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智库文丛】 

 

 

 

 

剑桥中国近现代留学史研究 

论文集 

刘志光、姚蜀平、王德禄、陈丹、程宏 编著 

 

 

 

 

 

 

美亚出版社 

Boston Bilingual Media & Publishing Inc. 

Feb 2018 

 



三、北京沙龙：新书发布会（2013 年 6 月） 

167 

 

 

《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座谈会纪要 

会议时间：2013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0‐12:00 

会议地点：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第一会议室 

参加人员：傅君诏、张钦楠、涂光楠、罗    晋、  杜    森、范岱年、樊洪业、王

作跃、雷    颐、张    藜、王海光、李胜平、熊卫民、何春藩；阮    林；

包霄林、安艳琪、艾素珍、冯    谊、杨    波、王传超、温新红、杨    雪、

郭    倩、程庆伟、王德禄、刘志光、林京耀、程    宏   

主持人：刘志光 

记录人：鲍怡 

整理人：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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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出真实的历史 

王作跃（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普莫娜分校教授） 

 

几年前我听范岱年老师说王德禄和杜开昔做过这个访谈，我当时正好要做

这个留美华人科学家的研究，我就通过范老师找到王德禄，联系上以后奇迹般

的发现，他当年访谈的带子还在樊洪业老师那里，还能放出来，所以我今天非

常高兴看到这本书终于问世了。对于我们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宝贵的资

料。 

我想讲这么两点，第一点是我现在申请的研究项目是研究留美科学家指的

是留学美国回到大陆的，同时我也在研究留在美国的大概四千人，我认为这两

批科学家可以对照着研究，可以说是对中国和美国近代科技史非常重要的两个

案例。所以我就去美国科学基金会申请了项目，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研究，第一

次就通过了，他们原来告诉我在美国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很少第一次就能通过，

总要修改几次，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对中国和美国近代科技史研究都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高兴在两位老师的领导下，国内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尤其是留美的科技史，张藜组织的老科学家工程采集的资料，对我们的研究打

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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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我现在在反思自己的身份，我是在美国做科技史研究的一个中国

人，我现在给自己最重要的定位是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历史对人类最重

要的贡献就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

无论在哪个国家，我认为都是对人类的贡献。我现在写历史，我不在乎中国和

美国政府怎么看，现在的人怎么看，我现在写历史，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十年、

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我写的历史还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我觉得这本书是这样做历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历史的求真性。所以我也

希望几位老前辈和家属、新闻记者，我们都像胡适当年提倡的一样，大家都要

写历史，写自己的自传或做访谈，把历史记录下来，能够像这本书一样公开出

来，大家都能用。像现在美国科学家组织做的很好，美国物理学会专门成立了

美国物理史研究中心，历年来访谈了有 400‐500 个科学家，也包括像杨振宁这

样的留美华人科学家，花了很大的功夫整理出来，跟还健在的还有家属取得联

系，现在放在网上，所有人可以免费的下载，这个对我们做历史的是一个功德

无量的事情，就像这本书一样，号召大家都去做这样的工作，把历史挖掘出来，

留下真实的历史，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