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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静初先生的电告，惊闻顾先生辞世，不胜悲痛。回想与顾先生相交十三年，先生那

为人处世平易近人的风格，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年轻人的提携，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二零零年六月，我刚从德国海德堡回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七月初接到邀请到

北大生物信息中心参加国家 863 计划生物信息数据库北大基地揭牌仪式。赶到北大后，第

一次见到了顾先生。那时 CBI 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力，是我国生物信息学的一面旗帜。而顾

先生作为这面旗帜的领头人，发现却是那么一位谦虚和蔼、温良恭俭让的一个老太太。然而

先生谈吐和不时冒出一些发音纯正的专业的英文单词，更是让我见识到了先生的睿智和知识

底蕴。仅仅这一次见面，先生的风度就让我深为折服。 

二零零一年，作为“十五”国家 863 计划的主题专家，我有幸又同顾先生一起在北京工作了将

近两周时间，撰写国家“十五”863 生物信息技术主题的战略发展规划报告。那时，我和主题

专家住在友谊宾馆，顾先生是住在家里，每天大老远地从学校赶过来，参加讨论。我是一个

新手，而且刚回国不久，对于撰写这样一个关乎我国生物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划报告，感到压

力很大，信心不足。而顾先生作为“八五”和“九五”国家 863 计划的老专家，一方面不断地给

我鼓励，同时也不厌其烦地教授我经验，在两周的时间里，帮助我一点一点地将规划写出来，

修改再修改，反复讨论，直至定稿。可以说国家“十五”863 生物信息技术主题的战略发展规

划报告是倾注了顾先生的很大一部分心血。二零零五年，生物信息技术主题顺利通过国家验

收，当时回过头来看当年制定的规划，在很多方面都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还不甚过时，所

有这些，更让我深刻地感到顾先生在关键点上提纲挈领的指导的意义深远，不由地对先生更

加钦佩。 

以后的很多年里，与顾先生接触就更多了。我们在上海的单位同北大 CBI 一起做了很多科研

项目，大家共事都十分愉快，常在一起活动，也能够经常与顾先生一起讨论工作。在长期的

接触中，先生给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她对年轻人的提携，对事业的执着。我最初见到

顾先生时，她已经七十岁了，可是为了北大的发展，顾先生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工作，默默地

耕耘和操持着，特别是为了 CBI 的年轻人的发展，为了给他们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我经常看到她有时都到了忍辱负重的地步而毫无怨言。而所有这些，她是毫无丁点的个人的

私利掺杂在里面。 

顾先生已去，但是她的高风亮节，她的音容笑貌将始终留在我的心里，是我学习的榜样。相

比较顾先生，我还年轻很多，可是我不敢说，我的心态一定比顾先生在世时年轻。我不敢想

象，当我七十多岁时，我能否能够像顾先生那样还是执着于事业，执着于帮助后来者。就教

于顾先生，思想至此，不胜惭愧。 

顾先生千古！ 

http://mementogu.org/?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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