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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理查德·费曼被问到他最想同哪位已故人士交谈时，他

说：“我的父亲，我会告诉他我赢得了诺贝尔奖。”诺贝尔

奖受人尊重，这一点毫无疑问，费曼的回答也是一个佐

证。但是，诺贝尔奖也有如一株大树，有地上光鲜的一

面，也有地下不为人知的并不那么“高贵”的另一面。

声名卓著

诺贝尔奖背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瑞典著名发

明家和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 1895 年立下遗

嘱，用其大部分财富（3100 万瑞典克朗）创办一个基金

会，每年将一定数量的奖金授予“在上一年为人类做

出最伟大贡献的人”。1901 年，诺贝尔物理学、化学、

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首次颁奖。1969 年，

新增了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拥有如此卓越的声望，使得很多著名的

奖项都试图同其比肩。比如，国际数学家大奖菲尔兹

奖私底下也被称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俄罗斯亿

万富翁尤里·米尔纳于 2012 年 7 月捐资设立的国际物

理学奖——尤里·米尔纳基础物理学奖被称为“俄罗斯

的诺贝尔奖”；另外，以色列实业家和慈善家沃尔夫创办

的沃尔夫奖也被誉为“以色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的

风向标”——因为其获奖者后来很多都获得了诺贝尔

奖。另外，比较重口味的搞笑诺贝尔奖则是对诺贝尔奖

的有趣模仿，其名称来自 Ignoble（不名誉的）和 Nobel

Prize（诺贝尔奖）的结合，目的是选出那些“乍看之下令

人发笑，之后发人深省”的研究。

纷争不断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诺贝尔奖也一直饱受争论。例

如，2008年，日本科学家小林诚、利川敏英和美国科学家南

部阳一郎因为“发现对称性破缺的来源，并预测了至少三大

类夸克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随后，

这一消息却在意大利物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物理学会对小林诚、益川敏英

两人提出了质疑，他们称“诺贝尔奖被日本偷走了”，他

们为这两人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的罗马大学教授尼古

拉·卡比博没有获此殊荣深感不平。另外，建造“大型强

子对撞机(LHC)”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的研

究人员也表示了同样的质疑。

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在 1973 年提出了“小林-益川理

论”，认为构成基本粒子的夸克至少有 6 种，且可以相互

转化。而卡比博早在 1963 年就提出了作为该理论基础

的设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纠纷，是因为诺贝尔奖有个不

成文的规定，每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能超过 3个。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并非孤例。196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朝永振

一郎、美国哈佛大学的朱利安·施温格和加州理工学院

的理查德·费曼，以表彰他们在量子电动力学所作的基

础工作，这些工作对基本粒子物理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证明了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提出的变分法方法和

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的等价性，从而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

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美籍英裔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

森却与该奖无缘。

此后，不出所料，量子色动力领域的研究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戴维·格罗斯、戴

维·波利泽、弗兰克·维尔泽克发表的一篇论文和荷兰物

理学家杰拉德·特·胡夫特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幸运的

是，胡夫特和另一位荷兰科学家马丁努斯·韦尔特曼因

为“在理论上解释了亚原子粒子之间电弱相互作用的量

子结构”而荣膺 199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就使得上

述三人得以获得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非贝尔（No-Bell）”奖

诺贝尔委员会曾经做过很多奇怪的决定，其最令人

震惊的决定之一是把英国著名天文科学家、脉冲星的发

现者乔林斯·贝尔·伯内尔排除在受奖人之外（大概是因

为她做这项发现时“不过”是一位学生吧，其实，1973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物理学家布赖恩·约瑟夫森设

计出使其得以获奖的约瑟夫森结时也是一名博士生）。

因此，有人将诺贝尔奖称为“非贝尔（No-Bell）”奖。

有人认为，贝尔之所以没有获奖是因为诺贝尔奖歧

视女性，不过，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并不如此认为。

其实，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杨振宁有次接受采

访时回忆称，1956 年他与李政道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定

律，在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员

吴健雄 1957 年的实验中得到证实，引起科学界的震荡，

同年杨振宁、李政道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

而吴健雄却被诺贝尔奖排除在外。

有两个流传的说法是：1957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必

须要在那年 2 月 1 日以前被提名，而且提名时文章必须

发表。吴健雄的文章恰好发表于 2 月之后，因为时间限

制不可能得奖。另一个说法是诺贝尔有个不成文的规

定，每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能超过 3个，倘若吴健雄与杨

振宁、李政道分享该奖，那和她一道做实验的那位同伴

也应获奖，人数就变成了“4”，不符合规矩。

另外，英国物理化学家与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埃尔

西·富兰克林所拍摄的 DNA 晶体衍射图片“照片 51 号”

以及关于此物质的相关数据，是詹姆斯·沃森与佛朗西

斯·克里克解出 DNA 结构的关键线索，沃森、克里克与

富兰克林的同事莫里斯·威尔金斯因为发现 DNA 的双

螺旋结构获得 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

林甚至没有获得提名。1958 年，年仅 37 岁的富兰克林

因支气管肺炎及卵巢癌逝世。

“粉红传说”

诺贝尔奖这样著名的奖项，当然也具有很多传奇。

流传最广的一个例子可以解释诺贝尔奖为何没有数学奖

的原因，目前有两种说法。有国外学者认为，这件事可能

与诺贝尔的爱情受挫有关，诺贝尔有一个比他小13岁的女

友，后来诺贝尔发现她和一位数学家私下交往甚密。对

于他的女友和那位数学家私奔一事诺贝尔一直耿耿于怀，

直到生命的尽头诺贝尔还是个单身汉。也可能正是这件事

让诺贝尔把数学排除在外。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史学家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相信这样一种事实，即诺

贝尔忽视数学是受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科学观的影响。

他的发明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其敏锐的直觉和非凡的创造

力，而不需要借助任何高等数学的知识。而且，诺贝尔本

人根本无法预见或想像数学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所起到的

巨大作用，因此忽视了设立诺贝尔数学奖也不难理解。

喜忧参半

对于那些获奖者来说，诺贝尔奖这项伟大的荣誉意味

着什么呢？据美国《大众科学》网站今年 10月 7日报道，

2010年，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因为在

石墨烯方面的突出成就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时，

他回应说：“诺贝尔奖打断了我的工作，我并不确定这是一

个有用的干扰。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乐事。”

海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获得过诺贝尔奖和搞

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2010 年，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因为在石墨烯材料方面的卓越研究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石墨烯之前，早在

2000年，海姆还获得“搞笑诺贝尔奖”——通过磁性克服

重力，让一只青蛙悬浮在半空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获得这样一个巨大的荣誉是对

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极大认可；但获奖常常伴随的是其后

科学成就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奖者的社交生

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科研时间大幅减少。

法国生物学家、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安德列·利沃夫的一段话就是佐证。利沃夫说：“我们

真正体会到了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天壤之别，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并不习惯这种像明

星一般的公众生活，而且，这种生活也使我们无法安心

继续进行研究。我们的生活完全被颠覆了。你会发现，

你突然需要面对很多新的可能性和责任。”

当然也有例外。理查德·费曼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一

直很害怕获奖，因为他担心无法做出更多杰出的研究。

然而，实际情况是，获奖后他也做出了很多伟大的成就。

获 得 诺 贝 尔 奖 后 ，职 业 改 变 最 离 奇 的 当 属 布 赖

恩·约瑟夫森。约瑟夫森 30岁出头就拿了诺贝尔奖，是

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此后不久，他成为印度教大师

玛哈瑞诗·玛哈士·优济的追随者，开始研究超感官知觉、

心电感应等超自然现象，他相信量子力学与这些超自然

现象有些关联。因此，他被人们称为科学界的“奇人”。

纵观诺贝尔奖 112年并不算十分漫长的历史，其一直充满争议，这些争议或许撕破了我们所期望的那种
完美无缺。但是，也正是这些争议为其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让其从神坛走下，生机盎然地走入历史长河。

百年诺奖的争议与遗憾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报道

1895 年，瑞典著名发明家和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

贝尔立下遗嘱，用其大部分财富（3100万瑞典克朗）创办

一个基金会，每年将一定数量的奖金授予“在上一年为

人类做出最伟大贡献的人”。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化

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首次颁奖。

118 年，弹指一挥间，除了 1968 年，经济学奖有幸入

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始终如一。但与此同时，科学

发展的步伐却从未停歇。计算机时代业已到来，世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球环境以及人类同地球的交

流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有鉴于此，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对全球各个学科领域

的科学家进行了一个调查，希望能够弄清楚一个问题，

那就是，科学家们是否觉得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有缺

失？目前的奖项是否能够代表科学的最高水准；如果不

能，他们认为哪些学科应该被囊括进去。结果，答案五

花八门，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

哪些奖项该增设，众说纷纭

首先，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诺贝尔没有设立数学

奖。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港口工程师詹尼弗·艾里什

说：“数学是国际语言，几乎是所有科学进步的基石。”

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设立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

数学奖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有人说，诺贝尔希望其奖金

能够去向那些对人类有显著促进作用的领域，他并不认

为数学符合这一标准。有谣言则说，这一决定或许与诺

贝尔的爱人与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交往密切有关，但不管

如何，谜题一直未被揭开。

数学之后呼声最高的是技术和社会科学。那些认

为应该将技术囊括进去的科学家们认为，别说 118年了，

就是过去几十年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进步，都彻底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学和化学教授、该校量子信息

科学和技术中心联合负责人丹尼尔·利达说：“显而易

见，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技术和信息科学已经彻底

颠覆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两者似乎无法被归入现在

的奖项设置中。”

那些为社会科学投票的人则认为，社会科学是重

要的科学领域，它也无法纳入现有的分类中。耶鲁大

学气候传播项目负责人安东尼·莱丝洛威茨认为：“最

受忽略的当然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理解人性、人

类的生存环境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可持续的世界方面至

关重要。”

其他科学家提出的学科有工程学、地理科学、生态

学、可持续发展学、气候科学以及行为科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生态学家格瑞姆·克拉

克认为应该将生态学囊括其中，他说：“人类活动导致的

全球性恶果，如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等，都正成为科学

与公共领域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生态学研究对于理解

这些变化以及寻找解决之道必不可少。”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海洋学家吉姆莫姆则认为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学科应该设置一个奖项，他说：“如果

你翻看过去几十年间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

论文，你会发现，与气候科学有关的研究发表得越来越

多。这一领域涉及到了物理学、化学、大气和海洋等系

统。而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诺贝尔奖只有一次授奖与

这有关（1995 年化学奖）。我觉得这一领域值得更多认

可。”

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分类学家亚历山大·韦根

则指出：“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目前诺贝尔奖的学科分

类界限分明。尽管这无疑很好而且也符合该奖设立的

初衷。但或许我们应该设置一些新的学科奖项，因为现

有的一些新学科可能由不同学科交叉而成，比如‘可持

续性研究’和‘技术’等，这些学科能让发明者和发现者

解决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迫切问题，被称为‘另类诺

贝尔奖’的瑞典美好生活奖就设置了相关奖项。”

保持现状就很好，不赶时髦

当然，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奖项分类就很好，而且，应

该永远保持下去。

英国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米歇尔·迪表示：“诺贝尔

奖需要持续不断地反应基础科学领域内的理论变化，而

且，不应该朝任何与时代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应用科学

转变。而且，所有的应用科学，包括我目前正从事的研

究，都源于基础理论的发展进步。”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

劳斯也认为，诺贝尔奖保持现状就很好。他说，生物物

理学、神经科学和基因组学可以被纳入医学、化学和物

理学领域内。物理学里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生物物理学

和信息学，可以被囊括进物理学或医学或化学领域内。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海洋学家马克·赛托也

坦然地认为，目前没有而且可能也从来不会出现一个地

球科学类别的诺贝尔奖项，可以收纳他目前正从事的研

究工作。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赛托说：“海洋科学领域存在

着一种广泛合作的文化，而且，如果科学家们试图通过

相互竞争来赢取某一奖励或者一些奖金的话，这种合作

文化就难以为继了。”

诺贝尔奖也要与时俱进？
——科学家热议：是否应该增加新奖项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一生致力于炸药研究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世界化

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遗愿中，化学是5大奖励领域

之一，诺贝尔化学奖的百年历史，也是在书写一部“在化学

领域做出最重大发现或贡献的科学家”的编年史。

104次

自 1901 年设立以来至 2012 年，诺贝尔化学奖一共

颁发了 104次。

163还是 162？

在 111 年的历史上，共有 163 人次获颁诺贝尔化学

奖。不过，由于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曾在

1958年及 1980年两度问鼎，实际获奖人数应该是 162。

8年空缺

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发出现过 8次空缺：1916年、1917

年、1919 年、1924 年、1933 年、1940 年、1941 年和 1942。

原因不外乎两点：没有能够达到评奖标准的候选者，以

及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一战和二战。

独享与分享

从 1901 年到 2012 年，独享诺贝尔化学奖荣耀的科

学家共有 63 位；由两位获奖者平分秋色的情况出现过

23次；另有 18次为三个人分享大奖。

平均年龄

截至 2012 年，162 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

均年龄是 57岁。

最年轻的获奖者

1935 年，35 岁的法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捧

得诺贝尔化学奖桂冠，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与

他携手走上领奖台的还有他的妻子伊雷娜·约里奥-居

里（居里夫人的长女）。

最年长的获奖者

诺贝尔化学奖最年长得主纪录保持者是美国科学

家约翰·芬恩，他在 2002年领奖时已是 85岁高龄。

化学奖与女性

女性绝对不是诺贝尔奖殿堂的点缀。从 1901 年到

2012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共有 4 位，人数虽不

占优，但成就独一无二。她们是：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

因研究放射性元素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分离出纯

的金属钋、镭，于 1911 年获奖；法国科学家伊伦·约里

奥-居里，因发现人工放射性，于 1935 年获奖；英国科学

家多罗西·克劳福特·霍奇金，因用 X 射线衍射方法研究

青霉素和维生素 B12 等分子结构取得成功，于 1964 年获

奖；以色列科学家阿达·约纳特，因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

的研究，于 2009年获奖。

梅开二度

化学界的大拿非弗雷德里克·桑格莫属，他曾于

1958年和 1980年两次折桂。另外还有两位跨界高手：居

里夫人，继 1903 年获得物理学奖之后，又于 1911 年摘取

化学奖；美国化学奖莱纳斯·鲍林，分别将 1954年的化学

奖和 1962年的和平奖两枚奖牌纳入囊中。

得奖一家亲

居里一家是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奖之家”：4 人、3 次

获奖。1903年，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共同获得物理

学领域的最高荣誉；8 年之后的 1911 年，居里夫人摘得

化学奖桂冠；1935 年，他们的大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

里和其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又戴上了属于自己的化

学奖奖牌。有意思的是，小女儿艾芙·居里的夫婿亨利·
拉布伊斯，在 1965 年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总

干事的身份代表儿基会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

父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并分别获得诺贝

尔奖殊荣的例子还有：1929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瑞典

生物化学家汉斯·冯·奥伊勒-切尔平，其子乌尔夫·冯·
奥伊勒是 1970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1959年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阿瑟·科恩伯格，其子罗杰·
D·科恩伯格于 2006年捧得诺贝尔化学奖。

被迫弃奖

历史上曾有 3位来自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迫弃

奖，分别是 1938年化学奖得主理查德·库恩、1939年化学

奖得主阿道夫·布特南特和 1939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格哈德·多马克，当时阿道夫·希特勒阻挠了他们领奖。

后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他们补发了奖章和证书，但是没

有奖金。

化学奖最青睐的领域

从跨度超过百年的化学奖历史来看，获奖成就几乎

涵盖了基础化学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化学到生物化学再

到应用化学。换成数字来说就是，与碳元素有关的有机

化学，获奖次数不少于 25 次；生物化学方面的发现已经

获奖多达 11 次，其中 8 次是在 1970 年至 1997 年之间摘

取的，说明生化领域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来出现了爆炸性

的增长；而物理化学，包括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囊

括了 14 个奖；还有 6 个奖颁给了理论化学研究；关于化

学结构的研究也是诺奖青睐的对象，总共获奖 8次，包括

确定大生物分子或分子复合物的机构以及对测定方法

作出的改进；工业化学方面首次获奖是在 1931 年，但近

些年有多个奖均与工业应用有关，比如高分子化学领域

的一些重大突破。

（据诺贝尔奖官网资料 陈丹 刘霞编译）

趣说诺贝尔化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