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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前，在春节前夕，丹阳
吕城地区农村中，家家户户都有推年磨习
俗，村民称之为推磨。一进入农历十二月
（俗称腊月），农户就为过年作准备，推年
磨，做年豆腐，办年货等，浓浓的过年气
氛，弥漫在每家每户。

农户家庭在推年磨之前，先把存放家
中的糯米淘洗干净，同时也淘上一些粳
米，进行中和。淘好后放在大竹匾里，太
阳光下进行晾晒。磨粉的糯米，既不能晒
得太干，湿度又不宜太大，糯米太干，粉
不易磨细，如太湿在磨粉时，粉末易起

“面条”状。所以糯米粉的粗细，质量的好
坏，必须掌握好糯米的干湿度。

我们家的糯米晾晒一至两天以后，我
母亲只要手伸进匾里，抓上半把米，抓捏
两下，凭手感，再拿上几粒米，扔进嘴里
牙齿叩碰两下，就知道糯米是否可以上
磨，这是母亲多少年总结的经验。晾晒过
的糯米，不能随即磨粉，存放在家中竹匾
里，用旧被子或棉袄盖在糯米上面一到两
天，让其“顺一顺”（俗称）。

上世纪 60年代，我们村上还没通上电
的时候，在村东一旧祠堂的两间平房里，
后两半间作牛舍，前两半间作磨坊。一台
固定的石磨，平时很少有农户要推磨，除
逢老人做大寿，农户建房造屋时需推磨些
米粉做些糕点。石磨常年闲置，到过年时
才是最忙的时候。

我们整个村子，一个生产队有几十户
人家，为避免哪户先磨哪户后磨有矛盾发
生，有的年份按抽签的顺序，有的年份按
每户人口多少，由生产队会计来安排前后
的顺序磨粉。因是缺吃少穿的年代，每户
也没有太多的糯米磨粉。平时是舍不得吃
糯米的，端午节包粽子用些糯米，过年磨
米粉是大头。推年磨大部分人家不是用全
糯米磨粉，糯米与粳米配比有七比三，六
比四的，少数更为节省的家庭，还有五五
比例的，就是用一半糯米，一半粳米中和
一下磨米粉。

耕牛在推牵磨前，先把牛的双眼罩
上，牛眼罩是用一段约十五厘米长，直径
约十厘米粗的毛竹，一劈两开制成的。我
小时候看到把牛眼遮上，不让耕牛看见外
界，认为是生怕耕牛偷吃米粉而为的。后
来才明白，是为耕牛围着石磨连续转几小
时，眼睛不受到刺激眩晕而采取的方法，
旧时劳动人民想得真是很周到，对牲口也
人性化。

耕牛牵动的上爿磨盘，上面有两个约
五厘米直径的洞眼，糯米堆放在磨盘上
面，进料时用木塞临时塞住一洞眼，另一
个进料洞眼中，插上一支或一双竹筷子，
其作用是石磨不停地转动时，同时筷子也
随着转动，使糯米从洞口能很均匀的，进
入到磨芯磨膛中，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经
验与土科学结合的举措。每日磨粉两至三
户，每磨一户，更换一头耕牛，轮流休
息。每十天左右，请上村的石匠进行一次

“锻磨”（石磨齿轮修凿加工）。费用生产队
集体支出，这是历年的规律。

我家轮到推磨时，母亲忙得不亦乐
乎，拎糯米、拿盘匾、拿筛箩、拿扁担等
用具，来来回回好几次，我们姐弟几个都
太小，一点也帮不上忙。推磨时，扁担架
在竹匾的上口，筛箩放在扁担上筛粉，一
边磨一边筛，母亲的头发、眉毛、脸上身
上被沾得全是白色米粉末。

母亲忙得辛苦，我们玩得开心。我们
会拿着一根竹棒，跟在牛尾巴后面，也围
着石磨不停地转，时不时地吆喝着耕牛快
点走。

全村每户轮流推年磨，至腊月二十左
右结束后，紧接着又开始为蒸馒头、蒸年
糕做准备。

上世纪 70年代之后，村村户户都通上
了电，粮食加工也都用上了电力。旧时依
靠人力耕牛加工粮食的时代，现已成为农
村历史的记忆。

吕鸿声先生(1926—2012)是原中国农业科学
院蚕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他长期从事家蚕个体发
育的激素调控、蚕体抗病机理及昆虫病毒分子生
物学三个相关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是我国著名的
家蚕生理病理学家、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家，当代
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生平简历：

吕鸿声先生1926年3月23日出生在溧阳一
个偏僻的农村。他自幼聪明好学，志存高远。先
后在溧阳光华中学、安徽绩溪五临中学求学。
1946年春，转到江苏省镇江中学学习，高中毕业
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1950年
7月毕业于蚕桑系，分配在中央农业部工作。

1950年，由华东农林部分配到南京华东农业
科学研究所蚕桑系工作。1951年12月，调入镇江
华东蚕业研究所工作。1955年9月，被选派到北
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与哲学，并于
1956年9月被派遣到苏联中亚蚕业研究所、塔什
干农学院研究生院留学，师从著名家蚕生理病理
专家米哈依诺夫教授以及杰出家蚕遗传学家斯特
隆尼可夫教授，专攻生化遗传，从事家蚕化性激素
调控机制研究，1960 年 7 月获哲学博士学位。
1960年9月回国，来到镇江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
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1970年11月，调入中
国农科院蚕桑科技服务组工作，任副研究员。
1980年12月，调入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工作，任研
究员、昆虫病毒实验室负责人，并兼中国农业科学
院蚕业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8月兼中国农业科
学院蚕业研究所所长、蚕研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7年9月退休。

开创性研究成果

吕鸿声先生长期从事家蚕个体发育的激素调
控、蚕体抗病机理及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三个相
关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他的一系列创造性科
研成果为我国蚕业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对昆虫
病毒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家蚕杆状病毒表达载体
系统，表明他以研究开发家蚕生物机能服务于人
类的目标付诸实践。在家蚕发育生理方面，阐明
了家蚕不同基因型的脑能分辨温度及光照信号、
控制咽下神经节分泌滞育激素并通过调节卵细胞
核酸代谢决定胚胎滞育的机制，为家蚕以及昆虫
滞育分子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验基
础。该成果从上世纪60年代起，被苏联、捷克、英
国一些权威出版物及国内高校教科书《蚕体解剖
生理学》所引用。在蚕体病理与昆虫病毒方面，通
过大量实验，澄清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
昆虫病毒学界最为混乱的概念：“病毒自生学”与

“蚕病诱发学”，从理论上证明了病毒自生和潜伏
型病毒活化不是生产上蚕病暴发的主要原因，而
不良环境条件的刺激和遭遇外界微量病毒的感染
是暴发蚕病的主要原因。

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激应状态下超微量病
毒感染的家蚕核型多角体病诱发新理论，为家蚕
核型多角体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蚕业生
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开辟了家蚕病毒的
生理生态学研究的新方向。他对家蚕核型多角体
病、家蚕质型多角体病等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家
蚕杆状病毒表达载体系统有精湛研究。

实践性研究成果

吕鸿声先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

结合，面向全国、服务蚕桑。他应用保幼激素调节
家蚕生长发育及增产蚕丝的研究使我国蚕丝生产
获得突破性进展。对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病与质
型多角病毒病发病原因的澄清，使家蚕病毒病综
合防治技术得到进一步强化、推广和应用。开展
家蚕青头病病原、发病规律的研究为该病的防治
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筛选出了防治药剂及使用
技术，提出的绿霉素添食防治家蚕青头病技术，可
以达到100%的疗效，该成果在全国养蚕工作中得
到推广，取得良好效果，被收录于《全国农林科技
成果选编》中。主编的《中国养蚕学》《家蚕遗传育
种学》等多部理论著作一直是广大蚕业科技工作
者必备的工具书，在蚕业科研、教学和生产中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出版著作

吕鸿声先生精通英、俄、日三国语言文字，他
博览群书，学精识广，潜心科研。在国内外发表学
术论文100多篇。先后出版了《昆虫病毒与昆虫
病毒病》《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昆虫病理学》《家
蚕遗传育种学》《家蚕化性的激素调节机理》《昆虫
免疫学原理》《中国养蚕学》《栽桑学原理》《昆虫免
疫学原理》《蚕种学原理》《家蚕生殖、性别与杂交
优势的遗传学控制》《养蚕学原理》《西域丝绸之
路》等著作。他还参著了《病毒与农业》《Progress
in Ecdysone Research》《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蚕业
卷》《世界蚕丝业科技成就大事记》等著作。

培养人才

吕鸿声先生不仅是一名国际著名蚕业科学
家，更是蚕业科技的战略家。在上世纪80年代担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注重
蚕业科技与生产发展的战略研究，为有关部门提

供决策参考。他选拔了一批年轻科技骨干到发
达国家进修，培养了一批蚕业科技人才，为我国
蚕业科技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奠定了人才基础。
他在调整科研方向、狠抓出成果出人才的同时，
特别强调：“全国性蚕业研究所要重视学科建设，
要开展一定比例的应用基础研究，要有科学储备
和发展后劲，促进蚕业生产和技术持续健康发
展。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组织多
学科协作，开阔思路，提高效率。”他认为：“一个
单位的国际知名度与学术地位，是由其科研水
平、发表论文以及培养人才质量决定的。”

作为博士生导师，吕鸿声先生从 1986年开
始就在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二
个蚕桑专业博士点，并亲自招收和培养了6届家
蚕生理病理学与家蚕分子生物学方向的博士研
究生。如今这些学生大都成了学术研究的学科
带头人。成千上万的学子受益于他的专著成长
为国家蚕业和昆虫病毒学研究领域优秀人才。

获奖及荣誉

吕鸿声先生从事蚕业科学研究逾 60载，为
我国蚕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淡泊名
利，专心学问，诲人不倦，自甘寂寞，低调人生，其
学术成就和奉献精神，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他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蚕学会副
理事长，《蚕业科学》主编，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
院第一、二、三届学位委员，浙江农业大学客座教
授。1985年至2001年兼任国内《昆虫学报》《病毒
学报》编委，1993年至 2001年兼任《中国昆虫科
学》编委，国际蚕业科学杂志《Sericologia》(巴黎出
版)等多家杂志的编委。

由于吕鸿声先生为农业科研做出了突出贡
献，1991年首批获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
收录于《中国农业百科全书》《20世纪中国名人辞
典》，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及美国名人研
究所(ABI)出版的当代世界名人辞书。

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养蚕学》获1997年度
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
2001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高新技术
类)。另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与科技
进步奖的国家级成果奖 2项，省(部)级成果奖 4
项。日本国际自然科学奖提名人。

吕鸿声先生一生发表论文和著作一千多万
字，特别是他晚年，呕心沥血，耗时8年，花光了家
中所有积蓄编纂出版的蚕学精义丛书——《栽桑
学原理》《昆虫免疫学原理》《蚕种学原理》《家蚕生
殖、性别与杂交优势的遗传学控制》《养蚕学原
理》，他的遗作《西域丝绸之路》更是回馈给人类最
美好的资源财富。

吕鸿声先生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为了
实现年轻时的远大理想，他呕心沥血，笔耕不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犹如春蚕，吃的是桑叶，
奉献给人类的是晶莹闪烁的蚕丝。

镇江是一座美丽的文化名城，和我的家乡武
汉一样，是因水而兴的千年古城。我曾经七次踏
访镇江的土地，它成为我最熟悉的城市之一。金
山寺、西津渡、焦山碑林，镇江的名胜我耳熟能
详；白娘子传奇、刘备招亲、梁红玉击鼓战金山，
镇江的典故我信手拈来；镇江香醋、水晶肴肉、锅
盖面，镇江的美食我如数家珍。但是这些都不是
我最关注的，我的关注焦点是在小小的登云山，
是在山顶上的那座两层老宅，那里曾是一位伟大
女性的童年居所，她才是我造访镇江的目的，她
的名字是赛珍珠。

我第一次知道赛珍珠的名字是在2003年，那
时我受委派到庐山工作，负责主持一个文化旅游
项目，项目以庐山历史上鼎盛的牯岭时代为背
景，以庐山重要的历史遗产——西式别墅和基督
教堂为依托，运用“时代屋”的表现手法，为游客
再现庐山牯岭时代的面貌。景区内有两处重要
的历史文化建筑：一座是风格迥异的乡村式教
堂，名为耶稣升天堂，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曾在
这里布道；另一座便是赛兆祥一家的庐山故居，
赛珍珠每年都会同家人一起到庐山牯岭避暑。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阅读赛珍珠的书籍和
传记，追寻她在中国的生活足迹，我越是深入地
了解她，就越是深切地感受到赛珍珠的可敬与可
爱，从此我与赛珍珠，与镇江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赛珍珠的生平和创作具有传奇色彩。她一
生都用英文写作，作品却几乎全部是中国题材；
她出生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却因为创作中国
农民题材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身在
中国的南京，《大地》却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连

续两年成为畅销书，好莱坞还以五万美元高价买
下了电影改编权，随后又获得了普利策奖。

《大地》发表于1931年，小说故事以中国安徽
农村为背景，通过一个中国农民跌宕起伏的一
生，表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反
映了中国社会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冲突。小说以
赞许的笔触塑造了勤劳、善良、坚韧的中国农民
形象，尤其是满怀同情地塑造了阿兰这个令人难
忘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7年，

《大地》被米高梅公司搬上了银幕，影片票房创历
史纪录，女主角的扮演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
员奖。

赛珍珠一生创作了数十部中国题材的作品，
不仅在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轰动效
应，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因而起到了
沟通东西文化的作用，影响广泛而深远。美国前
总统布什就曾说：“我当初对中国的了解，以致后
来对中国产生爱慕之情，就是受赛珍珠的影响，
是从读她的小说开始的。”尼克松称赞她是“沟通
中西文化的人桥”。

赛珍珠能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在中国的独
特生活经历。她 1892年 6月 26日出生于美国弗
吉尼亚州希尔斯伯罗镇，不到半岁时就被父母带
到中国，她的父亲赛兆祥和母亲凯丽都是美国南
方长老会派驻镇江的传教士，赛珍珠就是在镇江
长大的，她自幼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家里还给她
找了一位叫王妈的中国妇女做保姆，王妈教她学
说汉语，给她讲民间故事，这是她中国文化的启
蒙教育。后来家里给她请了一位姓孔的教书先
生，教她学习孔孟文章和古代诗词，孔先生去世

后，她又先后就读于镇江的崇实女子中学和上海
朱威尔女校。她的母亲凯丽是位称职的好母亲，
她教幼年的赛珍珠英语，训练她在谈话中的美感
和运用辞藻的能力，还告诉她很多美国的历史文
化知识，因此她从小是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受
到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滋养。1910年，赛珍珠返
回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女子学
院攻读心理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直到 1914年，赛珍珠因为母亲患病又回到了镇
江。1917年赛珍珠与农学家布克结婚，婚后先是
与布克在安徽宿州生活，布克在那里搞土地调查
并教授农民耕作技术，赛珍珠因此结识了许多中
国人，她和农民成为朋友，宿州也因此成为了此
后赛珍珠小说创作的素材原型和生活源泉；后来
他们又迁居南京，前往金陵大学任教，赛珍珠在
这里完成了《大地》的创作。

镇江是赛珍珠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是赛珍珠的中国故乡，仅在2004年里我就两度到
过镇江，目的都是搜集有关赛珍珠的资料，充实
庐山赛珍珠故居的展览内容。此后又曾二次应
镇江市旅游局邀请出席镇江市关于赛珍珠旅游
线路“大地之旅”的推介发布会。2008年，赛珍珠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70周年，镇江市举办赛珍珠国
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与会，并提交了一篇短文：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赛珍珠”。我提出应该是让
越来越多的读者去阅读赛珍珠的书，去了解她，
进而尊敬她、爱戴她，“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来纪念她。”我这么说
完全是真情流露，因为我曾经遇到二件令我十分
痛心的事情：一是在庐山，有些无知的游客把赛

珍珠和赛金花混为一谈了；还有我初到镇江时，
隔着两条街向路人打听赛珍珠故居怎么走，连问
了几个人居然无人知道，令我十分意外，也颇感
失望。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我即受邀到镇江出
席《大地三部曲》《母亲》《帝王女人》的发行式，还
看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运河边的一条道路被命
名为珍珠路，运河上架起了一座珍珠桥。2017
年，我再次应邀参加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会
间出席了赛珍珠文化公园的开园仪式，园区内，
赛珍珠故居修缮一新，故居旁新落成了赛珍珠纪
念馆、研究会大楼以及赛珍珠主题书店等，这里
成为镇江市的城市文化新坐标。

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赛珍珠是可
敬的，她认同中国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她总是
能够在创作中把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作
为自己的使命，她说：“我厌恶所有把中国人描写
成为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我最大的愿望是
尽我所能地把中国如实地写在我的书里。”赛珍
珠又是可爱的，她热爱中国的山川河流，对中国
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她说“我最爱的，是中国的
农田乡村。”“无论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与中国人
相处，都亲如同胞”。 晚年的赛珍珠执著于死前
回到中国的念头，她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适
应过美国，大洋彼岸的中国才是她的第一家园，
她常常穿着色彩鲜艳的旗袍，坐在卧室窗前望着
佛蒙特州的群山，想起远方的中国。1973年 5月
6日，赛珍珠因肺癌病逝于美国佛蒙特州坦比市，
葬于青山农场，享年81岁。长眠地下的她身着她
最喜欢的中国丝绸旗袍，墓碑上只镌刻着三个篆
体汉字：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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