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邀您为“瓜奶奶”吴明珠院士传记想个好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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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西瓜不仅是
夏日里的一抹清凉，更是国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每年中国人消耗的西瓜量惊人
地占据了全球总量的七成，人均年消费量高

达113斤，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西
瓜消费国。而这份“吃瓜自由”的甜蜜背
后，离不开一位被誉为“瓜奶奶”的传奇人
物——吴明珠院士。她几乎以一己之力，让
不是甜瓜和西瓜起源地的中国，成为全球甜
瓜分类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甜瓜次生起源
中心之一。

20世纪50年代，吴明珠大学毕业时恰
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初建，广袤土地亟待开
发，人才需求尤为迫切。尽管已被分配到中
央农村工作部，她仍心系新疆，毅然放弃优
渥的条件，于1955 年前往新疆毗邻酷热难
耐的火焰山的鄯善县。

新疆以其独特的自然条件，成为瓜果种
植的理想之地，但种植技术与品种选择却极
为匮乏，产量与质量均不稳定。面对“火
洲”吐鲁番的极端气候与语言障碍，吴明珠
展现出非凡的坚韧与毅力，将青春和才华全
部奉献给了新疆农业科技事业和边疆各族人
民。她穿梭于戈壁滩，顶风冒沙，历经数
年，遍访300余个乡村，搜集并整理瓜果种
质资源，最终选育出多个优质品种，极大地
促进了新疆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建设，对民

族团结工作作出卓越贡献。维吾尔族人民还
给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意
为月亮姑娘）。

深知育种之路漫长且艰辛，吴明珠开始
了西甜瓜的南繁之路，利用新疆和海南两地
的气候差异，实现了全年无休的育种工作，
如候鸟般迁徙，年复一年，从未间断。即便
是在院士评选的关键时刻，她因忙于瓜田授
粉而错过提交材料的时间；面对丈夫离世的
巨大悲痛，她仅休息了短短五日，便强忍泪
水，重返瓜田，继续她的使命。

六十二载春秋，吴明珠用汗水与智慧培
育出了超过30个优质瓜种，在她的不懈努
力下，中国瓜类种植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西瓜、甜瓜等实现了“一年三熟”，
让人们在非夏季也能享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
的甘甜。

如今，阿尔茨海默病仿佛在她脑海中放
置了一块橡皮擦，逐渐抹去了无数的记忆，
但唯独无法抹去她对瓜的深情、对新疆的眷
恋以及对南繁的热爱。她曾经说过：“瓜是
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
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瓜奶奶”的故事

李庄，位于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始建于
南北朝梁代大同六年（公元540年）。这里是
金沙江、岷江汇合后的第一镇，且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民众具有崇文、尚义、开放、包容
的精神品格，自古就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
的美誉。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
滥炸，一大批内地高校被迫西迁，以寻求一
处可以“安放书桌”之所。当饱受颠沛流离
之苦的同济大学师生四处寻觅安身之地
时，李庄人民发去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6 字电文。1940 年
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入李庄，之后，中央研
究院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
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
等，也沿着同济大学的车辙相继入川，于
1940年冬抵达李庄。李庄人民的16字电
文，不仅造福了同济大学，也让同样苦于找
不到落脚之地的众多文化机构辗转流徙来
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在此寻得一张“宁静的
书桌”，直至抗战胜利。风云际会中，李庄
成为与成都、重庆、昆明并列的中国四大抗
战文化中心之一。

那时的李庄，是人口、智力密度的高
峰。流寓李庄的学人，是教授中的教授、学
者中的学者。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
基人”李济、“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
桂、“中国民族学的开创者”凌纯声、“中国
体质人类学的创始人”吴定良、“中国建筑
科学的鼻祖”梁思成以及陶孟和、董作宾、
梁思永、林徽因、劳榦等学术大师，云聚在
这个小小的李庄，可谓群星璀璨。此外，还
有青年才俊董同龢、任继愈、罗尔纲、吴孟
超、罗哲文、王世襄……这份航母级学人的
名单，还可以拉出好长。

本只有3000人的李庄，鼎盛时期的人
口增至1.2万人。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
的偏僻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
上“中国李庄”即可直达。那些年，“中国李
庄”成为了文化抗战的象征，昭示着炎黄子
孙在危亡之际的慨然大义，苦难之中的责
任坚守，平常之中的家国情怀！

在李庄的岁月里，虽然没有空袭和跑
警报的烦恼，但学生和学者们仍然面临着
贫困、饥饿、疾病，以及文献资料匮乏、学习
用品奇缺等严重问题。云集于李庄的学者
们，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清
贫匮乏之中坚持治学救国，弦歌不息，笔耕
不辍，潜心研究，奋笔抒写着报国的情怀，完

成了一部部中国学术界的扛鼎之作，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如董作宾的《殷历
谱》、李济的《远古石器浅说》、梁思成的《中
国建筑史》、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李霖灿
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罗尔纲的《太平天
国革命的背景》，更有集当时学术大成的《中
国营造学社汇刊》和《六同别录》等等。

当时的李庄，既没有印刷用纸，也没有
可以印刷的设备，绘图需要全部改成手绘
图纸；当地所能找到的印刷纸非常脆弱劣
质，还泛着光；李庄附近也基本没有任何正
规的印刷设备。流寓李庄的大师们因繁就
简，采取石印的方式出版这些著作，他们自
己刻蜡版，人工手描图样，一针一线地把石
印的书页缝在一起……

石印本是德国人塞内菲尔德 1798 年
发明的一种印刷技术。它是利用油水相斥
原理，用油性墨汁将图文内容绘制于石板
上，再以水润湿石板表面，使油墨区域亲墨
抗水，空白区域亲水抗墨；最终用机器加
压，将图文墨迹印刷至纸张上。石印有六
道工序：一是打磨石板，使用金刚砂与磨石
器将石板打磨至光滑平整。只要将石板上
以前的图像打磨掉，并将石板磨光后，这种
石板就可重复使用。二是书写内容，使用
油性墨水书写印刷内容。三是石板酸化，
在石板上涂抹酸性胶液，使石板略微酸
化。四是板面刷水，将石板打湿，使没有油
墨的区域充分吸收水分。五是石板上墨，
用滚轴在石板上滚动，使内容区域充分吸
收墨汁。六是加压印刷，将纸张平放于石
板上，通过机器加压，完成印刷。

石印技术以其成本低廉和操作便利的
优势，自19世纪由欧洲传教士引入中国，
迅速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助力。因为处在
长江黄金水路上，李庄石印馆历史悠久，曾
以“民族石印”为名，在民国时期为私人所
有，印刷日常用品、特产包装等。待中央研
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机构迁至李庄，
该石印馆便成为众多学术著作的出版者。

精通甲骨文研究的董作宾潜心于古史
年历研究，其数次易稿的《殷历谱》最终在
李庄戏楼的一张门板上完成。这部巨著借
助甲骨卜辞中对日、旬、月、年的记载解决
了商代的年代问题，重建了殷商的历史轮
廓。1945年4月，《殷历谱》以手写石印方
式在李庄诞生，被誉为“抗战八年第一
书”。《殷历谱》的写作和出版殊为艰辛，据
石璋如《董师彦堂先生五十大庆追记》一文
中介绍，“董师的研究室在戏楼上，戏楼的

大门用木条钉起，作为一个大窗子，其上用
纸糊起，光线充足，窗下放着一张大木案
子，作为研究桌……那部国际驰名的巨著

《殷历谱》，就是在这个窗下，这张桌子上，
利用五百八十片甲骨文及一大堆的参考资
料，当时文无草稿，胸有成竹，组合资料，运
用思路，笔浸油墨，正楷写出，日书一纸，送
去上石，设若印坏，仍需重书，历经一年又
八个月，始完成了这部连图带表约七十万
言的大著，从此殷代的二百七十三年的年、
历与祀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殊可钦佩。”

1943年6月，劳榦先生所著《居延汉简
考释释文之部》四卷也在李庄石印馆装印，
印数300 部，定价250 元。1944 年9月，同
书《考证之部》两卷同样石印出版，印数
300部，定价500元。对于此著作的石印出
版，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专
门发了告白：“此书在李庄小石印馆装印，
印工尤差，装订尤劣。凡缺页处，均由本
所职员检明补齐。然油墨过灰之字及纸之
残损处几于无册无之。在此抗战时期，印
刷艰难，不可名状，诸祈读者见谅。若有
太不清楚处，乞问明册数、页数、行数、
字数及上下文，直函南溪李庄第五号信箱
劳榦先生，附回信邮费十元（用邮票）当
将阙字处抄奉也。”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通过对纳
西族东巴文化田野资料的仔细整理与潜心
研究，完成了《麽些象形文字词典》和《麽些
标音文字字典》的编撰工作。从1944年2
月下旬开始，李霖灿把编纂好的字典抄写
在药纸上，交李庄石印馆，整整 4 个月
后，写印完毕。据他回忆：“李庄小地
方，只有一家石印馆，彦老（董作宾）和
我都在这里印书。他印《殷历谱》，我印

《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这部纳西文化研
究方面奠基性的著作刚一问世，便引起了
语言学界、民族学界乃至整个海内外学术
界的重视，董作宾、李济等先生欣然命笔
为该书作序，给与极高评价，李霖灿也因
此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抗战前学社定
期出版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抗战开始后，
学社会员一路辗转，勘测研究都遭受重创，
这本汇刊也被迫停止出版。但梁思成和林
徽因认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刊
物出版是极为重要的事情，营造学社必须
想办法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认知、
认可和问世。他们排除困难恢复《中国营
造学社汇刊》的出版，将营造学社学者们战

前的实地勘察成果和战时的调查研究报告
发表出来。为了该汇刊的出版，梁思成和
莫宗江先生承担了大量的绘图工作。只要
不发烧，身体勉强可以支撑时，林徽因也要
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梁思成做英文文字
解说及图文编撰等工作。因为李庄附近基
本没有任何正规的印刷设备，梁思成他们
只好自己刻蜡版石印，其中的图纸和文字
印刷，全依靠人工手描，根本无法将图文直
接印在纸上；装订也很困难，从折页子、修
切、打孔、穿线到裱装封面都要自己动手完
成。梁思成全家人都加入了这个“印刷作
坊”，甚至林徽因年近古稀的母亲也成为了
作坊的义务“工作人员”。就这样，在大家
的齐心协力下，全手工制作、石印出版了两
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年出版第七
卷第一期，1945 年出版第七卷第二期，每
期分别印刷了200册。以简陋的石印出版
的这两期堪称精美的高质量汇刊，凝聚了
营造学社全体学人的智慧与汗水，以极高
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持久赞
誉。由于印数极少，保存至今的已经成为
极品。病床上的林徽因承担了出版刊物的
工作，其中一期就由她编辑。在她编辑的
这一期里，目录页刊印有勘误表，足以见证
其孜孜以求的精神。

1946年1月，在史语所告别李庄之前，
石印了一套线装学术论文集，名为《六同别
录》。该论文集分上、中、下三册，收录了傅
斯年、李济等 10 多位学者的 28 篇学术论
文，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
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成为史语所留给李
庄的最珍贵的学术凝练，亦是这群学者关
于这段光阴不可忘却的纪念。

关于《六同别录》的石印出版，史语所
所长傅斯年在《〈六同别录〉编辑者告白》中
写道：“不特我们没有这钱，他们也没有这
工夫，因为他们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不得
已，作一局部的补救，是自办一个石印小工
厂，也曾经努力过一下，仍以办得太晚，钱
不够而未成功。目下只好就李庄营业的小
石印馆，选些篇需要刻字、音标，而不需要
图版的，凑成这一本，用石印印出。其他需
要图版的，照相影印的，仍是无法办。”

流寓李庄期间，石印出版的学术著作
还有很多。大师们煜煜不朽的学术巨作的
石印出版，不仅成为了李庄文化抗战重要
象征，更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中华文脉在
这座小镇落地生根、播火传薪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李庄石印，中华文脉的传薪者
□黄卫来

爷爷拨开迷雾
呼唤我的乳名
石头、山川
屋顶、枝叶
都染上了风霜

层层叠叠的银针
像天女散花
柿子打了霜更甜
茄子打了霜蔫了
野菊花开得正艳

爷爷牵着牛，披风带霜
穿过无边的田野
叶落了，草枯了
鸟鹊的声音更脆了
乌桕树像火

三三两两的锄头和犁
随着一声声牛哞
吻开了太阳
太阳将无限的光辉
尽情地铺洒在大地

霜降

山川河流与之对应的
车水马龙
寒霜枯叶与之对应的
春暖花开
在广州，温暖的润泽
从一枝枯荷上分辨秋天
从一朵鲜花上指认节气

清早，推开秋色
远方氤氲而下的霜降
白了柿头，黄了菊花
落了枯叶
我在阳光中行走
揣有一块和故乡一样坚硬的石头
一块日月侵蚀的石头
没有霜
落满了鲜花
落满了雨声

霜降近了，远了
（外一首）

□杨兵

吴明珠传记系“南繁科学家传记丛书”
开篇之作，由海南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少数民族出版基地） 联合出版。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南繁，强调
要继承发扬老一辈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优秀品
质。本书以大量一手采访为基础，讲述吴明
珠为祖国西甜瓜育种事业奉献一生，构建起
世界领先育种技术平台的传奇人生，传播弘
扬以其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卓绝、拼
搏进取、创新创业、求真务实”的南繁精神。

在追寻与塑造这位可爱、可亲、可敬的
中国女科学家形象的甜蜜之旅中，图书的主

创团队，特别是作者刘颖怀揣着满腔的敬意
与深情，赴重庆、新疆、北京、三亚等地采
访。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部图书的编
纂，更是对一位伟大女性最真挚的颂歌。
2024 年 7 月，主创团队再度跟随吴明珠重
返新疆工作过的地方。他们仿佛穿越了时
空的隧道，亲身感受了她当年在烈日炙烤
下的戈壁滩上，如何以不屈不挠的精神，
与风沙共舞，与烈日对话，寻找着能够滋养
这片土地、造福一方百姓的瓜果良种。

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访谈与实地调
研，主创团队与吴明珠的亲友、同事、后
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功挖掘到了大量
珍贵的音视频、文字资料，力图让吴明珠
的形象更加饱满生动，让吴明珠的精神能
感染更多的人。

关于本书

现在，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
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甜蜜的播
种者的传记起一个能够体现其精
神风貌、人生经历或重要贡献并
触动心灵的书名。你的提议，或许
就能为传播吴明珠故事、弘扬吴明
珠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征名活动的具体细则如下：
一、征集范围与要求
1.征集范围:面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
2.征集要求:
a.书名应体现吴明珠的精神

风貌、人生经历或重要贡献。
b.书名应简洁明了，易于记

忆和传播。
c.书名需为原创，不得侵犯

他人版权。
d.提交者需附上简短的创作

理念和理由说明。
二、书名提交方式
1.线上提交:将应征作品以

“吴明珠传记征集书名活动+作
者(团队)姓名/单位、手机号码”
的方式命名发送至以下邮箱:
236225733@qq.com。

联系人：朱奕
联系电话：(0898)66819831
2.线下提交:将书名及创作

理念手写或打印后，邮寄至活动
组委会指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海南
出版社。

三、评审团组成
评审团由文学专家、吴明珠

的亲友同事、海南省南繁管理局
相关人员、出版社资深编辑、本
书作者、媒体从业者及公众代表
等组成，以确保评审结果的公正
性和权威性。

四、评选标准及流程
1.评选标准:
a.书名是否符合吴明珠的精

神风貌和人生经历。
b.书名是否具有创意和吸

引力。
c.书名是否简洁明了，易于

记忆和传播。
d.创作理念和理由是否充分

独特。
2.评选流程:
a.初选:评审团对所有提交

的书名进行初步筛选，选出符合
要求的候选书名。

b.复审:评审团对候选书名
进行深入讨论和比较，选出最终
的获奖书名。

c.公示:对获奖书名进行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奖项设置及奖品
1.获奖者1名：奖品2000元

码洋的精品图书、作者签名图书。
2.票数前10名者：奖品300元

码洋的精品图书、作者签名图书。
你的每一个IDEA，都是对吴

明珠院士一生奉献与成就的最好
致敬。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本能
够完美诠释“瓜奶奶”传奇人生的
传记早日面世，让更多人感受到
这份来自瓜田的甜蜜与力量！

诚挚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