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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新报 广角

两年前，穿着白色衬衣、顶着黑色学士帽
的薛逸凡似乎还没来得及笑一下，4 年的大学
时光就在相机的咔嚓声中画上了句号。 镜头
前严肃拘谨的薛逸凡没有想到， 就是这张一
个人的“北大 2010 级古生物专业合影”，让她
几天之内成为热门人物。 “今年 6 月份拍毕
业照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 ”薛逸凡的师弟、
北大古生物学 2016 年毕业生安永睿，成为北
大该专业本届的唯一毕业生。 每年只有一个
毕业生的低频率， 让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成为
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存在。 到今年，其实已是
“6代单传”。

曾拍一个人的毕业照 已在美国成准博士
时隔两年之后的薛逸凡， 已经修完美国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生物学硕士课程， 成了
准博士———4 月 14 日， 薛逸凡正式选择美国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信息学作为她的
博士专业，研究方向为癌症信号网络，从下半
年开始将攻读博士学位。

谈及两年前的网络爆红， 薛逸凡自言难
忘，“一个人的毕业照”让大学 4年默默无闻的
自己频繁见诸报端，到现在都觉得意外。 当时
为了附和父母来个毕业留念，为不显无趣才随
手 PS了一张图书馆前的“合影”。没想到的是，
这一晒，引来了同学和外界如此大的兴趣。

2008年创立至今 古生物学“6代单传”
与薛逸凡类似， 本届毕业生安永睿也是

个十足的古生物迷。 他从小就喜欢地理、化石
方面的知识，乐此不疲。

为什么读这个专业的学生如此之少？ 作
为古生物学本科专业设立不久后选择就读的
学生， 薛逸凡认为这可能与大家对这个学科
的了解不足有关。“即便在北大，也不是人人

都知道古生物学专业， 在很多同学的认识当
中，这个专业跟考古专业差不多，以后赚的肯
定不多，成为女博士、女学霸恋爱都难。 ”

事实上，北大的古生物学专业从 2008 年
创立至今，每年的毕业生都是一个，目前已是

“6代单传”。“我毕业之后，古生物学只有一个
大一的在读了，大二大三都没有学生。 ”安永
睿透露。
学生在各个学院学习 不存在一个人的课堂

薛逸凡、安永睿等能够一人“独享”一个专
业，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独特的人才培养机制
有关。 据了解，元培学院作为北大第一个非专
业类本科学院，通过对学生在低年级实行通识

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
专业教育，在学习制度上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
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模式。

安永睿说，作为跨学科专业，修读古生物
学意味着他们既要修地质学的专业课， 还要
修生物学的专业课， 所以元培学院本身并不
开课， 他们要到在各个学院的课堂上学习，
“比如植物生物学要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同学
一起，生态学要和城市环境学院的同学一起，
沉积岩石学则要和地质系的同学一起……”
至于课堂人数，少的时候十几人，多的时候能
有上百人，从来都不存在一个人的课堂。

当然， 薛逸凡和安永睿也能感受到一人

一专业的幸福。“元培每个专业都设有课程指
导老师，而且因为我们专业人少，所以跟专业
负责老师的联系较多。 如果有问题上报，老师
们也比较重视。 ”薛逸凡本科关于“鱼龙”的毕
业论文能够发表在美国一家权威业内期刊，
多少得益于此。
招生人数仍有限 学术型人才就业不是问题

目前，国内只有北大、南京大学等开设了
古生物本科专业， 且招生人数有限。 虽然人
少，但该专业的学生很受学界和市场青睐。

“古生物学出来的同学目前在很多行业
都有，前途不差。 ”薛逸凡谈及古生物专业学
生毕业出路时表示。

而除了已经成为准博士的薛逸凡外，本
届毕业生安永睿成功留校， 成了北大城市与
环境学院的直博生； 古生物学专业第一人张
博然则早在 2010 年就拿到了美国加州伯克
利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薛逸凡说，国内许多相关研究单位都迫切
希望引入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本科生到本单位
深造。 虽然古生物学专业人才需求量不多，但
在理论与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毕业生不
仅可以从事古生物学基础研究，在石油、煤炭
等能源工业方面也大有可为。北大地球与空间
科学学院教授刘建波表示，古生物的跨学科特
性决定了它选择很多，因而就业不是问题。 加
之近年全国各地博物馆建设高潮迭起，研究展
览等方面的人才需求也相当大。

薛逸凡希望有一天古生物和其他小众专
业再被提及，人们能不再以猎奇标榜；同样，
想进入小众专业领域的新鲜血液， 能不再顾
忌他人眼光，自信地选择想走的路。

（来源：《法制晚报 》明廷宝 /文）

“一下子成网红了，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
5月 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

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
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 他的团队
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
go-gDNA， 向 已 有 的 最 时 兴 技 术
CRISPR-Cas9 发起了挑战。 CRISPR-Cas9
被认为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 近些年来一
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 而韩春雨团队的发现，
在一些人看来，可以堪称是“第四代”技术。

韩春雨泡在实验室的安静日子一下子被
打破了。 5月 2日，文章在线发表，几个小时之
后， 学术圈朋友的祝贺电话陆续打来了。 很
快， 韩春雨和他的新发现出现在了大洋彼岸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 BBS 讨论区里。 邮件
每天翻倍增加，这些从美国、瑞典、法国、韩国
等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邮件，有谈学术的，也
有谈合作的， 其中夹杂着一些向他抛出橄榄
枝的研究机构。 这些天， 他接电话接到耳朵
疼， 这其中有亲自打给他谈实验室谈合作的
院士，不少人都是他仰视的行业前辈。

发现、设想、再用实验证明自己此前的设
想，这是韩春雨在实验室的日常。 而猜测成真
所带来的兴奋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
这次不同， 他欢喜之余， 也生了一些烦恼。
“科学家关注是我预料之中的， 但火到了圈
外， 一下子成了网红， 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
好。 ”面对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邀约，他自己
实在应对不过来。

“我胆儿小，只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2006年开始在河北科技大学任教， 至今

10年， 期间他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
文论文， 河北科技大学几乎从未给过他诸如
发表论文篇数以及评职称的压力， 这才让他
有条件泡在实验室专注实验本身。 就像当初
选择来这里一样，未来他还会继续留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外
界把它的实验室称之为“小作坊”，他觉得，能
做出事情来，就挺好。

没有海外留学背景， 却做出了世界一流
的原创技术。 这一点，让很多人对韩春雨又佩
服又好奇。 韩春雨曾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
读博士，师从强伯勤院士和袁建刚教授，接触
到当时如火如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是当
时世界科研的最前沿。

家里人也从未干涉过他的任何一次选

择，韩春雨至今还是一个无房户，一家 3 口住
在学校提供的 58 平方米的房子里，骑自行车
5分钟就能到实验室。 2008年的时候，他买了
一台富康车。 有房住，有车开，有泡在实验室
的时间和自由，这样的生活，韩春雨觉得就挺
好。

“如果说梦想， 就是了解更多未知的世
界。 我这人胆比较小， 真要去自然界探险的
话，我有点怕，所以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

“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
小的时候，韩春雨就喜欢“折腾”，他经常

会把自行车和钟表拆掉再组装。 喜欢去煤堆
里找化石，有时候一天都在煤堆里玩耍。 高中
时，看《侏罗纪公园》，科学家用蚊子的血液，
提取出恐龙的基因信息， 借此培育和繁殖恐

龙。 他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力量，“这是一件
非常酷的事情啊！ ”

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走廊沙龙，经
常讨论诸如宇宙等高深的东西，总是闹哄哄，
遭到了班主任的“嫌弃”，他们只能转战厕所，

“走廊沙龙”改名“厕所沙龙”。 那会他并不理
解科学，只是对生命充满兴趣。 但实际上他的
生物成绩并不够优秀， 父母给他找了辅导老
师。 考大学的时候，他便选择了生物系，后来
他以超出本科线 2 分的成绩，带着点惊险，考
上了河北师范大学。

韩春雨每年带五六个研究生， 能安心跟
他做实验的往往只有一两个。 学生们都挺喜
欢这样一个幽默、 有趣、 感觉特别有才的老
师。 可报考他的研究生却也不是很多，因为大
家都知道，做韩老师的学生，必须要发自内心
热爱科学，这一点若不具备，肯定没戏。

韩春雨是周星驰的影迷， 周星驰的电影
他几乎一部不落。 但 2016年春节《美人鱼》上
映至今， 韩春雨一直忙于研究这项新的基因
编辑技术，至今没来得及看。 他从周星驰的电
影中看到了不少人生智慧。 “其实我是一个
演员。 ”《喜剧之王》里的这句经典台词，韩春
雨极有共鸣。

“就是你的内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比如
我的内心，即使没有发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
知道有韩春雨这个人， 我的自我认同一直是
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工作者。 ”做研究，他要冲
着诺奖的水平去， 而至于诺奖本身， 他也想
过，但也就那么一想罢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周甜 /文）

没有海外留学背景，10年没发表文章———

新晋“网红科学家”韩春雨
一个从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教授，偏安河

北科技大学，却一鸣惊人地发表了一项“诺贝尔
级”的实验成果，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了“网红科
学家”。 “河北科技大学、一个副教授、连续十年
没有发过文章了，以前就算有点战绩，也就那样
了。 说要把文章发到通常只向哈佛、耶鲁、北大、
清华、浙大敞开大门的顶端学术平台，没人信啊，
就高峰傻，傻了就信了。 ”韩春雨自嘲地说。此时，
他正在河北科技大学分子药物学研究室里，多家
媒体在排着队等待采访这个新晋的“网红科学
家”。 他的学生高峰，也是他的重要合作者，坐在
旁边，师徒二人都被这段“伤心史”逗乐了。

这个专业已 6代单传

薛逸凡的师弟、 北大古生物学 2016
年毕业生安永睿，成为北大该专业本届的
唯一毕业生。

韩春雨

北大再现“一个人的毕业照”

薛逸凡当年“一个人的毕业照”，让
大学四年默默无闻的她在网络上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