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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夢想」的農業科學家——袁隆平教授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相信很多同學小時候都背誦過《憫農》這首詩。詩中以淺白的文字勸導我們要體會農人的

辛苦，珍惜糧食。但在香港這個物質豐富的城市，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一粒小小的米背後的

故事呢？ 

 

在萬頃禾田中，一個黝黑瘦削、顴骨高突的身軀，蹲在高高的稻穗旁，小心翼翼地捧著鵝

黃的禾穗仔細端詳 —— 這個穿著樸素的人，就是享譽世界的農業科學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教授(1929-2021)。曾與袁教授共事的研究員和農夫皆說，袁教授的身影在他六十多年的研

究生涯中，幾乎天天在禾田出現，風雨不改。 

 

袁教授的祖父輩都飽讀詩書。出身書香世家的他，為何會選擇走上艱苦的務農之路，和水

稻結下了五十多年的不解之緣呢？在一個美國的研討會，有個中國留學生也提出了相同的

問題，袁隆平教授親自解答：「我學農，起緣於一次偶然的機遇。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一

次郊遊，老師帶我們到一個私人園藝場去參觀。我看見樹上的桃子紅紅的，葡萄一串一串

的，花很漂亮。那時，我看了由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影片中有一個鏡頭，窗

子外邊就是葡萄什麼的，兩者的印象疊加起來，我被田園之美深深吸引住，就想長大後學

農了。如果那時老師帶我們到真正的農村去看，又苦又窮又髒，那我肯定不會學農了。」 

 

當時台下的觀眾歡笑聲一片，大家都為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坦誠和直率而鼓掌。但其實，袁

隆平教授堅持在禾田中艱苦地研究，更大的原因，是基於一段沉痛的親身經歷。那次的經

歷，使教授每次憶述都會眼眨淚光。 

 

袁隆平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湖南安江農校任職教師，那時恰恰遇上當地的大飢荒。在

飢荒的日子，人在逼於無奈下只能吃樹葉、樹皮、草根，甚至泥土。袁隆平回想當時因為

糧食短缺，自己非常珍惜分配到的米糧。每次都會蒸兩次，希望膨脹後的米飯可以多吃幾

天。當米糧食盡後，就只能咬著樹皮睡覺。那時，死亡對所有人都不是遙遠的事。袁隆平

就曾親眼目睹餓死的人遍佈街上，有年老的、有年幼的，不禁令他痛心疾首，淚流滿面。

袁隆平突然醒覺到，自己學習農務是否可以為增加國家農作物的產量出一分力，以解救人

民受飢餓的威脅呢？ 

袁隆平第一時間就想到用比較粗生的紅薯來試驗。他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研究出如何種

植巨形紅薯的方法，最大的竟有二十斤重。這個小成果，無疑可以緩和眼前的飢荒問題。

但要人天天食紅薯，並不是長遠之計，始終，米飯才是中國人的主糧。「中國人一定要解

決吃飯問題，飯碗得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於是，袁隆平便訂立了目標，朝著水稻的

方向奮力鑽研。 

但是水稻不像紅薯般粗生，如何能培育一個畝產千斤的水稻新品種確實是個大難題？應該

已註解 [1]: 中國麥子和稻子是最主要的糧食，前者是北

方的主要食物，後者是南方的主要食物。而「穗子」是

統稱，根據國語辭典的解釋是「植物莖端叢聚成串的花

實」。 

袁隆平研究水稻，可用穗子/稻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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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方面入手呢？這是袁隆平天天思考的問題。他努力地埋首在國內外的書堆和研究報告

中，希望從中找到增大水稻產量的提示。 

一天，袁隆平在外國的學報上，捕捉到生物學和遺傳學上的重大發現——DNA 雙螺旋結構

的遺傳密碼被破解了！這一重大發現，啟發到袁隆平從水稻的內部基因著手，用分子分離

技術，把物種的血源距離拉開，避免因近系繁殖而把基因中的變異病遺傳下去。袁隆平相

信，透過「遠源雜交」所生產出來的水稻，必然有較好的品質，較高的產量。 

科學原理說起來好像很簡單，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科研條件相較國外仍是比較落後，

要去研究嶄新的水稻雜交技術，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更何況，袁隆平當時還只是個普通

的農村教師？當難題一個又一個浮現，挫敗接踵而來，很多質疑的聲音便傳來，有些人甚

至嘲笑「雜交水稻」只配當實驗品，妄想能成功應用在大規模的生產中，借此諷刺袁隆平

對遺傳學的無知。 

 

不卑不亢的袁隆平其實也清楚自己對遺傳學的掌握仍然不足，加上資源有限，研究「雜交

水稻」之路真是難上加難。有言曰：「無知者無畏」。意指經驗較少的人，在做事情時就

沒有什麼顧慮，可以敢作敢為。然而袁隆平知道，在真正的科學研究上，單單無畏無懼是

不夠的，可能只會迎來更多次的挫敗。 

 

究竟如何才能有轉機呢？難道現在便要放棄了嗎？ 

 

就在袁隆平舉步維艱之際，他讀到了尼采的名言：「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

的目標」。 

 

是呀，科研之路哪有平坦的！這句話鼓勵袁隆平重新振作，他決定要從理論中走出來，再

往稻田的深處去，從實質的觀察和實驗中找出路。 

 

每年的六七月，是水稻成熟的季節，也是全年最熱的時候。水稻是需要陽光的農作物，要

觀察水稻的生長情況，就必須在太陽光直射下去觀察。每天正午時分，袁隆平都會拿著水

壺、放大鏡和鑷子，到田裡揀選成熟的稻穗進行研究。為怕遮擋陽光，他連草帽也不戴，

任由猛烈的陽光在他身上燙上通紅的印記。 

 

又一年的七月，袁隆平如常地走進農校的試驗田觀察稻穗。在烈日下，一株形態特異的稻

禾引起他的注意。這株稻禾比起別的高出一半有多，穗子有八寸多長，而且穀粒又飽滿又

多。他仔細一數，竟然有 230 多粒！ 

 

這是袁隆平第一次發現天然雜交稻和見識到雜交稻的威力，同時有力地證明了水稻是可以

雜交的。他興奮地用布條為稻禾做記錄，並給它命名為「鶴立雞群」。到了收割時，他小

心翼翼地把「鶴立雞群」的稻子留下，作為以後試驗的種子。 

 

袁隆平的研究也得到了國家科委的支持，袁隆平和科研團隊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產量高的

已註解 [2]: 農校，指湖南安江農校，是一所農業學校，

前文有提。非農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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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雜交水稻終於橫空出世了。這種超級雜交水稻比起普通水稻增產 20%以上！ 

 

之後，袁隆平憑其傑出成就獲得國內外認可和肯定。雜交水稻的技術也應用到世界各地，

保障了中國以至全球的糧食供應，這一重大貢獻，為他在國際上贏得「雜交水稻之父」的

美譽。袁隆平每每總結自己的成功，皆是謙虛而感恩地說，自己的成功不是因為自己特別

聰明，是靠「知識＋汗水＋靈感＋機遇」。 

 

袁隆平將他的一生都奉獻給水稻科研，除了不斷提升「超級雜交水稻」的產量，他更把目

光放在全國近 15 億畝的鹽鹼化土地，希望在不毛之地上能種上「海水稻」。這時，大家已

經不會質疑袁隆平天馬行空的想法了，因為他總能用實際行動去找方法實現夢想，把不可

能成為可能。 

 

袁隆平研發的「海水稻」在他 87 歲那年試種成功，最高畝產為超過 620 公斤。讓中國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實現大規模「海水稻」種植技術的國家。海水稻試種、推廣成功後，不僅保

障了中國人的口糧，甚至將深刻改變人類的命運。據統計，目前全世界約有 8 億飢餓人

口，如果全球 143 億畝鹽鹼地都能種上「海水稻」，其意義不言而喻！ 

 

袁隆平曾說：「一個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就足夠了。」他竭盡一生去研究微小但意義重大的

米粒。他在 91 歲離世，離世前仍在田裡工作。他，用一粒種子去改變世界；他，也用自己

成為那薪火相傳的火種，點燃更多後來者繼續完成「天下飽足」的夢。 

（333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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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夢想」的農業科學家 —— 袁隆平教授（問題） 
1）因甚麼事情令袁隆平決定學農？ 

A 袁隆平受老師感動，愛上美麗而不現實的農村 

B 袁隆平在農校教學時，遇上大飢荒，人民而對飢餓 

C 中央政府要求袁隆平學農 

 

2）袁隆平為何在成功研究巨型紅薯後仍要執意研究水稻？ 

A 因為紅薯進食後會令人痴肥 

B 因為米飯才是中國人的主糧 

C 因為紅薯進食後會令人智力受損 

 

3）為何袁隆平在受到不少外界質疑及嘲笑的聲音後仍然不放棄？ 

A 尼采的名言啓示了袁隆平 

B 袁隆平堅持自己的初心——解決人民糧食不足的危機 

C 以上皆正確 

 

4）以下哪項不是袁隆平其後的科研工作？ 

A 每天正午時分，袁隆平都會拿著紙、筆及電腦，到田裡揀選成熟的稻穗進行研究 

B 用布條為稻禾做記錄 

C 把成功的稻穗樣本收割留下，作為以後試驗的種子 

 

5）袁隆平成功後雖然名利接壤，但他選擇了： 

A 只保留足夠自己生活的錢，其他獎金則捐贈農業科技獎勵基金會 

B 沒有將雜交水稻育種技術私藏 

C 以上皆正確 

 

延伸思考： 
1. 袁隆平為了什麼原因去研究人工雜交水稻？ 

他希望自己可以為增加國家農作物的產量出一分力，以解救人民受飢餓的威脅。 

2. 袁隆平在研究人工雜交水稻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甚麼？他又如何克服這個難關

呢？ 

他知道自己對遺傳學的掌握仍然不足，再加上當時資源也很有限。 

 

3. 如果你能進行一項改善人類生活的研究，你會選擇甚麼項目？你預計會遇到甚麼困

難？你又會如何克服？（請以不少於 50 字作答） 

(同學可以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