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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遗产研究的本土

化与国际化”国际研讨会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

发展”教席启动仪式在复旦大学

举行。会上，复旦大学首个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席项目（UNES-

CO Chair Programme）——“活态

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正式揭牌，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

心主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杜晓帆担任教席主持人。

搭建全球化合作网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项目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2 年

发起的一项网络计划，旨在促进

国际高校及相关机构间的知识共

享与交流合作，以携手应对挑战，

服务社会发展。目前已有近120

个国家的850余个机构参与到此

项网络计划中。

此次揭牌的“活态遗产与社区

发展”教席将联合英国、新西兰、日

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非

及中国等10个国家的20余家高

校、文博机构和基金会，聚焦中国

和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地区的活态

遗产保护传承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将在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学生培

养、文化交流等各领域展开工作。

近年来，复旦大学在文化遗产

研究与实践领域取得快速发展，

“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的成

功设立是学校在学科建设和国际

交流合作领域的重要成果。校长

金力表示，“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

教席项目将聚焦探索不同国家和

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如何更好

地理解、保护、展示和利用遗产资

源，提升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发展，

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复旦贡献。复旦大学将以此为平

台，搭建全球化的活态遗产与社区

发展合作网络，形成一个开放、包

容的学术共同体，积极对话，谋求

共识，并吸引更多海内外专家、学

者参与到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人

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工作中来，共同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教育

文化事业发展。

深入活态遗产研究

“活态遗产保护有较大的复

杂性，解决好遗产保护和人类社

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重大议

题。”杜晓帆表示，“活态遗产与社

区发展”教席的设立为国内外专

家学者、政府官员、从业人员、社

区居民开展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

合作、学习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

“我们也希望利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席这样一个平台，在国际

上发出我们的声音。”

2015年起，杜晓帆作为复旦

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

任，与中心教师团队共同带领学

生们开始了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

工作。八年间，团队调研足迹遍

布全国各省市 800 多个城乡聚

落、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并在全

国建立 13 个专家工作站和实习

基地。他们积极探索文化遗产方

法论，深耕乡村遗产领域，深化世

界遗产价值研究，参与编制多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产地

保护利用规划，发表多项文化遗

产相关著作、报告等。

“在我们这个团队中，同学们

的力量很强，做了很多努力。”在

深耕文化遗产研究的同时，杜晓

帆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在今年3

月举行的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

中，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

心“家国情怀——文化遗产赋能

乡村振兴”项目荣获“文化创意和

区域合作组”银奖，而此次新设教

席将为青年人才的培养提供广阔

的发展舞台。

以教席启动为契机，“遗产

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国际研

讨会同步召开。教席合作伙伴、

国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议题，在

国际视野下立足本国的遗产保

护经验，围绕遗产社区发展、公

共政策、参与途径等话题，对话

探讨活态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

的理念和方式。未来，教席将持

续联合国内外合作伙伴及兄弟

高校，共同致力于活态遗产的保

护传承，促进社区发展，提升文

化自信，努力为国际遗产保护利

用贡献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汪蒙琪
本报记者戚心茹 摄

复旦大学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揭牌

4 月 24 日，复旦大学类脑研

究院贾天野领衔国际合作团队

以《精神障碍共病的神经基础》

(“A Shared Neural Basis Underly-

ing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为

题，在《自然》杂志子刊《自然·医
学》(Nature Medicine)发表论文，

并作为2023年5月刊封面推荐论

文。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广泛存

在的精神障碍共病现象的神经

病理学基础，同时为跨疾病诊断

及分层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基础。

下一步，研究团队将依托复

旦张江国际脑库和国内大型青

少年心理健康合作队列，为精神

健康领域的分层诊疗提供更多

的有效工具和方法。

来源：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
技术研究院

跨疾病精准诊疗有突破

近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詹义强、蔚安然教授团队与加拿

大维多利亚大学 Jeremy 教授团

队合作首次提出共价键合的策

略稳定钙钛矿有机组分，成功实

现了高效稳定的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团队优化后的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实现了高达 24.36%的

转换效率（认证效率为24.02%），

并且器件在最大功率点连续运

行1000小时后仍保持高达98.6%

的初始效率，展现出优异的运行

稳定性。

来源：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优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4 月 20 日，复旦大学物理学

系谭鹏课题组及其合作者在玻

璃结构弛豫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以《二维玻璃

系统中慢弛豫的可视化》（Vi-

sualizing slow internal relaxations

in a two-dimensional glassy sys-

tem）为题在线发表于期刊《自

然·物理》。

玻璃的本质以及玻璃化转

变 被 认 为 是 凝 聚 态 物 理 最 深

刻 和 困 难 的 问 题 之 一 。 此 研

究 工 作 对 玻 璃 态 系 统 不 同 层

级 和 时 间 尺 度 的 弛 豫 行 为 进

行 剖 析 ，量 化 了 各 类 结 构 弛

豫，并与宏观力学特性（硬度）

对应，深化了学界对玻璃态系

统复杂动力学行为的认识，同

时 希 望 为 制 备 具 有 长 时 间 稳

定 性 和 理 想 机 械 性 质 的 新 材

料提供思路。

来源：物理学系

玻璃结构弛豫研究有新进展

聚焦“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建立全球化合作网络

创新灵感闪现，“好雨”如何“知时节”
只要不出差，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聂明回家吃了晚

饭就要回学校做科研。他坦言，

很享受这样纯粹的科研时光。

如何让科研回归科研本身？

作为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研

究型大学，复旦大学近年来“厚

植”基础研究“沃土”，提供了不同

层次、不同梯度的支持，让科研人

员有更大自由探索空间。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说，大学应该营造一种

更宽松的学术生态，如果学者

“不是在争取经费就是在争取经

费的路上”，就鲜有时间深入思

考，也很难提出好的科学问题。

支持“独到的点子”

2019年一个炎热的夏日，聂

明像往常一样走在去办公室的

路上，当他经过温室大门时，空

调的凉空气让他感到舒服，但当

他走开时，这种感觉消失了，酷

热再次袭击了他。一两秒内发

生的这种温度变化启发了他。

当时，为模拟不同温度变化

场景需购买变温培养箱，聂明申

请了复旦大学“原创科研个性化

支持项目”，不出一个月，科研经

费就到了。“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以往我们申请外部的科研经费，

大 多 也 要 第 二 年 才 能 够 用 得

上。”聂明告诉记者，“做基础研

究，创意很重要。这样的项目，

我身边很多青年科研人员都获

得了支持。”有了这笔科研经费，

聂明的灵感“偶得”得以第一时

间“落地”。

自主调整科研计划

聂明的“偶得”故事还在继续。

202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

出“基础研究特区”，复旦大学是

首批三家试点单位之一。复旦

大学遴选了首批 17 个有潜力的

项目，将其纳入“基础研究特

区”，聂明的课题正是其中之一。

此时，从一个灵感起步的

“温度波动”研究已经有了眉目，

聂明正踌躇满志地准备长时间

深入研究下去。“基础研究需要

投入时间，急不来，而‘特区’的

支持以 5 年为一个周期，我可以

静下心来做研究。”聂明说。

他拿到此项目第一笔经费

后，“招兵买马”聘了两位博士后，

开展了大规模野外实验，采集了

大量土壤样本。今年1月，聂明课

题组创新性发现“温度波动适应”

新机制，为提高生态系统碳循环

反馈气候变化的预测能力提供了

新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生态与进化》

上，编辑部将其作为重点论文推

荐，配发了社论。

“这是我做科研以来获得的

最大单笔资助，使用起来比较灵

活，不用列详细预算，还可随时

调整科研计划。每年只需报告

一下科研进展，字数也不限制。”

聂明说，这是对科研人员极大的

一种信任。

这里没有“冷板凳”

什么是理想的基础研究环

境？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张

远波认为，最重要的是有稳定的

科研经费支持，不用担心经费会

被“砍掉”。其次，考核也是需要

的，比如业内专家评议，不唯论

文不唯“帽子”。

复旦大学从 2013 年起施行

“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为科研

人员“减负”。2019 年进一步设

立 了“ 原 始 创 新 重 点 支 持 计

划”。依靠学校这一稳定支持，

张远波团队干了件大事——率

先在国际上研制出用于新型二

维材料研究的超高真空样品制

备系统。

日前，由张远波牵头的“低

维量子材料”项目团队因为前期

系统性、出色的科研基础，又获

得复旦大学“一流学科培优行

动”的支持。“这一领域竞争非常

激烈，我们这里没有基础研究的

‘冷板凳’。”张远波笑着说，团队

里的年轻人冲劲都很足，大家都

想着怎么做出更好的工作。

心态、状态背后，是生态。

从“有一个独到点子就可能被支

持”到“可自主调整科研计划”，

从面向个人到面向学科，复旦大

学持续优化基础研究的支持生

态，让科研人员有确定感、价值

感。这让我们对未来高质量科

技创新充满了期待。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