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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时还思路清晰作报告
2003年编纂论文集时，没有讲稿，贝时璋

也能思路清晰地作一个半小时的学术报告。
贝时璋一生没有生过大病。总结自己的长

寿经验，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
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贝时璋在德国留学时学会了吸烟，一直吸
了60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说戒烟，便从此
不再抽烟。他也从不吃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
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和6片维生素C。

贝时璋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他认为老年人
除了和老友交往之外，还要多交“忘年交”。

【巨人逝·长寿星】

三戴博士帽不改中国心
1903年，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一

个世代种地打渔的家庭。1921年留学德国后，
贝时璋除了学习生物学，还学了物理学、化学、
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多门课程。

1928年 3月 1日，贝时璋在土滨根大学完
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戴上了第一顶
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桂冠。

50年后，即 1978年 3月，由于贝时璋在科
学研究中获得的卓越成就，土滨根大学再次授
予他自学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又一个
10年过后，1988年 3月，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
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钻石博士”），世
界上获土滨根大学如此殊荣者仅贝时璋一人。

1928年，德国学术界千方百计想挽留这位
年轻的奇秀。然而，1929年秋，贝时璋毅然回
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巨人逝·中华情】

【巨人逝·功勋章】

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先生，2009年10月
29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县。作为我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和教育的
先行者，贝时璋开创了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为我国生命科学和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长达 80 多年的科学探索生涯中，贝
时璋获得了无数科学成果，尤以关于细胞重
建的研究最为突出。

他于 1934年发表了名为《丰年虫中间性
生殖细胞的重建》的论文，从此奠定了他作
为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学术地位。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细胞重建现象，贝
时璋随浙大迁到贫穷落后的黔北小山城湄
潭，一待就是6年半。

由于那里找不到丰年虫的中间性，研究

只得暂停。谁知这一放，竟放了近30个年头。
直到 1970年，贝时璋终于在中国科学院

生物研究所又开始了他的细胞重建研究。他
把研究结果总结成系统的理论，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细胞重建学说”。1983年贝时璋在
《中国科学》（英文版）连续发表了5篇论文，使
“细胞重建”理论走向全世界。

贝时璋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
学”。他说：“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
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

使“细胞重建”理论走向全世界

生物物理学是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形成
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早在 20世纪 40年代，
贝时璋就洞察到物理学和生物学相互渗透的
大趋势，深信生物学必将从描述性科学向定量
性科学转变。

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他匠心独运地组
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合作，把物理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运用到生物科学研
究中去。于是，生物物理学便在中国应运而
生了。

1958年，由贝时璋负责在北京实验生物研
究所基础上改建成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中国正式确立。

贝时璋不仅创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而且
创建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为中国生物
物理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鉴于贝时璋在科学研究上的突出成就，
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
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
准将该台于 1996年 10月 10日发现的、国际
永久编号 36015 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
星”。

文/新华社、《文汇报》等 图/新华社

中国生物物理学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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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上午，贝时璋先生还召
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
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
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
己任。“我们要为国家争气！”这就是贝
老留给中国科技界最后的遗言。

“爸爸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离
开我们的。”长女贝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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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言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