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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永远在路上

分 子 马 达、 纳 米 车、 分 子 机

器……对于很多人来说，费林加做

的研究听上去像是科幻片，距离日

常生活依然遥远。

事实上，基础研究到现实应用

从不会一蹴而就。费林加最为头疼

的问题之一，就是经常被问“你的

研究有什么用”。

“现在的分子马达，相当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电动马达，那时的研

究者仅仅在实验室里展示各式各样

的旋转曲柄和动轮，丝毫不知这些

东西将导致洗衣机、风扇的诞生。”

费林加相信，通过不同学科的协力

与合作，能铺就未来发展之路。

费林加畅想，现在，分子马达

和分子车已经可以做出旋转、平移、

推动这样精彩的运动，50 年后，它

们或许会迎来实质性应用，那时将

做得更多、更好。

比如在医疗领域，分子机器可

以进入人体精准靶向递送药物，为

癌症治疗提供助力；在材料领域，

分子机器可以制造能够进行自清洁

和自修复的材料；在计算机领域，

分子机器可以成为信息的存储单

元……

“怎样创造未来、解决人类现

有困境？分子纳米技术可以提供一

种路径，其他学科也有自己的路径，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智慧和努力

结合起来。”费林加的团队和合作

对象中包括许多不同国家、不同专

业的学者，他也正通过学习，与不

同学科对话交流，激发更多研究灵

感。“科学的旅程是一场冒险，对

于年轻人来说，保持好奇、勇于探

索是最重要的。”

对于青年学子，费林加总不吝给

予最热情的鼓励，同时不忘建议，学

术研究行稳致远的诀窍，需要“两条

腿”走路，而不能“单脚跳”——一

方面，致力创新突破，争取得出开创

性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在自己熟悉

的领域做些研究，为自己积攒学术声

誉，提高学术能力。“这样一来，即

使遇到失败也有缓冲的余地。”

“有人说，你得了诺贝尔奖，

不需要再学习了。”

费 林 加 则 表 示：“ 不 是 的，

当 我 们 想 要 制 造 智 能 药 品（smart 

medicine），就要和生物学家、临床

医生合作，我需要了解他们的知识。

我们相互学习、相互欣赏，这极其

重要。” 

正如几年前，他专门买了本细

胞学的书，1200 页，像个大一新生

一样从头学起，一步步理解并实践着

偶像达·芬奇在 150 年前说的那句名

言——“当自然完成了对它的物种的

生产的时候，人类就要开始在自然的

帮助下创造无限的种族和物种。” 

从大学毕业后，费林加在产业

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大

学任教。他说，自己一直记得自己

的导师汉斯·温伯格的名言：“希

望每一个孩子在他的一生中，都有

一个能让他变得与众不同的好老

师。”所以，他也乐于和不同年龄

段的学子保持密切的交流。“教育

不应该是重复，而应该让学生通过

做各种丰富的实验、在实践中学习，

让学生在对世界的探索中学习。”

 “未来需要靠年轻人来创造，

我花时间和青少年交流，不是为了

现在，而是为了未来——为了他们

能在将来更好地塑造这个世界。”

费林加说。（殷梦昊、张菲垭、刘

栩含对本文亦有贡献）

伯纳德·卢卡斯·费林加

　　1951年出生于荷兰，有机化学家，主要从事分

子机器与有机不对称催化等领域的研究。2016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包括费林加教授在内的三位科

研人员，以表彰他们在分子机器领域做出的贡献。其

中，费林加教授设计并合成了一个能定向旋转的分子

马达，完成了分子机器领域研究的关键一环，从而引

发“分子革命”，将化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维度。

　　目前，费林加是范特霍夫分子科学名誉教授，荷

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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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费林加的科研

团队汇集了 13个国

家和地区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