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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榜榜··科技女性篇科技女性篇
永远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她关注关注

——追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的百岁人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实习生 刘典

今年 6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阿勒福赞科学、技术、工
程、数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家国
际奖”颁奖仪式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来自全
球的五位杰出青年科学家获此
殊荣，其中就包括来自塞尔维
亚的37岁女科学家耶琳娜·弗
拉迪奇博士。

开发创新生态萃取工艺

耶琳娜·弗拉迪奇1986年出
生在塞尔维亚的洛兹尼察，她毕
业于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医学
院药学系，并于2017年在该大学
技术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弗拉迪
奇博士从2012年起在诺维萨德
理工学院担任助教，主要研究领
域是制药技术和药物化学，特别
是各种创新型提取技术、干燥技
术以及提取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
分析。目前，弗拉迪奇博士就职
于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弗拉迪奇一直担任国内外
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
并积极参加有助于科学推广和普
及的相关活动。

弗拉迪奇博士开发了创新
生态萃取工艺，从微藻、芳香植
物和药用植物中提取物质，并为
食品和农业废弃物增值。她发
表的文章包括探究萃取方法对
榅桲叶提取物的生物活性成分
含量的影响、应用超声波和微波
对提高马齿苋提取物的抗高血
糖和抗菌活性的影响、如何通过
高压和超声波辅助提取山苍子
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等。弗拉
迪奇说：“我将多学科能力和技
能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观察和
解决科学问题，从而发现微生物
的巨大潜力。”弗拉迪奇等人利
用微藻净化废水，减少污染，并
将生物质残渣用作农作物的生
物刺激剂或农业应用中的土壤
改良剂，比如作为动物饲料和啤
酒肥料。这项成果对于应对全
球挑战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追求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

她还利用从废水处理中获得的微藻来提取生物活
性化合物。弗拉迪奇介绍：“微藻是人类和动物的生物
活性化合物的安全来源，我们的最终挑战是研究获得
供人类使用的微藻衍生增值产品的可能性。我们希望
将微藻应用于废水处理，以获得干净的水源，并为人类
提供经济的、安全的生物活性和营养成分。”

尽管微藻中富含营养，但在废水中生长的微藻通
常因为其来源和潜在的污染被认为对人类和动物有
害。然而，弗拉迪奇在研究中发现，一种名为“亚临界
水”的绿色溶剂可以有效净化从废水处理中得到的微
藻生物质。该提取过程消除了病原体，确保了所获液
体提取物的安全性，且该提取物含有可应用于各行业
的生物活性成分。弗拉迪奇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对于保
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有重要意义，这种提取方法有助于
实现真正的循环经济。

在弗拉迪奇看来，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环境友
好型的技术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实现联合国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饥饿，实
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建设有风险
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工业，并推动
创新；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弗拉迪奇强调主动思考和团队合
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思
考。”弗拉迪奇说，“我的人生格言是：‘不要等着机会来
找你，要自己主动创造机会。’同时，我们还需要合作，
无论多么伟大的想法都需要人们齐心协力才能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与不同专业、经验各异的人们一
起工作。”在团队合作中，弗拉迪奇能与他人交流并分
享经验，用综合思维和多重视角看待问题。

弗拉迪奇博士的努力获得了斐然的成绩。她在国
际同行评审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研究文章，还
出版了一本专著，并撰写了7个专著章节。此外，弗拉
迪奇还获奖无数，她于2016年到2019年分别获得过
英国奖学金信托基金、欧洲科技合作组织以及奥地利
科学院的研究基金，她还曾在2018年获得多瑙河地区
和中欧研究所以及奥地利教育部颁发的多瑙河青年科
学家奖，并在2020年获得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科学女性”国家奖。目前，她正在德士萨尔夫（Des.
solve）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并且获得了玛丽·斯克沃
多夫斯卡·居里个人奖学金，该奖学金属于欧盟“地平
线2020”计划。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她是“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用
一生见证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新中国
从拼搏崛起到繁荣复兴的伟大历程；

她是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编
纂教材、改革课程，为我国培养大量外语人
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卓
越贡献；

她还是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子最贴心的
朋友，先后设立“柯鲁克夫妇奖学金”“伊·柯
基金”，资助贫困学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
者，著名教育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北京外
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
鲁克（Isabel Crook）。2023年8月20日零
时59分，伊莎白在北京辞世，享年108岁。在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她“幸运见证
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并始终相信，“我深爱的
中国越来越好。”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友
谊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见证者，伊莎白也将永
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我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逊于自己
的祖国”

1915年12月15日，伊莎白·柯鲁克出生
于中国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籍传教士家庭。
如果从祖母算起，她的家族至今在中国已经
延续了六代。

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百余年间，伊莎白凭
借其人类学、社会性专业背景，四次深入中国
农村潜心进行人类学调查，在与当地人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同时，也打开了让
西方真正了解中国的窗口。

2020年9月7日，当中国作协会员、璧山
作协副主席张鉴第一次走进伊莎白的家，老
人清澈明亮的眼神令她印象格外深刻。

当天，伊莎白签下协议，将在重庆璧山兴
隆场（今璧山大兴镇）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的
珍贵史料全部无偿捐赠给璧山档案馆。签署
捐赠协议结束，她还在送别大家时用中文唱
起了《东方红》。

在张鉴看来，十几个整齐摆放的资料箱
里“封存的是她人类学家的梦想之舟，也是她
的青春记忆，凝聚着她对璧山八十年的深厚
情谊”。

1938年，大学毕业的伊莎白从加拿大回
到乱世中国，她和合作伙伴俞锡玑在兴隆场
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项目始于两年后。

“他们一道踏遍了兴隆场的每一寸土地，
并引进了西医、开办妇女识字班、创建食盐合
作社，努力改变着兴隆场‘愚、贫、弱、私’的现
状。”张鉴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退休
后，伊莎白还六返兴隆场，完成了两本人类学
的扛鼎之作——《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
生活调查（1940—1942）》研究调查报告和
《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

场（1940—1941）》。
“两部作品以‘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

的形式记录了乡民的民俗、风情、婚俗等日
常生活，堪称‘史上最全兴隆场大数据’，是
璧山乡村发展乃至中国调查的重要史料。”
张鉴说。

在采访撰写报告文学《信仰照亮生命
——伊莎白·柯鲁克与兴隆场》的过程中，张
鉴一直被伊莎白身上那无私奉献的大爱精
神所深深感动着。每当谈起伊莎白与兴隆
场人民那段“一起接受战火洗礼、体验生活
艰辛、感受时代大潮激荡”的历史，她总会发
自内心地说，“伊莎白对兴隆场倾注了浓烈、
深厚的情感，对这片土地、对璧山人民爱得
深沉。”

1942年初，伊莎白告别兴隆场后前往英
国，与丈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英
国籍）结婚，并投身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1943年，她加入英国共产党。

1947年，伊莎白夫妻俩以国际观察员
的身份带着满腔激情重返中国，奔赴河北省
十里店村进行土改调查，真实记录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并完成人类学调查
又一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
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
群众运动》。

“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只有现场调查才
能写出有价值的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
校长胡文仲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除了人
类学专业功底，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中
国革命的重视，让伊莎白写成了《兴隆场》《十
里店》这样国际知名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

“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够忍受极度穷困
扎根中国农村开展调查，把中国革命介绍到
西方，是很不容易的，是一大功绩。”北京外
国语大学原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中载
教授说。

虽然经历颇多，但伊莎白从未想过离开
中国。她曾毫不讳言：“我是加拿大人，但我
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逊于自己的祖国。”

对于伊莎白的这一选择，北京外国语大
学英语学院教授梅仁毅有自己的理解。“她是
英国共产党员，怀揣共产主义理想来到中国，
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农民革命，这
些都与她所追求的理想相吻合，所以她认为
自己跟中国人民命运相同、目的一致，愿意与
中国人民一起献身中国。”

“她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鼓励的
模子”

1948年 5月，为培养新中国的外事人
才，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学校（北京
外国语大学前身）。6月，中央外事学校在南
海山成立。当年夏天，柯鲁克夫妇应中国共
产党邀请，来到中央外事学校任教。

选择留下来的理由很简单，“到了中国，
一切听从中国共产党的调遣。”

克服艰难为学生创设外语学习环境、参
与编写我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程、推进英语
教育教学革故鼎新……在北外耕耘的半个多
世纪里，她和丈夫为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
付出了全部心血与智慧，为新中国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外交干部和外语人才。

“伊莎白同志是我们一生仰慕的好老师、
好同志。”1950年起，郑荣成、张中载、胡文
仲、梅仁毅等知识青年先后来到北外就读、受
教伊莎白，并在毕业留校后与伊莎白共事多
年，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伊莎白对教学“非常
认真”。

“我们发音有问题，她都会记录下来、个
别辅导。”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郑荣
成对记者回忆道，“我们写的口语作文、书面
作业，她也都细致批改，指出优缺点。”

“当时根据外交部需要，北外学生侧重实
用英语口语、快速写作和速记的学习 。”为此，
柯鲁克夫妇经常邀请李敦白、索尔·艾德勒等
知名国际友人、外国朋友走进校园，给北外学
子开展各种背景知识讲座。采访中，郑荣成连
用两个“非常”来强调这一机会的“难得”。

正是在伊莎白的努力下，她的学生都能
讲一口地道的英语。

后来，郑荣成担任《英语学习》杂志常务
副主编，依然经常请教伊莎白。

1973年，他参与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
典》（第一版）编撰工作时，伊莎白和丈夫柯鲁
克就分别受聘为词典组顾问和专家；2002
年，他又担任《牛津英汉双解小词典》定稿人，

“每次有拿不准的地方，我就给伊莎白打电
话，她总是给我认真耐心地讲解。”

同年级教师集体备课时，伊莎白也经常
指导青年教师做教学计划。

“每次集体备完课后，都是伊莎白把大家

讨论的结果打成教案发给我们。”胡文仲回
忆，伊莎白要将4张复印纸夹上5张白纸用
打字机打印，“那么厚打起来很费力，但她每
周如此，从没有任何怨言。”

“她对北外英语系的青年教师来说，在
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鼓励的模子。”梅仁毅感
慨道，“我们很多20世纪60年代参加教学
工作的教师，都是以伊莎白为榜样的。我们
教学的方法和理念，对学生的热爱和帮助，
都与她一脉相承。”

“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友谊不断进步
和发展的见证者”

自1955年北外西院南楼（北外教工家属
楼）建成后，伊莎白和丈夫就一直住在那里。

家中陈设之破旧简单，张鉴曾用“寒伧”
来形容。

一次中央电视台到伊莎白家中采访，胡
文仲作为陪同第一次参观了她的卧室。“她睡
的是一张小木板床，很窄。”目睹伊莎白的居
住环境，让胡文仲一度有些担心，“伊莎白个
头很高，床却不足1米宽。”

伊莎白对生活物质要求之低，一贯如此。
“她对工作无私奉献，对中国人民的革

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生活上的要求
非常简单。”胡文仲告诉记者，“伊莎白居住
的南楼没有电梯。学校有条件后，曾在海淀
区世纪城给她准备了一套带电梯的房子，劝
她搬过去，但她不肯。她说，‘我的老朋友都
在校园里，我要是搬过去，就见不到这些老
朋友了’。”

省吃俭用的同时，伊莎白为中国教育事
业奉献的脚步从未停歇，北外教师、学子和
璧山、十里店的孩子们，都曾受到她春风般
的照拂。

胡文仲和梅仁毅均记得，20世纪60年
代困难时期，柯鲁克夫妇曾主动提出降低专
家待遇、要同中国人民共命运。

每到周末，夫妇俩还会邀一些年轻教师
到郊外野餐。“他们自己掏钱准备好食物，目
的就是弥补一部分中国老师营养不足的问
题。大家吃饱了肚子，周一继续投入教学工
作中。”梅仁毅说。

1996年，伊莎白在北外英语学院设立
“柯鲁克夫妇奖学金”，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完成学业。

据北外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王明欣介
绍，自奖学金设立以来，学院一直按照伊莎白
要求，每年评选5名成绩优秀、家庭困难的学
生，每人2000元。“至今已累计奖励学生近
140名，伊莎白本人还多次参加颁奖仪式。”
王明欣说。

1999年 6月，已经退休的伊莎白和美
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重访璧山。
了解到当地还有上不起大学的贫困学生，
她立刻表示愿意每年捐出3000元人民币
资助贫困生特别是女童读书，改变他们的
命运。

6月18日上午，伊莎白一行与璧山大兴
镇中小学达成资助协议，“伊莎白·柯临清助
学基金”（简称“伊·柯基金”）正式成立。签字
完毕，她立刻拿出随身带来的3500元现金交
到镇领导手中。

每个月伊莎白领到工资后，仅留下一小
部分生活费，大部分委托同事、学生迅速寄
走，回馈兴隆场、十里店等她曾经生活、工作
过的地方。她的学生、北外英语学院教授靳
云秀曾是委托人之一。

“1985年左右，我曾帮她翻译过她与璧
山来往的信件，璧山凡是有考上高中和大学
的孩子，她都会寄钱。收到资助，孩子们会满
怀感激地给伊莎白奶奶写信。收到来信，伊
莎白总是认真地给每一个孩子回信，关心他
们的学习、身体和生活，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用行动追求美好未来。”令靳云秀感动的是，

“为了减轻乡亲们的负担，她甚至还会把回信
的邮票一并寄去。”

2019年9月，伊莎白荣获中国国家对外
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
章”。

“被授予‘友谊勋章’，这对我来说是莫
大的荣誉。我很高兴，自己是中国和世界人
民之间友谊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见证者！”伊
莎白说。

在胡文仲看来，“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
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贯穿了伊莎白
的一生。她确实做到了‘用一生热爱中国’。”

张中载将“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八个字
献给伊莎白。“她对自己做出的贡献、得到的
荣誉从不多言，这样的共产党人我认为是真
正的共产党人。”

“伊莎白是我亲眼所见的‘白求恩’。”梅
仁毅说，“能跟伊莎白交朋友、并肩从事中国
教育事业，是我最大的荣幸。”

“伊莎白的百年人生，有穿越炮火硝烟的
艰辛，有激情燃烧的奋斗，有百折不挠的尝
试，有全心全意的奉献，有初心不改的坚守，
有气吞山河的行进。”张鉴说。

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当华美的叶
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伊莎白，也必将被
中国永远铭记。

1940年，父母送别即将到农村进行
社会调查的伊莎白（左一）。（张鉴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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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右一）、柯临清（右三）与璧山受助学生。
（张鉴供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著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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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终身荣誉教授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

2023年8月20日零时59分在北京辞世，享年108

岁。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

的热爱，贯穿了伊莎白的一生。她确实做到了“用

一生热爱中国”。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伊莎白，也

必将被中国永远铭记。

伊
莎
白
与
自
己
年
轻
时
的
照
片
合
影
。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宣
传
部
提
供

来
源
：
个
人
社
交
账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