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本版编辑/吴 健 本版视觉/戚黎明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科教卫新闻

“先生虽耄耋之年，但始终每天坚持工
作，哪怕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中心教授陈剑
说，裘锡圭有两件事牵挂不下。一件是完成
《老子》简注工作，退休后的他重点专注于《老
子》简注工作，就在今年，中心成立20周年纪
念日前夕，老先生曾表示：“我虽然已退休多
年，但蒙学校领导和中心同仁不弃，还能和大
家一块儿从事科研工作，这让我很高兴。我
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成
我所参加的《老子》注释项目。”另一件是马王
堆帛书残片的缀合，他常说：“马王堆帛书的
整理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现在还有很
多碎片没有缀合上去。”

成果丰硕 举世瞩目
裘锡圭，1935年生于上海，1952年考入复

旦大学历史系。他认识到深入研究上古社会
性质，必须依靠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于是决心
专注古文字学习。那时，古文字书籍大多卖
得很贵，非穷学生所能问津，裘锡圭只能通过
借阅图书馆书籍、抄录和摹录甲骨拓本来学
习。研究生阶段，他师从胡厚宣教授，专攻甲
骨学与商代史。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分
配到北京大学任教。2005年，他带领团队回
到母校复旦大学，出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教授。“当时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正欠缺
古文字学这一方向，裘先生的到来填补这一

空白。”时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回忆。
裘先生毕生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整

理研究，成果丰硕，举世瞩目。20世纪70年
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帛画、
简牍等珍贵文物。其中，有字简帛文献达五
十余种。2014年，由裘锡圭主编，湖南博物
院、中心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简称“集成”）问世，引起学界关注。

他广泛涉猎殷墟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
文，战国文字（玺印、货币、简帛、玉石等），秦
汉文字等各个门类，尤其擅长考释古文字资
料中的疑难字词，所释甲骨文中的“远”“迩”
“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
“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绅”等字，战国
文字中的“市”等字，都为学界广泛接受，并成

为定论。他的《文字学概要》一书是中国文字
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并有英文、日文、韩文等
多种译本出版。《裘锡圭学术文集》及其续编
收录其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破格育才 学界佳话
“裘先生对学术的热爱和高要求，是我们

必须传承下去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

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史》通贯古
今，其中裘先生的学术成果占了相当大篇
幅。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甲骨文字考
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
考释文章精彩纷呈，考释命中率很高。
通过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老

子》帛书、荆门战国楚墓发现的《老子》简以及

北京大学入藏的西汉中期墓葬《老子》简等
《老子》古本的整理和研究，裘锡圭对《老子》
文本及思想产生新的理解。以《老子》今本第
十三章“宠辱若惊”为例，他指出“惊”实为
“荣”字误读，真正含义是“把辱看得跟荣一样
可贵”，与“贵大患若身”相对应，后者表达的
是“把大患（实指死）看得与生一样可贵”。

同事和学生回忆，裘先生还有一个习惯
——写卡片。卡片由大纸裁成，记录研究心
得，写好后按不同的问题加以归类。看到新
材料或新说法，哪怕是某人某个意见，也随时
补入。几十年的光阴，裘先生争分夺秒记录
无数张卡片。

一直以来，裘锡圭都很重视学生，对于他
们的想法总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刘钊读
研究生时给裘先生写信，希望先生能帮他找
一篇文章，没想到当时已是古文字学泰斗的
裘先生居然很快就将复印件寄来了。更令人
津津乐道的是三轮车夫蔡伟与裘教授的“笔
中情”。这位当时仅有高中文凭的古文字爱
好者，读到裘锡圭发表于《文物》的《〈神乌赋〉
初探》一文后，对文中“佐子”一词的释义提出
自己的见解，认为“佐子”应理解为“嗟子”，并
致信裘先生。裘先生十分认可，不仅发文更
正，还邀请他参与《集成》编纂。“不拘一格降
人才”的裘锡圭还联合其他教授向教育部推
荐，使蔡伟被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博士生，成
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裘先生对学术的
执着热爱和严谨态度，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不
朽的丰碑。他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成果，也将
指引后人前赴后继、推动“冷门绝学”在新时
代焕发新生。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中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辞世，学生同事深情怀念

毕生躬耕文字考释 两桩遗愿留后人
昨天，中国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裘锡圭

辞世，终年90岁。消息传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的学生与同事们无比悲伤。

▲ 裘锡圭上公开课 受访者供图

▲ 裘老先生晚年在整理资料

昨天，顾老伯如约返回上海市质子重离
子医院进行出院后的第11次规律随访复查。
现年70岁的顾老伯于2013年确诊高危局限
期前列腺癌，2014年入组医院的粒子放疗临
床试验，接受重离子放疗。“整个治疗过程很
顺利，治疗期间及治疗后没有出现尿频、尿
急、排尿困难等不良反应。”顾老伯说。

2025年5月8日，国内首家同时拥有质
子和重离子两种放疗技术的医疗机构——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顺利运营十年。十
年来，医院始终践行运用尖端放疗技术造福
肿瘤患者的初心使命，坚定服务国家战略、
融入上海发展大局，精耕重离子技术前沿领
域，在曾经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的粒子放
疗“新赛道”实现“换道超车”，以十年高质量
发展的瞩目答卷在国际粒子放疗领域树立
“中国标杆”。

从“稀缺资源”到“可及可享”
得益于临床技术创新和运营管理提效，

医院现单台粒子设备年治疗量从开业首年
200余例，扩容到目前连续四年稳超1000例/
年以上，是全球首个年治疗量超过千例的质
子重离子中心。截至昨天，医院累计质子重
离子治疗出院患者8039例，年平均增长率达

17.5%，患者单次治疗时间较开业首年缩短
18%，采用单纯重离子或重离子联合质子放
疗的患者占比达76%。
全部患者中，脑部及头颈部肿瘤4147例

（包括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咽喉及颈部肿
瘤、鼻腔及鼻窦肿瘤等）、胸部肿瘤1361例（包
括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胸腺肿瘤等）、腹盆
腔及其他部位肿瘤2531例（包括前列腺癌、乳
腺癌、胰腺癌、肝癌、盆腔及四肢肿瘤等）。质子
重离子放疗更具优势、患者诊疗需求更集中的
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肺癌、乳腺癌、前列腺
癌、胰腺癌、肝癌等重点病种患者数占总数的
75%，其中，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肺癌的质子
重离子放疗患者数均已超过一千例。
医院还紧盯社会关注的健康难题及患者

诉求，成功开展湿性眼底黄斑变性等非肿瘤
性疾病的粒子放疗，并成为“沪惠保”及各保
险公司肿瘤粒子放疗的定点医院，现已协助

近800位“沪惠保”参保患者累计获赔1亿余
元，商保患者占医院患者总数的40%。

从“舶来方案”到“输出技术”
医院运营之初，临床团队曾尝试照搬国

际同行的治疗经验，经过生物学效应回溯分
析和大量临床研究后，逐步消化吸收、创新性
建立制定了适合中国肿瘤患者的“本土化”粒
子诊疗方案。目前医院粒子放疗临床标准规
范（SOP）已更新优化至66项（第十四版），可
收治病种从临床试验阶段的7种扩展至50余
种，基本覆盖国内常见恶性肿瘤。
医院对每一位患者开展粒子放疗后随访

追踪，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达69.5%，与美国
癌症协会《2025年癌症统计报告》美国所有癌
症5年生存率（69%）持平。根据医院发布的
国际首份《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十周年生存
报告》，医院粒子放疗在临床疗效、毒副反应

控制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医院运营初期从国外引进多位外籍知名

放疗医师、首席物理师、信息技术及科研专
家，与医院已有的国内资深专家共同组建了
粒子放疗临床和物理“梦之队”，确保尽快消
化用好粒子放疗技术，充分保证粒子设备质
控管理及临床治疗安全。为加快“本土化”粒
子核心人才培养，医院依托复旦大学招录培
养了11批共97名放射物理生物医学工程硕
士，填补医学物理师人才“体系化”空白。

为持续巩固、加强上海在粒子放疗领域
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医院的二期项目将
新建近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医疗综合楼，并配
置质子设备1套、重离子设备1套。二期项目
建成后，医院有望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粒
子临床治疗中心，将有力支撑促进医院实现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本报记者 左妍

树立国际粒子放疗“中国标杆”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十年精耕重离子技术前沿领域

本报讯（记者 鲁哲）记者今天从上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为了鼓励本市
用人单位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近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委发布了《关
于合并实施本市重点群体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的通知》。
这个《通知》明确，在2025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期间招用2025届及离校两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16—24岁本市登记失业青

年，并签订劳动合同，且按规定为其足额缴纳
3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费的本市企业和社会
组织，可按每招用一人补贴1500元的标准，
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为了进一步提升用人单位感受度，今年

上海人社部门在继续采取无须单位申请、后
台数据比对审核，以“免申直享”方式发放的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免申直享”流程，取消单
位确认环节，实现补贴精准发放。

招用高校毕业生等可享补助
用人单位符合规定“免申直享”，1人补贴1500元

本报讯（记者 左妍）罗氏制药中国昨天
宣布投资20.4亿元人民币，用于在沪新建生
物制药生产基地，加强罗氏在中国的供应链
和本地化生产布局。此次加码投资，旨在通
过加强罗氏在中国的供应链和本地化生产布
局，强化端到端的完整医药价值产业链，彰显
罗氏持续深耕中国的长期承诺。
新项目用地约53亩，建筑面积约2.5万

平方米，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
区。该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落成，2031年正
式投产。罗氏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于新基
地的建设和运营之中。新生产基地的建设将

采用国际领先的生产工艺、100%采用绿色电
力。该基地将用于罗视佳（法瑞西单抗注射
液）的本地化生产，不断满足中国患者对于创
新疗法的需求。罗视佳是全球首个获批的眼
科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目前已被纳入国家医
保，为眼底病患者提供了创新的治疗方案，助
力我国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新生物制药生产基地建成后，将成为

罗氏制药在中国的第二个创新药物生产基
地，与位于百米之外的罗氏制药中国区总部
现有生产基地协同运作，共同为中国患者提
供创新药品。

罗氏将在沪新建生物制药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