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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归国留美学者历史研究座谈会 

 

会议时间：2014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20-12:00 

会议地点：长城战略咨询第一会议室 

参会人员：吴大昌、傅君诏、陈秀霞、梁思礼、朱起鹤、涂光楠、常沙娜；范

岱年、王德禄、王作跃、刘志光、张藜、熊卫民、胡大年、王大明、潘涛、陈

勇38、程宏、杜磊、高颖、白冰 

记录整理：高颖 

 

   

                                                       
3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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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美科学家的三个问题 

王作跃 

很高兴看到各位老前辈。以前我对梁（思礼）先生和傅（君诏）先生都做

过访谈，收获非常大。1949 年以前到美国去留学，1949 年以后回到大陆的这

批科学家，我觉得你们对国家的建设，对中国的国防和工业、农业的建设都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你们的经历都非常的坎坷，受

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现在把你们的经历和当年留在美国的、你们的朋友、

你们的同学的经历做一个对比，我有很多想法想跟你们交流一下，请你们听听

我的想法对不对，希望今天能有机会和各位前辈做一些交流。 

我现在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你们回国以后，尽管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是倾向于苏联，而不

能明显的讲出美国的影响，但是你们在美国接受培训的这一套科研方法，在回

国以后的工作中，尤其是搞科研工作中，是不是仍然受到美国的影响，如何与

苏联专家打交道？另外，我刚才跟吴（大昌）先生、以前跟梁先生都讨论过，

苏联原著和苏联专家的影响与你们受到美国的训练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中

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史是一个跨国的合成，受到日本、欧洲、美国、苏联的影响，

我对各个国家的影响非常感兴趣，想了解一下，这种影响通过你们和你们的工

作环境以及你们周围的同事是怎样体现出来的？不同国家的影响和中国自己

的很多因素在工作中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 

另一个方面，我想常（沙娜）老师和涂（光楠）老师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

感受可能会更深一些。你们回国后马上遇到的是朝鲜战争，我想这对你们留美

刚回来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是不是逼着你们进行一些

表态？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你们留美的背景对你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

们回国以后被看成是“留美回来的”。就像你们的朋友、留在美国的，他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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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被看作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背景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大。我也想了解

一下你们个人在这方面的经历。 

最后谈一谈你们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中美科技（政策）问题。我希望中美

关系能够良好的发展，这对中美两国人民，对整个世界科学，包括现代面临的

全球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问题，（都有好处）。我在美国、欧洲都看到其

他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提的非常高，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

的问题。可是我这次回来以后，没有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从公开的媒体

来讲，中国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在此，我也想听听你们对中美科技

（政策）问题的想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