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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的“小科学家论坛”

上， 科学少年们来到讨

论桌前， 与 4 ?院士开

展“脑洞大开”的对话。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李晨琰

疫情之下，顶尖科学盛会展现开放热度与“上海担当”
（上接第一版）

论坛开幕式上，经历 48 小时内两次核酸

检测、 14 天严格隔离的科恩伯格说： “这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中国会议的组

织者成功做到了， 并且做得非常出色。” 他

表示， 论坛打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科学

交流平台， 对公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并形

成了许多良性互动， “上海促进国际科技交

流、 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决心和行动力， 令

人印象深刻”。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在论坛开幕式后的主题会议视频演讲中

指出，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

制的情况下， 非常需要一个平台来持续有力

地聚集科学界的客观、 理性声音， “这能够

为人类指明科学应对疫情的道路， 帮助世界

早日走出疫情的阴影”。

三天来， 来自顶级大脑的智慧火花， 在

网上掀起了一股关注科学的热潮 。 就在昨

天， “诺奖得主自称是中国科技产品的头号

粉丝” “张文宏与诺奖科学家谈疫情” 等话

题在微博热搜上的阅读量均超千万， 而开幕

式当天 “钟南山谈科学家成为偶像的目的”

阅读量更是高达近 3 ?。

开放合作，用理性之光穿
透未来不确定性的迷雾

这是一场牵动全球科学共同体心跳的盛

会。 “科技， 为了人类共同命运” 是论坛的

永恒主题。 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更激起

了身处人类文明灯塔顶端的科学家们， 捍卫

和守护人类命运的强烈责任， 他们携起手来

团结协作， 用理性之光穿透未来不确定性的

迷雾。

“开放”与“合作”几乎成为所有顶尖科学

家论坛演讲的关键词。 科恩伯格说：“科学是国

际性的，它是我们的共同基础。 ”钟南山说：“科

学家有国籍，但科学没有国界。 ”美国国家医学

院院士、 诺华集团首席执行官万思瀚表示，“当

今世界，携手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本届论坛亮出了中国对全球科技合作的态

度，让与会全球顶尖科学家看到了中国、特别是

上海，对人类科技合作的真诚态度与实际行动。

事实上，WLF 的顺利举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上海为世界找到了一种携手创新的方式， 使国

际合作得以继续。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

谢克曼表示， 如果能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聚集

在一起， 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 对世界顶尖

科学家而言是绝好的机会 。 WLA 副主席 、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通过视频

连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全球科技界能保持

沟通很重要， 每个国家都需要通力合作， 而不

是把彼此当作竞争对手， 这就是顶尖科学家论

坛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它让全球科学界的沟通

始终保持顺畅。”

前沿引领 ，“最先一公里 ”

优势转化为“最后一公里”动能

这是一次跨越代际、 连通当下与未来的高

端对话。 三天里， “最新” “突破” “变革”

等词汇在论坛上不时闪现， 42 小时 “科学马

拉松” 里满是通往未来的洞见。 “零电阻” 室

温超导材料、 帕金森病的最新疗法、 一天找到

抗肿瘤的免疫细胞……从顶尖科学家到青年学

者，前沿引领之灯、灯塔瞭望之光，在会场内外

闪耀。 可以说，这场科学盛会，正在书写一部人

类的“未来简史”。

未来属于青年， “年长者要把火炬交给年

轻人” “任何时代， 都是年轻人在突破科学的

前沿” ———几十场青年论坛、 博士论坛， 中外

青年科学家轮番上场， 前辈科学家则在云端指

导， 论坛搭建了难能可贵的平台， 让科学精神

的火炬代代传承。

令人无比期待的是， 本届论坛铺就了一条

将 “顶级智慧” 引入上海科技创新的 “星光大

道”。 论坛开幕式上， 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

展基金会揭牌， 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云启幕，

一座汇聚世界最强大脑的 “未来之城” 将推动

中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将 “最先一公里” 优势转

化为 “最后一公里” 的发展动能。

科恩伯格说：“随着论坛连续三年的成功举

办，在上海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社

区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全球经济与创新中心正

在东移，并将随着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的建立而

进一步东移，我相信社区将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

中心之一，并通过科学转化造福人类。”

桌布上尽情挥洒灵感，

真正的交流满是惊喜

四张方桌 、 四块桌布 、 人手一支墨水

笔———昨天一早，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以 “桌布对话” 的形式迎来了元气满满的

“小科学家论坛”。 55 位前一晚刚刚参加过“T

大会”的科学少年，带着沉稳与自信迫不及待

地走进了平等的对话桌。

如果说“T 大会”上他们还是坐在台下听

讲的学生，那么现在就是与院士围桌而坐、平

等对话的同行者。 主办方鼓励他们随时在

桌布上写下在对话中的所思、 所想、

所得， 越写越满的桌布印证了

这是一批活泼向上 、充满

朝气的 “八九点钟

的太阳”。

“想不想听听我的课
题？ ”科学少年聊嗨了

不久前，当接到“小科学家论坛”的邀请，

79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立马放下了

手头的工作，欣然答应与会。 对他来说，与年

轻人交流是充满乐趣和惊喜的， 这是真正的

交流而非单向的知识灌输， 交流能让他更了

解孩子们在想什么， 以及他们对科学的认知

到了什么程度。

“你想不想听听我的课题？ ”提早到达会

场的杭州第二中学学生李依庭主动向周围人

“推销”起了她的研究对象———中华绒螯蟹的

蛋白分子。 “别看这个蛋白分子不起眼，它可

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吃上美味的大闸蟹。”李

依庭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对科研的热情。

“为什么学霸的考试成绩比姚明的身高

还高？ ”“为什么现在的诺贝尔化学奖越来越

像理综奖？ ”孩子们带来的问题让院士们“脑

洞”大开。在讨论倒计时 10 分钟时，所有人被

突如其来的惊喜打断———主办方要求每个小

组用一张图来总结发言。谁来执笔？短暂的思

考过后，孩子们开始行动起来，有人忙着毛遂

自荐代表小组发言； 有些则三五成群开始构

思文案； 还有人直接动手画了起来……这一

刻，桌布论坛无视权威、平等对话的属性一览

无余，每个人都能在桌布上尽情挥洒灵感。

“孩子们比我聪明。 ”听着“小科学

家”们的奇思妙想，杨雄里

感慨，搞科研是一件既寂寞又不寂寞的事。他用

黑格尔的一句话送给在场同学：“尊重权威的同

时挑战权威。 记住，不要为权威的话所束缚，科

研就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东西。 ”

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它将带你找到前行的路

从只会问“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少年”，

到开始尝试探索答案的“小小科学家”，对生活

的好奇心，永远是孩子们乐在其中的初心、动力

和原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协和双语学校高中生郭秦

菘的研究课题很特别。在个人展示环节，他带来

的一条“蛇形机器人”，让全场观众“弹眼落睛”。

两年前， 郭秦菘跟随公益组织下乡调查时

发现， 当地农业科技水平还很低， 种植效率不

高， 于是想着能否用自己所学帮助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他开始在大脑中构思一种“仿生蛇”，让

它们收集田地里的一系列数据，如温度、湿度、

农药浓度等，以此作为种地的参考。 这条“蛇形

机器人”正是他几年来的心血和成果。 “探究世

界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郭秦菘始终

坚信这一点。

来自四川大学数学学院的大二学生朱睿杰

则为观众带来了一篇“数学散文”。 他将自己定

义为一名“数学爱好者”，坦言自身综合素养不

足、思想单纯，如同一位雕刻师，因此所作的研

究并非去发现数学定理， 而是通过数学推导将

客观存在的事实呈现于世。

“在很多人眼中，提到数学家首先浮现出的

印象是不修边幅、格格不入的老古董，其实数学

既是严肃而神圣的，同时也是鲜活而生动的。 ”

朱睿杰说， 科研路上重要的是永远保持一颗好

奇心，它将带你找到前行的路。

奇思妙想“铺满”桌布，

没有盲从只有独立思考

生产力发展、认识贫困、学科融合、局限性、

甚至还有两只乌龟……讨论开始后， 雪白的桌

布很快就被孩子们敏捷的思维“铺满”，任何一

点交流中的火花，他们都不吝于表达出来。

“人工智能能达到人脑的高度吗？ ”北京大

学生物系学生杨锦民的提问引起了许多学生的

共鸣，他们非常迫切地想知道问题的答案。中国

科学院院士马大为回答说：“我觉得在你们这一

代还很难实现， 尽管科学对宏观物理层面的问

题已经了解得比较多，但在微观层面，认识还相

当不足。 ”

“嗯，也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汽车尾气的化学

反应，但还不知道粒子层面是如何作用的吧。 ”

上海高境第一中学学生邹一鸣若有所思。

不过，并不是所有学生都“相信”院士的话。

上海市控江中学郑泽磊仍然表示，如果能改

变现有计算的范式， 不以简单堆算

力来发展人工智能，那么更

聪明的机器有望

更早出

现。 他的这番“反驳”赢得了同桌学生的热烈响

应，孩子们似乎更相信聪明机器会早日出现，当

然这取决于年轻一代的创造力。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徐政和强调了科学

伦理的重要性。他说不管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也

只是人类的帮手，他希望所有学生记住这一点。

“从孩子们的发言中，我看到了未来科技的

希望。”马大为很激动，他直言，虽然同学们现在

的研究成果还不尽完备， 但已经具备了寻找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难能可贵。

看着年轻的希望， 科学大咖们总忍不住再

多说几句。马大为为孩子们送上三颗“心”：保持

“敬畏之心”，好好打基础，打好基础并非为了世

俗的成绩， 而是他日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

好地创造 ；保持 “淡定之心 ”，罗马并非一日建

成，科研并非一日可攻，科研的道路是长时间的

探索，这其中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消磨和失败，

要有耐心。 最后，马大为有些调皮地说，

“要夹带点儿私货”， 希望同学们都

能有一颗热爱化学的心，“化学

是能改变世界的，希望更

多人选择投身化学

研究。 ”

姚期智：科学成为
统一体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世界顶尖科

学家青年论坛之人工智能会议Ⅱ上，

2000 年图灵奖得主、 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表示，过去

数百年， 科学被细化划分成许多学

科， 这是符合当时学科发展规律的，

但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一个科学

重新融合成一个统一体的时代了”。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

深入， 我们发现， 所有学科都可以

归根到原子和微结构。” 姚期智说，

回顾近十年的诺奖成果， 人们会发

现， 有的时候这些获奖成果虽然获

得的是诺贝尔化学奖、 物理奖， 以

及生理学或医学奖， 其实给它颁任

何一个学科的奖项， 好像也都是可

以的 。 毕竟 ， 奖项只是一个名头 ，

获奖的这些科学发现对于其他学科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这个

角度来说， 有些学科其实在它的核

心， 已经到了相互融合的地步。”

姚期智认为， 信息技术会与其

他学科融合， 在下一步的跨学科融合

中， 人工智能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因

为， 在探索宇宙的神奇过程中， 无论

在哪个层面探究， 信息处理及信息理

论都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人

工智能无疑代表了信息科学的未来。

“我相信， 人们都非常关注把信息科

学变成一种统一的科学。”

“信息科学的基础是什么？ 很

多人认为是数学和物理学。 但我认

为， 过去几十年中， 信息科学已经

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 它吸收了博

弈论、 控制论等所有学科的重要部

分———虽然大家还没有捅破这层窗

户纸， 但实际上， 一个统一的科学

核心已经在形成。” 从量子计算到基

因研究， 姚期智认为， 一个具有统

一基础形态的信息科学即将出现 。

“我们要把它组织成为一种真正的平

台， 它将会成为信息科学新的基础，

这样的信息科学才能与其他不同学

科有更加深入的互动。”

“我的梦想， 就是在接下来的

几十年里， 将这种统一的信息科学

真正落实。” 姚期智说， 它不仅能够

与不同学科融合到一起， 而且能够

作为导体， 帮助人们进一步推动科

学的发展。 他坦言， 这是一个十分

宏大的梦想， “我们现在就该行动

起来， 从本科教育开始， 以信息科

技为核心， 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从

而促进未来所有学科的相互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之问”要靠年轻人作答
“量子计算会如何影响人工智能

（AI）？” “我们如何信任那些机器学

习的算法？” “发展通用 AI 有路线图

吗？” 在昨天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青年论坛之人工智能会议Ⅱ上， 面对

年轻科学家的困惑与提问 ， 在场的

AI 大咖们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不时

以“要靠你们年轻人去探寻”来作答。

的确， 这些涉及人工智能未来几

十年发展的思考，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接力探索。 直面未来， 年轻 “后浪”

们需要承担起更多开荒拓土的责任，

从技术发展、 社会伦理等多个角度为

人工智能 “时代之问” 作答。

从算法到应用 ，

新突破层出不穷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机械臂不再只

会抓取粗笨的工业器件， 还可轻柔完

好地 “捏” 起一块豆腐或布丁。 这是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副教

授姚臣华带来会场与大家分享的 “柔

性机器人”。 除了在食品配餐行业的

应用， 这种柔性材料还可制成智能手

套， 帮助患者恢复手指功能。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系副教授陈凯则针对数据孤岛和隐私

保护的问题， 提出了独到方法， 用以

提升计算加速能力， 同时创造更安全

的信息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院

教授陈海波针对越来越智能且越来越

复杂的人工智能物联网， 提出需要为

之打造原生操作系统解决信息延迟、

数据异质等问题。

通过开发算法 ， 将各类生命科

学 、 新药研发数据纳入机器学习范

畴； 尝试打通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界

限， 从而理解人类意图； 通过 AI 数

据分析寻找缺失的物理学定律……青

年 AI 科学家们带来的成果， 让屏幕

另一端的业内大咖们惊叹不已， 几次

提出 “请把你们的论文发给我看一

下”。 同时， 针对年轻人的研究方向，

还贴心地推荐可开展合作的同行。

牢记 “以人为
本”， 须臾不可忽视

被视为强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标

志， 通用 AI 是近年来业界探讨的热

点之一。

支持通用 AI 的， 有 1995 年图灵

奖得主曼纽尔·布鲁姆和其夫人、 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兰诺·布鲁姆。 他

们认为， 人的大脑就是典型的通用智

能平台 ， “人脑可以被看作一个舞

台， 演员和观众可以问答互动， 并引

发更多观众参与”， 在认知神经科学

模型的促进下， 通用 AI 的出现将是

大势所趋。

持反对观点的， 则是 1994 年图灵

奖得主拉吉·雷迪。 他认为， 各个领域

都可以发展专用人工智能， 就好像人们

现在使用的一件件工具 ， 根据需要使

用， 够用就好。 在他看来， 发展 “全知

全能的人工智能”， 就是给人类制造恐

慌， “一说到 AI 取代人类， 把很多人

都吓坏了”。 显然， 作为人类强大的帮

手， 专用 AI 也只是一种工具， 不可能

朝着产生自我意识的方向发展， 也只有

这样， 才更让人放心。

“AI 使用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齐冲

冲本以为答案会是便捷 、准确 ，可 2015

年图灵奖得主马丁·赫尔曼给出的答案

却是“符合社会伦理”。“技术可以赋予我

们更强大的能力， 但我们的社会和伦理

发展必须要跟上。 ”他强调，人们必须要

意识到，“作为一个物种， 人类要更加成

熟，才不会走向自我毁灭”。不过，关于这

一切的探索，都要依靠年轻人来完成。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