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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蜿蜒的绿道，我走进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院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一
位身着白大褂、知性优雅的女士，手握试
管，正在绘声绘色地对课题组研究生们讲解
全生命周期龋病研究前沿的课程。她的身
后，是排列整齐的实验操作平台，摆满了各
种现代科学仪器。

她就是周学东，中国著名的口腔医学专
家，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学术院长、口腔
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追逐梦想

“19 岁走进华西坝，入心入髓入命地爱
她。”肺腑之言，激荡在周学东灿烂的笑容
里。1910年，在老成都的南郊，诞生了华西
协和大学，这片土地被人们称为“华西
坝”。抗日战争时期，燕京、金陵等 5 所全
国知名大学集聚华西坝，构建了辉煌的文化
地标，成为中国学术人才的输出高地之一。

1977年初春，周学东成为四川医学院口
腔医学系的一名学生。周学东一踏进这里，
就把生命的根须深深地扎在这里，到如今，
已经有 45 个春秋。她珍惜在华西坝学习的
一分一秒。当时学校宿舍每天晚上 10 点钟
熄灯，早上6点半亮灯。为了争取更多的读
书时间，她几乎每天早上5点就在校园路灯
下晨读，“路灯下的读书女生”成为她的代
号，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茅。

按照当年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周学东
毕业后回到攀枝花钢铁公司职工医院口腔
科。她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
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洪流中，随父母去了攀
枝花。

毕业一年后，周学东突然接到电报，让到
火车站接岳松龄老师。岳老师是中国著名口
腔医学专家、华西口腔内科学主任。周学东
没想到，岳老师专程来攀枝花见她，是动员和
鼓励她报考龋病学专业研究生，成为他的学
生，还把新版《医学微生物学》教材送给她。
周学东心中掀起波澜：一位学术大师，为了学
生如此尽心，这是何等惜才，何等信任！学东
从此认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中国龋病学。

周学东回到华西坝，考上了岳老师的硕
士研究生，主攻变异链球菌与龋病。获得硕
士学位后，她又考取博士研究生，主攻牙菌
斑生物膜与龋病，成为改革开放后华西口腔
医院和中国龋病学的第一位博士。

博士毕业后，周学东赴丹麦奥尔胡斯皇
家牙学院留学。完成学业后，她谢绝学校的
挽留，踏上回国的东方快车。周学东的心，已
经插上了翅膀。她知道，世上最美的景，都不
如回家的那段路。她只想尽快回到华西坝。

放眼国际口腔医学领域，周学东看到了
中国的差距，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周学东义无反顾，
步履铿锵，一路求索，一路风景。

一诺千金

回到学校，周学东埋头从事龋病和口腔
感染性疾病与全身健康的基础研究，潜心开
展临床诊疗和教学工作。1992年，担任华西
口腔医院副院长，1994年担任院长。她谨遵
恩师教导，全身心奉献华西口腔，奉献中国
龋病学事业，做一个人民的好医生。

都说周学东性格有魅力，言语风趣，乐
观豁达，柔里藏刚，认准的事情就不会放
弃。她觉得，做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更符合
她的心愿；她知道，学术需要传承与创新，
岳老师是中国龋病学的大师，传承好导师的
学术思想是她的承诺，一诺重千金。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腔疾病防治体
系，是周学东持续多年的研究课题，她有一

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科学研究不能单打独斗，要靠团队，靠合

力，她把培养人才看得很重。30多年来，周学
东一直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实验室。从教授到
在读学生，谈到周学东，都有一个共同的感
受：周老师每次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总是贯
穿科学精神、医学人文等，讲科学家的担当，
注重培养学生攀登科学高峰的理念和意识。

遵循导师岳松龄现代龋病学的理论，周
学东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关，创建以恢复
口腔微生态为主的口腔疾病群体防治技术，
首次提出全生命周期龋病管理，前移龋病防
治，倡导以预防为主，早期防治，守护天然
牙，尽可能延长牙齿使用寿命。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周学东带领团队逐
一攻关。“握紧接力棒，甘当领跑者”，这是华
西口腔科研团队对周学东异口同声的称赞。

通过做根管治疗，把患牙保存下来，这
是世界性研究课题。在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
治疗标准，而中国却没有。这个问题一直困
扰着中国口腔医学界，也困扰着周学东，有
时让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在多年的研究中，周学东带领团队发
现，不同的人种牙齿的根管形态是不一样
的。“中国人的根管治疗，必须有自己的标
准！”在全国学术交流会上，周学东响亮地
提出，“要研究中国人的根管系统的特征，
制定出我们自己的标准。”

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带领团队争分夺
秒，对中国人根管系统解剖特征开展研究，
发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根管系统解剖结构。在
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中国人的根管治疗临床
评价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让牙齿的临床
治疗有了标准，结束了中国口腔医学界多年
来照搬外国理论数据和各行其道的局面。

紧接着，周学东又率先开创显微根管治
疗和显微根管外科手术等临床新技术，带动
全国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显著提高患牙保
存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这项研究成果，
2016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她主持的
龋病研究成果，入选中国医学科学院 2021
年度重要医学进展。

抢抓机遇

2015年的一个秋日，金灿灿的银杏叶铺
满了美丽的四川大学校园。世界最大的味觉
研究中心——莫乃尔味觉中心主任参访川
大，在口腔重点实验室做学术交流。

远道而来的客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该
中心在味觉嗅觉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周学东
倾耳细听，认真记录，随后提问道：“口腔
微生物长期与人体共存，对味觉和嗅觉有着
重要的影响，你们为什么不研究口腔微生物
对味觉嗅觉的影响呢？”这位主任眼睛一
亮，说：“我们没有想到微生物影响味觉嗅
觉，这一定是非常好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
联合开展这个新领域的研究吗？”

与国际接轨，这可是难得的机遇，会场

响起一阵掌声。科学无国界，在世界学科领
域抢占机遇，是周学东早就有的雄心。她以
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口腔微生物是国际前沿
学科，并长期从事研究，若能有机会开展国
际合作研究，岂不是如虎添翼？

周学东当场答应下来。机不可失，马上
派人出去。周学东和团队成员多年形成一个
共识，课题组的所有科研提成奖、科研奖
励、稿费等全部集中起来，专门用于家庭贫
困的学生出国深造或参加会议。已经有两名
学生使用了这笔钱。周学东再次启用这笔
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博士生郑欣，他很有
研究潜力，是周学东较早带进这个研究项目
的学生。

郑欣去了美国莫乃尔味觉研究中心，两
年以后，载誉归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
级刊物上，在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如今，
这项研究在中美两家的合作中不断推出成
果，莫乃尔中心主任十分感谢周学东，佩服
周学东，因为她，人类味觉研究开辟了微生
物学新领域。

最让莫乃尔中心主任欣赏的，是周学东
科学思路清晰，眼光敏锐，言语有底气。

实验室程磊教授告诉我：“我读周老师
的博士的时候，周老师对我说，大洋彼岸，
正在悄然推进人类微生物研究计划，口腔微
生物与全身疾病研究，目前在全世界还是一
个空白，谁去填补？当然应该是我们华西口
腔人！这时，国家留学基金委开启了一个资
助高水平的留学项目，周老师抓住机遇，把
我送出国深造。我去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
丹，导师是国际牙科研究会的主席，在龋病
研究领域是一个国际顶级的专家。2010 年，
我毕业回来留校了。周老师督促我，趁着年
轻，你要绷紧学术研究这根弦。我们团队与
美国合作研究的新领域，是牙科智能材料与
微生物研究，你应该去攻关。于是，我又去
美国做了两年博士后，在美国导师和周老师
的共同指导下，我的学术进步很大，两次获
得国际口腔医学的威廉盖茨奖。”

金色桥梁

华西口腔医学，一路领先中国业界，连
续 20 多年位列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口腔医
学第一。2007年，科技部批准华西口腔建设
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口腔医学学科建设上
新的里程碑。

在口腔重点实验室的学习室，我见到两
本英文杂志，翻译成中文叫 《国际口腔科
学》 和 《骨研究》，这是中国通向世界口腔
医学的一座金色桥梁，由周学东带领团队辛
勤搭建。我细看目录，投稿人都是国内外学
界专家，不乏名声赫赫的大科学家，三分之
二的文章来自国外。

此时，周学东想得更加深远：国家重点
室应当成为国际口腔医学研究和交流的高端
平台。然而，要发出中国声音，必须要有一
个载体，需要办一本国际性的英文期刊。周

学东向同事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很赞
同。

办杂志很不容易。周学东把起步当冲
刺，经过一年多努力，2009年刊号终于办下
来，大家高兴，如今的华西口腔有英文杂志
了！周学东又说：“有英文杂志只是第一
步，关键是要被国际认可，要进入国际科学
引文索引 （SCI），否则，世界前沿的研究成
果、优秀文章不会投给咱们。”有人疑惑：

“可全世界每年有几千本期刊想进 SCI 圈，
竞争太激烈。”

周学东淡淡地笑笑，说：“在国外，像
华西这么大的口腔医院基本没有，几乎都是
私人开业，投稿的口腔专业人员有限，但我
们可以想办法，比如，从基础医学、干细
胞、材料学等入手组稿，吸引大家广泛涉猎
口腔医学，办成综合性期刊，这样做，就能
提高多学科领域科学家们的投稿积极性，大
大提升杂志的影响力。”经过近两年的努
力，《国际口腔科学》 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本
被国际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

为了加强口腔医学与骨医学的交叉研
究，华西口腔又获批主办 《骨研究》。按照
先前的工作思路，编辑部提交了 《骨研究》
进入SCI的申请。通常情况下，要等好多年
才有回复，没想到，半年后突然收到邮件，
预约 5 天后在 SCI总部面谈。周学东十分惊
喜，带领团队赶到美国费城总部，汇报了30
来分钟。总部同意接收《骨研究》杂志进入
国际科学引文索引。团队成员欢呼雀跃。

2017年9月25日，在北京展览馆“砥砺
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全国有 20 本
英文科技期刊杂志代表亮相，华西口腔有两
本英文期刊双双入选，彰显了华西口腔领跑
国际口腔医学、骨学研究的科研地位，凸显
了编辑团队的办刊水平和期刊的国际影响
力。如今，这两本全英文学术期刊双双获得
中国期刊国际提升计划，成为中国品牌的世
界顶级期刊。

新冠疫情暴发以后，能不能看牙成为人
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周学东敏锐地提出，充
分发挥团队长期从事口腔微生物研究成果的
优势，尽快制定出阻断新冠病毒经口腔传播
的指南，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周学东带领团队
科学有序地应战。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项目
分工，把责任落实到人头。周学东一头扎进
实验室，查阅资料，分析实验数据。冲刺一
个多月，终于率先研制出口腔防控的国际标
准。文章发表在华西口腔的英文杂志，成为
全球有价值的阻断新冠病毒经口腔传播的防
控文章，为全球口腔医疗机构的疫情防控做
出重要贡献。

文章一问世，旋即成热搜，读者遍布 200
多个国家，受到世界牙医学界关注。国际牙
科研究会副主席、秘书长克里斯托夫博士多
次来函高度评价，向全球推荐；国家牙医师学
院十三区主席、马来西亚侯锦春博士倍加赞
赏，推荐该文为东盟的国家和地区的口腔防
控指南；2020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
期间口腔健康维护临时指南，将该文纳入防
护策略。

在华西口腔国家重点实验室，我看到周
学东教授对着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口腔
微生物分子生物学鉴定分析。中午，周学东
请我吃华西口腔医院的盒饭，她吃得津津有
味。此刻的情景，很难与她的身份联系起
来：四川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国际牙医师学院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
学部委员。

“冬已尽，春可期，不撸起袖子加油
干，真对不起这身白大褂。”说着，周学东
爽朗地笑起来。

周学东攀登的脚步没有停歇。

邀朋友来家里聚餐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那天，我做了一大桌老家湖南菜肴。用地
道家乡菜招待大伙，这是我的习惯，已经
持续了好几年。

那是因为我在 20年前第一次回国探亲
时吃了地道的家乡菜之后，就一直忘不了
那家乡的味道，之后就学着做曾经在家人
餐桌上吃过的各式菜肴。

2002 年 8 月，我回中国探亲。我回国
心情很特别，父母不在后，我是一个海外
游子，在国内我已经没有家了。3个姐姐家
里的住房都不大，我和妻子带上读初中的
大女儿和两岁的小女儿住在宾馆里。

在家乡的几天里，妻子和我两边的家
人纷纷赶来，在宾馆与我们见面，与我一起
长大的朋友们也登门拜访。我们的宾馆房
间里每天从早到晚亲戚朋友不断，一日三餐
全都被各家安排到餐馆里设宴招待。

尽管在家乡每天排满的宴席上，我们
吃遍了各种美味佳肴，可令我特别难忘的
还是在3个姐姐家和岳父母家的餐桌上吃到
的地道家乡菜：辣椒炒腊肉、豆豉腊肉鱼
合蒸、五香粉蒸肉、鱼丸汤。我离开家乡
回美国，姐姐们买了不少衡阳土特产让我
们带回美国，又送给我们不少精制的床单
被套。岳父母家在农村，过去每年春节
前，家里会宰杀一头猪，生产队里会分几
条鱼，他们把猪肉、鱼肉腌制好后吹干，
在家里的灶火上烟熏，挂在厨房的屋梁下
吃上一整年。我们离开家乡时，岳父母给
我们送来自家腌制的腊肉、熏鱼，自己制
作的鱼丸、蒸肉米粉、剁辣椒酱。

回到洛杉矶后，我经常会去华人超市
购买腊肉、干鱼、蒸肉米粉，吃了好些
年，我始终没有吃出家乡亲人自家餐桌上
的那种味道。漂亮的包装上分明写着湖南
腊肉，那是在美国当地生产的，完全没有
被烟熏过。出售的各种干鱼，也仅是在打
捞后撒了盐晒干的。尽管也有五香蒸肉米
粉卖，但还是没有故乡家里蒸出来的粉蒸
肉味道好。好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
那特别让我惦记的家乡味道。

有一天，我在湖南乡亲微信群里看到
有人出售自家腌制的湖南腊肉熏鱼，虽然
要比超市销售的贵一倍多，我还是立刻下
单买了几斤回来。那天，我做了一份辣椒
蒜苗炒腊肉，与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

既然人家可以自己腌制家乡腊肉，为
何我不自己动手制作呢？为了让家人和朋
友能在美国品尝到我家乡的味道，我开始
学习如何在异乡也烹调出一大桌家乡菜
来。我向国内的亲人要来腌制腊肉腊鱼、
打鱼丸的方法和自制蒸肉米粉的配方。冬
天来临，天气冷了，我便从超市买来十几
磅五花肉和草鱼，把肉切成条，鱼砍成
块，放上盐、料酒、酱油、花椒、八角、
干辣椒，在冰箱里腌泡 3 天，然后用绳子
串起，挂在一根长长的木棍上，在车库里
用几个电风扇吹干。再用花生壳、大米、
松枝混合放在烤肉炉里慢慢烟熏几小时，
制成后，用食物包装袋分装好储存在冰柜
里。我又买来空气炸锅、水果打浆机，在
空气炸锅炒黄糯米，再放上盐、五香粉、
干辣椒末，用水果打浆机自制五香蒸肉米
粉。我买来草鱼、肥肉，用水果打浆机打
成浆，放上芡粉、蛋清、葱头、盐，用沸
水打鱼丸，分装冻存。

近几年，每当有客人光临或亲朋好友
来我家聚餐，我都会从冰箱里拿出自己制
作的腊肉腊鱼、鱼丸、五香蒸肉米粉，配
上鸡鸭蔬菜，做出十来道正宗的家乡菜。
两个女儿回家来，我也照例做上一大桌家
乡菜。尽管距第一次回国探亲已过去 20多
年，当年姐姐们送的质地上乘的床上用
品，在美国用了十几年也没舍得丢掉。我
仍旧在家里每个房间的窗口，挂着在衡阳
定制的布窗帘。每个房间的墙壁上还挂着
第一次回故乡拍的旧照。每天看到这些旧
照片和旧窗帘，每年冬天腌制熏烤一些腊
肉腊鱼冻存在冰箱里慢慢品味，我心里很
明白，那是一个游子在漂泊无定的人生旅
途中，怀揣着一份对生养自己故乡的精神
寄托和深深思念，是根植在心底不会泯灭
的浓浓故土情。

位于陶都江苏省宜兴丁蜀镇的古南街依
山傍水，不是一般的山和水。先说那山，坐落
于古南街的东侧，不高也不大，像是平地上孤
零零长出的一朵蘑菇，因方圆十余里仅此一
山，故称独山。相传，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十
多次来宜兴游历访友，某日，他来到丁山一带
游玩，见一山兀立，遂问其名，陪同的朋友答
曰“独山”，东坡觉得这山很像他家乡的眉山，
随口叹道：“此山似蜀。”人们因此把这“独山”
改成了“蜀山”。那水也不一般，古南街西侧
逶迤着一条南北向河流，叫蠡河，相传越国大
夫范蠡归隐之后，曾与西施在此泛舟。可见，
这条河是从历史深处缓缓地流淌出来的，那
水无时不在泛着被历史打磨的光泽。

其实，古南街的名头主要来自紫砂。这
里曾是宜兴陶瓷制作的发祥之地，也堪称紫
砂文化的金粉之家。家家捶泥，户户制陶。
明清以来，这里集聚过最多的紫砂艺人，走出
了最多的紫砂大师，如今保留下来的近现代
众多紫砂名人故居、店面、作坊和老字号店铺
等，为人们认识紫砂、研究紫砂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场景和载体，说这里连铺在地上的青石
板都散发着艺术气质当不为过。

古南街虽没有借一山一水扬名，但靠这
一山一水发迹倒是不错。紫砂泥坯成型之后
均需烧制，而烧制就需要窑。蜀山那缓缓向
上的山坡很适合建窑，据考证，蜀山龙窑依

山而建先后达数十条之多，是明代以降宜兴
紫砂陶、均陶及其日用陶生产的主要窑场。
2005 年，对蜀山窑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
这里出土的从晚明至清末的大量紫砂、均陶
器件及窑具标本，其形制与北京故宫博物
院、比利时皇家博物馆的紫砂制品风格一
致，这充分证明了蜀山窑是紫砂生产的源
头。蠡河也对古南街陶瓷业发展有很大帮
衬。蠡河通太湖，南可抵杭州，东可达无锡、
苏州、上海，北可去京华，这无形中成了紫砂
走向外界的一条条路线图。门前家后即码
头，那一船船上上下下的原料和成品，还有那
乘船而来又坐船而去的客商，给古南街带来
多少生产和生意上的便捷与利好啊！古南街
倒影在蠡河里，蠡河给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蜀山旧有东坡院，一带居民浅濑边。
白甀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清代
词人陈维崧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古南街
热闹繁华的景象。

我去过古南街多次，每次去都会流连忘

返，一条千米长街，常常一逛就是一两个小
时。我喜欢踽踽独行在那幽深而逼仄的街
巷，看那长条木板拼门、那雕花短木方格
窗、那斑驳的墙壁和在瓦楞间长出的青草，
心想那里面该藏着多少故事呢。

一代“壶宗”顾景舟的故居位于古南街
中段，走进这间木质小楼，大师当年用来制
作紫砂壶的台子、工具历历在目，那挂在床
头上已经发黑的蚊帐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
理：一件艺术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美字，可
形成这件艺术品的过程却是一个苦字。据
说，顾景舟并非出生在古南街，他是为了做
壶才搬到古南街的，可在高手林立的古南
街，要让自己手里的东西放出光彩，吃得苦
中苦是必须的。那时没有电灯，黑夜里顾景
舟守着一盏煤油灯拍泥做壶、读书求道，经
年累月之下，煤油燃烧散发出来的黑烟，竟
把一袭白色的蚊帐都熏黑了，那清苦和辛苦
大概那蚊帐最是理解了。煤油孤灯虽没有蠡
河桨声作陪，却也照亮了他的艺术人生。

古南街上还有紫砂界七大老艺人之一吴
云根故居、当代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
旧居等。有位也姓顾的老先生虽没名气，却
也在古南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此人叫
顾时和，上世纪30年代从无锡高等师范学校
毕业后，在古南街创办了民乐书局，经营教
育、医学、工艺等书籍及文房四宝。由于民乐
书局是当时古南街唯一的文化场所，就成了
古南街乃至整个蜀山地区百姓文化生活的集
聚之地，成了紫砂大咖们交流切磋技艺的地
方。顾时和秉持的“责任持家、诚信经营、济
人之困、和气至祥”理念，曾深受街坊好评。

顾时和的后人为传承他的精神，也为传
播紫砂文化，在丁山陶瓷城创办了一家阳光
书店，主营陶瓷方面的书籍，并出资修缮了
古南街民乐书局旧址，这为古南街又增添了
一道色彩。

蜀山苍翠，蠡河奔流。我行走于古南街
上，看那沧桑与繁华，似乎触摸到了古南街
那不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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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此间的高峰
刘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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