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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题。”

从 2001 年 到 2007 年， 短 短 6

年时间，他领导团队连续 3 次登上

《科学》杂志，发表重磅科研论文。

例如，在 2005 年，郭爱克在国际知

名期刊《科学》上发表了关于果蝇

跨模态学习记忆的研究论文，引起

了学术界的轰动。这项研究不仅证

明了果蝇具有跨模态学习记忆能力，

还为人类理解大脑学习记忆机制提

供了新思路。

18 年后，2023 年英国一个非常

著名的实验室，用与郭爱克 2005 年

果蝇跨模态协同共赢的实验范式和

逻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重

要论文，进一步阐明了果蝇跨模态

的分子和细胞机制。他们引用了郭

爱克院士的工作。“他们的发现不

仅证明了我们 2005 年工作的发现，

同时还把我们的工作往前推进了一

大步，这就使得我更感觉到科学的

魅力，一些科学家做了开创，后续

的科学家在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科学家之间的互相成就让我特别激

动。”

做最好的自己，不虚度年华

在谈到对年轻学子的寄语时，

郭爱克院士显得尤为深情。他回忆

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特别提到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俄罗斯

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这

部书让他深刻认识到，青年人不要

虚度年华，不要躺平，不能碌碌无为，

要不断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面对当今社会上“内卷”和“躺

平”的现象，郭爱克院士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他认为，无论选择哪条

道路，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好工作，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轻易放

弃。他鼓励年轻学子要勇敢面对生

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找到适合自己

的发展方向，并为之不懈奋斗，“业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在谈到科研评价体系时，郭爱克院

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当前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且不科学，

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认

为，当前的评价体系过于注重论文

数量和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而忽

略了科研工作的实际贡献和创新性。

这种评价体系容易导致科研人员追

求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价值的现象。

他强调，科学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

表了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而

在于解决了多少重要的科学问题，

有没有创新性。我们应当注重从 0

到 1 的贡献，从源头的创新。他希

望管理部门能更加理解科学本身的

规律，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加宽松

和有利于创新思维的科研环境。

尽管已经 84 岁高龄，郭爱克院

士依然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带学生、

作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日程排得

　　好的科

学研究，一
定要有好的
哲学思维牵
引。中国学
者在这方面
是 有 优 势
的。

满满当当。当被问及如何保持如此

敏捷的思维和旺盛的精力时，他笑

着说：“我每天都在想事儿，脑子

一直在用着。”

郭爱克院士表示，他每天都会

关注新发表的重要文章，了解最新

的研究进展和亮点。即使有些文章

篇幅很长，他也会花上几天时间去

仔细研读。这种不断学习和思考的

习惯，让他始终保持着对科研的热

情和敏锐度。

在谈到中国脑科学研究的现状

和未来时，郭爱克院士显得非常自

信。他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在脑科

学和类脑研究领域的队伍相对较小，

但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例如，

在灵长类动物研究、脑功能图谱绘

制、表观遗传学等等发挥了领跑作

用，中国科学家利用自身优势取得

了重要成果。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脑科学研究将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他说，好的科

学研究，一定要有好的哲学思维牵

引。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在采访的最后环节，我们提到

了最近社会上热议的安乐死话题。

郭爱克院士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敏

感且复杂的问题。从生命本身来讲，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决定权，但

是人是有社会性的，从伦理和社会

观念上来看，在当下，安乐死并不

容易被接受。

对于那些处于极端痛苦且无法

挽回生命的患者来说，如何让他们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持尊严和安详

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同时，郭爱克院士也强调了生命质

量的重要性。他鼓励每个人都要珍

惜生命，敬畏生命，努力活得有质量、

有意义，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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