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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光合，尊师爱生

         ——读《沈允钢学术文选》有感

刘贤德

(美国贝勒医学院)

沈允钢，1927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植物生理

学和生物化学家，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 现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沈允钢先生主要从事

光合作用研究，内容涉及到生理和机理、基础和应

用。作为沈允钢先生科研历程的总结，科学出版社

出版了《沈允钢学术文选》[1]。书如其人，朴实而

又厚重。书的开篇是沈允钢先生自己所写的学术生

涯简述 ( 代前言 )，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从沈允钢先

生撰写的 300 余篇论文中选取的 112 篇代表性文稿，

每篇文章的前面有一个附加说明介绍其研究背景及

创新之处。翻看着沈允钢先生馈赠的《学术文选》，

我既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沈允钢先生自身所具备的科

学家素质及取得的成就，又能了解到沈允钢先生对

自己的导师、同事及同行怀有的感激之情，还能让

我回想起沈允钢先生对我的关爱与培养。

1　沈允钢先生自身所具备的科学家素质

首先是沈允钢先生对科研的执着和热爱。在条

件缺乏的年代，沈允钢先生和他的同事努力地创造

条件搞研究，自制了叶绿素荧光测定仪、毫秒延迟

发光仪、氧气测定仪、低温荧光仪……。从事光合

研究六十多年，仍然热情不减。时至今日，八十多

岁的他还在思考着如何把机理应用在农业上，以求

提高作物的产量。其次是沈先生在科研过程中的扎

实工作。沈允钢先生的文章很多都是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而扎实的工作则是这种科研连续性的前

提。在测定光合磷酸化量子需要量的时候观察到弱

光下效率不成比例的下降 [2]，在此光强效应的基础

上，发现了高能中间产物 ( 即后来所知道的质子动力

势 )[3]，对高能中间产物性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它们

有区域化特性 [4,5]……。如果没有扎实的工作，数据

重复都很困难，这种在原来的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就

无从谈起。第三是沈允钢先生对科研结果的敏锐观

察和思考。对于弱光下光合磷酸化效率迅速下降的

重视导致了高能中间态的发现 [2,3] ；在澳大利亚为

期三个月的短期合作中，因注意到荧光测定仪所用

的作用光较强，从而提出并验证对叶片多次照光会

导致光抑制 [6]。在研究光抑制的同时，沈允钢先生

还发现作用光关闭后叶片荧光短期上升现象，回国

后的继续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与循环电子传递有关
[7]，从而为以后的循环电子传递研究提供了新的手

段……。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研究论文一篇，并为

新论文提供了研究起点，这种高效是与他敏锐的观

察及思考分不开的。第四是沈先生那种不唯权威只

唯事实的科研风格。根据当时的理论，非循环光合

磷酸化在偶联完全时合成 ATP 和 NADPH 的比值为

1，而他和同事提供的数据显示大多数都超过 1[2]，

这一结果后来也被国际上其他的实验室所验证，从

而改变了原来的结论。再如沈先生和他的同事研究

发现，β- 淀粉酶对磷酸化酶的抑制作用是通过分解

磷酸化酶的引子而导致的，而不是文献上所讲的直

接抑制 [8]。这种敢于推翻前人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

观点的风格完全是建立在对自己实验数据的自信及

不屈从现有理论的基础上。

2　沈允钢先生对导师、同事和同行的感激

沈允钢先生一生在光合作用研究方面有很多创

新之处，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高能中间态的发现 [3]。

该发现为 Mitchell 的化学渗透假说 [9] 提供了最早的

实验证据。1972 年日本的《蛋白质 ∙ 核酸 ∙ 酵素》

杂志将沈先生的论文誉为 20 世纪 60 年代光合磷酸

化研究的两篇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沈先生回顾自己

的学术生涯，认为自己工作还算努力，可机遇也不

少。沈允钢先生将这些机遇简单的归纳为好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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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同事和好的同行。对于自己的恩师殷宏章先生，

沈允钢先生在佩服之余更是感激有加。在沈允钢先

生的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殷先生的感激之情 [10] ：是殷

先生激发了他对光合作用的兴趣；是殷先生引导他

重视实验分析而不要轻信文献；是殷先生指引他光

合作用的研究要着眼于适应性调节而不是局限于反

应细节；是殷先生启发他培养学生要对自己虚心，

对学生有信心……。同时，沈允钢先生也十分感谢

自己的同事。在为数众多的同事中，沈巩楙先生是

很重要的一位。沈允钢先生曾经讲沈巩楙先生是那

种不仅想在别人前面，而且还提前用实验验证的人，

佩服之情溢于言表。两人在科研中既有分工又有合

作，一起署名的文章有 17 篇，其中 5 篇是两人单

独署名。两人通力合作完成了 β- 淀粉酶对磷酸化

酶抑制机理及高能中间态研究的两篇重要论文 [3,8]。

因为两人的姓相同，有些外国的科学家甚至误认为

他们是夫妻。如果不是沈巩楙先生去世较早，两个

沈先生也许还有更多的合作佳话。此外，沈允钢先

生也把感激之辞送给了他的同行 Jagendorf。沈允钢

先生于 1962 年在《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学报》上

报道了光合磷酸化的光强效应及中间产物 [3]，

Jagendorf 在一年之后也独立发现了高能中间态，并

在文中提到了沈允钢先生的工作 [11]。沈允钢先生说

正是因为 Jagendorf 的引用，从而使得他发表在中

国期刊上的重要工作广为国际同行所知。

3　沈允钢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培养

沈允钢先生共培养了三十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他们大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在学生期间就做

出了很好的工作，而且他们所具有的良好的科研素

质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沈允

钢先生对于自己是如何关爱和培养学生的在文章里

少有提及。作为沈允钢先生的学生，我对此深有感

触，这也成为我要写这篇读后感的最大初衷。2000
年，沈允钢先生不计较学生出身，让我这个毕业于

徐州师范大学的学生跨入了科学院的大门，并有幸

成为他的学生。沈允钢先生经常讲到培养学生要“因

材施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材或者是什么材，可

我知道沈允钢先生对我的施教基本是“宏观管好，

微观放开” 的放羊式管理。他尊重我的个人兴趣，

给了我极大自由发挥的空间，激发我内在的能动性，

培养我的自信。同时，沈允钢先生也十分注重科研

态度的培养。他说做科研不仅要动手，更要动脑，

如果毕业后只是给人家当两只手的话是一件很悲哀

的事情；他说所谓的权威不一定正确，要只认真理

而不枉信权威；他说科研不要跟风，只要做得好，

冷前沿也会变成热前沿……。他的这些理论对我培

养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可以向他这个权威挑战，我可

以在学术问题上肆无忌惮地跟他讨论、争论、争辩

甚至争吵，我可以在他面前直截了当地说“不”。

科研选题是自由的，可写文章是严谨的。我的第一

篇稿子他字斟句酌，前前后后改了十多次，最后基

本是改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出乎我意料的是，

向来严谨的沈先生在我最重要的一次报告——毕业

答辩时竟然没有像以前一样让我试讲。他也许是在

用这种方式告诉我，经过五年的培养后我已经可以

毕业了。无论将来我在科研这条路上能走多远，沈

允钢先生的教育和培养让我真正的喜欢科研和热爱

科研。

无论为人还是为学，沈允钢先生都是我前进道

路中的一个路标。这个路标也许远不能至，但我的

心仍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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