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性格内向适合搞研究？

❶ 通宵达旦地工作。你问日本科学家
屡屡得诺贝尔奖的问题，他们会微笑着说，可能
因为日本人比较内向，比较适合作研究。刚得物理
学奖的益川敏英竟然说自己不喜欢英语，也没有
护照，不想去领奖。笔者在日本学习生活多年，最
值得记忆的就是常年如一日灯火通明的研究室的
夜晚，快到年终和放假时，日本教授、学者常通宵
达旦工作，而不是考核、总结与表彰。

❷ 研究工作扎实。笔者多次问日本学者，
为啥沉默者多出成果，他们回答：日本男人在别
人面前随便说话，以后就很被动，言行不一致会
成为一生的耻辱，从此大家都不会再信任你。

❸ 世代相承。日本大学和研究所共同的
特点是非常尊重科技教育界元老和专家，历代
著名科学家、研究所长、研究室老专家的肖像
挂在研究所（室）内或走廊，从明治维新（1867
年）时代开始一代接一代世代相承。

❹ 自由独立研究。这才是研究领域不断
出成果的关键。多次看到指导教师和研究所人
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
制，报文部省（教育部）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教学
科研行政人员层层审批才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和腐败。另外，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
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

❺ 充分的时间与空间。日本教授轮流担任
学校的各种职务，会议也不少，但属于教授治校，累
也无怨言。值得借鉴的是没有各种上级部门和本
单位行政部门组织的总结、表彰、考核、考试、评比、
评聘等干扰。科学家出成果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尊重科学家的情感，保障研究经费、时间和空间。

❻ 诚信氛围。树立良好的学风，勤奋研究，
有成就的科学家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不是受
到猜忌和指责。 据《光明日报》

【’08诺奖】
拿科学奖的一半是日本人
连续 3 天，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陆续颁
出。4名日本人先后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
奖，让日本国民感到振奋。

日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报
道和评论。《日本经济新闻》在 10月 9日的
社论中称，连续的获奖为日本带来了活
力。6 年前，也是日本人同时获得了诺贝
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10 月 7 日晚，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分
别打电话向荣获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
林诚与益川敏英表示祝贺：“国民也倍感欣
喜。现阶段日本没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
衷心感谢你们带来了愉快的心情。”

麻生太郎还在10月9日发送的内阁电
子杂志中，就4名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一事表示：“日本人可以对自己的实力更有
信心。日本必须变得更强、更开朗。”

理论物理学领域是日本的强项，《读
卖新闻》10 月 8 日发表社论认为，汤川秀
树、朝永振一郎和小柴昌俊过去都是因为
基础粒子领域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奖，此
次3位获奖物理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基础
粒子。

日本在基础粒子研究领域实力不俗，
比如在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建设方
面，日本有约100名科研人员参与研究，日
本还为该项目投资近亿美元。

《每日新闻》的社论说，一直被认为是
高不可攀的诺贝尔奖近 10 年来已成为日
本人的“身边事”，同时，基础科学的重要
性也逐渐清晰起来。 据《财经》

日本在 2001年 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
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 21世纪头 50年里培
养 30 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照目前的速度来
看，实现起来并非难事。

二战后，日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模仿型
“技术立国”阶段，即积极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
技术、自身努力开发应用技术。1995年11月，
日本明确提出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
本国策，开始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开发基础技
术。可以说，日本近年来频出诺贝尔奖得主与

日本长期以来重视科学技术密不可分。
作为科技立国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

政府加大了培养人才的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
人才培养计划。此外，日本还加强科研投入；积
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
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
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
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
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等。

两名日本科学家和一名美国科学家获得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出现在世界各地
新闻中的这句话深深刺激着日本人，“这个美
国人可还是日本裔呢”。接着，30多岁就赴美
从事研究的下村修又获化学奖，连诺贝尔奖网
站一开始都把他的国籍错写成“美国”。日本
诺奖得主中那一丝美国色彩，让日本人欲说还
休，并开始反思本国的人才流失现象。

上面所说的那个美国人是生在日本长在
日本，但长期在美国从事研究，并已取得美国国
籍的南部阳一郎。其他像下村修等虽然至今

仍是日本国籍，但都是因为在美国期间的成果
而得到世界的认可。

这些人才纷纷流向美国有历史的原因。
他们决定赴海外从事研究是在20世纪五六十
年代，当时不论是富裕程度还是研究环境，美
国都占据绝对优势，更何况当时在欧美的世界
知名研究机构取得成果、在主要的国际科学期
刊上发表论文是在国际科研领域崭露头角的
必需条件。如今日本研究基础已比当年有了
飞跃性的进步，但人才流向美国的状况依然未
得到多大改观。 据新华社电

【辨证之音】 多数人凭借在美国成就获奖

【窥斑见豹】 日本立志50年拿30个诺奖

日本人（或日裔）获诺贝尔奖名单（2000~2008年）
自1949年汤川秀树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迄今
已有16位日本籍（或日本裔）
科学家获奖。其中物理学奖
7人、化学奖5人、生物医学奖
1人、文学奖2人、和平奖1
人，但无经济学奖获奖者。

2001年
野依良治
化学奖

2002年
小柴昌俊
物理学奖

2008年
南部阳一郎
物理学奖

2008年
小林诚

物理学奖

2008年
益川敏英
物理学奖

2008年
下村修
化学奖

2000年
白川英树
化学奖

大视野A32 2008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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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获科学奖的9人中4人是日裔 近9年有8人得奖

日本人为啥老拿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