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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11

一本厚厚的鱼类“现代汉语词典”凝聚 87岁老教授晚年心血

“完成这件大事，不枉此生了”

    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73例，其中本
土病例 50例（均在福建，莆田市 33例、厦门

市 12例、泉州市 5例）。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 16例，其中本土 1例（在厦门）。

莆田上午通报，截至昨天 24时，累计报告
确诊 99例、 无症状感染者 5例。9月 10日以

来，福建累计报告本土确诊 152例、无症状感

染者 13例。莆田、厦门启动全市核酸检测。

莆田
疫情已波及2幼儿园3小学1中学

昨天，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县长、福建省
莆田市仙游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指挥长吴海端在接收央视《新闻 1+1》白岩松
连线时判断，仙游防疫主要关注三个链条，一

条是林某杰新加坡回来的家族，第二个是他
太太的工厂，第三个他小孩所在的学校，初步

判定与德尔塔病毒序列基因相同。

福建省本轮疫情来势汹汹，防疫形势严
峻。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在本轮疫情中，未

成年人占比较高。莆田此轮疫情已波及幼儿
园 2所（南大门幼儿园、启蒙幼儿园），小学 3

所（铺头小学、山头小学、前埔小学），中学 1

所（枫江中学）。

厦门
“检测出200多阳性”系谣言

14日，福建厦门网传“第三医院检测出阳
性有二百多个”的不实信息，引发网友关注，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当日，公安机关依法将涉
嫌发布该虚假信息的纪某意传唤到派出所调

查。经查，纪某意从他人处道听途说相关消

息，在未经核实情况下，使用姐姐纪某的手机
在其出租房屋的租客微信群中散布谣言，被

多人转发后造成不实信息扩散。

泉州漳州
多地幼儿园小学暂缓入校

今天开始，泉州丰泽区、台商投资区全部
幼儿园停课，复学时间另行通知。其中，9月

14日，台商投资区组织对全区 69所公、民办
幼儿园的 1万多名师生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泉州石狮、惠安的教育部门已发布通
知，自 9月 15日起，各级各类学校启动线上

教学。

漳州市龙海区、长泰区、台商投资区、漳

州开发区也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同时，漳州
市直幼儿园、漳州市龙文区、芗城区各公办民

办幼儿园自今天起学生暂缓入校，返校时间
另行通知。漳州市直小学、漳州市龙文区、芗

城区各公办民办小学 9月 15日至 9月 21日
学生暂缓入校，启动线上教学。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

昨本土新增50+1例，均在福建

前几天，上海海洋大学钟俊生教授来到医院探望已经 87 岁
高龄的恩师伍汉霖，并为老人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教师节礼
物———一本刚刚收到的、中国农业出版社寄来的《中国海洋及河
口鱼类系统检索》样书。病床上的伍汉霖戴上老花镜，激动地抚
摸着封面上“伍汉霖 钟俊生 主编”这八个大字，难掩自己的喜
悦：“十年了，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件大事，真是不枉此生
了！”

厚厚的图书，凝聚着老人家晚年的心血。他领衔并召集了我
国的 14位鱼类学研究者，考证了中国的 3711 种海洋及河口鱼
类，分工编写。“这本书的完成，是鱼类学研究的一件盛事，对全
面了解我国海洋及河口鱼类多样性和分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钟俊生说。

■ 伍汉霖珍藏的明仁天皇的回信 郜阳 摄

一条小鱼
连起中日跨国友谊

鲜为人知的是，伍汉霖是日本 2019年退
位的明仁天皇的好友。四十年多来他曾先后

五次访问日本，受到明仁天皇的 12次接见。
这段跨越国界的友谊，得从一封漂洋过海的

求教信说起。
上世纪 70 年代，伍汉霖所在的上海水

产学院接到了编写《福建鱼类志》的任务，

而他则负责虾虎鱼的部分———这种呆头呆

脑的小鱼，是鱼类中最大的家族。可那会
儿，国内缺乏相关书籍，也没标本，研究进

展缓慢。翻遍了学校图书馆，伍汉霖终于发
现，日本有一位叫明仁的学者，自 1964 年

后开始发表有关虾虎鱼的论文，这让他异
常兴奋。

1979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后，伍汉霖通

过学校给明仁写了一封求教信。两周后便收
到了回信。当时还是亲王的明仁嘱托侍从官

给这位中国同行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不
仅回答了伍汉霖提出的问题，还表达了加强

联系之意。此后，两人多次书信往来，交换资
料、讨论学术问题。

“1990年，明仁天皇寄给我 62种虾虎鱼
类标本，供我研究和编撰中国动物志（鱼类）

所用。这些标本仅日本产出，不少还是稀有种
类，弥足珍贵。”时至今日，伍汉霖仍记得与明

仁天皇交往的点滴。是什么让伍汉霖和明仁
天皇保持了那么长时间的友谊？在伍老看来，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一是要以诚待人，有礼
有度；其次要时刻保持对学术求真的态度。”

正因如此，两人没有因国别和身份不同而产
生隔阂，在鱼类学研究中成为彼此值得信赖

的学术伙伴。

一本“词典”
凝聚几代师生心血

我国鱼类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以致种类
鉴别和形态描述技术难度很高。尽管鱼类分类

学研究队伍规模逐渐壮大，但由于资料分散、统
计收集难度大，以致整合中国鱼类系统分类学

工具书这项工作一直乏人问津。与之相对的
是，业内却亟需一本系统的“鱼类词典”。

彼时的伍汉霖早已从上海海洋大学退

休，正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纪。可老人
家放不下的，是当年考入水生生物专业的初

心：“摸清中国的鱼类种数，为它们立个名。”
他叫来了自己的弟子钟俊生，开始行动起来。

“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我们就像编
写鱼类的‘现代汉语词典’，当读者想要认识或

判断某种鱼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本书里进行检
索。”钟俊生告诉记者，“读者能对每种鱼以最直

观的形态鉴别特征进行检索，我们还详细描述

了鱼儿的生活习性、分布、经济价值等。”
这本“鱼类词典”的编撰，还是一场鱼类

学研究的国际大联动。伍汉霖带领的团队，与
日本高知大学著名石首鱼类专家佐佐木博士

合作，重新研究和鉴定了中国产石首鱼类的
分类、形态、分布。对石首鱼科重新研究，解决

了该科以往存在的许多遗留问题。而来自英

国、加拿大等国赠送的宝贵标本，为专著的完
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比较参考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海洋及河口鱼类
系统检索》编撰过程中，伍老积极联络台湾鱼

类学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海峡两岸人
民对于鱼类的中文名使用上差异很大。老师

说，既然要编新的工具书，那就要编写一本两
岸读者都能接受并使用的鱼类系统检索。”钟

俊生回忆。令人欣喜的是，新书对海峡两岸鱼
类名称予以对照统一，进一步促进了鱼类研

究的深度交流。

春去秋来，变的是天气和温度，不变的

是执着于学术研究的挚爱和坚守。伍汉霖平
日生活节俭简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

了对鱼类的研究当中。两年前，日本明仁天

皇退位前夕，伍汉霖在接受本报的专访后，
谢绝了纷至沓来的媒体，仍然闭门书斋苦修

鱼经。
“伍老一直在争分夺秒地编著这本书。这

是对我们多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提升，
也是一个育人的过程。”钟俊生表示。众多学

者递交初稿后，他所授课的《鱼类学》班上的

一位学生主动请缨，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按分
类系统将所有书稿整合排版形成了这本书的

雏形。“这本书也记载了他们的成长，也可以
说是我们几代师生努力的结晶。”

看着护士传来的病房里伍老戴着眼镜朗
读新书的视频，钟俊生和同学们的眼眶湿润

了。不过很快，大家笑了，笑得很灿烂。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