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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是一场名副其

实的盛会。”在昨天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开幕式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主席、2006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恩伯格如是评价顶科论坛

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科学是凝结人类文明智慧的灯塔，那么顶

尖科学家无疑是“塔尖上的瞭望者”。2018年，上海向

世界顶尖科学家张开双臂，向全球发出开放创新邀请

函：一批承载着这个星球最高智慧的“灯塔瞭望者”带

着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的三大

使命，汇聚于上海这座创新之城，碰撞思想、激扬智慧，

宣誓“科学的重要性”。

如今，这场年度科学盛会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也

见证着上海融合全球智慧、汇聚天下英才的吸引力。

“上届论坛有幸邀请到了70位诺奖得主及顶尖科学奖

项得主，未来这个数字将不止于此。”连续五年来沪的

科恩伯格对于论坛的吸引力信心满满。

在专程来沪领奖的首届顶科协智能科学或数学奖

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迈克尔 ·I·乔丹

看来，“三大使命”与他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的

愿景惊人地一致。他盛赞中国如此精准地把握到了时

代脉搏，“这一前瞻性布局足以照见当下，照亮未来”。

基础研究是一切的基础和开端

“如果基础科学无人问津，想要建设应用科学，就

好像在建筑工地的地基上偷工减料，妄想着用省下来

的钱把建筑物堆得更高，其实整座大厦的坍塌只是时

间问题。”科恩伯格指出，从科学中获利的冲动固然存

在，但人们不能忘记，基础科学是一切的基础、一切的

开端。今年首度在沪颁发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正

是怀着推动基础研究的初衷而创设，以鼓励更多人在

科学领域做更多“难而正确”的事。

在昨天的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被“最强大脑”们反复提及。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 ·罗斯曼分享了一个

百年基础研究“马拉松”最终挽救了亿万患者生命的故

事。他告诉人们，基础研究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预测

性，必须要有耐心，给予基础研究长期支持。

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究竟有多重要？2010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 ·盖姆

说：“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这些

研究，人类或许仍是一群坐在香蕉树上的猩猩。”25年

前，这位“石墨烯之父”在厨房里搞科研，为的是研究如

何去除自来水中的水垢，后来他发明了磁除垢仪。

如今，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无需花费百年光阴，

不仅如此，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还在加速融合。罗斯

曼表示：“我们无法预知基础研究会带来哪些成果，但

能肯定的是，未来的颠覆性创新一定来源于今天的基

础研究。”

“科学的治愈力”关键在于国际合作

眼下，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

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2017年图灵奖得主

约翰 · 轩尼诗表示，科学让曾经的“不可能”变成“可

能”，未来，科学也将在人类应对危机中扮演关键作

用。他说，今年顶科论坛的主题“科学向新 共创未来”

向我们指明了“科学的治愈力”，而科学能否成功应对

挑战，关键在于国际合作。

今年，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12个时区的

60位顶尖科学家以线上或线下形式出席论坛，其中包

含27位诺奖得主。同时，这也是疫情以来线下参会嘉

宾最多的一届顶科论坛，足见论坛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开幕式上，美、德两国科学家专程来沪受颁首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正是一幅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的

生动画面。乔丹坦言，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在诺贝尔奖

中“消失”了近百年，计算机的历史虽不足百年，但已经

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创设于

上海的顶科论坛能关注到这个领域，并为此设立国际

科学大奖，激励更多人投身于此。

乔丹与中国科学界已有20多年的交往，他近期发

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就是与清华大学合作的

成果。他坚信，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必须国际合作，才

能走向繁荣，实现愿景。

本届论坛开幕式上，WLA国际联合实验室宣布在

沪启动。罗杰 ·科恩伯格、詹姆斯 ·罗斯曼、巴里 ·夏普

利斯三位诺奖得主成为该实验室的首批“基石科学

家”，将重点围绕生命起源最底层最核心的基因调控研

究、揭示生命活动规律的细胞生物学研究，以及点击化

学等三个领域开展前沿研究。

科学的传承与创新相伴而生

事实上，从顶科论坛中受益的不仅是科学家。科

恩伯格透露，去年有数百万人以线上方式参与盛会，或

许一位上海高中生的笔记本中就“收藏”了多位诺奖级

科学家的亲笔签名。他表示，光靠科学家来应对疾病、

全球变暖等挑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科普传达科

学的声音、传播科学知识。顶科论坛向科学界和非科

学人士传递参与科学带来的喜悦，也进一步捍卫了科

学的使命。

“顶科效应”不止步于此，论坛正致力于变得“可带

走”。昨天的开幕式上，顶科协与上海中学、北京人大

附中、深圳中学等13所中学共同发起的WLA世界顶

尖中学联盟宣布成立。联盟将充分发挥WLA顶尖科

学家资源优势，面向广大青少年，持续开展以“顶尖科

学家进校园”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活动。

中科院院士杨卫表示，这一举措具有极强的示范

引领作用，既可昭示学科发展新方向，也为青年人才成

长树立了灯塔。一批批年轻的科学家跟随着导师和前

辈的脚步，不断实现新跨越，科学的传承与创新相伴而

生，有力推动人类科学事业蓬勃发展。

连续五年举办的顶科论坛着力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朋友圈”不断扩大

基础研究重要性被“最强大脑”反复提及
■本报记者 沈湫莎 许琦敏

紧随进博会开幕的脚步，第五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在上海拉开帷

幕。两场盛会同样秉持开放、交流的理

念，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主席、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恩伯

格在会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这

座城市具有开放与创新的基因，“如果有

时间，我也想去进博会看看”。

“非常开心顶科论坛能与进博会同

期举行，公众可以在上海同时体验两场

盛会。”科恩伯格说，顶科论坛已经在上

海连续举办了五届，为这座充满活力的

城市带来了丰沛的高端科学资源。它不

仅让青年科学家、学生，乃至公众与杰出

科学家有了深入交流的机会，还激发起

不少企业家与科学家共同致力于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的热情。

今年首次颁发的顶科协奖，将为

上海提升在科学界的影响力发挥重要

作用。“在全球众多科学奖项中，在计

算科学领域，除了图灵奖之外，顶科

协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恩伯

格说，相较于其他奖项，顶科协奖的

无可比拟之处除了高额奖金外，更重

要的是授奖机构的声誉很高，“一旦获

奖或被提名，科学家的声誉将会得到

显著提升”。

科恩伯格表示，上海在科技创新上

已有长足发展，未来还将有更多进展，

“优质科学资源将为这座城市带来很多

实实在在的优势”。他提到，每届顶科

论坛，WLA都会与上海的高校和科研机

构分享经验、交流学术，“科学始终是公

开的”。

创新是科学的精髓与核心。科恩伯

格表示，通过顶科论坛，全球最前沿科学

每年都有机会“到访”中国，“这是激发创

新的一种最好方式，由此培育良好的创

新土壤和环境”。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

需要多方面支撑，除了政府层面的支持

外，还需要全世界的尊重，“可以说，生活

中的每个环节都与科学息息相关”。

说到进博会，这位诺奖得主表示，

“最强大脑”其实也是普通人，和公众一

样会对很多日常所见怀有好奇。“如果有

时间，我也很想去进博会的现场逛逛，看

看那里展出的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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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由统计学、经济学和计算机

科学三个单词组成的三角形，是

美国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家迈克

尔 · I·乔丹最喜欢的一张图，图中

涵盖了当今最热门以及未来最有

潜力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不是一种技术，

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乔丹说。

与这位系统学习过心理学、认知

科学、数学，并参与过分子生物

学、统计物理学、经济学、控制

理论、语言学和运筹学等项目的

科学家对话，时常有种耳目一新

的感觉。

因“对机器学习的理论基础

及其应用作出了根本性贡献”，乔

丹被授予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昨

天，他登上了第五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的领奖台，接受了属于

他的奖章、证书和1000万元奖金。会后，他接受了记者

的专访。

计算机科学在诺奖中“消失”了

你也许无法准确描述机器学习以及相关的概率学、

统计学、贝叶斯网络等专有名词，但你一定使用过电子邮

件、搜索引擎、人脸识别、电商平台等应用。正是得益于

这位人工智能（AI）领域的“乔帮主”用统计学方法打通了

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上的“任督二脉”，大数据驱动的第

三代人工智能才得以广泛应用。

当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打电话给乔丹时，他

正和学生们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他请电话那头的WLA

主席罗杰 ·科恩伯格稍等一会，因为学生很重要。直到第

二通电话打来，乔丹才知道自己获奖了。“能关注到这个

领域是个很棒的想法。”他说，在诺贝尔奖中，计算机科学

和数学已经“消失”近百年了。

这次获奖让乔丹收获了百余封祝贺邮件，最令他高

兴的是，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计算机科学领域。尽管它的

历史不超过百年，但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与物

理、化学一样重要。

“年轻”的计算机科学正在焕发强大生命力。乔丹拿

出他最喜欢的那张三角形说，其中任意两个学科结合都

会产生新的学科。比如，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产生

了机器学习，经济学和计算机科

学结合产生了博弈论，这些跨界

领域充满机会、潜力巨大。

人工智能不能让人
变得更孤独

早在20多年前人工智能第

三次高潮刚刚兴起时，乔丹就与

中国学者建立了联系。不久前，

他与清华大学教授合作，在《自

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工

智能拯救生命的文章。他和北京

大学在统计学方面也有合作，他

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比五年

前“强得多”。

“我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约20%的研究员都来

自中国，有时我发表了一篇论文，

24小时内就会有人告诉我有地

方写错了，他们往往来自中国或

印度。”乔丹说。

乔丹注意到，不少科研人员试图让机器学习人的举动，

他却认为“拟人”不是人工智能的未来。他一直致力于通过

AI加强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而是让

人变得更聪明的工具”。打个比方，他不希望未来医院里全

是机器人医生，而希望人类医生在机器人的辅助下更精准

地了解每个病人。

“在促进人类沟通上，我们做得并不好。”乔丹坦言，人

工智能不能让人变得更孤独。

有生之年AI不会聪明过人

“网红”是如何产生的？在乔丹看来，现在的算法还不

够智能，它给许多人推荐了相同的东西，而“个性化”推荐里

藏着人工智能下一代算法的发展方向。

“我们即将见证一个新的工程学科的出现，这个学科基

于智能科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但其目标是基于数据而建设

的一个新世界。”乔丹解释，这一学科基于全球网络和数据

流，为商业、医疗、交通和娱乐业提供强大支持，“这将是第

一个围绕人类偏好、价值观和决策的工程领域。”

乔丹表示，现在仍处于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在他有生

之年不会看到强人工智能出现，AI不会聪明过人。年轻人

想要在这门学科有所成就，首先要学好数学，因为数学是很

多研究的基础；其次，要多学习新东西，与不同想法、不同领

域的人交流；第三，要多读书，做一个有深度的人。

首届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迈克尔 · I ·乔丹：

AI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思考方式

在昨天举行的首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礼上，作

为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

奖”获得者，德国生物化学家、马

克斯 ·普朗克多学科科学研究所

主任迪尔克 ·格尔利希教授从颁

奖人手中接过奖章和证书。

格尔利希的获奖原因，是

“对于蛋白质在细胞质和细胞核

之间运输的机理及其选择性的

关键发现”。“可以说，这是遥遥

领先时代的发现。”在随后发表

的获奖感言中，格尔利希表示，

他的研究曾遭到科学界的质疑，

获颁顶科协奖，是对这一漫长而

艰难旅程的极大认可。

“遥遥领先时代的
发现”曾遭强烈质疑

在细胞内部，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如何实时且准确

地实现上万种不同蛋白质的输送？这是格尔利希一直非

常感兴趣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生

物体状态——核孔复合体，它可能是自然界最有效的蛋

白质分选机制的核心。他将这种物质称为“选择相”或

“FG相”。这种“智能物质”填充了核孔中央的通道，允许

“获准”的物质快速通过，拦截未获“批准”的物质——有

点像边境检查站，只是在细胞里这个过程极快，以毫秒级

速度进行。

由于这个发现太过领先，科学界最初对于“选择相”

这个概念持保留态度，有人甚至强烈反对。直至科学家

们发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现象——细胞相分离，也在细

胞生理学中发挥着各种不同作用，才逐步接受了格尔利

希的发现。格尔利希坦言，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顶科

协奖“于我而言更为珍贵”。

一旦对细胞的功能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就有可能造

福人类健康。比如，科学家已经发现一些病毒可以穿透

细胞核和细胞质，有的病毒会通过细胞质来复制自己。

格尔利希说，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药物靶点，或是

一些可提示疾病风险的炎症因子。

从内心认同科学的魅力是最大内驱力

首次来到上海就获颁千万大奖，当格尔利希被问及

准备如何使用这笔奖金时，他笑言

自己“还没想好”。身为五个孩子

的父亲，他的第一反应是“可以给

他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教育”。

平时喜欢和孩子看星星、聊黑

洞，以及飞机为何会飞、显示屏怎

么工作，格尔利希从来都把科学当

成爱好，“对我来说，科学和爱好一

样，身为科学家，还能有偿地做我

喜欢的事”。

能从微观的层面发现一些漂

亮的科学现象，于格尔利希而言，

是一种享受。他说，作为科学工作

者，必须从内心认同科学是充满魅

力的，这是最重要的内驱力，“科学

本身足够值得为它而‘燃烧’”。

每个科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

“尤里卡时刻”（灵感乍现而获得重

大发现的时刻）。格尔利希这辈子

最难忘的时刻，是在经历了漫长而

复杂的寻觅后，在一个圣诞节的前

夜，他们对凝胶中的前体进行了标

记，并将样品送入暗室对相关影像进行观察，然后突然发现了

他们一直寻找的几个组分。“就是那种体验——其他人不相信

是事实、不认为能成功的，我们发现了、做成了！”

低调而富有才华的格尔利希期望有更多公众能体会科

学发现的乐趣。一方面，社会处于知识大爆炸、技术不断进

步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有人对科学抱有不屑一顾的态度。

他希望与公众进行更有效的科学沟通，由此触达那些对科

学有抵触情绪的社会角落，“这样的对话肯定不容易，但正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科研的乐趣在于广泛沟通、高效合作

格尔利希的获奖成果是一项非常基础的研究，实际上他

的实验室会同时开展一系列研究，也包括不少应用研究。他

本人就是一位对多学科研究充满兴趣的学者。在他看来，与

不同领域的同行朋友沟通交流，也是科研的乐趣所在。

在科学研究趋于复杂的大趋势下，解开一个未知谜团

所需的资源日趋庞大，一个实验室往往无法承担如此高昂

的代价。比如，结构生物学研究需要购买昂贵的冷冻电镜

等设备，如果可以与不同团队合作，就能让研究通过分工变

得更加高效。

格尔利希认为，未来，多学科合作将为科研工作者提供

更多支持，“推进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不只是钱的问题，不同

群体之间分享技术，可以大大提升科研效率”。

首届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迪尔克 ·格尔利希：

科学与爱好一样，值得为它“燃烧”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许琦敏

开幕式上，美、德两国科学家专程来沪受颁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均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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