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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民盟中央常委蒋华良，是恢复

高考后常州本土乡村走出的首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长期致力于应用

生物学、化学和计算机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进行药学基础研究和

新药研发，是我国交叉学科第一位院士，他说：“研制老百姓吃得起

的好药，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2006 年 5 月，他应约带领陈凯先、

嵇汝运、裴钢等院士回到母校，不仅转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届、

第九届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为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的题词“汇江南灵

气，育华夏英才”，更是泼墨挥毫写下了“我爱母校”4个大字。他是这

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我邀请他出任省武高上海校友会会长，他欣

然接受，随即召集近 500名在上海工作的省武高校友召开上海校友会

成立大会。会上，我向全体校友阐述了“笃道求实，成己达人”的省武

高校训，提出了“办富有国际视野、区域特色、师生共进的现代化示

范高中，到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中诞生院士级的

科学家、大使级的外交官、将军级的军事家”的目标，他积极响应并

号召全体与会校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母校以我们为荣”。 

蒋华良院士平时科研任务重，行政管理忙，但只要母校相邀，总

是按约来到学校，给同学们作专题讲座和成才报告。这样一种母校情，

也缘于他一直以来为人做事的故乡情、亲情。 

他出生在武进西部一个叫西塘的小乡村，这里风景宜人、民风淳

朴。以前西塘村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糙米糖。上大学时，华良学



以致用，将化学知识运用到其中，将猪油和白糖一起熬制，产生美拉

德反应，这样制作出的糙米糖松脆不粘牙。他把糙米糖一一分发给村

里人品尝，大家都很喜欢吃。此后每到寒假，西塘村家家户户都在等

着华良回家做糙米糖，他总是早早起床，乐呵呵地从村东一直做到村

西，年复一年，直到他到上海工作。 

虽然他走出西塘村已经 30 多年，但他从不忘本，只要是西塘村

村民请他帮忙，他总是不厌其烦，尽心尽力。西塘村修水泥路时，虽

然他工资微薄，但却是第一个捐款；村上孩子没钱读书，他知道后主

动伸出援助之手；西塘村拆迁了，原来村上的人都散开了，他邀请全

村村民吃了一顿大团圆饭，他让全村人都觉得，虽然村子没了，但大

家的心还紧紧连在一起，永远是相亲相爱的西塘人。 

他对家里的长辈非常孝顺，爷爷 88 岁高龄去世时，他悲伤得在

地上打滚。母亲在他读研时病倒了，他几次要休学回家照顾妈妈，硬

被父亲劝回了学校。岳母病重，他第一时间把她接到上海，自费用最

好的药治疗。父亲病重时，他正在新西兰考察，没能见上老父亲最后

一面，是他一生的遗憾。虽然常年在上海工作，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

着家中的姐姐，老家拆迁时分到的房，他无偿送给了年迈的姐姐，并

把每月的部分工资按时寄给姐姐养老。 

对待朋友他更是情深义重，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前几年突患重病，

常州的医生束手无策，工作繁忙的华良得到消息后连夜在上海帮朋友

定医院找专家，还第一时间送去了 2000 元慰问金。村上的邻居得了

小脑萎缩症，他正好在研制相关的新药，便立即把自己研制的药寄回



来送给他。 

因为家境贫寒，华良比村上同龄的孩子懂事早，小时候他不仅学

习成绩总是第一，而且善于创新。他动如“虎”，想玩有兴趣，会玩有

技能，能玩会创新，总能想出一些新的项目与伙伴一起玩，是村上捉

田鸡、夹黄鳝的能手。他静如“兔”，上初中时，暑假，天气很炎热，

村里的孩子都跑到河里去戏水游玩，唯独他在家里练书法。村里的长

辈看到了很纳闷，他乐呵呵地说：“练书法就是为了练耐心。”他高中

时得了肝炎休学在家，学习全靠自学，成绩仍然领先。他女儿读高中

时成绩优秀，但他认为这不一定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在教育中关

注完整的人格培养，实施完整的教育，便利用假期带着女儿走向社会，

体验生活，做小课题。 

切切游子意，依依故乡情。蒋华良院士心系乡村、心系亲人、心

系母校，他说：“在我的简历上永远写着‘江苏常州武进人’，我永远

不忘家乡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永远不忘母校武进高级中学对我的教

育之恩。常州美丽的山水、朴实的人情，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我怀

念家乡的一切，感恩家乡的所有，今后一定为家乡的发展作力所能及

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