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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未来不只有硬核，更包含富有洞见的人文思考
世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重归线下，引发一场超越领域和年龄的思维碰撞

去年因疫情而改在线上举行的世

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 今年终

于重归线下。 作为一场让科学大师们

大胆展望科技前沿与人类命运的圆桌

会议， 今年的 “莫比乌斯” 特意邀请

了多位青年科学家。 因为有了这种超

越领域、 超越年龄的面对面对话， 昨

天的现场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思维碰

撞。 其中最精彩、 最特别的部分， 并

非科技硬核的一面， 而是它与社会、

人文在交叉点上擦出的火花。

科学要善用互联网
与公众沟通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杨天罡发问：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

力 ， 我们该怎样让科学与公众形成

合力？”

这个问题立即引来科学家的热烈

讨论。 第一个接过话筒的是 1986 年

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他

的观点很鲜明： 政治家要决策， 离不

开公众的支持 ， 如果公众不理解科

学， 那么政府能做的就会非常有限。

霍普克罗夫特此前正在美国推动

一项科普工作。他希望让大众了解，在

三岁前进行早期大脑开发， 对人的成

长至关重要。为此，霍普克罗夫特到处

寻找优秀的科普作家， 并许以丰厚的

稿费， 希望他们能就这个话题为报纸

杂志撰稿。但一些优秀的作者告诉他，

这份努力很可能是白费功夫 ：“他们

说， 美国至少有一半的人从不读报看

杂志，所以，写这些文章并没有太大意

义。”经过反思，霍普克罗夫特得出结

论： 科学家必须用好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否则很难与公众交流。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说， 不少人的思维存在偏

见， 比如许多美国人对待新冠病毒的

态度就不科学，过于政治化。因此，对

他们开展科普教育非常重要。 对科学

家而言， 必须善于与各种不同的人交

流。事实上，最有价值的讨论，应该发

生在立场、观点不同的人之间。与此同

时， 社交媒体也需要在算法上进行一

些优化，减少信息推荐的同质化，并且

避免“粉丝”抱团形成小圈子。

抓住“科学语言”的
童年敏感期

浙江大学教授林晓的问题很有意

思 ： “怎样才能做一名自信的科学

家？” 林晓发问的背景其实有些无奈：

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 工作中很

多人会问他 “你的研究有什么用 ”，

这让林晓感觉有些不太自信。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恩伯格接过话筒， 把它导向了青少

年科学教育。 科恩伯格说， 实际上所

有的科学都是应用科学， 只不过有的

在当下就能应用， 有的则在几十年之

后。 他承认， 与公众或是企业家探讨

“科学有什么用” 并不容易， 因此最

好的办法就是在人们小的时候， 就教

会他们享受科学与探索的乐趣： “这

样， 等他们长大之后就不会再问了。”

科恩伯格说， 科学并不复杂， 复

杂的是科学语言， 也就是要用公众可

以理解的方式， 对科学道理、 科学精

神进行清晰表达。 正如人类学习语言

有 “敏感期” ———把一个孩子放在外

语环境中， 三个月， 他就能把这门外

语说得近乎母语； 但换成成年人， 他

学语言就会辛苦得多。 科学语言也是

如此。 所以， 科学家们应该抓住儿童

的敏感期， 让他们从小习惯于用数学

语言来思考， 同时接触化学语言、 地

质语言、 分子语言等。

在元宇宙中再现一
堂费曼物理课

西湖大学彭斯颖老师昨天 “蹭”

了一个元宇宙的 “热度”。 她本人是

美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 诺奖得主理

查德·费曼的粉丝。 费曼不仅是学术

天才， 在育人方面也是大师。 常常思

考如何更好地给学生上课的彭斯颖为

此发问： “能不能利用元宇宙让费曼

起死回生， 重新回到讲台给大家上物

理课？”

思维跳跃的莱维特当即表示， 如

果元宇宙技术足够发达， 费曼理应身

在其中。 科恩伯格也表示， 很多老师

其实并非自愿从事这个职业， 他们的

课无法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情， 甚至

学生们在课后可能再也不想从事研究

了 。 因此 ， 提升科学水平的最好方

式， 就是找到真正的好老师， 把他们

的课程做成视频， 传到网络上， 让全

世界的学生都来观看和学习。

作为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专家， 霍普

克罗夫特对此比较慎重。 他说， 很多人

都在尝试让人工智能参与教育， 但教育

是如此复杂， 可能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所谓优秀的教学方法 。 在他看

来， 优秀老师的关键， 并不在于他掌握

了多少科学知识和上课技巧， 而是他们

是否真正关心学生。 霍普克罗夫特为此

向校长和系主任们建议， 大学应该调整

对教授的评价标准， 将更多关注从发表

论文、 获得经费， 转到老师们的课堂表

现上。

在结束发言前， 霍普克罗夫特特意

提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 “上海故事”。

在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任教的他， 曾带

过三个来自上海的博士， 巧的是， 这三

个学生还是高中同学： “他们的学校距

离今天的会场不到 30 分钟车程， 他们

都向我提到了同一位老师， 这真是一位

了不起的老师。”

临港莫比乌斯公园明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明年，临港

将迎来一座充满科学气息的莫比乌斯

公园。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昨天透露，作

为顶科社区内最为核心、 面积最大的

公园绿地， 总面积约14.3公顷的顶尖

科学家科学公园（莫比乌斯公园）预计

明年建成， 将于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期间投入使用。

据悉， 莫比乌斯公园位于临港新

片区103地块，毗邻顶科论坛永久会址

大楼，为开放式公园。公园运用莫比乌

斯环的设计理念， 塑造了充满现代感

和未来感的莫比乌斯环桥， 串联着公

园内各个功能主题区。 园内规划有莫

比乌斯环、零碳建筑、江南园林、青年

T大会草坪、 分子花园广场和科学家

哲思小径等特色景观节点。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生态和市容管

理处副处长翟绍岩表示， 规划莫比乌

斯科学公园旨在筑牢临港新片区生态

基底，美化顶科社区的生活空间，希望

公园能够承载科学的功能， 给科学家

们提供完美的思考之所在。

据悉，公园与顶科论坛会址项目、

实验室、 居住区等通过便捷的慢行系

统进行连接。 公园绿地中设置有公交

首末站和公共停车场， 以更好服务顶

科社区。

■本报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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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如何把地球从

即将触发的全球气候变化“临界点”上拉回

“安全区”？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确定

后， 科学家已开始思考更进一步的科技解

决方案———负排放， 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浓度逐步降低。

昨天，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

设的碳大会之双碳治理论坛上，中外科学家

提出了利用海洋“吸碳”、探索全周期绿色能

源、制定控制碳排放政策等减碳路径。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尔斯·彼

得·汉森坦言， 每当思索气候变化对宏观经

济的影响，自己晚上就会睡不着。“气候变化

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如何设计一种智慧

的、积极的、前瞻性的政策，非常困难。”他最

担心的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大家都

以“等待最优结果”为借口，拖着不作决策，

“但我认为，人类必须行动起来，哪怕一个不

怎么明智的决策也比什么都不做好。”

作为一项事关全人类的系统工程，从

减排、碳中和到负排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系

统的整体配合。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

席、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表

示， 基础设施的碳排放在全球碳排放中占

据相当比例，“目前， 不少国家的建筑都是

本着‘25年更新’的思路建造的，如果这一

观念可以转变为‘造了就用100年’，那就能

大大降低碳排放”。

技术创新可否使工业化以来的高排放

发展模式脱胎换骨，在地球上打造一个“净

零未来”？“要实现负排放，就必须开发新技

术。”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杨培东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模仿自然界的光合作用，

研发基于纳米颗粒的太阳能电池， 以及被

称为“液体阳光”的人工光合作用装置。他

认为，传统热化学工艺离不开能量输入，因

此无法达到碳中和，而要实现负排放，就需

要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的全周期分析，引

入新流程、新技术。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 为负排放

技术发展带来新机遇。杨培东说，目前美国

已有一批研究所在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开发

新型催化剂，“二氧化碳很‘懒惰’，要让它

在尽量少耗能的条件下活跃起来， 变成有

价值的有机物，新型催化剂必不可少。”

综合利用生态系统提升海陆碳汇潜能， 对于实现碳中和最

具实效。发展海洋养殖，利用海洋“吸碳”，是中科院院士焦念志

提出的想法。地球上有1/4的碳汇通过河流进入海洋，海洋固碳

潜力巨大。不过，他在研究中发现，减少陆地施用化肥，可增加海

岸线的碳沉积，“当海岸线被过量有机物污染时， 固碳能力反而

下降了”。他认为，建立综合海洋、陆地统筹系统，不仅可以减少

碳排放，甚至还能做到负排放，“比如人工养殖海带，在提供农产

品的同时做成饲料用来养牛，还能减少甲烷排放。”。

立足陆地—河流—海洋综合治理，中科院院士周成虎认为，

利用生物进行碳捕捉，通过生态存储更多有机碳，在营造良好生

态环境的同时，甚至可使陆地生态的储碳能力翻番。利用高光效

细菌、绿藻进行生物碳捕集，同时治理富营养化湖泊；种植高光

效芨芨草、杨树和高粱，以治理污染土地；海洋牧场实现近海海

洋生物碳沉积等方法，均已被联合国相关报告所采纳。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忽视女性，就浪费了人类一半的智慧
顶科论坛首设“她”论坛，推动更多女性投身科学已成广泛共识———

“诺奖走过120年， 女性得主不到

6%， 这意味着我们至少浪费了地球上

44%的脑力。”在昨天举行的世界顶尖科

学家“她”论坛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副主席、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用幽默的话语强调了女性之

于科学的价值。

眼下， 女性与男性几乎实现了教育

公平， 但在科研领域， 女性力量依旧不

足，尤其缺乏女性代表。“长期以来，女性

的才华被忽略， 人类一半的智慧被浪费

了。”莱维特直言，当今社会亟需吸纳女性

的智慧与力量，共同应对疫情、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等人类面对的挑战， 携手让世界

更美好。

“叫她兰诺，别叫她布
鲁姆太太”

“她”论坛进行到一半，出现了一个有趣

的细节： 当主持人介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兰诺·布

鲁姆时，习惯性地称她为“布鲁姆太太”。同

时上线的布鲁姆先生、1995年图灵奖得主曼

纽尔·布鲁姆立即纠正说：“叫她兰诺， 别叫

她布鲁姆太太。”

一个小插曲反映出不少女性科研工作

者的真实状况———在科研领域， 女性的力

量很容易被忽视。2021年沃尔夫医学奖

得主琳妮·马奎特说， 她的朋友曾做

过一项调研，研究人员以随机生成

的男性或女性人名去申请进入

实验室， 男性申请者的通过率

明显高于女性，此外他们还能

获得更多的职业指导和更高的薪水。

即使是成功的女性科学家， 职业之路

也难免遭受轻视与偏见。 兰诺·布鲁姆直

言， 她的第一位导师最早在普林斯顿大学

工作，可当时校方不允许女性进入实验室，

她只得另寻导师；此后，她前往伯克利大学

开始博士后研究， 带教她的女导师却没有

正式教职。

2020年盖尔德纳奖得主伊莱恩·富克斯

的导师，一开始压根不相信女性也能从事科

学工作。“最初我是学物理的，后来又转向生

物研究，成了芝加哥大学生物化学系唯一的

女性。” 富克斯以自己亲身经历鼓励女孩子

们，“任何时候都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出发，不

要听丧气话”。她建议，要善于倾听，尤其是

沉默寡言的女性的意见，不要让那些才华横

溢的女性被轻易忽视。

坚定内心，不要被周遭
繁杂的声音干扰

“尽管我们正努力招聘和留住更多女

性，但科研领域依旧如同一根漏水的管道，

女性在研究生、博士、博士后阶段不断被漏

出，而漏缝就是外界的偏见、家庭的束缚以

及自信心不足等， 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马奎特很是遗憾。

能力，是女性科研工作者最好的“金字

招牌”。我国大洋科考史上第一位女首席科

学家、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韩喜球说，美国地质学家玛丽·萨普的

故事总是激励着她不断挑战自我。

萨普因绘制世界上第一幅完整的世界

海底全景图而极大推动了板块构造学说。

而她最初绘图时， 大陆漂移理论尚不被学

界普遍接受， 有同行甚至嘲笑萨普所言不

过是“女儿家的话”。韩喜球提醒女性同行：

“在投身科研的道路上，难免听到周遭繁杂

的‘声音’，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内心。”

如何为希望在科技领域有所建树的年

轻女性提供更多机会？近年来，我国相继出

台多项举措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发展。比如，

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与男性同龄退休； 中国

青年科技奖女性获选人年龄从40岁放宽到

45岁； 明确女性因生育原因可延长在研项

目结题时间等。

94岁女院士聆听科学的样子真美

94岁的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名誉台
长叶叔华昨天出现在世界顶
尖科学家碳大会上，是个不小
的 “惊喜 ”。天文学家和 “碳中
和”有什么交集？在她充满诗意的
开场白中， 听众找到了答案：“仰望

苍穹， 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没有
尽头，它们的能源来自哪里，是天文学一

个巨大的奥秘所在。”

叶叔华十分关心能源这一终极命题。她
注意到，在多国的联合推动下，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计划（ITER）近期有了新进
展，我国的“人造太阳”技术也走到了
世界领先行列———实现可重复的1.2

亿摄氏度101秒和1.6亿摄氏度20秒等离
子体运行，这意味着我国离“人造太阳”实现
商用又近了一大步。

在结束碳大会的发言后， 叶叔华又现
身“她”论坛，以亲身经历鼓励更多女性投
身科学。“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要比男
性更强，而是平等享有机会。”叶叔华说，经
过多年努力，目前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中，

男女科学家享有公平的机会， 现任执委会
主席就是一位女天文学家。

前天晚八点， 叶叔华参加了世界顶尖
科学家大学校长论坛， 在这场以 “开放科
学” 为主题的头脑风暴中， 她听满90分钟
的 “上半场”， 才在旁人体贴的提醒中离场
休息。 听讲过程中， 她时而点头时而思考。

而昨天下午， 她又走上了莫比乌斯论坛的
讲台。

天文学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学科 ，

叶叔华就是科学合作的大力倡导者。 在她
的努力下， 中国天文界与国际天文界建立
了广泛的联系与交流。上世纪80年代，她积
极组织全国力量参与“国际地球自转联测”

项目，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在叶叔华担任
第20届和第21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
席期间，她抓住时机，与各国开展了一系列
国际合作观测与研究项目， 不断提升我国
天文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她离开时，看了下顶尖科学家背景墙
上自己的照片。”这是出现在“朋友圈”里叶
院士的行程；“叶先生， 您如何看待开放科
学？”这是想要悄悄退场的她被媒体“发现”

后的提问……这位已值鲐背之年却精神矍
铄“打满全场”的科学大家，全情投入、全神
贯注聆听科学的样子，真美！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叶叔华在“她”论坛上发言。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李洁

荩莫比乌斯

论坛上， 顶尖科

学家和青年学者

齐聚， 分享人类

未来前沿科技 ，

畅想科学蓝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荨莫比乌斯公园效果图。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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