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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的纽约，一位名叫丁龙的华工

以个人血汗积蓄捐款，促成美国名校哥伦

比亚大学创设了美国第一个汉学讲座教

席，并推动该校成立了汉学系，成为早期

传播中华文化之阵地。

是什么让一名普通华工，在美国《排

华法案》甚嚣尘上的时代，能有搭建文化

桥梁、让西方了解中国的远见，能做出诸

多达官鸿儒都难以企及的贡献？

百余年来探询答案者不绝。20世纪的

头 10 年，“丁龙现象”引发美国媒体好

奇，林林总总的解读和报道不断见诸报

端；二战胜利前后，在蒋梦麟、董显光、

胡适等留美名人推动下，学界开启对丁龙

形象的建构；21世纪的今天，一批批中外

研究者追根溯源，循着史料的蛛丝马迹，

叩问往昔风雨。

丁龙是谁？他的故事蕴藏着怎样的精

神与启迪？

近日，在广东江门五邑大学举办的

“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丁龙及其时代”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南开大学、暨

南大学、上海大学、五邑大学等高校、院

所的5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成

果，共话丁龙事件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侨 界 关 注

中美学者首次召开丁龙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探寻哥大汉学系倡办者

丁龙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晓宏 严 瑜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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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丁龙

普通华工/捐出大半生积蓄/“成为学

习研究中国的地方”

在美国高校汉学研究院系的创办者中，名人大家
屡见不鲜，唯有丁龙是一名普通华工，唯有哥伦比亚大
学（简称“哥大”）的汉学讲座教席以中国人名字冠名。

其中的渊源要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封信说起——
1901年6月28日，时任美国哥大校长赛斯·洛收到

一封来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谨此奉上 1.2 万
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汉学研究基金的捐款。”信尾
落款：“Dean Lung（译作‘丁龙’），一个中国人。”

此后不久，哥大创立丁龙汉学讲座教席，哥大汉
学系——即如今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简称“东亚
系”） 成立。

这一举动的历史意义，如今在哥大东亚系官方网
站的“院系历史”栏目中给出说明——

“丁龙是时任哥大校董卡朋蒂埃将军的一名男仆。
正是他的慷慨捐赠，促使其雇主卡朋蒂埃为此追加赠
款。最终，卡朋蒂埃捐出总计 20万美元支持哥大开展
汉学研究，以纪念这名友人兼仆人——丁龙。此为哥
大东亚系的发端。”

在丁龙生活的年代，1.2万美元是什么概念？有学
者研究发现，同时期参与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
华工，平均年薪为 360 美元。若依此计算，1.2 万美元
需要不吃不喝积攒约33年。

丁龙为何拿出这笔巨款在美国高校捐办汉学研
究？卡朋蒂埃又为何出巨资帮助他完成心愿？

这些问题，当时便已见诸多家美国主流媒体的报
道，香港媒体也曾提及此事。然而，由于卡朋蒂埃要
求匿名捐款，只是坚持以“丁龙”命名汉学讲座教
席，因此之后多年里，坊间猜测和媒体报道众说纷
纭，故事版本多种多样。

时隔百余年，近日召开的首次丁龙专题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中美学者共同拂去历史尘埃。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丁龙生于
1857年。在 19世纪中后期的淘金潮中，十多岁的他从
中国去往美国谋生。不久，他在旧金山结识了美国富
翁卡朋蒂埃，并成为其家中的一名仆人。

“丁龙有着罕有的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并且
和善；他恪尽职守，生来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自小
接受着儒教教育……”在 1905 年 6 月 27 日刊发的 《哥
伦比亚大学季刊》 中，一封卡朋蒂埃致哥大的信里，
洋溢着他对丁龙的欣赏。

在近 30年的朝夕相处中，丁龙和卡朋蒂埃成为莫
逆之交，曾一同赴英国、中国等多国游历。美国马萨
诸塞州的 《北亚当斯晚间新闻》 报纸曾刊登过一则社
会新闻：“在卡朋蒂埃最近一次从中国回美国的旅途
中，他和他的男仆共用一间包房，一些其他乘客对此
提出抗议，声称中国人应该被送到仆人的房间。卡朋
蒂埃拒绝与他的男仆分开。他告诉其他乘客，他是这
个中国人的秘书，这个中国人是中国有名的哲学家。
抱怨声因此慢慢消退，此后船上的人都对卡朋蒂埃的
这名仆人表现出相当的敬畏之情。”

然而彼时，美国排华情绪高涨，在美华工备受歧
视。1892年，美国发布《吉里法案》，将10年前实施的

《排华法案》延长10载，并对在美华工的工作生活进行
更严格的限制，华工处境每况愈下。

因为丁龙，卡朋蒂埃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充满好
奇与敬意。“我对中国的精神、中国人上千年来信守的

人生原则感兴趣。我希望我的母校在不久的将来成为
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地方。”卡朋蒂埃多次出面与哥
大沟通，帮助丁龙实现心愿。他在1906年6月8日写给
赛斯·洛的信件中说：“我希望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席’
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
提及我的名字。但我要求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
在首次捐资创设哥大汉学系和丁龙讲座教席之后，卡
朋蒂埃多次追加捐款，推动哥大东亚系的初期建设。

找寻丁龙

中美学者近30年接力研究/“马进隆”

的新物证/“东亚系每个人都深受其益”

如今，在哥大东亚系内，一面醒目的红墙上挂着
丁龙的一张巨幅肖像。每一个来往东亚系的师生、访
客都能看到这副沉静的中国面孔。

百余年间，哥大东亚系涌现出大批汉学专家，也
曾吸引冯友兰、胡适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此深造。丁龙
讲座教席迄今仍是该系备受尊崇的教席，共有夏德、
博晨光、富路特、毕汉思、王德威、曾小萍等6位汉学
家荣膺此位。

“自1901年以来，哥大的汉学研究、中文教学不断
发展。多年来，哥大东亚系一直是美国东部汉学研究
的重要阵地，东亚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以及中国相关
档案文献也非常丰富，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学者来
此从事中国研究。也许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丁龙和他的
故事，但哥大东亚系每个人都深受其益。”美国哥大东
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东亚所研究员王成志说。

近30年来，中美学者持之以恒、互相接力，试图在浩
瀚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努力还原丁龙的人生图景。

旅美作家、文化理论学者王海龙在此次研讨会上
回忆，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他在撰写哥大校史、梳理
美国汉学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丁龙与哥大汉学
研究发展的这段渊源。为了探寻丁龙相关史实，他在
哥大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等地找到
与丁龙以及卡朋蒂埃相关的多份档案、信件与历史资

料，致力于还原丁龙的故事。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其他大学的学术系部，

特别是如此知名的学系，是由于一位家仆的启发和慷
慨而设立的。”日裔美国文化学者米娅也在研讨会上分
享了自己从 2006年起对丁龙生平的研究成果。为了找
寻丁龙在美国的生活“足迹”，米娅翻阅了美国联邦人
口普查报告、美国国家档案馆中丁龙的多次出入境材
料等档案文件，基本理清了 1900年前后丁龙在美生活
经历的大致脉络。综合多份史料，米娅认为，丁龙于
1906年前后回到中国，之后没再前往美国。

在中国，来自上海大学、南开大学、五邑大学等
高校的一批中国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也在过去 10余年间
相继投身丁龙相关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挖掘、解析
丁龙的故事。

2020 年，广东江门台山市侨联“找寻丁龙”团队
与南非华侨陈家基从旅居美国的台山已故华侨马万昌
后人收藏的家族信件中，发现了由卡朋蒂埃写给丁龙
的两封英文信以及一个从纽约高威镇寄往台山市白沙
镇千秋里的信封。据马万昌后人介绍，马万昌又名马
进 隆 ， 而 用 台 山 话 读 “ 进 隆 ”， 和 英 语 中 “ 丁 龙

（Dean Lung） ”的发音几乎一样。米娅在鉴别两封手
稿的笔迹后提出，两封信件很有可能分别出自卡朋蒂
埃及其管家之手。

2023年 10月，马万昌后人又在位于白沙镇千秋里
的祖屋发现一张马万昌年轻时期的照片，与哥大东亚
系内的丁龙肖像极为相似。还有研究者将祖屋中马万
昌的老年照片与哥大收藏的丁龙照片交由人工智能专
业机构，进行人脸相似度的数据对比，发现两张照片
中人物的相似度高达76.3%。

马万昌会不会就是丁龙？此次研讨会上，中美学
者针对2020年及2023年发现的新物证，讨论了马万昌
与丁龙之间的联系。有学者认为，马万昌就是中美两
国学者长期寻找的丁龙；也有学者持更加审慎的态
度，认为需要建立起马万昌与丁龙关系更加紧密的史
料逻辑链。

“丁龙究竟是谁，相比这个问题的答案，更重要的
是他作为一名普通华工，为中美两国人文交流留下一
笔伟大的精神财富。”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
授张国雄说。

讲述丁龙

“再来看我一次吧”/“历史是一面镜

子”/“成就了一个经典案例”

“3英里的丁龙路是公认的萨拉托加县最好的公路，
希望你能再来看看它，这里的天气真好……尽量再来看
我一次吧……”落款：“你的朋友，卡朋蒂埃（H.W.C.）。”

这是 2020 年在马万昌后人收藏中发现的 1907 年 9
月 17日卡朋蒂埃寄给“进隆”信件中的一小部分。信
件中流露的真挚情感，穿过百余年的历史烟云，仍然
让人动容。

在中美学者奋力挖掘丁龙故事真相的同时，也有
许多人致力于让更多人“听到丁龙的声音”。

今年初，由旅美剧作家张西创作的话剧 《哥大的
椅子》 在美国硅谷上演，原型正是丁龙与卡朋蒂埃二
人跨越国界、种族、阶层和文化结下深厚情谊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计划邀请《哥大的椅子》话剧团队
到中国进行巡演。此外，近期有国内导演与我们联
系，希望拍摄一部讲述丁龙故事的电影。”台山市白沙
镇党委书记黄仰东介绍，白沙镇还打算布置一个陈列
馆，展示丁龙生平故事及台山当地华侨文化，让更多
人知道丁龙以及一百多年前一批批华工在异国他乡打
拼奋斗的故事。

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有这么多人孜孜不倦地寻找
丁龙、讨论丁龙，希望把丁龙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一个普通华工在海外赚到钱，本可返回家乡过好
日子，但丁龙在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了华人饱受歧视
的境遇后，选择以‘文’化‘异’，捐出积蓄，在美国
高校搭建起促进中美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
学习的桥梁，进而推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张国雄认
为，作为中美人文交流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丁龙的
故事给予当下重要的启发。“历史是一面镜子。丁龙的
故事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
间，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旺认为：“丁龙和卡
朋蒂埃共同促成哥大设立汉学系，具有很大的启迪意
义。我们应更多地肯定、挖掘美国民间对华友好人士
的故事，搭建起中美民间友好交往之桥。”

结合多年研究成果，王海龙说：“当年，丁龙从个
人良知出发，为改变华工备受歧视的现状，希望通过
捐建哥大汉学系，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这是一
个朴实而又高尚的想法。正因丁龙是一个普通人，他
的故事才更可贵、感人，也更具有普遍性。”

回望美国华侨华人奋斗打拼的历史，丁龙的故事
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仅从南粤大地走出去的侨民中，就
有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中国第一位英汉字典编写
者邝其照、中国第一位飞行设计师冯如等，为架起中美
文化交流桥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

“丁龙只是 19、20世纪之交北美大地上数十万华人
劳工大众中的普通一员，但他在中美民间交往史上成就
了一个经典案例。”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席李明欢
认为，丁龙的故事具有重要
的时代意义，“6000 万华侨
华人砥砺奋进于五洲四海，
栉风沐雨，兢兢业业，融通
中外，这是一代又一代的

‘丁龙’们，用青春汗水和生
命写就于天地之间‘谁为丁
龙、何为丁龙、何以丁龙’
的时代命题与现实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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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之旅”
火热进行中

“寻根之旅”
火热进行中

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的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在全国
多地火热展开。来自全球多国
的华裔青少年来到中国，在丰富
多彩的夏令营活动中感受中华
文化的独特魅力。

左图：2024 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重庆营开营仪式上的
节目展演。 重庆市侨联供图

右图：2024 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四川营，华裔青少年
在四川省遂宁市青少年宫学习
制作漆扇。

钟 敏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