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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脑力激荡，智慧迸
发，在第三届顶尖科学家论坛
上，上海交大副校长徐学敏和大
阪大学副校长河原源太接受青
年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如何培养
科学后备力量的话题，中外两位
校长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两个关
键词：“好奇心”和“好胜心”。河
原源太结合自己的高中生涯建
议道，青年学生可以多阅读课本
以外的科学读物，不要为了考试
而过于功利化。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
会不断扩展学习知识的范
围，不仅局限于课本知识，
也会多看看科学期刊等杂
志。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考
试，对科学的好奇心就会大
打折扣。”

基础科学常常需要漫长时
间才能从技术转变成产品和服
务，面对现实的多重选择，如何
安心做基础研究？谈及“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这个话题，上海交
大副校长徐学敏坦言道，现在青
年人面对更多的选择，相较于以
前的确容易更趋于功利。

在徐学敏教授看来，可以尝
试双驱动，通过培养青年学生的
好奇心和使命感推动青年人研
究基础科学。“具体而言，可以让
青年人了解诺贝尔奖得主这类
顶尖科学家所作的学术研究和
科学实验。我们发现，在交大的
创新实验室中，通过让学生们数
次操作和诺奖得主研究相关的
实验，搭配青年教师的讲解，可
以拉近科学家与学生的距离，激
发学生们的好奇心。”

徐学敏教授顿了顿，笑着补
充道，科学研究离不开好奇心。

“当青年学生对未知的基础科学
产生好奇心时，他们就会自然而
然地产生一种动力，想要拉近自
己与科学家们的距离。此外，当
交大学生大一刚进校园时，我们
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关于使
命和责任，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超
越自我，考虑整个社会甚至世
界。”

谈及如何培养青少年的好

奇心，大阪大学副校长河原源太
笑着说这个话题在半小时前的
校长论坛闭门会议中也被提
及。“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会不
断扩展学习知识的范围，不仅局
限于课本知识，也会多看看科学
期刊等杂志。如果只是为了应
付考试，对科学的好奇心就会大
打折扣。”

“通过增加学习和考试
的难度，让青年学生产生好
胜心从而激发潜力。在教
育心理学上，适度的压力和
挑战来激励学生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潜力，这是有理论
基础的。”

如何激发青年学生的潜
力，让青年科学研究者孜孜不
倦地致力于科学研究？挑战是
中外校长共同给出的答案。“日
本的青年科学研究者常常会考
虑出国，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
当走出国门与更优秀的科学研
究者共事时，你会遇到更多的
竞争，从而激发自己在学术的
潜力。”大阪大学副校长河原源
太说道。

“通过增加学习和考试的难
度，让青年学生产生好胜心从而
激发潜力。在教育心理学上，适
度的压力和挑战来激励学生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力，这是有理
论基础的。”上海交大副校长徐
学敏分析道，刚进入大学的学生
难免自命不凡，通过从大一开始
就布置有难度的课题，可以让青
年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紧接着，她用消防水龙头的
比喻来形容挑战带给学生的感
受。

徐学敏教授侧了侧身，解释
了为何要对基础科学保持好奇
心，基础科学研究可以应用到
多处应用场景。她回忆道，“曾
经我博士的室友学的正是人工
智能基础科学，但是她当时找
不到工作，最后在美国华尔街
从事股票数据分析的相关工
作。人工智能在当时看，似乎
缺乏应用场景，但难道这就不
重要了吗？”徐学敏教授总结
道，“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是明
天的应用科学。”

上海黄浦江畔，将很快掀起一场汇聚世界顶级智慧的头脑风暴。第
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有140位全球顶尖科学奖项得主出席，其中包
括61位诺贝尔奖得主。今年参与论坛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哪些独特魅力？
冷幽默物理学奖得主邓肯·霍尔丹、曾客串《生活大爆炸》的物理学奖得主
乔治·斯穆特三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直言侠”迈克尔·罗斯巴
什……本报记者独家采访论坛组委会参与连线诺奖得主的小编，了解“科
学天团”的魅力。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如何培养青年科学家？
中外校长给出关键词

好奇心和好胜心

上海交大副校长徐学敏在论坛上分享培养青年科学人才的心得。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摄

你想了解现实版的“阿笠博
士”吗？在科学界，也存在这样
一位“阿笠博士”，量子拓扑学大
咖邓肯·霍尔丹曾获得2016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他将参加第三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现实版的“阿笠博士”邓肯·
霍尔丹还有着逆袭的物理学之
路。去年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
时，他说过，“我刚学物理的时
候，成绩一般。直到后来我遇到
了一位非常好的物理老师。”

“他是位很真挚而又具冷幽
默的人。”直接连线邓肯·霍尔丹
的组委会小编陈恺告诉记者，采
访邓肯·霍尔丹是所有采访中时
间最长的，他接受采访时非常耐
心。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恺坦
言，采访诺奖得主的过程极富有
挑战性，采访中会出现不少专业
名词。但令陈恺感到十分暖心的
是，邓肯·霍尔丹得知是顶尖科学
论坛的采访时，他非常乐意。

作为知名量子物理学家，当
被问及是否认为真的存在可以
囊括世界一切的物理学理论时，
霍尔丹笑着回答说：“人类永远
对自己很自信，每当他们认为他
们了解所有的事情时，真相却
是：他们只是揭开了事情的表
层。有很多过分自大的物理学
家，他们总是认为他们在任何领
域都能提供有用的指导意见。
但是谁又能轻松地用一条理论
解释未知的一切呢？”

“我刚学物理时成绩一
般，直到遇见好老师”

>>>现实版“阿笠博士”

“只要足够聪明，未来
人类寿命会越来越长”

>>>曾客串《生活大爆炸》

“夏令时是个坏主意，
我认为应该取消”

>>>“直言侠”

200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 乔 治·斯 穆 特 三 世 曾 客 串
《生活大爆炸》，编剧曾经借男
主角谢尔顿之口表达了对斯
穆特的赞美：“斯穆特对于宇
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和各
向异性研究巩固了我们对宇
宙起源的了解。”

“乔治·斯穆特三世也是我
最喜欢的科学家之一，采访时
会聊很多最新、最热的天文物
理相关的新闻。包括全球顶尖
导演诺兰最新力作《信条》、金
星上的大发现、黑洞合并等。
他的有趣来自于思想深处。”
陈恺回忆道。谈及电影《信条》

“逆转熵”的设定，也就是时空
倒流的剧情设定，乔治·斯穆特
三世坦言，“这件事情想在现实
中做到是很难的，所以我是不
会太担心这个问题的。但对于
电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有趣
的假定。”

虽然乔治·斯穆特三世目前
并不认为逆转熵可以实现，但他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仍保持包容
开放的态度。“我们也在逐渐接
受这种观点，可以通过不断修
复身体的细胞来达到延年益寿
的目的。我认为只要我们有足
够的智慧来更好地构建这个社
会，并且有睿智合适的人带领
着我们前进，那么未来我们的
寿命都会越来越长，并且进一
步抗衰老。”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生物钟揭秘者迈克
尔·罗斯巴什可谓是当之无愧的

“直言侠”。“迈克尔·罗斯巴什的
魅力在于他不会回避什么话题，
也不会用花里胡哨的言语包装
话题，他会告诉你他对这个话题
真正的看法。”陈恺回忆道。

夏令时是为了节约能源，人
为规定的时间。在夏季人为将
时间调快1到2小时，可以使人
早起早睡，节约照明用电。当谈
及从健康角度考虑，人类是否需
要夏令时，罗斯巴什教授斩钉截
铁地回答：“不需要。夏令时并
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应该
取消这个规定。”随后，罗斯巴什
教授展开解释说：“首先，一年两
次调整本身对人类的昼夜节律
就有破坏性。其次，采用夏令时
这种模式，会让夜间的光照过于
充足，这样有违自然规律。”

“很多诺奖得主都是大牛，
但是可以在采访中感觉到他们
仍然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以及
非常坚持的做人态度。他们非
常真挚，愿意向青年人分享自己
的所思所想。”陈恺说。

据了解，2016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邓肯·霍尔丹、2006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
特三世以及2017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迈克尔·罗斯巴
什已确认参加第三届顶尖科学
家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