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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 我 们 经 常 在 做 梦 的 时 候 都 会 梦 见 发 现 化

石”，49 岁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提起那些“会说话”

的石头总是那么神采奕奕。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不久之前入

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名单，是仅有的 6 名杰出

人才之一。

周忠和是世界知名古鸟类专家，他

起步研究的却是古鱼类化石，之所以从

古鱼类化石转向古鸟类化石的研究，他

说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90 年，他

与两位同事在野外发掘时发现了长江白

鲟祖先的鱼类化石。之后，他一个人又

回到发现地点希望能有更多收获，结果

没找到更多鱼类化石，反而找到了两块

鸟的化石。后来证明这是迄今为止已知

的类似化石中保存最完整的、距今 1.2 亿

年左右的鸟类化石，其中一件被命名为

“华夏鸟”。当时，这一时期的鸟类化石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稀少, 这个意外发现改变了

周忠和的学术命运，让他弃“鱼”从“鸟”，转向中生

代古鸟类的研究。

从周忠和的履历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意

外”使得他的科研顺风顺水，踩准了每一个发展

节奏：1999 年留学归来之后，先是获得了中科院

“百人计划”这第一桶金，2000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01 年担任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2010 年当选美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201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8 年起担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所长……

他说：“中国有最好的化石资源，我们又赶上了

好时候。”他觉得在中科院古脊椎所他找到了最好

的舞台，成就了他这段黄金研究时段。

在周忠和自己看来，自己并不聪明，取得这些

成绩机遇很重要，勤奋更是必须的，“要有坐冷板凳

和把板凳坐坏的决心”。而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

树，除了扎实的基础，还需要挑战权威的勇气。

“我自己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我更看重的是

团队的荣誉，团队里其他人有的比我更突出。”周忠

和说。他带领的古脊椎所研究团队，致力于“热河

生物群”及相关陆相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举世瞩目的原创性成果，许多成果被国内外的

权威教科书采用，多次入选国内外评选的年度科技

重大进展或新闻。

从江苏农村奋斗出来的周忠和，一直以勤奋

刻苦自勉，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说在这一

点上“没有给弟妹树立‘坏榜样’”。对于青年科

技工作者，他希望他们了解国情和历史，坚守自

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把个人的奋斗和国家的

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只要你有信心和勇气，同

时不要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总会有很好的发

展空间的。”

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周忠和从不觉得枯

燥。“这些化石会‘说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告

诉我们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地球环境的变化——

当然能获得信息的多少则取决于研究者的水平和

技术手段。”“可以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是在撰写几

十亿年的生命史书。”周忠和说，这份工作让他觉得

“非常享受”。 （据新华社）

周忠和：会让石头“说话”的人

不骄躁、不盲从，他在有机化学的沃土上坚

定 前 行 ，每 一 个 脚 印 都 是 求 真 务 实 的 标 签 。 经

过 十 几 年 的 积 累 ，史 一 安 在 烯 烃 的 功 能 化 研 究

领 域 开 辟 了 自 己 的 一 片 天 地 ，以 他 名 字 命 名 的

不对称环氧化反应（史氏不对称环氧化）已成为

国际公认并具有广泛应用的重要人名反应载入

教科书。

他会延续怎样的突破？他会给有机化学带来

哪些新的惊喜？在业界的赞许中，史一安只悄悄留

下个背影，收拾好心绪再出发。

史一安：有品位的化学家

史一安与化学的结缘有一点偶然，1979 年，他

是高考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在所有的高考科目中，

他的化学成绩相对更好一点，就进入南京大学化学

系开始了自己的化学之路。正是在南大学习的四

年，为史一安以后的化学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6年后，“史一安”逐渐被有机化学界熟悉。史氏

环氧化反应（Shi Epoxidation）是史一安所发明的一

种不对称环氧化反应，已成为有机合成的重要工具

之一。

是此反应属于了“史一安”，还是“史一安”属于

了这个反应？无从回答。但这是有机化学学科诞

生以来，极少的属于中国人的人名反应。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的留学热潮中，怀揣着求知

的渴望，史一安开始了异国逐梦的旅程。1987年在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有机化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同年

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化学家 Barry M.Trost 教授

实验室开展为期五年的博士研究工作。

1992 年，史一安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师

从著名生物化学家 Christopher T. Walsh 教授，开

始为期三年的博士后工作。1995年后，史一安在美

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教，开始了在不对称催化领

域的科研工作，2003年被升为教授。

“环氧化合物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丰富的反

应性，在有机合成中是至关重要的中间体，发展其

高效不对称合成方法非常重要。”史一安突破传统

思维，采用非传统方法，用糖的衍生物这种绿色催

化剂，在烯烃环氧化一直悬而未决的难题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特别是解决了反式和三取代非官能化

烯烃的不对称环氧化。这就是著名的史氏环氧化

反应。

史一安对此进行了长达十多年深入系统的研

究，方方面面不留遗漏。学界评价此方法实不多

见，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实用性以及可预测性。也

正因此，该方法在国际上得以广泛应用。

另外，史一安所发展的不对称环氧化方法是有

机小分子催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工作，启发并

促进了有机小分子催化领域的发展，比小分子催化

的“热潮”提早了五六年。

在史氏反应的领域钻研了十几年，他遇到了多

少困难，这是一份怎样的坚持，只有史一安自己知

道。但当旁人问起，史一安总是轻描淡写一句带

过，并强调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身处异

乡二十多年，他身上依然流淌着吴地文化的兼容与

优雅——他既会告诉你，做研究有时要等待金庸小

说里的柳暗花明，也会告诉你，要有职棒大联盟选

手挥棒前的自如与把握。

属于史一安的化学反应

“出演完一部作品，但终归人要出戏。”史一安

坦言，在结束环氧反应相关的研究工作后，曾陷入

一段心理上的纠结时期。

在潜意识里，做什么新东西总是要拿去跟环氧

比。经过努力探索，史一安发展了一类新型有机锌

试剂，被称为“Shi Carbenoid”（史氏卡宾），能够实

现烯烃的高效环丙烷化反应，在有机合成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另外史一安利用新的氮—氮键活化策

略实现了烯烃双胺化领域内的重大突破。

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史一安一直关注

国内的发展情况，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生机勃勃，

“有机化学是创造新物质和研究分子之间相互作用

的重要基础学科，对于我国材料和药物的合成以及

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些为我发挥自己的专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

台。”

“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回家总是快乐的”。作

为首批“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史一安回国后出任中

科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在很多

重要的有挑战性的新研究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在

新反应方法学及重要生物活性分子合成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有机化学家就利用人工

酶、吡哆胺（维生素 B6）的手性衍生物等来研究仿生

转氨化。但不对称催化的仿生转氨化一直没有取

得理想的结果，是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史一

安课题组利用简单易得的手性碱和苄胺首次实现

了高对映选择性、高活性的不对称仿生转氨化反

应，并在这类重要反应的实用性和通用性研究方面

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针对具有挑战性的基于鎓离子的不对称烯烃

功能化反应，史一安及其团队开拓新的思路，发展

了新的催化体系。其中，利用新型的手性膦—三氟

甲磺酸钪的催化体系，实现了高选择性的烯烃的不

对称溴环化反应，生成了具有高光学活性的口口恶唑啉

酮衍生物。该反应底物范围广，催化剂用量低，条

件温和，产物能通过简单的转化衍生成多种有用的

化合物，具有潜在的实用价值。

作别过去 自我再超越

在很多人眼中，史一安对于化学的要求非常

高，做什么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色，史一安对于研究

方向的把握，总是源于根本的科学问题——系统、

深入、有用。

在美国时，他经常走路一个多小时去工作，在

科林斯堡的晨光里思考问题；在北京，史一安有时

也去圆明园信步，思索着自己的下一步。

史一安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带动团队的

成长，为培养出更多的青年人才贡献一份自己的力

量。史一安一直对学以致用有着自己的认识，他鼓

励学生勤于实践，独立思考，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

能力。他的学生在心里非常认同他的化学价值观，

并在其影响之下走向成熟。

史一安回国后，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了团队建

设。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有机化学研究方向

可以追溯到 1956年建所之初，老一代科学家如中国

科学院院士王葆仁先生、蒋明谦先生、黄志镗先生

以及赵玉芬先生和化学所名誉研究员陈德恒教授

等知名化学家都为有机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1999 年，在王梅祥研究员的领导下，在原

有有机合成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分子识别与选

择性合成实验室。通过培养和引进，一批优秀的青

年学术带头人迅速成长，并拓展了研究方向，为实

验室向国际一流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科

学院和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成员的努力

下，史一安带领团队积极争取、把握机遇，使所在的

分子识别与选择性合成实验室于 2009 年升级成为

中国科学院分子识别与功能重点实验室。院重点

实验室的成立进一步增加了团队的凝聚力，加快了

人才队伍的引进与培养，实验室成员取得了一大批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同年，作为项目负责人，史一安又率领团队联

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申请了“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手性创新药物合成和生物活性

评价关键技术研究”，为实现“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目标提供物质基础和强有力的手性技术

支撑。

2010 年，作为首席科学家，史一安还组织来自

国内九所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承担了 973

计划重要科学前沿领域项目“不饱和烃高效转化

中的前沿科学问题”。该项目为我国化学化工、医

药、农药和功能材料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撑，同时形成一支

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从事不饱和烃转化研

究的队伍。

打造不饱和烃转化研究新军

史一安教授曾任中国科史一安教授曾任中国科

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生物学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生物学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分子识别与功能重点实验室分子识别与功能重点实验室

主任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史一史一

安 教 授 在安 教 授 在 Chem. Rev.,Chem. Rev.,

Acc. Chem. Res., PNAS,Acc. Chem. Res., PNAS,

J. Am. Chem. Soc., AnJ. Am. Chem. Soc., An--

gew. Chem. Int. Ed.gew. Chem. Int. Ed.等重要等重要

期刊上发表论文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100 多篇多篇，，

被引用被引用 50005000 余次余次，，获得多项获得多项

重要学术奖励和荣誉重要学术奖励和荣誉。。

■■ 人物档案人物档案

“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国家

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的会议室里，面对记者

的李波摸了摸自己的光头，面有难色。

“这里面”，指的是我国给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

名的事儿。2013年底，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海底

地名分委会第 26 次会议上，我国的 10 个海底地名

提案再次获得通过，被收入国际海底地名名录。从

2010 年至今，我国在国际海底已有了 29 个响当当

的命名。

从“鸟巢海底丘陵”“徐福平顶山”到“长庚海

山”“启明海山”，这些蕴含“风雅颂”的名字，宛如一

股“中国风”，在大洋深处悄悄传唱中华文明最古老

的典籍。

作为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的副主任，李波是我

国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的实际“操盘手”。

虽然一再强调海底命名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大事

件”，但一提起大海里的那些事情，李波还是一脸按

捺不住的兴奋。

“其实我们大概 10年前就开始考虑海底命名的

事情了。”他说。

上个世纪 90年代，刚刚成立的中国大洋协会开

始组织以国际海底资源为主的大洋调查及科研活

动，我国大洋科考方兴未艾。

“20多年来，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我们的船

都一直在走。各种海底资源、海底地形，我们都在

关注和研究，装备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李波

说，“可是回过头一看，我们的考察报告里对海底地

形的描述那真是五花八门，有用国外命名的，有用

字母加数字的技术编号的，有自己突发奇想给个名

字的，比较乱。”

于是，搞一套我国自己的海底实体命名体系，

提上了中国大洋协会的工作议程。在这背后，实际

上是我国多年来大洋科考积累的大量科学数据，乃

至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作为专门负责国际海底命名的国际组织，国际

海底地名分委会（SCUFN）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审

议各国提出的海底命名申请。而申请能否通过的

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所标示的地理实体的科学性是

否完整。例如命名一个海山，申请国就必须把这个

海山的范围、高度等具体数据都标示准确，这也是

对一个国家海洋科考实力的考验。

“地名是什么？那是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

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李波认为，在当前“蓝色

圈地运动”时代背景下，国际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

还带有先期开发的国家权益性质。

2010年，国家海洋局开始组建海底地名工作小

组。在杭州举行的一次筹划专家会议上，各方专家

为我国的海底命名总思路起了争执。

“当时提出来的命名思路，主要有《三国演义》

《诗经》，还有帝王年号、唐诗宋词等。”李波回忆说，

“《三国演义》等首先被排除了，主要的争议就在《诗

经》和唐诗宋词之间。不少专家倾向于用唐诗宋

词，认为这里面好听的词汇多，也比较好理解。”

李波等人则力主使用《诗经》作为命名体系，

“《诗经》是中华文明中最早被冠名为‘经’的典籍，

所含的中华底蕴更加深厚。”他笑称，“唐诗宋词不

是不好，但是各种场合使用的已经很多了。而且那

里头太多风花雪月，漂亮却不够大气。”

为了说服其他人，李波连夜跑了好几家书店。

第二天的会议开始前，一本《诗经》原著与7个已经成

竹在胸的命名方案，已经一同放在每个专家的桌上。

鸟巢海底丘陵、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山、徐福

平顶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和方丈平顶山，这7个名

字，就是后来我国第一批获得通过的国际海底命名。

2013 年，中国大洋协会正式提出了《大洋海底

地理实体命名管理规定（试行）》，确定了以《诗经》

为主，以中国历史人物为辅的命名体系。而《诗经》

中的“风、雅、颂”，则分别对应大西洋、太平洋和印

度洋。

从此以后，每一艘远航的中国海洋科学考察船，

都携带有这本管理规定。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则被授

予相关权限，可以根据考察的实际发现，结合管理规

定，对科学考察中发现的海底地形初步命名。

“每一个海底命名，都是在国际海底留下的中

国符号。”李波说，“这个符号怎么画，是搞成‘到此

一游’，还是能够激励后代，是我们当代海洋工作者

的责任。”

“许多年以后，每一个炎黄子孙在世界地图上

的蓝色区域看到这些名字，我想也许都会有一种中

华民族的自豪感。也许会想起前几代人曾经做过

的事情，也许能够激发他们继续向海洋前进。”他认

真地说。

说完，李波双手一摊：“你看，我说了这里头没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吧？” （新华社记者 罗沙）

听国际海底命名“操盘手”讲述大洋深处的“风雅颂”
■第二看台

在长沙的湖南天文爱好者协会工作室里，谭巍在对

自制的望远镜进行调试。

17 年前，一名 14 岁的男孩用压岁钱换来一台望远

镜。17年后，已过而立之年的大男孩，耗时一年，制作了

一台大型天文望远镜，作为新年礼物送给自己和身边所

有追逐星空梦想的伙伴们。

这位来自湖南湘潭的大男孩名叫谭巍，是湖南天文

爱好者协会的负责人。对于天文，谭巍似乎有着与生俱

来的兴趣和天赋。1997 年春节，还在上初一的谭巍选择

的新年礼物就是一台天文望远镜。之后，他还手工制作

了简易望远镜送给小伙伴。来到长沙上大学后，谭巍通

过网络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2003 年，他和一群

天文爱好者一起成立了湖南天文爱好者协会。

2011 年，谭巍辞去工作，在长沙做起了湖南天文爱

好者协会的专职负责人。2012 年，谭巍萌发了自制大型

卡塞格林望远镜的念头，并开始画图纸做计划。2012 年

10月份，他开始和小伙伴一起启动计划，经过一番周折，

2013 年底，一台主镜直径 400 毫米、焦距 4300 毫米，造价

不超过 3 万元的卡塞格林望远镜在谭巍手中组装完成。

2013 年的最后一天，谭巍用这台大家伙对木星进行了观

测，初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目前，谭巍正在对这架大型

望远镜进行细节改造 。

星空逐梦 17年，谭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平日里带着

一群孩子来到到野外，观测城里难得一见的美妙星空。

而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野外天文台，为

天文爱好者和孩子们提供一个和星星约会的场所。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谭巍
17年的追星梦

刘鸿昕在福州的工作室内制作光影画工具。

刘鸿昕，25 岁，毕业于福建工程学院，虽然学的是电

气工程专业，但他却凭借着美术绘画基础，在大学期间自

学了沙画、光影画等，走上了绘画艺术表演之路。

2010 年夏天，刘鸿昕看到国外艺术家的光影画表演

后，开始迷上了这种艺术，当时在国内无处拜师学艺，他

只能通过观看国外相关的视频片段，仔细研究作画技

法。他结合大学时所学的专业知识，经过半年的摸索和

无数次的实验，终于研制出特殊的“画布”和“画笔”等工

具。由于光影画时用“光影”作画，它的最佳制作时间通

常是在晚上，因此刘鸿昕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作画，经过

一年多的艰辛，2011年 10月，他终于登台表演，至今已演

出近百场。2013年 12月，他在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现

场的光影画表演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赞叹。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刘鸿昕
和他的光影绘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