不断推进，现代民族植物学已经
在海内外开花结果。“作为现代民族植物
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备感欣慰。”

遨游科学海洋 唱响春华秋实

快毕业时，面对就业和读研究生的选择，他的
一个办法就是报考植物学领域最好的招生单位，
如果没考上就立即工作。经咨询，杨一光和刘克
明两位老师告诉他，中国植物学做得最好的单位
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最权威的植物学家是吴征镒。他给吴征
镒写了一封自荐信，吴征镒回信告知，他只招博士
生，向龙春林推荐了李恒副研究员。李恒在收到
龙春林的信后，回信表示非常欢迎他报考。

1986 年，龙春林因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突
出，接到通知不用去参加复试，9月份直接去昆明
报到。这是他考试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在湖
南师范学院的四年，他成功地长到 170 厘米高，
学会了踢足球、打排球和其他体育项目，懂得识
简谱唱歌，被推举为学生干部，获得了“三优”
（学习成绩、教育实习、毕业论文），找回了自信，
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过得充实而愉
快，也比较圆满。”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是他在英语和植物学等
方面突飞猛进的三年。他的硕士论文以中国分布
的磨芋属植物为对象，从选题到实施，都得到吴征
镒院士的指导。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昆明植物研究
所，跟随裴盛基老师从事民族植物学方面的工
作。1997年8月，龙春林经同学推荐到了比利时
根特市，9月份正式注册为根特大学的博士研究
生。10月下旬，昆明植物研究所通知他回去竞聘
研究员。龙春林通过了由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
组评审，并经中国科学院特批为研究员，也因此放
弃了去根特大学的深造机会。2002年9月13日，
龙春林正式取得了博士学位。

顺利读研深造
获得博士学位

高考是龙春林最为痛苦的
回忆。他前后参加了五次高
考。参加高考之前，师资缺乏，
他几乎没有正规地学习过书本
知识。每天早晨步行2公里到
学校，放学回家后，放下书本便
马上去干农活。1978 年初，坪
上区4个公社的高中毕业班共
选拔了50名同学，组成坪上区
重点高中毕业班。在重点班的
那段时间，是他真正接触书本
知识的开始。师生们吃不好吃
不饱，睡觉就在铺稻草的地板
上，但是非常努力。他每周步
行回家一次，背点粮食再回学
校。

高考失利后第一次复读的
学校是离家8公里左右的新邵
二中。每天清早出门，晚上回

家，一路上都是跑步前进。后来学校要
求寄宿，吃不饱是每天遇到的问题，深夜
有时会饿醒来。为了让他安心学习，学
缝纫的大姐积攒着每一片布料，到冬天
能给他做棉鞋、鞋垫；在别人家照料老人
的二姐从每月6元的“工资”中分给他一
二元买书和文具。等到高考那几天，平
时成绩冒尖的他几乎几天几夜不能入
睡，考试极度紧张，结果再次失利。

从新邵二中到新邵一中，从1978年
到1982年，高考恐惧症一直跟随他。贫
困、个子矮小，更让他常常感到自卑。几
次填写高考志愿，考虑路费问题，都不敢
填报离家太远的学校。1982年高考后，
他填报了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湖南
师范学院的勘探、机械、化学、化工等专
业。但是这些专业都拒绝录取他，原因
是他的左胸肋骨上有个与生俱来的孔，
据说不能胜任那些工作。得知被录取到
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他心里一万个不
情愿，以至于入校后的大半年很少露出
笑脸。

但是，生物系老师们讲授的知识慢慢
地激发了他对生命科学的浓厚兴趣。特
别是刘林翰、刘克明和杨一光三位老师娴
熟的专业知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友善的
待人方式，对他影响最大。他们讲授植物
学时，让他联想到奶奶、父母亲和村里长
辈们教的日常知识，领悟到植物学既深奥
却又贴近生活，植物无处不在但是深藏着
许多玄机。在课堂学习之余，他常常一个
人去岳麓山，看那里的不同植物，看它们
开花结果。有时还采摘小小的枝条夹在
笔记本里，回校后对这样的微型标本进行
描述，再到图书馆去找资料，获得它们的
生理学、生态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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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春林，1964 年出生，新
邵县坪上镇茅坪村人，中央民
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
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植物学
家，现代民族植物学的开拓
者。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与生物圈计划“青年科学家
奖”，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民族植物学、民族药
物学、生物多样性、植物种质资
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013年，龙春林应邀在土耳其举行的国际民族植物学会议上做报告。

龙春林（右一）向来访的国外知名高校校长代表团介绍实验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