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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诺贝尔奖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并成为世

界上最隆重、代表最高荣誉的奖项，无论是在文学、物理、化学，

还是在生物、经济学领域，诺贝尔奖的殊荣每一年都会降临到一

些幸运儿的头上，这些人也由此成为世人羡慕的焦点，永远被载

入史册。

然而，在大多数人关心诺贝尔奖花落谁家的时候，却很少有

人关注过得奖者的成长历程。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一帆风顺

的吗？他们从小就是杰出的天才吗？他们都出生在让人羡慕的

富裕家庭吗？

不，绝对不是！

翻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一个个不一样的诺贝尔奖得主，他

们有的出身贫寒，有的经历坎坷，有的甚至是大器晚成，更有的

是回头的浪子，原本他们不会踏上诺贝尔之路的，可是因为一个

偶然的机遇，一次不同寻常的激励，甚或是父母亲的一句话、一

个举动，他们的命运为之改变，科学的大门从此为他们打开。

本书回顾了几十位诺贝尔获奖者的成长历程，通过挖掘他



们成功背后的力量源泉，找到了数位对他们产生了极大影响的

人物，细细讲述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个个故事。从这些妙趣横

生的故事里，我们读到了美好的人性———父母之恩，良师之恩，

爱人之恩。当一次次恩情结出感恩的心绪时，诺贝尔奖得主由

此诞生了。

由于编写仓促，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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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路人

———科内尔·海门斯

（比利时　１８９２—１９６９）

　

比利时生物学家和药物学家，在临床治疗和制药领

域均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许多成就，都是与父亲并肩

作战的成果，是一对著名的“父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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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伟大的

科学家背后往往有一个明智的领路人，这个人或是他的

父母，或是老师，或是朋友，他们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定阶

段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从而影响了他的一

生。然而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影

响着一位科学大师，他既是父亲又是老师，他不仅帮助

儿子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更传授了他科学的研究方

法，并与他并肩战斗在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伟大的发

现。他就是著名科学家海门斯的父亲———吉恩·海门

斯，也是海门斯人生路上一位伟大的领路人！

科内尔·海门斯，比利时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

家，因发现了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调节呼吸的作用，于

１９３８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其主要贡献在于

研究呼吸和血液等方面。但是令我们不得不留意到的

一点是———海门斯许多极为重要的发现，都是与父亲一

起完成的，如他们一起发现了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的内

壁有压力感应器，以及呼吸和血压调节机理中的外周化

学性反射机理，而他们使用的两种动物实验制备也成了

生理学与医药学的经典方法。他们的每一次发现，都标

志着生理医学研究上的一个飞跃。而在科学史上，这种

“父子兵”并肩作战，共同完成重大研究成果的例子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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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不多。回顾大师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海门

斯的成功与父亲多年来的引导和栽培密不可分，正是有

了父亲这样杰出的领路人，海门斯才得以在科学大道上

越走越远，越行越高。

１８９２年，海门斯出生于比利时一座名为根特城的

文化名都，著名的根特大学就坐落在这儿。这是一座典

型的欧洲城市，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学府、古朴的建筑、

随处可见的博物馆，给根特城带来了极为良好的文化积

淀。海门斯的父亲吉恩·海门斯是根特大学的著名教

授，也是根特大学药物动力学与治疗学研究的创始人，

在学术上有着精深的造诣和极高的声誉。良好的社会

风气与家庭氛围，给小海门斯的成长营造了极好的成长

环境，尤其是父亲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和对待学术工作

的态度，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成长。

良好的成长氛围，使小海门斯自小就对自然科学兴

趣甚浓，时常拉着父亲不放，要父亲给他讲故事，并常常

向父亲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正是父亲所期盼的，

因而父亲一直耐心地引导着他共同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进一步培养了儿子对科学的兴趣。在懵懵懂懂的童年

岁月里，小海门斯就已认定父亲就是自己的“偶像”，自

己长大以后，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


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力量

· ４　　　　 ·


















父亲知道他的理想后十分欣慰，但同时他也不忘提醒儿

子，科学家需要勇气和毅力，要当科学家就要不怕苦。

小海门斯听到后，用力地点了点头。于是从那以后，父

亲更不遗余力地培养海门斯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不

仅给儿子讲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儿子作为一名

科学家所必备的素质。

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也经常耐心十足地教给

他一些科学上的知识和道理。一次，海门斯和父亲出门

散步，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便问父亲：“爸爸，为什么潜水

前多做深呼吸就越能长久地待在水下呢？”父亲回答说：

“因为多做深呼吸以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减少，氧气增

多，呼吸自然减慢，甚至可以暂停片刻。呼吸需要吸收

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因此血液中的氧气贮存越多，二氧

化碳越少，呼吸暂停的时间就越久。”海门斯想了想，接

着又问：“那为什么潜水到了最后，心脏会跳得很厉害，

胸口也很憋闷，非得出水面呼吸空气不可呢？是因为氧

气太少，二氧化碳太多的缘故吗？”父亲再次耐心地解释

了其中的缘由，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海门斯说：“孩子，药

理学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其中还有很多的未知数，如果

你要做一个药理学家，那么首先就要努力成为一名生理

学家。”父亲的话让海门斯深受启发。从此，生理学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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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与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父亲的引导下，他

渐渐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一步步走上了属于自己的

科学道路。

海门斯的大学时期就读于父亲任教的根特大学药

理系。此时，对他而言，父亲已经不仅仅是他的科学启

蒙者，更是他的授业导师，直接引领着他在科研路上前

行。父子间的交流中，学术探讨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

正是在那段时期，海门斯打下了坚实的生理学和药理学

基础。年轻的海门斯不仅聪敏过人，在学业上也是特别

勤奋，得到了父亲的肯定。然而，身为学术权威的父亲

对儿子的发展有着远见卓识，他认为年轻学者应当多开

阔眼界，多一些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方可在科研中有所

建树。于是，海门斯毕业后，父亲毅然鼓励并支持他到

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游学。游学阶段，海门斯获益匪浅，

他不仅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最先进的科学研究

领域，更培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求变的

精神。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海门斯便进入父亲的研究

所，与父亲共同进行科学研究，这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去

学以致用。在研究中，父亲给予了他自由发展的空间，

为他在药理学与生理学方面做出成绩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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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于正义感，海门斯投

笔从戎，多次英勇参战并屡获殊荣。一战结束后，海门

斯继续回到父亲的研究所。儿子与父亲真正的合作开

始了。不久之后，父子俩便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外周化学性反射机理的发现，动脉中压力感应器的证

明，以及对两种动物实验制备的设计，都一次次轰动了

当时的世界生理医学界以及药理学界，奠定了海门斯父

子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之后，海门斯继承父亲的事

业，成为根特大学药物动力学和药理学系的主任教授，

以及海门斯研究所的所长，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由于

他的杰出成就，１９３８年，海门斯终于获得象征科学界最

高荣誉的诺贝尔奖。

在海门斯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

在事业上，一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的角色。父亲不仅

是一位研究水平相当高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在孩子的教

育问题上颇有见地的好父亲。对待启蒙时期的孩子，他

耐心及时地给予引导和启发；对待孩子的科学志愿，他

热情鼓励，并以实际行动提供帮助；而在进行学术研究

时，他又以身作则，将严谨勤奋的科研精神传给了海门

斯，并激励他进行创新思考。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他采

用的启发式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巨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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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斯最终实现了童年时的志愿，成为了一名科学

家，并且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大师，用自己的伟大成就回

报了父亲多年来的辛苦栽培与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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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父亲的破书架

———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

（俄国　１８４９—１９３６）

　

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学派高级神经活动生

理学及病理生理学奠基人，被尊称为“生理学无冕之

王”，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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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人类科学史上的风流人物，我们看到了一位生

理学研究领域的巨匠———巴甫洛夫。他是俄国生理学

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１９０４年，

“因为在消化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巴甫洛夫摘得当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桂冠，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

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他一生的研究涉及生理

学的许多领域，在血液循环生理学、消化系统生理学及

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等多个方面，巴甫洛夫都做出了极

其卓越的贡献。

由于巴甫洛夫在生理学领域做出的种种杰出贡献，

他曾于１９３５年８月在前苏联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

学家大会上，以“全世界生物学家元老”的身份主持大

会，并当选为“世界生理学家最杰出者”，被人们尊称为

“生理学无冕之王”。晚年的巴甫洛夫在总结自己所走

过的道路时，常常带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父母对他的培

养与教育。他说：“我总是感激我的父亲与母亲，他们教

会我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使我有可能受到高等教育。”

家庭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

的位置，任何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他早年所受的教育

都可以看作是他成功的背景和基石，巴甫洛夫的成长经

历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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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巴甫洛夫出生于俄国中部梁赞省一个贫

穷的牧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教区的牧师，收入

极其微薄；母亲在富人家做女佣，洗衣服干杂工以贴补

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辛。巴甫洛夫的父亲虽是神

职人员，但却有着开明的思想，他坚信对孩子的教育最

首要的应该是使他们拥有开阔的视野。巴甫洛夫的成

才，是从父亲的一个破书架起步的。自小，父亲的一个

旧书架上就堆有大量书籍、报纸和杂志。书架的存在，

既是由于父亲自己固有的读书习惯，也是为了满足家中

几个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需要。巴甫洛夫兄弟

自幼就热爱读书，这种充满浓厚学习氛围的家庭环境对

巴甫洛夫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使他养成了终身热爱

阅读的良好习惯。

巴甫洛夫的父亲虽然是一个穷教士，却非常喜欢非

宗教神学内容的书刊，其中就包括各种自然科学的著

作，也有民主主义者的革命刊物。为此，巴甫洛夫的父

亲被当地的教徒教士们指责为“自由思想家”。父亲的

爱好虽然不怎么被神学界所接受，但却给孩子树立了求

知的榜样，而父亲的破书架成了巴甫洛夫接触社会与自

然知识的起点。在读书问题上，父亲对几个孩子要求十

分严格，时时教导他们绝不能把读书当作儿戏看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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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经常要求巴甫洛夫抽时间看书，并且要求他每本书读

两遍，读后要能够提出问题，思考答案。十三四岁时，巴

甫洛夫便在家中的破书架旁广泛阅读俄国的许多进步

书刊，从科学到政治，涉猎广泛。阅读不仅使他的知识

大增，眼界大开，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怀

疑宗教神学的合理性，进而开始崇尚自然科学与民主精

神，这为他今后走上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道路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可以说，是父亲和他的破书架引领着小巴甫

洛夫跨进了自然科学的门槛。

童年时的巴甫洛夫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去学校上学，

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接受了基础教育。父亲的破书架

在少年巴甫洛夫的生活中仿佛一个巨大的宝藏，为他提

供着源源不绝的知识，以及新的思想火花。巴甫洛夫仿

佛一个勤奋的探险家，孜孜不倦地在这个宝藏中汲取着

滋养他一生的知识营养，并在这些充足养分的帮助下迅

速地成长起来。

１５岁时，巴甫洛夫在旧书架上翻到了英国生理学

家路易斯的一本著作《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这本通

俗读物中的科学内容深深吸引了少年巴甫洛夫，激起了

他对生理学的极大兴趣。他把这本书通读了两遍，从

此，《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中的段落字句便铭刻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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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头。巴甫洛夫和生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那本小

册子也被他像宝贝一样珍藏了一生。即使在成年以后，

巴甫洛夫在需要的时候仍能凭记忆整页整页地引用这

本书。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父亲的破书架，如果童年时

没有和这种内容精辟新奇的科学读物不期而遇，谁也不

知道巴甫洛夫能否成为伟大的生理学家。这本影响他

一生的好书可以看作他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正是从这儿起步，促使他走上了生理学研究的道路。

父亲对于巴甫洛夫的帮助和影响不仅仅在于童年

时对他的知识启蒙，更在于对他成长道路上思想发展的

引导，以及在巴甫洛夫做出违背教会的尊崇思想，走上

科学研究道路时所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巴甫洛夫１１岁时，进入了一所教会中学开始接受

正规的教育。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少年时代，正是俄国

进步思想和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了大批革

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

波夫斯基、比萨列夫等。他们的进步思想和为革命为科

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感染着巴甫洛夫。在研读了《大脑的

反射》、《日常生活的心理学》等著作之后，巴甫洛夫对高

等动物和人类大脑的神经结构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一

次全校性的辩论会上，巴甫洛夫发表了一通肯定神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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