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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讲故事的艺术，叙事是它最核心的
专业要求，但现在一些影片用话题性、小品化、
桥段化、网络热点语言等来形成桥段吸引观众，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一些电影叙事水平的不足。
这不仅仅是中国这些跨界导演们存在的短板与危
机，也是中国电影当前存在的短板和危机。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说。

●对于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我认为它不单指
作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走出去。我们
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宽阔的视野去感受不同的
文明。无论是看中国的视角还是看世界的视角，
一个作家都应该试着去寻找和调整，这样才能更
好地发现其间困扰我们的问题。

——作家徐则臣认为。

●今天的文艺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警
惕，就是文化的全盘产业化，即票房至上。搞文

化当然离不开市场，但我们也必须避免走上文化完全产业化
的弯路。因为文化是做人的精神建设，塑造人的灵魂的。文
化的全盘产业化，势必造成所有的文学艺术、人文领域的
东西商业化。全部商业化的后果就是没有信仰，把人的灵
魂都固着在商业和利益上。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已经逐渐
显示出来。

——编剧陆天明说。

●阅读是人生重要的事情之一，可以拓展人
生的广度，增加人生的体验。对于一个民族来
说，要保有自己的文明，就必须从阅读开始，
而阅读必须从经典开始。电子阅读使大家面对
的信息很庞杂，阅读起来就好像沙里淘金，
既浪费时间又耽于娱乐化，使人失去了思考
的空间。

——作家张炜表示。

●目前，国外同行对中国童书评价
较少，多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阅读
大量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我
们现在还处于一个创作不自信的状
态，为了走出去，在创作时就想着
如何迎合外国读者。所以，我们儿
童文学作家的自信是中国童书走
出去的基石。

——作家张之路说。
（曹馨月辑）

因为有兴趣，他选择了生命科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因为有

兴趣，他花费8年时间“打磨”一篇论文；因为有兴趣，他把看似废

物的尿液变成了传说中的“不老泉”……

在外界看来，他是首届国家中长期规划“干细胞研究”计划专

家组召集人，承担着为中国在该领域实现突破的重大责任；在研究

领域，他是带着光环的领军“学霸”；在学生眼里，他是“身先士

卒”的导师。而在他自己看来，能够代表国家成为人类未知领域的

一名探索者，是一生最大的荣耀。

他就是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细胞生物

学学会再生细胞生物学分会会长裴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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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支法国纪录片拍摄
团队专门来到广州拜访裴端卿。他
们希望在这里证实一个传言，即中
国人真的在尿液里找到了“长生不
老”的奥秘。

在广州的实验室，裴端卿和他
的团队向世界证明：尿液可以提供
健康的细胞，而科学家可以利用这
些细胞得到高质量的神经干细胞，
并且进一步将它们变成血液细胞、
骨细胞、皮肤细胞、肝细胞甚至神
经细胞。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家或
许就可以将这些分化的细胞移植到
人体损伤部位以替换衰老的细胞和
组织，实现延长人类生命的“奇
迹”。

“我们的研究向世界证明，生命
的确充满了惊喜，科学也充满了惊
喜。”裴端卿说。

是什么让这支团队取得了令世

界瞩目的研究成果？裴端卿说，是
耐得住寂寞的坚守，是对基础科学
领域不放弃、不抛弃的坚持。

最初的起步就是这样来的。在
日本等发达国家科研人员探索的基
础上，裴端卿研究团队取得了突破
性发现，维生素 C 可提高多能干细
胞的诱导率达到 100 倍之多。这一
研究成果于2009年12月在线发表在
世界干细胞权威杂志 《细胞·干细
胞》 中，并被选为 2010年首期封面
文章。

2010年，裴端卿团队再次实现突
破。他们发现细胞发育的逆转过程是
有规律可循的——它由一个被称为

“间充质向上皮转化”的机制所启动，
这为继续改进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
提供了理论依据。该项成果再次刊登
在《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美国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

家马吕斯·魏理格博士表示，裴端卿
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人们试图从分
子水平上理解细胞重编程机理的一
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对于细胞和再
生医学研究具有广泛和深远的意义。

在这些突破的基础上，“尿液奇
迹”诞生。裴端卿说，和传统做法
相比，这一发现的主要意义在于诱
导方法上采用了非整合技术，诱导
后的神经干细胞不带有任何诱导因
子，消除了诱导因子引起成瘤性的
隐患。此外，由尿液上皮细胞直接
诱导为神经干细胞跳过了可产生成
瘤性的多能性获得这一步骤，所以
这样获取的神经干细胞更加安全。

“看得更远一点，若技术不断发
展成熟，由于诱导多能干细胞‘年
轻力壮’，再生和分化能力非常强，
那么短缺的器官源也很可能得到解
决。”裴端卿说，“不仅如此，帕金
森症、糖尿病、地中海贫血、老年
痴呆、脊髓型肌萎缩症的治疗或许
都能在此找到答案。”

发现尿液之秘

当小学校长的父亲，是湖北农
村走出来的裴端卿踏上科学研究之
路的第一推动者。

“到现在我都记得，七八岁的时
候，父亲牵着我的手，告诉我当一
名科学家很光荣。他一口气讲了很
多科学家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
刻的印象。”裴端卿说。

1980 年，15 岁的裴端卿以优异
成绩考取华中农科院。毕业后，他又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美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留学项目，并于 1985 年
赴美留学。2002 年，回到祖国的裴端
卿已经37岁。17年的海外研究生涯，

让他拥有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身份，
成为业内闻名的肿瘤学家。但他最终
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金属蛋白酶与肿
瘤转移领域，从北京南下广州，转身
投入国内尚是一片空白的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基础研究领域，开始了艰苦
的拓荒路。最困难的时候，连“中科
院”的金字招牌都失去了光彩——由
于技术相对落后、缺乏基本硬件设
施、试验周期漫长难出成果，裴端卿
和团队一度连学生都招不到。

想尽办法鼓舞士气、咬牙带着
队伍坚持再坚持，成了裴端卿的日
常功课，小时候父亲讲给他的励志

故事被他一遍一遍讲述给自己的团
队同事、学生，支撑整支队伍度过
了最艰难的岁月。

2007 年 11 月，香山科学会议
第 313 次学会召开，中国的科学
工作者第一次全面聚焦干细胞生
物学。在大会上，裴端卿介绍了
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 研究，
力陈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广阔
应用前景，并建言国家加大对
干细胞研究的投入。会议最终
催生了 2008 年科技部基础司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生殖与
发育”框架下的 3 个 iPS 的
973 项目立项。从此，干细
胞研究在中国走上了快速
发展通道。

挑战未知领域挑战未知领域

打造“中国团队”

裴端卿 （右） 在实验室指导研究人员工作。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科学已经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够完成的事业，我们
必须凝聚团队的力量去面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以开放的态度打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团队’。”裴端卿说。

从2004年担任副院长开始，裴端卿就开始了新的团队
建设计划。他分别引进和培养了近20位从事干细胞研究的
研究员，自己培养了25名博士，目前整个研究院科研人员
有600余名。

曾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从事科研工作的西班牙籍科学
家米格尔就是其中一员。来到广州生物院后，米格尔放弃了
以前擅长的肾癌研究，与裴端卿一起投身干细胞领域，并取
得了诸多轰动性的突破。2010年，他成为第一位非华裔的国
家重大研究计划973首席科学家。

“通过裴端卿的努力，世界看到中国在诱导多能干细
胞领域的开放姿态，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成功
的重要原因之一。”米格尔说。

大家愿意追随裴老师，因为他可以给学生们6年时间去做
一个科研项目，也因为他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11点下
班，样样事情身先士卒；因为他时刻愿意与大伙讨论实验结
果，也因为他会主动帮助每一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毕业后，我想留在这里继续发展。这里就是全球最好的

干细胞研究平台，也有全球最好的研究团队，我能在这里实
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博士生王晓山说。

现在的裴端卿更加注重锻炼身体，希望“跑一个
全程马拉松”。因为他知道，只有拥有健康的体
魄，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多科研工作。

66 月月 22 日日，，在在
““东方之星东方之星””沉船沉船
救援现场找到被困人救援现场找到被困人
员后员后，，2424 岁的潜水员官东将潜水岁的潜水员官东将潜水
器具给了对方器具给了对方，，将其顺利救出将其顺利救出，，
自己从江底潜游出水自己从江底潜游出水。。66 月月 33 日日，，
海军工程大学为救人英雄官海军工程大学为救人英雄官
东记一等功东记一等功。。官东还受到李官东还受到李
克强总理的亲切接见克强总理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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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只想着救人

“当时只想着赶紧救人。”在谈到为何让出装备时，站在记者对面的官
东腼腆地笑了笑，让人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刚救了两名幸存者、荣立一等
功、被总理接见的英雄救援者。

“6月2日，接到救援命令后，我就主动请缨参加救援行动。当日上午11
时20分，便和战友一起抵达救援现场。”官东告诉记者，抵达目的地后，从
现场救援人员反馈的信息中，得知待救人员大致方位后，海军工程大学抢险
救援部队仔细研究船体构造，制定了两套救援方案，官东便第一个下水了。

“水很冷，身体发凉；心里也一直在打鼓。”谈到第一次下水时，官东说。
按照事先方案，第一时间就是找舱门。江底的能见度很低，流速大，只能用手
去摸着找舱门。“找到舱门后，用钢丝将门固定后，就直接进了船舱。”从找舱
门到拉开舱门，一共花了约10分钟时间。

船舱内一片漆黑，官东用手摸着楼梯，将楼梯上的杂物移开后，继续往上
走。刚探出半个身子，就见到一位老太太站在面前，左手握着钢管，右手握着手
电筒。

“老太太一看到我，就哭了起来。”官东说，老太太求生意识非常强，也很勇
敢，很值得敬佩。在战友的协助下，官东将老太太救了出来。这位老太太是第一位被
成功救出的生还者。

14时15分，当生命探测仪探出生命迹象后，官东第二次下水。根据检测，被困人
员在机舱。他来回在机舱外围找了3圈，找不到舱门，也不知道人员在哪里。到第4圈
时，终于找到入口。“机舱和客舱不一
样，机舱内充满一股柴油味。”官东说，
当他上了机舱二楼，就看到一个小伙子
盘坐在管道上，表情木然发呆，头发、脸
上全是油污，嘴巴里吐着废油，不说话，
战友带下来的便携式救援设备，这个小伙
子不会使用，也不想用。紧急关头，官东不
假思索，将自己的设备取了下来，直接套在
小伙子身上，并让其他两名潜水员护送他
上岸。小伙子被顺利救出。官东最后一个出
水。此时轻潜装具的压缩空气快用完了。他果
断卸掉身上的压铅和无气的气瓶，从江水深
处潜游出水面。出水时，官东双眼红肿，耳朵胀
痛，鼻孔出血。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官东没
想那么多。他说：“救人才是第一位的！”

24 岁的官东出生于安徽宁国市的
一个普通家庭。“伯伯和大哥以前都是

海军。看着他们穿海军服，觉得特别帅
气，自己也就想当一名海军。所以高中毕

业后，我就参军了。”谈到为何要当潜水
员，官东说，当时对潜水员很好奇，而自

己入伍前心理素质不好，就想挑战一下自
己。2007 年底，官东成了海军潜艇学院潜水

专业一名新兵。据官东说，入伍前他还不会游
泳，他是在新兵连里学会游泳的。

“新兵连3个月后，还有一个潜水员测试，牙齿
要整齐，身材、体重要合格，耳膜要经受得住调压。”

官东说，当初在加压舱进行调压训练时，有很多不适
应，心里还有点紧张，最后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2008 年 9 月，官东通过新兵连和潜水员训练

后，被分配到青岛海上防险救生队，成为一名潜水
员。2009 年，官东因表现突出，转为一级士官，
2011年入党。“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是唯一一个英
雄潜水分队，我就申请调过来。经过领导批准后，
2012年1月，就从青岛调到了武汉。”官东说。

“第一次潜水是在2010年6月，在青岛执行演习
任务。当时下水30米进行打捞。”对第一次下水执行
任务，官东仍记忆犹新；随后就是 2012年配合武汉
市公安局在汉江流域打捞枪支，2013 年参加打捞烈
士遗体……

官东说，见到李克强总理时，他心里很激动。
“我只是做了一名潜水员应该做的事情，总理就这么
夸奖，对我很是鼓舞。”他告诉记者，包括这次立
功，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海军工程大学
潜水分队集体的荣誉。

入伍前还不会游泳

“知道官东没有装备，我真替他捏
了一把汗。他一出水面，我第一时间冲
上去拉起了他。”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
队员张鹏远对记者如是说。

张鹏远 2012 年 7 月从士官学校分配
到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后，就和官东
认识了。他说，和官东成为好哥们，缘
于一次操课。“当时我才过来，对装备不
太熟悉，心里很着急。官东看到后，就
主动过来手把手教我。从那之后，我们
成了好朋友。”

“官东这个人脾气很好，性格很温
和，和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他以
前在青岛时，就经常去海里潜水，对潜
水设备也很熟悉。一些新的装备，我们
还在熟悉过程中，他已经玩得娴熟了。”
这次官东把设备给了被救者，自己完全
是拼着一口气上来的，如果稍有不慎，
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会危及生命。好
在官东的潜水技术很过硬，这次立功，
是在意料之中。“官东这次立功受奖，我
们都祝福他！”战友们纷纷表示。

（据中新网 雄峰报道）

热心助人的好战友

官东救人
现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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