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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主编的科普读物《绿药觅踪》。

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耕耘守拙六十度”，介绍了肖培根院士从事药用植物及中药研究近60年的工作体会、所见
所闻，讲述了一位院士的成长历程，记录了中国药用植物的现代发展史，展现了传统药物学的全球概
况。

第二部分“笑观天下杏林春”，讲述了老、中、青三代绿药(中草药、药用植物、海洋药物、保健食品
等)工作者在教育、科研、管理、产业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动态、工作经验和创业体会。

第三部分“新中国中药事业发展乐章选编”，以乐谱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药政策、教育、
科研、生产、贸易、对外政策等方面发生的大事以框图、照片形式一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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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中药物质基础与
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中国中
药杂志》及《C1ainese
Herbal
Medicirles》主编。
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是国际著名药用植物学和传统药物学家。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领导并投身于全国中药资源的普查，开创了中国中药资源系统调查整理的先
河，主持编写了《中药志》、《新编中药志》、《中国本草图录》、《当代药用植物典》等大型科学
著作。
在长期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包括植物、化学、疗效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渗透的新学科——
药用植物亲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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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童年梦想　　我的童年及少年，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
我的父亲是学机械工程的，早年留学德国，因而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
所以说，在20世纪的30年代，我们家境不错。
但是，很快日本发动了9·18侵华战争。
父亲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干事。
因此，没有固定工作，家境逐渐变得清贫。
而且由于家中人口又不断增多，我是老大，相继又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出世。
我记得在家中母亲时常向父亲叫苦，“这个月又没有钱买米了”。
因此，那时候晚餐一直是喝稀粥。
穿的则是我穿过的，改一改给弟弟穿，弟弟穿了再改一改给妹妹穿。
因此，我幼年的确是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活拮据”　　小时候正在长身体，用现在的话来说：“
需要营养”。
当然，我们一家五个孩子可以说都是在“营养严重不足下长大的”。
因此，在这里我很不好意思地照实说来：我幼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事，许多都与“吃”密切相关，仅
举3例：　　一件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一种很好的菜饭，就是把牛肉切得很碎，同时还把
青菜切细了，和在饭中一起煮。
这种菜饭，有肉、有油、有菜、有饭，在当时的确算是盛宴了。
全家也由于能够饱餐美食一顿，个个都表现得兴高采烈。
　　另一件是在小时候逃难到了我母亲的故乡——浙江湖州。
亲戚们为了迎接和招待我们，特意杀了一只鸭，在鸭的肚子中填满了江米、莲子、香料等八种配料，
名日“八宝鸭”。
这顿八宝鸭，似乎是我吃到的最好的美味佳肴了，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再一件是当时我的小姨父和小姨妈正在谈恋爱，小姨父来访时给我们每个小孩一个蛋卷冰淇淋，
很自然，小姨父便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了”。
他的到来，便成了小孩们最为盼望的事情了。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
在我小的时候，即使是到外面很远的地方，连乘电车的钱都付不起。
上海外滩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有一次，我们从家到外滩去，有大人带着我们几个孩子。
我那时只有五六岁，不知怎么搞的，走散了，找不到大人们了。
这时我就想到我们家门口有有轨电车，是到格罗希路的。
我身上没有钱，就一直跟着电车走，车走我跑，车停我等。
就这样，一步一步终于找回了家。
从这里可以看到，小时候，吃饭、乘车、上学等都是很艰难的，日本侵略者带给我们中国人民的灾难
，这一点我也是常常记在心里。
　　因为家里穷，父亲的脾气变得愈来愈暴躁，经常拿打骂小孩出气。
我们每天放了学，尽量躲开家里，我和弟弟和我的同学一起利用一些废旧的东西做一些游戏。
记得我们玩的最多的一种游戏，就是用一个破木箱，翻过来当船。
再用一根破木棍和破布条做旗。
憧憬并梦想着：我们几个人乘上这条船到大海中去，到天涯海角去，去寻找一种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
药物。
这种药物最终被我们找到了，我们每个人服了药之后都变成了仙人，都长生不老。
现在看来，做这种游戏似乎是在逃避当时痛苦的现实。
我们经常发挥各自的想象力，编造出各种故事，憧憬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必须要提一提我的母亲——张英志。
她早年曾在浙江大学就读，当过小学教师，当过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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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但在很艰难的条件下，把我们5个孩子拉扯大，而且还让我们个个受到了高等教育。
她还精心地培育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不但个个都大学毕业，而且几乎全部都被送到国外深造。
母亲辛劳一生，在84岁那年离开了我们。
下辈两代人个个都与她有深厚的感情，清明时节，还有人专程从美国不远万里来上海为她扫墓。
2010年，正值她100诞辰，大部分在美国家人均来沪纪念。
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成功的家庭，必然有伟大的女性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童年的梦想成真。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我真的走上了寻找新药，研究新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道路上，这
也确实是一种巧合。
儿时的艰辛、幻想也是我今后工作的动力，使我感到确实需要寻找好的药物，以解除广大人民的痛苦
，使大家活得更健康，能更长寿。
如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些贡献，的确是我的愿望，我认为中药事业也是一个非常崇高和有意义的事
业。
　　小时候艰苦生活的磨练和经历，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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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绿药觅踪》“绿”代表天然、自然，代表清洁，代表无污染。
在这人口一天天膨胀的世界里，“绿色”变得愈来愈珍贵了。
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告诫人们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要发展绿色，要保护绿色。
　　“药”是保护健康的武器。
武器要先进，要多样化。
人类从大自然中创造出了药物，大自然依然是我们人类寻找药物的一个主要来源。
中国有很好的生物多样性，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传统药物学经验，为寻找新药奠定
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觅”是寻找、是探索、是研究。
寻找、探索和研究绿色药物是无穷无尽的。
要求我们要有创新思维、创新人才和一切可利用的创新手段。
团队精神是我们要倡导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在继承上不断开拓创新。
　　“踪”是踪迹，是走过的轨道，这条轨道将不断地延伸下去。
从走过的轨道中找到经验.找到教训.为将来要走的路找到希望，找到动力.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绿药觅踪”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它像一曲已经奏响的、气势磅礴的伟大交响曲。
后面的乐章。
将愈来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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