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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宁：从没有一个高手，
             是在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

2019年4月30日晚，美国国家科学院
公布了新入选的院士名单，共有25名科学
家当选为外籍院士，其中就包括42岁的中
国科学家颜宁。

2007年，未满30岁的颜宁即从普林斯
顿博士毕业回到清华任教，成为“清华
最年轻教授”。此后，她的科研成果更
令人瞩目——2009年以来，她以通讯作者
身份在国际最有影响力的顶级学术期刊
《自然》《科学》《细胞》上发表了数十篇
论文，其中两篇被《科学》“年度十大进
展”引用。她还与时任环保部部长、现任
北京市市长的陈吉宁，香港科技大学理学
院院长叶玉如，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
季等在2016年被《自然》评为10位“中国
科学之星”。

2017年，颜宁离开任教十年的清华大

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
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雪莉·蒂尔
曼是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
学建校200多年来的首位女校长，这样的
头衔在美国教授序列里被认为是独一无
二的。
颜宁的“出走”曾在科学界和教育界

引起巨大震动。尽管坊间议论纷纭，但不
可否认，过去二十年颜宁“清华—普林斯
顿—清华—普林斯顿”的学术轨迹，本身
就可以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螺旋
式上升的一个注脚。科学本无国界，当一
位优秀的华人科学家，为人类福祉去寻找
更多可能性时，应该获得的，是期许和祝
福。而回首过去十年颜宁的清华之路，我
们更应该明白：没有一个高手，是在一夜
之间强大起来的。哪有什么天才，只有无
比坚韧的奋斗。

“如果在国外，我不会这么高产”

2007年10月，受清华生物系老系主

任、 学院常务副院长赵南明教授的邀

，30岁的颜宁从美国回到母校清华，成

为清华园里最年轻的教授，向 白这个

充满挑战的前 领域进发。

“刚建实 室的时候，我都快

了。”颜宁说。 实 台、 仪器

、手 手教学生做实 ……曲 之多，

进展之 ，让急性子的她直 ：“大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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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年我都异常焦 ，后来步入正 后，

就顺 得多了，感 做实 国外没 么

区别。”

自2007年回清华 立领导实 室以

来，颜宁发表学术论文数十 ，其中近

二十 以她本人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发表

在《自然》《科学》《细胞》等顶级期刊

上，其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年度

十大进展。速度之快、水平之高，令国内

外同行 目相看。

如今，再谈起当时的选择，颜宁 不

：“回国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事实上， 在2012年，颜宁就曾告

记者，在清华 学院4年多的时间里，她

以 立或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或被接收

了9 研究论文，其中包括4 刊登在《细

胞》《自然》《科学》这三种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上，还有一项研究成果入选美国

《科学》 志评选的“2009年科学十大进

展”。

这样的成绩连颜宁自己也十分 ：

“如果我在国外以同样的起点同样的时

间作研究，我不会这么productive（高

产）。”

是 么让颜宁的收获有如神助

“是清华为培养人才 定的各项基础

和推动力。”颜宁说，“专心学术是取得

成功的必要 ，而要做到专心致志需要

两个前提:良好的 支持和优越的科研

软环境。”

做科研，就要有股“死磕”精神

，地球生物最重要的能量来

源。它，究 如何进入细胞 100多年

来，多少科学家为之着 。

2014年6月5日，英国《自然》 志揭

开了这个源自生命内部的 秘：由37岁的

中国科学家、清华大学 学院教授颜宁率

领的80后、90后年轻团队首次成功解 了

人源 运 白GLUT1的晶体结构

和工作机理。

“学术界对于GLUT1的结构研究已

有 个世纪之久，而颜宁在世界上第一个

获得了GLUT1的晶体结构 从 种程度

上说，她战 了过去50年从事其结构研究

的所有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

大学洛 分校教授罗 德· 百克说。

这一次，中国科学家的确打 了数十

年来全世界为之苦苦 战的顶尖科学家。

而在这场历经百年的科研比拼中，创造奇

的，是一支主干力量完全“本土化”的

年轻团队——70后的导师颜宁，80后的博

士后邓东，90后的博士徐超、吴建平，以

及孙鹏程。

2014年1月17日，颜宁和她的 一个

团队成员都没想到，成功的欢欣来得如

之快。

晚5点多，颜宁 在办公室里，

张地等待着实 数据的收集结果。5个多

小时过去了，她给学生邓东打了一个电

话。“还在处理数据。”邓东回答，他也

从计算室里走了出来， 张的心情让他

得，即使一分钟的等待，也 过去了

个世纪。

5 分 钟 后 ， 大 约 晚 上 1 0 点 。

“ ”当打开电脑软 查看数据结果

时，在场的所有同学不由得大声欢 。邓

东已然 制不 自己的情 ，激动地 到

导师颜宁的办公室。 时的颜宁，平静地

看着邓东，一句话也没说。数据结果一

定音，这项成果的历史意义， 时无法用

言语表达。



清

清华校友通讯106

这是过去 十年间，美国、日本、德

国、英国等国的 多世界顶尖实 室都曾

经或正在为 全力 关，但始终未能成功

解决的 题。在收集数据之后，颜宁实

团队进行结构解 ，并将这一成果 向了

《自然》 志。5月18日，该成果在《自

然》 志在线发表后，立即 起世界科学

界的关 ，充分肯定这是一项“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大科学成就。

面对世界科学家无从下手的实 ，颜

宁研究团队用“ ”精神和 密 辑收

获了科学研究上的完美 利。

  追寻科学梦，
一支年轻的“本土”团队

“今天，与一堆学生约好唱卡拉
OK，我忙完手头事情赶过去的时候，却
没人；打电话，都说喝醉了，撤了。我笑
骂几句，竟然敢放我鸽子，但完全理解。
我知道，邓东太不容易，背负了各种压力，
太多期望，我以他为傲！”

2014年5月20日，颜宁的一 日志，

记录下了实 成功后团队成员 得的一次

放 。

平均 天12个小时的高强度实 ，恒

4度的“ ”实 室，实 团队 百

个日日夜夜 着地进行着他们好奇而又热

爱的科学战 ——如果不是亲 所见，你

很 想象，这个创造世界科研领域奇 的

研究团队平均年龄 有20多岁 更 以想

象的是，在这个被 着的社会里，

这群年轻人 如 心无 地 心科研。

究 是 么力量，在 年内就让

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实 室里生长出了世界

级的研究成果，更 造出一支精干的科研

“奇兵”

年轻的团队充满着无限的活力，年龄

的相近使他们之间亦师亦友。在这样的团

队里，对学生而言，收获的不 是科研成

果，更是珍 的系统的科研 练和成长

经历。

“我刚回清华不久，我的同事刘国

教授曾经 我说过做科学家的三个境界，

他的评论对我影响 深。”颜宁始终认

为，探求真理的 强意志是这个年轻团队

能够沉静下来，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最大秘

，“第一重是职业，第二重是兴趣，第

三重是永生。也 学术论文 有极少数人

能够理解，但重大科学发现给社会、人类

带来的改变 是不可 的。”

这种对科学梦想的坚定追求，不 是

团队领头 颜宁的信 ，更是整个研究团

队的气质。

“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 周四、周

五的 一点，我都会自动 来。”那是

《自然》《科学》 志上线的时间，“再

困，我也会 起来 到电脑前，看有没有

人发表类 的成果，没有就 一口气，还

有时间，加 。”邓东 言：“科学研

究没有第二， 有第一。”

好奇、热爱、坚持、 而不 和时不

我待的 感，正是团队的这种科学精

神，让他们一步一步揭开了 运

白GLUT1的神秘面 ，迈上了科学殿堂

的一座高峰。

好的科研土壤，让科学研究自由生长

了年轻，这支 造奇 的科研团队

还有着 外一个显著特点： 了导师颜

宁，其余的都是土生土长、没有出国留学

经历的学生。

“ 为观止。”著名生物学家、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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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学院常务副院长 白用这四个字总

结这项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他同时强

调，在今天的社会 景下，颜宁团队的成

功更大的 鉴还在于，如何将成功的经

推广开来，“为 么这里，中国科学家的

实 室里能产生如 级别的伟大发现 如

果能研究 ，一定能助益整个中国科学的

。”

“从事科学研究，最幸福的就是自由

感。”颜宁对如今国内的科研环境大加肯

定，“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国家越

来越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连续多年对基础

科学领域的 入都是大幅度增长。如今，

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真的是日新月异，这

是我回国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不同于以往用论文量、 题数 量

科学家的评价机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

体制机制改革，对于人才评 最看重的是

能 将目光集中在全球前 的重大科学问

题上并取得成果。” 白如 总结这片

给予颜宁团队充分养料的科学土 ，“我

们强调原始创新， 励学科交 、协同合

作， 重建设研究支 平台，还 励学术

批评精神， 造积极向上的科研 围。”

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攀上这座高

峰，不 对于科学研究本身有重大意义，

从未来看，也将 泽人类。

科学研究只有第一

2016年6月2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颜宁研究组与中国 控中心、中科院微

生物所高福院士研究组合作在《细胞》

志发表论文，首次报道了人源 运

白NPC1的4.4埃分 率 电 结构与

埃博拉病 GPcl 白 合体6.6埃分 率

的 电 结构，为看清NPC1介导埃博

拉病 入 的“门”提供了分子基础。

两年多前，颜宁研究组更是解开了一

个困 全球生物学家 个世纪之久的

题：率先解 出 运 白GLUT1

的三维晶体结构，让人们清 看到

进入人体细胞的“门”长 么样。

国际 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赛克

国际生物物理奖……接二连三的重大发

现，让荣誉 至 来。可这位青年女科学

家 一如既往地 定。她始终铭记自己走

上科学道路时的理想：“发现 些自然

秘，在科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 。”

科学研究 有第一没有第二，颜宁始

终有种时不我待的 感。她 天 不多能

有14个小时“ ”在实 室里 如果在 坚

阶段，她 至可以工作到 五六点。

她追求的是一名科学家的境界：“也

学术论文 有极少数人理解，但重大科

学发现给社会、人类带来的改变 不可

。”这种信 与追求，她也 讲给组

里的学生和更多年轻人。

“经济发展决定中国有多富，科技发

展限定中国有多强。让中国的科技实力配

得上她的经济体量，让中国的科研成果产

生世界影响，我想也正是中国科学家对于

国家最根本的使命。”2014年， 在清华

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这位师 寄语学子。

如今，她最大的心愿， 了做出更多

超一流的科研成果，就是培育更多超一流

的人才：“希望有一天，看到从我实 室

里走出的学生成为各个大学的教授，作出

更大的科研成就。作为一个导师，还有

么比看着学生创造奇 更令人欣慰的

”

（转自光明微教育，文字统筹：晋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