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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底，雨天的清华园分外静谧，新

清华学堂实验剧场却十分热闹。

“是不是只有最有天赋的人才能在

理论数学上取得突破？”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中学高一学生史博文向科学

家抛出问题。

“事实上，跟随自己的兴趣是最重

要的。大多数人都无法估量自己的天

赋 —— 如 果 你 真 的 喜 欢 数 学 ，深 入 学

习、努力解决你感兴趣的问题，才是成

功的关键。”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教

授考切尔·比尔卡尔答道。

这是近日举行的首届国际基础科

学大会青少年专场活动中的一幕。

7 月 28 日，为期两周的首届国际基

础科学大会闭幕。在会议期间举办的

“科学家面对面”“青少年科学海报展示

交流”等活动中，国内外科学家分享了

从事基础研究、开展人才培养的心得。

“最重要的是要找
到自己喜欢、好奇的研
究方向”

16 岁 的 史 博 文 是“ 中 学 生 英 才 计

划”的学员，正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线性

代数相关课题，“我很喜欢数学，未来也

想继续学习理论数学。但是，有时候我

对自己的能力不太自信。”

“教授鼓励我，要研究感兴趣的问

题，不必太在意是否成名。我特别喜欢

这个回答。”史博文说，“对我而言，从事

自己喜欢的研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

件事。”

兴趣、好奇心，是科学家们反复提

及的关键词。在基础科学大会开幕式

上，诺贝尔奖得主戴维·格罗斯将基础

科学称为“好奇心驱动的科学”。在他

看来，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就要让孩子

们尽可能多地探索、自己寻找答案。

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

丘成桐回忆，初中时，学习欧氏几何的经

历让他印象深刻：“在欧氏几何中，由 5
条简单的公设出发，竟然能证明那么多

条定理，令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我期望年轻人能够看到科学的美

丽，科学的真理。”丘成桐说。

在讨论年轻人如何选择研究方向、

规划职业发展时，科学家们鼓励学生勇

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选择一条独

特而富有挑战的道路。“我想到的第一

点是，选择自己热爱的方向。”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

长王贻芳说。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喜欢、好

奇的研究方向，并全身心投入其中。”香

港 科 技 大 学 讲 座 教 授 戴 自 海 接 着 说 ，

“如果研究的问题是自己感兴趣的，就

不会觉得辛苦。”

听了科学家的分享，北京市第八中

学教师侯越很有感触，“多名科学家提

到，科学研究要勇于发现问题。基础教

育阶段，我们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自己

的兴趣，并朝着目标努力。”

“多看一些书，多听
一些演讲”

早上还在上海出席国际基础科学

大会卫星会议的丘成桐教授，晚上就来

到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在“科

学家面对面”活动现场与大学生和中学

生代表交流。

“希望年轻学者、学生们积极与世

界 一 流 学 者 交 流 ，从 而 树 立 明 确 的 目

标。”丘成桐说。

为什么要搭建交流平台？希望年

轻人收获什么？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丘成桐回

忆，在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有幸接触许

多重要学者。“在课本上看到伟大的科

学家，与面对面接触他们本人时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解决的一个

重 要 问 题 ，就 是 受 到 菲 尔 兹 奖 得 主 大

卫·曼福德演讲的启发。”丘成桐一边

说，一边望向自己提到的这位数学家。

“所以，让中国的小孩看到世界最

有学问的学者、让他们感觉自己也有能

力做伟大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丘成

桐表示，大学者的演讲可能对年轻学子

有长远影响，希望为中国学生提供这样

的机遇。

多交流、多讨论，是科学家们对青

少年学生的建议。

“学知识的时候感到迷茫，应该怎

么办？”“花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

心情很沮丧。科研路上遇到困难时，如

何调节情绪？”活动中，清华大学求真书

院的本科生们提出许多问题。

“这个时候要多和别人交流，参加

讨论班、与同行聊天。每个人看问题的

角度不一样，或许别人的观点会给你带

来不同的看法。”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

授辛周平说。

“不仅要反复学习，还要不断与其

他人讨论、交流，把不会的讲出来，直到

真正掌握。”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建议。

丘成桐也建议，“可以多看一些书，

多听一些演讲，尤其是大师的演讲。他

们的想法很可能带给你启迪。”

在交流中，青少年的科学问题得到

了学者的回答。“如果你还想知道一些

细节，可以来我的办公室交流。”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张平在回答问题后发出

邀请。

“我有幸和菲尔兹奖得主等顶尖学

者沟通交流，不仅学习到数学领域的前

沿 观 点 ，还 了 解 到 多 个 领 域 的 交 叉 知

识。”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学生王进一说。

“你们的抱负还可
以大一些，要勇于挑战
看起来不可能的问题”

“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在与清华

大学求真书院大一、大二学生的交流活

动中，丘成桐抛出问题：“在座的同学们

里面，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有能力开始做

研究？”

丘成桐勉励大家，一路学、一路做

研究，对知识的理解才更加透彻，“做研

究要花功夫，但越做，懂的就越多。”

面对学生和青年学者，丘成桐鼓励

道：“你们的抱负还可以大一些，要勇于

挑战看起来不可能的问题，只要你耐心

充足，你能发现你实际上的贡献比你想

象的要多得多。”

位于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

会场的大学生海报展，展示了基础学科

学生的研究成果，吸引许多学者驻足。

北京大学学生杜航的海报，展示了

他与老师、学长们在相关随机图模型和

平面临界渗流模型领域开展的研究工

作。在杜航看来，海报展为年轻学生提

供了交流平台，让大家走出自己的圈子，

了解其他人关心和研究的问题，碰撞出

不一样的火花，从而产生更多新的想法。

“我见到了非常优秀的同龄人，也

看到了很多精彩的研究工作。这让我

更加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做出漂亮

的工作，能够将数学发展的使命承担在

肩上。”杜航坚定地说。

“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年轻人非常

非常聪明。”图灵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

姚期智在谈及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时说，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帮助——

在大学的课程里面学到一些最新的东

西、遇到一些不错的教授、鼓励他们发

挥好奇心和研究精神。这样，他们的成

长就会跟以前不一样。”

在丘成桐看来，举办国际基础科学

大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让年轻人树立

远大志向，“要让他们晓得，人生最重要

的一点不是单纯为了自己，也为了学术

—— 找 寻 真 理 是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事 情 。

希望他们能够追求最高的荣誉。人生

的荣誉是真理和真理带来的美丽。”

图为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学生向科

学家提问。

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供图

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科学家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

让更多年轻人看到科学的美丽
本报记者 吴 月

■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R

呵护孩子们的好奇
心，做科研要多交流多讨
论，勇于挑战看起来不可
能的问题……首届国际
基础科学大会期间，“科
学家面对面”“青少年科
学海报展示交流”等活动
举办，搭建起青少年与国
内外科学家对话交流、思
想碰撞的平台。科学家
们分享了从事基础研究、
开展人才培养的心得，期
待更多年轻人看到科学
的美丽，科学的真理。

核心阅读

本报张家口 7 月 30 日电 （记者

杨雪梅、周飞亚）7 月 29 日至 30 日，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

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科学出版社、河

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考古科学大会

在河北张家口阳原县泥河湾举办，来自

全国 70 余家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

家学者参会。

近 年 来 ，科 学 技 术 成 为 考 古 学

前 进 发 展 的 关 键 推 动 力 ，各 种 科 学

研究手段深度介入田野调查、考古发

掘、资料整理、价值阐释、文物保护和

展示利用等，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研究范式。科技考古各领域在基

础 理 论 研 究 方 面 都 取 得 长 足 的 发

展 ，形 成 了 自 身 的 理 论 话 语 研 究 体

系，不断提高着考古学的研究水平。

同时，科技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也

存在原创性成果较少、研究设施不够

完备、考古大数据研究进展缓慢等问

题。在这一背景下发起以“考古科学”

为主题的大会，旨在梳理考古科学的

理念、方法及目标，探讨中国考古学的

未来发展方向，聚焦考古学与社会发

展 的 密 切 关 系 ，为“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言

献策、贡献力量。

考古科学大会举办

本报北京 7月 30日电 （记者吴月

辉）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

围绕“中国天眼”（FAST）发现的最新成

果。武汉大学天文学系与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牵头完成的国际合作研究

论文《微类星体中的亚秒级周期射电振

荡》，揭 示 了 黑 洞 喷 流 的 复 杂 动 力 学

特性。

微类星体是银河系内由一颗中子

星或黑洞与一颗普通恒星组成的双星

系统。著名微类星体 GRS 1915+105
含有一个快速旋转的黑洞，是研究极端

高能物理过程的重要样本。为了揭开

微类星体的相对论性喷流的神秘面纱，

2020 年至 2022 年，该团队利用 FAST 对

GRS 1915+105 首次开展高时间精度

的射电连续谱光变和偏振监测。利用

FAST 高 采 样 和 探 测 灵 敏 度 优 势 ，在

2021 年 1 月和 2022 年 6 月的两次观测

均发现黑洞存在微弱的射电“脉搏”，周

期约为 0.2 秒。这个“脉搏”周期不稳

定，而且大部分时间无法探测，因此称

之为准周期振荡。

这一成果是国际上首次观测到微

类星体中亚秒级低频射电准周期振荡

的现象，并揭示黑洞系统的该准周期振

荡现象与相对论性喷流直接相关。此

次黑洞射电辐射“脉搏”的发现，对于揭

示致密天体相对论性射电喷流的起源

与动力学过程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有望

打 开 黑 洞 射 电 观 测 和 理 论 研 究 的 新

思路。

中国天眼揭秘黑洞射电辐射“脉搏”

本报北京 7 月 30 日电 （记 者施

芳）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面向海内

外公开征集文物藏品，进一步推动长城

文化遗产的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

展示。

本次文物藏品征集涉及反映中国

古 代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长 城 遗 址 本 体 修

建、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有关材料工艺、

形制图样、施工管理、营造技术、历史

沿革、古籍善本、档案图录、拓片印谱

等的实物、照片及文献资料、建造工具

等 。 活 动 现 场 ，博 物 馆 接 受 了 8 名 长

城爱好者捐赠的藏品，包括三眼火铳、

长城挂毯等 48 件/套物品。

据介绍，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

北 京 八 达 岭 长 城 景 区 内 ，1994 年 9 月

建成开馆，是一座以万里长城为主题

的全面反映长城历史、军事、建筑、经

济 、文 化 艺 术 及 现 状 的 专 题 性 博

物馆。

中国长城博物馆征集文物藏品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考古是通过物质遗存研

究逝去历史的学问。当前，

在 影 像 学 、年 代 学 、基 因 组

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学科的渗透下，通过各

种科学技术的运用，考古得

以更精确地揭示古代遗存的

面貌和特征，更广泛提取考

古遗存包含的多样化信息。

科技，让考古学迸发出新的

活力。

考古学研究从来不是一

门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

集多学科所长、交叉融合的研

究领域。多学科的技术手段

和理论方法，使中国考古正在

全方位进行跨学科融合，而面向人类起

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国际考古研

究的前沿性课题，更使中国考古不断延

伸研究触角、细化学科分支。

以古基因组学为例，作为考古学、

人类学、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学等多学

科融合产生的新方向，其最新的实验

技术和分析方法，让我们能够从人类

化石、骨骼遗骸或是曾经生活过的地

层的沉积物里提取到千年、万年乃至

十几万年前人类的 DNA，直接观察到

史前人群的遗传成分，从而分析他们

的演化过程和遗传历史，了解相关人

群 的 亲 缘 谱 系 和 祖 先 来

源。近年来，考古学与古基

因组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科 学 家 们 通 过 深 度 解 析 世

界 各 地 所 发 掘 的 考 古 遗 存

材料，为人类起源与演化历

史 带 来 许 多 新 的 认 识 和 突

破性发现，而该学科方向也

因 此 成 为 国 际 科 技 考 古 及

人 类 学 研 究 领 域 的 最 新 热

点和前沿趋势。

我 国 在 古 基 因 组 学 领

域 虽 然 起 步 较 晚 ，但 自

2017 年以来，通过创新关键

技术开展系统性研究，在我

国 以 及 东 亚 不 同 人 群 的 形

成特点、迁徙融合模式与环

境 适 应 性 方 面 已 取 得 一 系

列 具 有 重 大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突破性进展。可以说，这一

技 术 在 助 力 考 古 人 从 遗 传

学 角 度 探 源 百 万年的人类

史 、一 万 年 的 文 化 史 、5000
多 年 的 文 明 史 方 面 具 有 独

特优势。

尽 管 过 去 10 多 年 来 的

跨 学 科 研 究 让 我 们 对 东

亚 ，特 别 是 我 国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以 来 人 群 的 迁 徙 、

演 化 和 适 应 历 史 有 所 了

解 ，但 仍 有 许 多 科 学 问 题

亟 待 探 索 。 同 时 ，随 着 古

基 因 组 学 的 发 展 ，更 多 新

研 究 方 向 兴 起 并 与 更 多 学

科 领 域 交 叉 融 合 ，为 我 们

开展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打开更多

新 窗 口 ，相 信 这 将 为 揭 示 东 亚 人 类

遗传历史的相关缺环和细节带来更

多 关 键 性 信 息 。 同 时 ，针 对 重 要 遗

址展开更多维度的研究探索和更深

度 的 信 息 融 合 ，将 为 我 们 在 更 大 的

时间尺度和地理范围揭开人类神秘

的 过 去 ，带 来 更 多 元 的 遗 传 学 证 据

和 细 节 性 认 识 ，为 科 技 考 古 带 来 更

多活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杨

雪梅、周飞亚采访整理）

科
技
为
考
古
带
来
更
多
活
力

付
巧
妹

■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针对重要遗
址展开更多维度
的研究探索和更
深度的信息融合，
将为我们在更大
的时间尺度和地
理范围揭开人类
神秘的过去，带来
更多元的遗传学
证据和细节性认
识，为科技考古带
来更多活力

中国十大古典名曲，你最心仪哪

首？是高山雄伟、流水澎湃的《高山流

水》，还是曲音清幽、音节舒畅的《梅花

三弄》，或是以水墨画般勾勒辽阔秋江

景色的《平沙落雁》？

近日，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主办的

“高山流水觅知音”中国十大古典名曲

专场音乐会，在郑州大剧院音乐厅奏

响。演出现场，河南民族乐团的乐手们

带来中国十大古典名曲，琵琶、古筝、二

胡、古琴、曲笛等民族乐器尽显风采。

“演奏员们将不同作品的气韵展现得淋

漓尽致，既突出了古典音韵的优雅格

调，又充满激情，让听众神思荡漾，流连

忘返。”一位民乐铁杆粉丝如是说。

前不久，这支乐团获评优秀民族管

弦乐团。“能够获此殊荣，是对我们坚持

做民族音乐的人的最大鼓舞。”国家一

级演奏员、河南歌舞演艺集团音乐总监

杜宏亚说。

河南民族乐团前身是原河南省歌

舞团里一支 10 多人的民乐队，始建于

1957 年 3 月，1999 年初由杜宏亚发起组

建河南省歌舞剧院民乐团，2007 年 11
月正式定名为河南民族乐团。经过多

年的磨砺和积淀，河南民族乐团有着鲜

明的中原特色，创作并演奏出一大批富

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族器

乐作品，比如移植改编的唢呐独奏《百

鸟朝凤》、民族管弦乐《中州韵》《豫调》、

琵琶协奏曲《汉字》、民族交响音画《孙

子兵法·回响》、民族交响音诗《大别山

记忆》等。

“河南民族乐团有一批长期坚守的

老艺术家，他们或原创作曲、或移植改

编，创作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原特

色，并被业内高度认可和广泛演奏。”说

起乐团，杜宏亚如数家珍。

“一支优秀的民族乐团不仅需要老

艺术家的坚守，还需要年轻一代演奏家

的热爱和创新。”杜宏亚说，河南民族乐

团克服经济条件困难，打破论资排辈的

管理体系，引进和维系了一批年轻的优

秀演奏家，使乐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017 年以来，乐团有 4 人连续 4 年入选

河南省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项目。

自 2010 年起，河南民族乐团固定

推出“元宵节音乐会”“端午节音乐会”

“中秋节音乐会”等中国传统节日系列

音乐会，现已成为河南省的三大品牌音

乐会。同时，连续 13 年举办“高雅艺术

进校园”民族音乐会，为广大师生了解

和普及民族音乐做出积极贡献。“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我们的民族音乐底蕴

深厚、博大精深，需要一代又

一代的艺术家不断挖掘、开

拓 、创 新 ，从 而 在 世 界 舞 台

上，让更多人知晓、欣赏和传

播 中 华 民 族 音 乐 。”杜 宏

亚说。

作品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品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河南民族乐团河南民族乐团——

高山流水有知音高山流水有知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佩娴朱佩娴

图①：河南端午节音乐会现场。

图②：河南元宵节音乐会现场。

以上图片均为河南民族乐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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