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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位来自德国柏林的“数学爷
爷”，一位英国籍的食用菌专家，一
位法国医学教授。他们有不同的肤
色，说着不同的语言，擅长于不同的
专业领域，却不约而同在上海发现
了一件能让自己快乐甚至骄傲的事
情———做一位促进中外科技交流与
合作的“新上海人”。今天上午，他们
三位共同站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
领奖台上，代表上海捧回了三只金
灿灿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德乐思
交叉学科“牵红线”
白皮肤蓝眼睛，头发花白，衣着

随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有位可爱的
德国老头：读起书来，手持放大镜在
厚厚的书丛中一页页摸索，眼睛“贪
婪”地紧贴上去；生活在中国，吃食
堂、听京戏，爱读中国历史书，心中的
偶像是中国明末数学家、天文学家、
农学家徐光启，清明节还会去徐家汇
的光启公园“扫墓”。他就是上海生科
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 ($%''，中文名叫德乐思。

($%''教授早期是一位著名的
数学家，曾因创立了利用图论研究
周期拼砌（)%$*+#*, -*.*"/）的方法而
名扬世界数学界，后来兴趣转向计
算生物学。0112年，时年 34岁的
($%''教授受中德双方的聘请来到
中国，组建并领导以新兴交叉学
科———计算生物学为研究领域的合
建研究所。在中国的 2年，他远离亲
人，心系中国科学，开展了广泛的国
内国际学术交流。
建所之初，($%''利用自己的学

术声望和专业影响力，组织近 51次
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
近 011位计算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
知名学者和专家来到中国开展学术
交流，并快速催生了一大批科研合
作项目。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在
67*%"7%、89-:$% ;%7<"+.+/= 等杂志
上发表了 5>>多篇 ?@A文章，在由
国际顶尖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评
估中，受到高度评价。

走进 B$%'' 教授的办公室，书
桌上一台 0C英寸的显示屏显得很奇怪。原
来，酷爱科研的他曾因眼底出血几乎丧失视
力，为了便于处理邮件和文件，特意配置了
一台大大的电脑显示器。探讨起学术问题
来，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从不摆谱，邮件一
定及时回复，学生有一点努力就要表扬。他
还乐于给大家调制家乡红酒，然后一边往嘴
里扔花生豆，一边聊科学。难怪所里的年轻
人喜欢称他“我们所的外国老爷爷”。

0>5>年，退休离开中国时，“老爷爷”特
意带回去一套仿明家具，“希望坐在德国家
里也能时时感受中国风格，就像回到了自己
科研生涯中的第二故乡———中国上海。”

巴士威
“推销”中国食用菌
中国是一个食用菌生产大国，自 5CD3

年开始中国食用菌总产量一直位列全球第
一。但我国不是食用菌强国，科研和技术交
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曾经十分有限，比如灵
芝、香菇等是我国数百年来一直在使用和生
产的食药用菌，灵芝、香菇、灰树花的英文名
称（E%*'<*、6<**-9F%、G9**-9F%）却是日语音译。
我国在食用菌新品种选育、特色栽培模式、
基础研究方面不乏优秀的科学家和科研成
果，但鲜有在国际舞台上展示。

自上世纪 C>年代开始，上海市农业科
学院与巴士威教授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食
用菌青年科技人员开始走出国门。巴士威
（H+<" IJ K:'L%..）教授是来自英国的国际
真菌和食用菌研究领域著名专家，现任世界
食用菌生物学及食用菌产品学会秘书长。
0>>M年，巴士威被正式聘为上海市农科院客
座研究员，放弃了在英国舒适的生活和良好
的福利保障，长期在上海工作。

在巴士威教授的鼎力协助下，世界性食
用菌大会———“第五届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
产品大会”于 0>>2年首次落户中国。他积极
推进我国重要食用菌品种香菇、草菇和灵芝
等基因组测序和蛋白质工作，全力在国际上
介绍中国食用菌科研和产业情况，成功推荐
我国食用菌人才走向国际舞台。同时，还邀
请大量国外知名食用菌工厂化专家来华交
流，有力提升我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水平，
使更多中国食用菌产品技术走向世界。

戴宇阁
育“桃李”成绩斐然
戴宇阁（N:/:%' O% P<!）教授，5C2C 年

5月出生于法国，在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学
研究所任职至今，曾获得多项肿瘤学界的奖
项，并历任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QR"
6SEG）科学顾问，法国癌症研究学会（IE@）
主席等多项职务，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和推动
中法科学交流和合作。其中，与陈竺教授领
导的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
究所取得极富成果的科研合作，成为中法在
医学领域进行开创性合作研究的成功范例。

在十多年的合作过程中，戴宇阁教授为
中方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医学研究高端人才，如
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瑞金
医院朱军教授等，其中还有两位获得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一位获中科院“百人计划”，
一位获教育部“长江学者”，是国内外相关研
究领域的重要科研骨干。而在白血病发病基
础和临床治疗分子机制研究方面获得的丰
硕成果，使得现在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
患者能够受益于上海和巴黎灵鸽血液研究
所的合作成果，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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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发明也爱写诗
———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物理学家谢家麟

最满意作品是下一个
———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建筑学家吴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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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0岁的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谢家
麟，至今仍坚持每周一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上班。去年，他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学
成毕业。谢家麟与高能粒子加速器打交道的
职业生涯已逾六十载，他创造的奇迹至今仍
被传为佳话。

放弃移民美国
谢家麟 5C0>年出生于哈尔滨，5CTM年毕

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后，他怀着科技救国的
理想，于 5CT4年 D月登上赴美的轮船。仅用
了四年，他便在加州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5C25年 C月 0>日，谢
家麟终于等到了学成归国的日子。孰料，船至
夏威夷，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八名留学生被联
邦调查局带回旧金山，理由是根据美国 5C5D

年的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
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

被迫回到美国，谢家麟先在俄勒冈州立

大学执教了一年，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
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被实
验室派到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研制当时世
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
能电子束打入人体内部杀死肿瘤细胞。谢家
麟只有 5>>万美元的经费，登报招聘到的助
手只是一名退伍老兵和一位 2>多岁的机械
工程师。两年后，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高能电子
治疗癌症的装置成功问世，轰动美国物理界。

就在成名之际，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
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
间做出决定。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国。

注重手脑并用
谢家麟读中学时，课余时间都耗在摆弄

无线电上。卢沟桥事变后，他自制的收音机成
为全家了解战事的唯一渠道。即使在旅行结
婚时，他的随身行李中仍有半箱是研制高温真
空电炉用的滑石。关于这段岁月，有谢家麟当
年写下的诗为证：“一心烧炼人笑痴，满箱密件
是顽石。春风蜜月谁为伍，火炭风箱度乱时。”
在写给年轻人看的自传《科学与人生：没

有终点的旅程》里，谢家麟坦言，对实验工作
者而言，应该注意“手脑并用”。在这方面，他
无疑是最好的践行者。

科研硕果累累
从在美期间研制成功的医用加速器开

始，谢家麟便和一台又一台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高能粒子加速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新
中国第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发明人。

5CC>年 50月 4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
（KSU@）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谢家麟是这项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总设计师。

本报记者 董纯蕾

! ! ! !他是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也是画
家、教育家。他更是为千家万户筑梦圆梦的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
镛，毕生的追求是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
居在大地上，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和谐
的人居环境。

0D岁，获美国罗马奖金竞赛荣誉奖；33
岁时，他主持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规划，
四年后获世界人居奖；44岁时起草的《北京宪
章》，被公认为 05世纪建筑发展的纲领性文
献；D3岁时，他病倒在南京红楼梦博物馆的建
筑工地上；0>5>年，康复后的他重新投入工
作，因人居环境科学的成就获颁陈嘉庚技术
科学奖；今年，吴良镛 C> 岁了，他依然坚信
“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立志修整城乡
吴良镛 5C00年出生于南京。5CT>年，他

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高中最后一门考

试。交卷时，警报骤响，日本的战机突然来袭。
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他在行前默默
许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5CTT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校刊《建筑》
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梁思成读后
很是欣赏，邀吴良镛赴清华协助筹办建筑系。

5CTD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
籍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
造。0年后吴良镛获得该学院硕士学位，收到
梁思成来信“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没有犹
豫地回国重新执教清华。

精心规划北京
建筑界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凡是到过

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吴良镛
在 0>世纪 D>年代中期即开始对北京区域规
划建设进行研究；C>年代中后期又对北京城
市建设规划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0>>0年受
北京市政府委托，他把对北京区域规划建设研
究的主要成果，如：完善中轴线和长安街“两
轴”，强化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两带”等，
都写进了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青砖、白墙、黛瓦。三层的错落小楼，一片

百十平方米的院落，孩子们的嬉戏声，邻里间
的问候声，炒菜的油烟味……这是今日的北
京菊儿胡同，实践了吴良镛“诗意般画意般居
住”的地方。

忧心文脉受损
看着许多城市，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

究结构合理、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
地而起，吴良镛既痛心又无奈。“并不是说不
能借鉴西方，我也不反对标新立异。失去建筑
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
脉的继承和发展，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本报记者 董纯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