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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化兰当选《自然》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从中国农业科学
院获悉，

!"

月
!#

日出版的《自然（
$%&'()

）》杂
志评选出

"*!+

年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中国农
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
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研究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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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
感病毒研究方面的卓越成绩而榜上有名。

据介绍，陈化兰现任国家暨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

./0

）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是
我国第一位

./0

专家，
./0

最高技术决策
机构———生物标准委员会

1

名委员之一 。
今年

2

月，陈化兰和她的科研团队发现
在我国导致人感染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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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
与同一时期存在于活禽市场上的

,-$#

禽
流感病毒高度同源，在国际上首次从病原学
角度揭示了新型

,-$#

流感病毒的来源，
为我国科学防控

,-$#

禽流感提供了重要
依据。

3

月，他们又发现
,3$!

病毒确有可
能通过与人流感病毒的基因重配，获得在哺
乳动物之间高效空气传播的能力，从而具备
引起人间大流行的潜力，从全新的角度揭示
了

,3$!

病毒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的现实
威胁。

-

月，陈化兰和科研人员研究发现，
,-$#

病毒对禽类无致病力，但该病毒侵入
人体发生突变后，对哺乳动物的致病力与水
平传播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从而揭
示了

,-$#

病毒存在较大人间大
流行的风险。这些成果先后发表在
《科学通报》 英文版及 《科学
（
45/0$50

）》杂志上。

在祖国找到自己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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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化兰前往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565

）进行博
士后研究，并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学习结束后，回到了祖
国。
“当时考虑的原因，一是国内流感防治研究方面迫切需

要人才，回国发展更能学有所用；二是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也为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陈化兰说，“更重要的
是，在国外尽管条件优厚，但是从事的是职业；在自己的
祖国，我感受这是一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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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陈化兰告别了在美国做博士后的丈夫，带
着两岁的儿子回到哈尔滨，把孩子托付给师妹提前代她雇
好的保姆，便一头扎进了禽流感实验室。

在她主持下，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加强了我国禽流
感流行病学监测和研究的力度，建立了系统、完整的中国
大陆禽流感病毒种毒株资源库及其流行病学信息数据库，
阐明了我国禽流感病毒的分子遗传演化和抗原变异规律，
为禽流感疫情的预警预报、诊断试剂及疫苗研制与使用等，
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针对我国禽流感疫情防控的需要，陈化兰开展
了全方位的禽流感疫苗研究，获得多项重大突破。

她主持研制的新型
,3$!

禽流感灭活疫苗是国际上首
次研制成功并推向大规模应用的流感病毒反向基因操作疫
苗，代表流感疫苗研制的国际先进水平和发展趋势，各项
技术性能指标较

,3$"

灭活疫苗大幅提高，并在国内外首
次证明可对水禽形成有效的免疫保护。

“人类有能力控制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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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

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宣布研制出
一种新型人用禽流感冷适应致弱活疫苗，有望对人类感染
,3$!

亚型禽流感病毒实现完全保护。当时，正值墨西哥
和美国暴发新型

,/$!

亚型流感病毒，因其较强的人与人
之间水平传播能力，引起了新的公共卫生恐慌和对相关防
控手段的关注。

主持这项研究的陈化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
,3$!

活疫苗研究的基础上，由国际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建
立的平台，有能力针对其他新出现的流感疫情快速研发出
新的疫苗。
“禽流感可以控制，可以预防，人类具备这个能力。”

陈化兰说。
近年来，陈化兰主持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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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国家和国际合作项
目。除在禽流感疫苗研制方面的突出成就外，在禽流感病
毒的基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研究结果先后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

7$84

）、病毒学杂志 （
9:'(;%< :=

>?(:<:@A

）等重要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1*

余篇论文 。
如今，陈化兰在国际禽流感研究领域已是一个“重量

级”专家。
"**B

年
3

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
./0

） 国际
委员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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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大会，认可我国禽流感参考
实验室为

./0

禽流感参考实验室
C

标志着陈化兰所带领的动
物流感研究团队及我国兽医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只要禽流感警报还没解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作为

科研人员，我们职责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和安全！”陈化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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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中
央美术学院、来
自世界各地的一
流艺术学院的院
长，这描述的是
一场关于“全球

化趋势下的多元化艺术教育”的探
讨———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为期两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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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艺术学院院长网络研讨
会”（下称研讨会）。

“希望学生是个有意思的人”

“各位院长，对申请到贵校留学的学生，你们
最看重他们的哪一方面？”在研讨会期间的“与国
际校长面对面”讲座环节，国际艺术与设计学院院
长网络联席主席托尼·琼斯教授“代问”的这个问
题提给了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副校长克里斯托弗·温
赖特（

5D(?E&:FD)( G%?;H(?@D&

）。
“在申请接受艺术教育的学生中，我希望招到

的学生是能透过其作品看到他（她）是个有意思的
人。”克里斯托弗·温赖特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在他看来，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他们来
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这一
切都体现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希望看到
一些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生，即他 （她）对这
个世界有着独到的认识。”

冰岛雷克雅未克冰岛艺术学院院长弗丽达·英
瓦尔斯多蒂尔 （

I(?J% /;@EK%(EJ:&&?(

） 表示，该校鼓
励学生发挥自身特点进行艺术创作，支持艺术与实
践活动生产相结合进行特色式教学。在她看来，艺
术院校的责任是把艺术推广到公共领域之中，而不
是只做学术研究。

英国雷文斯般艺术学院院长罗宾·贝克（
L:M?;

N%O)(

）表示，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当代艺术教育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学院需要看到这种变化，
并在这种变化下积极转型，引导学生适应、改变和
自我突破。

在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的眼中，“艺术是
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它让一部分人始终处在顽童
阶段，由此补充人类理性和逻辑思维缺失的部分。”
沿此思路，艺术学院培养人才的方法虽然各自有不
同，但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就是要引导和管理
这部分人群，以使得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保持这种顽
童的品质。”

徐冰同时提醒，每个学生都有一种独特的创造
方式，艺术院校应该教给学生如何处理个人创造与
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让二者之间有一个更合理的关
系。

全球化下艺术教育走向哪儿

“大家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世界正在走向一
个全球化的时代。同时看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
的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在追求自己的特色、自己的
形式。”全球化趋势下的艺术教育到底该走向哪里，
参会的各艺术学院掌门人有
着自己不同的理解。
“我们之所以聚在一起是

因为我们来自同样一个圈
子———艺术教育。但是在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我们
各自所在的机构，有很大差
异。”克里斯托弗·温赖特以自
己所在的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举例说，“我们也有学生来自
于中国，学生构成国际化，文
化具有多样性，当然这也给我
们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
克里斯托弗·温赖特看来，一
个大学要获得国际关注，或
者希望有学生到你这里来学
习，要考虑一些活动交流的
项目等。“我们采取的是以
学生体验为中心的课程设置。

学生常有这样的一种期望，就是学校教他们什么东
西，但是我们希望发展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或者说
是批判性的思维，这样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经
验或在互动当中获得最大的收获。”

弗丽达·英瓦尔斯多蒂尔也以自己所在的冰岛雷
克雅未克冰岛艺术学院为例指出，因为该艺术学院
是新建的，所以老师几乎都在国外受过教育。“老
师有在各个不同国家的经历就意味着我们在教学和
工作的方法上，有很多不同视角的讨论及新的想
法，这对学生来说是有益的。”

印度安贝德卡大学文化与创意传达学院院长希
瓦吉·潘尼迦（

4D?K%P? 7%;?OO%(

）表示，在过去的
"*

年当中，艺术实践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艺术教育的发
展，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双刃剑所造成的。“学校
的目标就是实现融合”，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要进
行创造性的融合，理论和研究同等重要。同时鼓励
学生使用新的表达方式，教学中注重新媒体、新技
术的使用，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

临近期末，我今年开设的新选修课上的学生好像对

上课这件事反而有些恋恋不舍。他们说，因为我的课这

学期就结束了，想到圣诞假期回来就没有这门课上了，

还颇有点小伤感呢！几个大三毕业班的学生说，这是他

们在肯特大学
+

年中上过的最棒的一门课。

学生的评价自然让我十分开心与得意。成功推出新

课的过程对我也是个挑战，既有趣又辛苦。众所周知，

英国没有规定高校课程内容的“教学大纲”，除了大一

水平的基础科目以外，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现成的“教

材”，所以每个老师要想推出自己的课程，必须要自己

设计教学大纲、选择阅读书单、选取讨论视角、策划与

布局课堂内容。不过这可不是说老师可以随性发挥，因

为课程推出之前，学院教学委员会仔细审查课程的教学

目的、考核手段等是否合理，比如课程表能否充分反映

教学目的，论文应该设置为
"***

字还是
+***

字，加入

影像、演示等其他考核方式是否得当等。

当我拟制我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时，还真有一种

“运筹帷幄”的感觉，因为除了学术上的考虑，对于设

置什么样的教与学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还真得仔细动

动脑子。而准备教案的过程也不轻松：一般学校在计算

工作量的时候，会以
!

比
2

的比率计算讲课与备课的时

间，即每
!

小时的课堂内容平均需要教师
2

小时的准备

时间。当然，如果是简单的填鸭式教学，
2

个小时足以

准备
!

个小时的说词。但如果想保证课堂生动有趣，这

学期我的实际体会是，讲台上的每
!

个小时都需要两个

整天的准备，因为既要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还得和新

闻动态结合，编创出各种有意思的学术桥段以拉近和实

际生活的距离。一开始我还以为
!!2B

小时的比例是因

为我没有经验所致，后来年长的同事们说，其实他们制

作一节新课也会用一两天的时间。同事蒂姆说，他
!*

多年前从牛津毕业刚做讲师的时候，英国大学的电脑投

影仪还未完全普及，要手工制作幻灯片，那时他竟然会

花整整一周的时间准备
!

小时的课。

尽管英国大学里早已普及电子投影设备，我再不用

像蒂姆那样用土方法做幻灯片，但其实投影幻灯片的编

辑和排列仍是很费时间的。尤其我还是个在讲台上见字

忘词的人：面前的讲稿或笔记永远无法起到提醒的作

用，只能无数次地警示我这里落了几个词，那里丢了一

句话，并由此让我在台上越发紧张。不过这个毛病倒是

让我因祸得福，因为每次讲课我只能课前做足功课，单

凭讲台上幻灯图片“提词”，结果课堂上倒貌似有“想

哪说哪”的游刃有余。

课堂上讲得痛快，学生听得过瘾，那份开心与满足

无以言表。过去的
!!

周我感觉就像坐在循环疾驰的过

山车上，从周五到周一备课

时的高度紧张到周二到周四

讲课时的超级兴奋，辛苦又

过瘾。当然如果你要问我最

大的感悟是什么，那就是现

在回想起自己上研究生时不

时翘课，还真是对不住老师

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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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朱光潜（
!B#-Q!#B1

年）通过了英国庚子
赔款基金的留学生考试，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

由于留学官费经常接济不上，到了英国，朱光潜需
要一边读书，一边写作挣稿费。他参与创办了 《一般》
杂志，在创刊号、

!

卷
"

期等发表 《旅英杂谈》，指出
英国并不是一个家给户足的乐土，还说英国的文化娱乐
追求感官刺激，实在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病症。他还批评
英国政府对中国表面示好，骨子里则是援助军阀以延长
中国的内乱。

生活问题搞掂之后，学业上朱光潜则面临着如何决
定学术发展方向的问题。教育学和心理学本是他在香港
大学读本科时期的专业，基础最扎实。但他在心理学方
面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想象和情感的关系，主要包括创
造、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的个体差异等问题。
教育学太空泛，难以给他实实在在的感觉。

经过比较和思索，朱光潜发现美学是文学、心理学
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在他看来，心理学是当时现代
美学发展的新方向，而文学艺术是美学理论产生的动
力、解释的目标和印证的对象。

但是朱光潜的指导老师史密斯教授告诫他，美学是
一个泥潭，玄得很，既不能实证，又不能用严格的逻辑
推理。不过，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

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几年学生，学过许多不
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
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试心理
反应。可是我从来都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朱光潜后
来这样回忆。

结果，正是这个没有上过一节美学课的朱光潜，毅然
放弃了他所熟悉的学科，走上了“抵抗力最大的路”。就这
样，从

!#"3

年到
!#++

年，朱光潜在英、法、德留学
B

年之
久，得到一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出版多部著作。

当时，整个中国的前途问题不明，人心浮动。朱光
潜身在欧洲，心系国内。从

!#"1

年
!!

月到
!#"B

年
+

月，他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总题为《给一个中学
生的信》 的有关青年修养的

!"

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
辑成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一书，由开明书店于

!#"#

年
+

月出版。
信中，他希望青年把读书变成一种嗜好，寄托自己的

心神，并从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以抵抗社会习俗的引
诱；他希望青年以动、以创造发展的方式，去顺从自然，舒
畅生机，避免烦恼，享受快乐；他希望青年要如蔡元培所
说的那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些文章，这些意见，在当下依然有生命力。

百年留学 朱光潜：

在英国大学

推新课
张悦悦

走“抵抗力最大的路”
熊 建陈化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张晓鹏

新闻事件

全球化下的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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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晓霞

也曾有过许许多多温馨浪

漫的梦想，也曾有过做一个贤妻良

母的人生设计，但是陈化兰最后选

择了在外人看来枯燥、单调的兽医

科研工作。 “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这是她用于不断自勉的箴言，

也是她的团队的集体座右铭。”

“

国际艺术学院院长网络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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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化兰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