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仔细比较和反思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状况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诺贝尔科学奖

情结更富有价值 ,才能有利于促进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纵观诺贝尔科学奖的百年历史 ,90 %左右的奖项都被授予了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发现和理论成就

的科学家。我们知道 ,现代科学活动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个方面 ,相应地 ,现代科学的体系

结构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大厦的“基础”,没有“基础”就难成

大厦 ,“基础”不牢大厦就不可能坚固。诺贝尔科学奖偏重基础科学的传统 ,是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正确举

措。然而在我国却是功利主义科学观根深蒂固 ,轻视基础研究和基础科学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

这种状况显然是与诺贝尔科学奖的性质有出入的 ,也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相抵触的。

2000 年 8 月 5 日 ,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讲话中指出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技术

开发方面 ,我们的研究力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配置。基础研究的成果不但会带来科学技术的突破和社会进

步 ,促进工程技术科学的发展 ,而且将拓展和深化人们对客观世界与自身的认识 ,甚至引起哲学的革命。”我

们认为这段讲话内容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认真领会和贯彻江泽民的讲话精神 ,高度重视

基础研究和基础科学 ,有所为有所不为而非无所作为 ,则是我们面对诺贝尔科学奖冲击和挑战的正确态度

和必然选择。

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百年走势看名师的作用

邢 润 川
(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翻开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荣获者的名单可以发现 ,有师徒关系的比例高达 40 %以上 ,据美国获奖者的统

计也在 60 %左右 ;有亲缘关系的也屡见不鲜 ,例如有三对夫妻和五对父子共同获奖 ,这可看成是师徒关系的

特例 ———有亲缘关系的师徒关系 ;此外 ,还有许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指导教师是没有获得诺贝尔

奖金的著名科学家 ,这也是师徒关系的一种类型。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 ,师徒关系还出现了更为有趣的多

代延续现象 ,例如 ,1909 年化学奖荣获者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能斯特获 1920 年化学奖 ,能斯特的学生密立

根获 1923 年物理学奖 ,密立根的学生安德森获 1936 年物理学奖 ,安德森的学生格拉塞获 1960 年物理学奖。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名师指导的重要性 ,突出地反映了“名师出高徒”这一科学人才培

养规律。

既然“名师出高徒”已经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事实 ,就必然有它成为史实的理由和根据。那么 ,名师手下

为什么能出高徒呢 ?

首先 ,是由于名师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主要表现在 : (1) 知识渊博 ,阅历资深 ,经验丰富 ,无论是成功的

经历还是失败的经历 ,都是一种积累 ,都是一笔财富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2) 融科学研究和教育研究为一

体 ,集科学家、教育家于一身 ,既出成果 ,又出人才。(3) 站得高 ,看得远 ,思得深 :名师都工作在当代尖端科

学的前沿阵地上 ,掌握该领域的最新信息和发展动态 ,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直觉 ,有眼光 ,有预见 ,因

而能指导学生紧跟时代脉博进行前瞻性科学研究 ,往往导致重大科学发现。(4) 既谦虚宽容 ,又能严格要

求 ,尊重学生的志趣 ,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5) 具有崇高的科学精神 ———求真求实的理性精神、永不满足

的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锲而不舍的拼博精神、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诲人不倦的人梯精

神、互助合作的协作精神。学生能与具有上述突出优点的名师生活在一起 ,面对面直接接受名师的言传身

教 ,耳濡目染 ,这样就能学到许多在大学教材中学不到的东西 ,不仅学会怎样搞科学研究 ,而且学会怎样做

人 ,这是名师出高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是由于名师具有许多重要的作用。名师在社会中担当多种角色 ,因而具有多种功能 ,发挥着多种

作用 : (1)伯乐作用 :由于名师具有良好的素质、重要的岗位和优越的条件 ,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及早发

现、及时选拔和着力培养科学人才 ,真正做到了慧眼识英才 ,精心育栋梁 ,起到了科学伯乐的作用。(2) 权威

作用 :名师都是科学权威 ,德高望重 ,不仅拥有一定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威望。跟名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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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会使学生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这样就会增强创新意识、坚定创新信心、提高创新勇气 ,非常有助于科学

研究获得成功。(3)带头人作用 :名师是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带头人 ,是学生走上科学道路的领路人和向

导 ,能使学生看清攀登科学高峰的阶梯和成才的路标 ,少走弯路 ,直接进入尖端科学前沿阵地 ,有利于学生

做出成果。(4)导师作用 :名师能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智能特点等具体情况及时给予具体、准

确、有效的指导 ,做到有的放矢。(5)推荐作用 :名师大多是科学共同体的主要成员 ,在科学组织中担任重要

职务 ,社会交往面大 ,因而具有推荐作用。一是对学生取得的科研成果具有推荐作用 ,如论文容易发表、著

作容易出版等 ,从而使学生科研成果尽快得到社会承认 ;二是对学生本人具有推荐作用 ,如工作安排、科学

组织的加入、科学基金的获得、科学奖励的提名等 ,从而使学生才能得到充分发挥。(6) 学派领袖作用 :师生

关系是一种常见的和基本的合作关系 ,也是形成学派的基础。名师往往是学派的领袖 ,而学生常常是学派

的成员 ,便师生关系得到延续、巩固和加强 ,使名师的作用在空间上扩大 ,在时间上延长。(7) 榜样作用 :名

师严以律己 ,以身作则 ,不仅以知识魅力吸引学生 ,而且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具有示范、表率、榜样作用。

此外 ,是由于名师与高徒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1) 名师与高徒的结合不是轻而易举形成的 ,

而是经过了严格的双向选择。(2)名师与高徒的结合是“强 ———强结合”,即名师与高徒组成的系统的要素、

结构和功能都是优化的。(3)名师与高徒的结合是稳固的。(4) 名师与高徒的关系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 ,而

且还是相互学习和共同提高的合作关系 ,名师与高徒的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师生共同讨论、

自由争鸣、互相启发、集思广益、协作攻关 ,从而能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在名师手下确实有许多有利条件 ,然而学生本身的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 ,名师这个外因只能通过学生

这个内因而起作用 ,没有学生本人的努力 ,要取得成绩同样是不可能的。换言之 ,名师固然重要 ,然而学生

本身的素质和努力则更为根本。在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国的今天 ,中国需要大量的名师带出更多的高

徒 ,要尽快制定和实施我国的名师工程计划 ,既要充分调动和有效发挥已有名师的作用 ,又要高度重视和大

力培养新的名师 ,并创造条件使名师带出更多的高徒。

学术交流助他们成功

王 德 彦
(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0433)

1962 年生理学及医学诺贝尔奖授予了沃森和克里克 ,以表彰他们发现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伟大贡

献。与他们俩分享诺贝尔奖的还有威尔金斯 ,但威尔金斯的获奖是因为其研究成果为沃森和克里克的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提供了有力证据。

严格地讲 ,在 DNA 分子结构研究这场竞争的起跑线上 ,有好几组科学家都面临着 DNA 分子双螺旋结

构的发现 ,而且都比沃森和克里克有优势。如鲍林 (L . Pauling)具有发现蛋白质α- 螺旋结构的经验 ,而威尔

金斯和富兰克林则掌握着大量 DNA 分子晶体 X - 衍射的第一手资料。但问题是 ,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

不是别人 ,恰恰是沃森和克里克这两个年轻人。为什么做出发现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俩呢 ? 其中的原因已有

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和探讨。我这里提出是学术交流助他们走向成功。过去的研究对这一点似乎认识得

不够。

我认为 ,只有通过学术交流才能获取科学研究的最新思想和最新动态。沃森和克里克虽然没有做什么

具体的实验 ,但他们掌握的资料却比谁都充分 ,对问题的看法比谁都深邃。因为他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广泛地接触各学科的科学家 ,仅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 10 余位。如微生物遗传学方面的卢里亚、德尔布吕克 ,

生物化学方面的查尔加夫 ,结晶学方面的威尔金斯、佩鲁兹、肯德鲁 ,结构化学方面的鲍林等 ,还有如富兰克

林和多诺休这样的许多大科学家。各学科信息的会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是他们最终创立 DNA 双螺旋

结构的基础。其他科学家尽管都掌握着有关 DNA 分子某一方面的资料 ,但他们大多数都只是囿于自己研

究的小圈子 ,缺乏对 DNA 分子结构的深刻认识 ,因此无法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和创造性的研究和发现。而

沃森和克里克则是“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 ,消息灵通的环境中 ,这是更为突出的优势。从这里他们能很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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