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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枠 （１９２８ ～ ２００５） 是一部记述该研究所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创立至今的发展史 。该书以丰富而确凿的史料 ，记述了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中国现代历史这个大舞台上 ，历尽艰险 ，几经磨
难 ，从无到有 ，逐渐发展壮大 ，走向辉煌的业绩 ；还讲述了几代动物学家
为中国动物科学研究呕心沥血 、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 。全书内容丰富 ，记
述翔实 ，图文并茂 ，以朴实无华的文笔 ，向读者展示了该所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 。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枠 是一部具有创新文化意义的史料类作
品 ，对研究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史 、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动物学发展史 ，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可作为该所研究生入所的 “所史” 教育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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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书献给为中国现
代动物学的奠基与发展 ， 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建
立与壮大做出过贡献的先辈
们和后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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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追溯历史源头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以下简称动物研究所） 已经走
过了 ７８个春秋 。 ７８年来 ，动物研究所大师荟萃 、名家辈出 ，不仅为国家培
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而且在动物学及相关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动物研究所成立 “所史编撰委员会” ，并组织了十多位专家撰写所史 ，

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所史的编写者更是肩负重任 ，不畏艰难 。他们
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查阅资料 ，搜集并考证相关史料 ，访问历史事件的参与
者 ，精心撰写 ，反复修改 ，终于使这部 ８０余万字的著作面世 。该书记述了
动物研究所在中国现代历史这个大舞台中 ，历尽艰险 ，几经磨难 ，从无到
有 ，逐渐发展壮大 ，走向辉煌的历程 ；同时也讲述了几代动物学家为中国动
物科学研究呕心沥血 、无私奉献的传奇 。这是一部具有创新文化意义的史料
类作品 ，是一部内涵深邃 、读后令人回味的著作 。虽然它形式上是一部史
书 ，但读来并不觉枯燥乏味 ；相反 ，却因内容丰富 、记述翔实 、图文并茂而
令人不忍释卷 。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 ，但却朴实无华地向读者展示了该所
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
以中国近代生物学 、中国动物学会及动物研究所的主要奠基人秉志先生

为首的先辈们最早在中国开拓了动物学研究的事业 ，他们为中国动物学及动
物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前 ，中国动物
学家在设备简陋 、资金匮乏的艰难条件下 ，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
工作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当时留学国外的热血青年 ，抱定科学救国的理
念 ，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献身动物科学的研究 。在抗战期间 ，原本安
宁的研究环境遭到破坏 ，早期的中国动物学研究者不得不辗转迁徙到 “后
方” ，即使在 “逃难” 途中也不忘科学研究 ，还积极与 “大后方” 的产业部
门合作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继续为动物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先辈科学
家的爱国之心及顽强拼搏的精神令后人肃然起敬 。
动物研究所历史上共产生了 １２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员） ，他们是

我国动物学 、生态学 、动物分类学 、动物遗传学 、昆虫学 、鸟类学 、兽类学
等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动物研究所的先辈们在反细菌战 、东亚飞蝗
治理 、保护区设立 、细胞核移植研究等方面曾做出重大历史贡献 。如今 ，动
物研究所与时俱进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１年整体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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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动物研究所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 ，在学科布局 、人才培养和创
新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 ，显著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内外
的影响力 ；在动物克隆研究 、野生动物疫病研究 、生物灾害控制研究 、外来
物种入侵预警研究及珍稀动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基础科学前沿
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贡献 ，已成为国家农业 、生
态 、人口与健康领域的重要战略科技支撑 。
随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全面启动 ，随着动物研究所即将搬

入位于北郊的新园区 ，动物研究所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相信 ，动物研究
所必将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热爱祖国 、追求科学 、严谨治学的精神 ，紧密围绕
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 ，全面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动物研究所一定能够实现动物学领域国际一流研究所的
战略目标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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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以史为鉴 ，可知兴衰 。为了再现动物研究所近 ８０ 年的辉煌历史 ， 汲取历史的经验

和教训 ，挖掘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财富 ，增强全所人员的自豪感
和凝聚力 ，激励新一代动物研究所人不断进取 、 开拓创新 ， ２００３ 年 ， 动物研究所领导
班子决定启动 枟动物研究所所史枠 （以下简称 枟所史枠）１）编写工作 。 随之成立了以王祖
望研究员为主任的 枟所史枠 编撰委员会 ，成员大部分是离退休的老同志 。他们在动物研
究所工作了数十年 ，亲身经历了动物研究所的发展和壮大 ，对动物研究所有无比深厚的
感情 。编撰委员会成员怀着高度的责任感 ，为确保史实资料的准确性 ，不辞辛劳 ，广泛
调研 ，查阅历史档案 ，认真核对 ，反复讨论 ，为本书高质量地完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也
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如编委会成员孟祥玲先生临终前在发音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还向所领导和编委会主任交代那里应该还有一些史料 ，那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 ，叮
嘱 “一定要把所史写成精品” 。赵建铭先生 、 陈永林先生都是在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坚持工作 ，直到住院还惦记着所史编撰工作 ，等等 。动物研究所新老职工以及曾经在动
物研究所工作过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对本书的编写也十分支持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 ， ８０
余万字的 枟简史枠 终于出版面世了 。在此 ，我们代表全体动物研究所人向 枟所史枠 编撰
委员会的全体成员 ，向为 枟所史枠 提供珍贵资料 、图片的同志们 ，向为 枟所史枠 编撰提
供帮助和服务的档案馆 、图书馆和动物研究所相关职能部门的同志们 ，以及科学出版社
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１） 枟动物研究所所史枠 包括一系列出版物 ， 目前拟先期出版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枠 （简称 枟简史枠）

和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要览 （１９１５ — ２００５）枠 两本 。

本书的出版是动物研究所的一件大事 ，也是动物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
果 。它必将对动物研究所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从这本反映近 ８０ 年动物
研究所历史的书籍中 ，可以窥见我国动物学的发展轨迹 ，同时其对于研究我国生物学的
发展历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历史悠久 ，功勋卓著 。 其前身是 １９２８ 年成立的北平静生生
物调查所及 １９２９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 。
动物研究所产生的 １２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 是我国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 （如动物学 、 生
态学 、生殖生物学 、鸟类学 、兽类学 、昆虫学 、分类学 、 动物遗传学 、 昆虫生理学等）
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秉志先生是我国最早生物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及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创建人 ，也是我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 ，是我国近代生物
学及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动物研究所曾在反细菌战 、飞蝗治理 、鼠害防控 、朱鹮再发
现 、保护区设立 、熊猫保护 、细胞核移植及生殖避孕等研究方面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 。

动物研究所近 ８０年的发展历史是极其不平凡的 ， 其间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 。 但
动物研究所的先辈们百折不挠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排除艰难险阻 ，坚持科学救国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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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为我国动物学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辈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
中 ，还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例如 ，秉志先生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 “五
心” ———决心 、信心 、恒心 、 耐心 、细心 ；还必须要有 “三不怕” 精神 ——— 不怕困难 、
不怕麻烦 、不怕失败 ；并且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 “公 、忠 、信 、勤 、久” 五字 。先
辈们还提倡做科学研究要坚持 “三老四严” ，即说老实话 、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 ；严肃 、
严密 、严格 、严谨 。先辈们这种热爱祖国 、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 ，治学严谨 、锲而不舍
的工作作风 ，以及待人诚恳 、为人师表的优秀品德 ，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 。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 、辛勤耕耘和不辍努力 ，动物研究所已成为我国动物学的研
究创新基地 、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普及基地 ，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农业可持
续发展 、人类生殖与健康领域的重大战略科技支撑 。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１ 年整体进入中国科
学院二期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以来 ，动物研究所在科技目标凝练 、科研结构调整 、体制改
革 、机制转换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 显著提升了科技创新能
力 。短短几年 ，动物研究所各项科技指标迅速攀升 ，如荣获 ６项国家奖 、发表数篇国际
顶尖论文 ，发表和引用 SCI 论文数及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质量排名均跃居全国科研机
构前列等 。动物研究所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 、农业虫害和鼠害综合治理 、动物疫病和外
来物种预警与防控 、动物克隆与生殖发育研究等方面为国家科技领域做出了重大创新贡
献 ，实现了动物研究所历史上的再度辉煌 。

进入 ２１世纪 ，动物研究所根据当前国内外科学发展态势和国家战略需求 ， 提出了
未来 ５ ～ １５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加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 ，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和持续发展 ，将动物研究所建成国家动物学基础
研究创新基地 、高新技术研发基地 、 高级人才培养基地 、 科学知识传播基地 ； 力争在
２０１０年前 ，在动物学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 ， 综合科技创新能力达到本
领域国际先进水平 ；在国民经济发展 、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领域 ，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大成果 ；力争在 ２０２０ 年前 ， 进入动物学研究领域中国际著名研
究所行列 ，实现 “一流成果 、一流效益 、一流管理 、一流人才” 战略目标 。从发展态势
来看 ，通过三期创新 ，动物研究所是有能力 、有信心实现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迈向国
际一流水平” 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 。 枟简史枠 的出版必将激励和鞭策动物研究所的科技
人员 ，抓住创新三期和搬迁新园区的发展机遇 ， 秉承 “实行全面开放 ， 争创国际一流”
的办所理念 ，树立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 ，树立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赶超国际一流信心 ，
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 ，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用实际行动来书写动物研究所更加美好
的未来和明天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所长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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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背景 。建国后一个月 ，中国科

学院诞生 。不久 ，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 、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与国立北
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进行改组 ，分别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昆虫研
究所各自的前身 ，并在 １９５３ 年与 １９５７ 年先后发展成昆虫研究所与动物研究所 。 １９６２
年两所合并 ，成为现今的动物研究所 。因此 ， 动物研究所的历史要追溯至 １９２８ 年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之时 ，至今已有 ７８ 年 。 在这 ７０ 多年里 ， 起初的 ２０ 年是在建国以
前 ，那是极度贫困落后和暗无天日的年代 ，我国第一代的现代动物学家 ，深知国家落后
的症结所在 ，本着 “科学救国” 的信念 ，不畏艰险 ，排除万难 ，把动物学的科学种子播
种在祖国的大地上 。他们竭尽全力 ，艰苦创业 ，呕心沥血 ，不屈不挠 ，不仅在动物与昆
虫的资源调查 、分类学 、形态学等方面做出了相当多的且有分量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他
们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 ，为建国后的 ５０ 年里 ， 我国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 使
动物学的 “星星之火”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奠定了必不可少的
重要基础 。在建国后的 ５０多年里 ，动物研究所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 ： 初期的
机构调整 ；两所合并后短暂的稳定发展 ； “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与破坏 ； 迎来 “科学的
春天” 后 ，百废待兴 、恢复调整 ；改革开放后 ，研究所深化改革与所长负责制建立 ；结
构性调整与运行机制的转换 ；以及目前的开拓创新 、走向世界 。

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不辍努力 ，动物研究所在几十年里为我国动物学基础研
究 、农业虫害和鼠害综合治理 、农林畜牧业发展 、生态与环境保护 、生殖调节机制等方
面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 １９９８ 年 ， 中国科学院率先在全国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
点 ，动物研究所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动物研究所整体进入中国科
学院二期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几年来 ， 在科技目标凝练 、 学科布局与调整 、 体制改革 、
人才培养和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动物学基础研究领域和解决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 。目前 ，动物研究所的综合科技创新能力 （包括国家科
技成果奖 、重大创新贡献 、 SCI论文全球排名 、创新人才的质量 、 科研项目和经费竞争
力 、研究生的培养 、国际影响力等各项科技创新指标） 有了很大的飞跃 ，已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 。再经过现已启动的三期知识创新工程 ，动物研究所将有可能接近 ，甚至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 ，在国际动物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

近 ８０年的历程 ，动物研究所始终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通 。 动物研究所的历
史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映 ，也是中国动物学研究发展的缩影 。回顾近 ８０年的发展历程 ，
动物研究所既有阔步前进的辉煌年代 ， 也有曲折坎坷的艰难岁月 ； 既有丰富的成功经
验 ，也有不少可汲取的教训 。动物研究所不仅荣获了许多重大的科技成果奖 ，出版了相
当数量的科研论著 ，而且培养出院士 、专家和一代代献身科学事业 、为国效力的各类人
才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动物研究所丰富的历史史料 ，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 。

今天 ，在动物研究所与时俱进 、再创辉煌之时 ， 对自身近 ８０ 年的历史进行科学的
　 · v · 　



总结是非常必要的 。 ２１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 动物研究所遵从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和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明确了研究所的定位和发展目标 ，树立 “实行全面开放 ，争创
国际一流” 的办所理念 。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所 ，任重道远 ，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
合 ，对于历史悠久的动物研究所来说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需要借重所史资源的开
发 。深入理解和掌握史料 ，可收鉴往知来之效 。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 ，有助于科学地把
握发展方向和规律 ，同时 ，总结史料是继承与弘扬动物研究所的优良传统 、形成与保持
良好所风的必由之路 。优良所风的形成 ，既需要悠久历史的酝酿与铺垫 ，更需要与时俱
进 ，几代人自觉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 ，所史资源也是研究所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 ，
所史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扩大研究所社会声誉和加强全所人员自豪感和凝聚力的有效

途径 。
动物研究所历届的领导班子非常重视所史资源的开发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拨出了专项经

费 ，组织成立了 “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 由所长和党委书记亲自挂帅 。 编委成
员中除个别人是目前在创新岗位的青年同志外 ，其余都是离退休的老同志 ，其中有原所
长 、原研究室主任 ，有长期在科研第一线勤奋工作的科技人员 ，有原科研和行政管理部
门的负责同志 ，他们都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了数十年 ， 亲身经历了动物研究所的发展历
程 ，对动物研究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 。编撰委员会尽最大努力 ，查阅历史档案 ，发掘有
关动物研究所前身的史料和历史沿革 ，理清动物研究所发展的脉络 ；搜集整理建国后动
物研究所发展历程的资料及相关的老照片 ， 不辱使命 ， 撰写成这部反映动物研究所近
８０年发展历程的史稿 ——— 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枠 。

由于种种主 、客观条件的限制 ， 这部 枟简史枠 确实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 但我们相
信 ，它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动物研究所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研机构的多样化的风采 ，
包括其历史沿革 、学术传承 、大师风范 、治学传统 ，以及贡献之大 、成果之多 、著述之
丰 、人才之众 、进展之快 、目标之远 、理念之新 ，等等 。同时 ，它也将为动物研究所再
创新世纪的辉煌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 。

在编撰委员会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如释重负 ，并深感欣慰之际 ，我们要感谢动
物研究所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 ；感谢综合档案室和人事档案室的同志为编撰人员查阅原
始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感谢关心此项工作的所有同志 ，并对在编
撰期间不幸去世的孟祥玲同志对本书的认真负责精神和所做出的贡献深表怀念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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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动物研究所与 “三所” 的渊源关系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
学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以下简称 “三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中国科学院
接收后 ，其有关研究室通过机构的调整和组合 ，分别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引进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
来的专家和在国内自行培养的科技精英 ，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科研实践 ，以几代人的智
慧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通过改革发展和创新 ，才逐步形成了现在规模的动物研究所 。抚
今忆昔 ，在追述 “三所” 与动物研究所的渊源关系前 ，有必要先简略叙述中国科学社生
物研究所与上述 “三所” 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国早期生物科学发展的影响 。

图 １唱１ 　 １９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５日 ，中国科学社成立时合影 ，第二排右起第四人为秉志

第一节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２０世纪 １０ ～ ２０ 年代 ， 一批早期留学海外 、 学有所成的爱国青年学者任鸿隽 、 杨
铨 、胡明复 、赵元任 、周仁 、秉志等人抱着 “科学救国” 的信念 ， 于 １９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在美国伊萨卡 （Ithaca） 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１ ，２０］ （图 １唱１ ，图 １唱２） 。这是中国第一

·１·



图 １唱２ 　 １９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５日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合影 ，
前排左起 ：赵元仁 、周仁 ，后排左起 ：秉志 、任鸿隽 、胡明复

个由国人自办 、自管的综合性学术团体 ，其目的在于倡导科学 ，致力学术 ，以科学技术
拯救中国 。秉志曾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 枟科学枠 杂志上 （图 １唱３ ， 图 １唱４） ， 大声疾呼 ：
“吾国贫弱 ，至今已极 ， 谈救国者 ，不能不诉诸科学” ， “观于列强之对吾国 ， 其过去 、
现在及将来 ，令人骨颤心悸者也 ！故吾国今日最急切不容稍缓之务 ，唯有发展科学以图
自救”［２３］ 。中国科学社原拟创建三个研究所 ，但限于经费 、 设备和人才等诸多因素 ， 只
办了一个生物研究所［１］ 。 １９２２年 ８月 １８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市成贤街文
德里社址宣告成立 ，由秉志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 （图 １唱５ ～ 图 １唱８） 。该所下分
动物和植物两部 ，分别由著名动物学家秉志和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主持 。该所的主要研
究人员先后有生物学家张春霖 、 陈焕镛 、 方炳文 、 张孟闻 、 刘子刚 、 王家楫 、 张景钺 、
钱崇澍 、伍献文 、陈桢 、戴芳澜 、何锡瑞 、郑集等 ［１ ～ ３］ 。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 ，该所动
物学部已有科研人员 １０余人 。由于该所收藏标本甚为丰富 ， 并向公众开放 ，产生了相
当大的社会影响 。据文献记载 ：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国人研究本土生物之先河 ，
使中国生物科学紧追地质学之后 ，成一时之显学” ， “言教育者多来南部观摩 ，过南部者
几莫不入生物研究所之标本室 ，皆诧异叹服而去” ［１］ 。到抗战前夕 ， 该所的研究工作除
动植物调查和分类学外 ，还涉及植物形态学 、 植物生态学 、 动物形态学 、 动物解剖学 、
动物组织学 、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领域 ，早期还有一部分动物遗传学和动物行为学
的研究［１ ，２］ 。在该所鼎盛时期 ，蔡元培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 “近代国内生物科学之
发展 ，生物研究所实为其椎轮 。虽研究所只限于此学 ，而风会所趋 ，溥惠文教 。国内学
术机关之所由起 ，谓之始源于此所可也” ； “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特别值得一提 ，它
没有辜负创办人的期望 ，做了许多极其令人满意的工作 。 在中国当代著名生物学家中 ，
十有八九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这个研究所发生联系”［４ ，５］ 。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胡适
之先生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科学社庆祝会上发表演说 ，盛赞生物研究所 ，认为 ： “在秉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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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３ 　 枟科学枠 月刊封面

图 １唱４ 　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于 １９１５年致 枟科学枠 的贺信及译文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贺信译文 ：
“以数千年沉睡之中华大国 ，瞿然而觉 ，知开明教育为国家势力与进步之基础 ，得非一极

可惊叹之事 ；而方今世界实共瞻之 ，斯意也 ，吾怀之有日 ，昨读贵社来书 ，及所发行之科学
第 ５ 、 ６期 ，然后信吾见之不谬也 。贵国学子关于教育上之致力 ，实令远方识时之士闻而钦
佩 ，贵国之有此 ，发达之征也 ，贵社同仁择途既得 ，进步尤著 ，异日科学知识普及全国 ，发
荣滋长 ，永永无敞 ，可操侯也 ，仅奉书以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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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５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人员合影 ，
前排左起 ：胡先骕 、秉志 、陈焕镛

图 １唱６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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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７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新楼

图 １唱８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新楼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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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两大领袖的领导下 ，动物学与植物学同时发展 。 在此 ２０ 年中 ， 为文化开出一条
新路 ，造就了许多人才 ，要算是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１］ 。 以生物研究所成员为
骨干 ，先后派生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即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及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１］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也是在中国科学社
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先生及该所有关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得以完成［６ ，７］ 。 所以中国科学社
生物研究所不仅仅是我国生物科学的先驱 ， 而且是我国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的 “孵化
器” 和 “人才库” ，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

第二节 　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渊源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后期 ，南京国民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建立中
央研究院 。设立中央研究机构的主张 ， 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８］ 。 １９２４ 年孙中山
北上期间 ，曾提议设立中央学术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 ，并派汪精卫起草计划 。 １９２７
年 ５月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组织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 推定蔡元培 、 李煜瀛 、
张人傑为筹备委员 。 ７ 月公布的大学院组织法 ， 规定在大学院内设立中央研究院 。 １１
月 ，召开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及各专门委员会联合成立大会 ，通过 枟中华民国大学院中
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枠 ，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 ，院长由大学院院长兼任 。
会议根据当时的科学状况及经费 ，决定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 、地质
研究所 、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４ ，８］ 。 １９２８年 ４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
组织条例 ，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 ，并特任蔡元培为院长 。确
定该院为中华民国学术研究最高机关 ，直隶国民政府 。当时设立天文 、气象 、物理 、化
学工程 、地质 、历史语言 、社会科学等研究机构［６ ，８］ 。 １９２９ 年元月 ， 中央研究院着手组
织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聘请李四光 、秉志 、钱崇澍 、严复礼 、过探先及钱天鹤
等 ７人为筹备委员 ，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 ，主持筹备事宜 。同时 ，聘任秦仁昌为植物技
师 ，方炳文为动物技师 。 １９３０年 １ 月 ，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 聘钱天
鹤为该馆主任 ，李四光 、秉志 、钱崇澍 、李济 、王家楫 ５人为顾问 。馆址设在南京市成
贤街 ２７号［９］ 。 １９３４年 ７月 ，中央研究院决定将本院所设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称中央研究
院动植物研究所 ，由王家楫任所长［６ ，９ ，１０］ 。 １９３５年 ５ 月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聘
任评议员选举会 ，选出 ３０名评议员 ，动物学组有秉志 、林可胜 、胡经甫 ３人当选［７ ，２２ ］ 。
抗战时期 ，该所于 １９３７年 ８月自南京迁往湖南衡阳南岳 ， 同年再迁往广西阳朔 ， １９３８
年底迁往四川重庆北碚［１１］ 。 １９４４年 ４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决议 ， 决定将原动植物
研究所的植物部分分出另设新所 ，动物部分称动物研究所 ，其研究工作集中于鱼类学 、
昆虫学 、寄生虫学 、原生动物学 、 实验胚胎学 、 实验动物学 、 细胞学及遗传学等方面
［６ ，１２］ 。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 ，该所并未复员至南京原址 。据文献记载 ： “经中央研究院院务
会议决议 ，为利用现有之设备 ，决定将数学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动物研
究所 、植物研究所等八单位暂设于上海祁齐路 ① ３２０ 号为总通讯处 ， 以便短期内得以恢
复工作 ，待有经费 ，再行迁京”［１１ ，１２］ 。该所建立以来 ，其主要成员先后有专任研究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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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楫 、伍献文 、陈世骧 、倪达书 、 朱树屏 、 史若兰 （Nora G ． Sproston ， 英籍） 、 陈则
湍 ７人 ；兼任研究员童第周 、贝时璋 ２人 ；通讯研究员秉志 、 胡经甫 、 陈桢 、 李约瑟 ４
人 。由王家楫任所长［６ ，１２］ 。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 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 同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中国科学院成立 。 １１月 １０日 ，中国科学院接收前北平研究院和前中央研究院并撤
销两研究院名称 。 １９５０年 ３月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接收设于上海的前国立中央研究
院动物研究所 。 １９５０年 ８月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昆虫部分和前国立北平研
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昆虫学研究部分合并 ，组成昆虫研究室 ，暂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
物研究所 ，并聘陈世骧和朱弘复为该研究室正副主任 。 １９５３ 年昆虫研究室扩建为中国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所址设在北京［４］ 。

第三节 　与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渊源

国立北平研究院于 １９２８年 １１ 月开始筹备 ，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９ 日正式在北平成立 。 该
院先后成立了物理学 、镭学 、化学 、药物学 、生理学 、动物学 、植物学 、地质学 、史学
９个研究所 ，与中央研究院并称南北两大研究机构［８ ，１３］ 。 与此同时 ，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
物学研究所也宣告成立 ，据文献记载 ： “所址在北平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内 （后改称为
天然博物院） ，就广善废寺加以改建 ， 分前后两部 ： 前部设标本陈列室 ， 供群众观览 ；
后部为研究室 、实验室 、图书室等 。 １９３４年 １０月 ，在该寺北侧新建之生物楼 （即陆谟
克堂） 竣工 ，研究室一部迁入该楼工作 。” 该所成立以来 ， 其主要成员先后有专任研究
员陆鼎恒 （所长） ， 专任研究员张玺 （继任所长） 、 沈嘉瑞 、 朱弘复 ； 兼任研究员汪德
耀 ；通讯研究员童第周 、陈桢［１３］ 。 １９３７年抗战时期 ， 该所随北平研究院内迁至云南省
昆明市 。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 ，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 该所全体工作人员由昆明复员迁返北
平［１３ ，１４］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
究所 ，在研究方向上有较大的差别 ，前者 “注重海洋动物及淡水动物之调查与研究 ，在
抗战前该所每年派员赴沿海各地采集动物标本 ， 研究其生活及分布状态”［２４］ ，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６年该所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 ， 由该所专任研究员张玺领导 ，
对山东半岛南北两岸海洋之理化性质及各区动物之分布 、 习性 ， 已知其梗概［１３］ 。 所采
集之海洋动物标本逾一万余号”［２４］ ，并于 １９３５年春 ，在烟台设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１３］ 。
“在抗战时期 ，该所迁滇后 ，因注重云南水产经济动物及淡水渔业问题 ， 特与云南省建
设厅合组云南水产试验所 ， 对该省的湖泊水生动物开展调查 ， 并对渔业生产有诸多贡
献”［１３］ 。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 ，新中国建立后 ，该所由中国科学院接收 。 １９５０ 年 ， 该所部分科
技人员及动物标本均并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 ———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 ， １９５１
年改为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 。该所的昆虫研究室全部并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
虫研究室 。

第四节 　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渊源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１６］ ， 是由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为纪念范源濂 （字静生） 而创立 （图 １唱９ ～ 图 １唱１２） 。 负责筹建该所的是动

·７·



图 １唱９ 　范源廉先生 （胡宗刚提供）

物学家秉志先生和植物学家胡先瓥先生 。 所
址在北平西城石驸马大街 ８３ 号范源濂故居 。
该所首任所长由当时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

究所所长秉志兼任 ， １９３２ 年由胡先骕继任 。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设动物部和植物部 ， 由
秉志和胡先骕分别主持［１５ ，１６］ 。 该所的主要成
员先后有首任所长 、 专任研究员秉志 ， 继任
所长 、专任研究员胡先骕 ， 代理所长 、 研究
技师杨惟义 。 研究技师 ： 寿振黄 、 张春霖 、

图 １唱１０ 　 １９２８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典礼时的合影 。前排左 １胡先骕 ，左 ５起 ：范锐 、
葛利普 、任鸿隽 、秉志 （原载于 枟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报枠）

喻兆琦 、 李良庆 、 唐进 、 刘崇乐 、 沈嘉瑞
等［１７ ，１８］ 。抗战期间 ， 该所因系美国退回庚子
赔款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兴办的

民间生物学研究机构 ， 故未及时内迁 ， 试图
依靠美国在华的势力 ， 继续在北平开展研究
工作 。 １９４１ 年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原受美国
势力保护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 ， 均被日军强
行占领［１９］ 。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日军占据了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所中员工皆被驱逐［１９］ 。

此后 ，该所部分人员辗转迁往江西泰和中正大学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办事处 ，云南农林
研究所或云南丽江工作站［１９］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原设动物部和植物部 ，因抗战时期 ，

经费不足停办动物部 ，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后 ，只恢复了植物部［４］ 。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８·



图 １唱１１ 　 １９２８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时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秉志 ，
第三人为胡先骕

图 １唱１２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文津街所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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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第 ２２次院务汇报会决定 ： ①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动物标本应立即加以整
理 ； ② 该所的人事应加以调整 ； ③ 组成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 ，委员人选 ：钱
崇澍 （主任委员） 、吴征镒 （副主任委员） ； 委员 ： 丁瓒 、 黄宗甄 、 朱弘复 、 林镕 、 唐
进 、乐天宇 。 １２月 ６日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成立 。 １２月 １６日 ，中国科学
院正式接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由吴征镒常驻该所办公 。中国科学院于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
成立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 ，着手整理来自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国立北平研
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标本 。 １９５１年 ５月改名为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 。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 中
国科学院撤销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 ，成立直属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动物研究室并任命陈桢
为研究室主任 。 １９５７年 ５月扩建为动物研究所［４］ 。

１９６２年 １月 ，经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审查通过 ，并经国家科委批准 ，将昆虫
研究所并入动物研究所 ，合并后的研究所名称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４］ （图 １唱１３） 。

图 １唱１３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 “三所” 的渊源关系示意图
（图中的数字分别表示接收 、 并入 、 成立的年月）

结 　束 　语

上述 “三所” 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复杂的渊源关系 （见图 １唱１３） ， 从一个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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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与北京地区中国科学院同
仁讲话中所言 ： “我们科学院的基础 ——— 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原来也是侧重在自然
科学方面的 。” “科学院的任务很重大 ，各方期望甚殷 ，我们不要使人民失望 ，只要我们
抱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同心协力地去做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得好的” ； “现在是一个
新陈代谢的过渡时代 ，中研院 、北研院皆已不复存在 。希望各位多发表意见 、批评 ，共
同来担负建设新中国科学基础的任务 。”［４］随着历史的演变 ， “三所” 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
但曾经为 “三所” 工作过的一批老一辈动物学家及他们的学生 ，成为中国现代动物科学
的主要奠基者和建设者 ，他们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从国外回来或在国内成长的
动物学家们一起 ，把先辈们 “科学救国” 的理想 ，变为光辉灿烂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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