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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 ro周年
·

沃土助苗长
,

阔野任马奔

崔 鹏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成都 61 。又 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我犹如水和鱼的关系
。

科

学基金
,

特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不仅支持了

我的科研工作
,

使我得以实现自己的求知意愿
,

更重

要的是它给了我信心和宽松的科研环境
,

使我不断

鞭策自己提高科学素养
,

开阔胸怀
,

脚踏实地做好每

一件工作
。

我不自觉地把 自己的情感融入基金中
,

心中有一股基金情结
,

水乳交融
,

难分难舍
。

提起科

学基金就有道不完的谢意
,

诉不尽的衷情
。

进行了梳理
,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从泥石流起动机理

和起动条件的原创性工作
,

到在理论成果基础上提

出预测和治理泥石流
,

并在发生之前提出减灾新方

法这一学术思路
,

于 19 99 年申请了发明专利
。

与此

同时
,

我继续勤勉地进行着 日常的学科积累和实际

而具体的减灾工作
。

我的工作终于被专家认可
,

于

2 0( 刃 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使我的

科研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
。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我学术历程

上的航标

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

都有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的支持
,

基金扶持我到今天
。

19男) 年博士毕业

后
,

我申请到国家 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 目的资助
。

19 9 7年留学回国后
,

在国外工作的基础上
,

我开始

筹划重点项目
,

1999 年获得批准
,

这使我的学术思

路和科研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

在学术界得到 了同

行的初步认可
。

然而
,

自从回国后我一直期望的还是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
。

这并不仅是对 so 万元

研究经费的期望 (其间
,

我已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等项 目的支持 )
,

而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学

术界所享有的盛誉对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自然的吸

引和激励
,

更是对我所从事的泥石流研究能在国家

层面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希冀
。

争取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就成了我的奋斗目标
,

它像航标一样
,

指引着我的学术追求
。

面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崇高的称号
,

自觉

差距甚远
,

不敢有丝毫懈怠
。

我认为
,

一个年轻的边

缘性小学科的工作要被学术界认可
,

不仅仅靠文章
,

好的学术思路和踏踏实实的日常积累更为重要
。

认

识到这一点
,

我把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泥石流起动的

初步理论和基于泥石流起动理论而提出的减灾思路

2 科学基金宽松的科研环境是青年群体成

长的沃土

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80 万元的资助

后
,

作为中国科学院 B 类
“

百人计划
”

人选者
,

中国

科学院又为我匹配了 150 万元科研经费
。

总数为

23 0 万元的科研经费
,

加上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和中国科学院人才支持经费的宽松要求
,

使我能够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

也使我能下决心去做风险大
、

一

时难出成果的学科最基础
、

最前沿的工作
。

泥石流

预测预报一直是本学科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

影响泥

石流预测预报精度和方法改进的瓶颈就是泥石流形

成机理和条件
。

泥石流形成影响因素众多
,

过程复杂
,

我在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下
,

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

开

展了泥石流预测预报基础理论— 泥石流形成机理

的研究
。

选择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蒋

家沟泥石流形成区
,

通过实际观测
、

野外原型实验
、

室内模拟与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

研究形成泥石流的

砾石土的力学行为和滑坡转化为泥石流的力学机理

等问题
。

这一基础性原始工作
,

得到国际同行的关

注并与香港大学和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开展了合

作
,

最近又接到法国
、

奥地利学者希望合作的信函
。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反哺
,

讲究回报
。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给予我以扶持
,

而我所能给予的回

一灯、几盛n月已夕l尸ù卜去毕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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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莫过于对人才的培养了
。

围绕着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 目的实施
,

我们有一个 or 余人的青年学者

群
。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
,

培养了他们脚踏实地的朴

素学风
,

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路
,

鼓励了他们的进取

精神
。

课题组顶着风雨在极其危险的泥石流形成区

观测泥石流形成过程
,

取得第一手资料
。

这种冒着

生命危险追求真知的坚韧意志是这群青年学者一步

步走向成熟的精神支柱和科学修养
。

他们中已有 4

人从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
,

4 人从助理研究员晋

升为副研究员
,

2 人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

项 目组培

养了 1名博士后
,

6名博士
,

6 名硕士
,

其中 1 名博士

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
,

1 名博士被推

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

1 篇博士论文

被推荐参评全国百篇博士论文
。

在项 目执行中我们

进一步凝炼了科学 目标
,

使 4 位项目组成员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的资助
。

一个富有朝气的

青年创新研究群体已经形成
。

很恼火
。

想不通自己当所长并未为 自己谋利益
,

尽

可能公平
、

公正
、

公开地处理政务
,

尽可能考虑各方

面人员的利益
,

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烈的反映 ? 冷静

下来想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我是多么的宽容和信

任
,

当时我的重点基金项 目还在进行中
,

就能获得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并未被过分计较重点基金将

会完成得如何
。

这是一种宽容
,

是一种信任
。

信任

和宽容是一种气魄
,

它 吸引着成千上万性格各异的

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

为中国的科技

发展而奋斗
。

作为所长
,

我也应该用信任和宽容对

待这些对我有一定成见的职工
,

使大家围绕山地所

的发展 目标
,

为了山地学科的发展而工作
。

因而
,

就

采用了豁达
、

大度
、

平和的态度对待这些事
,

使得山

地所能保持平稳的发展
,

为青年人才的成长营造了

一个温暖平和的环境
。

3 科学基金的宽容和信任使我不断提高科

学修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给予我的不仅是经费的

支持
,

更是科学精神的熏陶和科学修养的提高
,

它使

我能站在更高层面上审视周围的事物
,

能正确对待

科研以及科研活动之外与科研有关的事物
。

得到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和中国科学院匹配资金以

后
,

作为常务副所长 的我可以不再为自己的科研经

费担忧
,

就可以公平
、

公正地部署研究所的资源
。

我

在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后
,

没有从研究所

的创新经费中为自己谋划项目经费
,

而是考虑到研

究所长远的发展目标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
,

同时兼

顾到近期绩效和各类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

做当前策

略性设置
,

从而保障了研究所在有限资源 的条件下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由于主持山地所的工作
,

难以保证每位职工都

满意
。

个别同志采取比较极端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意

见和想法
,

甚至在不完全了解情况时写信 (匿名信或

实名信 )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

当时我觉得很委屈
,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荣替激励着我

不断进取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无异于获得学术界

的认可
,

对追求学问的人来说
,

这是至高的荣誉
。

但

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来说
,

荣誉是头上

的光环
,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

这份责任要求 自

己在学识
、

成果和科学修养方面都能与这一荣誉相

称
,

要求自己为这荣誉争光
。

这份荣誉就像激励将

士的战鼓
,

时刻鸣响在耳边
,

萦回在脑际
,

鞭策着 自

己不断进取
,

不断提高学识水平和科学修养
。

在出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会议上
,

最

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营造环境
,

宽容失败
。

这使科

学家有 了被理解
、

被关怀
、

被信任的感觉
,

有了到自

然科学基金会就像回家的感受
。

在这种环境里
,

使

得人们坦然相处
,

胸襟宽阔
,

能别无他顾地开展学术

争鸣
,

敢冒风险地进行前沿探索
。

科学基金营造了

培育科学苗子的沃土
,

开辟了让骏马奔腾的广阔原

野
。

这是一种让科学家眷恋的基金文化
。

每一个得

到基金资助者都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陶冶
,

从而产

生一种基金情结
。

这种基金情结和基金文化的融合

互动
,

是促使中国科技源头创新的核心和原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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