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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法医尸体解剖的，从事这项工作要不偏不倚。一切均
应实事求是，所见、所记录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不能被外物所左
右。凡浮夸风、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都不允许。

俞佳（左）

徐英含：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 陈俭

徐英含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专业，听起来让
人颇为惊悚。

与它最相关的职业，在古代，被称为“仵
作”；在现代，被称为“法医”。随着电视剧《洗冤
录》《法证先锋》《法医秦明》等热播，充满红色
的血腥味道与黑色的诡秘色彩的工作场景，总
是让人又好奇又惧怕。但是，他们却是当之无
愧的“尸语者”“死者代言人”，因为活人会撒
谎，但尸体不会。

略有不同的是，作为浙江大学教授的徐英
含是法医门生的老师，也是国内公认最著名的
法医病理学专家之一。

阴差阳错入此道

1953 年，27 岁的徐英含来到浙江大学医
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成为该校创校以来第一位
法医学教师。年轻时的他意气风发，希望在教
学上“一展身手”。然而，当时法医学仅是一门
选修课，不仅没有设备，甚至连教材都没有。

学校教务处让徐英含先向学生们介绍法
医学内容，让学生自愿选修或不修。“如果学生
中没有人选修，我这法医学教师岂不是‘失业’
了吗？”为此，他很彷徨。

为了让学生们选修法医学，他做了充分的
准备，收集了许多案例对学生进行讲解，出乎

意料的是，听完徐英含的讲解之后，学生竟然
全体选修了该课程。这样，选修课就变成了“必
修课”。徐英含笑称，“饭碗”总算保住了。

历史就是如此巧合，这段经历让他恍惚看
见了自己踏上法医学之路的影子。

1946 年，徐英含考进浙江大学医学院六年
制本科，当时学校并没有法医学课程。直到
1951 年，卫生部从全国医学院校抽调一批学习
好、思想进步的高年级学生，举办第一届高级
师资班。

班内要求必须有人填写法医学志愿，而命
运跟徐英含开了一个玩笑。当时班里填写法医
学志愿的学生，均未被批准为法医学师资。然
而，未填写这一志愿的徐英含却被分配去法医
师资班学习，这让他一开始“很想不通”。但也
正是这次勉强服从统一分配的契机，开启了他
与法医学一生难解的缘分。

毕业后，徐英含回校任教，很快在专业领
域一显身手。1957 年 4 月 17 日，在浙江吴兴县
杨家埠发现一具“似乎没有骨骼”的软尸，其特
点是尸体经久不发生腐败，而且全身骨骼柔
软，可以任意卷曲与折叠。这具怪尸的发现，被
当地群众怀疑为“妖怪”。

这种怀疑必须消除，这一任务很自然地落
在了徐英含的肩上。他来到杨家埠实地考察墓
地土壤性质、附近水质、尸体生前历史，结合尸
体解剖、化学检查、细菌学检查，最后确定这是
一具已经埋葬 200 年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尸体，
由于棺外酸性水分渗入棺内，长期作用于尸
体，使尸体腐败停止。同时，骨骼由于脱钙而变
软。当时，这一新闻披露于浙江、上海的媒体，
甚至上海有的高校还组织师生前来参观。

若干年后，他的同届同学姜起立在回忆文
章中写道：“法医学虽非徐英含同学的志愿，但
徐英含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在法医学
方面做出了优异的贡献，著作等身，荣誉多多，
成了法医界的权威，令人钦佩不已。”

法医病理大放光彩

2003 年 3 月 24 日，湖南某女教师死亡一
案，历经 4 次法医病理鉴定，费时 1 年零 4 个月，
死因意见依然存在分歧，有的意见出入还很大。

2004 年 6 月 27 日，徐英含参加了最后一
次法医病理鉴定。专家组共有 5 位成员，其中 4
位都是中青年骨干，只有徐英含是年近 80 岁
的老者。他们都希望老先生能发挥主要作用。

经过几天阅卷、讨论、尸检，徐英含首先发
表观点，他认为寻找死因的关键，在于找到导
致死者肺水肿的原因。

一直以来，他认为，死因分析是处理死亡
事故中的核心内容，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
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得出正确的死因结
论。现有的某些资料、档案，有时把死因、死亡
机制、死亡方式、主要死因、直接死因、间接死
因、辅助死因、并发症等概念相混淆。结果同
一案例，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死
因统计上也由于理解不一致而出入很大。不

少情况是误将死亡机制当作死因，例如心、肺
功能衰竭，肝、肾功能衰竭常被误作死因，这
必然会导致千篇一律的结果。

“全面的死因分析，务必包括死因、死亡
机制和死亡方式。”他对死因分析的意见，让
在场的人纷纷点头，并将其鉴定结论作为最
后结案的依据。

徐英含的许多观点沿用至今，如《组织死
后自溶的研讨》一文提出区别自溶与坏死的
概念和标准，50 年来为法医学界和病理学界
所应用；“死因分析”一文提出了死因、死亡机
制和死亡方式的明确概念，迄今还是法医鉴
定的范式和法院判案的依据；“分子水平的生
活反应”提出应激反应的血液生化可以作为
生前损伤的灵敏的全身性反应的概念等。

此外，“炉灰中的牙齿和纽扣”“水中的
无头案”“一个 70 岁老人的情杀”……结合
自己亲历的案件和全国知名的法医报道，徐
英含还编写了诸如《法医疑案》等具有可读
性的通俗读物，帮助更多人了解法医病理方
面的知识。

道路和时间的产物

“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这
是徐英含的座右铭。

多年前，“中国微雕大师”冯耀忠把这一
座右铭制成的微雕艺术品，在 0.03 毫米的人
体汗毛上并列书写成两行字，赠送给徐英含，
这成为他的无价之宝，一直珍藏在身边。

为了弥补学科无教材的遗憾，徐英含自
工作以来便阅读了大量文献。上世纪 50 年

代，他讲教学讲义的一部分内容充实后，先后
出版了《法医毒物学》《法医病理解剖学》，成
为新中国最早出版的法医学书籍。后来，他又
主编和参编了几乎所有中国法医病理学的教
材和专著。

工作需要时间，时间从哪儿来？徐英含“挤
出来”的时间就是寒暑假和星期日。在工作时
期，教研组内他第一个上班，不论有课无课，每
天早晨七点不到就去教研室，教研室走廊上的
路灯都是他亲自去关闭。

在他的努力下，除了法医病理学研究外，
他还致力于环境病理学、艾滋病病理研究。先
后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著作 30 余部。

1952 年，徐英含开展二硝基氯苯的实验研
究，论文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编辑部特
在文后加了按语，以资号召。从此以后，徐英含
在该领域陆续发表了 80 余篇论文。研究由零
星的病例报告起步，渐渐地集中于铅中毒和矽
肺病例的研究，最后深入到大气污染物对肺泡
巨噬细胞作用的研究。他成为当时国内矽肺病
例研究的第一人。

1985 年，艾滋病病毒（HIV）通过血制品从
美国传入中国，4 例感染 HIV 者均发生在杭
州，其中一例于 1987 年死亡。徐英含亲自解剖
了该例尸体，并发表报告于 1988 年《临床与实
验病理学杂志》，证实为首例中国人艾滋病病

例。该例淋巴结组织用 14 种免疫组织化学标
记检查为国内首创，论文发表后，美国《国际实
验医学》杂志约稿撰写 HIV 感染后淋巴结病变
的研究述评。

回忆起这段经历，徐英含谈道，“当时国内
还没人解剖过艾滋病感染者的遗体，浙江省卫
生厅特别指定让我来解剖。我认为这是个光荣
的任务，同时非常谨慎，最后幸不辱命”。

“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已年
逾九旬的徐英含，正是用这句座右铭勉励自己、
激励后学。2018 年 10 月，他获得了由中华医学会
病理学分会颁发的年度病理学终身成就奖。

育人和顾家兼具

正如当年开课之初，想尽办法吸引更多学生
前来选课，徐英含对人才的培养一直孜孜不倦。

徐英含一共培养了 14 名研究生，这一人
数虽然不多，但其中多为出类拔萃者。他们中
间，有德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
茂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
中心病理学终身教授龚芸，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科学家、宫颈癌疫苗（HPV 疫苗）共同发明人
周健等人。

徐英含爱生如子。第一位研究生李万德来
自唐山，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暑假不回家，他爱
人来看他，暑假就住在徐英含家中。

然而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徐英含又极为严
苛。他说过一句话：“我是做法医尸体解剖的，
从事这项工作要不偏不倚。一切均应实事求
是，所见、所记录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不能被外
物所左右。凡浮夸风、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都
不允许。”

正是因为严格要求，卫生部研究生教育检
查团曾来学校检查，最后给出的评语是，“你校
最好的研究生就是徐英含的研究生”。其中就
包括周健，他的研究生论文发表于美国毒理学
与药理学杂志，其论文选题《铅离子在体外对
肺泡巨噬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为日后发明
HPV 疫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徐英含的勤奋和创新精神影响着他的学
生。来茂德在硕士期间研究课题是“大气污染
对肺泡巨噬细胞影响”。毕业后，他赴德国学习
转做大肠癌病理学研究，在该领域做出了显著
的成绩，成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并于 2011 年
当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来茂德还曾担任中华
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为推动中国病理
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是
徐英含的人生写照。行文于此，这似乎是一个
标准版的科学家故事。其实并不尽然，相比传
统报道中，科学家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徐英
含的家庭显得更接地气。

这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一个人———他的老
伴袁蔼娟。76 岁那年，徐英含正在主编一本病
理学教材，出版社要求成稿必须用电脑录入。
当时是从来没有学过拼音、毫无电脑基础的袁
蔼娟自学五笔打字，把录入书稿的工作承担了
下来。袁蔼娟好学，徐英含大力支持。袁蔼娟练
书法、做十字绣、写日记时，他总会主动承担家
务。子女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一样会帮忙
处理家事，从无口角相争。

因此，在徐英含的家中，除了学术荣誉之
外，还张贴着 2017 年、2018 年镇、区、市、省“最
美家庭”奖状，全国第十一届“五好家庭”奖状。
而这些奖状也正说明了一位科学家成功的背
后，是对人性、家庭和谐的追求换来的真善美。

徐英含：我国法医病理学最
著名的专家之一，浙江大学
医学院（原浙江医科大学）
教授，国家教委法医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
会病理学分会委员、中国法
医学会理事等。获2018年
度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终身成就奖。

2018 年，对于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范一民来说，是充实且丰收的一年。这一
年，她带领的团队发表 SCI 论文 16 篇，总影响
因子超过 100。其受邀合作撰写的综述论文发
表在《高分子科学进展》期刊上，其指导的博士
生张文文和刘亮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化学会
纳米》上先后发表了 2 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刘
亮受邀合作撰写的综述论文发表在《先进材
料》期刊上。团队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获授权
发明专利 3 项。

作为团队的掌舵人，范一民总是谦逊地
说：“这些成果与团队每个人的努力都分不开，
我和团队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天马行空地想，
脚踏实地地做，奋斗并快乐着。”

科研要有热情

范一民在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生
物化工专业攻读硕士期间，在导师、教授余世
袁指导下与生物化工专业结缘。2006 年，她被
保送至日本东京大学专攻生物材料科学。远赴
日本求学之时，余世袁曾满怀希望地对她说：

“希望你像海绵一样，不断地汲取知识。”她一
直把导师的话记在心里，并努力践行。

在日留学 5 年。博士毕业后的范一民，被
聘请为日本学术振兴会、东京大学研究员继续
生物质纳米纤维的研究工作。

了解范一民的人都说，她永远对科研充满
着无尽热情：求学期间，她总是第一个到实验
室，最后一个离开，连一向严谨的日本同学都

深表佩服。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范一
民突然产生了一个创新性的研究想法，会议结
束后，她便立即跑到实验室做实验验证。有时，
为获得一张漂亮的纳米纤维电镜图，她连续几
天守着仪器，一次又一次地拍照，甚至连一张
简单的纳米分散液的照片，也会反复拍多次。

范一民说：“我认为科研精神在于敢想、敢
做，不断尝试、验证，踏实严谨地对待每一个数
据，永远充满热情。”

范一民始终不忘余世袁的教诲，2011 年学
成后，便满怀热情地回到母校。2012 年作为当
时全校最年轻的特聘教授，继续从事她所热爱
的生物质纳米纤维的应用基础研究，时刻关注
生物化工及生物质材料领域的前沿进展，结合
国内研究需求和团队特色，连续主持了 6 项科
研项目、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

教育就是传承

“范老师特别有人格魅力，很多同学都被
她‘迷’住。”博士生刘亮笑着告诉《中国科学
报》。虽然和蔼可亲的范一民在学生之间深受
欢迎，但和蔼并不意味着不严格，相反，范一民
对待学生如同“虎妈”一般。每次组会要求学生
汇报实验进度，每周必须上交周报，论文通常
要改两三遍，实验操作必须按照规程进行，一
旦违反规程就要受罚。

“范老师很注重培养我们在科研中的专业
素养。”“不仅仅是实验数据、参考文献、实验记
录等，甚至是我们工作汇报的格式、标点符号

都严格要求。”实验室的学生们这样评价她。
学生郑可给研究团队取了一个特别的名

字“范米粒小分队”。“范”为教授的姓氏，“范米
粒”是英文单词“Family”的谐音，寓意团队就像

一个大家庭，互帮互助，相亲相爱。博士生徐俊
华说：“范老师给予我们最多的是自由，自由选
择研究方向、自由快乐的团队氛围、自由大胆
地讨论问题、自由地找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积
极主动、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去做，让我们快乐
并收获着。”正是在这样自由、有爱的团队中，
迸发出了一个个科研火花。

范一民说，她一直铭记余世袁和自己在日
求学期间的导师矶贝明的教育理念———教育
就是传承，“我的老师这样教育我，我也要对我
的学生负责”。

家庭事业两不误

熟悉范一民的人都说，她的家庭是模范家
庭———夫妇同在南林工作，一对学术伉俪羡煞
旁人；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十分喜人。

虽然科研教学工作繁忙，但范一民依然会
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学生们常说，去范一民家
中做客，会听到她在家中与先生讨论学术问
题，9 岁的女儿在耳濡目染中深受科研的感染，
口中常常蹦出“纤维素”“甲壳素”“纳米材料”
等学术词语。一天，在吃花生的时候，女儿的一
个问题让范一民非常惊讶，“妈妈，您可以用螃
蟹壳做原材料，为什么不可以用花生壳做原材
料呢？”惹得范一民哭笑不得。

谈到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时范一民说：“女
性的社会角色中先天带有家庭的属性，我并不
觉得这是事业的阻碍，反而是激励我们不断向
前的风帆。”

师者

范一民：“范米粒小分队”的领路人
姻本报通讯员杨淑雅谌红桃 记者韩天琪

“在《湄公河行动》里，大家
是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糯康并
非中国人，他作案的湄公河河段
在泰国境内，最终却在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审，为什么会这
样？接下来，我 们的主 角登
场———国家管辖权，让它来解答
你们的疑惑。”

浙江工商大学教师俞佳的
这门课叫《影像中的国际法学》，
和法学院常规的“上课念理论”
的方式不一样的是，她用播放热
门电影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再根据电影情节引出法律条
款，让看似遥远、高大上的国际
法“一秒接地气”，自然而然地把
理想信念贯穿于学生教育的全
过程。

一个大胆的尝试

开课的灵感源自去年，浙
江工商大学欲设立 一批通 识
课。喜欢电影的俞佳“灵光一
现”，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
让外专业的学生也 走进国 际
法，了解国际法？

时值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
影《湄公河行动》热映，俞佳由此联想到涉及国际
法相关知识的电影不少。“由于外专业的学生没有
法学专业功底，如果只是常规地讲授专业理论，他
们不会感兴趣；何不将电影和专业课结合起来，通
过电影片段去分析所涉及的国际法知识点？这样
既能吸引学生，又能传播国际法的专业知识，可谓
一举两得。”

她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时任系主任、现任法学
院副院长的宋杰。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前无古
人，能否付诸实践有难度。

这一疑虑直到被一系列数据打破———2 年，4
个学期，每班限 70 人，每学期 4 个班，节节满座，
累计听课人数 1120 人，高峰期 500 人抢 70 个名
额，抢课概率堪比摇号。

“哇，这学期我抢到了俞老师的课！”“实名羡
慕中，要是 5G 早点普及我就能抢到了。”每到选课
周，大一大二的学生就提前做好抢课攻略，早早守
候在页面上，就算这样，在最热门的班次，她的课
程仍堪比“秒杀”。

把思政融入通识

俞佳的课堂内容丰富。出于对专业的敏感，她总
是努力汲取其中的国际法元素。比如，通过《战狼 2》
她讲到了外交关系，通过《卢旺达饭店》她讲到了国
际刑法中的灭绝种族罪，通过《出埃及记》她借以色
列建国的历史，讲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构成元素。

“在学生看来，国际法原本是离他们很遥远的
学科，但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影片镜头，详
细地剖析其中的法律知识，那些外交、主权其实离
我们不远。”俞佳指出，其中不乏思政功能，比如培
养学生的理性爱国思维，从自己做起，如何防止分
裂国家。

事实上，俞佳的另一身份是思政辅导员，如果
说，这门课程给了俞佳和她的学生一个平台，那
么，在开放的环境中延伸思政育人，则是师生共同
的收获。

俞佳告诉《中国科学报》，一般辅导员上纯思
政教育的课程或与学生工作有关的课程，比如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思想道
德修养等。“我的课程特殊性在于，与自身专业紧
密结合。这与辅导员的本质工作并不冲突，因为培
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也是思政教育的一部分。”

在她看来，自己并没有授课上的特殊优势，
“如果有的话，可能在于平时做学生工作，更容易
把握学生心理，根据他们的喜好调整上课内容”。

2018 年，《影像中的国际法学》被评为浙江工
商大学精品通识课。未来，她计划开设线上课程，
扩大辐射面，提高课程的影响力。

电影授课并非噱头

俞佳的《影像中的国际法学》“火”了。
有的老师私下和俞佳开玩笑说：“上课给学生

放电影，好轻松呀！”其实，俞佳备课并不轻松，课
上只放精选片段，既不浪费上课时间，又能让学生
带着问题来听课。

她背后做的工作并不少。这位年轻的妈妈，每
次都要等孩子入睡后，才能挑选电影片段，甚至有
时会落泪。“比如《卢旺达饭店》《辛德勒名单》均涉
及最残酷的种族屠杀、武装冲突等。每看一遍，就
像尖刀刺在心头……为了深入剖析其中与国际法
有关的问题，又不得不一遍遍去看、截片段和剧
照，某些镜头让我忍不住落泪，进而感慨，世界太
需要国际法规范各国的行为了！”

俞佳的努力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该校本科生董千千说：“正是因为感兴趣，俞

老师的课上完了，大家意犹未尽，或找专业书
‘啃’，或进行小组讨论，这种感觉特过瘾。”此外，
这门课的作业和考试方式很特别：无常规考卷，让
学生们结合电影谈体会，电影自选；有的学生一交
作业就是洋洋洒洒 5000 字，比写论文还认真。

两年过去，有学生转专业面试时，甚至还会
说：“因为选了这门课，对未来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开启了新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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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一民

女性的社会角色中
先天带有家庭的属性，
我并不觉得这是事业的
阻碍，反而是激励我们
不断向前的风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