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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转，吴征镒院士已仙逝一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铭刻在我脑海中。

我最早听说吴老是在小学。当时，父亲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北朝鲜投放了

生物武器以对付我志愿军，后来吴老借助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地理的知识证明了美国投放生物武器

的树叶来自美国本土，换言之，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那时小学的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神奇，至今印

象深刻。

工作之后和吴老打交道则是源于十多年前请他为我的著作《观赏棕榈》写序。当时出版社和我

签订了出版合同，该书的责任编辑徐平同志便建议我请一位专家写序，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0岁。我

随即想到了吴老。寄出书稿后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因为不知道吴老是否能挤出时间来看该书

稿。有一天突然听说有我的传真，我非常奇怪，因为当时的业务联系非常有限，又会有谁发传真给

我呢？跑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吴老为该书写了序，因担心邮寄会耽误时间，特地嘱咐工作人员将

他写的序以传真发给我，此事令我终生难忘。看到序的内容“……值此加入WTO之际，《观赏棕

榈》的出版对了解世界的棕榈科植物及其推广应用是颇有意义的……”以及传真结尾的他本人的签

名，令我备受鼓舞。此后，还收到了他寄来的一份关于棕榈科分类的最新资料。在网络还不发达的

当年，获取最新资料是不容易的。

在我读博士期间，曾去拜访吴老，谈及植物园种植的某些外来植物，他很快就说出是什么时候

他从哪里引进来的，这令我非常惊讶，因为都过了数十年，而他又很忙。期间向其请教一些分子系

统学的问题，他直接回答道，“这个我不熟悉，你找德铢吧”，他随即把电话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给

我。

他的这种诚实精神令我想起了一个案例，香港廉政公署在招聘首席调查员时，有一位应聘者在

圆满地回答了其他问题之后，被一道题目难住了，这个题目是要求考生回答唐朝盛世的李世民皇帝

是如何治理生态环境的。该应聘者虽然了解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但从未听说李世民是如何治理生态

环境的，故在答题纸上如实回答。最终，该应聘者成功应聘。

事实上，诚信是当前社会转型期最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乐于助人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它们是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吴老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人格魅力与巨大贡献长存！

追忆吴征镒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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