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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约的日子，总是洒满了阳光，东海之滨滴水湖畔，科学的声音将再次回荡于这片创新的热土。

今天晚间，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小科学家”与“最强大脑”的科学第一课中拉开大幕。 之后几天，包括 68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 131位世界顶尖科学奖项得主、 数十位中国两院院士、132位顶尖青年科学家将跨越时空的阻
隔，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来赴与上海、与科学的秋日之约。

四年前，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次造访滴水湖，理性的声音让人深深沉醉。

四年来，未来之城一次次拥科学入怀。

秋色正美，丹桂正香，“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向着永恒的主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再次出发。

追梦 你值得拥有
首先来赴约的，是朝气蓬勃，充满梦想的年

轻人们———

上海中学国际部的高一姑娘程天葭，对生物
有着浓厚的兴趣，她通过基因剪切，研究了自噬

基因 Beclin1与涡虫干细胞再生之间的关系，她
觉得每一项小研究，都是向未知踏出新的一步。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一男生余泽

玮，因为家中长辈意外跌倒受伤，开发了独居老
人语音监护系统。在他看来，在思考和研究中洒

上创新的火花来解决脑袋中的一个个小问号，是
最有意义的事。

两人都通过了科学 T大会直通赛的考验，将
现场聆听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2013年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和 2001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卡尔 ·威曼的授课。还有不少“别

人家的孩子”也在线上海选和直通赛中脱颖而
出，为自己赢得了一张与大师面对面的门票。

有摄影师曾定格了这样一个画面：迈克尔 ·

莱维特双手托腮，目不转睛盯着舞台，台上，稚气

未脱的女孩描绘着心中的科学梦。这是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与中国青少年之间的约定。让这份约

定永远生效的，是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扶持青年

成长的责任和追求。

还记得四年前，14岁的初三女孩谈方琳成

为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小嘉宾，是参加论
坛的“最年轻科学家”；2019年，高三姑娘胡诗成

在参加完论坛后，又受邀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

尔奖颁奖典礼，让人惊叹“后生可畏”；去年，带着
“蛇形机器人”来到论坛的高中男生郭秦菘酷酷

地展示了自己的成果，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人生

路上，总有几位引路人终身难忘。世界顶尖科学
家协会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

恩伯格大学期间从文到理，就是因为选修了启蒙

老师的化学课；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 ·谢
赫特曼经常告诉别人，他的科学之路是从爷爷送

的放大镜开始的……
“你没有犯错误，就等于你没有努力。”“你们

要考虑为未来的 40年做好定位，而不是着眼于
过去的时光与经验。”“学生并不需要特别尊重我

们的意见，孩子们要找到自己的路。”参加过科学
T大会的少年们把这些寄语刻在了脑海中，未来

的某个科研瞬间，或许将是打破桎梏的那道光。
科学决定人类的未来，少年决定未来的人

类。以少年之名，赴科学之约。中国的年轻人，准
备好了！

未来 仍壮心不已
坚持来赴约的，是关注人类命运，试图拉直

更多问号的“最强大脑”们。

有张照片堪称最火，吸引全球目光，凝结人
类合力；有种粒子重要而神秘，科学家苦寻半个

世纪，终在科学“地球村”现身。猜出来了吗？前者
是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后者是希格斯玻色子。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全

球开放、协同创新成为一种必然。来到第四年的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始终传递着中国以科技创

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能通向何方？人类破译生

命密码、突破生命极限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可以
预测下一次流行病吗？当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

挑战还有很多，新冠疫情更凸显了人类在自然面
前的脆弱。面对人类发展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可

能，已经荣誉加身的顶尖科学家们选择了“再出
发”，携手面对新的问号———

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迎来了一位“新
朋友”：碳大会。细心的人们发现，今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首次授予了气象学家。全球变暖等气候
变化因素，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之
一。预计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这种威胁还将

进一步扩大。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
么能够停滞不前。科学家们将拿出专

业和可操作的建议与行动方案，在促进社会发展

和生态保护间找寻平衡。
当然，“老朋友”也一直都在。“莫比乌斯论

坛”自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设起，就自带
高光。“最强大脑”们围坐在形似“莫比乌斯带”的

圆桌旁，畅谈未来，也反思过去。纳米技术运用到
人体上，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经济学和神经学联

手，能否解开人们“买买买”背后的奥妙？有没有这
样一台“超级相机”，能看到化学反应里每个分子

如何“交流”？大胆的预言，让听众大呼过瘾，也更

让大家明白：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爱德

华 ·莫索尔是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常客。他道
出了自己心中论坛的重要意义。“论坛成功地把

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对社会
有重大意义的话题。”他说，“除了分享我最激动

人心的经历，我也聆听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演讲，
这扩大了我的视野，让我每次都能带着新想法满

载而归。”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 ·谢赫特曼同

样陪伴着论坛的成长，也见证着它的发展。“它已
经成为了一场目标明确、组织有序的盛会。”谢赫

特曼表示，“当今世界都在和健康、经济和全球变
暖等问题做斗争，我们都明白，唯一的解决方法

来自科学、来自科学家。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就是一个提供方向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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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 更美创新高地
若要选出前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高频

词，相信很多人都会投给“基础研究”。第二届论坛

闭幕时，曾发出了《上海倡议》，其中第一条就是
“必须重申我们对基础科学这个社会的变革性源

泉的关注与强调”。
基础研究，四字千钧。在创新链上，最先一公

里越深，最后一公里越广。“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所有与会科学家都致力于推广基础科学。人类未
来将面临很多难题，基础研究可能是唯一的解决

途径。”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 ·科恩伯格
曾这样表示。

在顶尖科学家们看来，坐上基础研究的漫漫
冷板凳，让自己保持火热的关键，是好奇心。“不

要老想着直接解决难题；相反，我们更应该追求
对自然的好奇心，解决方案将随之而来。”这是科

恩伯格的经验；“我一直问自己和大家的问题就
是，我们如何能够包容足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

风险，支持人们做各种科学探索？我还没有找到

答案。但要避免的是，让困难消耗了我们的好奇
心。”这是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里 ·巴里

什的告诫。
这些声音，“东道主”听见了！并且，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对于创新“最先一公里”

的重视。就在这个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基
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设立“基础研究

特区”对申城具有基础研究显著优势的高校和科
研院所进行长期、稳定、集中支持，并在管理机制

上，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引导科研人员潜心

研究、精深发展。更早些时候问世的《上海市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

则提出，到 2025年，上海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
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比例达到 12%左右；

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将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建

成……
事实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是上海这座城

市尊重原始创新、追求前沿科学、重视国际合作，
包容青年才俊的一道缩影。在向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创中心进军的路上，标志性原创成果竞相涌
现，世界级科技设施迅速集聚，前沿性研究项目加

速开花结果。因为科学，上海也一次次吸引世界的
目光。

为了让“最强大脑”们在上海找到归属感，世
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在第三届论坛的开幕式上云

启幕；而当下，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永久会址也在加紧建设中，或许明年论

坛，顶尖科学家们就能在滴水湖畔看到一个

新的“家园”。

有梦，有光，看那最灿烂的科创之

星，在东方！

■ 第四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
今起在滴水湖畔
拉开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