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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运
河水质已经
大大改善

保 留 着
历 史 风 味
的建筑

三河口，是运河、
余 杭塘 河 和小 河
三河交汇之处。

自 4 月底至 5 月初，众多科研同行已陆续
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发出的
评审邀请函，然后趁着五一小长假抓紧时间进
行评审。然而，在一些知名论坛上，不难看到部
分匿名评委炫耀自己收到多少本子的同时，掩
饰不住自己内心的那份喜悦———掌握他人的
生死权。尤其让人感觉气愤的是，有些评委找
些 令 人 难 以 信 服 的 理 由 对 申 请 人 痛 下 杀
手———不予资助。在这些千奇百怪的借口中，
占据前三甲（排名不分先后，而在于评审的口
味）的有：

以文章有问题为借口。这其中又包含几
类，其一，出身不好，要么发了一些付费的 SCI，
要么是将文章发在 PLoS One 或 Advanced Ma-
terial Research 等名声不佳的期刊上，对不起，
你犯忌了，只能无情地归为 C 类（不予资助）；
其二，档次低，发的文章不在学科 TOP 10 之
列，或者是中文核心期刊，那就处以极刑———C
类；其三，文章多少问题，有些评委一会儿说人
家文章少也不行，一会儿说多了也不行，SCI 多
了，那就是灌水，没有创新。真是无语。要是遇
到以上几类评委，那只能认倒霉了，努力生下
的娃———申请书，就被他们糟蹋了。不要气馁，

来年再来吧。
申请人的出身问题。以前，只听说过找工

作需要查你“祖上三代”（本科、硕士和博士毕
业院校），可没想到极少数科研界的精英们或
者前辈们也好这一口：让他们查吧。

首先，查你本人。话说出身好———“祖上三
代 ”都 是“985”“211”高 校或 者中 科院 ，有 加
分———至少划为 B 类（建议资助）；当然，你要
是出身好，但是基础不扎实（SCI 文章少），那
就遭殃———还得减分。而出身不好，“祖上三
代”都不是达官显贵，那就麻烦了，首先印象分
就很低，要是基础还不牢靠，那就更糟，申请书
直接被打入冷宫———归入 C 类；然而，假如基
础好，SCI 文章的 1 作有个好几篇，而且档次
还算可以，表明该申请人勤于钻研、善于进取，
是块科研的好材料，那么加分———至少划为 B
类。另外，查你导师，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因此
有一个好老板（导师），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行
内人士而言，申请书加分的可能性比较大。当
然，也有好事者———从国外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他们水平高，初生牛犊不怕虎———才不管
你的导师是院士、“973”首席、长江学者还是

“千人”，只要有把柄（申请书存在瑕疵）落在他

们手里，那就完蛋———先打个 C 类再说……假
如，你的导师无名无分，既不是院士，也不是行
业内牛人，甚至评审人压根就没听说过，那么
你的导师对你的申请书而言，无疑毫无用处，
你只能孤军奋战……

撰写的细节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个技术
活，假如因为这个问题而被划为 C 类，那不能
怨评审，只能说明自己的态度不端正。然而，也
有些怪癖的评审，他们抓着辫子不放，比如申
请书的英文摘要写得太烂，烂得玷污了他们的
眼睛。当然，这不排除个别懒惰的申请者是直
接用谷歌翻译转换而来的。然而，我想说的是，
对于大多数博士毕业的申请者而言，其英语写
作能力至少不会烂到如此不堪，顶多是不地道
而已。或许，我们只能怪自己遇到的评审者水
平很高或者其“母语是英语”……

当然，还有很多拒你的理由，我不在此一
一列出了，想必各位看官也曾经写出过那些创
意很强的理由。但我真心希望各位评审不是鸡
蛋里挑骨头，而是认真地评阅，更不是为了显
示自己的权力，而是为了学科的发展，用心阅
读每一份申请书。

之前，看到过 BTV 纪录频道有一期节目：

吴宇森———打不死的浪漫英雄，我很欣赏吴导
说的那句话：每个年轻人都有他的才华，我很
尊重他们；对于他们犯的错误，我会给他们更
多的机会，只要及时纠正，那就很好。

在此，我想对那些评审者说：你们也曾是
“青椒”，也曾为拿不到基金甚至科研经费而迷
惘过。因此，请你们在一些不足以痛下杀手的
理由面前，三思而后行，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学习和成长；即使你真要不予资助，那么请从
科学的角度给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对于年轻科
研工作者的成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归根结
底，这才对得起 NSFC 对你们的那份信任，才
对得起你们那份专家的称呼和荣誉，而不是让
你们用做评审的机会，出来得瑟———几天审 N
本申请书、不予资助又有多少。只有你们用心
审阅了，并给予客观而真实的点评，指出优缺
点，最终负责地评分；如此一来，纳税人的钱才
真正落到实处，而我国的科研水平才能真正得
到提升！

诚然，我相信那些奇葩的评审毕竟还是少
数，而真正的专家善于呵护和关爱“青椒”的成
长，同时他们的公道早已驻于心中！

（http://blog.sciencenet.cn/u/tt52dj）

博友 图cool 隗

印象中运河申遗已经有好多年了，最初是
2006 年 3 月，有 58 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全国政协
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
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
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这大概是运河申
遗的开始，算来已有八年抗战那么长时间，好在
申遗成功，“大运河”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
两天运河沿线，包括杭州，都欢欣鼓舞。

看了资料才始知道许多以前不太清楚的历
史：大运河是从春秋时期（公元前 486 年）始凿，
而我们印象中认为运河是隋朝时期建成的。另
外我一直记得大运河是从北京到杭州，谁想原
来的运河却有一段是从洛阳到北京的，而从杭
州到北京是要从洛阳过去走一个之字形的线

路，直到元朝的时候才被拉直了。不过因为原来
的河道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所以运河在河南
和安徽境内的大部分河道都被废弃了。所以古
代的大运河实际上贯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
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都
在运河沿线。

古代交通，水运是最方便最经济的方法，所
以漕运制度自汉朝开始，唐、宋、元、明、清历代
均重视漕运，这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
济制度。直到 1911 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水运
的地位才开始下降，运河的北方段逐渐废弃，但
水路发达的南方却一直仍把航运作为主要的交
通运输方式。所以运河的江苏、浙江段从来没有
停止其交通运输重要通道的作用。

记得刚到杭州工作没多久，曾计划坐运河
的船去苏州玩，在杭州卖鱼桥码头上船，刚好在
船上睡一个晚上便可到达目的地，想象着在船
上观看沿岸风景，清风徐徐，好不惬意！但后来
听走过这条线的人说，运河太脏了，河水是臭
的，关紧了船窗还有味道钻进来。弄得一下子没
了兴趣，便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杭州几十年间，眼见杭州不断对运河
沿线改造，逐渐做了许多绿化工程和旧房改
造，两岸风光越来越美，还修了游步道，水也
越来越清。

几年前曾坐了运河船从武林门出发一直到
塘栖古镇，一路上货运船川流不息，那个时候运
河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今浙江大多数火力发电

厂所需煤炭还是通过大运河从北方运来，在杭
州九堡船闸进入钱塘江，转运至上下游地区，浙
江人用的电，依赖大运河。历经千年漕运，京杭
大运河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一天
没有北方运来的煤炭，浙江必将一片黑暗。

今年一位同学来杭州，想去一些杭州的非
主流景点玩，便选择了运河，坐了运河的水上巴
士，到拱宸桥、小河直街、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
香积寺等地，别有风味。当时刚好是樱花盛开的
初春，除了晚上美食街的热闹外，运河沿岸没几
个游客，同学大赞这个地方太好了，比起那些因
为太出名而非常拥挤的古镇来更有味道。不过
申遗成功后，估计这些地方以后也会越来越热
闹了。 （http://blog.sciencenet.cn/u/mdzhao）

1927 年，中国第一所由中
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国
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海成
立，颜福庆担任首任院长。1935
年，在上海的国立中央大学医
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后
不久，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在
南京成立，当时的校长，罗家
伦，把校址选在了现在的丁家
桥 87 号，由戚寿南担任新建的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从
此，历史将它的视线，锁定在了
这个地点。

1937 年，在南京中央大学
医学院成立两年不到，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医学院迁到成都。
丁家桥 87 号自此被日寇的铁
蹄无情地践踏。1945 年，抗战
胜利后，丁家桥 87 号的校园内
一片欢腾，那里的附属医院，迎
来了它的新一任院长———阴毓
璋教授。

阴 毓璋教 授出 生于 1903
年，山西沁源人。1920 年，他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学
堂，并于 1926 年拿到公费全额
奖学金进入美国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学习。经过三年医学
预科的学习，成功进入医学院
就读，1932 年，他拿到医学博
士（M.D.）学位，并留院任助理
教授、外科医生。“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1933 年，阴毓璋
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条件，投身祖国的怀抱。他
来到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担任大内科和大外科
主任，并代表医院参加世界外科学会。也是在此
期间，女儿阴东平诞生了。

抗战爆发后，阴毓璋赴成都任国立中央大学
医学院妇产科主任。1945 年，他正式出任中央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时年 42 岁。借着抗战胜
利后中国人的信心与国民政府的支持，中央大学
医学院又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在丁家桥 87 号，
一块弹丸之地，涌现出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医学名
家和教育大家，如我们所熟知的康锡荣、郭绍周、
姜泗长、张致一、王世真、丁光生、王士雯、张涤
生、牟善初等，他们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以及医药
卫生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此期间，阴毓璋
也尽力发挥着自己的光芒。他在美国《国际外科
杂志》发表了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肌腺瘤在病
源、病理方面不是一个病症的论文，在国际学术
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均受
到当时国外妇产科学者的重视。

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波澜不惊。
1949 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退，中央大学医学

院迅速被军队接管，丁家桥 87 号，这个精致的校
园，在短短的十年间几易校名：南京大学医学院、
第三军医大学、第五军医大学、第六军医大学。一
大批著名的医学专家也因为国家和军队的部署
被分配至各地，散落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
丁家桥 87 号，这个大师们曾经工作的校园，开始
慢慢走下坡路。

阴毓璋教授就是在 1954 年被调往长春第
一军医大学的，匆匆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南京北
上吉林。在吉林期间，他仍然奋战在临床第一
线，带领第一军医大学妇产科走向辉煌。上世纪
50 年代，他自修俄文，翻译并介绍了巴甫洛夫
学说，阐述和研究了高级神经活动与无痛分娩
的关系。他从事的“用联想实验探讨有关产痛的
病理灶”和“产痛的生理基础的研究”，推翻了风
行一时的“无痛分娩法”，深得国内学者及广大
临床工作者的好评。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阴毓璋开始致力于“产
科血不凝结性产后大出血的研究”，论文发表在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是“羊水栓塞”和“产科低纤维蛋
白原症”致死原因的新见解，首倡使用冻干的纤
维蛋白原抢救血不凝结性产后大出血，被很多著
作广为引用。从此，大大降低了产后大出血的死
亡率。

上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东北农村流行原因
不明的克山病，主要侵犯心脏，死亡率很高。他不
顾年事已高，且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深入山区与
农民同吃同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他在
病床前昼夜守护危重病人，深入钻研，终于和大
家一起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疗法，抢救了大批危重
病人。

“文革”开始后，阴毓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
威”，多次被批斗。1968 年，由于受长春光学机械
研究所特务冤案的牵连，被隔离审查，强迫劳动，
使他原有的心脏病大为恶化，却不准他吃药治
疗，以致他于 1968 年 12 月 3 日清晨在劳动时发
生急性心肌梗死。这位救人一生的医学家竟然未
得到任何抢救而死亡，终年 65 岁。

阴毓璋教授的女儿阴东平，自小生长于南
京，1959 年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父亲曾
经工作过的校园———丁家桥 87 号。此时，这个校
园也已有了它新的名字：南京铁道医学院。从此，
阴东平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沃土上，成长
为知名的肾脏病专家。改革开放后，她来到父亲
曾经学习长达 6 年之久的 Johns Hopkins 医学
院，进修临床肾脏病学 1 年。她历任中大医院副
院长、肾脏科主任等职，从事肾脏病临床、教学和
科研工作 50 年，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编或
参编著作多部，带教毕业研究生多名。阴东平教
授见证了这个校园，由南京铁道医学院到东南大
学医学院的变迁。

阴毓璋和阴东平两代人，见证了整个丁家
桥 87 号的变迁史。一个家族的命运与一个校园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历史的巧合，或是
历史刻意的安排？沧桑的丁家桥 87 号，如今的
东南大学医学院，虽然早已没了以往的风光，但
是，在历史的车轮下，曾经的它，有过肥沃的土
壤，撒下了一批种子，破土发芽，并开枝散叶。

（http://blog.sciencenet.cn/u/slq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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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C 评审———主宰别人生死 不是得瑟的理由
姻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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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署名与一般规则
姻周健

一个社会，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则，那就
是公平与正义。所有的法规、章程、制度都不应
该与这一基本的规则相悖。当然，无论在哪种社
会现实环境下，公平与正义也无法保障所有的
人都能得到最高的利益，或者说满足某个（或某
些）人的所有欲求。也正因如此，伦理学中才有

“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体现的是公平与正义
的精神。接下来，谈谈论文署名的几个问题。

第一，哪些人有权在论文中署名？公认的
是提出 idea、参与研究的人员可以署名。然而，
到具体操作时往往会有复杂情形，难以取舍。

比如，某个研究组认为自己这个组的所有人员
的论文（尤其是外语论文）撰写能力欠佳，就寻
找一个论文撰写能力强的其他科学家（类似于
现在这些科学论文撰写服务公司） 来撰写论
文，那么这个科学家是否应该在论文中署名？
针对这样的情况，个人以为，该论文写作人员
不是参与实际研究工作的人员，应该不在论文
中署名为妥。

第二，作者排序的问题，对此约定俗成的
是：谁的贡献大谁就排名在前。不过，论文作者
排名还有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问题，好在科

学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共识。实际排
序时，所有参与的研究人员，也只能在项目负责
人的领导下协商确定。在协商中，也应该遵循公
平正义的规则。尽管对研究人员对研究项目的
贡献进行绝对准确的计量计算，有时候可能是
很难的，不过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进行协商是
必要的。尤其要注意项目负责人（大牛们）、官员
们、学霸们对论文作者排序的不良影响，甚至出
现违规行为。

第三，研究项目负责人可以将论文作者（无
论作者排序如何）赠送给未参与研究的人员吗？

答案显示是否定的。理由如下：（1）将论文作者
作为礼物赠送他人，说明项目负责人作为科学
家或者研究人员，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这是违反公平正义规则的行为，应予反
对。（2）对于受赠者来说，他因为未参与研究工
作而获得研究成果，将会对别的科学家或研究
人员（同行的，或者是同单位、同系统的）的业绩
评定带来危害。（3）因为一个不存在的研究成
果，受赠者也可能获得不该获得的收益。这种做
法对社会来说，是失去公平正义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j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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