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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于我们临港片区高校的许多年轻学

子来说，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幸运

的事！”金敏说，“回顾第一届、

第二届论坛，我觉得，对于绝大多

数本科生、年轻的研究生来说，顶

尖科学家们在论坛上的发言，仍是

相当艰深的。”

作为年方不惑的教授，金敏以

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于今年 7 月 31

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

（Science）在线发表了重要研究成

果——发现具有超常塑性的二维结

构 InSe 半导体单晶材料等。这是上

海电机学院一次非常大的突破——

首次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高水平

论文。然而，即便如此，金敏仍称，

自己对来参加顶尖科学家论坛的科

学家们的研究项目，除了石墨烯等

自己接触到的专业领域之外，绝大

多数是不懂的，堪称隔行如隔山。

但年轻人参与到顶尖科学家论

坛中，首先满足的是一种崇拜感的

释放。来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的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

沃尔夫奖、拉斯克奖等的得主们，

对于临港片区高校的学子来说，原

本只在媒体报道上见过，是自己心

中的“神”。因为有了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让同学们距离他们是那

么近。

2019 年第二届论坛，位于水华

路 300 号的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区

的图书馆成为分会场之一。金敏教

授获得论坛现场的入场券。很遗憾

因为课时安排的原因，他要上课，

无法全程在现场。于是，他提前将

入场券拿到课堂上，问有哪位同学

有时间去听。没想到，大家纷纷举手，

最后只得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这张

入场券归谁。“我知道获得入场券

的这位同学一定听不懂那场论坛主

要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是搞材料的，那场论坛主要是讲

计算机领域的问题。但我觉得，这

并不妨碍这位同学对论坛的心驰神

往。”金敏说。

“这辈子，能在大学求学阶段，

见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什么比

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吗？”有同学如

此表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举办

三年来，着实拉近了沪上年轻人与

世界顶尖科学家之间的距离。譬如

今年将在线上参加论坛的诺贝尔化

学家得主伯纳德·费林加（Bernard 

Lucas Feringa），去年 5 月就曾在华

东理工大学与青年学子开展了一场

对话。这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交流，

而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的多次参与者，与年轻

人在一起感悟国际合作下的科研魅

力，一起追逐梦想的学术精神。当

时有华理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学

生问费林加：“您能和我们分享一

下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的心情

吗？”

费林加答：“我觉得应该可以

向周围的人炫耀了，但却在电话里

沉默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挂

断电话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

是让刚刚讨论的学生回来，继续被

电话打断的课题讨论。”

还有同学问：“您成长于农场，

这对您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

的作用？您为什么选择化学作为研

究方向？”

费林加答，自己出生在一个很

小的乡村，12 岁之前，从来没有离

开过家乡。他说：“我有个很大的

家庭，在 9 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

第二。我非常喜欢化学，喜欢合成

新的化合物，漂亮的晶体，甚至是

令人难忘的味道。”费林加当时还

鼓励同学们：“即使你出生在贫困

的家庭或是境遇不好，你也要努力

追随自己的内心和天赋，把握好机

遇。”

在金敏看来，年轻的本科生、

研究生，往往会对“诺贝尔”三个

字有种盲目崇拜，感觉“了不起”，

然而究竟怎样了不起，却未必说得

出个所以然。像他这样年纪的一些

高校教师，又往往会觉得“诺贝尔

奖跟我有啥关系”或者“我的学术

水平距离诺贝尔奖太远”。而当大

家近距离接触到这些顶尖科学家后，

会发现，他们在研究领域以外，其

实也是一如你我的普通人。他们有

自己的情感世界、喜怒哀乐。甚至

也会遇到未必是自己擅长解决的生

活中的矛盾、麻烦。

“我知道，譬如在斯坦福大学

的校园里，一些老教授们往往还是

平易近人的。他们愿意和年轻人——

研究生甚至本科生攀谈。”金敏告

诉记者，“我也曾在国内顶尖高校

近距离观察一些国外来做学术交流

的顶尖学者，发现他们在茶余饭后

大多愿意和师生交流，话题则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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