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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诺贝尔委员会 10月 7日宣布，将
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哥伦比亚总统胡
安·曼努埃尔·桑托斯， 以表彰他对结束哥
伦比亚逾半个世纪的内战所作出的贡献。

据统计，诺贝尔和平奖一向对政治领导
人青睐有加。 20 世纪初调停日俄战争的美
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完成“华沙之跪”的
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 致力于核不扩散的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推动巴以和解的巴勒
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时
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
巴乔夫、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韩国总统
金大中等人皆受过诺奖的认可。在胡安之前
获此殊荣的国家元首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1951年8月10日出生于哥伦比亚首都圣
菲波哥大一个显赫大家族的桑托斯， 早年
就读于私立学校，1969年从海军学院毕业，
1971年退伍后先后前往美国堪萨斯大学、英
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学习。 1981
年后，桑托斯先后出任哥伦比亚《时代报》
副社长、外贸部长、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
国防部长等职。 2005年8月， 桑托斯另组哥
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并于2010年当选为
哥伦比亚总统，2014年获得连任。

今年 9 月 26 日， 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以及 15 个拉美国家元首的见证下，哥伦
比亚政府军和该国叛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
军(FARC)在哥海滨城市卡塔赫纳签署了历
史性的和平协议，该国 52 年武装冲突正式
终结。

哥伦比亚内战始于 1964 年， 至今长达
52 年，已导致 26 万人丧生、690 万人流离失
所、4.5 万人失踪。 经过近 4 年在古巴的谈
判， 哥伦比亚政府与革命军 8 月 25 日表
示，他们成功完成协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
长达 270 页的和平协议。

根据协议，武装冲突双方在停火后将进
行为期 6 个月的动员解散过程， 游击队员
将在集合地点集合，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
缴交武器。 哥伦比亚革命军在动员解散前，
将召开最后 1 次领袖和部队会议， 转型为
“合法的政治运动”。

然而，这项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在受到国
际社会的一致认可的同时， 却意外地遭遇
了哥伦比亚本国人民的反对。 就在不久前
的 10 月 2 日， 哥伦比亚就此和平协议进行
全民公投， 最终， 在约 643 万张选票中，有
多于半数的 50.2%的选票表示反对协议，因
此和平协议最终未能获得通过。

公投结果与此前预测的 66%赞成票大
相径庭。 桑托斯曾在公投期间信心满满底
表示没有 B 计划， 若否决票获胜则哥伦比
亚可能重返战争。

投票结果公布后，桑托斯表示，他接受这

个结果，但将继续为实现该国和平而努力。“我
不会放弃，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会继续寻求和
平。”他同时表示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并将继续
召集各方对话以寻求解决方案。

哥伦比亚革命军领袖罗德里戈 隆多尼
奥同样表示，虽然公投否决了和平协议，但
该组织依然渴望和平。 公投前，革命军领导
人曾不断奔走向公众道歉，以赢取(哥伦比
亚公民)对和平协议的支持。

为了尽快摆脱和平公投失败带来的政
治不确定性，并避免多年的谈判努力付之东
流，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10月3日指派高级
代表团，与前总统乌里韦领导的民主中心党
和其他反对和平协议的派别展开对话。

在和平协议公投失败的情况下，今年的
诺贝尔和平奖仍然颁给了哥伦比亚总统桑
托斯。 对此，诺比尔和平奖颁奖人在现场回
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评奖委员会认为，哥伦
比亚民众反对的只是针对这份和平协议，
而不是和平本身。 委员会希望此次评奖将
会鼓励国家领导人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
力，而非加剧紧张局势。

“虽然和平协议公投失败， 但是它结束
了哥伦比亚血腥的冲突， 并在把该国带到
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向上起到了重要作
用。 ”这名发言人表示。

当被问及是否将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也纳入和平奖候选人选时，
发言人表示， 委员会不会对任何未获奖对
象置评。

发言人表示，作为总统，桑托斯所担任
的职责是“和平进程的护卫”。 一直致力于
维护国家的和平进程， 参与了整个过程。
“委员会希望和平奖会为他带来面对难题
和挑战的勇气。 此外，委员会也希望，哥伦
比亚民众在今年就可以感受到到和平协议
带来的美好。 ”

今天的我们已经非常依赖各种电子计
算机，无论是台式机、笔记本还是手机和
平板。 我们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信息时
代，特征就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
应用，以及数字化信息的获取、存储和传
输。 而这些领域，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
的青睐。

如果你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打开这篇
文章，那么就离集成电路很近了。 2000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杰克·基尔比，以
表彰他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他
和罗伯特·诺伊斯在 1958 年发明了这种技
术，用照相制版和印刷的方法，来把电路
和电子器件缩小到我们肉眼无法分辨的
程度。 现在，集成电路是我们这个信息时
代的基础技术之一，芯片上的元件密度还
在不断地增长，电路宽度已经达到了十几
纳米的水平———在这样的电路上， 哪怕是
一粒最小的灰尘都像一块山崩的巨石。 我
们的现代生活就建立在这样精细微妙的
小小硅片上，从电脑到微波炉和洗衣机都
离不开它。

当我们在电脑上存储信息时， 往往需
要一块硬盘。 传统机械式硬盘的核心，是
一块高速旋转的光滑金属圆盘，有一个仅
仅离盘面几微米的精细磁头读取和写入
数据：磁化一小块区域，或者让一小块区
域消磁， 就可以记录 1 和 0 这样的数据，
从而长时间存储内容；而根据通过磁头的
电流强度变化，就可以读出数据。 1956 年
IBM 公司生产的世界上第一块硬盘是个
冰箱般的庞然大物，却只能存储非常非常
少的数据；今天我们的硬盘之所以可以达
到这么大的存储容量，则要归功于德国和
法国的两位物理学家———他们在 1988 年
发现了巨磁阻效应，让硬盘可以大幅提高
存储密度。 这两位物理学家，是 2007 年的
物理学奖得主。

而在信息传输中， 也有诺贝尔奖的身
影。 无论是无线还是有线网络，都要通过
光纤连接到电信公司的机房、连接到另一
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 我们在这些玻璃
细丝里以光速传递信息， 环球同此凉热。
华人科学家高锟是光纤理论的奠基人，并
因此获得了 2009 年的物理学奖。我们生活
中围绕着信息的最重要技术，背后都有诺
贝尔奖牌的闪光。

在整个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进步之
一，是通过医学的发展，大幅提高了人均
寿命。 我们对生物和自身有了更多的理
解， 明晰了许多生理过程背后的机制；试
管婴儿技术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繁衍后
代———2010 年的诺贝尔奖表彰了这个领
域的研究；使用干细胞技术和诱导性多功
能干细胞，让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来治愈
疾病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是 2007 和
2012 年的获奖研究。 我们使用 CT 和核磁
共振技术检查身体， 其中 CT 技术获得了
1979 年的诺贝尔奖；而核磁共振从发明到
成熟的数十年间，已经获得了 6 个生理学
或医学、物理学和化学奖。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我们将会看到
更多激动人心的产品，体验更多难以置信
的旅程。 我们也许会有更高容量更安全的
电池，有更微小更精巧的计算设备，甚至
有从地球赤道直接连接地球同步轨道的
太空电梯。 这些看似科幻的技术将会因为
一种划时代的材料而成为现实；这就是石
墨烯，由碳原子彼此紧密连接构成的薄层
材料， 厚度只有头发直径的二十万分之
一。 虽然只有一个原子的厚度，但是它却
有难以置信的强度、特别的电学性质和极
轻的重量。 石墨烯是当前材料科学的研究
热点之一，这种新材料也许会让我们的生
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对这个领
域的研究也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表彰：2010 年。

我们今天和近年来的的生活， 依赖于
一些极其重要的科学研究与发现。 这正是
诺贝尔奖的初衷：表彰那些对人类作出重
要贡献的研究者。

当地时间 5 日中午，2016 年诺贝尔化
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 让·皮埃尔·
索维奇，J·弗雷泽·斯托达特爵士和伯纳
德·L·费林加三位科学家分享该奖，以表彰
他们在“合成分子机器”方面的研究。

有没有可能制造一种机器， 仅仅由几
个分子相互连接形成？ 由于机器的各个部
分之间既要能相互运动， 又要紧密连在一
起不能散架，所以，从化学的角度来讲，这
就需要分子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机械键，而
不是像塑料的成分聚乙烯那样， 由小分子
通过共价键聚合成一个新的大分子。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一些化学家试
着将一些环状分子相互连接起来， 形成一
个锁链。 这可以视为制造分子机器第一步。
可是当时他们使用的方法过于复杂， 化学
反应的产率也非常小，因此进展有限。

1983 年， 法国化学家让·皮埃尔·索维
奇利用一种“借鸡下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
难题。 他先利用铜离子吸引了一个环状分
子和一个半月形分子， 然后利用化学手段
将另一个分子“焊接”在了半月形分子上，

使它们和环状分子扣在一起， 恰好形成锁
链的一个环扣结构。 最后，索维奇再将夹在
中间的铜离子移走。 利用这种方法，索维奇
将化学反应的产率提高到了惊人的 42%。

1994 年， 索维奇学会了构建一种叫做
“索烃”的互锁结构，并让其中的一个环在
能量的驱动下，能够绕着另一个环转动。 这
已经是分子机器的雏形了。 不过在我们的
印象中，机器中更常用到的是轮轴结构，而
这项工作在同一年中由英国化学家 J·弗雷
泽·斯托达特爵士完成。

斯托达特以极高的产率得到了一种
“轮烷”， 也就是将一种环状分子以机械作
用套在一根轴上。 加热的时候，环状分子还
可以沿着轴的方向在两个位置上前后移
动，宛如一个分子梭。 在之后的几年中，斯
托达特用轮烷陆续研究出了分子电梯、分
子肌肉和分子“计算芯片”。 索维奇利用轮
烷还制造了一种类似于马达的能转动的分
子。 不过，第一个成功研制了真正的分子马
达的人是荷兰化学家伯纳德·L·费林加。

1999 年， 费林加巧妙地在两个分子上

连上了两个甲基， 使它们像棘轮一样相互
咬合，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 这样，用紫外
光照一次，分子就会沿着中心转半圈，但不
会倒转回来。 半圈半圈地转下去，就形成了
一个分子马达。 经过多年优化，费林加的分
子马达最快可以达到每秒 1200 万转。 2011
年时， 费林加将 4 个分子马达装在了 1 个
分子底盘上， 造出了一个能在高度光滑的
金属表面前进的分子车。 利用这样的马达，
费林加的团队成功地驱动了一个比马达大
1 万倍的玻璃圆柱。

这些研究都还很基础， 用费林加的话
来说， 就像一百多年前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时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但其中蕴藏着
巨大的机会， 就好比后来人类发明了波音
飞机和空中客车。 莱斯大学的化学家詹姆
斯·图尔猜测， 分子机器可能最先用于制
药， 例如我们可以用一种分子机器打开细
胞膜，向细胞中输送药物。

由于在分子机器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索维奇、斯托达特和费林加分享了 2016 年
诺贝尔化学奖。

你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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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

针尖上跳舞的机器人

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

结束哥伦比亚血腥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