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善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善宝>>

13位ISBN编号：9787802510364

10位ISBN编号：7802510368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金城

作者：孟美怡

页数：3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善宝>>

前言

一座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丰碑——我国“农业泰斗”金善宝金善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教育家，
是我国用现代科学方法培育小麦良种的开创者之一。
解放前，他从全世界3000多份小麦材料中，选育出适合我国生长的优良品种，定名为“矮立多”和“
南大2419”。
解放后，“南大2419”在长江流域13个省、市、地区大面积推广，获得了高产。
他主持春小麦育种工作，先后育成了“京红”系列和“6082”等品种，为我国小麦育种事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金老和他的助手撰写小麦及相关课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上百篇(部)。
他在1934年出版的《实用小麦论》，成为我国农业史上第一部小麦研究专著。
1960年、1964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小麦栽培》、《中国小麦品种志》，成为我国两部农业科学研究
的经典著作。
1983年，88岁高龄的金老，又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一部长达60多万字的小麦新著《中国小麦品种及其
系谱》，这部书系统、全面总结了全国小麦品种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多年的演变历史，以及利用
国内外品种资源和选配亲本方面的基本经验，填补了我国在小麦品种系谱分析研究方面的空白，颇具
中国特色。
古稀之年，金老还亲自登上黄山，寻找小麦播种地，到井冈山、庐山去播种小麦。
八十高龄时，金老仍深入田间搞试验，指导科研活动。
由于他在农业科学研究上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被人们尊称为“农业泰斗”、“东方神农”。
金老从事教育近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农业科学家，不愧为一代宗师。
金老还是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战士。
他少年时代就踏上了追求光明、追求民主的道路。
抗战时期，他心系祖国和民族之安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他参与发起了“自然
科学座谈会”，后又参加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
他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内战，支持抗日，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活动。
1945年8月底，金老和其他几位进步-教授在重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金老十分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婉言劝说毛主席早日返回延安。
抗战胜利后，他和进步学者一起，以各种形式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亲自参加了
著名的“一二二”、“五二○”学生运动。
金老参与了九三学社发起的全过程，是九三学社成立时的重要成员，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
工作，为九三学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以后，金老身兼数职，任务繁重，但对于九三学社的工作仍尽心尽职。
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拥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
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团结广大社员和科技工作者，为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大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金老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一位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随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超越
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
他的一生，始终对祖国挚着热爱，以平凡而高尚的工作，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对于自己取得的不平凡成就，金老只是谦虚地认为，这是顺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而已。
金老卓越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永远为人民所铭记，永远给后人以启迪。
金老的光辉业绩和道德风范，是一座激励我们永不停步、不断前进的精神丰碑。
(本文原载1997年7月29日光明日报，本书稍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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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金善宝》将以传记的形式展限其传奇一生。
金老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一位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随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超越
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
他的一生，始终对祖国挚着热爱，以平凡而高尚的工作，真正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对于自己取得的不平凡成就　　金老只是谦虚地认为，这是顺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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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动荡的年代1.1　一个山村农娃在浙江省杭嘉湖平原的南端，一座苍翠秀丽的山峰拔地而起，
耸立于绍兴、诸暨边界，巍然一座天然屏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稽山。
自会稽山蜿蜒西下，分出无数座犬牙交错的大小山岭，群山环抱之中一条支脉，风景秀丽，松柏成林
，桑树、柿子树、茶树丛生其间，因《论语》中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句，得名乐山。
乐山山中一条狭长的峡谷，长约两公里，峡谷两边布满巨大的岩石，潺潺泉水汇聚成一条小溪，穿流
于峡谷之间，溪水清流见底，常年不断。
峡谷的东西肉端，坐落着两个村庄，东端位于峡俗之内的村庄，名为石峡里，西端位于峡谷之口的村
庄，名为石峡口。
两村相距大约1.5公里，平均海拔600米以上，山区约占总面积90％，耕地只占5%，常年日偏短，春秋
两季雨里充沛，夏季气温凉爽，适宜竹林生长。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金善宝就诞生在石峡口村一个普通农户家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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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2月，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编委会将《金善宝》一书的约稿函，送到家里。
我们姐弟三人都不是学文的，没有文学功底，也不是学农的，缺乏农业科学知识，要正确反映父亲金
善宝农业科学家的一生，有一定难度。
时值2005年7月2日是父亲110岁诞辰，2007年又是父亲逝世10周年，为了纪念父亲，我们义不容辞，决
定努力完成这本书，向父亲献上我们的心意。
父亲生于1895年。
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满清王朝的覆灭，
辛亥革命的成功，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7年，正是中国
社会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一个世纪。
在这一个世纪中，他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振兴中华、振兴祖国农业永不停
止前进的步伐，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中发展壮大的整个历史进程。
为了完成父亲的传记，阅读了父亲有关学术著作，查阅了父亲大量手稿，回忆了童年时代的父亲，以
及父亲年过古稀后的朝朝夕夕。
我们又重新认识了父亲，感受了父亲，感受到他一个世纪经受的风风雨雨，和那一颗为祖国农业、小
麦育种事业而跳动的赤子之心。
但又觉得远远不够，写不好，没能把父亲的精神世界完整地表达出来，因而对父亲抱有—份深深的歉
意。
书中关于农业科学、小麦育种的学术观点，主要引自于《金善宝文选》。
书中写了“故乡之行”“踏遍了山山水水”等章节，是想说明父亲对祖国、人民的爱，是根源于对生
他、养他、哺育他成长的这一片故土的深情。
“一个世纪的交情”中，写了父亲的几位亲朋好友，几位历经坎坷、始终坚贞不渝的爱国知识分子，
主要想说明，像父亲这样老一辈的爱国科学家、和比父亲年轻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他们的
爱国情操，他们为祖国人民立下的光辉业绩，都是值得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的。
附录中“追忆与怀念”一节，收集了父亲生前几位同事、学生和亲友的文章，通过他们亲身的回忆和
追述，可以印证书中介绍的一些史实，也能借此补充书中的某些不足。
写书过程中，参阅了介绍父亲的一些书籍、报刊文章，众多的专家学者和朋友热情相助，中国农业科
学院杜振华、吴景锋、尹福玉为书中的有关章节作了认真核实、补充，胡海涛、李宝成和南京农业大
学陈少华、朱新星都给了很大帮助，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孟美怡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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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金善宝》主人公是中国的“农业泰斗”、“东方神农”，他是德高望
重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战士，他从事农业教育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不愧为一代宗师，他一个世纪的
奋斗，在中国农业小麦科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他就是金善宝。
金老卓越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永远为人民所铭记，永远给后人以启迪。
金老的光辉业绩和道德风范，是一座激励我们永不停步、不断前进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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