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1月 2日 星期一 Tel押（010）82619191-8155

朱光亚
2月 26 日，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
离我们而去。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
议，撤走在华专家，使我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
力量发展核事业。35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成
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1964年
10月 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
零 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这两
声巨响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已经
跻身核大国行列。1999年，朱光亚等 23名科学
家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点评：站在荣誉的最高端，为人却十分低

调，像朱光亚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已基本退出
了历史舞台。遗憾之余，一种忧虑令人不安：精
神如何挽留？

吴阶平
3月 2日，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

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吴阶平因病在京逝世，
享年 94岁。

1942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
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赴美国芝加哥
大学进修，师从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创始人、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哈金斯。
回国后，吴阶平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从事临

床、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一个泌尿外科、第一例
肾移植手术、第一个肾上腺髓质增生病的确立
……吴阶平创造了多个“第一”，不到 40岁已成
为全国一流的外科专家。
点评：吴阶平不仅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

人和开山泰斗，更是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在他
数十年的工作中，他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患者
身上，从不懈怠。这样的精神和品格，在医患关
系紧张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卡斯基
3月，科学网博主嵇少丞发表博文《千人中

有个美国下岗的副教授》，引发网友关注。嵇少
丞指出，入选“千人计划”的卡斯基在美国圣路
易斯大学的职务是副教授，并非“千人计划”要
求的正教授。其次，卡斯基是被圣路易斯大学
“下课的失业人员”。最后，卡斯基存在学术与身
份造假。其中，卡斯基与北京大学某教授于
2001 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有关
蛇绿岩的文章成为质疑的焦点之一。
卡斯基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指认，但

质疑的声音依然存在。和其他多起类似事件一
样，此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没了下文。
点评：蛇绿岩的文章，不妨暂且认为是学术

争论。但核实其究竟是教授还是副教授，真的一
点儿都不难，因为这是硬条件，黑就是黑，白就
是白。这样简单的问题都纠缠不清，究竟是谁的
问题呢？

姚庆伟
4月 22 日，特聘专家姚庆伟被天津大学解

除劳动合同。
2009年，姚庆伟以学术带头人的身份入选

天津市“千人计划”，就职于天津大学。此前，他
曾任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副教授。但北伊利诺
伊大学校方的信息表明，姚庆伟已被该校解聘。

2011年 3 月 29 日，有网友在国家“千人计
划”网站指出，姚庆伟 2006年曾在美国被起诉，
并批评“美国犯罪分子也能做千人特聘教授专
家”。据报道，2006年 10月，姚庆伟因在网络聊
天室里试图引诱未成年人，在美国警察一次“钓
鱼式执法”行动中被捕。这在中国科教界引起强
烈反响。有人认为，不应将其作为特聘教授引
进。也有人指出，不要因为一个可能存在的“污
点”，就拒绝了一个人才。
点评：科研和教育是两大神圣职业，对于品

行的要求比一般职业要高。这不仅是对某些私德
的特殊要求，也是行业对于从业者从业资格的基
本要求，就像有前科的人不宜当公务员一样。

金会庆
2011 年 5 月 6 日，《科学》杂志第 332 卷

6030期“新闻聚焦”（News Focus）栏目，发表题为
《车祸流行病学家推动不良驾驶行为的系统干
预———中国正尝试使用“三道防线”减轻交通伤
亡》的专题报道，引起重大反响，全球上百家主流
媒体纷纷报道。金会庆现为安徽三联学院院长，
从 1983年开始，他率先将交通事故作为“疾病”
研究，开创了以驾驶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防治主
体的道路交通事故防治研究新领域。近年来，他
在事故倾向性驾驶人不良驾驶行为的发生机制、
与分子生物学的联系及其控制技术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5月 21日，美国科学院原院长、现任美
国《科学》杂志总编布鲁斯·艾伯茨专程访问三联
学院，并同意担任名誉院长。

点评：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交
通事故的危害越发凸显。如果真的能像看病一
样，事先分辨出哪位司机更有可能发生交通事
故，并提前预防，那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们期
待着。

刘嘉忆
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 2008

级本科生。5月，刘嘉忆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和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逻辑学术会议上发
表报告，彻底解决了西塔潘的猜想。10月，李邦
河、丁夏畦、林群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别向教
育部写信推荐，请予破格录取刘嘉忆为研究生，
并建议教育部有关部门立即采取特殊措施，加
强对其学术方面的培养。

后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
云批示，学校决定让刘嘉忆提前大学毕业，并立
即录取为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或直接攻读博士学
位。

点评：当下中国的教育一方面忽视“偏才”
和“怪才”，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对待和培养
“偏才”和“怪才”。只能说，刘嘉忆是一个优秀的
幸运儿。

何泽慧
6月 20日，我国第一代女物理学家、“中国

的居里夫人”何泽慧逝世。她不为偏见所动摇，
顶住压力学习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此后又与
钱三强一道，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回
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何泽慧曾经语出惊人：原子
弹是人家搞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算是真正物理
学上的发现。对她和丈夫两人的贡献，何泽慧自
评“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
已”。她的言语令人汗颜，她的简朴令人难以想
象。在她身上，中国新时代女性坚韧、勇敢的品
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点评：不讲吃、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

什么条件，但他们那一代人活得轰轰烈烈，而且
感觉很幸福。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值得每
个当代中国人深思。

王大珩
7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著名光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王大珩因病在北京逝世。王大珩在技术光学、
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方面
有着较深的造诣。1952 年，王大珩建立的中科
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成立。从
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转向国防光学技术及
工程研究，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
测设备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1965 年，王大珩
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
制订工作。
除了一串串的成绩和数字，王大珩还积极

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做了很多不
是自己“分内”的事。他谢绝了“中国光学之父”
的称谓，而把培养年轻人才当做自己的另一半
责任。
点评：王大珩逝世后，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仅剩 9人健在，“两弹一星”的精神急需薪火相
传。公众感叹：大师远去，学风焉附。

吴以岭
2011年 7 月 28日，3只中小板新股同时上

市，戴着院士光环的以岭药业受追捧，收盘涨幅
达 29.28%，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以岭以迫近 50亿元的个人身价，成为名副其
实的“院士首富”。

吴以岭被称为“以五只虫子起家”少有的中
医药院士。四代行医，一朝致富。有媒体进而把
他与其他拥有较大社会财富的院士、教授、学者
进行类比。公众在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后，往往
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这是又一个从科研向科
技企业成功“转型”的例子，以及吴以岭所经历
的艰辛与执著。

点评：依靠科技、知识致富，并能够救死扶
伤、造福人类，比依靠矿山、依靠廉价劳动力致
富更值得尊敬。因为在当今社会，后者往往意味
着对个人权利、尊严、价值的漠视。

舒畅
8 月，一组名为《八年制复习笔记，伤不起

的学医人》的医学知识漫画在网络上走红。其作
者为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博士生舒畅。他手
绘了近 30张医学笔记，请来“观世音菩萨”、“象
棋”、“蜘蛛侠”为重症肌无力、淋巴瘤等病理代
言。网友惊呼“医学笔记也可以这么萌”。医学专
业知识较为繁杂，难以记忆，舒畅也曾为此挠
头。2009年，他受一本国外医学书配图的启发，
开始尝试将抽象的医学知识点通过漫画的形式
表现出来以方便记忆。

点评：在舒畅身上，博士不再是形貌邋遢的
“书呆子”、面无表情的“科学怪人”。这些年，“舒
畅”们的出现，让人们对博士的刻板印象发生了
改变。

王志国
当地时间 9月 2日，加拿大通讯社的一则

报道引发关注———因“论文造假”，蒙特利尔心
脏研究所永久取消了该所教授王志国的研究权
限，并关闭了他的实验室。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
负责发表声明：依据该所研究机构方针以及科
学研究的最高道德标准，王志国偏离了蒙特利
尔心脏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的道德标准，也偏
离了他作为研究人员的职责。

王志国是 2010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兼任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所
长。2011年 12月 30日，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
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的网站上，王志国仍为所
长。
点评：要么就是国外的调查能力太差，冤枉

了“好人”；要么就是国内对造假的容忍程度太
高，放过了“坏人”。如果是后者，那还有谁说国
内的科研环境不宽松吗？

屠呦呦
9月 23日，因发现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

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
人的生命，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
获颁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科
学家首次获得拉斯克奖。拉斯克奖素有“诺贝尔
奖风向标”之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
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
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
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
疾治疗新方法。

点评：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不
但发现了青蒿素，也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屠呦
呦获得大奖，再次提醒我们反思：一流科研成果
的取得，究竟和哪些因素相关？

孔庆东
11月 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

其新浪认证微博用三句粗口拒绝《南方人物周
刊》记者采访。作为北大教授，如此行为激起网
友一片愤怒。有网友建议北大应该“抛弃”孔庆

东，认为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岂能容忍
如此粗口。对此，孔庆东并不以为然，继续发表
微博调侃。
值得关注的是，孔庆东借骂人挑起舆论事

件已不止一次。他多次出口成“脏”，骂姜昆
“给郭德纲擦鞋底都不够”；骂白岩松“一向崇
拜当官的，美国就是他的爷爷”。作为教授，孔
庆东频频用粗，似在对公德发出挑战。有人甚
至认为，这种民粹情绪的发泄，是对文明的严
重警示。
点评：礼仪之邦不能容忍“骂人教授”的存

在吗？媒体对于孔庆东的口诛笔伐同样不乏“粗
口”，关键在于骂的是否有道理，至少在逻辑和
事实上站得住脚。同样是骂人，冷峻的鲁迅和强
悍的李敖才是大家。

赵跃宇
11 月，刚刚上任月余的湖南大学校长赵

跃宇，面对 3000 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
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赵跃宇说，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校
管理，努力成为一名职业化的校长。他表示，
不亲自带学生，是为了带好全校所有的学生；
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更好地做
课题。
同时，湖南大学除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

处等直接与教学科研相关的部门外，所有处室
的负责人一律不得在 8小时工作时间内兼任教
授工作，“都要全心全意做好管理服务工作”。赵
跃宇说，要上课带学生做课题者，可以不申请行
政岗位。
点评：既当行政领导，又去申请课题，学术

界的不满久矣。不搞业务的校长是不是好校长？
当赵跃宇公开宣布“两不”时，相信更多的人会
认为他是一名好校长。

张炘炀
9 月，16 岁的张炘炀被北航数学与系统科

学学院录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其实，张
炘炀“最年轻”的名号早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焦
点。2005年，10 岁的张炘炀以 510 分的成绩考
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大
学生。2008年夏天，13岁的张炘炀通过北工大
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又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硕
士研究生。

11 月，在央视《看见》栏目中，张炘炀侃侃
而谈，讲述自己不一样的成长之路。并称：“博士
毕业有用吗？成功的标准是北京户口、买房和好
工作。”同时，张炘炀要求父母为自己在北京全
款购房，并称自己留在北京是为了父母，他们应
该为此而努力。这样的言辞将这位公认的“少年
天才”，再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点评：当社会异化了父母，孩子就会被父母

异化为另一种存在。一个 16岁少年，心中理应
舞动着飞翔的翅膀；但压上了户口、房子和好工
作，张炘炀的未来能飞得远吗？

谢剑平
12月 8 日公布的 2011 年度新增选院士名

单中，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
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
该事件引来巨大争议，因为谢剑平的主要

研究领域为降低香烟中的焦油含量，以减轻吸
烟危害，于是有网友称其为“烟草院士”。
公众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降焦

减害”是不是伪命题、科研的公正性以及院士遴
选的科学性。就目前各方争论的结果看，上述问
题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谢剑平的老师也是研
究烟草而获评院士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
么质疑。
谢剑平广受关注，是控烟已经成为世界潮

流，还是烟草之害已愈演愈烈？或许，这是同一
个问题。
点评：这件事可以收场了，收场者应该是

烟草专卖局，它至少欠公众一个声明。但声明

无法改变国家对于烟草工业的既定政策。

解振华
12 月 11 日，在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

会落幕，但本次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拒不合
作的表现令人失望。在闭幕前的最后一次全
体大会上，解振华即席发言，强烈批评西方国
家拒不履行已经作出的各项承诺。对于既没
兑现承诺，也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
技术的西方国家，解振华怒斥道：“该做的我
们都做了，可你们却没有做到，你们有什么资
格跟中国讲道理！”解振华的发言立刻引起了
在场与会人士的强烈共鸣，纷纷鼓掌，表达对
中国的支持。
点评：公众对解振华的最深印象，恐怕是几

年前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他是黯然离开环保局
的。改任发改委，在气候大会上怒斥西方，他再
次被公众关注。气候与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
面。“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这句话从他口中说
出，显得意味深长。

虎妈
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原名蔡美儿。她

出版了一本名叫《虎妈战歌》的书，在美国引起
轰动。该书介绍了她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
教两个女儿。
书中，虎妈的教育方法引起美国关于中美

教育方法的大讨论。虎妈式教育的规矩包括：不
准在外过夜；不准参加玩伴聚会；不准参加校园
演出；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准擅自选择
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不准任何一门功课的学
习成绩低于“A”；不准在除体育与话剧外的其他
科目拿不到第一；不准练习钢琴及小提琴以外
的乐器。
这些规矩里面有非常浓重的中国特色，即

强迫孩子只是关注某一方面的提高，这种强迫
即为虎式方法。
点评：中国的基础教育在某些方面的确严

重偏离了社会实际生活。学生死记硬背应付考
试，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却严重不足。这也是著名
的“钱学森之问”想要解决的问题。

“谣言粉碎机”团队
科普网站是果壳网的主题站之一，该板块

不断击破各个谣言，力图还原事情真相与细节，
给了网络谣言当头棒喝，被誉为“谣言粉碎机”。
流传甚广的“面条可燃是否安全？”“吞灯泡拿不
出来”等传言都被其终结。在抢盐事件中，“谣言
粉碎机”率先以科学解释发出辟谣信息，减弱了
谣言的影响。“谣言粉碎机”背后是一个二三十
人的团队。这些作者包括高校老师和学生、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有之前做过医生的自由
职业者，他们都被编辑发现后“整编入列”。
点评：“谣言粉碎机”的出现，体现的是网络的

力量、微博的力量及草根的力量。它以科学为武
器。在抢盐事件中，它在捍卫真相与细节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让许多科学机构和研究人员脸红。

冯军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当代中国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2008年起，冯军旗在河南省某农业
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
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
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
式和相互关系，揭露了当地官场晋升道路上秘
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2010年，
挂职结束后，他写出了 20 多万字的博士论文
《中县干部》。按照学术惯例，论文中人名与地名
均进行了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
“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

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评价论文
“调查详尽而扎实”。批评的声音则认为论文“有
悖学术伦理”，系“卧底式研究，违反学术道德”。
点评：当代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但

远未消失，还有继续“光大”的趋势。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与商业权力的结盟，让真正的社会现
实正逐渐远离学术关注的视野，冯军旗所做的，
无非是让学术重回了一次民间。

那些人，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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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那些发生在科学界内外的人和事儿，曾经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印记，触动心灵的是
与非，且正在沉淀、发酵。扪心自问，当理性与同情消失之后，人们心中会剩下什么？
有人说 2011年一半是温暖一半是冷漠。这冷漠中或许还包含着愤怒与不安。用平和的心态

回首，用理性的视角审度，或许能够读出不一样的感觉。
2012，我们期待温暖、期待公正，期待用舒缓的理性去判识与改变，期待那一半的温暖会焐

热那一半冰凉的心……

姻本报记者 丁佳 甘晓 祝魏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