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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大学基

础医学院发布讣告，北京大学基础医

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童坦君

院士意外摔倒受伤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逝世，享年 88岁。

记者多年前曾有幸对童老进行专

访，那天在他办公室交谈的场景至今

依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我没有啥特殊的故事，你想问什

么就随便问，我尽量来回答。”童坦君

说话的同时，从办公桌旁的抽屉里拿

出两瓶矿泉水，拧开瓶盖后放在桌子

上，示意让记者喝点水。

难忘的第一次出国

谈话从当年童坦君公派留学开始。

“一晃 30多年过去了。”当年赴美留学

的情景，童坦君至今历历在目。

1978 年 7 月，时任北京医学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助教的童

坦君，参加教育部主办的赴美留学选

拔考试，因成绩优异获得留学资格。

“当时，教育部还召集我们这些即将

赴美留学的人，在北京语言学院进行

为期两周的英语集训，没想到年底就

飞到美国了。”

那时，我国刚刚从“文革”的封闭状

态中走出。能够参与到中美实质性交

流进程中，童坦君激动的同时，还有些

不知所措。

“因为不管你走到哪里，后面总

会跟着一群拿着相机的记者，中国留

学生的面孔不时会出现在美国媒体

的显著位置。”童坦君告诉记者，有

一次他和其他留学生去华盛顿纪念

碑附近溜达，竟然早有记者在那里

“守候”。“没想到第二天我们的照片

就刊登在《华盛顿邮报》要闻版的显

著位置。”

就在童坦君到美国后不久，中美正

式建交。随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

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赴美访

问。童坦君等几十位留学生还作为嘉

宾参加了卡特夫人举办的招待会。

“当时，不管是衣着打扮，还是言

谈举止，很多人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

眼光。”童坦君虽有些不舒服，但是

激动之情仍溢于言表。“新中国长期

处于被西方世界孤立的局面，能亲眼

看到自己的祖国与西方大国平等对

话，并逐步发展壮大，浑身都感觉有

劲儿了。”

虽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童坦君

先后多次去美国访问、学习，但是唯

有第一次赴美的经历，在他的心中留

下了深深的印记。“那次走出国门，确

实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

对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研究衰老并不是最初选择

如果说学医只是童坦君当时感性

的选择，那么当他步入学医队伍，潜心

研究时，学医则成为他表达与展现自

我的最好途径。

其实，最开始童坦君的研究方向

并不是衰老机制。上世纪 70 年代，他

主要从事肿瘤基础研究。到美国之

后，他师从华裔生物物理学家曹安邦

教授，第一次看到生物医学界人人熟

知的可调取样器、超净工作台和二氧

化碳孵育箱。

“当时国内各方面还比较落后，这

些高端设备我只是听说过，或看过图

片、模型，它们真正的样子是到美国才

看到的。”童坦君说。其实，让他大开眼

界的除了高端先进的大型设备，更多的

是美国多学科融合现象。“国内当时都

是一个学科的‘单兵作战’，而国外开

始注重联合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

多学科‘协同作战’，这样可以收获很

多意想不到的成果。”

回国之后，童坦君凭借在国外学习

期间所获得的知识、理念，自 1988年开

始，带领团队涉足老年基础医学研究，

埋头苦干、默默耕耘。他的研究成果不

仅填补了我国在细胞衰老研究领域的

空白，也为国际科学界的衰老研究作出

了属于中国人的贡献。

1993 年，他带领团队申请到 58 万

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

助，开展了“衰老分子机理与生物学年

龄指征的研究”；1999 年，他又承担了

“973 计划”细胞重大生命活动的基础

与应用研究的子课题———“与衰老相

关基因或基因群的克隆与功能

研究”部分任务；2000 年，他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90 万元的支持，开展“衰老的细

胞与分子机理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

年的努力，童坦君带领团队初步

破解了人类细胞衰老之谜，阐明

了 P16基因是人类细胞衰老的主

导基因，是人类细胞衰老遗传控

制程序的主要因素，揭示了 P16

基因在衰老过程中高表达是细胞衰老

的主要原因。

2005 年，因在衰老研究中作出的

突出贡献，已经退休的童坦君成功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迄今为止第

一位以老年医学基础为申报和研究方

向当选的院士。

“这绝对不是我童坦君一个人的功

劳，应该感谢我的老师刘思职院士，还

应该感谢和我一起奋斗的同事和学生

们。”童坦君觉得，当选院士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喜欢这个领

域，如果为了当院士而去搞研究，那绝

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科研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

或许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沾满了

无数次失败的眼泪。同样，童坦君在从

事衰老机制研究之前，也遇到了诸多

困难：经费不足、实验室条件差、人员

配备不齐，甚至还有种种质疑声。

“你不要去过多争辩，先踏踏实实

地把事情做好，做出成绩来再说话。”

童坦君说，进行衰老研究的目的不是

让人能活到几百岁，而是让老年人健

康地活着，有质量、有尊严地活着。

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数

据显示，2002 年中国老年人口为 1.32

亿，占总人口的 10.2%。2022年，中国老

年人口已经增至 2.67亿，比二十年前翻

了一番，老龄化带来的负担空前严峻。

在童坦君看来，如果能够减缓这一

庞大人群因老而衰、因老而病的趋势，

就可以减少巨额医药费用，进而减轻

国家财政负担。

正是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与责任

让童坦君愈发觉得，“必须沉下心来，

耐住寂寞，哪怕是风雨兼程，也要一直

向前走。”

研究中遭遇的失败成了“家常便

饭”，童坦君和团队坦然面对，反思原

因后，继续锲而不舍地追求。“只要你

铆足了劲儿，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

法，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一定会取得成

绩。过程中的失败反倒成为最后成功

的‘垫脚石’。”

童坦君说：“科学研究就是一个很

辛苦的行当，你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喜

欢，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肯定是待不下

去的。”

一路走来感恩老伴

“子女很重要，但是老伴更重要。”

童坦君说，一路走来非常感谢作为同行

的老伴张宗玉教授。“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长时间地在父母

身旁服侍。同样，子女也有他们的事业

和追求，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整天守在我

们身边。所以说，一个人要学会自立，

年轻的时候不要太依靠长辈，老了以后

不要太依赖子女。”

在饮食上，童坦君觉得，老年人不

要太挑剔，坚持什么都吃一点，但总量

不要太多。“还有尽量不要太操心、什

么事都要管，老年人要学会找到自己的

兴趣点，把每天过得充实、有趣。”或许

这就是他们夫妇一直以来澄明宁静而

又不乏精致的生活态度。

如今，童坦君院士已经离我们而

去。这样的消息令人感到悲痛，但生命

的逝去带不走他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

品格和孜孜不倦、甘于奉献的精神。新

一代年轻力量必将继承他的遗志，推动

细胞衰老领域实现更大的发展。

坦然坦荡如“坦君”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童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