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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见过朱洗先生，但“认识”
先生久矣。

我与先生皆是临海人，我居城
南，他家城西；我祖父与先生是台州
六中同学，两人有无交集，不知道，
但我知道先生曾带着我祖叔父叶家
怡去上海读书，与毕修勺一起将其
领向报人生涯；先生在回浦教书时，
家父叶光庭是他的学生，先生琳山
办校，家父成了他手下的普通一兵，
此事家父在《缅怀朱洗先生》一文中
有详情的描述。家人经常谈起先生，
我也听过一些先生的故事。

2022年 10月 14日，是先生诞辰
122周年，他逝世也已整整一个甲子。

留法勤工俭学

20世纪初，中国乌云翻滚，风雷
激荡。

1900 年 5 月 28 日，八国联军闯
入清皇朝紫禁城，一把火烧毁圆明
园；5个月后的10月14日，浙江临海
白水洋镇店前村，中药铺小老板朱
俊三的孙子呱呱坠地，取名永昌，字
玉文。

1908年12月2日，3岁的溥仪登
上帝位，年号宣统；8岁的玉文跨入
私塾门槛，开始念“四书五经”。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
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
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
年杂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15岁的玉
文入临海回浦学校（今回浦中学）读
高小。

1918 年秋，玉文考入浙江省立
第六中学（今浙江省台州中学）。

1919年 5月 4日，北京青年学生
一声呐喊，“五四风雷”震荡中华，山
城热血青年朱玉文举臂响应，被校
方开除。

被逐出校门的玉文，愤怒，迷
茫，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
辛亥革命的成果，为什么会被袁世
凯窃取？

此后，中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
登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乃至
12天的张勋复辟……

玉文一次又一次问人，问己：中
华民族的路在何方？

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不少有识之
士，他们认识到“少年强，则中国
强”，欲使中国强，必须“输世界文明
于国内”。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北
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

1919 年 3 月 17 日，中国第一批
89名勤工俭学赴法学生乘坐邮轮在
汇山码头起航。

从 1919 年 3 月至 1921 年 1 月，
先后有1800多名中国青年乘船到达
法国求学，其中包括：陈延年、周恩
来、邓小平、陈毅，钱三强、朱洗、徐
悲鸿、林风眠……

迷茫中的朱玉文听说蔡元培、
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招收青年赴欧学
习，匆匆从临海赶到上海，因经费问
题未能成行，只能先入上海商务印
书馆当排字工人，等待机会。

1920 年，朱玉文蒙回浦学校校
长陆翰文引荐，往见吴稚晖。同年 5
月9日，朱玉文怀揣倾家筹来的几百
块大洋，与回浦校友陈宅桴、毕修
勺，乘培依克号邮轮，踏上赴法勤工
俭学之路。

至法国，朱玉文先在青田人开
的中国餐馆洗碗，后，华法教育会安
排他到巴黎郊外的一个木工厂钉木
箱，1921年春，入史奈德钢铁厂当车
工学徒。

日子一天天过去，朱玉文的口
袋越来越空。一天，他对朋友说：“我
身上既不藏玉，又无分文，真是一贫
如洗的人了。你们今后不要再叫我
玉文，就叫我朱洗吧。”

从此，朱玉文隐退，朱洗登场。
学徒工工资仅够吃饭，学费咋

办？星期天，朱洗和同学就到森林里
采集野蘑菇充饥，结果他的两个同
学中毒而死。日后的生物学家，当时
还不知道不是所有的野蘑菇都是可
以吃的。幸存者朱洗去雪铁龙汽车
厂当了车工，为了攒钱上学，总以黑
面包当主食。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法
语，钻研生物学和进化论。

吃不好，干活累，长期熬夜，朱
洗终于扛不住了，一天，一头栽倒在
风光旖旎的塞纳河畔。

朱洗在穷困中度过了5年的打工
生涯，先后换了6个岗位，他洗过碗，
做过搬运工、翻砂工、汽车修理工。其
间，除了研读专业著作文献之外，还
浏览了大量其他方面的科学书籍，为
以后自由应用多门学科知识解决科
学难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朱洗考入法国蒙彼利埃

大学，师事巴德荣教授学习生物学。

科学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生命

蒙彼利埃大学是法国排名前列
的高等学府，如今生物学科依然是
该校的骄傲。20世纪初，这座古老而
神秘的解剖博物馆，从动物到人体
的解剖陈列应有尽有，朱洗被深深
吸引。

巴德荣是法国科学院院士，长
期从事动物卵细胞生理研究，以针
刺涂血的卵球，引起人工单性发育，
以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
的青蛙而闻名于世。

朱洗作为教授的助手，他完成的
绘图和切片非常精细。巴德荣常常赞
不绝口：“这个中国小伙真不错！”

“我知道自己走进校门的不易，
因此必须勤奋，在实验室里专心致
志地做细胞切片，加之我有工笔画
的基础，图也绘得精确细致。这一
切，可能引起了教授的注意。”朱洗
说。

在巴德荣教授的指导下，朱洗
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异种杂交、卵细
胞分裂节奏分析等课题的研究和实
验，很快就对巴德荣教授的学术思
想和工作，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

朱洗的勤奋和才能，深得巴德
荣教授的赏识，他常常赞叹：“朱洗
挖掘了我的全部知识”。

朱洗和巴德荣教授合作，共发
表论文 14 篇。他们的工作，驰名遐
迩。当时法国凡是知道巴德荣的人，
都知道朱洗。许多年之后，法国科学
院在纪念巴德荣教授百岁诞辰时，
还提到了朱洗这个中国学生，继承
和发展了巴德荣的事业。

朱洗提出卵细胞受精可分为：
激动、修整和两性结合三个阶段。

他的博士论文《无尾类杂交的
细胞学研究》，就是根据两栖类杂交
研究的结果，阐明了不同品种精子
和卵球的结合性，并分析了不同杂
种类型中染色体、星体和纺锤体等
细胞器的行为，从而说明畸胎和胚
胎中途夭折的细胞学原因。

1931年，朱洗的博士论文通过，
获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博士学位。

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
侵占我国东三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在异
国的朱洗欲与祖国共存亡。

巴德荣教授竭力挽留朱洗留在
法国一起继续研究。

“教授，如果您的国家遭受列强
侵略的时候，您会怎么办？”朱洗问。

1932年11月，朱洗告别恩师，巴
德荣教授送了爱徒一架莱兹显微
镜。朱洗将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批书
籍和实验仪器，抱着“科学救国”的
满腔热情，启程回国。

朱洗来到广州，应聘于中山大
学。在中山大学，他用当地亚热带蛙
类作为实验材料，继续单性细胞的
研究。

1933 年，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
系教授。在中山大学期间，他坚持科
学精神，与中山大学生物系董爽秋
（系主任）、张作人、费鸿年，地质系
主任张席提，中山大学医学院林椿
年等教授共同揭穿了光华医学院教
授罗广庭博士的所谓“生物自然发
生之发明”的骗局。

因为广州当局不重视科学事业，
朱洗非常失望，1935年春，辞去中山
大学教职，到了北平，被聘为北平研
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并在中法大
学兼任教授。此时，日军已经侵入华
北，北平形势恶劣，“华北五省自治”
的叫喊甚嚣尘上，在北平郊外演习的
日军坦克甚至开进城内扬威滋扰。朱
洗对此十分痛心，加之华北气候寒
冷，从事科学研究的材料——蛙类和
家蚕都不易找到。

1937 年，朱洗接受北平研究院
院长李石曾的建议，到上海筹建生
物研究所。当时条件简陋，人手缺
少，经费困难，他利用食盐配制生理
盐水，做出了几项出色的成果。如用
人工改变渗透压的方法促使蛙卵巢
体外排卵和成熟，利用氰化钾离释
分析蚕卵分裂节奏的研究等。

“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陷入
困境，实验室工作被迫停顿，朱洗生
活来源几近断绝。只能黯然回乡，其
间创办了琳山农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朱洗重
回上海，任上海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主任。

1946年冬，朱洗应台湾大学校长
陆志鸿之邀，担任台大动物系主任，寒
暑假期间则返回上海。台大动物系技
士陈进呈回忆道：“朱洗先生于民国三
十八年元月照例返上海生理研究所，
临走时说：‘回上海做一些实验，三
月初开学以前赶回台大……’没想

到他永远没有再回来。”
台湾学者张之杰认为，先生没回

台大，一方面由于大局逆转，一方面
由于放不下上海一手创立的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洗
被聘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任研究员，兼任生理室主任。从此，
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工作
条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蛤
蟆卵球的成熟、受精和单性繁殖问
题上。

从 1951年开始，他和助手坚持
单性繁殖研究，先后进行了 10年实
验。1958年秋，他将母蛤蟆放进冷库
过冬，第二年春取出卵巢排卵，将卵
子置在玻璃片上，用吸水纸吸去水
分，涂上一层蛤蟆的鲜血，然后用一
根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那么细的玻
璃针在解剖显微镜下刺破卵子表
面。朱洗与助手刺了 4万多颗卵子，
这些没有受精的卵子，孵出了 25只
小蝌蚪，其中两只雌性长到了成年。
次年，这两只“没有父亲的癞蛤蟆”
排卵授精，生下新一代蛤蟆，“没有
外祖父的癞蛤蟆”来到了这个世界。

因此，朱洗被人称为“蛤蟆博士”。
这一划时代的成果，证明了脊

椎动物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照常能
够繁育后代。1961年上海科教电影
制片厂把这项科研成果拍成科教片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记录了朱
洗一生科学活动的形象。

同时，朱洗还研究蓖麻蚕，培育
出了冬季低温休眠的杂交新种，还
编写《怎样饲养蓖麻蚕》的小册子，
亲自组织和讲课传授技术，培训了
一大批全国推广蓖麻蚕的骨干，为
纺织业增加了一种新绢丝原料，为
农村增加了一个新的副业。

朱洗对家鱼的人工繁殖，也有
深入的研究。以往的定论是家鱼在
池塘中生殖腺不能发育，无法产卵
繁殖鱼苗。他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催产，成功使鲢鳙家鱼产卵，
孵出“秋花”。不久，又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亲鱼培育、人工催产和鱼苗孵
化的技术方法。

“搞科学工作需要人的全部生
命，八小时工作制是行不通的。”朱
洗先生如是说。

逆龙鳞，为麻雀求生

别以为，朱洗只会沉湎实验室
搞研究，其实他“关心政治，关心社
会生活，活动能力很强，并且敢提意
见”。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灭雀运
动”兴起。1955年冬，毛泽东在杭州
和天津，分别同 14位省委书记讨论
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决定把麻雀
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
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1956 年 1 月 23 日，经中共中央
政治局讨论，1月 25日，经最高国务
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
是这样表述的：“从 1956年开始，分
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
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
雀、苍蝇、蚊子。”

是年秋，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其
中议题之一：讨论麻雀问题。

会上，朱洗率先发言，认为不该
消灭麻雀。他引用大量史料，如 1878
年出版的《自然界的奥妙·麻雀篇》。

“麻雀篇”讲述了一个荒唐的故事：
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因
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
停，还偷吃皇家花园里的樱桃。国王
一声令下：消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
雀，得六个芬尼的奖金。普鲁士国的
麻雀被消灭了，境内的害虫因没了
天敌，疯狂繁殖，不仅吃掉皇家花园
里的樱桃树叶，使其结不出果子，也
吃掉国内的农作物。大帝不得不急
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引进外国麻
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后来，法国、美国、澳大利亚也
曾步其后尘，消灭麻雀，但无一例外
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扑灭害
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案例。

朱洗说：我们承认麻雀在某些
季节偷吃粮食，确实有害，但平时能
吃害虫，这是利。我们应该科学地衡
量麻雀的利弊得失，从总体上看，麻
雀的利大于害。

紧随其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
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
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
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
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
杀；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
麻雀的利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意见被否决。
1958 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

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

“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大
大提前。

1958 年 4 月 21 日，时任中国文
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

《咒麻雀》诗发表于《北京晚报》。其
诗曰：“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
你不管。……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
俱无天下同。”

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
四川省开始，从 1958年 3月 20日至
22日，全省灭雀 1500万只，毁雀巢 8
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
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
纷纷效仿，这些城市到 4月 6日共灭
雀 1600万只。首都北京自 4月 19日
至 21日，捕杀麻雀 40万只。我国最
大的城市上海，自 4月 27日至 29日
捕杀麻雀50万只。截至1958年11月
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共捕杀
麻雀19.6亿只。

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联系
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之
事，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
案意义大。”

1959年 11月 27日，以中国科学
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
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
胡乔木转报毛泽东主席。随《报告》
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
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
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
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
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
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
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
意见。

毛泽东主席尊重科学，尊重历
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发话：麻雀
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朱洗不仅关心政治，还是一条
“犟牛”。20世纪 50年代初，“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科研人员自
我批判，朱洗不肯做检讨。

实验生物研究所前所务秘书罗登
说：朱洗这个人个性很强，让他做检讨
可不容易。但上面又一定要，怎么办？
只好暗箱操作。朱洗写了一个稿子，由
我来改，他的“检讨”终于通过了。

1957年有人提出将朱洗定为右
派分子，得到陈毅和聂荣臻的保护。
薛攀皋撰《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
洗过关》（《炎黄春秋》2001 年第 6
期），详细披露了1960年上海一位中
学教师，写了一篇批判朱洗的《生物
的进化》的文章。此文上纲上线，引
起轩然大波，所幸在当时主管科学
技术工作的聂荣臻过问下，充分肯
定了《生物的进化》是一部有价值的
科学著作，从而保护了朱洗免遭灭
顶之灾。

逃过了初一，最终逃不过十五。
“文革”时，因为朱洗为麻雀求生逆
过龙麟，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漏
网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68年
被人刨坟批斗。

父亲与朱洗先生的交往

“1939年 2月初，新办的回浦高
级中学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成立
仪式……学校设在琳山脚下一个小
村子的祠堂里，部分学生还住在草
棚里，一切都简陋得不能再简陋
了。”这是家父《缅怀朱洗先生》一文
的开头文字。

琳山，也叫灵山，是临海西乡的
一座小山。琳山脚下有一个小山庄，
名店前村，那是朱洗先生的出生地。
这里三面环山，西南是括苍山，东北
是天台山的余脉，由北而南的双港
溪经过琳山一侧，并入源于括苍山
的永安溪，再并入出自天台山的始
丰溪，三江汇总合称灵江，东南流入
东海。从店前村至临海，水路逾百
里，陆路稍短，但要翻山越岭，山道
崎岖，十分费力。

新办的回浦高中部为什么会选
址如此偏僻的小山村？这与朱洗先
生有关。

1938 年，回浦中学创始人陆翰
文欲创办高中部，上报省教育厅立
项，欲使项目通过，需一笔不菲的保
证金。陆校长囊中羞涩，找朱洗先生
商量。先生通过上海朋友，借来一张
存款单，拍了个照上交，项目顺利通
过。事后，朱洗说，省里这班官僚不
知底层百姓的艰辛，糊弄一下也无
妨。另一原因是，为避日机空袭，确
保师生的安全。

陆校长聘请许天虹、陆蠡、朱洗
来高中部任教。

1939年，回浦高中春季招生，是
年，家父17岁，成了高中部的首届学
生，见证了回浦高级中学的成立仪
式。

国难当头，祠内朱氏祖宗灵位，
让位来自台州各地的年轻学子。祠
堂两边的厢房，楼下作教室，楼上作

宿舍，大厅辟为会堂，
大厅对面的小戏台做
了图书馆。

家父与朱洗先生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
早闻其名。陆校长平时
在周会上经常提到从
回浦出去的人杰，勉励
大家向他们学习——
朱洗先生就是其中之
一。

据家父说，陆蠡先
生的散文写得很漂亮，
但不善言谈。朱洗先生
身材矮胖，说起话来中
气十足，滔滔不绝，生
动而有吸引力。

朱洗提倡勤工俭
学，琳山校歌即出自他
手，内有“我来琳山，且
工且读”“努力建设，人
类家庭”等词句。先生带学生将琳山
的桃树移栽到学校旁边的溪岸，既
可美化学校环境，也可丰富学生的
果树栽培知识。春季多雨，先生脱下
布鞋，拿起锄头掘地，教学生如何保
护根部，多留泥土，以提高成活率；
又教如何剪枝，使树枝向四方张开，
以接受更多的阳光。先生卷袖挖泥，
大家跟着干得热火朝天。有的衣服
沾满了泥，有的手掌磨出了泡。先生
以身作则，不说漂亮话，不摆师道尊
严，像个老农民一样。他的身教行
为，对家父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
重大影响。

当时，17岁的家父身高一米八，
瘦骨嶙峋，像根豆芽菜，平时很少参
加体育活动。朱先生说：“你的体貌属
于肺病型，终日埋头看书，呼吸量小，
肺部不发达，容易染上肺病。要多参
加体育活动，改良自己的体质。”当时
家父没有引起重视，大学三年级时果
然患了肺结核，连大学也没毕业。

朱先生经常将课堂设在野外。
一次，他让学生带着锤子、钎子和帆
布袋去野外挖化石。他详细讲述采
集标本的注意事项，学生兴致勃勃
地挖掘起来。那座山真是化石的宝
藏，揭开一层层岩片——鱼、水草、
贝类等化石纷纷呈现眼前。鱼化石
留下的只是骨骼，水草化石茎叶分
明，像是精雕细描的图画。学生平时
只在书本中看到过化石的形状，从
未见过实物，实地采集标本，让学生
激动不已。

学校唯一的“先进”设备，就是
他带回来的那架莱兹显微镜。先生
在玻璃上滴一滴水，显微镜下的景
象奇妙极了：无数单细胞生物在水
里熙熙攘攘，先生一一指点给学生
看：那形同鞋底，活跃地穿来穿去
的，是草履虫，中心那个圆点，就是
细胞核；那全无定形、不停地伸缩变
化着的，是阿米巴虫，也叫变形虫；
还有一种带有叶绿素的单细胞动
物，似乎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是
眼虫；此外还有细如发丝的绿色藻
类、长如火柴梗的细菌。一滴水之
中，竟存在着这么一个纷繁复杂的
大千世界！

先生虽然是生物学家，但兴趣
广泛，文字功底十分扎实。他阅读

“四大名著”及中外文学作品，以求
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那时受西方拼音文字影响，有
人以为拼音易学，只要学会拼音规
则，就能看书；而汉字学起来似乎难
得多。以为要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
化水平，拉丁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
废除汉字，全盘否定汉字的民族形
式不可取。怎么使汉字变得易学，同
时又保持其民族形式，这真是煞费
周章！查字典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
有些字很难确定应该在哪个部首
查。比如说“慶”（庆）字，不属“广”而
属“心”部；“問”（问）字不属“门”而
属“口”部。不懂文字学的人要查一
个字很不容易。朱先生借鉴西方拼
音文字按字母次序排列的特点，就
想到怎么把方块字拆散，分解成一
些基本单位，横行排列。如“籍”字，
可分解为“竹耒廿日”，“願”字可分
解为“厂白小页”。另一些字，则根据
文字学的造字规律来处理。如“武”
字，是会意字，“止戈为武”，所以应
拼成“止戈”而不是“一弋止”。他的
想法得到一些朋友和学生的赞同，
于是，先生组织大家一起编了一本

“字典”，复写好几份分头保管。我的
祖叔父叶家怡是其中一员，家父见
过这部奇怪的“字典”。

先生在文字学、声韵学上也下
过工夫。譬如，“竹”字，声清越，是模
拟击竹之声；“木”字，声重浊，像击
木；“石”字，浊而促，像投石着地。又
如“甜、酸、苦、辣”等字，发音时的口
形都酷似尝到各味时的口形：“苦”，

皱眉合嘴；“辣”，张口咋舌。
家 父 高 二 时 ，先 生 去 了 上 海

生物研究所。他给当时班中几个
成绩突出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希
望他们到上海与他一起搞研究。
家父“榜上”有名，因当时正沉迷
于文学，婉言辞谢了。事后，先生
曾流露惋惜之情，家父更是后悔
不已！

“如果我跟了先生，说不定能躲
过‘五七’劫难。”家父如是说。

1942年，家父高中毕业，被先生
聘到琳山小学教书。昨日师生，今日
成了“同事”。

1954 年暑假，家父去上海探望
祖叔父，一起去拜访先生。此次见
面，想不到竟是师生的死别。

先生得知家父从中学调到杭州
高等学校教书，突然问：“你很进步
吗？”家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最后，
嗫嚅地说：“我家庭成分不好，哪里
谈得上进步！”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因 政 治 运 动
过多，先生曾流露出几分厌烦：将
大量精力投入运动，妨碍了研究
的进展。

1961 年冬，先生因劳累过度，
身罹癌病。在病榻上，他继续编写

《鱼类生殖及其后代的发育生长与
变态》（未完成）；又为《红旗》杂志
写了一篇关于综合利用蓖麻蚕资
源的文章：《关于臭椿—蓖麻—蓖
麻蚕—寄生蜂的连串发展和综合
利用的刍议》。这篇文章在生态经
济学上是一个创见，也是先生的最
后一个贡献。

1962 年 7 月 24 日，先生逝于上
海，享年六十二岁。

那年，家父正下放农村监督劳
动，与外界几乎隔绝，十余年后，才
得知噩耗，痛哭不已。

“被忽视的大科学家”

朱洗逝世，著名植物生理学家、
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挽之曰：

海外十年磨长剑，生涯半世历
艰辛；

剧怜抱负无由展，死去应知目
不瞑。

先生著作等身，专著、译著数十
部，论文近百篇，总字数达450万字。
著名胚胎学家童第周说：“有人估计
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科学家用本
国文字所写的科学书册最多的是朱
先生，写通俗科普读物最多的也是
朱先生。”

《现代生物学丛书》是先生的代
表性著作，有学者认为，在科普方
面，《现代生物学丛书》至今无人能
出其右。

历史学家钟少华认为：“中国近
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应该献给
朱洗院士。”

1984 年林岚执导的电影《蛤蟆
博士》，讲述了朱洗先生毕其一生，
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外祖父的
癞蛤蟆，人工单性生殖实验成功了！

2017年 7月 1日，《中国科学报》
发表题为：“朱洗：他是一位被忽视
的大科学家。”

2021年 3月，四集纪录片《留法
岁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
录频道播出，引发广泛瞩目。作为建
党100周年献礼纪录片，该片首次全
景式讲述百年前1800多名中国赴法
勤工俭学学生在远离祖国的法兰西
土地上奋斗的故事，展现了在宏大
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青年追寻信仰与
真理的热血历程。其中第四集，讲述
朱洗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报国追梦
的故事。

2022年 9月 22日，“保定文化旅
游”刊文，称朱洗为“中国克隆技术
的先驱”。

人民没有忘记您。先生，您可瞑
目矣！

叶 抒
（出版人、文史学者）

“蛤蟆博士”——记临海籍生物学家朱洗先生

青年时代的朱洗 张 婷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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