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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这个实验室有30多年历史，曾连续5
次获评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严建兵指着
大厅一侧墙壁上的展板，自豪之情溢于言
表。他说，该实验室去年重组工作完成，被
评为首批20个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之一。

关于该实验室的使命，严建兵说，这
里汇聚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
工程院院士傅廷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
家，致力于应用基础研究，围绕国家粮食
安全、农业绿色发展等重大战略需求，聚
焦作物种源自主创新，开展主要农作物遗
传改良关键技术研发，创制水稻、玉米、
油菜、棉花等作物优异新种质并培育重大
新品种，回答关键技术和种质创新背后的
重大科学问题，支撑我国主要农作物种源
安全和绿色发展。

作为长期从事玉米基因组学和分子育
种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严建兵介绍起自己
领衔的玉米种质资源创新与分子育种团
队，如数家珍。“我们团队的历史可追溯到
上世纪 50 年代，历经三代科学家接续奋
斗，逐步成为在该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创
新力量。”他指着墙上一块展板介绍，“最
上面那张是我校刘纪麟教授的照片，他是
我们团队第一代科学家的代表，是我国玉
米遗传育种学科奠基人，开创了玉米 S 型
细胞质雄性不育应用先河，育成了华玉 1
号等系列品种，培育了郑用琏等多位领军
人才。”以郑用琏为代表的中国玉米分子遗
传学家完成了对 S 型细胞质雄性不育分子
遗传机制的解析，率先开展玉米功能基因
组研究。进入本世纪10年代，严建兵学成
归来，率领团队协同攻关，在玉米种质创
新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系列突出成就并培育
了一批玉米良种，在国内外广泛推广，保
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也为全球消除饥饿作
出了贡献。

如愿以偿

在严建兵的引导下，本报记者沿着二
层楼道西行，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看到两
旁实验室里各类仪器和装备，身着实验制
服的研究人员在忙碌。前行约 50 米左转，
我们进入一个宽大的实验室，之后右转进
入一个约 10 平方米的小隔间。“这是我的

办公室。只有先进入实验室才能到达办公
室，都是这样设计的，以此要求科研人员
每天都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实验室。”严建兵
一边介绍，一边招呼与他在临窗子的小圆
桌前相对而坐。

回顾求学经历，严建兵说：“选择有时
比努力更重要。我在求学道路上能作出后
来被证明正确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感
谢几位老师。”严建兵感谢的第一位老师是
高中班主任。1995年，他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班主任建议他选生物，因为“21世纪
将是生物学世纪”，鼓励他报考华中农业大
学本硕连读的生物技术专业。

作为湖北崇阳山区的农家孩子，严建
兵当时对生物学的认知仅停留在插秧种稻
之类的农活和中学生物课学到的知识。“感
谢班主任给予指导和帮助。此外，我当时
还觉得，学好生物学能够研发新药或者能
够成为医生，将来可以救治像我父亲那样
的患者。”严建兵说，“在我高二时，父亲
因误诊，病情恶化而英年早逝。”于是，他
听从班主任的建议填报了志愿。

初出茅庐

“她不仅给我知识和智慧，还有超过七
千多亩美艳春夏秋冬的无限胸怀，呵护着
我年轻成长的近三千个日日夜夜。”严建兵
曾饱含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对母
校华农的依恋和感激。是的，八载华农岁
月让他从懵懂的山村少年成长为初具生物
遗传学造诣、潜力巨大的理学博士。

回首华农时光，严建兵坦言自己并非
班里最优秀学生，也非一开始就决心攻读
博士学位并一直坚持科研。实际上，他入
学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成绩中等，阅读英
文文献很吃力。但他凭借农家子弟从小就
培养出吃苦耐劳、勤奋拼搏的精神，逐渐
追赶上来。在此过程中，严建兵得到老师
的帮助和鼓励。“我应该感谢的第二位老师
是郑用琏教授，他教我们生物技术概论，
讲课非常精彩，鼓励大家广泛深入阅读，
大胆思考。在他指引下，我如饥似渴地研
读 ， 并 在 该 门 课 考 试 中 获 得 95 分 的 高
分。”严建兵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建兵在郑用琏
的课堂上总是坐在第一排，积极思考、踊
跃发言，深受郑用琏的赏识并应邀成为其
该年度招收的唯一研究生。“郑教授研究玉
米改良，我自然就跟着研究了，就此确定
了研究领域，也改变了我一度想脱离科
研，尽快就业赚钱养家的计划。在他悉心
指导下，我全身心投入科研，进而读博。”
严建兵说。2003年，他完成了主题为“论
玉米杂种优势和比较基因组”的论文，获
得博士学位并北上工作于中国农业大学国
家玉米改良中心。

国际磨砺

凭借扎实的科研功底和拼劲儿，严建
兵两年之后即获评副教授。然而他认识
到，北京虽然是中国玉米改良研究的学术
高地，但中国在该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有
很大差距，自己必须走出去，于是他积极
寻求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

“我积极申请外方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项
目，因为我认为，只有外方出钱，才会更
重视参与者，给予更好的科研机会。”严建
兵说。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10月，他
从 120 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国际玉
米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 和康奈尔大
学联合招聘的博士后项目机会，之后远赴
CIMMYT 总部所在地墨西哥的埃尔·巴丹
和美国康奈尔大学。该项目的合同期为 3
年，他不到两年就被CIMMYT聘为“副科
学家”，10 个月后，他被聘为“科学家”，
而这个过程通常需要5-6年。

谈到在CIMMYT总部和康奈尔大学的
日子， 严建兵表示，那些地方云集了一批
国际顶尖科学家，研究项目通常着眼于解
决全人类、全球共同面对的大问题。这给
他很大触动，让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科
学大家就要胸怀天下，就要有舍我其谁的
自信。从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上，他学
到了看待问题的方式和开展科研合作的重

大价值等，生活的规划和职业发展路径都
因此而改变。

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严建兵以玉米维
生素 A 为目标性状，成功找到了 1 个控制
该性状的关键基因，促进高维生素玉米品
种的选育并在非洲赞比亚等国推广种植，
他因此获得2010年度日本国际青年农业科
学家奖。

回归母校

2011 年 4 月，严建兵回到华农工作。
彼时，中国生物育种技术加快发展，他回
国可谓正逢其时。实际上，在海外期间，
他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农业科技发展态势，
意识到中国正迈向生物农业大发展的时
代。在学校等各方支持下，严建兵立即着
手聚集促进玉米种业创新的各类资源，除
了破解资金难题，搭建实验平台、在海南
三亚等地建立试验基地等之外，他在两个
方面投入大量心血。

一是聚集高端科研人才资源。严建兵
通过外来引进和本校培养两种方式，逐渐
打造了一支由10多名核心科研人员组成的
玉米种质资源创新与分子育种团队。严建
兵向记者逐个介绍团队成员，包括年龄、
毕业院校和专业、具体研究领域和取得的
创新成果等，洋溢着自豪之情。

二是聚集玉米基因资源。由于玉米源
自美洲，缺少玉米基因遗传多样性一直是
中国玉米种业创新的巨大障碍。严建兵率
领团队积多年之功，想方设法建立了玉米
种质资源平台，不仅满足自己使用，而且
无偿向同行开放。目前，通过该平台已累
计向100余家单位提供玉米种子3万余份。

硕果累累

从实验室大楼走出来，本报记者跟随
严建兵穿过楼南侧的马路，来到玉米温室
基地。“这就是现代玉米的祖先之一，来自墨
西哥的一种大刍草。”严建兵在温室内一丛
泛黄、窄叶、细杆的植物前停下来说，“我们
与美国同行合作研究，近期提出了一个全新
的玉米起源模型，发现两份完全不同的大刍
草为现代玉米的祖先，修正了之前单一起源
假说，为理解人为机制对作物驯化起源的
影响提供了范例，并为利用野生资源进行
作物遗传改良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2022年是严建兵和团队科研成果特别
丰硕的一年。3 月，严建兵与两位中国同
行合作在 《科学》 杂志在线发表了玉米基
因KRN2和水稻基因OsKRN2受到趋同选
择的论文，并进一步在全基因组层面阐明
了趋同进化的遗传规律，揭示了玉米与水
稻的同源基因趋同进化从而增加产量的机
制，为育种提供了宝贵的遗传资源，为优
异野生植物快速再驯化或从头驯化提供重
要理论基础。该项成果之后入选该年度中
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4 月，严建兵凭借
对玉米遗传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荣获玉米遗
传合作组织设立的刘易斯·斯塔德勒中期职
业生涯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非美国的
科学家。之后，严建兵团队完成的“植物
单细胞技术驱动的玉米生殖发育机制解
析”成果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近年来，严建兵与合作者提出了微效
多基因的累加是高油玉米的成因的观点，
完美解释了籽粒总油分的表型变异；建立
了玉米籽粒的代谢蓝图，发现代谢产物可
以作为重要的生物标记，为促进玉米增产
提供了新线索。2016年，严建兵参与的项
目“玉米重要营养品质优良基因发掘与分
子育种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中国玉米种业创
新仍然任重道远，数据表明，直到今天，
在玉米单产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在
扩大。我们把此差距做成图表，悬挂在实
验室显要位置，时刻自警，要风雨兼程、
自强不息。”严建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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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耸翠，南湖微澜。这里是位于湖北武
汉的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农）。初冬时节一
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本报记者来到这里，沿着
校园学院路东行。两旁的梧桐参天而立，阳光
透过叶间的缝隙投下斑驳的光影。耳旁不时传
来喜鹊叫声，衬托着校园的静谧。约500米后
右转入丹桂路，之后向南前行约400米过十字
路口，就看到西南方有一幢六层呈 U字形大
楼，楼前的影壁上书“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
实验室”字样，绘着由稻穗与DNA双螺旋图案
等组成的标识。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我进入楼内，拾级而上来到二层，一出楼
梯间步入大厅，就看到一张亲切的面庞，就像
我之前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他就是我此行要
专访的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严建兵教授。他微笑着迎
上来同我握手致意。热情的笑脸、灰色的帽衫
外套和裤子、深蓝的运动鞋，眼前的严建兵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47岁更年轻，朴实而干练。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与本报合作推出

▲严建兵 （右二） 带领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工作。
▼各种性状特征的玉米。 （本文配图均由华中农业大学提供）

严建兵在海南玉米繁育基地查看作物长势。（摄于2023年1月）

数字技术不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教育资源、灵活便捷的学
习途径，而且不断革新艺术生产和传播方式。戏剧作为一门综
合、现场艺术，面对数字时代崭新的表达方式，我们现有的知
识系统应如何应对？戏剧美育又如何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
需要怎样的戏剧艺术公共教育？

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推动戏剧从演出内容到形式进行
着方方面面的革新。戏剧艺术一直以演员与观众共处同一个时
空的现场性，作为其独特魅力所在。在数字时代，多媒体技术
以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式参与舞台呈现。

今年以来，首届“斯芬克斯元宇宙戏剧节”召开、AI参与
创作剧本和演出、人工智能登上舞台等现象都进一步深化了现
实与虚拟时空的交叉、重叠，推动戏剧艺术新形态的衍生。

同时，以沉浸、交互为特征的戏剧新场景也层出不穷，从
商业综合体里的小型演艺空间，到酒吧、厂房、菜市场改造而
成的互动体验场所，颇有万物皆可沉浸的趋势。

这些新形态、新场景，在带给观众更加直观、强烈沉浸体
验的同时，也改变着戏剧审美的特点。这在带给艺术课堂更加
生动案例的同时，也驱动教学方法的变革。对此，我们需要不
断回到戏剧本体，教育本质，而不是舍本逐末。

对于数字技术变革时代的戏剧创作现象，我们需要辩证地
看待，也需要寻求解决的方式。我们一直在思考：戏剧有无始
终无法被替代的、数字技术无法改变的艺术能量呢？

实际上，只要想想那些始终具有跨越时代、媒介的作品，
甚至对于今天流行娱乐形式依然展现出强大适应力的莎士比
亚，还有那些观众喜闻乐见、常演常新的经典戏曲剧目，就能
明白，古往今来戏剧打动观众的人性和情感力量是始终不变的。

今天，即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戏剧演出，观众头戴VR观
剧，创作者追求的依然是如何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同
时，当科技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尤其是古代绘画变静为动，现
场观众变看为游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当视觉已经可以将世界
万物以及现实的不可能之物，都以无限逼真、直观的方式推至
我们眼前，那么观看中的想象过程就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由此，中国传统审美活动中，那些对观众想象力积极参与
的强调，就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包括古人欣赏山水画时的“卧
游”行为，戏曲舞台上仅凭“一桌二椅”和演员身段动作，就

“以歌舞演故事”，让观众想象出生动画面的美学观念等。对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尤其是上述审美经验的综合传承，
不仅为艺术回归人提供了丰富的途径，强化了以学生体验为中
心的教学设计需求，更为数字时代美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构建了一个立体多元的情感世界。

现代美育作为舶来品，自其进入中国之初就具有立足现
实、融合中西的特点。正如蔡元培所言：“美育的基础，立在学
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艺术的普及如何让更多
人感受美、欣赏美，始终是中国现代美育追求的核心价值所在。

数字化时代拓展了美的感知途径、形态，技术的发展尤其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流行，降低了艺术创作的门槛，增加了每
个人都成为潜在艺术创作者或作品共同创作者的可能。

数字化为戏剧发展和艺术教育，提供了更多元的模式和表
现的维度。一方面，技术变革带来丰富的戏剧新形态，从内容
主题上赋能公共艺术课堂。另一方面，在不断融合前沿发展问
题的同时，如何切实强化课堂活力，如何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经验、方法加以综合传承、现代化转化，成为今天高校戏剧公
共课堂更好发挥戏剧能量、深化美育育人目标、提升教学效果
的重要探索驱动力。

在数字化的加持下，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公共教育将取
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贾力苈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杨华系北京工商大
学教务处副处长）

（贾力苈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杨华系北京工商大
学教务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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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在开展特高压电力互感
器现场校验工作中取得重要进展，作为其研究成果的自主接线
无人机平台成功应用于户外试验场，首次实现了特高压互感器
基于无人机平台的自主接线。

传统的现场校验工作中，对特高压电压互感器、直流分压
器等计量装置进行接线，往往采取的是高空车人工接线的方
式，不仅低效，还会增加风险，迫切需要开发一种能够提高效
率、降低安全隐患的试验方式。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首次提出一种具备自主接线功能的无
人机平台，可通过无人机自动投掷配重与夹取均压环的方式，
实现智能化接线，单台特高压电压互感器试验耗时可从2小时缩
短至 0.5小时，单个特高压站试验可从 7天缩短至 3天，效率和
安全性大幅提升。这将为中国特高压新建工程的顺利投运奠定
基础，有力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文 心）

特高压互感器现场校验
首次实现无人机自主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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