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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科诺奖得主
有缘的上海，受到启发
也有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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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黄金周”前后，讨论

诺贝尔奖成果和科学家，再正常
不过了。

可喜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
们对“陪跑”科学家少了调侃，

多了尊重； 大家更关注成果本
身对人类前进的意义， 也开始

了解女性科学家和基础研究。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这
是外国的奖项， 和我们有什么

关系呢？

所以，究竟该如何正确“打

开”诺贝尔奖呢？

先来简单说说怎样才能获

得诺奖？ 首先，你得获得提名；

之后， 诺贝尔委员会将邀请世

界各地的专家负责撰写被提名
者的评估报告。 诺贝尔委员会

对这些报告进行讨论和审核，

审核过程不对外公开， 每一年

的提名和选拔信息会被保密 50年。 大多
来自独立机构的所有委员会成员必须达

成一致以后， 才能确定最终的得主。 不
过，这一切的前提是：科学家的成就能不

能符合诺奖的评选标准。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明确

表示，诺贝尔奖应该发给那些“为全人类

最大利益作出贡献的人”。 这暗示了，得
奖者的成就不仅要影响某个领域， 还得

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

归根结底， 诺贝尔奖是一项科学奖

项。 不妨让我们用对待科学的态度来对
待它：怀有好奇心、尊重实证、批判地思

考、对变化世界敏感……对待诺奖，我们
还需多一些认识， 更多去读取它的科学

意义。 若对诺奖不屑一顾，那恐怕只能做
井底之蛙；走向另一个极端，又未免过于

神话。

有道是，“内行看门道”，科研工作者

或许可以从诺奖成果的研究历程中找到
前进方向或是突破灵感；“外行看热闹”，

大众如果觉得触觉受体、 不对称催化反
应实在“高大上”，不妨了解下诺奖得主

的传奇人生，有很多励志的故事！

对了，如果你的孩子许下“要拿诺贝

尔奖”的宏伟志向，别嘲笑也别否定，但请
温柔告诉他/她，想要得到诺贝尔奖，就应

该把目光放在如何为人类做贡献上。科学
真正的回报，来自于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

在改善世界、帮助他人，至于诺贝尔奖嘛，

锦上添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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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诺奖得主名单里，真锅淑郎的

名字再次引起了大家对“邻居”的关注。
加上他，21世纪以来，已有 20位日本或

日裔科学家斩获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说起来，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和二

十年前颇有“缘分”———2001年诺贝尔
化学奖就曾颁发给手性催化氢化/氧化

反应。当年的得主野依良治点评说，由

于合成化学家的持续努力，某些人造催
化剂现在可以与天然催化剂的功能相

媲美，甚至超越。值得一提的是，戴维 ·

麦克米伦曾获得 2017 年野依良治奖，

该奖项专门表彰在不对称合成化学领
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化学家。

野依良治是WLA执行委员会成员，
也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学省

下辖大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前所长。

在他看来，保持研究人员的科研独立性
并实施持续性评价，将产生重要影响。

野依良治表示，近年来日本所获得
的诺贝尔奖是过去科研活动领先的印

证。他指出，年轻人不拘一格的创造性
思维以及乐于与他人合作的特点，正是

创造力的源泉。作为创造未来的主力
军，应该给年轻人提供足够的机会。

对此，迈克尔 ·莱维特也持相同观
点。“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应该给年

轻人更多独立性。”他表示，“对于科学

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
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

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
本报记者 郜阳

   北京时间 10月 4日至 6日，2021 年诺贝
尔奖自然科学各奖项陆续开启“盲盒”：生理学
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位发现人类如何感受温度和疼
痛的科学家；物理学奖对“复杂系统研究”青睐有
加；化学奖则表彰了两位科学家为发展“不对称有
机催化”作出的贡献。

各项大奖“名花有主”，科学界既有“实至
名归”的祝贺，也有“爆冷”的惊叹———毕竟，
今年的奖项与不少预测大相径庭。不过，
“冷门”“边缘”的背后，是再“热门”

不过的方向：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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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

德国科学家本杰明 ·利斯特和美
国科学家戴维 ·麦克米伦，以奖励

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催化”领域中
的卓越贡献。两位新科诺奖得主

都与中国有着不小的缘分———在
利斯特实验室完成深造的中国博

士后有 20多位，而麦克米伦的实

验室里也先后接收过十多位中国
博士生和博士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剑是本
杰明 ·利斯特第一个来自中国的

博士后。他介绍，利斯特教授对中
国文化情有独钟，会打太极拳，还

喜欢品尝中国白酒。在周剑眼中，
这是一位思维很活跃的科学家，他追求原

创和顶级的工作，也经常鼓励学生。“他 50

岁的生日是在上海的浦江游轮上度过的！”

周剑回忆。2018年他邀请本杰明 ·利斯特来
上海讲学，顺便把他在中国的学生都召集

到上海，一起为导师过了一个生日。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科

研人员的记忆里，本杰明 ·利斯特非常随

和。疫情发生前，他经常“空降”有机所园
区，或来面试学生、或与同行交流进展，而

他也钟爱食堂的红烧肉，这上了利斯特来
有机所的“必吃榜”。

戴维 ·麦克米伦也曾做客中科院上海
有机所。就在前不久，他还为所里的学生举

办了一场线上讲座。该所研究员左智伟是
麦克米伦教授的博士后，“过去，他差不多

每两年会来一次中国，在美国他也会每年

带学生到家里聚会一两次。”他说，“教授为

人处世都很随和，但对化学则特别严格。”
需指出的是，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关注的

有机催化领域，我国科学家同样做出了不
少突破性工作。活跃在该领域的多位专家

学者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在不对称催化方面
的发展水平可以说与国外“旗鼓相当”。

基础研究往往是“意外”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对

我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具有开创性贡
献”的三位科学家。记者从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WLA）上海中心获悉，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WLA 副主席迈

克尔 ·莱维特在获悉后非常开心，因为
他本人的获奖研究也是“复杂系统”。

“八年前，我因‘为复杂的化学系统

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诺贝尔奖。这与
乔治 ·帕里斯教授的获奖研究之间有着

很好的联系。”他透露。在莱维特等人之
前，计算机难以模拟复杂化学反应，原

因是：化学家使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
它可以模拟真正的大分子，但无法模拟

化学反应；或者使用量子物理学，但它
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因此只能对小分

子进行。莱维特等人开创性地将经典物
理学与量子物理学结合。由此，科学家

可以使用计算机揭示复杂的化学反应

过程，例如绿叶的光合作用等。

很多人发现，今年诺贝尔奖自然科

学各奖项对基础研究“偏爱”有加。“什么
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

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 ·莱维特表示。
他打比方说，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

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一样———斯里兰
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

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

很珍贵的东西。而基础科学的成果，往
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

“为什么所有国家都需要基础科

学？”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人们怎
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

经济领域。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
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通过对诺奖得主的分析，迈克尔 ·

莱维特认为，卓越的成果需要充足的研

究支持；同时，5人规模的小团队更合适

开展研究，“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
会工作在 20个人的团队”。

科学研究要“趁早”

世界顶科论坛会址 明年9月建成启用
    本报讯（记者 郜阳）日前，随着一根
长 18米，重 21吨的屋面大跨度钢梁安装
就位，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会址项目会议

中心钢结构顺利封顶。
据了解，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

址是国际创新协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项目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合作交流平台。顶科会议中心将以顶尖科

学家需求为核心，以“世界级的新时代重
大前沿科学策源地”为定位，着力打造国

际领先的科技策源地、联通世界的科学创
新港、聚智全球的科学组织基地、机制灵

活的离岸创新区。
未来，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将与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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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

源、新材料、量子科学等世界科技前沿领
域，将“最先一公里”优势转化为“最后一

公里”的发展动能，并预计将于明年 9月
建成并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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