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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
员会委员（2016—2018）、未来
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 Program
Committee 联席主席，丁洪表
示，十年来，未来科学大奖已评
出了39位杰出获奖人。庆典荣
幸地迎来了17位获奖代表，共
同绘就了一幅璀璨的科学星空
图。本次庆典创新地由历届未
来科学大奖获奖人首次集体担
任策划者，深度参与议程设
计。“他们以专业视野为我们构
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交
流平台。盛会不仅是学术思想
的碰撞，更是科学探索与公众
认知的桥梁。”

作为一个由民间公益组织
颁发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
设有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
表彰在中国做出具有世界级影
响力的科研成果。十年来，已有

39位科学家获得大奖。
这项由杨振宁院士提议建

立的科学大奖自2016年设立以
来，始终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
学研究。此次，由未来论坛与
上海星力泰克共同主办的十周
年庆典在上海举行，围绕生命
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及计算
机科学等多个前沿领域，展开
了一场场深度的学术报告与跨
界对话。

在科学峰会上，南方科技
大学讲席教授、2022 未来科学
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者、
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Pro-
gram Committee联席主席杨学
明表示，这场思想盛宴既是对
科学家群体的致敬，更是对青
年一代的科学启蒙，期待以庆
典为火炬，点燃更多青少年的
科学梦想，为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智慧力量。

未来的颠覆性科学
会是什么？7月 8日至9
日，近20位未来科学大奖
历届获奖人与10多所国
内外顶尖高校的科学家齐
聚上海世界会客厅，共同
参加这一由杨振宁宣布成
立的科学大奖十周年庆
典。这场科学庆典，依然
以学术为“盛宴”，打破学
科壁垒的盛宴，让深奥前
沿研究与公众认知在“科
学进行时”中激烈碰撞。
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
研究所副所长丁洪院士在
开幕式上所言，希望让这
样的交流激励更多年轻人
投身科学前沿。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受访者供图

7 月 9 日，在上海自然博物
馆，这些顶级科学家还与上海的
青少年面对面，开启了一场“科学
点燃青春：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
对话青少年”——科创校长空间
站特别活动。来自上海中学、华
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交大附中
等沪上11所高中的近百名师生
与全网近百万观众共同参与了这
场科学与青春邂逅的盛会。

在“科学Talk Show”上，四川
大学教授、2018未来科学大奖——
物质科学奖获奖者冯小明教授先
以左右手、耳为例，阐释手性物质
是什么。他表示，获取手性物质，
精准高效合成是关键，手性催化
剂必不可少。中国科学家在该领
域有原创成果，冯小明教授课题
组发展的催化剂突破传统，获国
际认可，还助力多种反应与药物
合成。他鼓励青少年要有理想、
敢创新，结合国家发展，为2035年
科技强国目标贡献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

2017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
计算机科学奖获奖者许晨阳教授
则分享了诸多有趣的数学问题。
他称代数和几何是数学里的“魔
鬼”与“天使”，代数提供强大工具
解决难题，却可能让人失去对几
何的直观感受；几何则如天使，助
人直观理解空间和形状。代数几
何主要研究方程和空间的关系，
以复杂方程为例，它可描述一个
空间，研究该空间能更好地理解
方程。他谈到分类理论，是这么
阐述的：“数学家如同给城市画地
图一样，努力为数学世界绘制‘地
图’，把复杂数学问题分解成简单
部分，进而逐一理解和解决。”

两位科学家在与青少年的对
话中也回答了他们提出的疑问。
在科研方面，冯小明教授鼓励青
少年多质疑分析，他告诉在场青
少年学生，不能盲目相信既有结
论，要搞清原因，比如课题组会挑
战“做不出来”的结论，通过分析
催化剂酸碱性等因素最终成功。

对于如何做研究选方向，他强调
选题原创性要强，一旦做出成果
就能在该领域领先。他也希望青
少年多多学习化学：“化学对生活
至关重要，是创造物质的学科，与
众多生活领域息息相关，不应因
误解而否定化学，化学是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希望同学们不要惧
怕学化学，积极投身该领域。”

有同学提问说，计算机是否
会对数学造成冲击。许晨阳表
示，目前说计算机取代数学还为
时过早，“在人工智能时代更要
学习数学，若能将人工智能和数
学研究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加速
数学的发展进程。”而对于面对
研究长期无进展或进入死胡同
时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结合自身
经历分享经验，在他看来，数学
研究很多时候前期思考多却难
有立竿见影的成果，费马大定理
证明耗时8年，他自己博士阶段
的课题也历经多年仍未完全解
决，“要有扛下去的决心”。

“要热爱科学，积极探索神
奇的自然界，为科学事业贡献力
量。”薛其坤这样鼓励年轻人。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在庆典
上，这些顶级科学家都对年轻科
研人员提出了殷切期望。

西湖大学校长、2017未来科
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得者施
一公院士认为，AI技术如Alpha-
Fold颠覆了传统生物学研究模式，
可从三维结构倒推生物学功能，这
是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一
个巨大贡献。AlphaFold（阿尔法
折叠）人工智能系统的问世，改变
了生命科学研究范式，青年科研人
员可采用新的范式，“由近及远”研
究生物学。“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学
生要拥抱AI、用好AI，利用AI拓展

科学研究的边界，同时要打好基
础，培养批判性思维，学会跨学科
合作，让自己走得更远。”他表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
校长、2017未来科学大奖——物
质科学奖获奖者潘建伟教授则
表示，未来20年，人工智能与量
子计算的融合将成为重塑人类
文明的关键方向。“未来50年，年
轻人应选择自己热爱且能吸引
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只有热爱
才能持之以恒。”他也给年轻人
的科研提出了方向，在他看来，
在量子计算领域，目前超导量子
计算相对更具优势，但未来可能
是光和超导结合的路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2023 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

学奖获奖者陈仙辉表示，未来的
优秀科学家需具备批判性思维、
发散性思维等品质，他希望年轻
人要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知识，坚
持探索重大科学问题。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
任、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
员（2016—2018）田刚教授谈道，
近二十年来，华人数学家在国际
数学界的影响力与贡献持续提
升。他勉励年轻学者一定要有自
信，勇于挑战前沿问题，为中国建
设世界数学强国贡献力量。同
时，他提及此前参与北京国际数
学研究中心的同事在“AI+数学”
领域的探索和讨论，认为这些尝
试对于开拓研究新范式、增强数
学推理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
所所长、2021未来科学大奖——
物质科学奖获奖者张杰教授认
为，物理学作为科学体系的基
石，着重训练的是科学思维方
法。对于渴望拥抱未来的年轻
人而言，扎实学好物理知识至关
重要。他指出，2022年美国实现
核聚变输出能量大于激光输入
能量是人类迈进核聚变时代的
重要里程碑事件，预计20年内
聚变能将走进千家万户，为人类
生活带来巨大变革。

丁洪教授则指出，从未来时
间维度看，20年内最具颠覆性的
当数通用量子计算机，未来 50
年 则 要 聚 焦 AI for Science。

“在科研设施方面，硬X射线自由
电子激光装置与量子计算等领
域紧密相连，可用于调控拓扑能

带、验证高温超导机理等。同
时，大科学装置产生海量数据，
借助AI挖掘，有望推翻现有理论
或发现全新物理规律，推动科学
不断进步。”他表示。

“未来20年，有可能会实现
受控核聚变。如果实现，这将会
永久性地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为
工业革命提供强大支撑。而未
来50年，室温超导若能实现，将
带来科学与技术的重大变革。”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南
方科技大学校长、2016 未来科
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者
薛其坤教授表示，通用量子计算
机的实现及其与人工智能的融
合，将推动人工智能计算方式和
算力发生重大改变。同时，学科
交叉至关重要，“More is dif-
ferent”的理念值得倡导。

科学“盛宴”绘就科学星空图

科学家共议未来科学颠覆性成果

与青少年对话点燃科学梦想

向年轻人提出殷切期望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对话上海青少年

以少年热忱，扬科学之光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