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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是比利时王国的国花，开放时姹
紫嫣红，灿烂如锦。

在 中 国 生 活 三 年 有 余 的 比 利 时 姑 娘
Marie-Luce Chevalier（中文名马晓丽），犹如一
株从欧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虞美人，在青藏
高原扎了根———不仅接了地气，而且开了花。

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第一位外
籍“黄汲清青年人才”，马晓丽于 2010 年来到北
京，在大陆动力学实验室李海兵课题组工作，主要
进行青藏高原活动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研究。

在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马
晓丽同时拥有法国国籍，热爱爬山、野外考察。
在办公室的时候，她的举止中透出一种优雅气
质，可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

记者注意到她颈上一串漂亮的红珊瑚项
链，她解释那并不是真正的红珊瑚。“看起来很
漂亮，我也很喜欢，这就可以了。真的红珊瑚好
贵。”她调皮地笑了一下。

地质爱好者

谈到最初对地质产生兴趣的原因，马晓丽

说是缘于自己幼年时看到的一些壮美的火山图
片。

“在欧洲，有三个很有名的火山爱好者，他
们不是专业的科研人员。但是他们很喜欢火山，
拍摄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在此启发下，马晓丽
对岩石、地质产生了最原始的好奇心。

马晓丽曾经远赴非洲东部隶属法国的小岛
“La Reunion”，拜访在当地作研究的火山科学
家。“我们去看新的小活火山，它们可爱极了。”

在法国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学校还没有
专攻火山研究的导师，马晓丽略有遗憾。但这丝
毫没有影响她对于火山的喜爱，不仅结识了很
多火山科学家，同时也曾到冰岛、夏威夷、日本
进行火山之旅。

大约 5500 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
碰撞，整个亚洲大陆的面貌因此发生改变：活
跃的板块运动导致地震发生，比如 2008 年的
汶川地震。喜马拉雅山的诸多山脉也因此隆
起；河流和冰川的侵蚀也因此形成丰富的地
貌景观。

马晓丽现在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西藏西部
绵延 1000 余公里的喀喇昆仑断层。理解这个断

层的运行机理，估算它的平均发展速度，还有其
移动和活动，是评估这一地区潜在地震风险不
可或缺的工作。

对此断层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亚洲大陆的
整体地质构造，包括东南亚地区。但在边远地区
进行实地研究非常艰难，尽管当地的人文和自
然美景让人叹服。

“我几乎是这个领域唯一的女科学家，找
厕所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马晓丽解
释说，因为青藏高原非常平坦，也没有树木来
遮挡。课题组经常要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地
方工作，晚上直接就地搭帐篷睡觉，温度低于
零下十多度。除此之外，还要面对高原反应带
来的挑战。

一次考察中，马晓丽和同事们刚刚抵达拉
萨。她觉得有点不舒服，开始只是有点冷，后
来逐渐变成严重的高原反应。考察地点位于
海拔 4500 米到 5000 米的西藏中央腹地，结果
她连续四天没办法睡觉、吃饭，每天只能喝一
点点水。

“我的同事开车带我去当地一个简陋的医
疗所。”回忆当时的情景，马晓丽描述说那个医
疗所“有点像一个有床和药的车库”。输了点滴、
吃了药之后，第二天她被同事开车送回海拔
4000 米的日喀则。

“接下来的三天我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什么
事情也做不了。当我觉得好一点的时候才归队，
终于开始工作了！”

授人以渔

除了火山之外，马晓丽还提及了一位引导
自己走向科研道路的高中物理老师。

“他上课的时候会给我们做各种各样有趣
的实验，十分风趣幽默，最后我们那个班出了三
个物理学家。”这其中也包括她自己，本科时她
学的也是物理专业。

马晓丽的父母也都是老师。母亲是小学老
师，父亲是高中老师。“但他们都是搞文学的，我
完全不感兴趣。”与坐在家里读文学名著相比，
马晓丽更喜欢出门爬山，搜集漂亮的石头以及
观察各种动植物。夏季休假的时候，一家人最常
去的地方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每每都让马晓丽
十分兴奋。

在北京，马晓丽也会和朋友一起去郊区爬
野山。“人很少，风景也很漂亮。”

马晓丽和邀请她来到中国的李海兵研究员
是在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起攻读博士的同
学，之后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李海兵
则回到了北京。其间，马晓丽多次受李海兵之邀
来到北京。

中国丰富的地貌让马晓丽感到十分兴奋，
她去的地方多数都是不发达的山区，当地人很
多都是第一次见到老外，这种对彼此的新鲜感
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地质所的走廊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石头，
马晓丽办公桌旁边的桌子上也摆放着许多。它
们其貌不扬，但却是地质人最最珍惜的宝贝。来
中国之前，每当收到来自中国的石头，马晓丽都
会一看再看。

谈到中西文化的不同，马晓丽说很有意思
的一点是，中国学生会为导师拎行李、开门、倒
水，西方国家则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男士是
要为女士开门的，导师站起来要出门的话，我们
女学生坐着就行了。”

今年，马晓丽也要带自己的学生了，她对此
充满期待，倒不是因为有人帮她做事情，而是

“和中国的青年人一起作研究，把自己会的分享
给他们，很开心”。

中国之缘

尽管并不和父母一样喜欢阅读，母亲书架
上很多关于禅修的书籍还是给小时候的马晓丽
留下了对中国的懵懂印象。东方悠久的历史、神
秘的文化以及丰富的地貌都成为她选择来中国
作研究的原因。

“我的很多朋友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听说我
要来北京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作出了‘啊，你为
什么要去那里’的反应。”喜欢摄影的马晓丽，将
很多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上传到网上，有洛阳
盛放的牡丹，也有壮丽的云冈石窟以及初春北
京的街头风景。“他们看了我的照片之后说，

‘啊，原来中国不是我们以为的样子’。现在他们
都跟我说也要来中国。”

中国对于科研的重视程度以及给予的支持
让马晓丽始料未及。“来中国之前，我在欧洲和
美国找工作都不太顺利，但来到地科院，我申请
到了自己的科研项目。”目前，马晓丽正带领一
个课题组进行青藏高原板块运动的相关研究。

远离家乡，她也免不了挂念远在比利时的
父母。除了每年两次回国探亲之外，马晓丽和父
母常常通电话。

“母亲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在比利时就画
中国画。”她带着爸爸妈妈吃中国美食，体验传
统针灸，甚至拿起毛笔学写中国字，“我们学习
写了‘福’字，很难。但大家都很开心”。

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幸福，她说父母身体好、
朋友好、工作得很开心———简而言之，很幸福。

“中国可能人太多了吧，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忙着赚钱。但我还是认为做一份喜欢的工作很
重要，钱不是第一位的。”

Voice

见 微

在“院士校园行”的活动中，中科院院士周光
召曾选择约翰·巴丁作为自己演讲的主题。他说：

“在科学史上，巴丁不像爱因斯坦那么有名，但我
觉得他是真正的物理学家。”

1908 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约翰·巴
丁，因发明晶体管及其相关效应、超导的 BCS 理
论分别在 1956 年、1972 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但这位“梅开二度”的诺奖得主，当年也拿
到过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的拒绝通知。

曾有作家想为这位传奇科学家著书立传，
但终究未能成文。原因是，生活中的巴丁实在
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低调到了一种境
界。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为社会服务是他一
生的追求。

巴丁这种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威
斯康星大学原校长约翰·巴斯科姆提出的“威州
信念”的影响，“人们忘记了繁荣应当只是为了人
民的幸福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

1956 年，巴丁和肖克利、布莱顿因晶体管技
术获得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
在厨房为家人煎鸡蛋。小女儿欢呼雀跃地跑来传
达这一消息，巴丁手一松，锅子和鸡蛋“啪”地掉
在了地上。

“我怀疑委员会中的很多人都不确信这项技
术值得获奖。我自己也感到怀疑。”在给朋友的信
中，48 岁的巴丁写道。

巴丁和肖克利、布莱顿同在贝尔实验室工
作，晶体管技术的发明纯属偶然，他们开始甚至
不敢向高层报告。经过一周的验证之后，他们确
信可以重复才向上级进行了演示。

新发明的装置被命名为“晶体管”，但巴丁不
久后便遭肖克利排挤，在 1951 年转到伊利诺伊
大学任教。尽管名声在外，作为一名老师的巴丁
却并不太受学生欢迎。他沉默寡言，甚至有些木
讷。回答学生问题时，也总是用同样的几句话。

学生不留情面地批评说：“他几乎像一台录
音机，只是一味地重复。”许多学生最终放弃选修
巴丁的课程。

事实上，巴丁讲课可能不是很有趣，但是总
在默默用心地帮助学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
后，他担任学生拉塞尔的论文委员会成员。在作
开题报告时，拉塞尔告诉委员会，自己无法找到
某方面的论文资料。巴丁在台下一言不发。报告
结束时，他递给拉塞尔一个书单，上面列的学术
刊物，大都晦涩难懂。

巴丁的沉默很少被打破，作为“威州信念”的
积极践行者，他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大众

作为最重要诉求。但总会有意外发生。
担任国际理论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低温委员会主席时，巴丁在日本和匈牙利召开的
国际会议中遇到了因为政治事件干涉科学自由
的情况。一贯沉默的主席公开声明：“因为政治原
因不让物理学家参加专业会议是难以接受的。”

1972 年 10 月 20 日清晨，高调表态的主席被
瑞典官方打来的电话吵醒。因为超导性研究，他
再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当天，巴丁
和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伦德奎斯特
走在最前面。但害羞的巴丁有些畏缩不前，看起
来好像是伦德奎斯特拽着他往前走。

二度获奖的巴丁成为媒体的宠儿，欧洲犯罪
问题委员会问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你对

‘死刑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有何看法？”
巴丁回答：“我不认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就具备了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特殊资格。”

浅
川
智
惠
子
：
为
盲
人
点
亮
互
联
网

姻
北
绛

Talent

科学奇人

She

她精彩

“生活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
———4月 16 日，英国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诞

辰 125 周年。电影史上，他带来了默片的黄金时
代，其作品嘲弄滑稽与深刻忧伤的完美结合，凝聚
为生活这出悲喜剧的侧影。生前，卓别林留下这样
一则耐人寻味的“金句”。

“无聊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腐蚀你的头脑，
也能带你到新的世界。”

———科技新闻自由撰稿人凯特·格林如是说。
最近，她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参加 NASA的一个火
星模拟任务。包括凯特在内的六名“宇航员”居住
在临时搭建的“探险号”空间站内，每个人拥有一
间壁橱大小的空间。她在这项任务中体会到，被无
聊困扰的常常是那些最令人兴奋的职业，探险家、
宇航员、消防员和水手，在这些领域中，无聊会直
接导致危险的发生。

“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
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
功能，敲敲边鼓的。”

———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周其仁近日接受媒
体采访时如是说。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其仁被认为
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
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
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不过他
也表示，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自
始至终抱有怀疑。

“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
———4月 17 日，新浪微博正式在美国纳斯达

克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家上市的中文社
交媒体。新浪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作上述表示。这位缔造传奇的互联网“大腕”
曾是留长发、爱旷课的“叛逆分子”，面对媒体，他
始终坚称新浪微博没有复制国际著名社交网站
“推特”，而是针对中国网民作了创新。

“过去我对中国教育体系充满绝望，今天中国
的教育体系尽管有变革趋向，但是并不真心。未来
中国教育体系改革不管是否真心，都不得不改变，
因为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和互联网教育正在产生倒
逼机制。”

———4 月 21 日，在“2014 中国绿公司年会”
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刻
不容缓。

“你非得做 1000 个人以上的样本研究，非得
过了一点年龄，慢慢才知道你真没什么不一样。”

———梁冬最近引人注目的身份是电视节目
《最强大脑》的评委，因每期节目几乎都能看到他
的眼泪在飞，被网友封为“哭神”。20 多岁成为凤
凰卫视当家主持人，30 岁出头进入百度成为副总
裁，4 年前创办正安医院，现在推广中国传统文
化。这段颇为跳跃的历程，在今天的梁冬看来，已
成为一些平常的过去。

“可乐瘾控制了我的生活。咖啡因影响了我的
睡眠。我经常很累，彻夜难眠，于是喝更多可乐。这
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似乎无法摆脱。”

———据媒体报道，来自英国的女士嘉科·波蓝
喝可口可乐成瘾，平均每天会喝 50 罐无糖可乐，
已花费了近 15万英镑购买无糖可乐。 （弛木）

她是盲人，同时也是一位母
亲；她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同时也
是东京大学计算机博士；她 14 岁
失明，却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
的才智发表了大量的技术论文和
著作，获得 13 项发明专利。她在
信息无障碍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把因特网及其他网络资源由文字
图像转换成语音。正是因为她的
创新，盲人才得以与普通人一样
浏览网页。

她 的名 字 因 此 被 世 界 铭
记———浅川智惠子，现任 IBM 研
究中心东京研究实验室无障碍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获评“IBM 杰
出工程师”。

“永不放弃”是这位坚毅的女
性想传递给世人的观念。她常常
引用爱迪生的一句名言：“我们人
最大的缺点就是总会放弃，最好
的成功方式、最有可能的成功方
式就是永远在失败的时候再去试
一次。”

为盲人点亮互联网的浅川智
惠子，正是这句话的积极实践者。

乐观主义对抗失明

浅川智惠子 14 岁时因为一
次意外双目失明。她感到愤怒、迷
茫，自己做一名运动员的梦想因
此破碎。尽管想要成为运动员的
理由仅仅是不喜欢学习。

“那个时候并没有很好规划
自己。而真正探索人生旅程的开
始，是在失明之后。”

得益于父母从小为她培养的
乐观主义精神，浅川智惠子很快

停止了烦恼，决定不再纠结自己已经失去的东
西，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新目标应该是什么。她
进入一家盲人高中学习，在那里，她发现原来自
己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尽管对她而言都很困
难。

第一个挑战便是学盲文。盲文的最佳学习年
龄是在 15 岁以前，这对于已经 14 岁的浅川来说
是个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因为她的触觉已经不如
小孩子；另一方面，从一个正常的阅读者变成通
过触摸阅读对她来说非常不适应。

虽然辛苦，但是她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
实。她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忙碌、最活跃、
最有意义的时光之一。”

她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因为惨淡
的就业率而选修了计算机课程，也因此得到了
IBM 的实习机会———在东京研究实验室做一年
实习生。

浅川智惠子当时参与的项目主要是让计算
机自动把数据翻译成盲文。

“在完成这一年的实习后，IBM 就雇佣我作
为一个正式职工，这样我能够继续展开关于盲文
系统的研究。”她觉得幸运女神站在了自己身边。

为盲人而工作

1987 年，也就是浅川智惠子加入 IBM 的第
三年。IBM 日本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

盲文网络，浅川负责其中的编辑系统。通过这个
系统向工作站输入文本，然后更正错误，之后再
打印。“不像以前打印盲文时，打错了只能从头再
来，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用正常的键盘。”

厚重的盲文书籍是浅川下一个想要改进的
对象。一本盲文书的体积大概是普通书籍的 20
到 30 倍，存储、使用都是极大的难题。一本盲文
字典有 500 卷，可以占据一整面墙的空间。

基于这样的想法，她和 IBM 的同事们一道，
制造出一个可以在显示器上显示凸点的机器。

“这样的话，整个 500 卷的书可以在很小的显示
器上全部显示出来。”

后来，她又在这个机器的基础上作了更新，
诞生了一个可以帮助盲人阅读的阅读器。使用者
可以将阅读器连在电脑上，读到某一行时，盲文
的盲点就显示出来，然后就可以通过触摸来阅读
了。这样一套系统对盲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
后来甚至衍化成了一套标准系统。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做过的一项最难忘
的工作。”尽管现在她的团队开发的“无障碍互联
网浏览器”使用者众多，浅川还是对于自己最初
开发的阅读器充满感情。

坚持铸就成绩

对于自己能够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浅川智
慧子总结道，首先是乐观主义精神以及良好的环
境适应能力，其次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为自
己制定较高的目标。

加入 IBM 之初，她希望能够取得一个计算
机博士学位，但是就连自己也不觉得有很大的实
现可能性。但当她决定追求这个目标之后，竟然
就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她白天在公司研究无障碍
技术，晚上回家读书。

“博士学位是关于无障碍基础性研究的，两
者是相关的，总是会有乐趣。”尽管每天只有三个
小时的睡眠时间，她还是觉得很快乐。

忘记不愉快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更简单一
点。在回答为何会从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变成以学
习为乐趣的人时，浅川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很多身体不便的人将她作为自己的榜样，浅
川传递给他们这样两个信息：一是残疾并不可
怕，掌握一项技能一样可以很好地生活；二是要
享受团队生活。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团队沟通的技能，学会
协作的技能，必须要让团队的成员了解到，我需
要的是哪方面的支持，这样大家才会非常愉快地
一起沟通和工作。”

“尽公民的责
任为社会服务和促
进社会进步”“在团
队中用科学方法协
同解决问题”成为
巴丁的终生信条。

青藏“虞美人”马晓丽
姻本报记者 张晶晶

在中国生活三年有余的比利时女
博士马晓丽，犹如一株从欧洲漂洋过海
来到中国的“虞美人”，在青藏高原扎了
根———不仅接了地气，而且开了花。

约翰·巴丁：当低调成为习惯
姻苏澈

浅川智惠子

约翰·巴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