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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版）既没有具体篇
目、作者姓名，也没有页码。
第二期把每一篇文章和作者
姓名都列入了《目录》，虽然
仍旧没有标页码，但读者翻
开杂志看到《目录》就能了解
整体的内容，阅读、查找起来
也相对方便了一些。

到了 1918 年 6 月，第三
期杂志的封面刊名又恢复成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杂
志》（图③），其封面风格也和

第一期如出一辙。
此时，学校校长已由金

邦正（仲藩）担任，“插图”部
分的第一页刊载了《本校校
长本会会长金仲藩先生肖
像》，其他内容与前期杂志大
致相同。

这期杂志还刊登了三则
《启事》。校友会发布的《启事
一》全文是：

毕业各会员鉴：迳启者
校中分袂一载于兹。诸君通

信处有无更动，无从查悉，希
各示知，以便邮奉本期杂志。
其当年会费，亦希照寄，如汇
总不便之处，可用邮票代替。
特此通告。

《启事二》和《启事三》均
由校友会编辑部发布。《启事
二》写道：

迳启者本期杂志承各会
员热心投稿，业已出版。惟毕
业各会员投稿，虽不乏人然
尚不甚踊跃，或系事务繁冗

无暇著述所致。此后希毕业
会员各就心得录为鸿篇投寄
本部，俾得材料丰富以光篇
幅是所至盼。

虽然希望毕业校友多投

稿，但杂志其实收到稿件并
不少，不能尽数刊载。《启事
三》向作者表示歉意：

本部此次收到稿件甚
多，限于篇幅未能尽发，余稿
俟下期杂志再行登录，所有办
理不同之处，诸希见谅为幸。

但是，在这期杂志出版
之后，由于时局变化和办刊
经费困难等原因，《国立北京
农业专门学校杂志》未见再
刊行。

1948，裘维蕃致戴芳澜

一纸跨越太平洋的归途飞鸿
■何河

迎接 120 周年校庆特别策划

编者按：新年日新，中
国农业大学 120 周年校庆
正在前方向我们招手。回望
农大近 120 年办学历程，名
师荟萃、名家辈出。“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前贤往矣，手泽存

焉。虽然我辈已无缘一睹风
采，亲炙教诲，但是，从他们
留下来的信札中，仍可感受
大师风采之万一。

“尺素”虽小，却小中见
大。在纤薄朴素的纸张里，
在或工整或飘逸的墨迹中，

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是隐
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位又一
位有个性、有喜怒、有情怀
的人。是一种在“正襟危坐”
的传记和正史中难得见到
的丰满和真实。

见字如面，展信开颜。

尺素情怀，手迹遗珍。今天，
让我们在“信中农大”专栏，
穿越百年时空，欣赏、品味
农大先贤们的手泽，感悟前
辈学人的情怀与境界，唤起
后辈学子对学术的向往，对
前贤的景仰与缅怀。

1948 年春天，一艘邮轮
从美国西海岸启航，船舷上
一名青年人眺望着广阔无际
的大海，心早已跨过大洋飞
到了彼岸。

这名青年人是裘维蕃，
1935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
学院植物病理学，师从戴芳
澜。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金陵
大学、福建农学院和清华大
学农业研究所。1945 年，裘
维蕃前往美国深造。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
裘维蕃开始对中国真菌和植
物病害进行调查研究，特别
是对云南高等食用菌的分类
和栽培的调查研究。在美国
留学期间，他开始从事一种
真菌的生理及致病力变异的
研究，成为最早发现真菌异
核现象者之一。

1947 年底，在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
导师准备为裘维蕃安排博士
后研究工作，但他觉得：“我
的专业必须联系地理关系，
才能有所作为。脱离了中国
的地缘，在美国作研究，那充
其量也只能为美国服务，因
此归心如箭。”

1948 年 1 月，裘维蕃乘
坐火车从美国东部的麦迪逊
前往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在
旧金山短暂逗留，办理好各
种手续后，4 月 2 日，裘维蕃
终于在旧金山踏上了归国的
航程。几天后，当邮轮到达檀
香山时，他给导师———此时
已是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的
戴芳澜先生写了一封英文
信，译文如下：

尊敬的戴教授：
就在我离开麦迪逊的时

候，我收到了您的信，得知那
些书都送到了您的手中，很
高兴，尽管有些书据说是不
完整的。我从吉尔伯特教授
那里收到它们时，没有时间
检查，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稍
后再补上。请让我们的一些
同行核对一下书卷，并记下

那些书卷编号，我可以请美
国农业部门通过其他渠道把
这些（缺少的书卷）寄给我。

我在 4 月 2 日下午四点
从旧金山启航，今天早上到
这里，我们在这个港口停留
一天，可以游览一下这个城
市。据说这艘船将于 4 月 26
日抵达上海，我想，上岸几周
后就可以见到您。

航程不太愉快，船上的
住宿条件不太好。无所谓，我
身体很好。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裘维蕃
1948 年 4 月 7 日，檀香山
“在太平洋里航行了将

一个月”，40 年后，裘维蕃回
忆这次旅程：“每天心中都激

动着去盼望日益临近的祖国
和老母。”

裘维蕃归国时，经历多
年战火的祖国，科研教学资
源匮乏。他在回国前，特意寄
回了一批书籍。

回国后，裘维蕃到清华
大学任副教授，半年内先后
合作完成了红霉的生理、根
病轮作防治以及丝核菌的研
究等，并进行了大白菜病害
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裘维蕃
转入北京农业大学。他克服
种种困难，开展基础设施建
设，为植物病毒的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先后完成对白
菜孤丁病、甜菜黄化病毒病
等的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

1972 年 12 月，裘维蕃
受农业部委派，作为中方谈
判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专家，
对从美国进口小麦带小麦矮
腥黑穗病的问题进行交涉，
最终取得了胜利，美方退货
并道歉。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学
校设备陈旧，科研条件尚在
恢复，但裘维蕃敢为人先，紧
追国际菌物学科前沿。这一
时期，他还专门针对中国菌
物学研究中的空白领域，连
续三年招收博士生，培养专
门人才。

1935 年，裘维蕃加入了
1929 年由戴芳澜等创建的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半个世
纪后，1985 年裘维蕃在第三
届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全国代
表大会上，当选理事长。

戴芳澜

戴芳澜（1893—1973），湖北江陵人。植
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
菌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教
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裘维蕃（1912—2000），江苏无锡人。植
物病理学家、植物病毒学家、菌物学家、农业
教育家，中国植物病毒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裘维蕃

弘扬农大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