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孟超推荐赴德读博
花费10个月自学德语

“吴老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支持，

促成了很多年轻人出国深造。”已经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分子生物学

家的王红阳，说起自己的引路人——中

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吴孟超，难掩敬佩。

“我很早就认识吴老。吴老是中国

著名的外科医生，也是我们学校的副校

长。他是在我们学校承办的中德医学

协会年会上认识我的。”王红阳那时候

是秘书组的成员，负责接待外宾，忙里

忙外、跑前跑后的她给吴孟超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

“他可能觉得这个小娃娃很能干。”

于是在会后，吴孟超找到王红阳，问道：

你愿意去德国留学吗？在外科领域享

有崇高地位的吴孟超深知，想攻克肝癌

需要拥有基础研究、药物研究和外科手

术三大领域的实力，而基础研究方面急

需培养年轻人。于是，他选中了工作细

致、英语水平不错的王红阳，并且与中

德医学协会中方理事长、他的导师裘法

祖联名推荐王红阳去德国留学。

“德国医学博士需要用德语进行论

文答辩。”熟练掌握英语的王红阳又开

始了德语攻坚。“德语好难学！”王红阳

感慨。不过她硬是花了10个月时间啃

下了德语这块硬骨头。上世纪80年代

学德语不像现在有网络，有翻译工具，

“那时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听，听到不

认识的字马上查字典。”在采访现场，

王红阳不仅用英语和诺贝尔奖得主

梅·布来特·莫索尔流利交流，还当场

说了一段德语。

对于学外语，她也有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学英语，但是如果

你对国际文化感兴趣，最好是自己能体

验，比如读原始文献。”

毅然回国支持吴老
开启肝胆外科基础研究之路

王红阳在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院

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德国科学院马普

生化所做博士后。

1996年，那是一个雪夜，在德国的

王红阳家里，迎来了一位访客——74岁

的吴孟超教授。

“吴老当时正在国内建设一所全

新的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

个医院的前身，只是上海长海医院的

一个小科室。求贤若渴的吴孟超想到

了在德国的这位优秀“学生”。那时

候，王红阳的主要工作是肝胆肿瘤基

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他问我，能

不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新医院的

建设。”吴老远赴千里寻觅人才的诚意

让王红阳感动，“吴老有恩于我，他给

了我最大的帮助，让我有了出国留学

的机会，我愿意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回

国支持他。”

于是，一拍即合的“师徒”两人回到

国内，开启了全国最大肝胆外科医院的

基础研究之路。“我们最早采用了院所

合一的方式，在外科医院里建立了做前

沿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这在当时国内是

第一次，也是重要起步。这种方式至今

为很多医院所学习借鉴。”王红阳说。

“医院建设起点非常高，进步非常

快。我们的基础性研究支持了外科技

术以及手术方法进步，救助了非常多的

病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现为海军军

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从全

国最大的肝胆外科医院，迈向了综合性

医院的发展历程。

在王红阳团队的努力下，当年的一

个小小实验室被建成了国家肝癌科学

中心。

协调工作和生活
在时间安排上要有所区别

作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

王红阳一直在履行女科学家的社会职

责。在她看来，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参与

已经成为推动创新能力提升，服务科

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她们

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想象力和视

角，不断改变科学研究和创新范式。

“女性具有严谨、细致、富有创意的

品质，这些品质在科研工作中具有重要

意义。女性科技人才的崛起，有助于提

高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水平，为全球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王红阳是女性科技工作者，也是母

亲。她的儿子也从事科研工作。“女性

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在事业和

家庭不能完全平衡的情况下，要先做好最

重要的事情，在时间安排上要有所区别。”

“我们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孩子，但

在我们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在他从事

了科研工作后，他会理解母亲的选择。”

王红阳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峥谭羽清 吴德玉
图据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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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阳：生于1952年，山
东威海人，毕业于第二军医大
学临床医学系，2005年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
中心主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
协会会长。

解锁中国科技院士上封面
“我年轻时遇到了吴孟超教授，他给了我最大的帮助，让我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也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回国支持他。”
上世纪80年代，一场学术会议改变了王红阳的人生。那时候，吴孟超教授66岁，是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王红阳36岁，被

借调到第二军医大学举办的中德医学协会年会做会议秘书工作。这次会议，让吴孟超记住了这个忙里忙外、细致周到的“小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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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
吴孟超院士是最重要的引路人

“怎么观测到这么远的恒星？”“黑

洞里有被吸进去的行星和恒星吗？”“银

河系未来会不会跟别的星系相撞？”

11月28日下午，南京大学天文与

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柳若愚为天府新

区白沙小学的学生们科普了恒星从形

成到消亡“漫长的一生”。而学生们也

脑洞大开地提出想要了解的宇宙问题，

从“黑洞”到“人造太阳”，孩子们的世界

不可小觑。

恒星也拥有“奋斗”的一生

“什么是恒星？”柳若愚提出的第

一个问题就没有难倒孩子们，有同学

给出了答案：“恒星是自己会发亮、发

热的天体。”

在各民族传说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的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

而在目前可以观测到的宇宙之中，有超

过100亿个星系，平均每一个星系里大

概有1000亿颗恒星。

柳若愚从恒星的分类开始讲起，用

简单易懂的比喻和丰富的视频讲解了

恒星的诞生、发光发热的原理以及死亡

过程。

但一颗恒星不会真的消失，在它死

亡之前喷射出的物质，在某个时刻又会

通过引力的作用在某个地方聚合，成为

一颗新的恒星。

“恒星奋斗的一生，就是抵抗万有

引力的一生。””柳若愚总结道，“恒星的

一生，是与万有引力纠缠的一生，它们

因万有引力而诞生，也因万有引力而终

结；它们与万有引力抗争，为宇宙带来

了奇特的景观，也为生命与文明带来了

希望。”

那一刻孩子们看到了“光”

在柳若愚的科普讲座结束之后，几

乎每个同学都举起了手提问。

“老师，你觉得宇宙中有外星人

吗？”“你认为流浪地球计划能够行得

通吗？”“如果我们人类掌握去别的星

球的技术，你认为我们首先会移民到

哪个星球上？”同学们小小的脑袋里

装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一一抛给了

柳若愚，而柳若愚对每个问题都认真

作答。

同学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关于“黑

洞”：“黑洞里有被吸进去的行星和恒星

吗？”“黑洞撞上黑洞会怎样？”“黑洞撞

上中子星会怎样？”

也有同学学以致用，在听了柳若愚

讲的太阳反光发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

氢氦聚变的过程后，立刻联想到了“人

造太阳”：“老师，是不是利用这个原理

就可以制造出一个人造太阳？”“造出人

造太阳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还有一个女同学问道：“宇宙中有

M78星云吗？”

“有啊，因为星云的编号都是从1

往后顺着编号的。”柳若愚还翻出了电

脑中M78星云的图片给大家看：蔚蓝色

的星云中央，有一片白色的亮光。

这位女同学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M78星云是《奥特曼》系列中设

定的星系，距离地球300万光年，其中

有奥特曼的故乡光之国。奥特曼最有

名的一句台词就是“你相信光吗？”

在柳若愚点开图片的那一刻，每一

个孩子的眼中，都看到了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恒星的“奋斗”：一生都在抵抗万有引力

王红阳（右）和诺贝尔奖得主梅·布来特·莫索尔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