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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科学界共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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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黄浦江畔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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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对人类的一次提醒、

警告或攻击吗？ 狡猾的病毒会摧毁
我们自以为坚固的家园、 秩序和希
望吗？蓝色星球和人类世界，会走向
失控吗？他们说，每一次人类社会遭

逢危机，科学家们便是英雄联盟，这
次也不例外。 金秋十月， 横跨四大
洲、11?时区、25?国家和地区、100

?座城市，世界顶尖科学家“云集”

上海，与无数线上观众一起，为了人
类的共同命运而战。

第三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昨夜圆满落幕， 几乎
每一位参会嘉宾都为这三天的火花
不断、灵感四溢，为这一危机时刻的
科学界共同面对而点赞。 而上海海
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的城市精神， 也成为这场顶级
科学盛会的最佳注解。

    历史记得 2020年，除了蔓延全球的新

冠肺炎疫情，或许还会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
人类“最强大脑”盛会。

从北京时间 2020年 10? 30日起，在
中国上海，在黄浦江畔，前所未有的“烧脑”

72小时，参会人数创历届新高的 137位世
界顶尖科学家，用开放、理性、创新的科学之

光，为备受疫情折磨的人们重塑信心。

疫情之下
盛会规模创历届之最
“成功！”昨天 21时 56分，第三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组委会的工作群里，弹出最

后一场直播会议圆满完成的好消息，欢呼一
片！此时，窗外夜色已深。而在云端，采取录

播形式的莫比乌斯论坛“科学马拉松”，仍在
继续；直至今天零时，关于未来的种种脑洞、

预言和蓝图，意犹未尽。

35、65、137，这是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最强大脑”的出席人数。

26、44、61，这是三届论坛参会诺贝尔奖
得主的人数。

35、100+、200+，这是三届论坛两院院
士和青年科学家的到场情况。

一条高昂向上的曲线，是中国和上海科
学“朋友圈”不断扩大的最好体现。

然而，只有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工作人
员知道，这份数据有多么来之不易，尤其在

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一年很艰苦，国
际会议几乎全部变为线上或者推迟了。第三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能以线上和线下结
合的方式召开，离不开中国抗疫的成功和上

海的努力。”从开幕式起，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

恩伯格便反复而又真诚地表达这个意思。要
知道，这位以色列“国宝级”科学家非常重视

防疫，此前一直过着住所、实验室两点一线
的生活，甚至连儿子去探望他，父子两人都

是隔着窗户交谈。可为了此次论坛，73岁的

科恩伯格经历了 14天隔离，在 48小时里测

了两次核酸。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知道中国
为什么可以控制住疫情了。”

和科恩伯格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协会副
主席、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

维特。同样 73岁的莱维特克服疫情期间的
重重困难，来到上海现场参会。看到如此成

功的一届盛会，莱维特激动地感慨，14天的

隔离，值！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本已做好了海外

科学家统统无法线下参会的准备，但两位主

席都说，现场参会是他们的分内事，只要有
一丝可能性，都要努力去争取。“今年参会的
科学家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这是史无前例的全球顶尖科学家联

动，也是在疫情背景和复杂国际形势下‘科
学无国界’最有力的践行。”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秘书长王侯说。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在“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主题致辞

中指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
控制的情况下，有一个平台来持续有力地聚

集科学界的客观理性声音非常有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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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亮和余金权，分别是 2015年阿尔

巴尼医学奖得主和 2016年麦克阿瑟天才奖
获得者。两人在对话中讲到了上海吸引科学

家的原因，余金权觉得，上海就像剑桥一样，

是从事科学的梦想之地。“第三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能在上海成功举办，证明了这座城

市对科学的承诺。这份支持也证明，上海将会
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谢晓亮诚恳地说，“论

坛对上海、对科学、对世界，都是有利的。”

危机当前
科学界携手创造未来
历史上，上海就以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

开放姿态著称。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顶尖科
学家论坛上，各种最“潮”的“黑科技”无一缺
席。130余场顶尖科学家演讲，70余场物理、

化学、生物、医学、信息、数学等基础科学峰

会，还有人工智能、转

化医学、精准治疗、新材

料、新能源等一系列应用技

术峰会。基因编辑、气候变化、

脑机接口、量子科学、黑洞、引力

波、生物多样性、阿尔茨海默症……

几乎所有备受关注的科学前沿议题，都

在本次论坛上获得了充分的讨论。

科学，总能带给人们希望和力量，尤其

是在危机时刻。谢晓亮透露，团队找到一批
具有极高中和活性的新冠病毒优质抗体，

正在积极推进临床试验。
科学，总能带给人们世界的最新打开方

式。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斯坦福大学前校长
约翰·轩尼诗告诉大家，目前科学家正在积

极探索大规模神经网络数据中心，突破摩尔

定律的边界，为人工智能的更高智能寻找更
多可能。

科学，总能带给人们奇思妙想。2011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为大家算了

一笔“资源账”———同样作为蛋白质的来源，
牛肉的生产远比鱼类生产要占据更多的自

然资源，“所以多吃鱼吧！”
若要统计科学家口中的高频词，“开放”

和“合作”一定在最前列。科技共同体，正在
这座城市书写更多开放的美丽故事。钟南山

说，面对潜在和其他可能暴发的疫情，人们必
须摒弃分歧、共同面对。“这不是一般的漂亮

话，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切实维护的。”

“世界面临全新局面，科学家在创新
技术变革方面需要通力协作，而不是只把

彼此当作竞争对手。我衷心希望，在其他
领域的竞争不要在科学领域出现。”在接

受记者视频连线采访时，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副主席、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朱棣文认真地说，“如果我身边的朋友

能使用上海的大科学设施，那将是件非常
美妙的事情。”

而上海已准备好，以更开放的姿态、更
国际化的视野，搭建共享平台、迎接四方来

客、创造多赢局面。市科委主任、市外国专家
局局长张全告诉记者，上海将在生命科学、

天文、海洋、极地等前沿领域，积极参与并探
索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度

融入全球创新治理体系。

永不落幕
追梦科创从上海出发
72小时的科学“接力跑”，昨天成功跑

到终点，而很多梦想才刚刚起跑。

55位青年英才，55双闪着光的眼睛，聚

集在黄浦江畔。他们听到了罗杰·科恩伯格

“你们更要做的是质疑过去知识，找到通往
未来道路”的鼓励；听到了迈克尔·莱维特

“你们要学会犯错误，没有犯错误，就等于没
有努力”的建议；也听到了谢晓亮“夺取科学

技术的金牌，中国科学家仍然任重道远”的
冀望……

科学决定人类的未来，少年决定未来的

人类。每年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总会搭
建起少年英才和科学大师轻松活泼而充满

未来光芒的互动舞台。“科学家成为偶像，是
为了更好消除青年人对偶像的盲从，让他们

更多问为什么。”钟南山的这席话，让追着科
学家“求合影、求签名”的年轻人明白，这个

舞台的目的不是为了鲜花和掌声，而是追逐
星辰大海。

新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娅·盖
兹“爽约”了，原本她该出现在“时空涟漪”峰

会上。“诺贝尔奖线上颁奖典礼前，我的工作
激增。考虑到时间不足会影响学术演讲质

量，抱歉没能参与本次论坛的线上环节。”在
发给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邮件里，盖兹这

样写道，“线上典礼之后，我会和你们商讨后
续的参与事项。”

没有人会责怪这次失约，这是出于对科
学的尊重，更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永不落幕

的盛会。
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内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在论坛开
幕式上云启幕，科学家“天团”自此在上海有

了“家”。一卷蓝图徐徐铺开，世界顶尖科学
家社区将与新片区战略同频共振，充分依托

上海优势，面向“国际协同创新区”重大期

待，集聚全球顶尖国际组织总部、顶尖科学
家创新实验室基地，形成具有强大全球资源

配置能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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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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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伯格表示。

科学界最久负盛名的会议，大概要数索
尔维会议了。从 1911年的第一届开始，至今

仍未荒废。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经典辩论，便
发轫于最著名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那张集

齐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居里夫人、卢瑟
福、赫尔岑等的科学界“顶流明星照”至今仍

为人津津乐道。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已成功举

办三届，影响力“破圈”递增。未来，人们

谈论起这一系列顶尖论坛时，大概不会

忘记，在 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在

上海开了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烧
脑”盛会，特别理性又特别“燃”。

有一些关于科学的理想，在这

里萌芽；有一些改变未来

的创新，从黄浦江畔

启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