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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科学基金
”

征文选登
·

师生情 基金缘

韩智勇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1 0 0 0 8 5)

我与科学基金应该是有缘分的
。

如果不是现在

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
,

或许我并不会

意识到这一点
,

但在进入这个团体之后
,

我才觉得这

其中的缘分或许五年前就 已经注定
。

我第一次听到 自然科学基金 的名字
,

是从我的

研究生导师李正中教授那里
。

当时我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找到她
,

希望成为她 的学生
。

记得那是 2 000

年 6 月的一个下午
,

合肥的夏天来得很早
,

虽然还没

有到最热的三伏天气
,

但树上的知 了已经不时地发

出令人烦躁的鸣叫了
。

为了消除我第一次上 门的拘

束和紧张
,

李老师特意泡了她从家乡带来的新茶
,

陪

我一起品茶
。

当确信我已经融入了绿茶所营造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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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奋斗的结果
,

更是多方面支持的结晶
。

其中
,

自

然科学基金对这一创新成果的产生起到了催化剂的

作用
。

在新材料领域
,

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在技术攻关的过程中
,

自然会产生新的

基础理论间题
。

这些 间题不解决
,

技术攻关就会停

滞不前
,

甚至误入歧途
。

从 1 9 9 3 年开始
,

我们根据

技术攻关的总体计划
,

有针对性地提出 6 个 自然科

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

在技术攻关的关键

阶段
,

基金项目都提供了重要支撑
。

在技术攻关的

初期
,

工艺方法的研究指导了工艺路线的选择 ;在中

期
,

工艺原理 的研究指导 了工艺技术的放大 ;在后

期
,

过程机理的研究指导了工艺技术的稳定
。

因此
,

如果没有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

内突破碳化硅 陶瓷基复合材料制造工艺
、

制造设备

和应用考核三方面的 20 项关键技术
,

获得 10 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
。

4 在凝聚创新团队中
,

她发挥纽带作用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
,

我们的团队壮大了
,

研究

方向也多了
,

团队怎样协作
、

怎样稳定的间题也凸现

出来了
。

团队壮大了
,

就要鼓励团队骨干确定 自己

的研究方向
,

并且
“

各负其责
、

各得其所
” 。

团队的稳

定和发展不仅需要称职的学科带头人
,

还要有团结

协作的纽带
,

依靠纽带的连接作用产生凝聚力
。

自然

科学基金就是一种能使团队骨干团结协作的纽带
。

每一年年末
,

团队都开会讨论两个话题
,

一是每

一个研究方向怎样发展
,

二是研究方向之间存在哪

些共性的基础问题
。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哪些

共性基础问题申请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主要 由谁负

责及怎样 申请
。

1 997 年
,

团队 3 名骨干同时获得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
。

事实证明
,

在一个共同的大 目标

下统一开展基础研究
,

可以使各个研究方向之间协

调发展
,

形成合力
。

2 0 0 4 年
,

团队以空天飞行器防热结构一体化材

料为背景
,

在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设计
、

制造和

应用考核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

但仍存在一些

有待解决的共性基础 问题
。

针对这一情况
,

在团队

制订的整体发展规划 中
,

提出以解决这些共性基础

问题为 目标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结果
,

这

一 申请获得批准
。

重点项目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个

交流融合
、

相互启发的载体
,

并将为加快我国碳化硅

陶瓷基复合材料在空天飞行器领域的应用发挥重要

作用
。

在国家强调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的今天
,

作为一

名科技工作者
,

深感肩负着国家和人民寄予的重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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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科技创新的征程中
,

如有科学基金相伴
,

我将

切氛围之后
,

李老师开始向我谈起学习和做研究的

事情
。

她告诉我
,

她原本 已不打算再接收新的研究

生
,

因为再过两年她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
。

送走现

有的学生
,

她计划和老伴一起出去旅游
,

完成几十年

来因教学和研究一直拖延的心愿
。

听到这些
,

失望

开始在我心里浮动
,

然而她最后又补充说还有一种

可能性
,

那就要看她和北京大学一个教授联合 申请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能否成功
,

如果成功了
,

她

会用这笔基金再培养一名研究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这个充满新鲜和神秘的名

字
,

在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的灯火
。

当时的我
,

比任

何人都更关注她的消息
。

科学基金
,

就像一条纽带
,

终于把我引到了李老师的身边
,

从那里我开始一步

步走进了学术的殿堂
。

我的第一次研究
、

第一次公

开发表的论文
,

以及后来的硕士论文都是在科学基

金的支持下完成的
。

当时在我的心里
,

科学基金代

表着希望
,

代表着我和李老师 的缘分和师生情谊
。

在我硕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
,

李老师一半鼓励一半

玩笑地对我说
,

不要忘记了是科学基金给 了我这个

机会
,

以后去基金委工作吧
,

把希望和缘分带给更多

像我一样渴望深造的学生
。

科学基金
,

就这样像撒下了一颗种子
,

留在我未

来的学习
、

工作和生活中
。

当我进入中科院开始攻

读博士学位以后
,

科学基金的那颗种子
,

也渐渐生根

发芽
,

越来越 多地 出现在我的面前
。

20 0 4 年
,

我从

英国访问结束
,

刚刚回到课题组就听到了一个喜讯
:

我的博士导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在大

家看来
,

科学基金代表 了科学和公正
,

杰 出青年科学

基金则代表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科研人员最

大的肯定
,

也是一名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

当我们向导师表示祝贺的时候
,

他笑着说
,

这是你们

每一个人未来的方向
,

通过 自己踏实努力的工作
,

先

从青年基金开始
,

到面上项 目
,

再到重点项 目
,

科学

基金是向大家敞开的
,

你们都有机会得到科学基金

的支持
。

这时
,

我对科学基金的感觉
,

已经从最初的

神秘和希望
,

变作满怀的憧憬和敬畏
。

博士毕业前夕
,

一个偶然的机会
,

我得知自然科

学基金委正在 网上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
。

科学基金 ?

不断增添新的动力
。 “

但愿人长久
,

千里共蝉娟
。 ”

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驱使我在第一时间把简历投 了

过来
。

等待
、

笔试
、

等待
、

面试
、

再等待… … 在三百多

个候选 人中
,

被选 中的概率实在太小了
。

但奇怪 的

是
,

在惴惴不安中
,

我总是有一些无名的 自信
,

仿佛

早在五年前硕士导师第一次向我谈起科学基金的时

候
,

早在去年博士导师告诉我们科学基金是向我 们

每一个人敞开的时候
,

就 已经注定了我与科学基金

之间的这段缘分
。

我的预感告诉我
:

科学基金
,

离我

已经很近了
。

舍弃了种种机会和诱惑
,

我终于成为基金委工

作人员中的一员
。

虽然在知道将因此失去 申请基金

项 目资格的时候
,

心中有一丝失落
,

但能成为其中的

一员
,

依然让我不 由得欣喜和庆幸
。

终于如我的两

位导师所说
,

我走进 了科学基金
,

我将可以为这个曾

经给我神秘和希望
,

给我憧憬和敬畏的名字贡献我

的力量
。

转眼之间
,

我在基金委 已经工作整整半年 了
。

这半年里
,

我逐渐融入到科学基金文化之 中
。

我经

历了面上项目
、

重点项目以及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和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的评审
,

每一次的经历都让

我对科学基金的公正性 和科学性有 了更深刻 的认

识
。

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中的公开
、

透 明
、

民主
、

规范

保障了资助的科学
、

公正和公平
,

这也是她在广大科

研人员心中具有崇高声誉的根本所在
。

尽管由于外

界迅速增长的申请需求
、

内外机制与文化的冲突
、

内

在的难免的体制固化
,

科学基金也不可否认地存在

一些问题
,

但瑕不掩瑜
,

她始终保留着科学基金文化

中最核心
、

最优秀的部分
,

而且正在建立一个自我反

省与变革的机制
,

来保障自身的纯洁
。

所有这些都

让我更加庆幸 自己的选择
,

更加珍惜我与科学基金

的缘分
。

半年的时间
,

和基金委老 同志从事基金工作的

时间比起来是短暂的
。

谈我和科学基金的缘分可能

也只是年少妄言
。

但科学基金在我心中从 神秘
、

希

望
,

到憧憬
、

敬畏
,

再到公正
、

纯洁的形象变迁
,

确是

实实在在的
。

师生情
,

基金缘
。

我与两位导师之间

的情谊是终生不变的
,

我与科学基金之间的缘分应

该也是如此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