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3卷 第4期

2024年    7月

Vol.43    No.4
July 2024，1~2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桃李三千我自成蹊——陈华癸先生琐忆
Reminiscence and legacy： our stories of Mr. CHEN Huagui

陈雯莉
CHEN Wenli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武汉430070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China

中图分类号 I266.1；K8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21（2024）04-0001-02

陈华癸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微生物学家

和农业教育家，是我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先生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教，1936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

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自 1952年

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中农业大学（前身为华中农学院）

任教。在华中农业大学，他创立了微生物学科，建立了

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设了微生物学课程，

主编了《微生物学》系列教材，对微生物学科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先生在共生固氮作用和水稻土壤

微生物与土壤肥力关系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建设和发展。他不

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更以其对教育的热爱和执着，长

期坚守在教学一线，即使八十高龄仍站在讲台上为本

科生授课。作为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 1985级的学

生，我在母校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自 1994
年 6月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以来，一直在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的微生物学科工作。这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先生与

我们学科的深厚渊源，而先生的教诲也对我的人生和

科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初识先生，踏入微生物学的殿堂

1985年，当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因为久仰先生的大

名我选择了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大二我们学习

《普通微生物学》课程时，使用的教材就是先生和南京

农业大学的樊庆笙教授主编的第 4版《微生物学》。尽

管本科阶段未曾直接受教于先生，但在众多学术场合

和会议中，我们都能一睹大师的风采。1989年 6月，我

们本科毕业生合影时，先生也亲临现场，这张照片至今

仍被我珍藏。

凭借优异的成绩，我被保送攻读研究生，并选择了

生物固氮方向，因而有幸加入陈华癸院士、李阜棣教授

和周俊初教授的课题组，在 3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

深入探索了大豆根瘤菌共生固氮的奥秘。作为我校生

物固氮研究的奠基人，尽管年事已高，先生每次都会抽

时间参加我们的实验室例会，他的儒雅、博学、严谨以

及平易近人的态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课题进展良好，我被批准提前攻读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聚焦于湖北洪湖快生型大豆根瘤菌的多

样性研究，在先生的建议下，我不仅分析了这些根瘤菌

的血清型、天然抗药性、碳源谱、共生固氮效应，还深入

探讨了它们在共生质粒及遗传组成上的差异，研究工

作进展顺利，并按时完成了论文撰写。先生对我的论

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文章结构到标点符号，先生都

一一审阅，他的言传身教让我深深懂得做学术一定要

细致严谨、求真务实。

1994年 6月，我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先生担

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结束后，他亲切地与我握手，

宣布我顺利通过，那一刻我们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至今

仍然放在我相册最醒目的位置。

博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而先生因病住院。尽管

如此，他依然关心我的成长和进步。我曾带着中国农

业大学李季伦院士和南京农业大学黄为一教授一同去

医院探望先生。在那次温馨的相聚中，我们留下了宝

贵的合影。我汇报了近况，先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

定，并鼓励我在教学和科研上不断进步，为我国的大豆

根瘤菌研究贡献力量。遗憾的是，由于黄为一教授匆

忙离开，我未能得到那次合影的照片，但那份记忆和教

诲，我永远铭记。

与先生相识并受教于先生，我深刻体会到他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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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一丝不苟和对学生的关怀备至。特别是在我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先生的指导不仅提升了我的研究能力，

更塑造了我作为师者和学者的品格。

2　学术传承，参编《微生物学》教材

自 1994年留校任教并加入微生物学教研室以来，

我不仅主讲微生物学课程，也开始参与教材的编写工

作。我的导师李阜棣教授首次邀请我参与《微生物学》

第 5版的编写，主要负责资料搜集和图片整理。到了第

6版，李阜棣教授提携我为副主编，直接参与教材的编

写过程。他向我介绍了陈先生主编的《微生物学》系列

教材的情况，将传承的重任交给了我，期望我不仅要继

承，更要发扬光大这一经典系列教材。我深感责任重

大，不敢有丝毫懈怠，通过广泛调研，对教材的发展历

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微生物学》第 1版是陈先生根据原农业部指示，于

1959年编写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编委会

由多位老一辈微生物学家组成，多数来自农业院校，包

括娄隆后、刘梦筠等，黎尚豪先生则来自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1962 年，《微生物学》第 2 版由先生主

编，教材出版权转至中国农业出版社。1979年，先生与

樊庆笙教授合作编写了第 3版；1989年，他们二人又合

作主编了第 4版，参编人员包括李阜棣教授等，均来自

华中农业大学。这些教授不仅是我读书时的师长，也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00 年，第 5 版

由李阜棣教授和胡正嘉教授编写，中国农业大学陈文

新院士担任主审。2007 年，第 6 版继续由李阜棣教授

和胡正嘉教授主编，我担任副主编，编委会吸纳了多位

中青年教师，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院校。这批编

委后来也参与了我主编的第7版教材的编写。

《微生物学》作为农林高校首选教材，对我国农业

微生物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影

响。它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 1992年的全国优秀教材

奖、2002 年的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

2008 年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是先生带领

下我国农林高校几代微生物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过 12 年精心打磨，第 7 版微生物学教材由我主

编，于 2019年出版。这是由先生主编初版的这一经典

教材，在历经 60年发展历程后的最新成果。这本教材

是新形态的，内容体系都经过调整和优化，吸收了大量

国内外最新教材和文献的精华，反映了学科前沿和热

点，增加了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如完全氨氧化微

生物、植物微生物组以及高通量培养、高通量测序和单

细胞分析等。2021年，《微生物学实验》也以新形态出

版，这不仅是对先生经典教材的传承，也是对其进一步

的创新与发展。

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我有幸参与编写了《微生

物学》等教材。这些工作不仅传承了先生的学术思想，

也让我对教育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3　授人以渔，我是先生教育理念的受益者

先生在农业科技和教育领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

的。他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才俊。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微生物学专业和

课程教学研讨会上，先生强调了“授人以渔”的重要性，

倡导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微生物学人

才。他比喻说，专业教育应提供给学生一支猎枪和使

用它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先生提倡目标明确、认真负责、追求质量的工作态

度，并以身作则，践行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

招收学生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发表论文时，根据实

际贡献来确定作者顺序；对待每一个研究结果，先生强

调要反复验证。

在人才培养上，先生注重因材施教，尊重学生个

性，引导学生创新发展。他曾鼓励陈文新教授要“安贫

乐道”，坚持根瘤菌分类学研究，最终使她成为中国现

代根瘤菌分类学的先驱，并在 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除了陈文新教授，先生还培养了刘更另院士、

赵其国院士、范云六院士、邓子新院士等一批农业科教

领域的杰出人才。

先生一贯主张高等农业院校应教学、科研和技术

推广三者并举，并在科研上解决国民经济的近期和长

远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如对水稻田微生物区系和营

养物质生物循环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土壤微生物学的

科学理论，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实际效益。他首次揭

示了紫云英根瘤菌是一个独立的互接种族，积极推动

紫云英根瘤菌的生产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2年3月，我赴日本进行合作研究前，曾与先生道

别。11月19日却惊闻他去世的消息，非常遗憾当时不能

回国送别。先生的去世是微生物学科的巨大损失，他

的一生从未停止对科学、教育和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

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名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科的教师，我深

感荣幸，能在成长过程中得到陈先生等老一辈微生物

学家的悉心指导。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不仅

影响了华中农业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也在全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生诞辰 11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

缅怀他，更是希望不忘初心，见微知著，将微生物学的

火炬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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