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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鱼片

【乐爸爸被质疑】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重视教育
的时代，也是对教育方法争议最
多的时代。训斥孩子几句，说你
没耐心；迁就孩子，说你在纵容。
给孩子报几个培训班，说你剥夺
孩子的快乐童年；不报吧，又有对
孩子的未来不负责之嫌。就连陪
孩子玩耍也有问题，不陪是不尽
责；陪了又可能毁了孩子的专注
力、独立性……

这不，乐嘉就因为带 4 岁女
儿徒步走完沙漠而站在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本来乐爸爸是想锻炼
一下孩子的毅力和勇气，“作为一
个女孩子，她一定要学会坚强和
独立”，可专家、网友、吃瓜群众却
纷纷指责他是在折磨孩子。

前几天有一篇帖子热刷朋友
圈，大意是眼下的中国有一个很
可怕的现象即“全民富二代”，家
家都把孩子当心肝宝贝，为其提
供最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得不
说，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孩子正
在成为我们一直反对的“温室花
朵”，缺乏经历风雨的机会。所以
窃以为，乐爸爸在保证安全的基
础上如此用心教育孩子，相当难
能可贵。爱孩子就要让孩子懂得
生活的艰辛，学会坚强。

“下一代领袖”张锋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8
月15日，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
宣布将2017年奖项授予5名在
基因编辑领域作出先驱性贡
献的杰出科学家，80后科学家
张锋成为历史上第二名获得
此奖项的华人学者。据报道，
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自 2001
年以来每年颁发一次，每位获
奖者将得到50万美元的奖励，
是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
生物医学大奖，该奖项为全球
生物医学领域最知名、最具影
响力的奖项之一，被视为诺贝
尔奖风向标。

张锋还是“麻省理工史上
最年轻华人终身教授”。农历

新年前后，有媒体报道，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MIT）理学院宣
布晋升五位副教授为终身教
授，其中包括年仅 34 岁的张
锋。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
史上，钱学森在35岁时晋升为
终身教授，并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是该学院最年轻华人终身
教授纪录的保持者。而张锋
打破了钱学森的纪录。

报道中有句话引起了很
多人的关注，张锋1983年出生
于石家庄，1994年随母亲移民
美国爱荷华州。也就是说，这
个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
80后科学家，就是在我们身边
长大的。

最年轻的华人终身教授

张锋在中学的时候，就表
现出了对于生物学的浓厚兴
趣。在爱荷华州得梅因市，张
锋幸运地参加了一个分子生物
学的“周六提高计划”。那里的
指导老师发现，让一群孩子全
心投入的一个明智选择就是给
他们看电影《侏罗纪公园》。老
师观察到张锋对恐龙及生物工
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奋和兴
趣。不久后，这位老师帮张锋
在当地的实验室找到了一份志
愿者的工作。从此以后，张锋
每天放学以后都会到实验室来
参与一些分子生物学的工作。

“我的父母都是搞计算机
科学的，所以我对编程一直很
感兴趣。”张锋回忆说，这部
1993年的电影，讲述了狂妄自
大的研究人员将恐龙与青蛙的

DNA混合，将已经灭绝的爬行
动物带到现实中，“让我明白生
物学也可以是一个可编程的系
统”。

这个念头就像是一颗种
子，深深地埋在张锋的心里。
2011 年 2 月，在一次学术会议
上，一位访问学者报告了他关
于细菌基因组里一种被称为
CRISPR 的免疫系统的研究。

“当时我坐在屋子的后面，正有
些走神”，张锋回忆说，但是这
个奇怪的名字立刻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他立刻用一切能用的
办法来检索关于这个研究的论
文，不久便发现这个研究与他
幼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个有
机体的遗传指令可以被改写，
由此改变它的特性，就像父母
编写计算机代码一样。

中学时埋下了一颗种子

【郭敬明被举报】

一大早，微博就被郭敬明刷
屏了。继《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判
抄袭、赔偿20万元却拒不道歉之
后，继《小时代》三部曲终于不再
污染观众的眼球之后，更龌龊的
事发生在这个所谓的作家、导演
身上。

本以为爆料者、作家李枫有
炒作之嫌，但看完他 8 月 21 日晚
的4条微博，你会发现，即使他没
有拿出诸如照片、视频之类的真
凭实据，也绝不是无中生有。第
一条微博就一句话，有预告、铺垫
性质。第二条较长，地点、人物、
细节叙述详尽，还准确地说出至
少另有5名受害者。唯一不够明
确的时间也已被网友推算出来。
如果说到此还有炒作之嫌，那么
接下来的第三条就完全可以确定
李枫是多么严肃认真了——他一
口气@了团中央、人民日报、公安
部刑侦局、中国政府网等 6 个国
家级权威官方微博账号。

至于李枫为何在事发几年后
才选择公开，我们不得而知。但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是他在咨询
律师得知难以打赢官司后的无奈
选择。男性被性侵，同样需要引
起全社会的重视。

当地时间8月15日，阿尔伯尼生物医学奖宣布将2017年奖
项授予5名在基因编辑领域作出先驱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张
锋（上图）成为历史上第二名获得此奖项的华人学者。张锋最
著名的工作是基因修饰技术CRISPR-Cas9的发展和应用，率
先获得了美国专利，并被视为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34 岁便晋升为终身教授”“超越钱学森”“诺贝尔奖的
热门人选”“下一代领袖”……34岁的张锋，无疑是当今最受
关注的华人生物学家之一。有人曾评价，张锋的发现可能最
终能治疗一些对人类健康最具威胁性的疾病，从自闭症、精
神分裂到癌症和失明等病症；或者说，他开发的一种遗传学
工具可能将人类带入定制婴儿的乌托邦时代。在诸多光环
背后，张锋还有一个身份，他出生于石家庄，是一个在我们身
边长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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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
上，我们能找到张锋的照片，一
副学生模样，戴着黑框眼镜，脸
上有淡淡的微笑。张锋的工
作，以及它可能对人类社会带
来的改变，已经被很多人所注
意到。在 2016 年 10月份的一
期《时代周刊》上，张锋作为“下
一 代 领 袖 ”（Next Generation
Leaders）之一，登上了封面。《时
代周刊》挑选他入榜的理由是

“用改造生命的技术，改变了科
学”。“下一代领袖”是《时代周
刊》自2014年发起的一项评选
活动，旨在寻找全世界在科学、
艺术、体育等不同领域具有杰
出领导能力的年轻人。

“34 岁便晋升为终身教
授”“超越钱学森”“诺贝尔奖的
热门人选”“下一代领袖”……
在光环的背后，是张锋不懈的
努力。张锋高中在实验室参与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时期，一个
秋天的傍晚，在驱车回家的途
中，他和母亲看到落叶纷扬飘
零的一幕。叶子居然在短短几
个月时间内就会死去或处于垂

死的边缘。母子俩感到震惊，
他们聊到一个人的时间是多么
有限。“尽我所能，有所作为，对
我来说似乎很重要。”张锋说。

家人的帮助和鼓励给了张
锋无限的动力。他的母亲是一
位计算机工程师，可刚到美国
时，她只能干一些体力活来养
家糊口，比如在旅馆中当保洁
员。即使如此，他们也从没有
放松对张锋的教育。张锋在实
验室中常常加班，母亲在车中
往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但从
无怨言。因此，张锋工作起来
也像是一台永不停止的机器。

“刚开始只有张锋和我，我
们发了疯地拼命工作。”张锋的
同事丛乐说，他们经常工作到
晚上11点或者更晚。张锋要给
学生上课，到下午晚些时候才
能开始他的实验。他们休息时
吃拉面、中餐外卖或者卷饼。
只有一次，张锋临时决定参加
所住公寓中心的派对，并且尝
试了人生中的第一口龙舌兰
酒，当时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又
回到了实验室。

发了疯地拼命工作

这项技术出现后，3 家生
物技术公司迅速成立，吸引到
了数亿美元的风投资金，由此
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新时
代，而一场科研竞争也在悄悄
地形成。

就在张锋进行这项研究的
同时，另外一只研究队伍也展
开了同样的研究，并且抢先在
《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随后，
在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对张锋不
太友好的新闻，社交网络上也
会有人攻击他。但是张锋表现
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并没
有觉得自己的成果被抢先发表
了，而是继续深入到科研中，不
断改进自己的成果。

张锋用自己的工作效率弥
补发布时间上的差距。2013
年后，他发表了38篇有关这项
技术的论文，大都具有突破性
的意义。他的家距离实验室非
常近，也是为了便于工作。他
的实验室经常到深夜都会灯火
通明。尽管对自己非常严格，

可他对同事却充满了关心。当
同事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帮忙
想办法，有时还会主动将科研
成果归功于同事。张锋在工作
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在
他的实验室中，有许多学生比
他的年龄还要大，可是所有人
对他都非常敬重。

很多时候，大家都惊讶他
在工作中投入的精力和激情。
张锋读大学时，有一位好朋友
曾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张
锋花了很长时间帮助他。但最
后这位朋友还是因为病情过
重，不得不从哈佛大学休学一
年。这件事让张锋触动很大，
因此，当发现这项研究有可能
治疗精神疾病的时候，他希望
能够争分夺秒，尽早地应用到
医学中，以帮助更多人。

关于这项技术的竞争还在
继续，无论张锋和他的团队是
否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
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年轻人
都值得我们敬佩。 （孙磊）

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