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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 世纪，德国有一个
热爱科学的市长，名叫奥托·
冯·格里克。

1654 年 5 月 8 日，马德堡
市长格里克进行了一项科学
实验，目的是为了证明真空的
存在。而此实验也因格里克的
职衔而被称为“马德堡半球”
实验。当年进行实验的两个半
球仍保存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中。现实也有供
教学用途的仿制品，用作示范气压的原理，它们的
体积也比当年的半球小得多，把半球的空间抽真
空，不需再用十多匹马，有的只需四个人便可拉开。

纪念册

基因调节先驱、细菌遗传学
家弗朗索瓦·雅各布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 92
岁。雅各布于 1920 年 6 月 17 日生
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1947 年
获得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
他的研究生涯中，雅各布与同事
在微生物遗传调控方面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最显著的贡献是确立
了 Jacob-Monod 操纵子模型，解释了原核基因调控
的原理。他还研究了作为 DNA 和核糖体之间媒介，
mRNA 参与蛋白质合成的作用机制。这让雅各布与
同事分享了 1965 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周天）

著名的医学家、医学教育
学、中科院院士黄家驷于 1906
年 7 月 14 日出生于江西上饶
市玉山县。1933 年毕业于北京
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
位。解放后，历任上海第一医
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上海
市胸科医院院长、上海医务工
作者工会副主席。1951 年任上
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长，率 320
人赴东北治疗志愿军伤员，获中央领导表扬。1958
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首都
医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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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商丘师范学院冯志伟博士申报的项
目“冷战与美国对南非政策研究（1948~1991）”，经
过层层审批，获 201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
项。这个项目填补了该校世界历史学科国家社科
基金的空白，也是 2013 年河南省高校和科研机构
世界历史学科唯一获得立项的项目。

之所以选择该项研究，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但还存在种种不足。在我们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背景下，汲取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的经
验对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冯
志伟向记者介绍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
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重点资助具有良好研究条
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
员。因基金级别高，申请难度大，让众多科研工作
者望而却步。在项目申报期间，冯志伟克服学术信
息闭塞和研究资料的匮乏等问题，在学校和学院
团队的支持下，努力朝着奋斗的目标与方向前进。

研究世界历史学科，需要各方面的资料，冯志
伟每天都要阅读大量书籍，尤其是国外教学科研
的前沿书籍，以此来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他让
自己“走出去”，前往全国各地与重点高校专家学
者交流，把最新的科研信息与成果“引进来”，这为
他潜心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项目的成功
获批，绝非偶然。

在冯志伟看来，搞科研不仅平时要注重知识

积累、积极探索学术问题，而且勇于挑战自我和坚
持不懈的努力。

在冯志伟的工作中，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
的。如果说科研是创新知识，那么教学则是传授知
识。在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寻找科研新课题，进而
把课题科研创新的新成果运用到教学工作中。他
时常给学生介绍一些学术前沿知识，鼓励他们参
加社会实践、从事科学研究，有时还会让学生参与
他的项目研究，以此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提高学
生对科研的热爱。

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冯志伟更感肩负
的责任重大。当谈及今后的科研工作打算时，他
说：“科研道路还很长，我会踏踏踏实实搞科研，真
真切切做学问，出色完成自己的课题研究，继续追
逐自己的科研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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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杨树上的杨花挂了
满树，风一吹当然满街满地的
了，就搞糊涂了这位大近
视眼的院士先生。

他和学生提出的“广义概率密度演化方
程”，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被国外学者称
为“李—陈方程”；他和团队创立的大型生命线
工程网络可靠性分析理论，被外国学者评价为

“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成为国际同
行广泛认可的“RDA 方法”；在土木工程可靠性
与随机力学领域两大最高国际学术组织中，他
是国际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会十人执行委员
会中唯一当选的中国学者……

近日，因在工程结构与系统可靠性理论方
面的原创性学术成果，他荣膺美国土木工程师
协会颁发的、被国际公认为工程可靠性与结构
随机动力学领域的个人最高学术荣誉———弗洛
伊登瑟尔（Freudenthal）奖章，成为该奖设立 40
年来唯一获奖的亚洲学者。

他，就是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同济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教授李杰。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奋进
在结构工程理论创新的最前沿，书写了一个学
人真正的科学担当和学术追求。

揭秘“随机世界”

“鉴于您对概率密度演化理论的发展，以及
在大规模生命线工程抗震设计方面的贡献，美
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决定授予您弗洛伊登瑟尔奖
章。”授予李杰教授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何谓“概率密度演化理论”？“就是希望用
一种精确的方式，反映随机系统中概率结构的
变化规律，而我们建立的‘广义概率密度演化方
程’，则揭示了确定性系统与随机系统之间的内
在联系。”李杰向记者介绍。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李杰便开始这一研
究。经过十余年创新探索，他提出了“基于物理
研究随机系统”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

“随机系统中概率结构的变化，在本质上取决于
系统物理状态的变化”这一真理，实现了认识史
上的突破。

中国学者的原创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
高度关注。“‘广义概率密度演化方法’为结构可
靠性开辟了新的道路，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进
展。”国际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会前主席、美
国工程院院士 Ang 教授这样评价。2009 年，在
第十届国际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大会上，李杰
受邀作大会主题报告。

同年，李杰和他的合作者陈建兵博士的学
术专著 由国际
著名出版集团 John Wiley & Sons 出版, 在国际
同行中引起热烈反响。随机动力学领域著名学
者、美国工程院院士 Spanos 教授在国际权威期
刊 上撰写书评，认为“作者以卓

有成效的方式成功阐述了现代随机动力学令人
惊喜的创新概念和方法，展现了概率密度演化
理论的光辉前景”。

理论成果直接支撑重大工程：我国容积最
大的 1.2 万立方米特大型混凝土消化池抗震设
计、华东 500 千瓦骨干电网高压输电塔抗风可
靠性设计、牙买加西摩兰大桥（10 度高烈度地震
区）抗震可靠度设计、总高 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
厦抗震可靠性分析……在这些国内外重点工程
建设中，“概率密度演化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科
学支持作用。

事实上，“概率密度演化理论”现已被 30 余
个国家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海洋工程乃至
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所关注、引用以及
应用，充分展现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魅力和广泛
价值。

让城市“大动脉”跳动不息

一旦大地震突发，城市“大动脉”将瞬间停
止跳动———电力中断、供水中断、煤气中断、交
通瘫痪。

如何让大城市的“大动脉”在地震中免遭重
创，李杰和他的团队从城市地下管网抗震入手，
开始了长期的艰苦探索。“随着所研究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可靠性分析问题的复杂程度将会呈
现组合爆炸式的增长，就像著名的阿拉伯棋盘
上的麦粒数量一样。”李杰说。

针对大型工程网络分析中的复杂性难题，
李杰和他的团队独辟蹊径，提出了“基于结构函
数递推分解”的技术思路，建立了“递推分解理
论”，有效解决了大型生命线工程网络分析中的
复杂性问题，取得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进
展。

在其后的十余年间，以递推分解原理为核
心，李杰和他的团队系统研究了最小割递推分
解技术、快速递推分解技术、考虑相关失效的递
推分解技术，形成了以解析图论为特征的网络
连通可靠性分析理论体系，为 500 万以上人口
的特大型城市、上千个节点的大型生命线工程
网络的抗震可靠性分析提供了精确、高效的技
术工具。而同期，国内外对此问题研究的最好水
平是 100 个节点以内的中、小型生命线工程网
络。

与此同时，他们还深入研究了大型生命线
网络的抗灾优化设计理论和关键技术，为大型
生命线工程网络系统的抗震设防、抗震设计与
系统优化，提供了基础理论与技术支撑工具。

因此，李杰也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位在这一
方向具有领先地位的学者，被公认为是我国生

命线工程研究的代表人物。在 2007 年、2013 年
举行的第五届、第六届中日美生命线工程国际
学术会议上，李杰连续代表中国作大会特邀主
题报告。凭借这一领域的突出成果，近日，李杰
和他的团队获颁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理论的进步带来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李
杰和他的团队的研究成果，先后被应用于沈阳
市、郑州市、上海浦东新区等 10 余个城市生命
线工程的抗震可靠性分析之中。这些工程应用
实例，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规模的生命线
工程网络抗震分析和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递推分解理论”在国际上逐渐得到学术同
行的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分析大型生命线工程
系统可靠性的首选方法。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
Craig 的教授等撰文评述：“这些研究代表了生
命线网络分析中最重要的进展。”

创新是科研的灵魂

“能获得这项荣誉，说明我们这些年来开展
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也说明了在科
研工作中坚持创新精神的价值。”在李杰看来，
创新是科研的灵魂，“一项研究工作有没有价

值，首先要看它有没有真正的科学创新。”
“这得益于我年轻时师从朱伯龙先生期间

的心得。那时，每次学术讨论，朱先生都要问我
‘有没有 new idea’，‘是不是真正的 new idea’。”
李杰说，这些教导，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
记。

“这个荣誉是属于我们整个学术梯队的，如
果没有整个学术梯队的共同努力，我一个人不
可能做出这些研究工作。”一直以来，李杰都十
分注意倡导科学精神与团队建设。建设好梯队、
培养好年轻人，李杰为此投入了无限热诚。“作
为导师，自己要先蹲下身子，扶起学生，一步步
把他放到自己的肩上，之后你再站起来，把学生
推上山峰。”

在李杰的学术梯队中，现已有 1 人获得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3 人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5 人入选同
济大学青年英才攀登计划。

“从李国豪老校长开始，同济就有理论与工
程实践并重的传统。”李杰说，“我的获奖，也得
益于这一大的背景。同时，这次获奖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我们同济大学正在稳步走向国际学术
前沿。”

李杰：奋进在结构工程世界前沿
姻本报通讯员黄艾娇 记者黄辛

跟青岛农业大学“草莓教
授”姜卓俊下过乡的人都知
道，他出门的行头就是帽子、
旅游鞋、轻便冲锋衣或者运动
服，最明显的标志是肩上的黑
色双肩大包。

外观上看，这就是个普通
的黑色双肩包，唯一特别的地
方是右下角有个小小的草莓
标志，这是第七次世界草莓大
会的标志。这一届草莓大会在
姜卓俊等我国一批草莓专家
学者的争取下，最终在中国北
京胜利召开，这个包正是那个
会议的纪念品。

不过，在姜卓俊眼里，这
个黑色双肩包是他的“移动工

作室”，上哪儿都背着才行。“里面什么都有，需
要什么我都能找出来，跟百宝箱似的。”姜卓俊
向记者介绍说。

近日，姜卓俊去了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的青
岛“小时候农庄”的草莓大棚里，和农庄总经理
林林交流着。“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喷一遍，马
上管用，放心吧！”姜卓俊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
拿出两小瓶农药。原来，林林在电话里向他说
了目前草莓出现的情况，姜卓俊听着电话里的
描述，就知道下一步很可能会出现草莓徒长的
问题，而现在是预防的最佳时间。这两小瓶农
药，就是对症下药。

还有一个月退休，姜卓俊的生活一点变化
都没有发生，还是每天接无数个电话，隔三差五
全国各地到处去。尤其现在是草莓大量上市和
草莓采摘活动火热的好时候，他的手机简直没

有停歇的时候，采访过程不断被打断，身旁的人
都感叹地说，果然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热线”啊！

打电话的多，三番五次邀请他去的也多。
像往年一样，一到三四月份，姜卓俊总要“欠债”
很多，他自己一说这个也直摇头。“没办法，时间
不够用的。”前几天还有几位江西老兵办了一
个“老兵农场”种植草莓，多次邀请他过去看看，
他也很想去，可就是安排不开，只好发电子邮
件，进行远程指导了。

那么，此次记者见到的林林为什么可以插
队？

林林多年前因车祸腿部受伤，成为一名残
疾人。他的青岛“小时候农庄”，主打怀旧主题的
采摘和农家宴，采摘的核心就是草莓。虽然现
在规模有限，已经聘用了附近六位残疾人员
工。为给更多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他盘算着
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大棚数量。不过由于自己
把握不准，他也非常犹豫。虽然早知道青岛农
业大学有个“草莓教授”，“可不知道请这样的专
家是不是很贵？”林林犹豫过。

前不久，他刚巧有机会认识了姜卓俊。“我
当面一问才知道，姜教授指导农民是从来不要
钱的！快三十年了，一直都是无偿的。”

“我一听他想要带动周边残疾人致富，就
决定全力以赴支持他！”姜卓俊告诉记者。

就这样，怀着“让残疾农民致富”的共同愿
望，姜卓俊决定帮林林。“帮助残疾人，给他们什
么都不如给他们技术，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致富。”

“退休就是退出工作岗位，可不是给事业
画个句号。姜卓俊该退休啦，可‘草莓教授’还不
能退。只要跑得动，还得背着这个大包，到处
跑！”姜卓俊说。

大约因为更多依赖头脑而不
是设备，即便在国家艰难的时代，
中国的数学研究也一直成果斐
然。中科院数学所，在全世界的数
学研究领域里面硬是泰山北斗一
般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数学所里姓
陆的很多，而且多半学术水平很
高，比如陆启铿、陆维明、陆柱家
等。有趣的是，这么多姓陆，他们
之间却未闻有什么亲戚关系。于
是有人说，这大概是因为“陆”是
大写的“六”，本身就是数字，姓这
个姓的，和数学有缘分啊。

但也有人提出：“伍”也是数
字，可姓伍的数学家却不多，这又
是何道理？

不过，大约跟无理数一样，都
属于没道理可讲的事情吧。

在众多姓陆的数学学者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科院院士陆汝
钤先生，他是我父亲的通家之好，
称为大师兄。此人才华过人，但我
对他的印象不在学术方面，而是记
得他的眼神似乎有些“问题”。

有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学者回
忆，他 1960 年毕业后进入中科院
工作，与陆汝钤算是前后期的师
兄弟。那时到中科院工作很不容
易，上班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考试，
而且是华罗庚先生亲自出题面试，结果他考得满
目红叉，惨不忍睹，只得了 20 多分。他这人好面
子，寒碜得受不了，既然没有及格，也不想让人家
来赶，自己收拾行李就要走。

自行车上放了被窝卷，也免不了挂些漱口缸
子毛巾之类的零碎，凄凄凉凉推到数学所门口，碰
上了陆汝钤。

陆师兄非常亲热，说：“来啦？华老给你面试了
吗？”

“唉，试了，才 20 多分。”
陆师兄大喜，道：“好啊好啊，华老的规矩，得

分就是及格，你能得 20 多，不简单啊。”
唔？这位后来在软件评价领域颇有建树的学

者琢磨过味来，感觉顿时逆转：看来我没有不及格
啊！那也就是说我能留下了？想到这里不禁一点激
动。

就在这时候，他看到这位陆师兄定睛瞧着他
车上的行李，不禁又有些心虚，如果师兄问起来，
如何回复呢？难道说自己要当逃兵不成？

却见陆大师兄扶扶眼镜，道：“卖破烂啊？咦，
你来没几天嘛，怎么这么多破烂？”

这位学者顿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场面颇为
尴尬，师兄这是什么眼神儿啊，把我的宝贝家当都
看成破烂了。

这是我听说的，几十年后见到陆先生，他这个
“毛病”似乎依然如故。那时我经常到数学所写作
业，直到初中。当时数学所的工作人员房子依然紧
张，一般一家就一间屋加一个厨房，孩子没地方写
作业，如我这样的只好去父亲的办公室。那时候数
学所的子弟差不多都是这样，条件如此。

那天，我写作业，叔叔阿姨们干活聊天，挺热
闹，这时候陆先生就来了。

只听他在门外使劲地跺脚，把鞋子在擦脚垫
子上用力地蹭来蹭去，进门来还在看鞋底，眼中满
是厌恶的神情。

父亲就问他：“咦，怎么了？”
陆先生回答的时候还有点儿惊惧，道：“也不

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毛毛虫，掉得满街都是，让汽
车轧得那个惨啊。我紧躲慢躲，还是踩了一脚。”

真是奇人遇怪事，大家惊讶之余出门去看，回
来便忍不住哄笑。

其实哪儿有什么毛毛虫啊？原来是杨树上的
杨花挂了满树，风一吹当然满街满地的了，就搞糊
涂了这位大近视眼的院士先生。

其实陆先生不算数学所“眼神”最不好的，当
年陈景润先生还曾经走路撞树呢，原因无非是心
不在焉，在他们那份事业上了。

冯志伟：追逐科研梦想
姻本报记者 谭永江 通讯员 樊周鑫 薛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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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面一问才知道，姜教授指导农民是从
来不要钱的！快三十年了，一直都是无偿的。”

姜卓俊（右）指导农民科学种草莓
冯志伟

因在工程结构
与系统可靠性理论
方面的原创性学术
成果，他荣膺美国
土木工程师协会颁
发的弗洛伊登瑟尔
奖章，成为该奖设
立 40 年来唯一获
奖的亚洲学者。

李杰

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