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之会”影响不可估量
顶级科学家们对于跨界合作推崇备

至，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多
环境配合。

首先就是开放的国际合作。 罗杰·科
恩伯格说，科学家的成就是建立在彼此的
成就之上的， 而今科学越来越需要开放，

通过全世界的思想和信息交流来体现集
体的力量。 朱棣文说，科学是各个国家间
的“终极外交官”，他非常希望科学的国际
精神能在未来数百年内不断传承。

此外 ， 自由探索也非常重要 。 在
201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尔日·阿
罗什看来，自由的氛围和被信任的环境是
进行研究的基础：“科研人员必须在一个
自由创新的体制下，通过自我激励，才可

以培养出创新力。外界对此要抱有足够的
耐心，给予长期的支持。 ”

2016 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余金
权是生物学出身，但他主要精力已经投入
到了化学领域并由此获奖。 他告诉记者，

今天的上海，与他当年在国内求学时已经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 90 年代，

科学信息的流动非常缓慢；而现在，上海
的年轻科学家可以面对面与这么多顶级
科学家交流，这让我非常嫉妒。 ”

余金权说，上海提供的这次跨界交流
的机会， 将对科学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估计在五年之后，大家就能见证论坛所催
生的令人骄傲的成果：“上海已经是做科
学非常理想的地方。 ”

跨界，让科学更精彩
为期三天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

天落幕。 几十位世界级科学家的齐聚，不

仅增添了这场科学盛宴的星光与关注

度， 也实实在在地在科学层面营造出一

个跨界交流、碰撞、合作的“头脑特区”。

正如大会主要发起人、 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罗杰·科恩

伯格所言， 在上海的这几天或许是他首

次有机会参与如此高级别的跨学科交

流，所有与会科学家对此都非常享受。

没人能比大师更懂跨界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亚利耶·

瓦谢尔目前的主要课题，是利用计算机模

拟细胞的变换。 比如，为了了解酶在催化

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它如何加速化学

反应，他利用计算机建模的方式，模拟了

这个过程。 瓦谢尔说，他非常期待量子计

算能早日有所突破， 因为到那个时候，他

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整个生命体。

这是本次世界顶尖科学论坛中的一

幕。 在这项前沿研究中，计算机科学、量子

科学、生命科学、化学形成了美妙的纠缠。

当瓦谢尔通过视频展示模拟画面时，观众

席上的许多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都端起手机开始拍摄。

谈起跨界的价值，罗杰·科恩伯格说，他

本人刚进入学界时，物理学、化学或是医药

专业都还在发展初期；然而，几十年来不同

学科之间的屏障已经被打破了，物理学家对

生物学会很有兴趣，光子科学研究结果反过

来可以回答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 参与本次世界顶尖科学论

坛的许多大师都是跨界的受益者。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介绍了他

正在研究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 主要应

用方向是生物学研究。 2014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表示，

他的课题组拥有许多跨学科的同事，“我

们必须把各自的知识结合起来。 ”因为发

现了脉冲双星而获得 1993 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约瑟夫·泰勒在演讲中坦言，自

己大学的专业是数学，后来才转的方向。

AI 为跨界播撒下更多种子

在许多科学看来，学术的 “跨界 ”正

越来越成为常态。 但当下更值得关注的

是， 可能会深刻改变人类历史和科技进

程的人工智能 （AI）技术 ，正在科学领域

播撒下更多跨界的种子。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现在把大量精力， 投入到人工智

能方向，但却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莱维

特说，地球上有三种形态的智能：生物智

能、人类智能、机器智能，“到目前为止，

最强大的依然是生物智能。 ”正如人工智

能通过学习海量数据可以优化算法 ，莱

维特认为，生物的进化就是一种学习，最

终在分子层面通过 DNA 把这种智能保

留给了下一代。 他期待能把三种智能结

合起来，最终解决人类面临的最重问题，

包括气候变化、贫困和疾病。

科学与 AI的碰撞， 并不意味着简单

利用 AI程序或超级计算机。 对医学基础

研究来说，与 AI 融合、碰撞，有助于全面

打开思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冯国平

说，几乎所有神经退行性精神类疾病目前

都很难治愈，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大脑是如

何工作的。 然而最新的研究方向，是借鉴

AI的大数据分析方法， 将神经紊乱的数

据进行建模，从中寻找疫病的相关性。

在本次论坛发布的六大未来科技趋

势中AI被寄予厚望： 与热动力学结合，有

助于高温超导体； 通过对基本粒子的重新

组合，可以拓展元素周期表，并预测化学物

质是否可能存在；通过和量子力学结合，可

促进经典物理学的突破……而要说起 AI

与人脑研究的结合，前景就更不可限量了。

“哦，原来这件事我错了”
上海中学生对话世界顶尖科学家，

感悟科学智慧、启迪研究思路

作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一个特别环节 ， 昨天下

午， 一场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学家之间的对话， 以小组讨

论形式在滴水湖畔展开。 对话以 1 至 2 位顶尖科学家和 8

至 10 位青年科学家为一组， 每组讨论最终形成要点、 关

键词或漫画， 并由一位代表归纳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年级学生杨鸿嘉和华东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年级学生樊悦阳， 在参与了这场

特别对话之后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 这次论坛的内容相当专业， 能听懂吗？

杨： 的确有些深奥，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亲耳聆听这

些顶尖科学家对待科研的态度， 才是最大的收获。

樊： 我所在的这组， 有位同学提问， 如果一项研究做

不下去了， 即使咨询了辅导员也得不到答案， 应该就此放

弃吗？ 维尔切克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李政道

研究所所长） 让她坚持下去， 他鼓励我们要勇于向最困难

的课题进军。 同时他也给出了建议： 如果研究遇到了困

难， 不妨转身去做几个相对容易的课题， 等到重拾了信心

再回头攻坚。 困难课题和简单课题可以穿插进行。

记者： 怎么看待这样的对话交流？

杨： 这里的科学家都来自不同的领域。 他们建议说，

在科研上， 对本领域之外的事情也要保持好奇心， 这是我

以前没想到的。 我以前觉得， 尽早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就

行了。 我之前的研究主要是在生物领域， 其实我对计算机

也很感兴趣。 现在计算机的 “算力” 不断提高， 也许以后

我可以利用计算机来帮助生物学研究。

樊： 对话交流很重要。 你得经常和很多很多研究者进

行交流， 这样有助于你想明白 “哦， 原来这件事我错了”，

或者得到新的启发。

记者： 未来的学习之路有方向了吗？

杨： 我会出国学习， 至于哪里还没有定， 我感兴趣的

还是生物这块。 今天我也向陈赛娟院士提了问题， 她告诉

我， 在她年轻时中国在血液研究上是很薄弱的， 但今天的

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这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研究方

向。 如果未来能在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进一步发出 “中

国声音”， 我想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目标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市科协主席陈赛娟：

今天参加论坛的两位中学生， 都曾获得过上海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奖项， 还获得过一些国际竞赛的奖项。

他们都是很有科研天赋的。 我观察了他们在小组讨论中的

表现， 他们能够向顶尖科学家提出问题， 准确提炼并记录

科学家们话语中的闪光点， 说明他们一直在主动积极地思

考， 也体现出他们对科学的向往。 上海将会持之以恒地在

青少年中培养对科学的热爱和向往。

论坛茶歇时间， 三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 （左一）、 阿达·约纳特 （左二）、 罗伯特·胡贝尔 （左三） 与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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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的预言：这六个方向或涵盖人类的未来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发

布了未来科技的前沿趋势和热点
领域。 这些趋势和领域犹如 “最
强大脑” 的预言， 六大方向或涵
盖人类的未来———

■宇宙是人类探索未知永恒的
话题

■天体物理的国际合作成果让
我们可以看得更远

■量子技术， 包括量子力学、

计算、 通信技术， 正在不断进步
■人工智能和传统理论的有机

结合， 有望帮助人类提升科学研究
的效率， 并拓展相关的领域

■现代分析方法和工程技术，

如多模多维的高精度测量， 丰富了
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和再创造
的维度和手段

■基础科研、 青年人才和科技
教育也非常重要， 对此应形成高度
共识

全球科技精英齐聚
碰撞灿烂思想火花

屠呦呦致信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本报讯 （记者沈竹士）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 日前特地为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发来贺信。 她认为， 全球科技精英聚会上海滴水湖

畔展开头脑风暴殊为难得。 她期待， 如此多跨领域、 跨

学科的科学家聚首， 能碰撞出灿烂的思想火花。

屠呦呦在贺信中表示， 人类正处在生存关键期， 面

临诸多全球性问题， 例如疾病威胁、 气候变暖、 环境污

染、 能源短缺、 可持续发展， 等等。 这些问题与每一位

地球人都息息相关。 她希望， 在 “科技， 为了人类共同

命运” 的主题下， 论坛能为解决这些人类难题探索出有

效答案。

同时， 屠呦呦也对因身体状况原因无法亲临盛会而

感到遗憾。

滴水湖对话

■本报记者 沈竹士

认识大脑，我们才刚刚站上起点
———访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莫索尔夫妇

“发现了人类大脑中的 GPS”，这是

爱德华·莫索尔和梅·布莱特·莫索尔获

得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理

由。 在昨天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上， 这对科学家夫妇先后作了关于大脑

空间位置细胞的演讲。

在演讲的后半部分，爱德华·莫索尔

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机器大脑（或者

说人工智能） 何时能像人脑那样进行空

间导航？ 他表示，目前看来，这还需要很

长的时间来实现， 而且尚有许多伦理问

题有待解决。

要让机器导航学会情感
记忆，必须先“读懂”人脑

人类大脑是如何进行导航的？ 比起

手机里的导航软件， 人脑的导航系统更

加复杂：比如，当你回想起某个地点 ，不

仅想到的是去往那里的路径， 还有沿途

的风景， 更有那个地方留给你的酸甜苦

辣的记忆。

这是因为人脑中有个海马体， 里面

有各种不同的位置细胞， 它们负责编码

方位、时间、路径等各种信息。 而且，加入

了情感的信息，记忆会更加鲜活，信号也

更容易被传递出去———这在实验室中已

经被证明。

“我们观察到，小鼠闻到巧克力的气

味就会去一个位置， 而闻到香蕉气味就

会去另一个位置， 它们在那里会获得不

同的奖励。 由此，我们记录到海马体内不

同细胞活跃的信号。 ”莫索尔夫人说，这

些位置细胞即使在动物静息状态， 比如

睡眠时， 也会进行环境信息的编码。 当

然，对于一些更复杂的信息编码机制，科

学家还在研究中。

如此复杂的导航信息，显然不是现在的

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做到的。 倘若要求手机导

航根据你曾经的经历， 挑选一条让你走起来

更心情愉悦的路线，它一定会“晕菜”。

那么， 人工智能何时才能达到人脑

的导航水准呢？ 爱德华·莫索尔认为，这

还要等科学家搞懂大脑的机制之后 ，才

能开发出更高效的算法来。 “我们现在不

是很了解大脑中的导航机制是否与计算

机上的一样， 因此只能先进行比较性探

索。 ”爱德华透露，英国伦敦有一个人工

智能团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未来

也许会做到， 但前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

跨越。 ”

牢记伦理界线，不能用脑
科学技术去“读心”

要让机器学会感知情绪和情感的确

很困难。 因为人的经验独一无二，由其引

发的情感情绪也因人而异。“与基因类似，

即使用我的基因复制出了另一个‘我’，但

她却不具备我的经验和体验。 ”莫索尔夫

人说， 我们可以给予机器所有大脑细胞

的功能，但经验还是无法完全复制。

由此， 他们引出了另一个涉及伦理

的话题： 假如在培养皿中培育出一个大

脑，它是否会拥有自己的记忆？ 如何判断

它是否拥有意识？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

话题。 “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种阶段，我们

都不能越过伦理和道德的界线。 ” 爱德

华·莫索尔说，我们不能利用一些脑科学

技术去“读心”，窥探他人的意图，虽然目

前科技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 但有时候 ，

“当你特别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忘

记界线。 ”莫索尔夫人接过话茬说，人工

智能的运用一定要小心，比如，用人脸识

别追捕罪犯当然是好事，可万一识别错误

抓错了人该怎么办？ “尽管脑科学发展的

速度非常快，我们对大脑有了越来越多的

了解，可我们只是刚刚站在了起点上。 ”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爱德华·莫索尔。

梅·布莱特·莫索尔。

■院士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