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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i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把一篇文献看完。感觉
这兄弟挺能整的，一篇文章搞了 27页（最近看
的另外两篇也都是 30～40页长度，老外其实也
挺能扯的），连续三天，今夜终于读完，代价就是
两腿早已凉透。之所以如此费劲去做这个事，其
实，除了专业需要外，还有一点好奇：这是一个
与我同龄的老外，现在这哥们儿也是当今世界
哲学界的名人，内心里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
结论：与我们一样。

往常这个时候，窗外的鸟儿该开始练习晨
曲了，可惜今天没有，也许是外面下雨的缘故
吧。没有了熟悉的鸟叫，竟然感觉有些失落，索
性吸一支烟，暖和暖和。寂寥中突然想明白一个
道理：希望是一种替代品。我们用它掩盖了内心
里对于当下遭遇境况的严重挫败感和失望。这
种掩盖很体面，在失落之余还能保有一点尊严。
换言之，当我们把希望作为一种信仰的时候，我
们在内心里超越了当下的卑微。

其实，这个年代很难混。不论你怎样努力，
你都会遭遇到一种源自内心的羞愧感。羞愧于
与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当你刚刚把中国话说
利索了，街上已经流行说洋文了；当你吭哧瘪
肚、胆战心惊地能说两句洋文的时候，人家已经
绿卡了，让你时刻感觉自己无地自容；当你刚刚
把中文写流利了，人家流行写外文了……总之
时尚所要求的都是你不具备的，而你具备的都
是不值钱的。我曾私下里开玩笑说：李白、苏东
坡这些哥们儿还算幸运，如果放到今天，让这哥
俩用英文写一个唐诗、宋词试试，玩死他们。多
亏他们没有遇着这等羞愧的事情，好歹他们还
为咱们留下点什么，否则吹嘘五千年文明就有
些意淫的感觉了。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所要做的就是坚持自
己，不为时尚所动。那些所谓的羞愧都是人为制
造的，当你不再把它当回事，你会轻松许多。（马
戏团里的老虎、狮子等都会很多功夫，如骑自行
车、鼓掌等，但它们已经不再是森林里原始的老
虎，当下的人不也如此吗？）历史能够记下的都
是那些被遮蔽的存在。问题是这种选择会被时
代疏远，怎样面对它，这是一个回报的问题：即
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选择权在你手里。

最后说一点：对未来的信仰问题。未来是一
种逃避当下的心理安慰，它是启蒙以降的进步
观念带来的产物。没有什么不好的，在没有什么
可信的年代，信仰未来总比虚无要好。其实，在
未来的逻辑构造中，暗含了人的力量。换言之，
未来与你的努力与否有关，这样的话未来就是
一种事业，一种可以建构的事业。我常对学生们
说：要经营自己的未来。就是这个道理！在未来
的逻辑构架中，希望是用来指导行动的。希望就
是一系列模糊的目标，这些目标不是用来实现
的，而是用来指引方向的。高明的魔法师都是贩
卖希望的，品种繁多，而且物美价廉，你可以不
买名牌手表，但不能不买希望。在购买之前，你
需要学会一种本领：识别各种希望，然后发现哪
一款更适合于你。

（http://blog.sciencenet.cn/u/老李）

[2]杨秀海
年纪越大对理想的坚持越难。
博主回复：的确年龄越大坚持越难，因为坚

持理想的本钱在弱化。

[1]吴飞鹏
俺是每十年往下跳一次，每次跳下去都觉

得舒坦，只是离开年幼时和年轻时理想越来越
远。

博主回复：呵呵，俺也开始跳了，而且以自
由落体的速度开始往下跳了，希望有所反弹，所
以未来岁月里我的目标就是学习轻功，哈哈哈。

在没来到火地岛之前，我从来没感觉到，羽
扇豆儿这“小丫头片子”，居然能有这么美丽出
众！以前，我总是拿她当个穿绣花儿小袄儿的
“村姑儿”，偶尔在花丛间瞥见，也只是微微一笑，
不过是穿红袄绿裤子的“小柴禾妞子”罢了，怯
怯的，教人笑也不是，怜惜也不是。

但，走到这南美洲的尖角儿上———号称“天
尽头”的地方，一下飞机，猛然在车窗外瞥见这
“小丫头片子”，呀！居然变成了高挑儿俏丽的傲
霜美女，吓了一跳。

别看这妞儿是种草花儿，但要求的条件可
不低，她只愿意在湿润冷凉的环境里呆着。火地
岛，东临大西洋，西接太平洋，终年享受从两个
大洋里刮过来的水汽，年平均降水在 2000毫米
以上，可谓润泽吧？这岛，地处科迪勒拉山系的
末端，地势高耸加高纬，可谓冷凉吧？有了这两

样儿，这“小丫头儿”居然钟天地之灵秀，出落成
这般模样。高挑儿的身材和艳丽动人的姿色，却
生生教人难以割舍。

唉，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北京的气候，
春秋多风燥，夏季多湿热，愣把人家“大美女”给
养成了个“怯丫头”，我不禁叹道。

其实，火地岛，也不是她真正的家，它是典型
的北美植物，老家在加利福尼亚半岛甚至更北的
北美西部山地。然而，各地的人们，对于美的追
求，都是相通的，比如我们的宝岛———台湾，玉山
的山巅，那里也地势高耸，终年享受着来自大洋
上的水汽，羽扇豆也自然开得无比的娇艳动人。
在台湾，它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鲁冰
花”。

今天，特别是我们这批老一点儿的大小孩
儿，很多人都知道《鲁冰花》是一个同名电影的主

题歌儿，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歌星甄妮将其唱
红。但歌曲总是抽象的，唱了这么多年鲁冰花，可
鲁冰花到底是神马东西？仍旧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

在玉山山脉的高处，出产云雾茶的地方，茶
农把羽扇豆儿种植在茶园周围，据说，种了羽扇
豆儿的茶园，茶叶，可以长得更加芳香甜美，植
株，也会长得更加茂盛，由于她生长的地方都是
田埂路边，因此，得了个“路边花”的俗名，后来，
这个俗名被雅化为“鲁冰花”。在当地人看来，在
茶的周围种植鲁冰花，这是一种“经验”；在许多
外乡来的“文明人”看来，这可能又是一种“封建
迷信”或“美好的祝福”。但，在园艺工作者眼里，
这，简直太高明了！羽扇豆儿属豆科，在豆科植物
的根系上，生长着一种叫做“根瘤菌”的杆状细
菌，这种细菌可不是植物的敌人，它们是大自然

给拴成的一对好搭档。根瘤菌与豆科植物共生，
可固定空气中的氮气，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即
使植物体死亡，氮肥也会继续固定在土壤里。茶
叶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氮肥，因此，在茶园里
种植羽扇豆儿，羽扇豆儿年年长，氮肥也就源源
不断地供应给了茶树，是不是高明得很呀？

羽扇豆儿，也就是鲁冰花，与茶，在一起。生，
开作烂漫，伴你左右；死，化为埃尘，助你发生。如
今在脑海里，我隐约听到一个旋律……

（http://blog.sciencenet.cn/u/博物）

[30]uilcy
《鲁冰花》是台湾作家钟肇政的同名小说改

编的电影，鲁冰花是客家话“路边花”的谐音。
博主回复：谢谢您提供的民俗学信息，是客

家话，很多童书中说是闽南话的。

[23]陈丽香
我家有大片的茶园，可以叫我爸也种些鲁冰

花了。学习了。
博主回复：只要冷凉、湿润就好，很好种，很

好活，买些种子埋上，也不用施什么肥，就可以等
着看花了。

[15]杨月琴
像假花，呵呵。
博主回复：奇石也好，花儿也好，自然的看起

来像人造的，就离珍品不远了。

[10]余昕
喜欢羽扇豆儿这个名字，透着灵秀可亲。
博主回复：是啊，所以我这文中主要用它的

学名———羽扇豆，挺美的，我也喜欢。

[9]黄智勇
不过，也可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因为叫

Lupine，所以我有点怀疑路边坂鲁冰的进化。
博主回复：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学名

Lupinus polyphyllus和英名 Lupine，都和这个音差
不多。但目前看到的童书上一般都认为“鲁冰”是
闽南语“路边”雅化而来，我也不知道闽南语的
“路边”怎么说；也没准儿，“路边”这个词就是
Lupinus或 Lupine翻译过来的，但 Lupine是不是
又更像“鲁冰”？俗名的问题就是这样，和读音、讹
语、口音、地域文化有太多复杂关系，如果有时
间，探讨起来，很有意思，谢谢啊。

[8]张珑
好看，国内似乎也有一些地方在种植吧。
博主回复：几乎各大城市均有种植，只是大

多城市没人家那地儿能长得这么好，说实在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羽扇豆的花序长这么高。

前些天在华盛顿特区（DC）评审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的 R01基金申请项目。在此记录
下一些观察和感受。

NIH有很多种类的资助项目，其中 R01是
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类的学者关注程度非常高
的一类项目，尤其对于美国高校的“青椒”（指青
年教师———编者注），有时候可以说是“性命攸
关”。在很多学校，一个助理教授拿下一个 R01
项目就能顺利解决升职和终身教席（Promotion
and Tenure），由于竞争激烈，现在的 R01往往变
得难以企及。一个 R01项目的资助体量大致是 5
年 100万到 150万美元左右。我想强调一句的是
这些经费都是给申请人的，主要用于申请人、博
士后和研究生的工资（人员费用往往占大头）以及
其他科研花费，而学校在该科研经费中的提成由
NIH另行给付（按合同规定大约占科研经费额度
的 40%～60%不等）。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项目对
于学校和个人都很实惠，而 R01项目在个人和机
构科研评价中权重很高，所以即便是拿到了
Tenure的终身正、副教授们也对它趋之若鹜，事实
上大约有半数左右的 R01申请者都是正教授。

说到这里比较一下咱们国内的经费体系。跟
美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上有本质区别的是，我们
所有的国家和地方的科研项目，虽然资助总额逐
年增加，就是不考虑拿出足够的份额来支持实验
人员（如研究生、博士后等），换句话说“人头费”
要么总也不够，要么就规定不能发给学生做补
助。此外，申请人所在的学院和学校还要另行抽
头，从到账经费中征收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各种管
理费。很多时候项目还没开始，财务上就已经捉

襟见肘了。以我过去多年的观察，一个既要完全
执行政府科研经费财务管理规定的，同时又要满
足所在单位的财务规定的，而且完成情况又很好
的科研基金项目，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是几乎不存
在的。

R01项目在 NIH旗下不同单位的评审细节
略有不同，但基本程序大同小异。最新的评分制
是 1～9分，最优秀的（无懈可击）的标书可以拿
1分，获 1～3分的都属于优秀，4～6属于有轻、
中度的缺陷，而 7分以上就有较大的缺陷了。按
现在的预算水平和竞争程度，拿到好分数的“优
秀”类项目都不一定获得资助，如果那个 program
正好“差钱”，你的标书再好也是没用。

每个项目上会前，先分配 3～5个评审人（re-
viewers）网评，在开会前 3天给出初步分数供会议
讨论时参照，会审的分数才是最终的，各位评审人
最终的小分相加汇总后乘 10，就是总分了。如
30～40分的项目通常就属于比较好了，不过从能
否拿钱的角度去看，就两个字———“没戏”。

会审由一位主席主持，先由每一个项目的评
审人报分数，报完后如果觉得分数太差，如几个
人都给了 5 分以上，就直接 ND（不讨论）了；讨
论分两个层面，先是评审人讨论，由第一评审人

简要介绍项目并陈述给分理由，另外几个补充陈
述；第二个层面由所有参会人员讨论，每人都有
资格发表意见，完毕后主持人请该项目评审人重
新打分，如 5名评审人各打了 2、3、4、5和 6的分
数，则这个分数范围（2～6 分）就是下一轮集体
打分的范围，大家统一在这个范围内按自己的判
断打分。当然任何人都有权给出 2～6分以外的
分数，但必须当场举手申请并陈述自己的理由。

看到这里我们很快就能悟出这个评分制度
的核心机制是追求共识、降低歧议。第一轮分数
上网后，几个评审人内部互相参阅，譬如你在初
审项目时先给了 2分而忽视了一些问题，但你看
到别的评审意见时受到启发，在会审时报分数你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原定分数，如报 3分或 4分。
同理在经过评审人的讨论以及大家讨论后再次
改变分数，目的是将最终的评分范围定得更
“窄”、更准确些。

尽管会议竭力鼓励各评审人通过 compro-
mise“求同”，但“存异”的现象还是很普遍。很多
项目的评审人各持己见，会议上有好几次评审人
最终给出 1～8分的范围，多次引起哄堂大笑，集
体打分时大家也只好在此基础上做“大范围的扯
动”，好在由我参与评审的项目中几个评审人分

数在初审背对背时就比较一致，从而一派和谐。
我观察了一下，会议上少数族裔的教授似乎

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分数，但这个倾向不算特别
明显；另一个现象是女性教授比男教授更倾向于
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分数，而这个差异肯定具有统
计学意义！通常争辩进入“白热化”的多半是一位
女教授以一己之见“单挑”其他几位评审人。不过
让我小心地在此加一个说明，这仅是一次会议的
观察，不一定具有普适性。

感想 1：评审会议的公平性。会议主席和在
场的几位 NIH官员都各司其职，绝不“越雷池一
步”，做（对某一个项目）具有引导性的发言。而参
会的评审人员是在平等、独立的氛围下自由发表
意见，没有什么院士、校长、院长类的学术官员和
权威的影响，这明显有别于我过去在国内参加评
审会的经验。

感想 2：评审会讨论的学术深度和严谨性与
国内同类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感想 3：严格的同行评审和回避制度。科学
网前些天也有篇博文（美国科学基金会有哪些优
点值得借鉴）说到这一点。我在去年两次收到邀
请参加 NIH项目评审，无奈都有 conflict of in-
terest（存在利益冲突需要回避）。没有申报项目

（属于直接利益冲突）的评审人还可能在某个具
体项目中有间接的冲突，如跟申请人是过去的合
作者、论文共同作者、有学生或老师等关系。除了
自己申报外，电脑还能通过检索排查出，因此项
目展开讨论前，主席会让标明“冲突”的参会人回
避。所以在会议中，离席回避的、上一个项目回避
人员回归的、上厕所的、倒咖啡的在屋内川流不
息，煞是有趣。

感想 4：华裔教授很多。昨天晚上我请评审
人员中的另外 6个华裔教授去附近的中餐馆“峨
嵋小馆”小聚一下。很久没吃到正宗川菜了，我点
了个重口味的———毛血旺。结果整个晚餐就我一
人在吃这个又麻辣又内容独特的大菜，这帮同仁
就只盯着什么糖醋鱼片、牛肉、海鲜豆腐之类的
下口。看来到美国太久了，口味上也会“蜕化变
质”的。

感想 5：效率很高。两天的议程排得很满，但
执行得井然有序，我们还提前结束了，没有我想
象的那样———一帮老同志在深更半夜步履蹒跚
地扶着墙走出会议厅。

感想 6：待遇要降低了。会议开始时 NIH一
名官员宣布了一个变化，本次会议以后，未来的
所有 NIH 评审会将停止提供参会者饮料和糕
点，如有意见可以向国会去提（因为是他们的原
因）。全场一片哗然，大伙儿反应很是强烈，好几
个人喊着要联名上书，说如果不提供这些下次不
来了。我老人家当即也作出了（比大家更有意义
的）反应———独自离席先给自己狠狠地拿了一大
盘水果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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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鲁冰花盛开的地方
姻段煦

科普吧

NIH基金评审杂想
姻贾伟

经营未来的游戏
姻李侠

近年从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大学校长的种
种“精彩表现”，有的唱唱卡拉 OK，更多的是利
用开学和毕业典礼的机会跟学生说点饱含深情
的话，似乎每年在这两个场合才想起和学生亲
近一下。有的校长表达一些似是而非观点，如给
“学术自由”附加某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条件，声
称我国教育总体是成功的，什么“论语”和“英
语”都重要等。还有就是刚刚火了的中南大学的
“讲师 6年不上课，专心做研究；只要有项目就可
以带研究生”的举措让人琢磨不透。迄今为止，
只有湖南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做出了“挺实在”
的举措，声称在任内不带研究生，不做具体科研
项目，全心全意做管理。这种表态至少向世人昭
告，他要下决心服务于学校，服务于学生。不管
最后结果如何（况且学校的管理也不完全取决
于校长），这种态度就足以让我们刮目相看。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长，许多学人发
表了很多高见，尤其是一些在欧美留学和工作
的华人，大力推介西方大学的现代管理理念。然
而对此我不敢苟同，这倒不是说西方大学办学

理念不好，而是在我国当下现代高等教育大可不
必动辄学西方、学欧美。因为，一则我们的体制和
文化背景与之差异太大，勉强学来（尤其照搬）一
定“水土不服”。二则在我们国家自有现代意义的
大学以来（百年左右），产生了多个足以让西方大
学学习的校长楷模。他们的大学管理思想和理念
丝毫不逊色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名校校长。这些
校长楷模管理大学的精髓和理念：即教授治校、
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校
长的办学思想如出一辙，而且培养出一些后来闻
名世界的大学本科生。这些校长楷模提出过许多
至理名言，且传诵至今。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校
长梅贻琦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楷模之一，他的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教
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造就完
全人格，德智体不可偏废”；极有风骨的马寅初校
长概括的“北大精神”：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崇尚
真理、求真务实。难道这些校长楷模的高等教育

理念与先进的西方大学相比落后吗？实际上我们
这些校长楷模多数也是从欧美名校留学归来，他
们的治学理念用时髦话说“西学中用，与国际接
轨”。而我们现今的一些大学校长也曾留学欧美
名校，但在治校方面一代并不比一代强啊。

谈到我国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我们（包括
我自己）总是归于体制的乏力。然而认真和理性
地思考一下，这种认识也不完全合理。难道上述
那些校长楷模们的治学理念与现行体制冲突
吗？在哪儿冲突呢？依我看要说冲突，首先是和
现在浮躁的社会、功利的社会冲突。在现行体制
框架内，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理当以前辈校长楷
模为榜样，以自己大学为基地，践行前辈校长行
之有效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实际上，据我长
期在高校当老师的体会，除了“文化大革命”，从
上世纪的“高教 60条”，到当下国家教育部门赋
予了高校很多办学自主权。尽管目前教育主管
部门提出的是“教授治学”（教授只管教学和科
研），但并不妨碍具体大学管理者们实施“教授治
校”，让教授们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媒体报道有

的大学不是在尝试吗？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在实施现代大学三大任

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时，我们的大学校长
只要想做，只要他少受一些社会浮躁的影响，是
可以有所作为的。作为一个理性的大学校长，虚
心向前辈校长楷模学习，从你自己的大学开始，
创建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大学环境，从有利于培
养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学生的若干具体事情做起。
例如建立校内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建立公正、
公平和自由竞争机制；建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的机制，例如规范教师与学生交流机制和措施。
让教师深刻理解他们服务于学生的工作绝不仅
限于课堂教学，而必须充分重视课堂外对学生进
行指导和服务。哈佛大学校长说：大学生在本科
期间的课堂外收获应该大于课堂内，我想是有道
理的。

这篇博文涉及一个重大的高等教育问题，
限于篇幅和我的学识水平有限，不对之处，请
批评指正。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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