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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袁隆平出生于
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自幼年开始，袁隆平就随父
母东迁西徙。1949年8月，袁
隆平考入重庆北碚夏贝相辉
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50 年

11 月，因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系就
读。他在大学里爱好广泛，除游泳之外喜欢爬山、打
球、看小说、拉小提琴。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在毕业分配志愿
书上他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果然，湖南省农业厅一纸介绍信将他推到
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
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
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
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 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
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
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 8000公
斤”、“水稻单季亩产 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
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
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
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袁
隆平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

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
稻高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
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
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
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
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
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袁隆
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
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
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
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
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 年 ， 他 在 学 校 图 书 馆 的
《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
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
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
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
了诺贝尔奖。“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
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
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
这事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
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
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
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
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待
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
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
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
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
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

“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

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
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艰苦的
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
肠胃病。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
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
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
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

1964年7月5日，突然，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
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
了的雄蕊吗？”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
的进程。1965 年秋冬之际的那些日子，他走路、吃饭、
睡觉都在想着他的杂交水稻，整天像走火入魔似的，嘴
里念念有词，抽烟时，将烟灰掸进了茶杯里；穿衣服的
时候，把上面的钮扣扣到下面的扣缝里。学校的同事们
私下小声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
了 14 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
1966 年 2 月，他终于写成引起国内外科技界高度重视的

“惊世”论文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
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
业。

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袁
隆平正式走进了杂交水稻
研 究 领 域 ， 但 在 那 个 年
代，它无疑被视为反动学
说。好在国家科委发来一
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

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北京
公函”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

“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
雨，得以在动荡的岁月继续开展自己的杂
交水稻研究和实验。然而，即使有了来自
北京的“保护伞”，他也没有躲过身边的
猜忌和暗算。

袁隆平饱尝被孤立的痛苦，但“让所
有人都吃饱饭不再挨饿”的诺言却让他意
志异常坚定，每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他都
告诫自己戒骄戒躁，为长远打算。试验器
材被捣毁，他就偷偷拿着手电筒，将残存
的秧苗一株株收拾好带回家中，藏在臭水
沟里；700多株试验材料再次被毁，他忍
住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寻找劫后余生的秧
苗；为躲避政治斗争，他带着助手李必湖
到海南开展试验，连续7年春节都在外面
度过，遇到台风暴雨天气，就卸下门板，
将秧苗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即
便是在大地震来临时，也不顾生命安危保
护种子，因为余震不断，为了把试验继续
进行下去，他们就在操场草席上睡了整整
3个月……也正是在海南岛，李必湖发现
了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在选育水稻雄
性不育系，实现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
系、恢复系三系配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寒来暑往，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面
临着许多困难，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
执著将困难一一化解。经过8年历经磨难
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
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
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
织了优势鉴定。1975 年又在湖南省委、
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
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

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1975 年
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
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
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
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
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
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
隆平名声大振。1979 年，袁
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
学院，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
导找他谈话说，组织上考虑
到他的重大贡献，准备提拔

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
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
上领导，每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

袁隆平的办公室是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普通房间，
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
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
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

2000年 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有人估算，袁隆平的身家一下子达到
了上千亿，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袁隆平
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
农民一样的老头：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黝黑的皮
肤，背微微地驼着，身上穿着的永远都是他最钟爱的

“物美价廉牌”的衣服。他说，“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
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
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

50 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
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
均亩产的世界纪录。他领衔开展的超级杂交水稻攻关，
先后实现了大面积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目
标。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对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四
期中国超级稻亩产 1000公斤攻关项目进行测产，结果显
示，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记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
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
全球”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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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文风不是一味迎合网民的口味，更不是为了
简单地博得粉丝“点赞”而降低品格，而是要做好“话
语转化”的工作，扬长避短，既不固守已有的陈旧话
语，又不局限于“灌水式”和“板砖式”的平面化、娱
乐化批评，不在快速更新的网络语言面前失去自我，深
入浅出、言之有物，不失理性和深度，构建作品、阅
读、欣赏与批评的良性互动。

——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认为。

●文艺评论功利化、学究化、小众化、边缘化的倾
向不能不引起重视，它带来的结果是客观公正、说服力
强、通俗易懂的文艺评论日益成为稀缺品。而扭转这一
现状，不是评论家单枪匹马可以做到的。它需要理论评
论界和创作界都“接地气”，理论联系实际，评论结合
创作，而不是“坐而论道”。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认为。

●我们可不可以让电视工作者和舞蹈工作者联合
起来，创造出自己优秀的选秀节目。很多节目不相信
舞蹈艺术的魅力，非要整一些煽情的故事，用这样的
节目点去拉观众。我们用不着这样去营造泪点，这样
的泪点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要有好的方式，诉说
自己的声音，比如用我们的身体语言、舞者生命的体
验等等。

——中国舞蹈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冯双白谈原创选秀
的未来。

●电影的艺术和商业属性很明显，也就是说作为一
个有艺术价值的电影，它同时也应具有商业价值的可能
性，否则如果它的商品属性消失，电影成本就太昂贵
了。一个导演应该把影片的宣发、包装等等都纳入到自
己的工作范畴中来。当然这不能成为你创作的主导思
想，你创作的主导思想应该是你拍什么你的表达是什
么。

——青年电影导演杨树鹏说。

●高考语文试题中文化立意的呈现，既不能是简单
增加传统文化知识内容的考查，加重学生备考负担，也
不能仅仅是作为点缀，秀一下文化的锦衣。文化立意应
是试卷的灵魂，要在题目情景 （载体） 的选择、设问的
角度、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
和意义。

——学者张彬福认为。

●小说比写诗更容易生存，因为诗歌这种方式天生
就是没有功利的，甚至说是无用的。在我们这个时代
里，所有无用的东西，大家都不太去关注，因为这种无
用无功利，不能使他们安身立命。而正是这种无用性，

保证了它的单纯。没有用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或许更重
要。

——作家韩东谈诗歌。

●实际上戏曲艺术在当代社会会有很多现实问题。
我想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样，在改革中，一方面要
对我们已有的戏剧样式进行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我
们也要创造好的条件、好的环境，让它们能好好地发
展。

——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季国平谈戏剧院团
改革。

●在传播有效性和娱乐效果上，类型剧有天然优
势，但为何总被冠以“雷剧”称呼甚至遭到主流媒体
发文批评？细想下来可能是这些作品在将现代审美衔
接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一方面是相对低龄
的观众追捧，一方面是成熟观众口诛笔伐，这种分裂
现象不止表现于电视剧，也表现于其他文艺作品身
上。

——著名评论人韩浩月谈类型剧。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从十多年前的小饼干变成了如
今的大蛋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观众对电影的需求
也开始从最初的“吃饱”转向“吃好”，从要求“够
吃”转向“好吃”，部分观众开始不满足于“拳头”“枕
头”“噱头”这样初级的所谓“娱乐性”，也不再满足于
视听奇观带来的感官化刺激，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希望
能够看到更多的不仅“养眼”而且“养心”，甚至“养
脑”的电影作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指出。

●当前的网络文学作者队伍以年轻的“数码土著”
为主体，在运用新媒体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独特的能
力与优势。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和传统民间故事有
着天然联系，也具备密切结合当下城市生活、及时反映
人们情感的特点，从而可以对现实发声，发挥自己的社
会功能。

—— 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认为。

●在网上，时常看到的是郁闷或愤懑，但也正因为
有这么多情绪都集中消解在网络中，人们回归现实又自
觉纳入秩序、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中。因此，网络在某
种程度上几乎成了高压锅的气阀。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大

众的郁闷看成“积雨云”。积雨云本身并不可怕，因为
积雨云并不必然一定产生闪电和雷鸣，有时候清风就可
以把它吹开，而这个风除了人文精神，不可能是其他。

——作家梁晓声强调人文精神。

●这些年我们的创作习惯性地从上至下，而不习惯
从下至上，习惯于上面给一个命题，然后还给上面一个
口号，而且口号喊得非常响，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大
大丧失了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中国曲协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黄宏谈
喜剧创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简单地说要使其原汁原
味，不是肤浅地把几出折子戏翻来覆去演出就完事大
吉，要认识遗产的精髓以及遗产的丰厚博大并加以利
用，这才是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剧种的出路。同时，加
大创新的力度，戏曲发展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毛小雨论戏
曲的发展。 （黄 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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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农业部宣布，

对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四期中国

超级稻亩产 1000 公斤攻关项目

进行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

1026.7公斤，又创新纪录。

从 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

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

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

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

50 年来，自袁隆平及其科

研团队发明的杂交水稻种子横空

问世，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

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

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吃饭问

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

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这位中

国“杂交水稻之父”今年被提名

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2004 年 10 月 14 日，世界粮食奖创立者、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博洛格 （左） 在世界
粮食奖颁奖仪式上与获奖的中国水稻专家袁
隆平握手。世界粮食奖是国际农业领域的最
高荣誉，授予“在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
量充足的粮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一）

2004 年 2 月 13 日，袁隆平在
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的罗马国际
稻米大会上介绍中国杂交稻情况。

漫画漫画：《：《袁隆平的梦想袁隆平的梦想》》

1010月月1010日日，，袁隆平在中国超级稻第四期研究袁隆平在中国超级稻第四期研究
进展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进展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李李 健健摄摄

（二）

（三）（三）

10 月 10 日，在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
村，工作人员在收割超级杂交稻。 曾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