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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掠影

十多年来践
行着生活美学，刘
悦笛坚信：“我们
要的，并非生活的
美学，而是审美地
生活! ”

一周人物

从飞机的复合材料，到水下舰艇的力学问
题，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研究员段
慧玲的研究方向可谓“上天入海”。

这位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
得者这些年来成就斐然———她在表面弹性力
学理论、非均质材料力学和物理性能的预测、
纳米尺度弹性理论、薄膜异质结构力学等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果；她还发展了纳米尺度的表面
弹性理论和复杂形貌表面应力理论，建立了预
测具有多种界面效应的复合材料等效力学性
能和热传导性能的细观力学框架，在国际上得
到很好的评价和影响。

鲜为人知的是，段慧玲曾经是一名石油系统
的工程师。从工程师到科学家的华丽转身，这在
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她追求挑战的性格。“生命
的精彩，就在于不断探索未知的事物。相较于工
程问题，我更加喜欢基础研究。”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段慧玲这样表示。

华丽转身

神奇的大自然总是源源不断地馈赠给人类
智慧和灵感，就像所有的蜂巢都拥有统一的建造
角度和模式，正六角形房孔、相邻的房孔共用一
堵蜡和丝制造的墙、孔底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
组成———这不仅非常节省建筑材料，并且具有极
佳的结构稳定性。

在精巧的蜂窝结构启示下，2005 年，全球首
架全复合材料飞机就使用了蜂窝状的碳纤维层
合板，这种新型结构在保证强度和刚度的前提
下，使飞机的重量减轻了一半。这些自然的奥妙
令兼具科学家与工程师双重身份的段慧玲颇为
着迷，她不断从自然界中汲取启迪，希望研究出
更好的人工材料。

为了满足飞机在飞行中一系列苛刻的要求，
工程师通常会在复合材料中添加涂层，那么选用

何种涂层材料、涂层
厚度怎样确定、涂层
会对材料特性带来哪
些影响，所有这些关
键问题的答案首先需
要科学家的深刻认识
与理论阐释，而答案
来自段慧玲———她建
立了一套理论体系，

来分析和解答这类问题。
“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多次尝试后的偶然发

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是科学”，段慧玲的初
衷很简单，而唯有精细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才
能真正帮助人们从经验主义迈向科学精神。

科学与技术的完美融合，以理论研究推动工
程应用，正是她所津津乐道的力学学科的乐
趣———这也是为什么段慧玲要从一位工程师向
科学家转变。

1987 年，段慧玲考入东北地区的某石油系统
的高校，攻读和机械工程相关学科。本科毕业后，
她进入石油系统工作数载，后来又再度回到母校
完成了研究生学位。

其实毕业后的工作也不错，在自己驾轻就熟
的领域已开始有所成，车子、房子也已经拥有。但
她一直觉得日子太过按部就班，“每天都干着差
不多的事情，我好像能够看到我以后的生活”。

出于这种强烈的冒险精神和更强烈的求
知欲望，她毅然辞掉工作并将一切铅华洗尽，
回归阔别已久的校园开始自己情有独钟的基
础性研究。

2001 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固体力学专业攻读
博士。此后，她远赴海外继续学业，并于 2007 年
12 月回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工作。

越过山峰

回忆过往，段慧玲表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
程对她而言，却更像越过一座又一座令人望而生
畏的“山峰”。

那时候的她不仅在年龄上比同班同学大 5
到 6 岁，起步时还因为听不懂导师讲的专业知
识而焦急到无法入睡。倔强不服输的段慧玲因
此整日穿梭于教室和图书馆，恶补专业知识、
阅读更多的书籍、做更多的公式推导和计算，
以一种不为任何外界事物所打扰的专注，在一

次又一次挑战中完成对自我的超越。段慧玲在
博士期间发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成为了力学
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的毕业生，也是北京大学那一年理工科博士生
中该奖的唯一获得者。

2005 年，博士毕业后，她拿到了英国皇家学
会的博士后基金，去英国卡迪夫大学做博士后研
究，后来又拿到德国的洪堡学者，到德国卡尔斯
鲁厄研究中心纳米技术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她一
直以超乎常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自己
能在短时间内作出更好的成果，来弥补之前耽误
的学习时间”。

在英国做博士后的时候，段慧玲依然早出晚
归，以至那些英国同事很困惑地对她讲：“我们晚
上走的时候你在，早上来的时候你还在。你是不
是天天睡在地毯上？”

对于一些科研人员在海外学习时普遍遇到
的语言问题，段慧玲坦言，因为自己原来的基础

“还不错”，所以看文献、写论文、普通的交流都没
问题，“但在口语方面，还是做不到像用中文这
样，可以很清楚地、很细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德国学习时，当地曾经提供机会让她免
费学德语。但她当时并没有学习，“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半年的时间太浪费。当然，现在看来目
光有点太短浅”。让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德国
老百姓的英文都很好，大学的学者交流时也普
遍用英文交流。

可以说，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成就了今天“荣
誉等身”的段慧玲———2012 年，她获得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2014 年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她还获得第 12 届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

投身基础

相较于一些科研人员热衷于从事国际热门
领域、实用性的研究，段慧玲坦言，自己更加喜欢
基础研究。

对于自己目前从事的力学基础研究，她认
为，要善于从自然界中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天
然蜂房，它已经进化了很多年了，才形成今天的
样子，实际上人类就是用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指
导工程。“力学是科学和工程的统一体。”

在段慧玲看来，唯有通过精细的分析和严密
的推理，将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完美融合，才能
真正帮助人们从经验主义迈向科学精神。

此前，段慧玲在飞机的复合材料的力学研究
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也取得不小的成果。她和同
事主要研究的是复合材料的强度和刚度。用于飞
机制造业的材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尽可
能减轻重量。因此，她的研究就是要在复合材料
重量轻的情况下，保证其较大的强度和刚度，并
防止出现裂纹。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民用飞机，如波音
787、空客 A350 在复合材料的应用上都超过了
整个机体材料的 50%。但是制造商在复合材料
的应用方面仍然比较谨慎。段慧玲指出，目前
复合材料已经可以部分替代飞机上的金属材
料了，但是不可能全部替代。比如一些大的受
力结构或者核心部件，将来的飞机发动机肯定
使用的还是钢材。

“比如一架飞机飞了 100 天，需要检查有没
有出现缺陷或者裂纹，否则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安
全隐患。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金属材料
进行检查。但是对于复合材料而言，目前尚没有
很好的方法对其进行检查。”段慧玲指出，这是因
为钢材是一种均匀材料，出现裂缝可以判断出
来。但是复合材料则是一些纤维，由很多层叠合
而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里面出现一些小
的缺陷是很难被发现的。因此，希望未来科学家
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来检测复合材料。

近来，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方
面关注核反应堆的材料，另外一个方面是水下运
行物体的关键力学问题。

对于中外科学研究的差异，段慧玲认为，在
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做的时间还短，需要一个过
程去赶上人家。咱们一直在加速做，但是还需要
时间。另外管理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中
国做材料的学者发的文章不比国外差，理论上并
不差，但是到了生产、投产的环节就不行，很多技
术、产品没有从实验室走出来。”她坦言，基础研
究十分重要，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基础科学问题没
有解决，“要做一个东西，首先要解决基础理论，
解决基本的科学问题，然后再按照解决问题的方
案来设计。归根结底，工程上的多次尝试和经验
不能代替基础研究”。

展望未来，段慧玲坦言，目前，中国制造业
工艺的规范、规程等，相较国外都存在一些问
题，“但我们要坚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会逐渐
消除这个差距，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的转变”。

丁轶（入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近日，天津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丁轶入
选英国皇家化学会
会士。

英国皇家化学
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成 立 于
1841 年，是国际上
最有影响力的学会之一，每年根据专家推荐
进行遴选，将会士荣誉颁发给英国及国际上
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就和为推动化学
科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丁轶教授长期从事纳米多孔金属材料的
设计、合成及其在能源和资源领域中的应用
研究，近十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
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90 多篇论文，
被引用 5300 余次，个人 H 指数 41，9 篇论文
入选 ISI 高引用次数论文，授权国内、国际专
利 18 项。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10 余
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
获得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第一完成
人）、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山东十大杰出
青年等荣誉。

唐世平（获国际社会科学界著作类大奖）
日前，在美国新

奥尔良市举行的国
际研究协会（Inter-
national Studies As-
sociation,ISA） 年 会
上，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树渠讲席教授唐
世平凭借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摘
得今年 ISA“年度最佳著作奖”,成为获得该奖
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第一位亚洲学者，也是
第一位在全球性政治科学类研究协会获得著
作类大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

国际研究协会成立于 1959 年，是国际问
题研究领域最受尊敬和会员人数最多的学会
之一。自 1990 年起，ISA 每年颁发“年度最佳
著作奖”，用以表彰过去一年半内出版的国际
问题研究领域的优秀著作。此次共有 46 本专
著参与“年度最佳著作奖”的角逐，最终有 3 本
作品获奖。

唐世平的研究领域广泛，在国际政治理
论、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国安全战略、比较政
治学、制度经济学、政治心理学等多领域均有
高水平研究著述产出。ISA“年度最佳著作奖”
评委会对唐世平的这本在 2013 年由牛津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有这样的评价：“唐世平，
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通过把国际
关系的范式性理论放在一个社会演化的历史
情境下，挑战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

朱世能（原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逝世）
3 月 16 日，原

上海医科大学副校
长、病理学教授朱世
能不幸逝世。

朱世能出生于
1936 年 3 月 ，1959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
医学院（后为上海医
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系本
科，留校任教。上世纪 80 年代初，朱世能在美
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肿瘤生物学系做
访问学者，回国后继续从事病理学教学、科
研和医疗工作，主要研究肝脏病理和肿瘤病
理，重点是丙型肝炎病毒与肝细胞关系。
1984～1994 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后
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医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1 工程”肿瘤基础
学科学术带头人。他主编的《肿瘤基础理论》
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教育部优秀教
材二等奖，主编《现代肝脏病理学》《肝脏肿
瘤诊断外科病理学》等 12 本，任副主编的

《现代肿瘤学》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卫
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赵家玉（著名烟火专家逝世）
3 月 21 日 ，著

名烟火专家、北京理
工大学教授赵家玉
突发心源性疾病逝
世。

赵家玉是中国
烟火科研界的领头
人，为烟火事业默默
奉献了 30 余载。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有国庆 60
周年联欢晚会那绚烂精彩的“和平鸽”“数字
60”，还有奥运会开幕式那美丽璀璨的 29 个巨
大脚印、2008 张动态笑脸等。

赵家玉 1975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火工
与烟火技术专业，并留校任教。起初他主攻军
用焰火，1984 年开始涉足烟花爆竹等民用焰
火研究。秉持环保安全理念，赵家玉研制出冷
烟花、低温烟花、无烟无污染烟花等多项先进
技术成果，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在烟花爆竹
新材料研究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应用方面，
他同样取得多项成果。

赵家玉曾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
事就很了不起了。他践行这一观点，研究推广
花炮，直至生命的终点。作为烟花爆竹国家标
准专家组组长，赵家玉主持审定了数十项国
家标准；作为国家级专家，多次参加重大烟花
爆竹事故调查和分析；起草了国家“十一五”
烟花爆竹科技发展规划，并承担了多项国家
科技重点攻关项目的研究任务。

（栏目主持：周天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足迹遍布世界殿堂级美术馆、艺术馆和博物
馆，徜徉于中国与全球、当代与古典、感觉之学与践
行之道之间。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刘悦笛———一个“生活美学”的倡导者。

感性与理性的内心平衡

说起与美学的缘分，刘悦笛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坦言，只有在中国，美学与社会才形成了如
此独特的关联，世上绝无仅有。而上世纪 80 年代
美学热和文学热的余绪也深深影响了他的美学
道路。

“从个人成长来说，一方面对审美和艺术有
感悟，另一方面则是对思想和思辨感兴趣，感性
冲动与理性冲动在内心始终有种平衡，而美学恰
恰是结合了感性与理性的学问。”正是出于这样
一份情结，刘悦笛从大学起步到北大博士后研究
直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皆以美学为志业。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刘悦笛就试图建构
一整套的“生活美学”本体论，后来连续出版了作
为原理建构的《生活美学》、作为美学体系的《生
活美学与艺术经验》、作为生活审美化描述的《生
活中的美学》和作为古典美学梳理的《无边风月：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

哲学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成为中国美学的主流，契合了当时的启蒙思
潮，而生活美学则是新世纪的“新美学”，与当今
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匹配。十多年来，关于实践
美学与生活美学的话题，刘悦笛与李泽厚先生多
有争论，而让他感触最深的则是：“有次从先生家
里出来时，先生最后说道：‘要接着我的实践美
学，去做你的生活美学！’”

何种生活值得追求

在其新出版的《世界又平又美：全球美学地

图》一书的序言中，刘悦笛曾这样写道：“宗教要
回答‘生活值得过吗’，美学则回应‘何种生活值
得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学是作为第一哲
学而存在的，由历史而引发的人生感触和生命把
握又使审美形上再出新境。

“美学能成为生活的理想。”刘悦笛断言。
在刘悦笛看来，华夏民族由古至今，宗教始

终未成为主宰，这恰恰源于中国人“一个世界”的
世界观，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标举“美育代宗教”
正建基于此。“美学本意即感性学，人生的基础原
是感性的，而所追求的境界也是感性的，儒家所
讲的‘孔颜乐处’就是这种高境。中国古典美学不
只是西学的‘感’学，更是本土化的‘觉’学。”美学
恰恰是一种幸福之学，生活美学自本生根于华
夏，由此“审美代宗教”才可能成就理想之路。

“审美生活观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且
如今也具有了全球性的价值。”刘悦笛在美国做
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当今美国著名思
想家亚历山大·内哈马斯，在彼此的思想交流中，
内哈马斯曾惊叹道：“不仅欧美有生活艺术智慧，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更具有生活美学传统！”

用双脚走出《全球美学地图》

从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到纽约、芝加哥，
从博洛尼亚、柏林、慕尼黑、到维也纳、萨尔茨堡、
布达佩斯，从以弗所、米利都、伊斯坦布尔到京
都、奈良、大阪……刘悦笛用自己的双脚行走出
了一幅《全球美学地图》。

“雅典一地就走了十多家博物馆，纽约画廊
则走了两百家都不止，最近自己去墨西哥又走了
十多家。乌菲兹、巴杰罗、布雷拉、贝尔加蒙、法隆
寺、大都会、德累斯顿、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我更喜
欢一些，慕尼黑、奥地利、威尼斯和纽约的艺术馆
都形成了群落。”刘悦笛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
绍说。

这其中最令刘悦笛倾心的是奥地利，“因为
那里就像‘艺术的家园’，那种典雅的亲和感让我
想栖居在那里”。

像当年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家都曾饱
游欧洲一样，经过一番美学游历，刘悦笛试图深
描出全球美学这幅多元文化的彩色拼图。“欧洲
百余家艺术博物馆是怎样运作的？美国文化艺术
如何取得全球的霸权？当代中国艺术究竟是怎样
操作的？中、日、韩的审美生活又有何差异？”在艺
术与美学的面纱之下，隐藏着刘悦笛对于文明的
反思。

审美地生活

刘悦笛始终认为，生活美学既是“感觉之
学”，更是“践行之道”。

“生活美学呼吁———人人都要成为‘生活
艺术家’！”生活美学的践行在刘悦笛看来应该
渗透到林林总总当中：从饮食、饮茶、妆容的

“生理的”生活，闲居、交游、雅集的“情感的”生
活再到琴棋书画、园林苗圃、游山玩水的“文化

的”生活，皆可纳入其中。“审美地生活是每个
个体将自己的人生作为艺术，而不是为艺术而
艺术，生活艺术是大写的艺术，书画音乐则是
小写的艺术。”刘悦笛说。

他认为，生活美学家们要始终积极地向感
性的生活世界开放，他们善于使用艺术家的技
法来应对生活，他们将审美观照、审美参与、审
美创生综合起来以完善生活经验。给予艺术家
以生活的前缀，就是在将艺术向下拉的同时，
将生活向上拉。

“只有成为所谓‘生活的’艺术家，生活才能成
为艺术家般的生活；只有成为生活的所谓‘艺术
家’，艺术与审美才能回到生活的本真态。”刘悦笛
认为，这才是审美与生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审思是理性的，只有理性主义者才会说，没
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生活却是感
性的，人们在生活中所追寻的幸福方式恰恰是

“生活之道”，“生活美学”在此尤为重要，它是具
有全球价值的一种思想和践行。

十多年来践行着生活美学，刘悦笛坚信：“我
们要的，并非生活的美学，而是审美地生活！”

刘悦笛：“生活美学”倡导者
姻本报记者韩天琪

可以说，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成就了今天“荣誉等身”的段慧
玲———2012 年，她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4 年获得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她还获得第 12届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近日她又
荣获了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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