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

纪念诺贝 尔科学奖设立 100 周年
·

;多写

诺贝尔科学奖
:
一个世纪的庆典

杨 洪

(美 国布莱恩特学院科学与技术系
,

美国罗德岛 0 2 91 7)

诺贝尔科学奖 ( N ob el irP ez s ) 是 国际上最有影

响力的年度科学大奖
。

自 1901 年首次颁奖以来
,

诺

贝尔科学奖紧密地伴随着 100 年来现代科学技术 的

发展几乎每一次奖励都相当于确立了一座科学的里

程碑
。

由于诺贝尔科学奖有明确的获奖标准
、

严格

的提名和遴选程序以及百年来公认的权威性和高额

奖金
,

诺贝尔科学奖无疑代表了科学界 的最高荣誉
。

在诺贝尔奖百年诞辰之际
,

笔者谨撰此短文介 绍诺

贝尔奖的设立
、

诺贝尔基金会 的组织结构
、

评选标准

和获奖成果
,

并试图探讨 100 年来诺 贝尔奖及 获奖

者对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
。

本文仅涉及诺 贝尔科学 奖 (简称诺 贝尔奖
,

下

同 )
,

即诺贝尔化学奖
、

物理学奖
、

生理学或 医学奖
,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
、

文学奖及和平奖不在讨论 的范

围之内
。

本文所用数据直接引 自诺贝尔基金会川
。

1 诺贝尔基金会和诺 贝尔奖

诺 贝尔奖源 于瑞典化学家
、

发 明家和企业家阿

尔福雷 德
·

诺 贝尔 ( A ifer d N o b e l
,

1 53 3一 1 89 6 )
。

诺

贝尔早年在俄国接受私立教育
,

后在美国
、

法 国
、

德

国师从于多名化学家
,

他 由于发明炸药而致富并在

2 0 多个 国家注册公 司和设 立研究实验室 z[]
。

诺贝

尔在他 18 9 5 年设立 的仅一页纸 的遗嘱 中明确地表

明
,

愿将他相当于 4 00 万美元资产 的绝大部分分为

5 份用于低风险投 资
,

其每年所得 的利 息用于奖励

为化学
、

物理学
、

生理学或医 学
、

文学和世界 和平做

出贡献的杰出人士
,

这即是最初的 5 类诺贝尔奖 的

资金来源
。

诺 贝尔基 金会 ( N ob el oF un d iat on ) 是按

诺贝尔的遗嘱于 19 00 年 6 月 29 日设立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 ( tS co k ha lm ) 市的私立基金会
,

它的功能

是管理诺贝尔的遗产
、

执行诺贝尔 的遗嘱以及保护

颁奖机构的合法权益
。

诺贝尔基金会的行政实体是

由 7 人组成的董事会
,

包括由其选举产生的主席
、

副

主席和执行 总裁
。

为 了确保评 奖的独立性与公正

性
,

诺贝尔基金会并不直接参与每年的评选
,

它全权

授予瑞典皇家科学院 ( R o y a l Sw e di s h A e ad e

卿 of Se i
-

en ce
s )评选物理学和化学奖

,

而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卡

露琳斯研究 院 ( K a or li n s ka I n s ti t u te )则颁 发生理学或

医学奖
。

这两个非政府性 的学术团体为每项奖设有

5 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 ( N
o b e l C o m而 t t e e ) 从事每

年有关评选的行政工作
。

指导诺贝尔奖评选的主要依据是诺贝尔基金会

在 100 年前制定的 《诺贝尔基金会法规 》 ( tS at ut e , of

t he N o b e l F o u n d at i o n ) [’ 〕
。

这一包括 2 2款项的法规是

诺贝尔基金会的法律性文件
,

百年来几经修改
,

对诺

贝尔奖的 目的和对象
、

颁奖机构和评选方法
、

奖金的

分配
、

诺贝尔基金会的组织结构 以及基 金管理等诸

多方面有着详细 的规定
。

例如
,

每年每一项奖的获

奖者不得超过 3 人
,

已去世者不具有被提名的资格
,

诺贝尔奖一经颁发则再无上诉或更改的余地等
。

诺

贝尔委员会在每年的秋天 向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

颁奖学术 团体的教授 和诺贝

尔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的知名学者

征求来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提名
。

提名方式为书

面邮寄
,

截止 日期为评选年的 1 月 31 日
。

在 20 世

纪 90 年代
,

每项诺 贝尔奖每 年大约有 40 0一 500 位

科学家获得提名 〔’ 了。

诺贝尔基金会每年花去几乎相

当于诺贝尔奖奖金 的费用在世界 范 围内评估候选

人闭
,

经几轮淘汰筛选之后
,

最终的获奖者由诺贝尔

委员会委员投票选举产生
。

每年 10 月 中旬瑞典 皇

家科学 院和卡露琳斯研究院公 布当年的获奖者
,

而

颁奖仪式则定在诺贝尔逝世 日即 12 月 10 日
。

2 诺贝尔奖奖励什么样的科学成就 ?

诺贝尔在遗嘱中指示
,

每年的科学奖应奖励
“

在

, 2 X̀洲) 年度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

本文于 2《洲 ! 年 12 月 13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1. 01. 001



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0 1 年

前一年中作出的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
” 。

然而
,

在早

年的操作中发现这一时间标准并不切合实际
。

许多

科学发现和发明
,

其意义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体现

出来
,

而且只有经得 住时间考验的发现和发明才值

得奖励
,

因此
,

诺贝尔基金会法规将这一标准解释为
“

最新被证实的重要发现或发明 [ ’
,

5 〕” 。

尽管诺贝尔

奖包括 r
“

发现
”

和
“

发明
” ,

但其重点却放在对 自然

界的重大发现上
。

纵观百年来获奖者 的科学成就
,

其获奖原因大概 可归为以下几类
:

2
.

1 发现 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和规律

首 届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 授 予 了 W i lhe lm C
.

R“ n tg e n ( 19 0 1 物理学 奖 )
,

以 奖励他 发现 x 射线
。

尽管当时人们对 X 射线 的起因尚不完全 了解
,

也无

人 可以预见后来其在物理学
、

生物学及 医学上的广

泛应用
,

但科学界认识到了发现这一 自然界基本现

象的重大意义
。

果然
,

这 一发现导致 了 A nt io ne H
.

B e `二
q

u e er l
、

p ie err C u ir e

和 M a ir e C u五e

(居里夫妇 ) 对

放射性现象 的进一步认识 ( 1903 物 理学 奖 )
。

类 似

的例子还有 J
.

G e o
嗯 B e d n o rz 和 K

.

A l e x a n d e r M o l l e r

对高温超 导 的研 究 ( 19 87 物 理 学 奖 )
、

R i e h a dr M
.

W il l s r位 t t e r

对 叶绿素及 光合作用 的研 究 ( 19 15 化学

奖 ) 在 医学 方面 M ax D e l b沱
e h

、

A lfer d D
.

H e sr h e
y

和 aS vl ad or E
.

uL ir a

对病毒 的遗传结构及 复制原理

的认识 ( 19 6 9 生理学或医学奖 )
。

最近
,

翻
n t e : B l o b e l

由于揭示了细胞内蛋白质的内在信息传导及导向的

分子机制而获奖 ( 19 99 生理学或医学奖 )
。

2
.

2 对重要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或奠基性贡献

尽管每一项诺贝尔奖都具有极强的开拓性
,

但

就历史的眼光来看
,

某些获奖成果对某一学科无疑

具有奠基性
。

近代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量子力

学 ( q
u a n tu m m e e h a n i e s

) 的基 础上 发展起 来 的 [ , 〕
,

而

M ax K
.

E
.

L
.

lP an ck ( 19 18 物理学奖 )则被认为是量

子物理学的奠基人
。

毫 无疑问
,

物理学 大师 lA be rt

E i n s t e i n ( 19 2 1 物理学奖 )的
“

相对论
”

对现代物理学

有着深远的影响
,

尽管这并非是他获奖的唯一原因
。

I i
n u s C

.

p a u l i n g 对化学键的研究 (一9 5 4 化学奖 )在很

大程 度 上 影 响 了 现 代 化 学 的 发 展困
。

aP ul J
.

Cur t z e n
、

M a ir o
J

.

M o li n a 和 F
.

S h e、 oo d R o w l a n d 对臭

氧层的形成与分解 的认识 ( 19 95 化 学奖 )开拓 了大

气化学领域并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

仆
o m a s H

.

M o嗯 a n 利用果蝇 ( D or s叩h i al )的一

系列观察和试验准确地指出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

体 ( 19 33 生理学或医学奖 )
,

从 而开始了以果蝇为试

验材料的细胞遗传学
。

D N A 分子结构的发现 ( Fanr
-

e i s H
.

C
.

C ir e k
、

Ja m e s D
.

Wat s o n 和 M a u ir e e H
.

F
.

iw ilk
n s ,

19 62 生理学或医学奖 )无疑标志着分子生物

学的开始
。

诺贝尔奖也奖励重要领域的先驱
,

例 如

B a br a o M e C l i n t o e k 由于在 30 年前发 现的移动 基因

( m o b i l e 罗 n e )现象而获 19 8 3 生理学或 医学奖
,

A vr i d

C a lr s s o n 、

p a u l G er
e n邵记 和 E五 C R

.

K a n d e l 开始于 4 0

年前的工作为现代神经科学奠定 了基础 ( 20 《X) 生理

学或医学奖 )
。

2
.

3 发现自然界物质的基本组成和结构

物质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 ? 自然界的具体物质

的结构和性质是什么 ? 对这些基本问题 的探索一直

是 20 世纪科学的前沿
,

而对这些问题的阶段性回答

也曾赢得 了多次诺贝尔奖
。

首先是对基本粒子的发

现导致 了一 系列 的物 理 学奖
,

包 括早 期 J os 叩 h J
.

hT
o m s o n 发现 电子 ( 19 0 6 )

、

J a m e s C h a d w i e k 发现 中子

( 19 3 5 )
、

其后 M u

o y G e l l
一

M a n n 发现
“

夸 克 ( q u a kr )
”

( 19 6 9 )
、

T 肇 中 ( s a m u e l e
.

e
.

iT n g )和 B u rt o n R i e h t e r

独立发现
“

粟 ( 。h~ )
”

( 19 7 6 ) ;其次
,

在 20 世纪初期

化学元素周期表 尚有空 白
,

新元素的发现在早期赢

得了不少化学 奖
,

如 w ill ia m R a m s
ay 发现惰性元素

( 19 04 )
,

H e n五 M o i s s an 发现氟 ( 19 0 6 )
,

M a 五e C u ` e 发

现放射性元素怀和镭 ( 19 1 1 ) ;
第 3 部分是对 自然界

具体物质的发现和认识
,

如 A d olf 0
.

R
.

w idn au
s

对

激素的研究 ( 19 2 5 化学奖 )
、

F er d e 五e k G
.

B a n t i n g 和

Jo hn J
.

R
.

M a e l e o d 发现胰 岛素 ( 19 2 3 生理学或医学

奖 )
、

A le
x a n d e r R e而 n g

、

Enr s t B
.

C ha i n 和 H o w
adr w

.

lF o er y 发现青霉素 ( 1945 生理学或医学奖 )
。

2
.

4 提 出或证实基本理论或原理

对称定律被认为是经典物理学的基石
,

也是量

子场论中的主要原理
,

而杨振宁 ( c h en iN gn Y an g )和

李政道 ( sT un g
一

D ao 玩 e )指 出镜像对称并非物理学 中

的永恒现象从而提 出了
“

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

恒原理
”

( 19 57 物理学奖 )
。

A nr 。 A
.

eP n z
i as 和 R o b e rt

W
.

W ils on 发 现宇 宙微 波 背 景辐 射 ( 19 78 物 理 学

奖 )
,

为认识宇宙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
。

R ob ert F
.

C u lr J
r

. 、

H a or ld w
.

K ort
o 和 R i e h a司 E

.

S m a ll e y 提出

的 60 个碳原子可聚集而形成规则的纳米结构 ( 19%

化学奖 )
,

经证实后促进了材料科学 的发展
,

为现代

纳米技术 ( n a n o t e e h n o l卿 )奠定 了基础
。

n N A 内切酶

的发现提供了另一个实例
:

W e m e r A ht
e r

最先提 出

了 D N A 序列 中含有 酶粘 结位 点 ( e n z y m a t i e bi n d in g

is et s )的假设并认为在这些位点 上酶的作用导致 了

D NA 分子的断裂
,

而后 H a而 lot
n 0

.

5而ht 用试验证

实了这 一假 说
,

因此 他们与 D a n i e l N a t h a n s (改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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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 A 内切酶技术 )分享了 197 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

S idn e y A ltm na 和 Th
om a s R

.

C e e h发现 RN A

的催化功能 ( 19 89 化学奖 )而导致了 RN A 起源早于

D N A 的生物起源新假说
。

2
.

5 发明或改良重要的研究手段或技术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以技术性发明而获奖的为

数不多
,

但这些发明确实从 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

自然的手段并为以后的科学发现奠定了基础
。

由于

nE icr
o eF mr i 发明了核反应堆 ( 19 3 8 物理学奖 )使人

类 步 人 了核 能 时代
,

Enr s t R u s k a 、

G e
dr B i n n i g 和

H e i n ir e h R o her r 发明的电子显微镜 ( 19 5 6 物理学奖 )

使科学家看到了更微观的世界
。

F ar cn i s w
.

sA ton 用

他发明 的质谱仪发现 了同位素 ( 19 22 化学奖 )
,

而

A o h e r
J

·

M a rt i n 和 Ri e h a司 L
.

S v n罗 发明的分离生物

大分子的色谱方法 ( 19 52 化 学奖 )导致 了一系列大

分子结构的发现
。

F er d ier ck S an g er 因发明蛋 白质测

序 ( 19 5 8 化学奖 ) 和 D N A 测序 ( 19 80 化学奖 )的方法

2 次获奖
,

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的美谈
。

在医学界
,

K a lr 肠 n d s te in e r 发明测试人类血型的方法 ( 19 30 医

学奖 ) 和 C ha d e S B
.

Hgu ig ns 改 良前列腺癌 的治疗方

法 ( 19 66 生理学或医学奖 )也属这类成就
。

很显然
,

诺贝尔奖成果博大精深
,

很难以人为分

类来概括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不可能论及所有的诺

贝尔奖成果
,

而且在以上提及的例子 中也不乏跨越

不同范围之举
。

由于每一次诺贝尔奖都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

因此对比和划分诺 贝尔奖成果实为不可为

而为之
。

3 诺 贝尔奖与科学发展的规律

诺贝尔奖是 20 世纪科学发展的见证
,

回顾诺贝

尔奖的历程恰似重温上一世纪科学发展的历史
,

其

中不难发现一些普遍规律
。

3
.

1 科学发展的继承性

诺贝尔奖最初 10 年的获奖成果无疑是建立在

19 世纪科学的辉煌成就之上 的
。

达尔文的进化论
、

孟德尔的遗传学 以及 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在 当时已广

为流传 ; 就物理学来讲
,

麦克斯维尔方程已被广泛接

受
,

许多物理现象 已被描述 和解释图 ; 而 19 世纪末

的化学
,

其中包括了诺贝尔本身的工作
,

则被认为是

化学史上 的重要转折点 〔3」。

后期诺贝尔奖的成就直

接建立在早期诺贝尔奖成果的基础上的例子也是屡

见不鲜
。

正可谓
“

站在了巨人 的肩膀上
”

(牛顿语 )
。

试想
,

如果没有 x 射线的发现就不可能有 B ar gg 父

子利用 x 光衍射的方法对晶体结构的研究 ( 19巧 物

理学奖 )
,

W ilk in s 也就不可能为 W at s on 和 C icr k 提供

为发现 D N A 双螺旋结构起 到关键性作用的 x 光衍

射证据川
,

而也只有在认清 了 D N A 的分子结 构之

后
,

M a o ha n w
.

iN er nb
e gr 才 可破译 遗传 密码 ( 19 68

生理学或医学奖 )
。

在物理学领域
,

人们对
“

基本粒

子
”

认识的逐步深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

3
.

2 科学发展的阶段性

诺贝尔奖往往代表着连续发展中的阶段性的突

破
,

而这种认识上 的飞跃所带来 的则是学科格局上

的变化 ( p a ar d i gm s h i ft )
。

例如
,

在 lP
a n e k 和 E i n s te in

建立 量 子物 理学 之后
,

iN el s H
.

oB h r

的原 子 理论

( 19 2 2 物理学奖 )
、

w e nr e : K
.

H e i s e n b e笔 对量子力学

的深 人 ( 19 3 2 物 理学 奖 ) 以 及 Eo i n S e h功d i n g e r

和

aP ul A
.

iD ar C
对量子场论的贡献 ( 19 33 物理学奖 )

,

均可称为量子物理学发展的里程碑
。

在科学史上以

诺贝尔奖得 主命名 的理论 和原理
,

如生物学 中的
“ K er b

s

循 环
”

( Han
s A

.

K er b S ,

19 5 3 生理 学或 医学

奖 ) 和
“ C a lv i n 循 环

”

( M e lv i n C a l v i n
,

19 6 1 化学奖 )
,

物理 学 中 的
“

包 利 不 相 容 ( aP iul
e xc lus ion ) 原 理

”

(W o l fg an g p au li
,

194 5 物理学奖 )和
“ BC S 理论

”

( J
o h n

B a dr e e n 、

玩 o n N
.

C o o p e r

和 J o h n R
.

S e h ir e

ffe
r ,

19 7 2

物理学奖 )
,

则直接展示这些发现的划时代意义
。

这

种阶段性也可能是由新的技术发明或研究手段的更

新所致
,

例如
,

K a yr B
.

M ul ils 发 明的多 聚酶链式反

应 ( P C R ) ( 199 3 化学奖 )把分子生物学分成
“

前 P C R
, ’

和
“

后 p C R ”

两个时代 [8 〕。

3
.

3 跨学科研究与概念性突破

20 世纪初 的化学 即与物理学 和生物学 的发展

紧密相连
。

诺贝尔奖历史上不乏跨学科合作而获奖

的例子
,

而同一位科学家同时获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提名也并不罕见 〔3 」
。

M iar
e
cu ir 。

由于研究放射性元

素分别获物理奖 ( 19 03 )和化学奖 ( 191 1) 也成为诺贝

尔奖历史上 的佳话
。

另一方 面
,

一个学科 的重要突

破往往引发其他学科的革命
。

H a
o dl c

.

u er y 发现

的氢同位素 ( 193 4 化学 奖 )不仅 是化学领域的新突

破而且对核物理理论和核工业技术的发展都具有划

时代 的意义
。

再如
,

w ill a司 F
.

iL b b y 发明的 ’ 4 c 测年

技术 ( 19 60 化 学奖 )为地质学和考古学提供 了绝对

年龄值
。

由物理学的进展所带来的天文学新突破的

例子也是屡见不鲜
,

如 Han s A
.

eB ht e
对核反应理论

的研究导致 了对星体能源的解释 ( 19 67 物理学奖 )
。

3
.

4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

诺贝尔奖的着眼点无疑是放在认识世界
、

揭示

自然的基础科学上的
。

尽管基础科学的发展可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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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地为技术上 的突破提供可能
,

但研究者的最初

目标往往并非发明而是发现
。

例如 Jho n F
.

E dn
e 。

、

hT
o m a s H

.

W
e l l e r

和 F er d e ir e k C
.

R o b b in s 在研究 脊

髓灰质炎病毒 ( p o li o m y e li t i , , i ur
s

) ( 19 54 生理学或医

学奖 )时并不是为了寻找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方法
,

但

其成果无疑为以后的小儿麻痹疫苗的发明以及在地

球 仁最 终 消灭 这 一疾 病起 到 了关 键性 的作 用
。

Se v e or o e h o a

和 A rt h u r K o m b e笔 对 合成核酸 的研究

( 19 59 生理学或医 学奖 )完全是基 于对 自然规律 的

好奇
,

但他们的成果使以后 的遗传工程技术的发明

成为可能〔” ]
。

3
.

5 科学研究的新奇性与创造性

科学 的飞跃在 于概念上 的创新 和理论上 的突

破
,

而诺 贝尔科学奖所奖励 的对象正是这种科学 的

新奇性 ( n o v e lt y )和创造性 ( C er at iv i ty )
。

仔 细分析每

一项诺贝尔奖
,

从问题的提 出
,

到寻求解决 的方法
,

到所应用的技术手段
,

直到最终数据 的解释和结论

的得出
,

创造性几乎无所不在
。

打破常规的新奇思

路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

4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社会功能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科学家的代表
,

诺贝尔获奖

者并 非是一个 单调 均一 的群体图
。

100 年来 约有

30 0 多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

其 中包括 10 位女性
,

他

们生长在不 同的国度
、

说不 同的语 言
、

受不 同的教

育
、

亦有着各 自的成长经历
,

但无一例外地对 自然界

的真相有着挚着的追求
。

获奖者 中有父 子 ( w ill ia m

H
.

B ar g g 和 w il l i a m L
.

B ar g g
,

19 15 物理学奖 )
、

母女

(M a ` e C u ` e ,

19 0 3 物理学 奖
,

19 1 1 化学奖
,

I沱 n e j o -

li ot
一

C u石e ,

19 35 化学 奖 )
、

夫妻 ( R e
err C u ir e 和 M a it e

cu ier
,

190 3 物理学奖 )
,

他们 都具有 扎实 的科学 基

础
,

开阔的科技视野
,

尖锐的批评性眼光和强烈的创

新欲望
。

科学 的发 展无疑是全人类共 同努力 的结

果
,

但西方科学家主导诺贝尔奖的现象却十分明显
。

以化学 奖为 例
,

在 二战 之前 以 德 国最 为 突 出 ( 14

位 )
,

而 二 战 之 后
,

美 国科 学 家 占主 导 地 位 ( 43

位 ) 〔’ {
。

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有 6 位华裔科学家获奖
,

除李远哲 ( 19 86 化 学奖 )之外
,

其余 均获物 理学奖

(李 政 道 和 杨 振 宁
,

195 7 ; 丁肇 中
,

19 7 6 ; 朱棣 文
,

199 7 ; 崔琦
,

19 98 )
,

他们的获奖研究工作均在国外完

成
。

应当指出
,

诺贝尔奖的名额及覆盖的学科有限
,

由于种种原因有许多重大科学成果未能获奖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获得诺 贝尔奖不仅仅是对一

个科学家科学贡献的奖励
,

同时也含有对诺贝尔奖

得主的智慧和声誉 的肯定
,

尽管这并非诺贝尔奖的

本意
。

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成为科技政策的决策人或

推行者
,

如 E i n s t e i n 对发展 原子弹的提议
、

W
a t s o n 对

冷泉港 ( e o 一d s p ir n
g H a山o r

)分子生物实验 室的建设

和人 类 基 因组 工 程 ( H u m a n G e n o m e p orj e e t ) 的 倡

导〔’例 。

李政道和杨 振宁对 中国当代科学 发展 的贡

献也是众所周知 的〔”
,

’ 2 ]
。

不少 获奖科学家后来还

因此成为社会活动家
,

如 H ie se bn
e gr 对二战后德 国

政治的影响力远超过了科学政策 的范围 [” ]
,

aP iul gn

由于反对核试验及核扩张 的社会活 动而获得 1 962

年诺贝尔和平奖
,

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位科

学及和平奖的双料得主
。

应 当指出
,

诺 贝尔奖获得者无疑为科学作出 了

极大的贡献
,

但他们 的见解和预见并非一贯正确
,

特

别是对超出其专业范畴的评论
。

oB h r

将量子力学深

入到了原 子水平
,

但他对 基 因 的解 释却是不 正确

的毛’ 4」; aP ul i gn 错误地认为 D N A 分子是 3 螺旋结构
,

从而与解开
“

生命之迷
”

失之交臂 t 7几绝大多数微生

物学家均不赞同 M ul h S 坚持的
“

IH V 并非是爱滋病

的原凶
” [ ’ 5〕的看法

。

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也不乏具有

争议的获奖成果
,

如 R o be rt A
.

M i ll i k a n 192 3 年的物

理学奖 〔’ 6 」和 A
.

E g a , M o n i z 19 4 9 的生 理学或 医学

奖〔” 〕 。

5 结 语

百年来
,

诺贝尔奖所代表 的科学成就无疑展示

了 20 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
,

反映了人类对 自

然界的组成
、

现象和规律认识 的不断深人 和更新
。

诺贝尔奖的百年诞辰是值得庆典 的
,

但科学本身则

是在庆典之后的漫长的
、

无止境 的求索过程
。

诺贝

尔奖同人类社会一起进人了一个新世纪
,

而现代科

学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是诺贝尔一百多年前难以预料

的
。

在不久的将来什么研究方 向有希望获奖 ? 哪些

科学家已接 近了诺贝尔奖 ? 凡 te : M e d a w a :

( 196 0 生

理学或医学奖 )的话
: “

明智的人可 以有期望
,

但只有

愚蠢的人才试图预测
’ ,

[ ’ “ 」,

似乎可以 用作答案
。

诺

贝尔奖在 20 世纪的历史充满着难于预测的惊喜和

失望
,

而且科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历史及社会 的背

景
,

人们对
“

重大的科学发现
”

的概念也会 随着人类

思维和社会的演化而改变〔`”
,

洲
。

但可以 肯定的是
,

新世纪的诺贝尔科学奖仍将和科学的创造性紧密联

系在一起
,

而新 的科学发现则无疑会推动
、

影响
、

或

改变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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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简介

副主任
:
李主其

19 41 年出生
,

19 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

19 68 一 19 78 年在内蒙古 自治区下

放锻炼
。

19 78 年奉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

19 79 年 3 月一 198 0 年 9 月考进中央党校

理论研究班学习
。

19 85 年 8 月任 红旗杂志社经济部编辑
,

19 85 年 8 月一 19 86 年 6

月任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主编
。

19 86 年 6 月起分别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
、

综合司
、

秘书局工作
,

先后任处长
、

副司长
、

局长
。

19 98 年 12 月一 2《XX) 年 12 月任国家科教

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副部长级 )
,

20 00 年 8 月兼任
、

2X() 0 年 12 月任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

专业
:
政治经济学

、

行政管理
。

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
、

行政管理的研究以及有关刊物的编辑工作
,

在

中央政府有较长的工作经历
,

参与起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
,

曾出版过与工作相关的

论文和专著
。

副主任
: 王 杰 教授

195 6 年出生
,

19 85 年于北京大学数学 系研究生毕业
,

此后 留校任教
。

19 91 年

在北京大学 获理学博 士学 位
。

199 4一 19 95 年 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 高级访问学者
。

19 9 5 年 8 月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

19 95 一 19 98 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常务副院

长
。

现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

专业
:
代数学

、

密码学
。

从事代数学
、

组合数学和密码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主要研究方 向为本原置换

群的结构理论
、

群论 的计算方法
、

代数 图论 以及它们在密码学中的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