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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商美国制学家相美申制学关系:

从尼克位到李文相

王作跃

1972 年 2 月 . 当尼克松总统踏上其历史性的北京之行时 . 这一

访问不仅开创了美中关系的新纪元，同时也开始了在两国人民之间激

动人心的相互重新发现的过N.分裂的终结给各行各业一一尤其在学

术界-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P在 19世纪 70年代和 80 年代.这

些联系得到选一步的活跃和扩展. 而在促进尼克松之后的交往方面.

华裔美国科学家所提供的帮助可能比任何其他讲体都要多. 在中国试

图摆脱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 这种知识领域的"门户开

放" 被证明既具有社会 、 政治方面的影响.义具有科学1i丽的部刻Ii

响.

奇怪的是.关于华裔美国科学家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 无论是中

文还是英文 ， 都鲜有学术性的著作对之加以保讨. 有儿个出色的研究

调查了美中学术和教育交流，但是它们几于没有涉及到科学交流或华

裔科学家们的作用，因此模糊了他们在发展中美关系之中所起的作

用.此外.绝大多数英文著述所关注的是学术交流在美国所产生的影

响 ， 而对于这种交流对中国的政治 、 社会和文化以提美中关系的影响

却未加研究P在 20世纪 四 年代末. 李文和1被指控将核秘密泄露给

中医的案件.确实将美国跟体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美中科学交流初华裔

美国科学家的身上. 但在关于这场争论的大量报道中却没几个深入的

历史性的研究.

在本文中，我认为华裔美国科学家初学者在重新开启美中关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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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来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 II日常被忽视的作 Ill. 此外 . ~~ if提

出，随后发生的交流改变了华裔主国科学家的地位.他们从 个址于

美国社会边缘的、与世隔绝的、所谓 "模范少数民族" 之精英群体 .

变成了在两个国家中都拥有文化乃至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跨liiJ科学技术

媒介，在中国尤为如此.

我尝试把华裔美国科学家们的经历放在华裔美国人历史和1壳中 J::

系历史的背景之下来研究e我要探讨的是: 在华裔美I司抖学家何 为一

个烛特的科学团体的形成和定型过程中，中罔文化民族主义 、 Ji liiJ业

裔的民权运动、在冷战期间及之后由国家发起的国际主义，到底产'I

了什么影响。 在对这个团体之演变的说明中 . 'fILi!!华裔美 liiJ抖'F家

分别作为他们各自所属的一代人之成员 (如果不是代表的话} 娃# 常

突出的.按照来美国的时间顺序.他们是，钱学森. 二战前来美间的

一位空气功力学家s 杨振宁和李政道 ， 二战后抵达的物理学家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间获得 r国际性的学术声'{1; 18K霖 . f1:
由台湾来美的一位机械工程师. 20 世纪 90 坪 代作为加利桶尼 "巨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校长很有影响力 。段后是李文和 ， 位画: 20 树妃60 1f

代抵美的计算机专家.在 20世纪 90 年代末期被在人所谓的中间对 美

国核秘密的间谍行为所产生的全国性争论的中心 。 尽管卒宜的讨论集

中于物理学，但在其他的 科学和技术领域中也发生-(I" 泛的交流

像生物学、数学、地质学和农学华裔美国抖学家相工tJ师在这此

领域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我对华裔美国科学家的定 义有意做宽泛的解桦.因为这些科 '字家

享有引人注目的机动性:他们 经常或自愿或被迫地流功在 全球华人网

络中，这包括美国、中国大陆 、香港和台湾地 区。以钱学森为例.他

在美国度过了他科学上最富创造 力的 20年，也曾有永久定屑的计划.

但于 20世纪 50年代麦卡锡时期被迫返华 .他被当作→个华裔科学家

列在这臭，是因为很多随他之 后进人美国学界的华人认为他在 美间的

学术成就是开创性的。 另一个表明著名的华裔美问科学家能够在这个

海外网络中轻易穿越 困界的证据，就是他们在港、 台地区以戊越来越

多地在中国大陆的最高学术职位上供职的现象 .例如李远哲 .诺贝尔



份百毫

化学奖获得占 .曾 IX朗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佼执敏.但在 1 994年返

回台湾出掌中央研究院P朱经武.休斯数大学的一位华裔美间物用

学家. 因其在祖导方面的.!Ii:大突破而知名 . 他于 2∞0 句-担任 ff港科

学技术大学的校辰 ， 来代替吴家纬。央也是一位华裔物理学家 . '1'1 任

旧金山州立大学校民.这些华裔美国科学家当中的一部分后来且 luI到

了荣国.例如王佑曾 ( Eugene Wong) . 一位数据Ii 设汁领域的先崛.

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在 1 990- 1 993年间曾任白宫科技

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他于 1 991 年迁至香港去担任待浴科大负责研究

和发展的副校长.然而 . 1 年以后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他fl l'~' 1 华

盛顿领导其工程学分部.①

边过国籍来划分华裔美国科学家的界线与通过EGift来划分是1，，1样

困难的.李远哲在 1 994年I司台湾时放弃了自 己的夹同l司籍.而且他

人.像王佑曾.却保留了他们的美国国籍.也有很多其他华裔夹，'H斗

学家在美国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却- ({保留1i自己的中

国国籍.考虑到模糊性和流动性是华裔美国科学家身份的是主雯特

征.我发现采用一种包容性的和功能性的定义是明智的.因此.不是

依靠职位或者国籍.夜用"华裔美同科学家"这个本语来指代所-Ii那

些具有中国血统、 并在美国度过其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的科学家刷 I

程师.我也把本研究的主题限制在那些曾经刘华甜美国科学家团体的

形成及其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有过影响的人身 L虽然本文大部分关

注的是冷战年代，但李文和事件也被囊括其中 . 因为它娟示 F华裔'"

国科学家在冷战后美中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简言之. 在整个叙述当中 . 我运1日单个科学家的经历来研究华裔

美国科学家于尼克松 1 972年的访华之前初之后.在美巾关革中角色

之演化.本章也研究冷战如何影响了他们在美间社会中的地位.这一

分析为理解华裔美国科学家在尼克松之后的 20 世纪 70 归 80年代以

及更为晚近的年代的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所研究的战重

要的问题是z华裔美国科学家作为-个强特的亚国家和跨国家的科学

团体.怎样通过他们的行动影响了美中关系?此外.本文也研究科学

交流对中国科学和敏育政策以及中国斜学家的影响 . 他们当中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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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了迫害.

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

1957 年 10 月 . 杨振宁和李政道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扬

在静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 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获奖不仅

使全世界的华人引以为荣.也给那些担心四Ji ll'在输伴|司共产党阵1'f

之间科技冷战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些安慰.就在数天以前.苏联发射 f

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美国公众中号|起了广泛的恐慌.担心美国与苏联

之间出现了一个"导掰差距.··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 III第一颗人选

E星引起的改革 . 导致美国国会通过了庞大的 4 同防数育法案 ' 计

划.以促进美国科学相教育. 并制定了众多旨在加速外国技本人的移

民的措施a

科学在冷战中成了-个武器. 因为它既-Ii军事上的应用. 且衍衡

国家声望的象征性a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宁和李政道发现他们

受到了来自铁幕两边的热烈召唤.由于他们不是美闰公民 ( 两人当时

用"中华民国"的护照旅行) .导致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在他们于 1 957

年 12月飞往扇典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一直"非常不安地注意将"他

们.当杨振宁在诺贝尔宴会的演讲中宣布"找既为自 己的中网血统和l

背景感到骄傲，同样也坚定地献身于现代科学 . 它是起源于两方的人

类文明的一部分" 时 . 这些忧心忡忡的官员们都松 r一口气. 战后 .

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两位获奖者部迅速地回到了夹国.也

然而.诺贝尔奖的庆典和媒体的关注仪仪是掩盖了当时杨振宁 、

李政道和很多真他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感受到的沉草的社会、文化

和政治压力.在 20世纪之交.蛙初吸引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问学

技术的.就是他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中国的梦想. 美[司政府

为了影响中国将来的方向 . 也鼓励这种想法.例如.它在 20做纪早

期提出部分归还因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而从中国获得的赔款. 但 'I'

国政府只能将基金用于向美国派遣学生.因之而来的庚子赔款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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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从 20世纪头十年到 20世纪 40 年代将数 百名中国学生和科学家

中的精英带到了美 国。杨振宁就是这路庚款留学生之 .事实上.他

在 195 7 年诺贝尔宴会的致辞中，曾着重提到庚 款奖学金的历史.杨

描述了 自己对于庚款奖学金项目的矛盾心情.他说. ··从不止一种意

义上讲. 我都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共同产物. 而这二者是既和谐丑矛

盾a "⑥

种族歧视影响 了华裔科学家们在排华法案期间 (1 8 号 2 - 1 9 43年 〉

在美国的社会经历 . 直到 1 943 年段后-项排华法案废除为止 • R [iii
政府一直不给来自中国的学生以水久居住权或者公民权。排斥 IW.裔的

种族主义在战后的时期仍在持续 .提至到 了 1954 年， 一位房地产If

发商还拒绝把房子卖给杨振宁，尽管杨当时已是事ff盛脊的醉林斯顿

高级研究中心的一位成员.杨回忆道 τ这位开发商担心 "附为f~们是

华人可能会影响他的销 售飞⑦回 ¥:霖也回忆道， 当他在 1 956年到达

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时.他对 饮水喷泉上的 "仅限白人"和"有色人

种"的标签感到 "既困惑又恐惧"。在路易斯维尔 大学.他的一位敬

授叫他"中国佬.. (Chinaman ) 一一托辞中文名字的发音太闲难。 写

田知道了这是一个贬 义词时，他找到这位教授.正告他不许再这样

做: "如果你记不住我的名 字，就不要叫我名字好 了'\③

国际政治也使得华裔美国科学家们的生活和事业变得复杂化仁

当中国共产党在 1 949 年打赢了内战时 . 很多中同学生决心要回国 .

已经厌恶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 又在美国经历了羞辱性的歧视，这些

学生对新中国寄于了厚望 ， 因为新政府看来致力于国家的重建.并且

重视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然而. 1 950 年夏天爆发的朝鲜战争 ， 很

快就关紧了想返回祖国的中 国学生和学者的饥遇之窗 。 美国政府禁止

中国侨民，尤其是那些 学习或者专攻科学和工程学的学生或学者返回

中国.随后的麦卡锡主义"赤色恐怖气除其他人之 外.针对的就是

被怀疑有左翼活动或者属于左翼组织的华裔科学家.这些措施更加 深

了很多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被排斥感。

最著名的对美国 失望的华裔科学家的例于就是钱 学森. →位加州

理工学院的空气动力学家.作为卡门 (Theodore von Kannan) 的得



意门生. 钱学森在 20 世纪 40茸代达到丁事业的顶盹。他协助建立 F

喷气推进实验室，并在二战中为美国的武器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战

后，钱学森成了街影响力的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尽

管他还保持着自 己的中国国籍. 他在 1 949 年申请丁美国国籍.然而.

在麦卡锡时代， 他失去了 自 己的安全许可证，政府对他很快就从前任

变成了怀疑。 钱学森感到 自 己受了羞辱. 决定返回中回F但是美国

政府指控他是共产党员井充当中国间谍. 把他软禁 T 5年 . 布效地防

止了他离开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 作为美中 日 内 瓦会议的一个结果 . 美 l国终

于批准了钱学森和数百名其他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返回中国 . 以交挟

在中国关押的美同战俘。@ 然而 . 钱学森的经历，尤其是他在美国政

府于下所受到的对待， 对华裔美国科学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特别是

钱学森在麦卡锡时代所遭受的迫害，使得很多华裔美同科学家I回I避政

治问题。 为了避免麻烦. 在华裔美国社区中有很多人 ， 包括科学家 ，

都采用了一种在专业领域内努力取得成就而避开政治的策略。C他们

经常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之中 ， 就像田长霖所说的那样 : "喋若寒蝉"。

田还记得，"当我在 20世纪 50 年代到这里的时候，很多 (华裔圭间)

导师都避免会见或者向中国学生谈话。他们甚至连汉语都不敢说..，。

在数千名留下来的华裔美国科学家中，苟很多人，包括杨振宁和

李政道，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 年代取得了美国国籍.。在 20 附纪

60 年代， 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刺激了亚裔走向积极主动 s 他们开

始为自己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权利而斗争。 20世纪 60 年代后朔和

20 世纪70 年代早期的亚裔美国人运动 . 据一位学者评论说， ··使得

亚裔更加美国化， 而更少亚洲化J'@华裔美国科学家们在亚裔美同人

运动中并没有起到突出作用，但是很多人开始改变他们早期谨慎的政

治立场.并加入到民权运动尤其是反战运动中去。。当他们决定成为

美国公民时，不免会在感情上有-番深思 . 这也导致他们去研究发掘

华裔在美国痛苦的早期历史。他们不仅开始了解早期华裔移民的艰

辛 ， 也开始认识到当代的华裔社区的苦境. 它们大部困于唐人街望 .

与世隔绝.@华裔美国科学家经常从其他种族群体的团结一毅的街样



中寻求鼓舞，尤其是美同黑人的民权运动和美国犹太人纪念大陆杀的

斗争。。

各种迹象都表明.在 20世纪 70年代早期美中租解发生时.新生

的华裔美国科学家的主要成员在政治上变得职极起束。新一代的华裔

美国科学家-一像田长霖. 1 949 年离开中国大陆去台湾 . 后来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去美国留学一一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在政治 上活

跃起米。他们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和 70年代甲期的保钓运动(保

卫钓鱼台群岛)中开始自残组织起辈。钓鱼台是在中国台湾和冲绳群

岛附近的一群小岛屿，在传统上属于中国，在 1 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后，和台湾一起被割让给日本.在 1 945年.美国军方将这些小岛附

作训练基地，而不是按照预定的那样将官们归还给中国 。 20 ttl:纪 60

年代后期，在该地区发现石油以后.日本宣布对这些岛屿拥{j主权。

美国政府随后在将钓鱼台和冲绳群岛一起归还给日卒的时候.默 iH

日本的这种主张.这-行动激怒了荣同华人。 1 9 71年.包插杨振宁

和因民霖在内的数十名著名科学家和学者签署了→封致尼克松总统和

IN会议员的公汗信. 要求他们 勺'/i.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α

"保钓" 运动对促进田长霖这一代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政治帜极性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件事剌激 f他们的巾间民族主义感. Jt hll速

r他们的 自我组织. 在运动期间 . I I! 长霖和其他保钓职极分子对台湾

国民党当局的软弱反应感到失塑。网此.他们很赞许地关tHI 'l ' lkJ政

府，因为它对日本的主张采取了较为强硬的 在场。田长霖在 1 973年

紧接着尼克松的访华之后 ，第一次返回了中国进行访问。

华裔美国科学家和美中科学交流

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给华裔美国科学家提供 r一个很好的机会.班

满足他们要帮助自己故土和在美国材会表达自己意见的愿理.尼克松

1 972 年访华之后 ， 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的太门终于打开 「川在若 名的

上海公报中 ， 科学和技术在新的双边关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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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扩大两闵人民之间的 r解娃lOr取的 . 为此 fj的.他们

就科学 、 技术. 文化、体仔阳新闻等方丽的It体领域近i ihi论. 在

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初交流将会M " : 倒有冽的. «Ji IH f

示诺对近-步发展这种联系和I交流提供便和I]' "

美国和中国都把抖学交流有作是在隔绝多年以后通 '°1 栩 1tf唱解的

一条中性的 、 非意识形态的路线. 当然 . Ji l~政府意识到 f技求转移

的军事意义 . 并且Jt反间谍官员一直很 fil.ti:来 的 的 ' I'I~抖千家产然

而，在冷战加剧的背景之下.尼克松政府决i.E tl - IX{J品之阶. Go' 'I!
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会对苏联产'I'抗衡作!II . 川 的l将会符{)- Ji I ~ rI9 f 叫

家利益.例如.在 1 973 年. I司 好卿棋 辛柿曾梅衔地 ，oJ )司忠、 》挺挺议 .

卖国可以通过一条热线。] 叶， I同挺供苏联导弹发射的颇费悄拟fSILl- ( l{

星图像) . .我们还可以为你捉供某些种类的~T~达技术 . . J，q:怖 1飞·诉

周恩来，"但是你们得自己适应.咆

科学交流对关心经济发展的中因领导人 Jl fj重大的在 且 尤 Jt

是周总理和~小平. 周恩束在 20 Itt纪 70 年代节目J . . F.轩 I， oJ 五 l啪"斗

学交流.他在 lω97η3 年 」采E 臼 F同4 二夹E巾♂宇7斗本:交 ?流h 岳 b悦i 合 川‘、。mml l川1叫 onmn

5坠k址油ho旧。I.盯r1y α)mmum忧ca剖11旧阳o臼n with tilt' P('()咱piνe正目 ，、. 1<帕〈心‘叫. ，机l

T第一个正式的学术交流协i议且 . 主中学y本R交i流血岳饨合h娃~- ' 1"' 1山li n川叫咐l闷叫

家科学院 ( N.副耐tlOn阳、咀la l A飞l'fI阳叫‘d巾I，何errπm、叩y οo f ~坠泣诠>1"'阳en眈C凹}刷和' J! I闷叫 ，ρ学、?F术眠 f介?会 〈 八~

m盯t阳c臼a盯nCω。uncI口cil山1 of I.剧earncc叫1 坠』】 C川t岭削削.，怕11

〈岛cial S坠C1回e凹ence Rel'; ~arch Counci l ) 共同盟l迷 lfi j成 妃子 1 966 年的 中 'fr

方组织. 官经常通过华裔美l司将学家 }f h世 Ul' . 促进FVF失 mL iJi例 .

因为这些华裔抖学家有机会讪问中间相会见!'j，\:!. J/E & Jt他 ' 1 '1时l "'，: ll!:

策者.。在 1 973 年会ali周恩来的时候 . 美中学本交流蚕的会提交 ( .

个有 1 2 个交流项目的消单.周恩来同意 rJt巾的九Ii! /i1IJtJl H f

然科学领域. 他删伴 f三个社会抖字的IJil l 叫， I词研究 、 城 ' I i研究 .

科学技术与中国的发展 ) ， 说这哩还需要进 --步的准 备 . 1-过 . MJ恩

来对同美国的科学交流抱街很大的个人兴跑. )守主1jJ 役It使这 1、交流

的框架. 不会因双方政府披尚昆的人事变i;!J _ .. Im lU£险。 I ~内 J~i碰

到的政治麻烦一一而中断，也



有跑的是.向中回台湾地区表示出忠心的华裔美篇抖学家非常之

少. 相反 . 尽管台湾当局明确表示不满 . 他们还是诀走去中国大陆旅

行. 在 20 世纪 70和 80 年代有些华裔科学家甚至不顾来 自亲台势力

的匿名威胁而访问中国大陆 ，"Hl K篇. 当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机械工程学技授.曾被中国台湾列入黑名单达数年之久.就阅为他

1 973 年访问过大陆.格

杨振宁和李政道

在华商圭网抖学家当中.杨振宁初学政道鼓 y.也1d职极地椎动美

中科学交流. 杨振宁是第一个访问中间的著名华裔美同科学家， 1971

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刚刚取消对美国公 民的访华限制之后 . 他就成行

了 . 他的访问在很多方面为华裔美回抖学家们做出了先例. 杨振宁的

父亲杨武之. 是一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数学家.吁H·l tf.! :沟 ''1敏搜‘

当得知儿子有意返华作 一次访问时 . 他还拿不 Ill' 巾i司政府会作{口l反

应. 因此 ， f也向周恩来领导下的间好院作 r 次问询 ， I叫 好院迅速地

批准 f访问.并责成中剧科学院在北京招待杨如宁.以期吸引其他的

华裔美l!4科学家也回国访问 F实际 上.很多华裔 美国"学家.包招

李政道.在 1 972年都迫随 了杨振 jz的脚步 .

在杨和李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们各以自己的 h式试图将中国的科

学和社会从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中复 兴起来。在 20 t哇纪 70 年代早 期 .

杨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模分校的 一名教授 。 像很多其他采访的夹 l吨科学

家一样 . 当杨访问中国的大 学时.他对所见到的对实际应用的强 调.

印象十分深刻 .然而.其至在 1 971年度的访问中，他就 ff flJ了无1 1，\

础研究关注不够的问题 . 当周恩来设宴款待杨 H.J ' 他提出 f这个问

题Y在 1 972年的访问中.揭为基础研究做了更有力的争取 pz护国抖

学家抓住了由扬和其他来访的美同科 学家的倡导所提供的良饥. 不仅

促进了基础研究的事业.同时也在且 体 t改辞 r中倒冉学的政 治命

垣.

同样， 1 972 年 10 月 1 4 日 李政迫在北京会晤周恩来的时候 ， II'!
鼓励周恩来创办中国自己在高能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计划. 他还h



劝周恩来邀请外同科学家来ifj并将中国学生初科学家送到闵外去进行

学斗和研究. 李向周保证 CERN ( 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 和很多j1;他

西方实验室都会欢迎中国科学家，而且这样的交流不会产~J: ..两个 'I '

国"的问题，因为他 F相信台湾会对高能研究有兴起草Y后来 . 1昆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民中起到了至关重贺的作月l .而且他在促进

中美高能物理学家的合作中一 直很活跃。也

共同的动机、不同的想法

在很多方面，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华裔美间科学家的中华文化民

族主义的代表。 1 995年 l月 28 11 .畅在香港说，他 -生中鼓币l it的

贡献就是帮助"改变了中国 人自 己觉得不如人的·L·、用作Il l " 。也

尽管杨和李具有帮助中国的共同目际. iJJ Ji:他们对中间抖JF政策

的方向持有十分不同的观点.这使得他们对'I'阔的决策占提出了恨牛二

不同的建议. 总的说来 ， 杨意识到了提础研究的唯要性.他t月 1世助过

周恩来在中国恢复革础研究的努力。但他觉得).v. }fj研究也为在 哩 b 对

杨来说， 应用研究.如计算机或'生物化学 . 1H斗学思想转化为w耻的

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并会加速国民给济的发展。闵此.他反元、t 'l ' l li进

行昂贵的高能物理研究JDi U ."杨对中国 20 世纪 I . t 叶的 汗难UfL扰

新.他认为贫穷是中国绝大等数问题的根源 句 1 986年他说边 ， "M'! '
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展经济。"他不想让中时致力于尚能物

理学，是因为这跟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它"甚至可能会有负面的

影响，因为花费太大。咱

另一方面.李政道则一直提倡中国在基础研究上投资。他认为 ' 1'

国应当发展自 己的高能物理if 划 .包括加速器的建设 . 以保证巾间科'γ

能够跟上科学前沿的步伐，并且保持中国在秘学中有一个平衡的单础

结构.李还创办了很受欢迎的巾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 ( CUS

PEA>项目 ，从 1 980- 1 988 年 .每年选拔大约1口 口 名姓优秀的巾1>1物跚

学学生去美国读研究生. 他促成的其他项 目还包括在中国秘技大学

(合肥)设立的少年班 ，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巾心 . 在 巾l叫创

立一个博士后研究体系.当然 .还有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也



华裔美国科学家在中国的影响

尽管华裔美国科学家的建议是有分歧的.但他们的主要作用有助

于缓和中国总体上因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特别是因科技交流伴随而束

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焦虑。这些华裔美国科学家是出于中国民族主

义的动机来促进这些交流.这反而促进 f新价值观的传播.华裔美国

科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也减轻了对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可能的臼

犯.当他们，而不是非华裔的西方人.提出 r向中间的正统观念、提出

挑战的观点时.更容易被接受.他们的国际背景和知名度进-步使得

他们在大胆地谈及敏感问题时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中国科学家也有类

似举动的话.他们可就要有麻烦了。例如， 1 979 年 ， 李政道告诉一

群中国研究生，他认为哲学对物理学没什么影响Y 1 986年.杨振1

也以类似的方式打发了这个在巾国享有特极的学术领域 E "物理学影

响哲学，但哲学从来没有影响物理学."也

杨振宁和李政道绝不是仅有的在中国有影响的华裔美国科学家.

数百名其他的华裔美国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在 20 世纪 70年代访问了中

国.其中包括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家陈省身、建筑学家贝住

铭、哥伦比亚的吴健雄 0975年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也是第

一位华裔美国人主席)这样的著名人物.这些华裔美国科学家巾很多

人都是在中国受到了大学教育，然后在 20 世纪 30和 40年代到美同

攻读研究生的移民.他们常常得到了来自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资助.

20 世纪70 年代， 他们在科学国际主义的名义之下参与了同中同的交

流.但他们最强烈的动机还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即他们渴望自己的

母国得到迅速发展Y他们对美中科学交流的积饭参与是决定这一跨

国科学网如何成型和成功与否最为重要的因素。反过来，美中关系的

重新开始使得到那时为止在美国科学界和公众中几乎一直默默无闻的

华裔美国科学家活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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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跨国团体的华裔美国科学家

美中关系的重新发展使得华裔夹国科学家第→次有了共同体会.

他们不仅在科学中获得了发言权，而且在美国和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

中也是如此.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 当华裔美国科学家们组团访华

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把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华裔科学家和学者们进行联

网.在大陆访问使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和物质迸步留 F -r深刻印象. I回

到美国，他们又有力地影响了美国人对新中国的看法Y在华裔美国

科学家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获得了发言权.例

如. 1 971 年 ， 杨振宁在一次科学会议上遇见 F戴维 ( Edward Da

vid) .尼克松总统的秘学顾问， 并且把自 己是近去中国的访问告诉了

他.后来.戴维就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

华裔美国科学家， 尤其是物理学家，开始在国家的、 后来又在国

际的层面上把自 己组织起来。 1 977 年 ， 杨振宁成了全美华人协会的

第一任主席，该会的目的是就美中关系正常化进行游说， 它主要由科

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F他们的举动之一是出资在 4纽约时报》

上做了-个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整版广告 . 1 979 年 . 邓小平在两

国刚刚决定性地重建外交关系之后访美时.杨振宁为他组织了一次代

表华人协会和其他华裔美国人组织的宴会.@

从 20世纪 70 年代起， 发展中国的科学 、 技术和教育以及改善美

中关系.成了华裔美国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目标.用杨振宁的话说.

"钱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幡

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征途中，战应该贡献一些力

量。 -" 1987年.一名香港记者问杨振宁， 关于西方一直针对中国的高

技术出口限制，他认为应当作些什么.杨回答道: 、

是国的华裔科学革普遍关心中国科技友晨，且曾向有是

方面在示应放宽高科技输往中国的限制.不过.要解决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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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自力更生.而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协助培训中国的科技人才Y

庇当指出的是.杨振宁、李政道相Jl;他的华裔美l到科学家在 20

世纪 70和 80年代为提尚巾国科学和教育以及改善美巾关系而做的努

力.绝不是在从事什么与美剖政府相矛盾的也密议程。实际上，当

20 攸纪80 年代早期苏联入侵阿富汗 . 从而加肉巾美战略联盟的时

候，很多中美交流项目是源自于两国的官方协定。后来， 当邓小平领

导下的中国大陆着于进行经济改草的时候，里根政府将抖学交往提升

为一种鼓励中国改革和扩大美IN产品和技本潜在市场的于段。在

1 985 年一次罔会将学政策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 走 克特楠 (John

卫 McTague) .白宫抖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强调z ··我们所发现的

最有效的国家间合作渠道就是通过科学相技本。$中l卡'华人民共和闵的

•.….• ••

解释说"通过提高其他国家的技术能力.我们就能为自己开发新市

场.并且我认为会有助于稳定世界局势J'他还补充J1L "jR显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决定作出很大努力来币l用科学和技术使其国家现代

化.增大工业基础，提高人民生活4平.向阿方If般 Jt市场."@

在美中关系重建之后，又有不少中国科学家移民或学成后定居美

国.这也给华裔美国科学家阴体注入了不少新的活力"据调查.到 20

世纪 9口年代中期，在美国有越过1000名讲师以k级别的大学教授是

来自中国大陆，大约800名属于科学和工程学领域. 300名属于社会科

学和人文学科，还有80名属于其他领域。@他们进入学术研究团体后.

也有助于改变美国科学的种族初性别结构.因为新的华裔美国科学家

和工程师提高了亚裔美国人的比例，并且他们中有很多女性.@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为这一明显的"人4流失"而归忧.但是这些

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前往外国时中国章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损失.他们

当中很多人成了促进美中贸易和为中国大陆20世纪 90年代的经济繁

荣做出贡献的企业家。ω

散居国外的华裔美国科学家之间的松散联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强有



力的跨国网络。 1 980年. →个关于粒子物理学理论的广州会议，第

一次把全世界的众多华人吻跚学家汇聚到一起。" 1 990 年 . 华裔 Y， I~

物理学家们成立了华人物理学会，其会员包括 r来€I 'j '阁大陆 、 台湾

和香港地区的物理学家。到 2000年 7月时.其会员已超过 400人 .

其中包括几位获得了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像杨振宁、李

政道、麻省理工学院的丁肇中和普林斯顿的崔琦等人.该组织在是同

物理学会的年会上组织"没有国界的物理学"特别会议，保件(I一个

电子邮件传播网络.在亚太地区主办研讨会.并设有一个就业信息交

换中心.华人物理学会还为亚洲的杰出青年学者和成就给 F奖励.以

表彰华裔物理学家的才能，并促进亚太地区的科学研究eu l 99541.

正当中国在台湾附近为警告该岛的台独活动举行了一系列威慑性的导

弹演习之后，华人物理学会在汕头主办丁第一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

会.很多观察家注意到台湾的研究院的科学家参加了该会.并视K为

一个鼓舞人心的标志-一科学家们可能会在中国将来的和平统一过裂

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文和案件

20 世纪 90 年代 ，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改变了美中双边科学关革 .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随著冷战的结束. 华盛顿的某些决策者 [j 益把

中国看成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并指责中国在搞武器扩散.在在人仪

问题、不自由的贸易措施.在 1 996年总统选举中.囚一些矢籍华人

向民主党作非法捐款而导致竞选献金丑闻之后，整个华裔美国社氏的

忠诚都成了问题.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和喜欢制造轰动的媒体推波助

澜.使得美中关系和华裔美国人的忠诚成为冷战后全国性争论的话

题a在这个新的政治气候之下， 美中科学交流和华裔美同科学家在这

一交流中的作用 ， 开始处于美国 日益严格的审查之下.

1997 年 . 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李弘毅 (Peter H. I.e时 ， - - {IL台

湾出生的华裔美国科学家，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 ( Loli A lamo时 国

家实验室工作过。理由是他曾经把可用于侦察潜;j(艇的秘宿撒克技术

和工艺传给了巾国科学家。在一份认罪辩诉协议中，李弘极准认他何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泄露了机密消息，但坚持说这不是故意的.他被科

学交流的热情冲昏了头。 考虑到他的合作和美国政府在泄密发生后不

久已经把相关技术作了解密. 他得到了宽大的判决 为期-年的半

软禁处罚。他的来于没有得到煤体的多少关注.ω

1999 年初 . «纽约时报》 根据从美国政府方面泄漏的消息报道

说，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窃取了美国的核武器机密， 一位曾在能源

部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实验室工作过的科学家被当成中

国间谍，正在接受调查。在这一爆炸性的报道之前，国会才对克林顿

总统进行了不成功的弹劫审讯. 共和党国会议员考科克斯 ( Chrislo

pher u>x) 刚刚主持了一个断言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和其他军事技

术的秘密调查.新的报道促成了一股来自公众和国会的巨大压力.暨

求克林顿政府采取行动。在 《纽约时报》报道了在洛斯阿拉莫斯有一

位嫌疑犯之后三天， 能源部部长理查森 <Bi ll Richard同时 就将李文

和从实验室解雇了。理查森并没有李文和犯下间谍行为的证据，他解

雇李文初是因为李"在与来自敏感国家的人接触时.没有技规定通报

能源部和实验室官员. 有几次没有按规定保护好机密材料.并好像试

图在安全事务上欺骗实验室官员"。但 《纽约时报》和其他跟体来源

立刻就把李认定为中国间谍案中的主要嫌疑人。 由此开始了就李文和

"间谍案" 而展开的全国性政治争论. 伴以这场争论的还有美国轰炸

中国驻贝尔恪莱德大使馆以及随后而来的中国学生在美国驻北京大使

馆抗议示威事件， 终致美中关系在 1 999年春天急剧恶化，

李文和于 1 939 年出生于台湾 . 1965 年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

学读研究生， 并在 1 969 年获得机械工程学的悔土学位. 他在 1 97 4 年

成为美国公民，在1 978年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之前，曾经在很

多不同的工业和政府研究公司供职.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直工

作到 1 999年，从事与核爆炸的电脑模拟有关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

研究。" 1 996 年 ， 美国联邦调杏局开始将他作为把W- 88 (美国最先

进的核弹头)的设计泄露给中国的主要嫌疑人进行调查。在他于

1 999 年 3 月被解雇以后 . 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他的办公室租住宅 . 从

中发现他曾经不当地将保密的电脑密码下载到不保留的电脑和磁带上

}刊 一一副 ~，，-一· 一-~ . . ''''-



的证据. 1 999 年1 2 月 10 日 . 起诉人控告李立和有 59 条非法转移在

洛斯阿拉莫斯的机密核数据的罪状。联邦调查局以死刑威胁李文科I •

要他认罪，并在恶劣的条件下将之单独关押 9 个月.以候审讯。

随着李文和案件的进展. 美国华人逐渐对该调查的种族性和政治

性的弦外之音感到警戒一←这项代号曾为"一家亲" ( Kindred Spi r

i t ) 的调查映射中国喜欢找美国华人作为间谍. 很多亚裔圭闵人部相

信政府官员在国内党派政治和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局势之下 ， 把李文

和抛出来，就是因为他的华裔背景. 并把他当件 是真实的或假想的同

家安全问题的替罪羊. 1 999 年 4 Jl 1 日 ， 华人物理学会 ( 李立和也

是该会会员 ) . 写了一封信，要求克林顿总统采取行功以At止肉宇立

和案件的影响而导致"华裔美国科学家的工作环境恶化"在l损 '，1;' 31 ' 1 '

科学交流z

我们敦促您，作为总统，大声疾呼正确地看待洛斯阿拉

莫斯事件，并让仕众知晓华裔是国科学辜的绝大多数是遵守

法律的.他们已经为是国科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

是中之间有关基础研克的科学主流也是为美国的利益服舟

的Y

同样. 80/20 促进会 ， 一个哑裔美国人政治团体 ( 回 民霖是Jt创

建者之一九质询政府在解雇与指控李文和的时候，是否遵守了正当

的法律程序.@

1999 年7 月 ， 面对 日益增长的认为李文相是种族歧视之牺牲品

的种种批评，克林顿总统发布了一个谴责歧视亚裔美国科学家的声

明.克林顿利用任命田长霖为国家科学理事会成员的时机.赞扬 f ill

*霖和其他亚太裔的美国科学家对美国科学和社会所做的贡献:

亚太裔的是国科学革和工程师. 长):. ，:l幸已经对我们的

回事、我们的国事安全、我们￡与伦比的科学事业做出了 卓

越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一个国事实验室最近在



生T 间谍疑章之后. 在们不应容忍叶亚太啬是国科学草的量

国热情的怀疑.安全事#在我的政府中具有最高的优先性.

可是历史已经在明 丁 成见、 峰疑和歧视的草坪性力量 . 告导

量t对我们必氏的生活和社会的损害. 种提主义和偏见在.J>.们

2 1 世纪的 是因没有地盘-6

这种打消疑虑的做法.虽然受到华裔美国人的欢迎. 可是并没Jj

扭转普遍的燎疑潮流. 1 999 年 5 月 . 国会发表 r号 克斯报告的一个

解密文本. 其中声称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除了来自中华人民共相间专

业的平民和军事的情报业务以外. 还可能来自科学家‘学生 . 商人或

者官员".几位国会议员质询这种煽动性的语言是否会被不公正地用

于怀疑所有亚裔的忠城.。到 2000 年年中. 当李文相正带着于铐和脚

镣在审前关押中受苦时. 亚裔美国抖学家们开始离开或者回避在核武

器试验室的工作.加州理工大学校长铃本 ([划) H. Suzuki> 说 . "实

验室现在在徊'事亚裔 f美国]科学家方面有很大的困难.而现在在那

里的很多人正在考虑另外的工作气铃木是国家科学理事会中除 r HI

!':霖之外的另 -个亚裔美国人成员Y2000年 8 月 .国家科学院、国

家工程院和医学院在 写给司法部部长雷诺 (j anet Ref川 的-纣公开

信中，毫不隐瞒地表示了它们对李文和在 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待遇和政

府对整个案件的处理不满 Y这些学会联合起来代表 了荣国科学.技

术和医学的最有名望的团 体-一其中有数十名华裔美国成员 .

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 曲曲折折之后.这一针对李文和的案件终 于

不了了之， 政府调查人员承认作了虚假的声明 . 而且控诉人并未发现

任何间谍行为的证据 . 2∞0 年9 月李文和的律师和l控诉人达成 T

项认罪辩诉协议.在这一协议之下.李文和承认对国家安 全资料作不

当处理一项罪名 . 所得到的判诀是他已服完的刑期 . 而控诉人撤销对

他的其他 58项指控 .

华裔美国科学家们欣闻李文初的释放 .然而.他们仍对由 这个案

件暴富出来的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怀有深深的忧虑.华裔百人会. 

个在 1 990 年由屠著名的华裔美国专业人士如田长霖.贝事铭、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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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2F ·蕉'华人与中美关EE 4;2J 古草.

马友友和其他一些人成立的非党派团体.表达了两个妓重要的忧虑z

百人会极其 是且 [辛童] 遗留下的两个问题.第一.

"种族偏见". 且其是由那些国 事实验室和国防工业的联邦职

员所实艳的;但仅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华裔 1c国人提不会总正

地挑出幸.第二.百人告担心.导致T辛博士被控告和起诉

的反华歇斯底里症…..一到中美两国之间出现带张和分歧之

时就去再度在作.@

李文和案件， 在美中关系紧张、 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相媒体边求缸

动性报道的背景下还会继续进行 . l~消楚的是. 这个案件已纶刘华裔

美国科学家的士气和他们努力想主要创造的美中之间跨国科学交流的气

氛产生了激玲效应P这很可能会导致对与武器有关的交流更为严材

的限制-一尤其当寿虑到小布什 (G回rge W. Hush > 政府更为i喳惧的

对华政策的时候. 然而 . 还没街证据表明李文相案件的后遗症 • MJ<

中科学交流的破坏到底有多严重.在敏感区域之外的合作项 目一且很

活跃.例如.在 2∞1 年 1月. 美国国家抖学院相 ["1 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 l) 与中国王理学院发起了 一个大规模的合

作项目，研究中国将来的汽车工业可能会产生f内环境、能源和他脱Jj

面的影响Y

结论

尽管有最近的挫折.华裔美国科学家已经、 并将继续对美中科学

和政治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初中国在量韧鼓励倡导两国之间的

科学交流时，是出于地缘政治学的考虑. 然而.随后而来的交流的，. .

度和参与者的热情.都无法仅用国家利益来解特. 华裔美国科学家探

为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所驱，并笃信科学为国际性活动的传统信念. 他

们的职t'l参与给交流项目带来势头和动力 . 无论是个人还是'直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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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国网络与

裔美国科学家在将数万名中国学生和抖学家带到美国来的过程中 . 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非官方的作用.这些学生和学者.无论是那些留在美

国还是最终回到中国的.部进一步促进了两同科学家的相互理解.这

些科学交流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涉足于建立从事跨太平洋的商业和贸易

的公司.而且将会在不小的尺度上促成两国间商业的增长 . 并促选中

国的经济发展.

在国际抖学中国家的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科学家之间传统的 、 非

正式的联系会从视野中消失 . 华商美国科学家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之间

的密切联系就是一例.就美中科学关系来说.国家初私人参与者进入

了-个相互作用 ， 错综复杂的新时代.美国和中国政府经常利用华裔

美国科学家的网络束达成他们的地缘政治日怀.华膏夫同科学家则利

用了官方的合作. 来推选他们 自 己的日 程. 包括促进他们的母国的抖

学进步和改善两国关系. 他们经常在中华文化民族主义的精神驱动下

到中国去访问.在这些访问中.他们曾试图缓和中国受文化大革命影

响的激进科学和教育政策 . 并鼓励中国与外部Itt界进行 巨动. 同时 .

华裔美国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租敏育政策以及美中J:革巾的所扮演的活

跃角色. 也使他们感到自己有了一个的独特的抖学共间体.

将美中科技交流和分析家们认为鲜街成就的荣苏交流加以比较.

就会说明华裔美国科学家的重要作用.在美中科学交流中有一种情感

上的吸引力是在美苏交流中所没有的 . 而这种吸号 I h源于中美茬科学

家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华裔美国科学家所扮演的活跃角色. 同样 . 叶'苏

在 20世纪 50年代的交流也失败 r . 至少是部分地由于缺少一个像华

裔美国科学家们所创立的那种跨国共同体. 一些苏联顾问以一种傲慢

的初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同中国的科学家们打交道.冒犯了他们的民族

自豪感.而在文化上敏感的华裔美国科学家对美中交流的参与.如j减

轻或者避免了这种局面.

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混合作用布可能在将来的:R巾科学初政治关系

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既有种族性又布国际性的科学共同

体. 华裔美国研学家有助于模糊科学中的国界 . 甚至在冷战的高峰时

期也是如此. 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介入的程度日益加深. 随着亚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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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口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 随着中国大陆 、 台湾和香港地区享

有更多的亲密互动，随着全球化的商业和技术进一步消除地理事l文化

上的隔阂，他们将会起到甚至更为显著的怜战后的作用。

与近代国家大体同时诞生的近代科学， 通过核战争的威胁 . 部回J

打破主权国家的控制.跨国的科学交流提供了一个更安全、更积极的

"通过科学达到和平" 这-目标的路线。 在玲战后的时代. 美巾科学

合作将会在迎接涉及环境、 能源和核武器扩散的全球性重大挑战时 .

变得至关重要P在这些生死攸关的共同努力中 . 华裔美国科学家作

为跨国交流的力量，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关键的作用。然而，李文相案

件提醒我们.国家对科学交往的干顶. 不会在可预见到的将来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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