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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下午，在热烈的掌
声中，年已耄耋的白发老人缓缓
起身鞠躬，在相辉堂北堂亮相开
讲。他就是神经生物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脑科学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雄里先生。

面向2023级公卫、护理、临
床、口腔等四个院系的学生，杨雄
里以《科学的权威和权威的科学》
为题，讲授“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与近700名医科新生共同探讨科
学为什么需要权威、如何正确对
待权威、权威与创新的关系。

科学启明星熠熠闪光

什么是科学权威？杨雄里从
解读“权威”二字开始娓娓道来，
结合神经生物学发展历史告诉同
学们科学的权威是什么样的。他
说，在某一科学领域起带头作用
的科学家，不但身体力行推动了
科学的发展，更引领着科学研究
的正确方向。

权威科学家的另一关键作
用，是提携后辈，让年轻一代更
快、更好成长。1958年，杨振宁、
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
触动了不少中国年轻人。当时，
杨雄里正在读高二，听闻消息备
受鼓舞，从此对数学、物理特别感
兴趣。而在杨振宁、李政道的成
长之路上，费米、叶企孙等前辈物
理学家的提携指引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体
会。”杨雄里回忆自己的成长历
程，两位神经科学、生理学的权威
前辈冯德培先生、张香桐先生，给
予他很多指点和帮助。

至今，杨雄里还珍藏着1986
年冯德培先生给他的一封信。泛
黄的纸页上，这位时年八旬的老
先生殷殷嘱托：“我总希望还能看
到生理所终于有一位年富力强、
具有开创新局面才干的、在各方
面能得人尊重的带头人，这是时
代的需要，我预祝你成功！”这给
予年轻的杨雄里以极大的肯定与
鼓舞。

既尊重权威也挑战权威

“同学们，请看这两条线，它

们是否一样长？”
杨雄里背后，是一张透视

图。图中左右两条物理长度相同
的垂直线，由于透视性的背景图
的存在，右侧的那条明显的比左
侧的那条看起来长。这就是著名
的Müller-Lyer错觉。

杨雄里从专业领域出发，通
过简单互动，向在场同学解释什
么叫做“眼见不一定为实”。

他说，人类之所以产生这种
错觉，是因为对某一物体最终的
视觉感知，是视觉中枢对该物体
的视网膜影像的分析以及大脑构
建的相应的主动视觉世界相互作
用的综合性反应。脑科学的迅速
发展，促成科学家们在理论和实
践上对认知过程形成更深刻的理

解，并对之前重要哲学观念作出
修正。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
应该尊重权威，这是对知识的尊
重。但是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挑战
权威，这也是对真理的尊重。”杨
雄里引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话“科
学需要权威，科学又藐视权威”，
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权威，坚持独
立思考。

“求是创新”正是教育家精神
的内涵之一。杨雄里认为，从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来看，世界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人们对事物的发展和认识，有其
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更要求教育
家们发挥“求是创新”的精神，为
创新理念的形成培植良好土壤，
建立和谐气氛。

杨雄里强调，要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在国际学术前沿
占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就不能
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和权威的后
面，而要敢于创新、独立思考、勇
于质疑。在带教研究生的过程
中，他常常鼓励学生们要敢于对
导师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开展
学术争辩，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
大力量。

创新是科学发展第一动力

在互动环节，不少同学就自
己所困惑的问题向杨雄里提问。

“请问您是如何鉴别什么样
的权威值得相信，什么样的权威
值得质疑？”基础医学院2023级
临床医学（八年制）1班的谢江平
提问。杨雄里回答，要有独立思
维能力，才能判断哪些是正确，哪
些是谬误，没有独立思维，就谈不
上真正的创新，而创新正是科学
发展的第一动力。

近2个小时的思政大课后，
83岁的杨雄里在去电梯的路上，
还耐心解答2023级临床五年制
同学潘文芮的提问。原来，潘文
芮从小有通过利用新神经元接通
神经断路治疗运动神经元性瘫痪
等疾病的愿望。杨雄里告诉她，
这正是神经生物学目前热门的研
究方向，迄今为止已有几次成功
的实验和突破。“在科学上没有什
么是不可能的。”杨雄里的鼓励，
让潘文芮信心高涨。

这不是杨雄里第一次鼓励年
轻人。今年1月，在复旦大学脑
科学研究院师生迎新春联谊会暨
奖学金颁奖典礼上，80多岁的他
登台深情演绎《把根留住》和《我
的中国心》，感动人心的歌词、激
情高亢的旋律引发年轻人大合
唱。他以歌曲寄语青年学子：“无
论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自己是
中国人，我们的根永远在中国，我
们的心永远属于祖国。”

本报记者 汪祯仪
本报记者 成钊摄

杨雄里分享如何辩证对待科学权威与创新

刘明讲述集成电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4月16日下午，在复旦大学
相辉堂北堂，中国科学院院士、复
旦大学芯片与系统前沿技术研究
院院长刘明以《夯实基础，做新时
代的创新者——集成电路技术发
展的启示》为题，面向信息、微电
子、芯片、核技术、基础医学、药学
等6个院系的2023级本科新生
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技术创新
引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由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
——晶体管开始，刘明向大家讲
述集成电路的发展史。

而集成电路发展的最主要途
径是晶体管的尺寸不断微缩，实现
集成密度和芯片性能的不断提升，
即遵循“摩尔定律”的发展路径。
这条路径的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预
言性的“摩尔定律”，而是无数基础
研究的科学家不断努力获得的。

为了面对这些挑战，基础科
学和应用科学的探索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比如，材料科学领域，上
世纪80年代的集成电路工艺中
仅仅涉及12种元素，而今天的工
艺至少有66种元素，每一种新元
素都是无数次实验和探索的成
果。器件结构领域，从CMOS平
面栅结构到3维FinFET结构，
半导体器件科学家通过立体化的
方法提升微缩后的沟道静电控制

能力。制造技术方面，数十年间
涌现了沟道工程、源漏工程、栅工
程等一系列新的工程研究方向，
引入了应变硅沟道、high k金
属栅等一系列新技术，以支撑材
料/器件创新得以真正落地。设
备领域，光刻机的发展更是不断
突破，依靠光源、镜头的材料与结
构、图形传递模式和算法不同学
科的多元交叉创新，才有了今天
的EUV光刻机。

刘明指出，在集成电路发明
的同年，中国也开始了晶体管的研
究。中国的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
在过去20年快速发展，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与产业布
局，集成电路产品设计、制造、封
测、装备和材料等五大板块齐整，
初步具备了体系化的自主供给和
创新能力。设计、制造、封装测试
三业相对均衡地发展，产业链结构
趋于合理。

有科学理想
才能走得更远

刘明特别强调科学理想的重
要性。中国的集成电路的起步于
老一辈科学家王守武、黄昆、汤定
元、谢希德、黄敞、洪朝生、高鼎三
等在 50年代初相继从美英回
国。黄昆、谢希德两位先生组建
五校联合半导体教研室，系统培
养了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

才，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我国半
导体和集成电路事业的领军人物
和中坚力量。

刘明在报告中以一些实例介
绍了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微电子
学家王守武先生。

1930年，年仅十岁的王守武
写下充满家国情怀的文字：“诸位
朋友，你们要救中国。你们要做中
国的人。一定要大家尽责，大家负
责。愿大家努力读书，努力前进。
还愿将来努力救国，努力富国，努
力强国。”

1950年，他在美国通过印度
大使馆办理难民证辗转回国。“当
时只想为祖国作点贡献，哪里需要
就到哪里去……”6年后，他参加

了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教学工
作，为五校的部分物理教师、四年
级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半导体物
理课程。去世前，他将个人积蓄捐
出，设立奖学金，奖励博士研究生
勤奋学习、勇攀高峰，鼓励学子用
知识改变命运，用实绩报效国家。

“先生是一个人格朴素又特别高尚
的科技工作者，他用一生的行动践
行着十岁时的理想。”刘明说。

如今，集成电路领域新技术
不断涌现，融合电子信息、物理、化
学、材料、自动工程等多种科学技
术及工程领域多种交叉学科和尖
端制造技术，亟需有综合知识背
景、交叉技术技能、融合创新等素
质的综合性人才。“希望大家珍惜

大学四年时光，夯实基础、锻炼自
学能力，保持独立思考，为自己一
生打好基础。”

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

课后，2023级集成电路领军
人才班的周怡宁、药学班的程强带
着好奇提问：“集成电路发展方向
是什么？”“中国手机芯片与世界顶
尖水平差多远？”刘明回答：“希望
芯片功能越来越强大。尺寸微缩、
系统集成，新材料、新器件的应用，
这些都是努力的方向。中国的芯
片能否超过世界顶尖水平，取决于
今天在座的年轻人。”

2023级技科试验班的胡帅、
集成电路领军人才班的孟凡悦提
问：“如何在课堂内外培养创新思
维？”“对于学集成电路的或者工科
的学生，应怎样把握学习基础理论
的广度、深度和优先级？”刘明表
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都
非常重要，建议同学多了解行业必
备的实验技能，多阅读不同书籍，
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

刘明寄语青年学子，不一定
要选很多课，重要的是要学到其中
的方法，“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在尽
自己最大努力的前提下，还要让自
己游刃有余。”

本报记者赵天润
本报记者成钊摄

▲杨雄里院士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刘明院士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