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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我的两个梦 

作者 | 袁隆平 赏析 | 姜玲 
【编者寄语】 

杨绛先生曾言：“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是什么力量，让人
情愿放弃坦途，选择坎坷；是什么力量，让人情愿放弃安逸，选择艰辛；是什么力量，让人
情愿放弃休养，选择拼搏。是为国为民的责任与担当，是内心的悲悯与对幸福的守望，是不
曾改变的初心和梦想。袁老，您一辈子躬耕田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袁老，为了梦想
您曾顶着夏天的烈日、走过秋天的泥泞、踏着冬天的风雪，感谢您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侠
之大者、国士无双。袁老，我们都记得您的两个梦想，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水稻高产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杂交水稻也在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等国家大面
积种植，是您让饥饿的威胁退让。心香一柱诚心祭！感恩您曾经为国为家的付出，愿您在天
堂一切都好，愿您祥和、安康！中华儿女对您充满感恩与怀念，请相信心犹在，情永存，定
不忘！ 

【披文入情】 

我的两个梦 

人类也需要梦想者，
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
业的大公无私的发
展，因而不能注意自
身的物质利益。——
居里夫人 

①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90 年过去，我成了正儿八
经的“90 后”。我大半辈子都在与水稻打交道。我最关心的，
就是与水稻和粮食相关的事。 

乐观幽默的“90后”，
质朴的话语中流露出
不改的初心，蓬勃的
激情。 

 

 

②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大地上到处灾荒战乱，人民生
活颠沛流离，少年时我就被迫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
市，虽然少不更事，但每当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如菜色的
同胞，看到荒芜的田野和满目疮痍的土地，我的内心总会泛
起一阵阵痛楚。报考大学时，我就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母
亲听了，吓一跳，说，傻孩子，学农多苦啊，你以为好玩儿
呢？但我是真正爱上了农业，死活要学，还摆出大道理：吃
饭可是天下第一桩大事，没有饭吃，人类怎么生存？最后，
父母尊重我的选择。 

 

 
 
 
内心的悲悯，激发学
农的斗志！菜色的同
胞、荒芜的田野、满
目疮痍的土地，是曾
经的不堪回首，也是
不断的力量之源！唯
心有大爱，才不畏艰
苦，唯心有大爱，才
不计个人得失！ 
 
 
 
 

 

 

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安江农校地
处偏远，临行前，学校的领导告诉我，那里很偏僻，“一盏
孤灯照终身”，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我想，能传播农

 
甘于“一盏孤灯照终
身”，是为国分忧的
具体行动。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困难
时期更添攻坚决心。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2 / 4 
 

业科学知识，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没想到，去了不久，就碰
上困难时期。我当时想，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安全得
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要为让中国人吃饱饭而
奋斗！ 

 

 

④一天，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担回来种，
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他们说，山
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产得多些。他们接着还说了一句话，
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这对我有很大启发：农业上增产
的途径有很多，但其中良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勤于观察，从农民勤
换种子的经验中得
到启发。杂交水稻研
究之路从此开始！ 

⑤从此以后，我开始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一路走
来，有汗水和辛酸，也有丰收和喜悦。科学探索无止境，在
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
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⑥禾下乘凉梦，我是真做过，我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
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我则和助
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其实我这个梦想的实质，就是水稻高
产梦，让人们吃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高粱那么高的水稻，
扫把那么长的穗子，
花生那么大的稻粒，
是美好的愿景，更是
让饥饿退却，让同胞
以及世界人民拥有
充足粮食的渴望。仁
心智者！ 

⑦做梦容易，但要把梦变成现实，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
的劳动和努力。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1961 年 7 月的一天，我
到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选种。突然，我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
的稻株。穗大，颗粒饱满。我随手挑了一穗，竟有 230 粒之
多！当时以为，选到了优良品种，岂不是可以增产无数粮食？ 

 

⑧第二年春天，我把种子播下，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一眼望去，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赶得上最初的那株水
稻。我不甘心，开始反复琢磨其中的奥秘，研究那一片试验
田的稻株比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
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就是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天然杂交
稻具有这样强的优势，那么人工杂交稻，也一定有优势。当
时，遗传学理论一直否定自花授粉作物有杂交优势。我对此
理论提出质疑。随后，我又拜访专家，翻找资料，最终得出
结论，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那么人工杂交水稻也一定可
以利用。而要想利用这一优势，首先需要找到“天然的雄性
不育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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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于是，我又走上曲折的寻找之旅。 

千磨万击还坚劲。把
梦变成现实，不仅需
要付出艰苦的劳动，
更需要思维上的突
破，要勇于质疑，不
断探索。此时的不畏
挫折，为后文的新中
国第一代杂交水稻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⑩1973 年，我们协作组历尽千辛万苦才通过测交找到恢
复系，攻克“三系”配套难关，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代杂交水
稻。1995 年，第二代以光温敏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
——两系法杂交稻研制成功。2011 年，我们又启动第三代杂
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这是以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
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已初步研究成功。现在，我们甚至
开始了第四代、第五代杂交水稻的研制。 

 

⑪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我的另一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走
向世界、覆盖全球梦。 

 

⑫为了实现这个梦，我们一直在努力。从上世纪 80 年代
至今，我们坚持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为 80 多个发
展中国家培训了 14000 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我还受邀担
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 

咬定青山不放松。随
着一代又一代杂交水
稻研制成功，又开启
了第二个梦想。用行
动诠释心中的大爱，
“ 我 毕 生 追 求 就
是 让 所 有 人 远 离
饥饿。”  

⑬我已经 90 岁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力
争让我们的团队早日完成每公顷 18 吨的高产攻关，做好第
三代杂交水稻技术的生产应用。我希望最终能实现“禾下乘
凉、覆盖全球”的两大心愿。 

一 生 追 求 两 个 梦
想，把“发展杂交
水稻、造福世界人
民 ” 作 为 毕 生 事
业，您为国家粮食
乃 至 世 界 安 全 作
出了卓越贡献，您
永 远 是 我 们 学 习
的榜样！一炷心香
诚心祭，华夏儿女
永志不忘！  

作者：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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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一路走来，有汗水和辛酸，也有丰收和喜悦。科学探索无止境，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
上，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思考探究】 

1.请概括文中“我”的性格特点，并加以分析。 
2.本文的结尾段饱含深情，请具体分析其作用。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哈尔滨十四中 姜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