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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四

第二届“科学探索奖”获得者史大林：

9 月 25 日，启动资金高达 10 亿元的“科学探索奖”正式公布第二届获奖名单，50 位青年科学家获

奖，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史大林教授位列其中。

“科学探索奖”是 2018 年腾讯公司成立 20 周年之际，由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基

金会发起人马化腾偕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等 14位知名科学家联合发起的公益奖项。

作为一项长期运营的科技公益项目，腾讯基金会投入 10亿元作为奖项启动资金。这也使得“科学探

索奖”成为我国目前投入金额最大的科学奖。

史大林，厦门大学南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海海洋环境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首席科学家，现任厦门大学环境与生

态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侨联青年委员

会委员、福建省侨联青年总会副会长、厦门市侨联青年委员会共同会

长、厦门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致公党厦门大学总支部副主委。

入选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获“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先后获得“厦门大学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第二十四届运盛

青年科技奖”“第五届中国生态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唐立新奖教金

优秀学者奖”等荣誉。

1996 年，史大林进入厦门

大学生物系，完成本科学业后，

前往香港、美国继续深造，先后

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学硕

士、美国加州大学环境科学硕

士，并于 2011 年获得普林斯顿

大学地球科学博士。

“我总希望能为自己的祖

国做点什么”。留学时，史大林

就没有想过留在国外。学成后，

他毫不犹豫地回国了，并选择

了厦门。2012 年 3月，史大林正

式加盟母校厦门大学，主要从

事以碳、氮及痕量金属的海洋

生物地球化学和浮游植物对全

球变化的生理生态响应研究。

香港与美国的求学经历，养

成了史大林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高效的工作效率。短短几年，史

大林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际合作与

交流项目、面上项目以及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等国家级

课题。2012年，他获首批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4年

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计划”，2017 年获第二十

四届运盛青年科技奖，2018年获

第五届中国生态学学会青年科

技奖，201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

史大林潜心科研，成果丰硕，

近年来在 Science、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等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研究成果

被 Science、Nature、NatureClimate

Change、ScienceNews、美国科学

促进会和Chemical&Engineering

News、新华社等专业学术期刊

和大众媒体做专题介绍或亮点

报道，入选 2017 年度中国海洋

与湖沼十大科技进展。

令人称道的是，史大林的

爱人洪海征从加州大学博士毕

业后，早他半年回到母校厦大

任教。洪海征此前主要研究海

洋环境毒理学，两个不同的研

究方向因为他们团队的合作迸

发了“火花”。

每周五，两个课题组都会

例行召开组会，讨论研究进展；

每一天，两个课题组的带头人

见缝插针交流学术。“两个课题

组近二十号人的智慧和共同努

力，让我们在科研的路上有了

更多可能性。当然，十分庆幸的

是人生伴侣也是团队伙伴，彼

此造就彼此成长，让我们的团

队作战更增添一分美满。”

看着课题组的队伍日益壮

大，悉心培养的学生学有所成，

科学难题一个个被突破……史

大林的内心是满满的幸福。

虽然科研上硕果频出，但

史大林的教学一样没落下。

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史

大林有自己的考量：“科研和教

学之间的时间分配大约是 60%

与 40%，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

是排在科研之后。”

从教多年，史大林非常享受

老师这一份职业。“没有什么事

比在大学里当老师更幸福了。”

史大林时常说起这句话，这是国

外求学时一位教授送给他的。如

今，身为大学老师的他，坚守在

科研与教学的路上，对这句话有

了更深的体验。执教多年后，史

大林说：“哪怕还有更多选择的

机会，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

当一名老师。”

短短几年，史大林完成了

从博士生到博士生导师的转

变。求学路上导师的影响，让他

在教学上显得有些“与众不

同”：讲授研究生课程时，他除

了教授课本上的内容，还经常

聚焦学术界经典成果或新近成

果。“从事科学研究，在传承的

同时，更要开拓，重在创新。”史

大林随手翻开一张打印出来的

科研之余，怎样让更多人关

注海洋、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是

包括史大林在内的厦大海洋人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了解海洋的人还是太少了，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建设海洋强国

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但海

洋还是没有得到大众该有的关注

与重视。以一种大众能够理解的

语言，将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介绍

给大众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也是

科普的意义”，史大林说。

厦门大学因海而生、伴海而

长，是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之一。

2011 年，厦门大学组建地球科学

与技术学部（简称地学部），厦门

大学海洋学科以及以海洋为特色

的环境学科、生态学科已跻身国

内一流、国际领先。成绩耀眼的同

时，学校和地学部也意识到搭建

海洋科研与公众教育之间的桥梁

很有必要，海洋科学与文化传播

的渠道也需要提升。

于是，70.8 海洋媒体实验室

应运而生，实验室的命名源于地

球 70.8%的面积是海洋。2019 年

11 月 1 日，借厦门国际海洋周、

第八届厦门大学海洋科学开放日

举办之际，70.8 海洋媒体实验室

举行成立仪式。该实验室是全国

首个致力于创新海洋科学传播模

式的海洋媒体实验室。

作为该实验室主任，史大林

表示，实验室希望能在海洋科普

知识传播、科普人才培养、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做点实事”。厦大地

学部在推进海洋科研的同时，也

致力于海洋科学传播与教育，并

探索新的途径、形式，以提升大众

的科学素养与海洋意识，实验室

的成立，就是一种尝试与探索。

此外，自 2012 年起，厦门大

学每年都举办厦门大学海洋开放

日，迄今已吸引了共计约 2.8 万

名公众的参与。2018 年 4 月，厦

门大学地学部与新浪厦门联合推

出“跟着嘉庚号科考去”随船科考

体验和“嘉庚号的法国朋友”来厦

直播，掀起公众对厦门大学“嘉

庚”号、海洋科考及海洋文化的关

注热潮。

从当学生到当老师，从厦门大

学思明校区到翔安校区，从1996年

到2020年，史大林见证了这座城市

高素质高颜值的时代蝶变。最近，他

提笔，深情地给厦门写了一封情书：

“年过不惑，对你的情感，却

从未迷惑。

2020年已转眼过半。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往昔生活的节奏，

却让身边的人和事变得更加弥足珍

贵，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有生命力。

24 年前，高中毕业的我告别

榕城来到鹭岛求学。不同于山在

城中、城在山中的福州，城在海

上、海在城中的厦门带给我不一

样的体验。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使得厦门常年温暖湿润、四季

花开；特色的嘉庚建筑、精致的城

市绿化和多元的城市文明，巧妙

地融合了厦门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让每一个到过的人流连忘返。

厦门对我而言，是许多美好

愿望实现的地方，也是开启未来

生活的新世界。‘知无央，爱无疆，

鹭江深且长’……”

史大林原本以为在一个城市

待得越久，对一座城市的喜爱会

随时间与习惯慢慢消退，却没想

到，情感已扎根心底，随时光推移

而愈加浓烈。他说每次出差回厦，

都会期待厦门航空广播响起那句

温暖而亲切的“人生路漫漫，白鹭

常相伴”。周末闲暇的时候，他会

和家人一起漫步厦门街头，品尝

闽南味道。甚至深夜下班，翔安南

路上蜿蜒连绵的初上华灯，在他

眼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得益于国家大力支持海洋事

业和厦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

一代又一代厦大人的努力下，厦大

海洋事业蒸蒸日上，我作为其中的

一员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在这

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厦大人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不断努

力前行，我将继续‘扎根鹭岛，逐梦

深蓝’，为厦门的海洋事业持续贡

献我微薄的力量，这是我对这座城

市最好的献礼和告白！”

“课本”，上面排列着密密麻麻图

表，都是国内外的专业学术论文。

史大林还兼带本科生的课

程，他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有别

于研究生授课的“严肃”，本科生

教学则相对“轻松幽默”。

亦师亦友，是学生对这位年轻

有为又帅气的科学家老师的评价。

教学之余，史大林经常和研究生一

起工作，也常常一起在学校吃晚

饭，探讨科研进展、说说社会热点，

有时也“聊聊人生、谈谈理想”。

用心用情的投入，让史大林的

教学获得了学生的认可。执教仅三

年，2015年，史大林就当选厦门大

学“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几度

凤凰花开，几度春风秋雨，他潜心

科研，专心学术，精心授业，关心学

生。教书以深情，育人以大爱。他以

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感染学

生，他以君子的风范和优秀的品格

影响学生。数年如一日，润物细无

声。”正如颁奖词中所说，史大林在

科研和教学上投入全部的热情和

大爱，数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培

养了一批批人才，助力厦门“两高

两化”建设。

赴外求学路 归国赤子心

执教数载 初心不改

愿做海洋科研与大众间的桥梁

鹭岛情缘 情深且长

70.8海洋媒体实验室是全国首个致力于创新海洋科学传播模式的海洋媒体实验室。

史大林当选厦门大学 2015 年“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