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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9月，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饶毅从美国全职回来，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教授来到生命科学学院之后，特别重视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教育与培养，并作了许多改革，“展
望事业，探讨人生”系列讲演的开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该系列讲演通过邀请不同领域、不同经历的代表性人物与学生见面，讲述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思
想观点或自身感悟，回答广大本科生、研究生在学习、科研、生活、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解疑释惑，
帮助同学们做好大学规划，更好地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人生道路。
该系列讲演一般安排在周五下午举办。
为促进交流，还特别安排了学生代表与主讲人共进晚餐，每次的学生代表都是事先通过自愿报名并抽
签决定。
两年来，感谢美国康宁公司(Coming Inc．)的全程支持。
在康宁的资助下，该系列讲演已经成功拳办了25讲，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树立了良好口碑，不
仅北大校内其他院系的学生纷至沓来，甚至北京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生也经常被吸引过来。
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从该系列讲演中受益，为了让大师们的思想光芒照耀更多的人，我们便有了将讲
稿汇编成册，结集出版的想法。
我们从已经举办的讲演中精选了10讲，编集成书。
这些讲演的主讲人，或是国内的学术大师，或是国外的知名学者，或是跨国的商界名流。
在他们的讲演中，或驰骋学术，或激荡时事，或张扬青春，用独特的视野和感悟为大家带来一场心灵
的“盛宴”。
本书编委会的主要成员都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师生。
他们根据讲演录像或录音作了文字整理，并多次加以修改。
在整理和修改过程中，他们一直与主讲人保持联系，对于讲演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逐一作了核实，力求
使稿件能够准确地反映主讲人的原意，在语言风格上也力求保持原汁原味。
尽管主讲人的工作都非常繁忙，但是在修改过程中，他们都认真细致地审阅稿件，指出其中的一些问
题，甚至连细小的语法错误也不放过。
他们时刻表现出来的谦逊、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让编委会的师生深深感受到了大师们的人格魅力。
本书从2008年11月开始策划、编辑、整理、修改，历时10个月，终于成稿。
期间增删十数次，凝结了专家和编委们的大量心血、书稿付梓之时，每个编委会成员都怀着激动不已
的心情，还夹杂着些许的忐忑不安，期待着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希望这本书能够给
读者一些启示，带去一束照亮生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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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十位有着执著追求的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整理而成。
他们或将自己的独特经历娓娓道来，或激情四溢地讲述着科学探索的无尽之美，和大家分享着自己独
特的人生感悟，给大家以最好的启迪与激励。
    本书能为青年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探索中拨开些许迷雾，对人生发展的历程有更为清晰的
认识和充分的准备，从而增进对科学的理解，坚定人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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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物学研究激动人心的时代——邓兴旺追寻兴趣：无边的科学和智慧的喜悦——龙漫远王观报告和客
观分析——骆利群人生与事业：目标与过程的平衡——鲁白创新，事业，中国的未来——许田王志珍
院士走近北大学生——王志珍纯化信仰，结晶人生——施一公执著的力量：攻克流感——陶一之生物
医药科学生涯——俞君英从实验室到病人的漫漫长征：新药研发的甘苦——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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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欢迎邓兴旺教授今天来这里给同学们做讲座。
过去，他从湖南农村来到北京大学(下称“北大”)上学；今天，他成为一个很有自信心、很有成就的
科学家。
邓兴旺除了证明农民的孩子可以在北大做得很好外，还证明了在校期间成绩不是太好，不是数～数二
的学生，一样可以把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
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华人植物学家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位。
在他之前最具代表性的华人植物学家是洛克菲勒(Rockefeller)大学的蔡南海，一位新加坡出生的华人。
接下来的代表性人物是吴瑞先生9，但他不是专门研究植物科学的，是从研究分子生物学转做植物研
究的。
在完全研究植物学的华人科学家中，邓兴旺是典型代表。
事实上，很多年里他不光是代表，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比他领先。
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一位叫朱健康的华人科学家做得也很好，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在北大读的硕士
，是我们的校友。
事实上，华人科学家中植物学研究做得最好的基本上都是北大培养出来的。
邓兴旺硕士毕业以后先在国内工作了1个月才去美国，比其他出国留学的人晚，但他博士学位读得快
，毕业早，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跟其他人一起出去的。
他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读的博士，师从Wilhelm Gruissem教授。
他在读博士时就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就，不到四年有六篇第一作者论文，包括发表在Cell上的。
说句题外话，生物学方向的华人读博士期间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记录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马骏创下
的，有三篇发表在Cell杂志上和一篇发表在Nature杂志上，这一纪录直到目前还没有人打破，但植物学
方向的记录还是邓兴旺创下的。
邓兴旺博士毕业后换了个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但还是在伯克利分校。
做了两年半博士后，于1992年初去了耶鲁大学，在那里做了近18年教授，也得了很多奖。
邓兴旺主要是研究光对植物生长的调节，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对植物学有意义外，因为其中一部分工作是在动物里面发现的，所以对研究动物的生长机理也有
帮助。
几年来，他多次回国，走过很多地方，对中国的植物以及农业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
他在我们学院有一个实验室，是耶鲁大学和北大合作设立的。
另外，他还推动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和王晓东教授一起共同担任所长。
我不完全知道具体的故事，猜想如果他不去推动王晓东，王晓东那时也不一定下得了决心和他一起做
。
所以，他对中国生物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植物生物学——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下面，有请邓兴旺。
我坐着做讲座怎么样？
本来可以站着讲，但是今天我想坐着讲。
今天我的理解是和大家一起座(坐)谈，一起聊一聊，聊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不管你是本科一年级的也好，二年级的也好，研究生也好，聊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
所以我也就没有准备任何幻灯片，我觉得一准备幻灯片就变成非常刻意地针对某一部分听众讲他们特
别感兴趣的事情。
刚才饶毅说了很多好听的事情，回想起来当初来北大，和在座的同学特别相似。
我第一次来北大是1978年8月底，印象特别深，那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
到了北京以后，第一句普通话就是问北大在什么地方，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火车站的那个人说北大就在
过了动物园去颐和园的路上，然后我们就到处找公交车，搭车到了动物园，又在动物园搭车往颐和园
走。
从南门路过的时候，看到了校门上的题字——北京大学，知道该下车了，于是就到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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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因为上北大心情特激动，把时间都算错了，所以早到了一天。
现在你们上学由父母送到学校的比较普遍，我们那时条件不好，没有人送。
到学校后，迎新还没开始，没有人接待，一位生物系的工人就把我们接到他家里面，我和一起来京的
中学同学两人一起在他家里住了一晚，这是第一天的北大，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刚才有同学问我，为什么选择学生物？
说实话，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不知道你们报志愿时是不是都选的生物，有多少是自己选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想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呢？
我想，在座的一年级的同学占多数，还是说实话比较好。
别人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我当初不是选的生物，不选生物不是因为对生物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不知道
还有生物这个学科存在。
当时理科中中学只教数学、物理和化学，没有生物，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物理，第二志愿是化学，
总共只能报两个志愿，所以就没有考虑生物。
因为1978年是北大生物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招生，可能报名的人数不够，于是就把
我调剂进来了。
现在想想真是因祸得福，后来发现生物越做越有意思，确实是很有意思。
刚才有位同学问，为什么对生物感兴趣？
我想告诉他，你对不了解的事情又怎么知道会不感兴趣呢？
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既然学了，那就应该努力地去学，对所学的东西了解以后，或许就会感兴趣，
而且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兴趣。
一旦取得一些成功，你就会更感兴趣，甚至还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感兴趣。
下面我就讲讲自己的经历，刚才主持人介绍时我就想，讲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想问问大家喜欢听什么，是讲讲研究方面的经历？
还是讲讲对研究方面的看法？
(听众：都讲)我想还是讲讲我的这个题目：为什么生物科学特别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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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命之光:"展望事业,探讨人生"讲演录(第1辑)》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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