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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勤奋创新淡薄名利是青年成才的重要条件

记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樊代明教授

叶鑫生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3)

我认识樊代明教授 已有好几年了
,

他是西安第四军 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

主任

医师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今年 42 岁
。

20 多年来
,

他努力学习
,

刻苦钻研
,

在 胃癌的诊断

和治疗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
。

先后主持或参加了 7 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 6 项军队科技

攻关课题
,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

三等奖 1 项
,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

他和他的

同事在 51 种医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26 7 篇
,

这些论文先后被 68 种医学杂志的 21 1 篇论文

引用
。

招收和培养博士生 5 名
,

硕士生 n 名
。

先后被授予
“

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

家
”

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5 次
。

回顾他的成长历程
,

如下 4 点十分重要
:

艰苦的生活经历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年轻时有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对一个人才的成长十分重要
。

条件艰苦可以养成吃苦耐劳

的习惯
,

可以磨练人的意志
,

可以培养人的毅力
。

这种习惯
、

这种意志
、

这种毅力对一个青

年人的生活道路和科研生涯都是十分有益的
。

樊代明出生在重庆远郊的一个穷 山村
,

他的童

年是在 国家遭受特大自然灾害中度过的
。

那时他们兄妹 6 人
,

还有小叔和奶奶
,

加上 自然灾

害
,

一家人穷得买不起鞋穿
,

他是打着赤脚上完小学的
。

他的老师常对学生们说
,

你们的生

活条件之所以这么差是因为祖国还很落后
。

为了让今后的少年儿童有幸福的童年
,

老师勉励

他们好好学习
,

长大后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作贡献
。

因此
,

较差的生活条件
,

更激起了樊

代明学 习的劲头
,

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
,

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
,

多数是第一名
。

有人说
,

一个人有了当兵的历史
,

一辈子碰到任何困难都不害怕
。

1 9 7 2 年
,

樊代明参

军来到了西藏边防
,

那里海拔 4 0 00 多米
,

冰天雪地
,

空气稀薄
,

水烧到 70 ℃就开了
,

空手

行走相当于内地负重几十斤行军
。

那里文化生活十分单调
,

通常都是战友们相互讲故事
、

说

笑话
。

一年中有半年吃不上新鲜蔬菜
。

他亲眼 目睹了两位年轻战友牺牲在保卫边防的岗位

上
。

一位在哨所站岗的战友突然患肠硬阻
,

由于远离 医院
,

又是大雪封山
,

得不到及时治

疗
,

年仅 18 岁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

另一位战友患严重的高山性心脏病
,

弥留之际说
,

想吃

点新鲜蔬菜
。

那时门外大雪茫茫
,

当身为卫生员的樊代明好不容易从营区外耗牛棚下挖回一

小撮野菜时
,

战友已离开了人世
。

这两件事使樊代明终身难忘
,

时刻激励他发奋学习
,

当一

名好医生
。

每当他在工作受到委屈
、

遇到困难
、

挫折
,

甚至失败时
,

一想起在两位烈士墓前

立下的誓言
,

什么都可以经受得住
。

这段近 3 年的当兵历史使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苦
、

什

么是真正的甜
、

什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

他说
,

在和平幸福的内地环境
,

晚上看书看得

晚一点
,

节假日在病房值班
、

在实验室做研究
,

比起那段经历来
,

的确算不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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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懈的刻苦勤奋是成功的基本要求

天赋对一 名科技工作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

但是
,

勤奋 比天赋更重要
。

而且
,

这种

勤奋需要坚持不懈
,

始终如一
。

一时的冲动
、

背几条警句
,

下一番决心
,

经过几天或短时间

的发奋后又烟消云散
,

不可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

樊代明是
“

工农兵
”

大学生
,

基础差
、

学

制短
,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
,

在大学学习时十分刻苦
,

常常天不亮就起来在路灯下看书
。

晚

上熄灯后
,

按规定全体学生必须回宿舍就寝
,

他就钻进被窝里打看手 电筒背解剖学名词
,

一

背就到 1 2 点
。

暑假是他用来学习外语的好时间
,

那时外文普通读物很少
,

大本的英文书和

日文书他看不懂
,

又没有老师指导
,

于是就借来 《毛泽东选集 》 的英文本和 日文本
,

对照中

文本学习
。

结果
,

他成功考取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

被第三军医大学批准提前

半年大学毕业进入第四军医大学学习
。

读研究生时
,

由于妻子在新疆天山脚下的野战部队工

作
,

她 自己无奶水
,

那里 又订不上牛奶
,

只好把不到五个月的女儿留给樊代明带
。

一个男同

志带那么小的小孩还要读书
,

困难可想而知
。

为了挤出时间学习
,

樊代明想了很多办法
,

孩

子喜欢撕纸玩
,

他就找来一大堆草纸让她慢慢撕
。

孩子喜欢玩水
,

他就打来一大盆水
,

把女

儿放进去
,

水凉了再加点热的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樊代明顺利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

并参

加了出国外语考试
,

取得本学科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
,

被世界卫生组织选送 日本进修
。

到了

日本
,

他舍不得花时间去美丽的富士山观光
,

就连近在咫尺的闹市区银座也很少光顾
,

好几

次乘地铁都因思考问题坐过了站
,

生病发烧也坚持上班
。

赴 日后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研制出 4

种 胃癌人单克隆抗体
,

这在当时还是个空白
。

日本老师很高兴
,

在全科特别设宴为他庆贺
,

还专 门给第四军医大学领导写信介绍他的成果
。

《 日本药学时报 》
`

在第 1 版报道了这一研究

结果
,

还刊登了他的 4 幅彩色工作照
。

后来
,

他又 曾多次去欧美等国家学习
、

访问及做博士

后研究
,

始终把精力放到学习上
,

每次都是按期回国
,

用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
。

在国内开展科研工作
,

困难很多
。

比如科研条件差
、

科研经费少
。

但是樊代明说
,

中国

人可以多花费时间
,

多流汗水
,

外国人每周有两天周末
,

我们可以把 7 天全用在工作上
。

这

些年来
,

他除了管病房
,

做内镜
、

看门诊外
,

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

同事们根据实验记录统

计过
,

每年他的加班时间高达 8 00 多小时
,

相 当于一年内多干 3一 4 个月
。

仅仅奋斗还不

够
,

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

一次不知什么原因
,

存放细胞的液氮罐中的液氮全部泄漏
,

冻

在里面的细胞全部死亡
,

耗费的心血一时化为乌有
,

他只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

但是
,

樊代明

没有倒下去
,

他振作精神
,

从头干起
,

为了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

他和同事们更加刻苦地工

作
。

那时每年他们要制作近 3 万张病理切片
、

2 万多张免疫酶标染色
,

先后建立了 2 万多个

杂交瘤细胞
。

1 9 8 7 年
,

他们终于通过筛选从中发现了 12 株能分泌高特异性胃癌单抗的杂交

瘤
,

其识别的胃癌抗原 M G A gs 为前人未报道过
。

他们研制的抗体在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

的医疗和科研单位推广
,

并在 10 次国际会议
、

18 次全 国性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

还应邀赴

美
、

英
、

德等 8 个国家进行过专题学术交流
。

这项成果于 1 9 8 8 年通过部级鉴定
,

获军队科

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3 不断的创新精神才能使自己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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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

科学研究只承认第一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当然这里不能完全否定重复或验证工

作的价值
。

但是
,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

要想使 自己有所发明
,

只有不断地在前人的基础

上
,

在自己过去工作的基础上
,

不断创新进取
,

才能有所作为
。

樊代明很注重科学研究的创

新思想
,

他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与技术
,

但决不盲从
。

他不断追求创新的例子很多
,

例如在

胃癌诊断方面的研究
。

众所周知
,

要用免疫学方法诊断胃癌
,

首先要找出胃癌细胞上的某些

特别的抗原
。

近 1 00 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为此奋斗
。

直到 60 年代国外学者才在肝癌细胞 中

发现了甲胎蛋白
,

其后不久又在结肠癌中发现了癌胚抗原
。

这两种抗原分别对肝癌和结肠癌

有很大的诊断价值
。

70 年代以来
,

国外应用单抗技术又发现几种有诊断价值的肿瘤抗原
,

但对 胃癌的诊断价值依然不大
。

主要原 因是胃癌细胞上 比较特异 的胃癌抗原很少
,

大约每

5 00 0一 10 0 00 个正常抗原中才可 能有 一个肿瘤抗原
,

寻找起来如大海捞针
。

为了获得成

功
,

樊代明首先对传统的免疫方法进行改 良
,

例如应用正常胃粘膜细胞免疫小鼠制得抗正常

抗原的血清
,

用以封闭掉肿瘤细胞上的正常抗原
,

使肿瘤抗原相对突出出来
,

然后用封闭后

的胃癌细胞免疫动物
,

从而获得 了高特异性的 胃癌单抗
,

其识别的 胃癌抗原 M G A gs
,

经证

实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

但是
,

虽然他们发现 了新的 胃癌抗原
,

但在诊断方法上一直没有突

破
。

于是他大胆设想将 P C R 技术引入免疫学检查方法中来提高检测的灵敏度
。

通过一次次

反复试验
,

樊代明和他的研究生任军一起将细胞工程技术和基 因工程技术巧妙地结合
,

创立

了胃癌血液免疫 P C R 诊断方法
,

使胃癌检 出阳性率达到 70 % 以上
,

远远超过 目前国内外仅

40 %的水平
。

该研究结果 1 9 9 4 年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世界 胃肠病大会上被选为大会报告
。

这次会议有来自 1 20 多个国家的 12 0 00 多名代表参加
,

中国的研究成果在这样大型的会议

上报告实属不易
。

会议主席评价说
: “

这是一种全新的诊断方法
,

不仅对 胃癌有重要诊断价

值
,

移植到其他疾病或其他领域也将具有重大意义
” 。

4 良好的工作氛围是成才的必备条件

青年人的成长不可能单枪匹马
、

独往独来
,

不可能光靠个人奋斗
。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
“
土壤

” ,

这个
“

土壤
”
包涵很大

,

主要的有领导
、

老师
、

同事
、

家属
、

还有整个学术界的

交往与协作等
,

可以将其统称为工作氛围
。

要筑就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
,

因素很多
,

就个人

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对待名利得失
。

樊代明常说
,

科学研究是群体性的工作
,

每一项成果

都凝聚着全体研究人员的心血
。

由于科研活动本身失败者居多
,

所以成功时大家都希望榜上

有名
。

科研成果
、

论文排名
、

奖金分配都是这样
。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作为一个年轻人
,

一定不要过多地考虑 自己的作用
,

不要作现存利益的争抢者
,

要作未来利益的争创者
。

时刻

不要忘记他人的贡献
,

这里头难以分出谁的贡献大或小
,

科研活动好 比一台机器
,

一个小小

的螺丝钉的功劳也是不可忽视的
。

樊代明常说
,

如果说 已有一点小小的成功
,

那决不能全部

归属于自己
。

他没有忘记 1 9 8 5 年当他还在 日本时
,

院校就拨专款为他盖了实验室
,

买 了新

设备
。

回国时
,

科室主任专程去首都机场接他
。

刚回国无科研费时
,

学校拨 了 5 万元专款解

了燃眉之急
。

通过申请竞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总后
“
七五

”

攻关课题也给他资助了数十

万元的经费
。

张学庸教授
,

陈希陶教授主动动员科里的技术员和他们招收的全部研究生加入

他的课题组
。

他没有忘记几十名同事和他一道没 日没夜长年忘我地工作
。

他没有忘记 1 99 2

年他在比利时作完博士后 回国
,

当年的基金申请截止 日期已过 4 天
,

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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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生命科学部的领导听了汇报破例给他延长 5天写申请书
,

通过专家评审
,

最后择优资助

了他的项 目
。

然后
,

又获得首批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的资助
。

他没有忘记有一次他应美

国六大城市的邀请去作专题学术报告
,

正逢张学庸教授作了心脏起搏器手术还没拆线
,

可张

教授不顾自己身体虚弱
,

伤 口疼痛
,

在病床上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修改讲稿
,

一遍又一遍地纠

正他的发音
,

最后还录下 自己的声音
,

让他在旅途 中反复收听
,

使他在美国的讲演很成功
。

他十分感谢妻子多年来对他的支持和照顾
,

就是在妻子难产大 出血
、

发生休克的情况下
,

樊

代明也只回成都护理她 3天
口

孩子上学他很少接送
,

也难得全家去一次公园
,

每想到这些
,

他深深地感到 内疚
,

没有尽到 自己的责任
。

在正确对待名利得失上
,

樊代明的两位导师给他做了好榜样
。

两位导师是课题组的组织

者和指导者
,

申报成果时樊代明总是把导师排到最前面
,

可 申报书草稿到了张教授那里
,

张

教授总用颠倒符号把樊代明的名字划到 自己名字的前面
,

并且说
,

樊代明是具体工作的设计

者和完成者
,

应该往前排
。

樊代明说服不了导师
,

一般都是到最后打印时不让导师过 目再次

把导师名字划到 自己前面
。

这种排名顺序的反复变化体现的是一种精神
。

多年来
,

正是这种

精神使他们这个课题组一直保持着团结奋战的良好状态
,

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

有一次报国家

奖
,

由于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

樊代明把两位博士生的名次稍微后排了一点
,

当时两位同

志有些情绪
。

后来当这两位博士分别申请他们的成果时
,

樊代明为了让别的同志榜上有名
,

坚持不上 自己的名字
,

这两位研究生很感动
。

有一位对樊代明说
, “

樊教授
,

我们的成果
,

您曾给予了许多具体指导并参加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您却坚持不上名单
,

您这人没说的
,

今

后我们一定好好跟您干
。 ”

这些年来樊代明曾先后两次谢绝组织上为他请功
,

把立功的机会

让给别的同志
。

所以同事们工作虽然加班加点
,

但心情舒畅
、

干劲十足
。

总之
,

促进人才成长的因素很多
,

不同的青年人所处的条件不同
,

可能成才的因素也不

同
。

在青年学者樊代明教授的成长经历中
,

最主要的是要艰苦创业
、

勤奋创新
,

淡薄名利
,

这也是促进他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证
。

S T A R T I N G A N E N T E R P R I S E A R D U O U S L Y
,

B L A Z I N G N E W

T R A I L S W I T H D I L I G E N C E A N D B E I N G IN D I F F E R E N T T O F A M E

A N D G A I N A R E M A J O R R E Q U IR EM E N T S

F O R Y O U T H S T O B E C O M E U S E F U L

—
N O T E S O N P R O F

.

F A N D A I M IN G
,

R E C E I V E R

O F T H E F U N D F O R O U T S T A N D IN G Y O U T H S

Y e X i n s h e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L i fe S c i e n c e s ,

N S F C
,

B e i j i n g 1 0 00 8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