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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都市报记者 杨晓宴

昨天上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粒子物理
标准模型”之父、《生活大爆炸》中谢耳朵的原
型谢尔登·格拉肖在温州中学八百人报告厅带
来了一场“科学顶级思维”的分享。这是2019
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科学分享会之一，
主题为“科学‘大爆炸’”。分享结束后，温州中
学学生代表向谢尔登赠送了一幅中国传统刻
纸作品。

当将近一米九，头发花白的谢尔登，拄着
拐杖被搀扶着走上讲台，座无虚席的报告厅响
起了震耳的掌声。

如同谢尔登分享的主题，“科学与意外发
现”（Science and Serendipity），谢尔登在开
讲前，令人意外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U盘——
他改变了原本计划的演讲主题。

分享伊始，谢尔登就解释了Serendipity
的内涵——这个词源自波斯神话故事《三个锡
兰王子》，讲的是三个波斯王子去锡兰岛探险，
一路上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
很珍贵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探索的道路探
险亦然。很多科学发现实际上都来自“意外的
发现”。

比如，他认为科学史上最意外的一次发
现，就是放射现象。当人类已经发现了X射
线，科学家Henri Becquerel想到了一个大胆
假设：发光物体可以发射X射线。为了证明该
假设，他在太阳底下做了一个发光体成像的实
验。实验成功了，但当他想多重复几次实验
时，天气变了，阳光没了，于是他就把实验材料
收到一个封闭黑暗的抽屉里。没想到，即使在
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实验依然成功。也就是
说，成像结果和阳光、发光体本身，以及X射线
都没有关系。正是在这次实验条件的“意外”
中，Henri Becquerel发现了放射现象。

“所以我想提醒很多支持科研的机构，政
府也好，高校也好，产业资本方也好，我们的科
学发现其实有两条路径，一种是根据明确的计
划，而另一种是计划之外，在没有明确任务的
情况下，取得了惊人发现。”谢尔登说。

比如，当法拉第定律（电解定律）被发现
时，英女王问法拉第，你的探索发现有什么
用？法拉第说，我不知道，但我想有一天将可

以通过电收税。再比如，一大批致力于研究量
子力学的科学家前赴后继，但很长一段时间里
仅局限于小圈子内，科学家个人也没多少获
益，但到今天，基于量子力学产生的经济效益
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三分之一，等
等。纯科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在提问环节，谢尔登回答了四个问题。就如
何为做一名科学家做准备，谢尔登分享了自己的
求学成长经历，从高中学习，到康奈尔大学4年
本科学习，再到哈佛大学4年研究生学习，以及
在哥本哈根的两年学习研究生活。他说，他的成
功秘密除了扎实的理论学习，更重要的是找到了
可与之学习和共事的最好的导师（团队）。

就科学发展未来的方向，谢尔登说，虽然
某些科学领域的发展步伐有所放慢，但依然有
很多发展方向值得期待。在诸多发展方向中，
未来会有人建造出一台新的大型粒子加速器，
他希望这将是一个中国人。他很期望下一台

环形质子对撞机诞生在中国。“我知道中国方
面一直有这样的声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再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想会有的。就我个人经
验来看，因为我带过几个中国学生都非常优
秀，他们中有人学成回国，已经是世界级的专
家。”谢尔登说。

就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谢尔登笑
言，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不是
因为奖金，而是获奖以后维持一周的庆祝派
对，能够和孩子一起玩耍，和妻子一起跳舞，

“我和我的妻子好像王子和公主般地过了一个
星期”，至今回忆起来都很激动。

当被提问“地球是否会爆炸”，谢尔登说，
数十亿年之后，有可能地球会因为变得太热而
不适宜人类居住，但那是非常久远以后的事，
当前值得警惕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不良
影响，比如更多的洪水，全世界应该要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一定行动。

三位顶级科学家分享
如何“寻觅生命的边界”

商报讯（记者 郑小萍）对于改善气候问题普
通人能贡献什么？当癌症不是人类的头号大敌
后，谁会是下一个危害人类的疾病？……昨天
上午，三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在温州医科大学分
享如何“寻觅生命的边界”，他们用自己的科研
热情，从不同角度，带领听众寻觅生命的新边
界。

世界著名大气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法
国农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埃尔韦莱·特鲁
（Hervé Le Treut）以“都是气候惹的祸”为题
目，诠释气候的奥秘，讲述气候对人类生存的影
响。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如何面对气候
变暖，他也提出了一些关于治理气候恶化的可
行措施。

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院士、鲁汶大学终
身教授皮特·赫德温（Piet Herdewijn）以及助
手高令杰博士，以讲解合成生物学和新的抗病
毒和免疫抑制剂等生物学新的进展，简要介绍
了药物研发过程，市场前景等。

法国生物学家、发明家菲利普·马里埃
（Philippe Marlière），以“适者生存”为主题，
从生物学的角度，谈生命的进化和发展，及人类
生命边界拓展的可能性。

几位科学家都认为，目前人类面临最大的
生存困境之一，就是人口的骤增，老龄化严重。

“从30亿到80亿人口，也就短短几十年。”皮特·
赫德温表示，这几十年来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
很多当年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现在都是小菜
一碟。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更复杂的疾病。“不久
的将来，癌症基本能控制，但人和疾病的斗争是
无止境的。癌症的问题解决后，会有新的问题，
比如老年痴呆等。”高令杰博士表示。菲利普·
马里埃也认为，如何减少药物的副作用，也是目
前科学领域的攻坚方向。

演讲结束后，三位科学家还与温医大学子
互动，就气候变化，病理学研究方面与科学家们
进行探讨。

《生活大爆炸》的主角原型谢尔登：

期待下一台环形质子对撞机诞生在中国

谢尔登带来了一场“科学顶级思维”的分享。郑鹏 摄

商报讯（温州晚报记者 王亮）昨天，以“万
维世界中的生命”为主题的科学交流活动来到
温州大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三位顶尖科
学家与温大师生一起分享了奇妙宇宙和生命
世界。

C位开讲的是200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
乔治·斯穆特，他因创建“时间和距离宇宙球
形”模型来追踪宇宙的变化，佐证了宇宙大爆
炸和宇宙演进的规律，而被誉为“宇宙胚胎学
之父”。此次来到温州大学，他在舞台上绘声
绘色地描述了绝大部分人不曾亲身体验过的
浩瀚宇宙，同时展现了左手哈勃望远镜右手精
密计算机的繁忙工作状态。

美国医学和生物工程院院士刘钢则带领
观众走入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微观世界——
无法用肉眼看到的纳米世界。刘钢现场介绍
了纳米等离子光学芯片赋能现代免疫诊疗等
内容，向师生们展示了医学和生物领域的世界
前沿科技与技术。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美国硅谷人工智能
实验室主任玛万·雅布日，中国国家优青基金获
得者、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执行副
所长隋梅花是参加分享会的另外两名专家大

咖。四位嘉宾跨越领域、跨越国界，从宇宙起
源、生命存在、纳米世界、数字生命等方面探讨

“人类在万维世界中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推演
世界万物的运行规律和人类的命运与未来。

诺奖获得者乔治带你“体验”浩瀚宇宙

乌克兰瓦莱丽院士：

“5.0社会是知识性社会”

乔治·斯穆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浩瀚宇宙。温州大学供图

商报讯（温州晚报记者 叶雄伟 通讯员 姜
瑜）昨天，在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
科学分享板块的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站活动现
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教育院院士和500多名
师生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前沿科技方面的研究。

瓦莱丽院士的研究方向是物联网“智能家
居”系统、智能系统创建、数据计算设备建模与
分析等。此次科学分享的主题是《我的“家”会
思考》。瓦莱丽院士从物联网开始，谈到教育、
人才和社会发展；从世界科技发展，谈到中国阿
里巴巴企业；从人工智能，谈到区块链技术。分
享的内容让全场师生大开眼界，信息感扑面而
来。

“5.0社会是知识性的社会，其基础是大数
据。”

“这个世界，用速度战胜距离，用科学技术
改变距离。”

瓦莱丽院士在分享中谈到了许多观点，赢
得现场掌声雷动。

在提问环节，师生们更是踊跃抛出很多问
题，与瓦莱丽院士进行了思想碰撞，比如“教育
滞后于科技发展，怎么办？”“数据隐私如何得到
保护？”“人工智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评价，您
怎么看？”……

瓦莱丽院士被温职院师生踊跃提问热情和
强烈的求知欲打动，耐心解答了师生们的的提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