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睡前Futurelab创新设计学院主办的“睡前：艺术×科学”论坛
日前在北京观唐艺术区美术馆剧场拉开序幕。第一期活动的演讲嘉
宾，主办者请来了艺术家邬建安、黑明，科学家陈一友、梁文杰。四
位讲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和角度，分享了他们独特的研究与创作。

最近几年，随着“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成为热词，艺术与科技结
合的学科、专业、课程、工作坊、作
品展、研讨会已经成为艺术院校一种
潮流。与此同时，理工院校和科研机
构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人文和艺术对科
技的滋养。不过，在此次论坛的主办
者看来，无论科技介入艺术还是艺术
介入科技，二者的相互介入更多地是
一种互为目的和手段的结合，在这种
结合之外，还应该有一种艺术与科学
殊途同归、高峰相会的思想对话。“睡
前：艺术×科学”论坛的诞生正是以
这样一种思考为基础。

科学是严谨的艺术
艺术从来都不是点缀，科学也不

仅仅是发现规律或者是技术上的推陈
出新。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走着求真
的道路，同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理解
艺术之美。

陈一友是位“海归”实验病理博
士，华人生物医药界著名的百华协会
创始会员之一，他领导建立的世界著
名的 HuPrime 技术平台，被全球几乎
所有跨国制药公司采用以帮助寻找最

具有临床开发潜力的抗肿瘤药物。
他“生命的边缘”为题的演讲，

以“梦是一个生物学现象”开题，讲
到电子显微镜下看起来非常张牙舞爪
的一个肿瘤细胞；他认为“癌细胞跟
黑洞有一定的可比之处。癌症跟黑洞
一样，它非常黑暗非常可怕，但是也
有它存在的意义。”

生命的诞生、癌症存在的意义、
永生的代价，陈博士引领人们看到癌
症的另一面，展示了他对癌症和癌症
研究的一些思索：癌症是人类面对的
最完美的疾病，癌细胞使我们无法永
生，也是人类不至于毁灭地球的唯一
存在。他说，人体的基因有着至今无
法理解的复杂的美，而科学就是严谨
的艺术。

“完美的花瓶，我们为什么要打
碎它？打碎它之后是面临毁灭还是
面临新生？”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的梁文杰教授，是哈佛大学物
理化学博士，他演讲的开篇相当文
艺。

从达·芬奇的绘画到物理之对称、
统一、守恒之美，从科学发展历程到
纳米研究，他认为，艺术的突破、科
学的突破都在于打破常规，打破常规
才能寻求创新。“当我们打破了完美的
材料，把它们研究到纳米尺度，确实
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生命的演化、从分子到大分子到
NDA、蛋白质、原始生命、终极生
命。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沿着相似的
道理，依照我们的需求，从破碎后的

细节开始，从纳米尺度开始，一层一
层的寻找，实现人工分子、人工结
构、人工器械到人工机械的搭建，探
索其中可能的新技术新原理新应用。”

艺术家向科学致敬
“科学家是最棒的，他们经常做一

些具体的事情。”艺术家邬建安首先表
达了对于科学家的敬重，当然他同时
认为，“科学家中最厉害的那些人也会
胡思乱想”。

邬建安是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
学院副教授。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把当
代的激进美学代入民间艺术中并与个
人精神世界发生关联。他在2011年创
作的作品 《七层壳》，由七幅大画组
成，每幅画中的形象都有 5 米多高、
4.5米宽，都有360个小纸人。纸人都
缝在大张的宣纸上，宣纸背后裱绢，
整体形制有些像中国古代的中堂画。
360个小纸人组装起来，组成了第一个
大的形象，用不同的组织方式组成其
他的六个形象。有些像七巧板，360个
元素，可以根据不同的组织方式成为
不同的形象。

（下转第八版）

责编：陈 杰 美编：纪云丰

编辑部热线：010-58884135

广告、发行热线：010-58884190

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第62期

主管主办单位：科技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303

邮发代号：1-178

社 长 尹宏群
总编辑 尹传红

科
普
时
报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www.kepu.gov.cn 投稿邮箱：kpsbs@sina.com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习近平

《科普时报》设立了要闻、新知·解读、科学·传播、
自然·生态、书香·文史、创新·消费、健康·情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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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
技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
媒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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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主题为“下一代互
联网时代的科技传播”的 2018 年中
国科技传播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举
行了 2018 年科技传播奖颁奖仪式，
颁出了优秀个人、优秀团体、优秀
作品等诸多奖项。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书 记 处 书 记 徐 延 豪 出 席 大 会 并 致
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原副院长邬贺铨，中国出版协会常
务副理事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原党组成员、原副局长邬书林，
中国 CERNET 网络中心副主任、清
华大学教授李星作大会主旨报告。

徐延豪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中
国科技新闻学会在创新学术交流内
容 和 形 式 、 推 动 科 技 传 播 事 业 发
展、举荐奖励科技传播人才等方面
开展了很多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
们万众一心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也是科
技传播事业的新时代、好时代。目
前，科技传播在提高我国公民科学
素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科技创新

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希
望学会团结带领广大科技传播工作
者，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大力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的关
心关怀，着力发现、挖掘、宣传优

秀科技工作者典型；把握世情、国
情、党情、科情，做科技信息传播
的把关人；运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
手 段 ， 在 全 社 会 广 泛 传 播 科 学 知
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

法，提升我国科技新闻传播整体竞
争力。

邬贺铨在报告中指出：互联网
需要传播正能量，网络新业态提升
了新闻大众的参与度但良莠不齐。
网络具有放大特性，错误信息如不
加抑制将会很快扩散，需要第一时
间 以 正 视 听 ， 需 要 有 论 ， 更 要 有
理，政府有自信，社会才有诚信。

邬书林指出：信息技术革命性
进步，特别是互联网为我们提升科
技知识传播水平提供了机遇。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的应用使
科技出版的理念、管理方式、载体
形式、传播方式、运作流程、服务
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
在一个平台上，用协同、融合的理
念，用新技术推动科技知识传播水
平的提高。

李星在报告中用通俗的语言介
绍了网络核心技术、IPv6 的特点、
IPv6 部署现状、CERNET2、核心技
术 创 新 ， 以 及 IPv6 带 来 的 新 的 挑
战。

（下转第二版）

2018年中国科技传播论坛在京召开 同步举行2018年科技传播奖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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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科 学 与 艺 术 如 何 相 会
□□ 科普时报记者 刘晓军 通讯员 言 詹

科学与艺术如此不同，但是似乎殊途可以同归

作为一种尝试，由
睡前Futurelab创新设计
学院主办的“睡前：艺
术×科学”论坛，日
前在北京观唐艺术区美
术馆剧场拉开序幕。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梁文杰教授在题为

“在不寻常的地方找到发
现”的演讲中说，打破
常规才能寻求创新！艺
术的突破、科学的突破
都在于打破常规。

上图：打碎花瓶！
下左图和下右图：分别
为梁文杰教授演讲中涉
及到的分子器件和分子
电路。

（相关报道详见本版
及八版文章《看科学与
艺术如何相会》）

打破常规打破常规
寻求创新寻求创新

基因编辑技术推演的尽头，是直接对人类生殖
细胞进行编辑。毕竟，这时进行基因编辑的效率是
最高的，只需要修改一个细胞，长大成人后身体内
上百万亿个细胞就都会携带新的遗传性状。而这，
是不是人类异化和自我毁灭的开始？

说异化，是因为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人类就摆
脱了进化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迹，开始对自身进行创
造。很有可能，我们将开始按照父母一代的价值
观，塑造自己的后代。比如说，在今天的中国，高
个子、白皮肤、双眼皮、高智商、有专注力、语言
能力强……是许多人认为的优点。那么在基因编辑
技术真正成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批量制造出这样
的孩子来？这样诞生的孩子，到底是满足社会要求
和家庭期待的工具，还是独立的智慧生命？

说毁灭，是因为我们从生物进化史上学到的教
训是，地球环境变换万千，适者生存没有一定之
规，因此丰富的基因库才是一个物种生存繁衍的基
石。就拿我们讲过的镰刀形细胞贫血症为例，会导
致严重疾病的HBB基因突变，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却
能够有效保护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上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在某个环境下看似有害的基因突变，在
不同的环境中也许就变身优势基因。在某个历史时
期无用甚至有害的遗传性状，当地球环境沧海桑田
后也许就是维系后代生存的命脉。而基因编辑技术
的推广会毫不留情地去除那些对于当下生活环境有
害的基因突变，这毫无疑问将消灭人类基因库的多
样性。一旦地球环境发生巨变，我们可能早已失去
了身体内暗藏的生存法宝！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如果说利用纯粹的伦理问题约束基因编辑技术

很可能徒劳无功，甚至会导致开历史倒车的话，那
么我们是否就应该允许和放任类似技术迅速进入临
床实践，欢呼人类定向改造自身遗传信息、修改和
创造自身的伟大时代呢？当然不是。与其说伦理，
不如说监管。我的看法是，涉及应用于人类自身的
技术时，必须在严格的专业监管和法律约束下进
行。这是基于以下两个逻辑。

第一条逻辑是上面讨论过的技术风险问题。和
人类掌握的大多数技术一样，基因编辑技术，包括
CRISPR/cas9技术，仍存在大量的未知问题和技术
风险。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基因编辑的脱靶问题，
即在定向编辑某基因的同时，可能会在基因组其他
无关位点引入非特异性遗传修饰。与药物的“副作用”概念类
似，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问题带来了潜在的临床风险。因此，就
像所有用于人类临床实践的药物、医疗器械和手术操作一样，人
类胚胎的基因修饰也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监管，确保其安在全性
和有效性可控的基础上才能允许其进入大规模临床实践。

（下转第七版。相关文章见第二版赵序茅文章《我们做好接受
基因编辑婴儿的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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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社社长尹宏群（右三）、总编辑尹传红（右二）领取奖牌和证书。 周烨 摄

11月26日，一则“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
诞生”的消息迅速刷屏，学术界在短暂的震惊之后，爆发出的则是
对始作蛹者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一边倒的批评和反对之声。
而在此时，南方科技大学申明早在今年年初贺建奎已办理停薪留职
手续，舆论更是一片哗然！

基因编辑技术，到底是造福人类的福音还是毁灭人类的潘多拉魔
盒？学术界没有权威的定论，因为这在于这一技术会被人类如何使
用，不同条件下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
2017年出版的《上帝的手术刀》一书早有详尽的论述。值此舆论汹汹
之际，本报特邀请王立铭教授精编书本内容撰成此文，以解惑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