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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是撒切尔夫人的老师、这位是锂离子电池发明人约翰·古德诺夫……”
绕着英国牛津大学无机化学实验室会议室的长条桌，该校高级研究员肖天存指
着墙上的照片对记者说。

会议室圆拱形顶棚上的烟囱仍在，因为“那时候实验室的条件不太好，烟囱
可以用来通风”。这个仍保留着旧时风貌的实验室，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分闪耀，
从这里走出的科学家都在世界化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就在该会议室的同层，肖天存有自己的实验室——牛津大学-沙特阿拉伯
石化能源研究中心（KOPRC）实验室。

代表化学系参加全英高校评比

“我这个实验室每年一般会有两到三位中国学生，一到两位中国访问学
者。”在肖天存看来，中国学生学者在这里学习最大的收获是“独立思考”。而对
在这儿学习的中国学生学者来说，KOPRC实验室是他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
要转折点。

来自中国的张兆熙就在这个实验室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4月交上毕业
论文的他正准备着6月的答辩。在他的眼里，老师肖天存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科
学家，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对学生又有着慈父般的关爱”。“有时候，为了解决
实验中一个反应条件的问题，肖老师会和我们待到很晚，一起想解决办法。从海
外出差回到牛津，通常肖老师第一时间不是倒时差休息，而是会赶到实验室，看
看我们在研究中有没有遇到困难。”张兆熙说。

牛津大学化学系的传统是重视基础的“大科学”研究，“教授以做自己感兴
趣的研究为乐”，但肖天存的研究组偏重应用。

张兆熙选择进肖天存的研究组，也是因为看重其“更偏向应用”。从本科起
便在英国学习化学工程的张兆熙，申请博士的院校锁定牛津和剑桥。“当时我比
较了这两所学校所有相关方向的课题组，发现肖老师更偏向应用方向，和清洁
能源贴合得更紧密。同时，肖老师也是化工催化方面的国际权威，所以我最终选
择了牛津大学。”

正因为坚持科技要和应用紧密联系，肖天存在牛津大学化学系开辟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地。他曾代表高手云集的牛津大学化学系在英国国家学术与教学
质量评比中参加各种高级座谈。“虽然我不是系里的核心人物，但评比的一个重
要指标是社会贡献率，我创立的公司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工业，创造了就业机会，
同时也给学校创收，这是我能入选的重要原因。”

从实验室科学家到公司创始人

回顾过往，肖天存从未止步于基础化学和实验室规模的研究，而是将其
开发的科学技术延伸到了工业应用。

1999年正在山东大学环境工程系担任实验室副主任的肖天存，得益于英
国皇家学会的资助，成为牛津大学化学系的访问学者，与著名教授格林合
作，希望找到一种在常温下制备氢气的催化剂。

期间，他试验了许多催化剂，直到2001年的一场“意外爆炸”让肖天存
的努力有了突破。“那天，我把甲醇、过氧化氢和水混合在一起，接触我研制
出来的一种催化剂，结果砰的一声，眼前出现一个大火球。”对那场爆炸，肖
天存至今记忆犹新。

正是这场“爆炸”，让肖天存发现高分散的铂金在常温下，可以同时活化
过氧化氢和甲醇，使其产生协同反应，生成氢气。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突
破，“当时在伦敦金融城引起了轰动”。

之后他进一步改进了这个技术，通过改变过氧化氢与甲醇的反应比例，
将生产氢气转化为生产超高温蒸汽，同样令人瞩目。

由于评估认为肖天存的技术有工业应用价值，牛津大学专利转化公司帮
他申请了专利。2004年底，牛津大学以肖天存的 3项专利技术为核心，帮助
他和格林教授成立了牛津催化剂公司。“公司在2005年拿到第一笔投资，2006
年成功上市。”肖天存也完成了他从实验室科学家到公司创始人的角色转变。

以后见之明，反观当年的奋斗十分容易，但对当时的拼搏者来说，转变
过程却非常艰难。肖天存当年不仅要在牛津大学对发明专利的两年保护期内
找到应用机构，而且他对融资、股票、管理等完全不了解，马上到期的工作
合同更是让周围的朋友为他的未来捏了把汗。公司能够成立，对肖天存来
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和生活

公司完成上市，肖天存却并不想就此完全投身商业领域，他想做的是
“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他保留着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职位，积极申
请新的科研基金，资助自己在公司以外的科研兴趣。最终，肖天存争取到资
助，成立了牛津大学-沙特阿拉伯石化能源研究中心实验室，“这样就可以投
入自己感兴趣的事”。

一直以来，肖天存有个心愿——“把新的发明和想法带回国内”。到2009
年，机会来了。当时广州开发区在全世界招聘创业领军人才，但要拿到资
助，有个条件，个人除了专利投入，还需要现金投入。“我决定试试，为了能
申请成功，我出售了自己在牛津催化剂公司的股份，可以说拿出了所有积
蓄，个人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了广州博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如今是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肖天存说起当年的决定，仍然感慨道，确实是“冒险”。

回顾自己的创业路，肖天存感触最深的是“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耐心。更重要的是，技术虽然会过时，但创新
平台不会”。

秉承着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过时的理念，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肖天存也能
发现创新的机会。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马望京博士曾经是
KOPRC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刚到牛津时口腔溃疡严重。“肖老师拿出自己研
制的即膳蔬菜片，让我含在溃疡处，开始我觉得一个做催化剂开发研究的人，还
能开发健康产品？可溃疡处实在太疼，就试了试，结果疼痛还真缓解了。”做“即
膳”是肖天存的副业，但他“觉得比较有意思，就去尝试了”。

“肖博士不是单纯地做应用科学，而是能很好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和生活，
所以在创新和创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肖天存的同事、英国皇家科学院
院士皮特·爱德华教授这样评价肖天存。

“回国还是留下？”——这不一
定是每个留学生最上心的双选题，
但这一定是他们被身边人问到过
最多的问题之一。

由于我总是想要尽量推脱长
大成人为自己计划未来的重大责
任，这个问题时常会困扰我。有的
时候我在想，世界很大，为什么有
一些选择题，只有两个选项呢。

因此现在这个阶段的我，对于
这个题目，只能选择“其它：请解释
你的理由”这个选项了。

我想，不管我的父母在若干年
前决定让我出国留学时的初衷是
什么，随着我在国外的学习和各种
生活经验的累积，我的想法一直在
持续变化中。在比较理想的状态
下，我比较希望自己能够根据自己
眼界与思维的发展来决定自己在
不远的将来会身在何方。

对于去与留这个决定来说，生
活环境纵然是个很重要的考量，但
是于我而言，追求自己觉得有动力
的工作方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
因素。这是现在的我与早些时候的
我，考虑“未来”相关问题时最大的
区别。这更是我与长辈之间愈拉愈
大的思维差别，而这种差别的形
成，我会将它归结为我在大学里迄
今为止受到的教育。

自从我进入大学以来，受到了
许多来自老师和身边同学的鼓舞，
几乎是记事以来头一次开始思考
从小当成耳旁风听着长大的“学有
所成，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写作课结课的时候，老师说，
要相信你的所思所想，要坚持写
作，你们的文字会被看见，这个世
界会变得有一点点不同；城市规划
课结课时，老师说，希望你们不管

以后从事哪个行业，都可以利用这
门课获得的一些知识，做一些帮助
这个社会发展得更好的事情。并不
是我容易被只言片语的话打动，而
是在大学校园里，时常接收到的信
息就是：不要只想到一件事情的表
面，要看到表面之下。一个美丽的
空中公园建成了，成为了城市新的
热门景点，塑造了城市干净环保的
新形象，附近地价应声而起，连街
边雪糕店都坐地起价。但在此地居
住已久的廉租房居民，还能负担得
起在附近的生活开销吗？诸如此类
的议题，有太多的社会现象，在当
下也许并没有任何确实可行的解
决方法，但是正是所有的这些进退
两难，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未来在社
会上可能的位置：现在的我们是认
知问题的人，未来的我们就应该是
积极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的
人。

回到留学生回国的话题，这个
问题的核心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
选择。就像所有的选择一样，对于
这个选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考
量。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新一代的年
轻人与老一辈移民的思维方式截

然不同的因素，就是他们对于社会
责任感的认知。来自条件相对好的
家庭，年轻的一代对于自己的生计
普遍没有那么多的危机感，而是希
望可以在一个能最大限度施展自
己能力的地方，追求一份满足自己
社会责任感的工作。

国外与国内相比之下，固然在
环境、社会机制方面有明显差异，
但是在工作机会方面，确实很难衡
量。国内的市场在蓬勃发展，此时
势必会涌现出许多新兴的产业，如
果能够赶上这样的机遇，何其幸
运；国外的市场凭借多年来打下的
基础，也可以提供许多获益匪浅的
工作经历。而作为一个在国内长大、
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的留学生来
说，能够同时拥有来自东西方两边
的视角是一种“特权”。这两种文
化本身并不是水火不容，但是两种
文化之间的沟壑却是客观存在的。
怎样合理运用自己的“特权”带来
的机遇，怎样平衡这种“特权”带
给自己的、夹在两种身份之间的
焦虑感，正是“特权”所带来的
烦恼啊。

(寄自美国)

牛津大学肖天存：

科技应用之路领跑者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我会身在何方？
熊楚鈺

有比较才能做决定

目前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
李德赛希望“毕业后先在美国工作 3 到 5 年，
了解一下工作环境”。“因为只有工作一段时间
才能对美国社会有更深了解，这样我才能更理
性地决定是回国发展还是留在美国工作。”李
德赛告诉笔者。

不过如果想留在美国工作，首先需要拿到
H-1B 工作签证。“本科生的 H-1B 中签率很
低，而且像我这种非理工科的学生实习签证只
有一年，一年内要抽到H-1B才能继续留在美
国工作。美国缩紧H-1B工作签证的政策让我
感觉自己回国的几率更大。其次，我接触到的
一些亚裔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找到了教职工
作，但工资并不太高。所以，毕业后的薪水和
待遇也是我回国与否要考虑的因素。”

李德赛的母亲希望他回国，怕他一个人在

国外“太孤单”。但李德赛的父亲希望他自己
做决定。“家里比较尊重我自己的意愿，来自
家庭的压力并不大。” 李德赛说。

从波士顿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
吴峰 （化名），说起当时的选择，主要是因为

“直接回国工作，并不占优势”。他的理想是回
国创业，所以想先在美国工作几年积累经验，

“再回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回国发展空间更大

唐弘杰在英国攻读汽车工程专业，他的
选择是毕业后回国工作。他告诉笔者，中国
人均汽车拥有量还处于上升趋势，毕业后回
国发展有很大空间，能够一展拳脚。此外，
就汽车工程技术来说，国内外已经相差无
几，但国内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混合动力
汽车和电动汽车在国外比较常见，配套设施
也比较完善，即使在校园里也有随时可以充

电的地方。但是在国内，混合动力汽车的发
展正处于上升阶段，回国工作正有用武之
地。” 唐弘杰说。

生活习惯的不同也是唐弘杰决定回国的一
个原因，中国饮食更符合他的口味。“国外即
使有中国菜，吃起来也不正宗、不太好吃。”

而吸引他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
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以交通设施为例，国
内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中国的高铁、地铁不
仅速度快，而且噪音小。坐英国的地铁就像坐
过山车，噪音大。”

就读于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冯迟，所学专业
也是汽车工程。他同样选择毕业后回国工作。

“从汽车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来看，中国
汽车工程的人才市场还没饱和，比国外更有前
途。而且国内民众的购车需求仍然很强，会带
动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冯迟说，“回国后我
可能去汽车企业或者与车辆机械有关的研究
所。”

母亲节来了，对在异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虽然无法当面为母亲送上
祝福，但对母亲的感恩却细腻绵长。从蹒跚学步到咿呀学语，从年少懵懂到成家
立业，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母亲在一天天变老。时光漫过母亲美丽的容颜，留下了
皱纹。“母亲节是子女表达爱的节日，但我们对母亲的爱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表
达，而应该用行动回报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正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
张洁道出了留学生的心声。

母亲教会我坚强

张洁小时候在私立寄宿学校上学，两周回一次家。“所以每次回家都是我最
开心的事，我会站在小区的门口等妈妈，那种期待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前年秋天，张洁的母亲犯了很严重的胃病。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她心

里十分难受。回忆起出国前和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张洁不禁感慨道：“当
时我在想，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爱的人还活着，纵使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也
会找到她；如果她不在了，就算你踏破铁鞋，也不会再相见。母亲教会了我珍
惜身边人，懂得爱和感恩，也教会了我坚强。”

就读于韩国高丽大学的张雨薇也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坚强。“高三那年，
一个男孩子不小心把篮球砸到我头上，留下了后遗症，偶尔我会偏头痛。那
段时间妈妈常常一边帮我熏艾灸治疗头痛，一边给我讲故事，只有通过这样
的方法转移注意力，我才能睡着。有一次，我看到妈妈因为照顾我忙里忙外，
衣服被汗水浸湿的背影，顿时泪流满面。”

“妈妈对我价值观的影响是无形的，出国以后我才切实体会到这种影
响。她教会我勇于和病魔抗争，让我学会乐观面对生活。”张雨薇说。

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正恩（化名），从母亲身
上学会的是“要有担当”。“妈妈教会我，男子汉要有责任感与担当；要不畏困
难，学会独立和自强。这些让我在国外面临困难时少走了很多弯路。”

如何表达对母亲的爱

张雨薇在刚离开家乡不久，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来表达对
家人的思念：“天涯游子君莫问。”

“当我们还在上幼儿园时，还会对妈妈说我爱你。长大以后，反而不知道该
如何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越是懂事，越是羞涩起来。”张雨薇儿时在母亲节为
母亲做了一张贺卡表示祝福，十几年过去了，那张贺卡被母亲保留至今。“妈妈
很节俭，但她坚持送我到国外求学。去年母亲节，我送给妈妈一个包包，今年快
到母亲节时，我正准备买花，妈妈却提前叮嘱我不要乱花钱给她买礼物。”

相比女生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男生更加含蓄。在正恩的印象里，每年
给母亲过节的方式都是全家人出去下馆子。“我一般不会对妈妈说‘我爱
你’，但是会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现在身在国外，我只能和她通过手机视频
聊天，告诉她，我一切安好，不要让她太担心。”

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在
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抽中了
被称为国际生毕业后留美工
作敲门砖的 H-1B 工作签
证，却选择回国工作。回国
还是留下？这个每年都会聊
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答案渐渐变得多元。到底如
何选择，听听留学生怎么
说。

留学毕业：回国还是留下？
周焙霞 赵贝贝

留学毕业：回国还是留下？
周焙霞 赵贝贝

求学国外：用行动回报母爱
林之韵

肖
天
存
在
实
验
室

张洁在
学校附近
的花店为
母亲挑选
康乃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