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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有幸再次面对面交流，比在线上开会感觉好

多了！”在昨天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主旨

演讲中，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尔日 ·阿罗什的这句

开场白，道出了全球“顶级头脑”们再度相聚在临港滴水湖畔

的喜悦之情。

连续六年亲赴上海参加论坛的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主席罗杰 ·科恩伯格更是激

动：“希望看到论坛的繁荣与发展。”因为这一现象级年度科学

盛会，将是“点亮未来的灯塔”。

当今世界处于“多事之秋”，围绕本届论坛“科学引领变

革，重塑世界韧性”的主题，这群承载着地球最高智慧的“灯塔

瞭望者”反复强调要坚持做一些“难而正确的事”，直面科学所

面临的重重挑战，用科学与理性穿越迷雾，引领人类走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在巨大的风险与挑战面前要坚信科学

当前，地球正处于一个人类影响史无前例的世代。美国

纽约科学院院长杜宁凯在题为《科技合作与历史经验启示》的

演讲中指出，有人将当前世纪称为“人类世”，因为人类活动给

地球留下了迥异于前的印迹——无论是全球变暖，还是放射

性核素的出现，人类在见证诸多技术奇迹的同时，也处于巨大

的风险与挑战之下。

暂时放下自己熟悉的量子科学，阿罗什选择以“论当今复

杂世界中科学面临的挑战”作为演讲主题。他提醒大家注意

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进步、技术发展之快令人

眼花缭乱的时代，但普通大众对科学究竟是什么知之甚少，甚

至有人开始怀疑科学、攻击科学。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

对于科学的不友好，正是通过科技提供的手段来传播的。

在算法造成的信息茧房和心理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一些非理性的想法往往容易蛊惑人心。“我们希望更多人

拥有识别和抵抗谣言的能力，这就需要从小进行科学教育。”

阿罗什呼吁各国重视科学教育，从小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

维。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应保持交流与沟通，这是科学面临的

另一个挑战，而顶科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渠道与平台。

“科学必须与艺术、文学、哲学等其他创造性活动共同发

展，才能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性创造活动。”他说，历史上，很多

科学家都曾在动荡而困苦的时代中，坚定而努力地拓展人类的

知识边界，而解答这些宇宙奥秘则是人类发展的永恒动力。

“坐上法拉利”的人类需尽快走向成熟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梅 ·布莱特 ·莫索尔

在演讲中透露，经过50年的探索，她的实验室利用全新的技

术工具，在大脑定位系统研究中取得了新进展。阿尔伯尼医

学奖得主谢晓亮所从事的预测病毒逃逸的最新研究，则为人

们带来了“让疫苗跑赢病毒”的希望。

科学的发展总能为人类带来解决危机的新希望，但人工

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等新技术的发展，也给现有社会带来

了巨大伦理冲击。2015年图灵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气

工程系名誉教授马丁 ·赫尔曼认为，科技为改善生活带来机遇

的同时，也可能威胁人类的未来发展。为了让科学向善，必须

负责任地运用技术，才能将和平留给子孙后代。“骤然拥有了

大量高新技术的人类，就像一个刚拿到驾照的16岁毛头小子

立刻开上了法拉利跑车——要么快速成长，要么加速毁灭。”

杜宁凯相信，尽管人类的心智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终

究还是会成长的。对此，执着追求真理、坚持理性的科学家会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唯有齐心协力，依靠科学提供的

知识和工具，才能引领变革、应对挑战。”杜宁凯提到，近期有

科学家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将防范人工智能风险与防范核武

器风险放在同一高度。他强调，一定要果断相信科学，坚持科

学精神，“当科学精神与成见相悖，我们仍应相信科学”。

重视“蓝天研究”孵化更多“从 到1”

昨天的开幕式上，2023年顶科协奖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

礼。无论是在“凸优化”理论上贡献卓越的两位俄裔数学家，

还是接力探索20年“看清”核小体结构的三位生命科学家，都

通过基础研究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年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mRNA疫苗，也是在经过了近30年

的基础研究“冷板凳”之后，才在新冠疫情中“一鸣惊人”。

本届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博尔德分校教授、生物化学讲席教授卡洛琳 ·卢格回忆当

年在实验室中连续几周、几个月的辛苦工作时感慨：“许多重

大的科学发现离不开早期研究，如果那时的工作没有结果，这

些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阿罗什认为，科学除了要应对外部挑战，还要应对内部挑

战——如何平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科学家必须不断

提醒决策者，过度关注应用研究的短期利益，而牺牲需要长周期

投入的基础研究，将会阻断未来产生颠覆式创新的可能性。

“从0到1”的纯基础研究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应用为目

的，亦被称为“蓝天研究”。与会科学大咖们认为，必须重视

“蓝天研究”，让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学家安心工作，不要把

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申请经费上——竞争式、项目式的经费

资助方式更适合应用研究。

值得欣喜的是，科恩伯格透露，目前WLA在上海启动了

国际联合实验室，“这将是一个能为青年科学家提供研究支持

的超级孵化器”。

顶科论坛三年来首次全面恢复线下举办，“顶级头脑”们呼吁保持沟通交流直面挑战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用科学与理性穿越迷雾

2021年沃尔夫医学奖得主、美国罗

切斯特大学讲席教授琳妮 ·马奎特调研

发现，女性往往认为自己的成功不是理

所应当，觉得自己永远做得不够好。“警

惕这种‘冒名顶替综合征’，女性要相信

自己的天赋和努力配得上所有称赞。”

昨天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她论

坛”聚焦“树立‘她’榜样，激活‘她’活

力”。来自全球各领域的多位顶尖女科

学家们不约而同发出“建立自信”的呼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总干事伊琳娜 ·

博科娃带来一组数据显示：目前，工程领域

的女性约占总体的48%；科研岗位的女性

占比约33%；在理工类专业领域，领导岗位

的女性只占22%左右。她强调，世界需要更

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女性是最大“潜力股”。

目前，我国拥有女科技工作者近4000

万 人 ，占 全 国 科 技 工 作 者 总 人 数 的

45.8%。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

席、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乔杰说，当享有更

公平的求学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女性会

选择逐梦科学。

8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向台下

听众展示了一张2019年的照片：两次罹患

癌症的她，坐在病床上与学生合影。“与癌

症抗争后，我又重回一线。”匡廷云从事光

合作用研究60多年，以顶尖成果代表中国

在国际前沿领域开疆拓土，至今仍坚持着

科研。她说：“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容

易，我们不仅要有战胜困难的毅力和决心，

也要始终坚信自己的天赋不输给任何人。”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政策正在为“她”

力量松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女科技

工作者协会会长王红阳举例说，随着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女性申请者年龄

上限从40岁放宽到45岁，女性科研人员的

受资助率从33%提高到了43%。

生活中，女性科研人员还面临许多现

实困境：博士毕业大约30岁，既是事业的

关键期又刚好处于最佳生育年龄，该如何

平衡好事业和育儿？对此，中国科学院院

士朱美芳的建议是，兼顾事业和家庭，首先

要找到一个支持你的伴侣。

作为男性代表，1998年沃尔夫物理学奖

得主迈克尔 ·贝里对此深表赞同。他说，自

家孩子6至18个月时常在他办公室玩耍，

而不是妻子的实验室。“本以为会影响工作

效率，没想到那是我学术生涯最高产的阶

段。虽然男性无法替代女性生育，但可以

在孩子的抚育和成长中承担更多责任。”

“她论坛”上，全球多位顶尖科学家呼吁女性建立自信

“女性是最大的科研‘潜力股’”

■本报记者 孙欣祺

① 2023年顶科协奖颁奖现场。②“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颁奖现场（左起：卡洛琳 卢格、丹妮拉 罗兹、蒂莫西 J 

里士满）。③“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尤里 涅斯捷罗夫（左）、阿尔卡迪 涅米罗夫斯基。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她论坛”现场。（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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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无疑是一门令许多学生头疼

的学科。但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阿尔卡迪 ·

涅米罗夫斯基和尤里 · 涅斯捷罗夫说：

“中国学生学数学，有很好的传统与文

化。”昨天，两位来沪领奖的数学家接受

记者专访，畅谈数学学习与研究的现状，

展望数学应用的前景。

数学学习难？先谈谈意义

对于不少学生而言，从中小学的三

门主课之一，到大学阶段的必修课，数学

这座大山似乎始终横亘在面前，难以逾

越。对此，涅斯捷罗夫承认，数学，尤其是

高等教育中专门的数学学科，确实非常

难学。他直言，很多人其实学不了数学。

“人类学习数学，需要非凡的大脑。所以

人们更愿意去学习更符合大脑正常运转

的学科。这种现象不止在中国发生，欧

洲、美国都有。”

但在涅米罗夫斯基看来，中国其实

已经是一个“数学教得不错”的国家，中

国学生也已经是一群“数学学得不错”的

群体。他的学生中，有很多来自中国，“他

们的基本功相当扎实”。在他看来，在数

学教学方面，中国本身就有答案。“中国

人有数学文化，非常懂怎么教数学。”

涅斯捷罗夫认为，要学好数学，首先

应该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他说：“教数

学，就要告诉学生，数学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它是其他众多学科的基础。”

数学研究荒？先看看前沿

ChatGPT等新技术涌现，折射出学

术界与产业界愈发紧密的结合。有人担

忧，还有多少人会花心思进行基础科研？

涅米罗夫斯基并没有这种担忧。据

他观察，还是有不少人才专注于学术和

科研。“身边的学生、老师中，有很多

人在做方法论研究。”他认为，每个人

经历、背景不一样，因而选择的路径不

尽相同。

涅斯捷罗夫也主张职业选择没有标

准答案。年轻人需要根据志愿、能力作出

自己的选择，大学则需要为他们提供不

同的可能性。如果继续走科研的道路，要

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他们。如果投身工程、

产业或转战商业，大学也都要具备相应

的体制去支持他们的多元化发展。

关于基础科研受到的挑战，涅斯捷

罗夫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看到数学

正愈发融入人工智能（AI）等新领域。在

这些领域，我们必须要使用、开发模型，

这其中就涉及数学。”他认为，前沿应用

领域的拓展，给年轻人研究数学注入了新

的动力。“人们又开始研究数学了，只是初

衷不同。许多人现在为了应用而研究。”

新兴技术强？先想想用法

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大幅提升了工作

和学习效率。那么ChatGPT等AI大模型可

否帮助人类学习、研究数学？涅米罗夫斯基

对此并不乐观。他指出，目前人类对这种新

技术的理解尚不成熟，对数学的领悟程度则

更低。所以，用AI辅助学习数学未必是良

策。他说：“我学数学的年代，这些技术还不

存在，但一代代累积下来的数学文化是不会

变的。”

涅斯捷罗夫则对新技术可能产生的伦

理问题表达了担忧。他认为，AI背后的算法

能指引人类，但它们起到的作用，可能正面，

也可能负面。算法是中性的，结果好坏取决

于使用方式，更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取向。

“如果设计得好，那么算法对社会有益；但如

果设计不好，很可能会伤害人类。”

    年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得主谈数学发展的现状：

  时代，人们又开始研究数学了

30岁了还能成为科学家吗？许多

年轻科研人员都存在这样的“年龄焦

虑”。对此，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

校教授、生物化学讲席教授卡洛琳 ·卢格

表示，“开始永远不为晚。”

昨天，卢格与一同获得2023年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的丹妮拉 ·罗兹和蒂莫西 · J·里士满，围

绕科学家的多面人生，接受了记者专访。

投身科研：背景和年龄都
不是问题

对于年轻人的“年龄焦虑”，卢格直

接指出，年龄不是问题，更何况科学家需

要经验，年龄也许能成为一笔财富。她

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份使命，那么任

何时间都可以开始。”

罗兹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和从业经

历。她最初在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攻读化

学工程专业，然后前往英国深造。“当时，

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做着分子生

物研究，一边当着工程师。”她强调，自己

的人生经历并不是“一根直线”，但几经

兜转，她还是坚定地走在科研道路上。

因此，背景和年龄都不是问题。

里士满则表示，要当科学家，不一定

要从学生时期就进入实验室，“很多人可

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而且也能

获得很好的结果。”

学会生活：专注工作也要
珍惜身边的人

搞科研，必然要投入大量精力。那

么如何平衡好科研与生活？里士满毫不

讳言，科学家并不生活在童话世界。对

他来说，科学永远排在第一位。“任何投

身科学的人，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

那总有一天需要作出牺牲。如果你有一

个项目，你就会知道，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你

需要做什么。”

相比之下，身为女性的卢格，更好保持

着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昨天的颁奖仪式

上，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就表示，科研工作

是孤独的，基本以我为主。因此，她十分感

谢陪伴自己35年的丈夫。“为了支持我实

现自己的理想，我的丈夫将他的事业放在

次要位置。他时刻提醒我要面对现实。当

我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客观看待问

题。很高兴今天他也在现场，与我共同分

享成功的喜悦。”

在接受访问时，卢格也坦言，科学家也

许天生就是自私的人，因为有时候要对工

作非常专注。“我们这类人可能非常难打交

道，要生活在一起就更有挑战了。”所以她

自认为非常幸运，也无比珍惜身边人对她

工作的支持。

罗兹则强调，科学家总有一段日子必

须长时间工作。所以有了孩子后，她领悟

了如何将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上。“当你成

为母亲，需要更好地规划时间。”

身为女性：更积极地采纳别
人意见

今年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的

3位获奖者中，女性占了2/3。对此卢格表

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科学领域获奖，这是

一个积极的信号。她说：“在生命科学领

域，女性科研人员总体代表性不足，希望更

多女性可以融入其中。”

从卢格的角度看，女性科研人员更热

衷于合作，更愿意分享所得到的荣誉，也更

能认可他人的成绩。不仅如此，女性也更

愿接受他人指导。她表示：“我的很多女性

助教，她们更听劝，更积极采纳别人意见。”

罗兹指出，目前，女博士的数量已经大

幅增长，但在相对高的职位上，还有较大提

升空间。“未来要达到这一点，女性也要互

帮互助。因为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行动和科

研负责。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年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谈多面人生：

成为科学家，并非只有“一根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