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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i

几周前跟两个同事一起面试了一名助理教
授位置的申请人，来者是位年纪不大的金发
mm，名校毕业，目前在一家常春藤高校做博后。
当问到她为什么想来这里工作时，她说她的对象
已经应聘来我们学校工作了，所以她也来找工
作，而且如果找不到正式的位置，博后的位置也
可以考虑。我注意到她说“对象”一词时，用的是
partner，猜她的对象跟她是同性，但当时不好问，
便直接问她的 partner 做什么方面的科研。她介
绍的时候用了 she，证实了我的猜测。为了这个申
请人，化学系的系主任用邮件和电话向我们隆重
推荐了好几次，按惯例，招聘了一名 faculty，系里
是要尽量为对方家庭提供方便的，如帮助配偶找
工作。有意思的是，现在文化逐步开放，同性的配
偶同样也列入了“帮助范围”。

说到年轻 mm应聘，我想起多年前在上海交
大药学院工作时，有次开会讨论应聘青年教师人
选，我们学院有 3名男课题组长都争着要一名女
申请人当助手，他们各执一词，摆了不少专业对
口以及谁先联系等因素。我当时听得心里好笑：
都是瞎掰！真实原因是那名申请人在简历里贴了
张秀发飘扬的靓照。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那份

有靓照的简历也发给我了，但我老人家一看申请
信写得很“格式化”，就知道是“群发”，没必要跟
进。3 位教授争论过程中，有一人脑子反应比较
快，掏出手机跑到走廊跟申请人通话了，回来跟
另两位说，你们别争了，她已决定来我的组，不信
你们可以问。另外两人只得恨恨地作罢。当然最
后那位 mm还是没来，估计那张照片给她找到了
更好的位置。说到这里，有点感想：找工作投简
历，有张帅气或靓丽的照片事实上能加分不少。

除了年轻人找工作，学术圈内的牛人其实也
经常换工作。大牛们申请工作自然会露出些许霸
气出来，我们单位不久前邀请一个领域内颇有建
树的教授来申请工作，不论是学术还是个性，大
家都很喜欢他，有不少人跟他私交很好。但到了
谈具体条件时，这位老兄霸气“侧漏”地提出启动
经费不能低于两千万美元。他这一开口把我们全

村百姓都给吓傻了，哆哆嗦嗦地告诉他做不到，
并请他把经费数字提出个具体的使用方案。结果
第二轮商谈，他老人家性情中人，可能自己也觉
得有点离谱，开口时便抹掉了个零，变成二百万
了。乡亲们再接再厉，进一步狠劲往下压，压到无
可再压时双方化敌为友握手成交了。

几年前有一回我当组长，面试来我们学校申
请正教授位置的一位业内牛人。显然对方怕我们
不清楚他有多牛，在面试过程中侃侃而谈，说了
不少他过去的辉煌，滔滔不绝中还问了不少问
题。作为面试组长，我觉得局面有点失控，更像是
他一个申请人在面试我们几个教授，而且还不仅
仅是面试，简直是在给我们洗脑。我只得果断地
打断对方，提醒他回答问题须简明扼要。结果节
奏一改变，下面一个问题上他的回答出现了较为
极端的观点，我不失时机地逼上去，告诉他我个

人不认同他这样的观点，并说明了理由，然后请
他考虑一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其实是一个
“胜负手”，如果对方能够保持冷静，对不同的意
见给予一定的考虑或者至少是讨论一下，说明他
虽然资历很高，还是一个可能跟大伙儿合作共事
的人。结果不出我的预料，他老人家不屑考虑其
他意见，斩钉截铁地维护了他原先的观点。当然
这样的回答也准确无误地对外送出了一个信
息———这是个很自大的人！而这个信息跟业内对
他的负面评价是一致的。后面的结果无须多说，
面试小组每个人都投了反对票。

其实你再牛，坐在被面试者的位子上，还是
要全神贯注，不能“不拿村长当干部”。面试中
的很多问题，答案本身不那么重要，面试人员
是想听你对这一类问题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表
述的。一个人的思维和表述方法足可以显现出

他的品质、能力、工作潜质和工作方式，而这些
是面试小组希望在很短的面试过程中捕捉到的
最核心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试不是件容易的事。你
要在多则半小时、少则三五分钟的时间里判断出
候选人能否胜任这个岗位，但从技术上这是完全
做得到的。我从 1992年起开始面试别人，磕磕绊
绊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多是采用很随便的聊
天方式，顺着对方的回答问一些他不太会准备到
的问题，但是，我会把这些问题（有时是面试中的
“胜负手”）问得平常，申请人会在很放松的时候
显露出自身的特质来。当然反过来，当我坐上被
面试的位子时，也是一样，我自己能清晰地感受
到对方在普通（格式化）问题之外的暗藏杀机的
“胜负手”。而当这一刻到来时，不论是在谈话间
隙还是在饭桌上，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尽量
平静、自然地去应对，去展现一个真实的自己。如
果你的回答对方不满意，你知道那个位置恐怕也
不适合你；如果你的回答得到了对方由衷的认
同，说明你跟这帮人今后共事多半没啥问题，这
个位子如果你要的话，基本就是你的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面试
姻贾伟

著名的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原
ton，1643 年 1 月 4 日~1727 年 3 月 31 日），是
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
家和炼金术士。经典力学、万有引力定律、微积
分、光的研究使他成为“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
的人”，以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 100 名人排
行榜”中的第二位，仅次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
罕默德，位于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子之前。

牛顿不仅在科技方面具有远见卓识，一些
研究还表明：牛顿看上去是反对“三位一体”这
个基督教基本信条的。不盲从，是牛顿成功的
原因之一。通过实验发现自然规律，通过理性
概括和提炼发现的物理规律，并创造新的数学
工具以最终完成物理世界的统一图像，是牛顿
留给后人的巨大财富。

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自对开普

勒的行星运动定律的深层次加工和提炼。
1665 年和 1666 年间，一颗突然从树上掉下的
苹果，尽管没有砸到牛顿这位 23 岁的年轻人
头上，却使牛顿的大脑灵光一现：“为什么那
个苹果要垂直向下落到地面上？为什么它不
斜着下落或飞到天上，而是始终朝着地心的
方向？毫无疑问，原因就是地球在吸引它。”这
是 1752 年威廉·斯蒂克利出版的《艾萨克·牛
顿爵士生平回忆录》里的记载。这是后来广为
人知的牛顿被苹果砸在头上的最原始记载，
尽管那颗“肯特郡之花”的果实实际上并没有
砸到牛顿。

我们还是说说那颗苹果吧。它的品种为
“肯特郡之花”，这种苹果树结出的是一种梨形
的酸味苹果。果实绿色，可以食用，这种苹果的
气味闻上去很是香甜，这是我亲身的感受。

在牛顿的故乡伍尔斯索普庄园里，按照现
在的说法，该苹果树在 1816年被暴风雨刮倒
后断成数截。普遍认为那棵真正的牛顿苹果树
从此消失。英国人布鲁斯特在 1855 年写道：
“（1814年）树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枯萎，一部分
树干已经脱离树根。到 1820年，这棵树已经完
全腐朽而倒下去了。这棵树的标本后来由伊·
特纳小心地保存着。”

1998年英国约克大学的基辛博士在《当代
物理学》发表了《牛顿苹果树的历史》一文，认
为伍尔斯索普庄园现在的一棵苹果树就是当
初的那棵被刮倒后其主要树干重新生根发芽
而成。树木年代学、碳样本、基因指纹识别的证
据，证实这棵已持续生长 350多年的苹果树就
是当初的“牛顿苹果树”。它在 2002 年被伊利
莎白女王二世下令保护。

目前从牛顿庄园直接得到牛顿苹果树枝
条的只有少数的英国和美国等国机构，其中
大学 7 所，科研机构 8 所。如牛顿家乡的剑桥
三一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内布拉斯加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加拿大约
克大学，印度的校际天文学与天体物理中心。
它们种植的都是第二代牛顿苹果树。当前世
界上大多数牛顿苹果树差不多是第三代、第
四代。

生长在天津大学的牛顿苹果树也是第二
代牛顿苹果树，是我国唯一的第二代苹果树。
2007年春，伍尔斯索普庄园将“牛顿苹果树”枝
条捐赠给天津大学，并由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
的代表签署了有关文件，以证明天津大学的
“牛顿苹果树”的真实身份。

（http://blog.sciencenet.cn/u/zlyang）

六千年来人类在做什么
姻俞强

科普吧

牛顿苹果
姻杨正瓴 图/文

印
象

今年暑假和夫人一起来到儿子做
博士后研究的 MIT（麻省理工学院）
休假，并对马萨诸塞大学地球科学系
进行学术访问，领略世界顶尖大学哈
佛大学和 MIT的风采。因为，在我们
的国土上出现世界级高水平大学是我
的“中国梦”。儿子的住地位于 MIT所
在地波士顿地区查尔斯河北岸的剑桥
市，西北方向与哈佛大学接壤。剑桥市
依托两所世界名校“秀”出了她那现代
与古典交融的美，科学与技术融合的
耀眼风采。

漫步在 MIT校园，首先看到的是
见证学校发展历史的古老主楼。据说
主楼上镌刻的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全名是学校最早的校名标志。这座
古老的大楼即使在今天规模也算不小，入口大厅虽然
面积不大，但是空间大，彰显了她昔日的辉煌。

在大楼内部走廊上只有徐徐凉风昭示现代空调技
术带来的感受，其他依然保留了古色古香的美。例如走
廊地面虽显破旧，正门入口 3个门框锈迹斑斑的铜蓝颜
色显示着她往日的辉煌与华贵。东西向走廊两边部分实
验室采用透明墙装饰，让游人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复杂的
实验装置，加上一些墙上贴满各种信息广告，让人感受
到遨游在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海洋中。以这座大楼为
起点，自大门正前面向西为运动区，包括标准田径场和
各种球类场地。从学校主要建筑分布图可以看出，整个
校区布局并没有国内一般大学建筑的“中规中矩”的东
西或南北朝向分布模式，似乎显得比较“凌乱”和“没有
章法”。许多实验大楼分别围绕几个草坪分布，在一些草
坪上矗立多座展示现代科学技术或抽象艺术的雕塑，显
示这座世界顶尖科学技术大学的特色和雄姿。

我首先参观儿子所在的世界顶尖计算机科学与人
工智能实验室（CSAIL）所在的 Ray and Maria Stata
Center大楼。他刚到 MIT就给我发来过这座大楼的照
片。从此，我就对这个外形怪异的大楼充满好奇，想亲
眼见识一下这座大楼的芳容。儿子的住址位于 MIT校
区，距离 CSAIL 大楼很近，所以，这次一来到波士顿，
适应时差变化还处在恢复过程的第二天就来到 CSAIL
参观，也到儿子办公室坐会儿。这座楼不仅外部形状怪
异，而且内部结构非常独特。楼内没有我们常见办公楼
的长方形办公室，很多办公室内部结构不同，形状各
异，三角形、梯形，任意形状办公室比比皆是，楼层之间
也是错落有致，别有韵味。据说，有人调查表明，人们在
一个不规则空间中工作不易疲劳，有利于集中精力思
考问题，这个观点是否确实不得而知。我们国内几乎所
有办公室形状都是正规四边形状，并以长方形居多。
CSAIL 楼内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笔直走廊”，因为楼
内到处是开放办公环境，楼上楼下四通八达。好像只有
教授和博士后才有封闭（有门）办公室。这座外形与内
部结构怪异的大楼建成于 2003年，属于 MIT 少数几
个外形结构独具特色的大楼之一。

在 CSAIL 所在大楼封闭与开放式办公空间中，还
有一个独特风景，就是所有办公室和一些开放空间的
墙上随处可见挂有可供书写的白板。儿子说这些白板
供学者们之间随时随地交流时用，他们称为 MIT 的
“白板文化”。因为，在有的口头交流中涉及到数学公式
或图形，口头表达不甚清楚，需要在白板上书写表示，
这种随处可见的白板为提高交流效果提供了极大便
利。另外一个独具特色的传媒大楼也很另类，内部实验
室几乎多数为透明结构，甚至连小型报告厅和会议室
临走廊的一面墙也是透明的。这种内部实验室和会议
室的透明结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技术和设计理念，与
之崇尚的自由开放科学研究理念有关。这种现象区别
于我们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筑那种习惯于封闭研讨
的环境与理念，加深了我对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之
上”的科学研究理念的理解，它充分体现了一个世界顶
尖大学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一
概抹杀“外在形式”蕴涵的深刻含义。

众所周知，国内大学大多数属于封闭式学区，开放式
不多，我参观过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校区是湖南大学。然而
国外大学大多数为开放式校区。因为有的大学院系之间
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例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MIT
校区建筑物相对还比较集中，但也是完全开放，没有一个
将学校象征性圈起来的围墙。因此，你看不到 MIT学校
大门标志。然而，我在 CSAIL大楼一个墙根下不起眼的
地方居然看到用高档反射合金材料做成的MIT标志。这
个标志只有 1米左右高，三个字母总宽度估计也不会超
过 3米，是游客见证 MIT标志唯一的地方。这样重要的
标志居然位居那样不显眼的地方，似乎体现了 MIT处事
低调的风格，不事张扬与潜心学问的品质，它成就了
MIT在世界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领域不可动摇的领先
地位。在我内心深处，MIT给我的总印象是：大气而不华
贵；宁静而不浮躁；抽象而又现实；高雅而不轻浮；朴素而
不华丽。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书生 见e

最近有几个电视节目很好看，探讨人类的
起源、人类的文明、社会制度。其中一个叫做
《古老的世界》的纪录片，讲的是人类文明史，
讲 6000 年前人类最早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6000 年来文明是如何经历着兴起和毁灭的循
环。故事讲述了几个人类早期的文明古城，其
中有一个是 4000 年前青铜时代的卡尼什古
城，即现在的土耳其。当时的卡尼什古城商业
发达，卡鲁姆商人在此来来往往做生意。4000
年后，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当时卡鲁姆商人
的一些家信，读起来颇有点意思。

有一个妻子写道：“你走的时候，把家里的
银子都带走了，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子

儿也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家里
空空如也。你还总是写信向我抱怨什么。这种
状况我们只能互相抱怨。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你最好赶快把你卖布赚的钱寄回来，让我们能
买一些粮食充饥。”

另一个妻子写道：“你离开的时候，隔壁阿
姆已经买了一个房子，现在他又买了一个。而
我们一个也没有，再这样我就活不下去了。”

如果我在街上捡到这样的信，我会以为
是今天内地的妻子写给在深圳闯荡的丈夫的
信。想不到在 4000 年后的中国，我们仍然面
对 4000 年前人类面对的问题。这 4000 年来
人类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令人眼花缭

乱，人类对于物质的认识已经大到宇宙，小到
夸克，然而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基本
问题，却一筹莫展，认识和思维没有丝毫的进
步。6000 年前的社会问题今天仍然存在，今天
人类解决社会矛盾的终极方法也仍然和 6000
年前一样：武力和战争。人类这 6000 多年都
在干什么？人类的文明发展为什么这么畸形？
物质文明已经上了天，精神文明却仍在原地
踏步。

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这
个问题，大概永远想不出答案。但是如果从文
化生物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比较清楚。文
明的发展是以认识为基础的。6000 年来人类

对物质的本质已经认识得很清楚，在此认识
基础上的工业发展自然迅猛。而人类对文化
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以文化认识文化和解
释文化，而没有认识到文化的生物本质、文化
的生物学基础、文化和基因的关系、文化和生
物化学反应的关系、文化和大脑结构的关系。
没有认识就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发展。
只有对文化的本质和形成的原理认识清楚
了，文化的发展和精神的文明才有可能，才有
正确的方向。

科学需要走进文化，文化生物学是人类精
神文明、世界和平的希望。

（http://blog.sciencenet.cn/u/qyu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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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牛顿苹果树
荨天津大学牛顿苹果树全貌

▲牛顿苹果树上的果实

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http://blog.sciencenet.cn/u/zlyang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http://blog.sciencenet.cn/u/qyu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