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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创意、交流思想……桌布论坛
上充满着自信、开放和专注

青年人在科

学研究过程中难

免遇到挫折，你

是失望沮丧还是

遇挫越勇？在昨

天“世界顶尖科

学家科学圆桌π：

生命科学或医学

前沿”论坛上，两

位诺贝尔奖得

主、两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会奖

得主与多位生命

科学大咖围坐在

“科学圆桌”谈笑

风生。话题并非

已 获 得 的“ 成

就”，而是青年研

究者们最常遇到

的“失败”话题。

“千万别惧怕

在研究中犯错。

如果重回20多岁，

我愿去重新经历

这样的失败，甚至

想要体验更多，去

探索更多未知的

科学领域。”顶尖

学者们甚至自曝

各自在研究中遇

到的失败“糗事”，

以此鼓励青年人

不要在遇到科研

“拦路虎”的时候

气馁。2023年顶

科协奖“生命科学

或医学奖”得主卡

洛琳 ·卢格说，回

顾一些实验失败

的原因，有时会觉

得“自己很愚蠢”，

比如，忘记添加某

些试剂、遗漏了

一个实验条件。“此时，需要从失败的实

验中汲取教训，从教训中获得新的科研

思路。往往，只要做出了合理的调整，就

会获得更好的实验结果。”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

莱维特认为：“如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

事，那么不太容易失败。如果你要去应

对富有挑战的有趣的事情，那么，必然

会遭遇失败。但这样的失败过程就是

探索与发现的过程，是一件非常酷的

事！”卡洛琳 ·卢格是2023年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就

任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在她看来，科学研究，就像淘金者不会

因为暂时没有收获而放弃，科学研究也

同样如此。大部分颠覆性的研究，都是

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因此，“科研

应该允许有犯错的机会，尤其对于青

年科学家来说，错误与失败都是值得被

拥抱的”。

但是，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敢于面

对失败，并不意味着“一根筋”。2013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2023年世

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

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兰迪 ·谢克曼

说：“年轻人不应该拘泥于做权威的

跟随者或满足于‘蹭热点’做实

验、发论文。科学的未知领域太

多了，年轻人应该做些不一样的

研究，做自己的主人。这样才

能推动科学的进步。”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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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的共享大厅二层，一面

巨大的科学家照片墙颇为引

人注目。墙上，中外科学家的

肖像照“星光熠熠”；墙边，年

轻的参会者们纷纷驻足拍照

打卡，与这些科学偶像合影留

念。这面墙不仅展现了科学

家们的风采，更用科学偶像的

榜样力量激励着年轻人，在其

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成为他

们探索科学的指路明灯。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顶科万花筒

一张张可供与会者随手写下思考草稿
的桌布，联结成2023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之一——桌布论坛。要说“随
手”，皮埃尔 ·德 ·费马随手写下的一条标注，困惑了
数学“最强大脑”整整三百五十多年。费马的“随手”
还包括一句话：“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真正奇妙的证

明，但是这个空白太窄了，写不下。”或
许是为了不让费马的遗憾重现，今年桌布
论坛的桌布足够大，让参与论坛的科学青少年
有了更多挥墨空间。围绕三大挑战性问题，在顶
尖科学家的引领下，一场激烈的“头脑风暴”上演。
在参与其中的众多身影中，记者注意到了三张笑脸。

■ 艾哈迈德 ·阿尔通（左）在交流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头脑风暴”中的三张笑脸

2 3笑脸
高中女生自信展现想法
系着长发带，穿着盘扣衫和马面裙，在昨

天“科学第一课”发言时，华东师大二附中的

高二姑娘应时萱就吸引了不少关注，流利的

口语表达、自信的笑容，同辈们都由衷为她竖

起大拇指。当天下午的桌布论坛上，姑娘还

是这样一身国风满满的打扮。“近代科学起源

于西方，而马面裙是中国传统服饰，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希望将更多中

国元素带到科学的舞台上。”她说。

应时萱所在的第一小组讨论了有关“未

来2.0计划”的挑战性问题——如何实现塑料

的循环利用，共筑可持续发展未来。姑娘说，

小伙伴们共想出三条解决之道，分别是物理、

化学及生物方法。其中，物理方法来自她的

思路。“我设想了PET迷你循环工厂，它将

PET或PE这些塑料包装通过热熔胶枪进行

熔融，将获得的塑料胶丝放到3D打印机中。”

姑娘解释道，“经过建模后，3D打印出一些再

制造产品。”应时萱说，这么做的优点是可以

原位进行循环再利用，减少了运输收集或大

型设备的成本；不过缺点也很明显：将大块塑

料熔融成小块的过程中，会产生微塑料。

“科学少年们在讨论的过程中，自己也在

分析和判断，哪些场景适用什么方式。在科

学探索的过程中，他们慢慢体会到世界是复杂

的，不能用单一维度或单一方法去解决问题。”

同组的科学家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雪峰

表示。他认真地告诉中学生们，不要过度“超越

年龄”，尽管从表面上看，超越和透支是美好的，

但实际上它不一定是正面的。导师们更希望

看到学生们的积极、努力、善良、认真、真诚，能

够开心地探索，这就已经成功了。

笑脸
外国学者直播分享喜悦
艾哈迈德 ·阿尔通绝对是个“社牛”，这是

他第一次造访中国，来华之旅，他全程直播，

向世界分享着他参与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

喜悦。“来上海之前，我对这趟顶科之旅充满

了期待，现实更充满了惊喜。”阿尔通说着说

着就笑了，“每个人都很友善，论坛的组织很

有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儿的年轻人

对科学全情投入。科学正需要‘集体智慧’，

需要一起探索、一起交流。”

他的祖父不幸患有2型糖尿病，阿尔通

曾向祖父许诺，自己会成为一名医生和医学

科学家。在他考入医学院没多久，祖父离开

了人世。不过阿尔通遵守着之前的诺言，最

终成长为一位医学领域科学家。

来上海之前，阿尔通也听说过顶科论

坛。在他的理解中，这不过是小规模的科学

家聚在一起。可来到顶科论坛永久会址后，

他发现自己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庞大

的科学家社群，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社群所

做的极具意义的事情”。

阿尔通告诉中国学生们，成为一名科学

家，前路漫漫；很有可能99%的探索都要以失

败告终，只有1%的发明才能造福人类。“成为

科学家必须有内在驱动力，我的驱动力来自

我的祖父，相信你们都有各自的驱动力。”他

说，“不过这没法教授，我更没法逼迫一个人

成为科学家。”

“欢迎来到上海！”在论坛现场，中学生

们热情迎接着远方的客人。阿尔通立即掏

出钱包取出名片递给其中一个男生，并说：

“也欢迎你来到我的国家土耳其，那儿景色

很美，学术氛围很开放！”

笑脸
爬上桌子描绘无限想象
第八组的讨论围绕“地球2.0计划”展

开——如何将火星变成人类第二个家园。

讨论前，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讲席教授葛

健提醒大家思考科学问题不要只会问什么和

怎么样，还要会问为什么。“好，现在的问题是

引力！”葛健大手一挥，同学应声在桌布上记下

关键词。在同组的材料工程学教授德里亚 ·

巴兰和葛健的启发下，中学生们很快在边边角

角写满创意。看着意犹未尽的大家，巴兰教授

鼓励身边的孩子：“大胆些，爬上桌子去写！”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刘栋

天利索地爬上桌子，埋头继续描绘起大家的

构思（见左上图 本报记者 徐程 摄）。画着

画着，男孩笑了起来，两手一摊回头问小伙伴

们：“是这样吗？还要补充些什么？”

葛健曾说过当考虑科学问题时，想到一

点后一定要再往下想一步。这样，就不只是

一次想法冲动，而是有了可以执行的基础。

“我们想把火星改造成人类‘新家园’，最好有

植物的存在。于是大家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

植物能在火星上生存。”刘栋天在论坛结束后

回忆，“火星上低温、干旱、高辐射，那就需要

找到能对抗这些恶劣环境因素的微生物，弄

明白它们不怕冷、不怕干旱、无惧辐射的机

制，之后把相关基因转入到理想植物中去，让

它获得可以在火星生存的本领。”不一会儿，

同组的小伙伴们完成了展示所需的纸板“涂

鸦”。巴兰教授招呼葛健与刘栋天一起合

影。站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前，所有人都笑

了。据悉，记录了全部思考轨迹的圆桌桌布，

在论坛后将进行特别展示，并由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永久收藏。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