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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农 学 专 家石 声 汉先 生 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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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 )

石声汉先生 ( 1 9 0 7

—
1 9 7 1 ) 湖南湘潭县仙女乡人

,

植物生理学家
,

农史学家
。

石声汉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

先生的父亲博学多艺
,

精于书法
、

诗
、

画
、

金石
、

篆刻等
。

母亲是位秀才的女儿
。

石先生是长子
,

从小受到父母的锤爱和严格的家

庭教育
,

入学前巳读完了 《四书》
、

《
一

诗经》
、

《左传》
,

还念了不少诗词
,

石先生到

了 晚年还能背诵其中的大部分诗文
。

石先生对于诗
、

词
、

书法
、

绘画
、

篆刻诸事都斐然

可观
,

受他父亲的影响是很深的
。

石先生1 9 1 4年 ( 七岁 ) 入长沙楚怡小学
,

无产阶级革命先驱

—
何叔衡同志作过他

的级任教师
。

这位革命前辈为人正诌
,

品德高尚
,

对石先生影响很大
。

石先生 思 想 活

跃
,

经常参加一些爱国的政治运动
,

如关于福州惨案的宣传和示威
, 1 9 1 9年的驱逐张敬

尧 出湘等运动
。

石先生由于家境贫困
,

在小学六年半中
,

曾四次辍学
。

1 9 2。年
,

石先生 (十三岁)小学还未毕业
,

以插班生考进湖南
一

长沙明德中学
。

在此期

间他父亲又一度失业
,

石先生几乎又要辍学了
。

幸赖当时明德中学校长一
一湖南教育界

前辈胡子靖先生和辛树帜等几位教师灼帮助
,

介绍他给学佼管理图书
,

免缴学费
,

又推

荐他作京庭教师
,

先生就这样艰苦地维持着学习
。

在那几年里
,

石先生经常是晚上和 他

三个弟弟围着一盏黯淡灼油灯做功课
,

当弟弟们唾觉了
,

他还坚持学习到深夜
。

学 习几

何需要绘图仪器
,

他无钱购买
,

就向同学借用
。

每借一次要替同学画一张图
,

因而他经

常要绘两张图
,

先让那位仪器的主人挑选
,

剩下 的才署上自己的名去缴卷
。
_

在这样艰苦

的条件下
,

他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绮
。

在中学阶段
,

他的爱好是多方面 的
,

对生物学和

化学尤感兴趣
;
对英文也 很入迷

,

曾阅凑过次更斯
·

萨克雷
、

雪莱
、

拜论等人的英文原

本 小说和诗歌
; 他又从国文教师刘永济先生 ( 故武汉大学教授 ) 学会了填词

。

石先生 以

后选定的专业虽然属于自然科学
,

但他对语言
、

文学等也有着浓厚灼兴趣
。

1 9 2 4年
,

石先生 ( 十
一

七岁 ) 在长沙以优早成绩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
J交生物系

,

但

家庭无力供他上学
。

当时湖南教育司司 长李剑农先生看到了他的试 卷
,

又了解到他学 习

的成绩和经济状况
,

主动为石先生筹募了一笔钱
,

帮助他解决了治共
,

方井些和 生 活 费

用
。

并写信介绍石先生到距离师范学校不远的
“
湖南旅鄂小学

” ( 现在秒昌毛 竖街学坟

校址 ) 兼课
,

以补助生活费之不足
。

刚进大学时
,

石先生在同学中年 令 最 小
,

很受器

重
,

不少同学 以后成为他终身的挚友
,

像吴印禅 ( 故中山大学生物 系 教 授 )
、

赵佩莹

( 故广西大学化学系教授 )
、

毛路真 ( 故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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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5年五册惨案时
,

他在汉 口英租界曾因散发传单被英国
“
巡捕

” 拘捕过
。

1 9 2 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
,

武汉笼罩在 白色恐怖之 中
,

石先生竟被以 ,’, 思想空幻
,

态

度灰色” 开除学籍
。

这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
,

激起了他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
。

他回到

家里后
,

除了读书外
,

还常为 当地 的报纸副刊写些短篇小说
,

并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

的著名作品 《企屈拉》 ( ch it ra )
。

1 9 2 7年下半年
,

石先生经辛树帜先生(当时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 介绍
,

任中山大学助理员
,

同时补修生物系未修完的功课
。

1 92 8年提升为助教
,

并参加了辛树

帜先生主持的瑶山生物采集队
,

深入瑶山数月
,

除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
、

兼理队中一

切函犊杂事外
,

晚上还在暗淡的石油灯下搜集瑶歌 (共二百首
,

用罗马字母英文的拚音

法标音 )
。

在三个月的考察中
,

共写了八万余字的 《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
,

上动具体地介绍了瑶山的自然面貌
,

瑶民的生活
、

采集队每天活动收获和所感 受 的 困

苦
,

并对改 良采集方法和应注意事项等都有具体论述
,

文词明净
、

流利
、

质朴
、

优美
。

石先生在 中山大学工作到 1 9 3 1年
。

其间于 1 9 2 9年因病
,

曾先后在广 西桂林
、

梧州等地休

养
,

并在广西第二师范 ( 桂林 ) 和第二中学 ( 梧州 ) 任兼课教师
。

石先生在中山大学工

作期间
,

学会了拉丁文
,

并研究了语言学 ( PH O K O IO g
: ) 和 《广韵》等
;
先后 出 版了

《广西瑶山采集队 日程》
、

《瑶山采集记》
、

《广西瑶山哺乳类报告》
、

《广西瑶 山采

集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
、

《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三集
、

《中国兽学

丛书》 第一集
、

第三集
、

((j ‘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
、

《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报告》
、

《续记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
、

《湘南之哺乳类》
、

((瑶歌》
·

一等十余种著述
,

近百

万字
。

1 9 3 工年
,

石先生 (二十四岁 ) 到杭州担任浙江大学讲师
。

1 9 3 2年
,

石先生 ( 二十五岁 ) 到南京前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
。

同年
,

和许慕贞女士

结婚
。

1 9 3 3年
,

石先生 (二十六岁 )
,

考取丁第一届中英庚款董事会留英公费生
。

到伦敦

大学的帝国理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作研究生
。

1 9 3 6年四月伦敦大学授于石先生植物生理

学哲学博士及帝国理工学院学侣的荣誉证书
。

同年五月赴德国疗养
。

1 9 3 6年
,

石先生 ( 二十九岁 )
,

在德 国疗养不久即经西伯利亚回到祖国
。

一到南京
,

许多著 名大学请他任教
,

他都谢绝了
,

最后选择到刚刚成立的陕西武功 西北农林专科学

校 ( 西北农学院前身 ) 任教
。

1 9 3 8年初
,

石先生回到了湖南
。

后应同济大学聘请任理学

院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校址在广 西八步 )
。

1 9 4 1年
,

石先生 (三十四岁 )
,

任武汉大学 ( 在四川乐山 ) 生物系教授
,

连续任效

十年
。

他在武仄大学任教期间
,

主要讲授植物生理学
,

同时讲授过动物生理学
、

德文课

等
。

他所任教的课程
,

教学大纲
、

教材及实验课的准备与指导
,

都是他一个人承担
,

压

务十分繁重
,

但仍挤出时间从事编写和译述
。

他翻译了 《比较生物化学引论》
,

还撰写

了三十多万字的 《生命新观》
,

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诗词
。

1 9 5 1年春
,

石先生 ( 四十四岁 ) 调西北农学院工作
,

从此
,

石先生把他的后半生都

献给了祖国的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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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生来西农后
,

担任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及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教研组领导工作
。

以后又讲授有机化学
、

生物化学等课程
。

1 9 5 9年起招收植物生理学及植物生物化学研究

生
,

连续招 收了三届共 少、名
。

同时
,

还接收培养外校进修教师
。

石先生为了搞好教学工

作
,

编写了 《植物生理学讲义》
、

《有机化学讲义》 《生物化学讲义》及 《实验讲义》

等
.

石先生虽已执教多年
,

但对每一堂课
,

都认真准备
,

反复推敲
,

经常工作到深夜
。

由于他讲课取材丰富
,

深入浅出
,

条理清晰
,

语言生动
,

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
。

石先生对教研组的科研方向
,

始终坚持应以水分生理的研究为主
,

他认为在西北干

旱半干旱地区
,

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之一
。

他的研究生 的课题都是水分生理 的

研究
,

这是很有远见 的
。

在 1 95 0到 1 9 5 5年的五年间
,

石先生编写出版了 《微生物和食物》
,

《生命和水》
、

《食物制造原理》等
。

翻译了 《物理化学与狡体化学》
、

《动态生物化学》等书
。

1 9 5 5年
,

农业 部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任务
,

经辛树帜院长推荐
,

农业部委托石

声汉教授等进行《齐民要术《的校注工作
。

石先生愉快地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
,

在紧张繁

忙的教学工作之余
,

以极其严谨的态度
,

开始了《齐民要术》的校释工作
,

历时三年完成

了九十七万字的 《齐民要术今释》
。

《齐民要术 》系南北朝时北魏贾思瓣所著
,

是一 部

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科学巨著
,

系统总结了我国公元六世纪前传统农业的丰富经验
.

但由于产生年代较早
,

文词古奥
,

其中所 引古书奇字
,

或不得其音
,

或不得其义
,

加上

历代传抄传刻
,

混进了不少错字
,

后世皆视为难读
。

《齐民要术今释 》的出版
,

为我们

今天阅读它
,

排除了一大障碍
。

该书在国外也引起了极大反响
。

当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

中国农业科学史专家西山武一教授等人
,

收到 《齐民要术今释 }) 第一
、

二册后
,

立即来

信表示祝贺
,

叹服校注严谨
,

并表示要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齐民要术 》的校译工

作
,

以待石先生的《齐民要术今释 》第三
、

四册出版后再继续进行
。

英国著 名的中国科

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
,

也热情的称赞说
: “我们的《中国科技史

·

农业卷 》
,

极大得益

于石声汉先生的功劳
。 ”

继 《齐民要术今释 》出版之后
,

石先生又先后完成了《从齐 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

业科学知识 》
、

《探索齐民要术 中的生物学知识》
、

《齐民要术概论》
、

《齐民要术选

读术》等著作
,

在研究 《齐民要术》时
,

石先生还从中辑佚出久已失散的 《尼胜之书》

和 《四 民月令》
,

写成了 ((i 巳胜之书今释》和 《四 民令校注》
,

丰富了我国古农书的内

容
。

在 《齐民要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

石先生又制订了一个系统全面整理古农书

的宏大规划
,

编制了 《农书系统图》和 《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 的演进表》
,

这是石先

生多年来研究古农学经验的总结
,

它概括地反映了我 国古代典籍 中有关农业 的记载和农

书内容演变的源流
。

但是
,

由于 “左 ” 的指导思想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干扰
, 1 9 5 8一 1 9 5 1年间

,

去
一

农学研

究工作被迫中断 了
,

当时石先生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

1 9 6 2年春
,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和高教部负责同志的直接关怀下
,

西北

农学院的古农学研究工作又恢复了
。

石先生立即着手 《农政全书》的校注工作
,

《农政

全书》是明末杰出的农学家徐光启所编写的我国又一部古代农学巨著
,

是对我国十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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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前农业遗产的系统总汇
。

石先生以多年研究农业遗产的丰富经验
,

对 《农政全书》从

校
、

注
、

案
、

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理
。

到 1 9 6 5年完成了约一百三十万字的 《农政全书校

注》初稿
。

在此期间
,

石先生还相继撰写了许多研究论文及专著
,

如 《中国农业遗产要

略》
、

《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

《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校》
、

《农桑辑要校注》等
。

1 9 6 6年
,

当石先生满怀丰收的喜悦
,

正在逐步实现他的宏大研究规划时
,

十年动乱

开始了
。

不言而喻
,

石先生和他 的古农学研究工作首当其冲
,

石先生身心倍受摧残
,

其

状惨不忍睹
,

但即使遇到这样的空前浩劫
,

石先生却坚信搞古农学没有错
,

他在 1 9 6 7年
7 月的一首诗中写道
: “终不悔

,

铸错任千万⋯⋯天荆地棘从容步
,

铜筋铁骨耐创伤
。 ”

铿锵有力
,

坚贞不属
。

当时
一

他的研究室和私人书籍全部被查封了
,

一个偶然的机会
,

他

在住室里找到了一部 《焦氏易林》
,

这是一部讲音韵的书
,

石先生如 获 至 宝
,

白天劳

动
,

晚上又偷偷摸摸地研究起来
,

写出了二十多万 子的研究笔记
。

今天
,

每当我翻阅那

一页页写满恭正绳头小楷的稿纸时
,

不禁热泪滚滚
,

先生在苦难的岁月里
,

昏暗的灯光

下
,

他那伏在案前瘦弱的身影
,

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
,

他写的每一个字
,

都是他的精伸

寄托
,

都闪烁着他那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崇高思想 的光彩
。

1 9 7 1年
,

石先生 (六十四岁 ) 因病住进了医院
,

诊断的结果是胰腺癌
,

但 已进入了

晚期
。

在病塌上
,

剧烈的痛疼使石先生的脸上冒出豆粒般的汗珠
,

他从不呻吟一声
,

就

在那弥留之际仍然惦念着工作
。

神志稍清醒时
,

石先生向他的亲属说
: “希望动手术后

再有二
、

三年的时间
,

把 《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
,

争取早 日出版
,

再计划搞二部农

书
。 ”

他还 占诫在农场工作的小儿子说
: “

你要多读些书
,

别乱种田
,

我们祖先就很讲

究种 田的方法
,

不要到了今天
,

反而乱种起来
。 ” 当党组织派少、来探望石先生

,

并问及

对过去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时
,

石先生用微羽颤动的声音回答说
: “党 叫干啥就干啥

。 ”

这就是石先生的临终遗言
。

石先生不幸离开了人间
,

离开 了他终身依恋的祖国农业遗产的科学园地
。

但是
,

我

们可以告慰石先生的是
,

在打倒了
“四人帮

” ,

清除了
“
左

” 的思想干扰后
,

石先生的

遗稿 《农政全书校注》经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后已经出版
,

并荣获农业部颁发

的科技成果二等奖
,

石先生的其他遗稿亦 已陆续出版
。

石先生用毕生心血灌溉的研究戍

呆
,

将在祖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