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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前，留学精英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
域除旧布新，启动国家转型；百年之后，新时期的海归
仍在坚持以自身行动，寻找推动社会进步的空间。

纵观中国历史，从 19世纪末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代留
学生归国参与洋务运动，到21世纪初第五代留学生回国
投身祖国建设，百年来，五代海归尽管面临不同的历史
条件和机遇，但回国之后都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

历史上的海归——
担负国家重任出国门

中国已有百年海归史。自 1872 年 120 名留学幼童被
送到大洋彼岸成为第一代海归起，中国留学的大门缓缓
打开了。

第二代海归肩负着旧社会向新社会变革的历史使
命，他们包括大批的留日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早
期的留苏学生。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海归
推翻了清政府；此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立
三、蔡和森等，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命运；鲁

迅、胡适、蔡元培、巴金、徐悲鸿等文
学文艺家，也对中国的文化做出了重大
的贡献。

第三代海归主要是赴欧美的留学
生，他们中有很多人是获得了诺贝尔奖
的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此外，
另一批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留学
生的回归则帮助中国创造了“两弹一
星”的辉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
名获得者中，有21名为海归。

第四代海归是从苏联和东欧留学回
来的，主要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
科学，回国之后都成为了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
力量。

新时代的海归——
成为社会各方面英才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与世界从未如此亲近，海
量而多元的世界文化随着人的自由流动而竞相绽放，在
碰撞中熠熠生辉。当留学从精英转向大众，海归褪去曾
经的光环，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品味、更自信的
表达，将赋予年轻的海归更多的可能。

与前四代海归相比，第五代留学归国人员是全新的

知识分子群体，如徐小平、施一公、林毅夫等。与先辈
相比，他们跨越东西方，拥有现代化的交通和资讯，并
且和世界全方位接轨。跻身市场经济大潮里奋力拼搏的
创业意识，是当代海归区别于以往四代的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当代海归精英所特有的学习性、多重文化性、国
际性人脉乃至全球化视野，难能可贵。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留学生遍布到世
界各地，当代中国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国际人才的数量已
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回到这片热土，古老的中国将
迎来新的生机。

新中国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里
都有海归的身影。老海归因为爱国
心，毅然选择回国；新海归因为中
国梦，依然选择回国。一代一代的
海归，在浪潮之中，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本月，首部以海归为题
材的五集电视系列纪录片 《海归中
国》，在几档卫视节目中播出，引得
众多海归及海内外关注海归的人的热
烈反响。该部纪录片以独特的视角、
精良的制作，回顾了几代海归影响乃
至改变中国的故事，向人们诠释了什
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做才能“报
效祖国”。

艰苦奋斗 展示海归精神

纪录片 《海归中国》 以“风起”、
“潮涌”、“改变”、“选择”和“激荡”
五个部分，多维度反映了当代海归秉
持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
迹，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励精图
治、艰苦奋斗的人生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
员时统宇认为：“《海归中国》的独特价
值在于关注当代中国人，特别是有话语
权、有导向和引领作用的精英，在实现
中国梦的过程中，当下在干什么？”

在 《海归中国》 摄制方举办的
“海归菁英校园行”活动中，华东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坦言：“应把出
国看成是一个全方位学习的机会，始
终保持全方位的求知欲望。”《海归中
国》 还举办了大型媒体行动、大型职
业发展分享会等一系列活动，都展现
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海归精神。

回归故土 展现家国情怀

改革开放 30 多年，在 300 万出国
留学人员中，已有近 150 万人归来，
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重要人才。
纪录片 《海归中国》 紧紧围绕“爱
国”这一主线，弘扬核心价值观，充
分展现海归群体的家国情怀。

《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在《梦
与爱》中写道：“当年，为了梦想闯荡彼
岸。如今，为了梦想回归故土。每一个海
归的梦都在影响中国。”纪录片聚焦第
五代海归群体的卓越代表，用大量珍贵
的素材记述了许多标杆性海归人物，比
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新
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等。

《海归中国》站在国家层面，集中
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海归的理想和
命运，以及他们不断追寻民族振兴中
国梦的壮阔情怀。

传承激励 展开时代画卷

《海归中国》纪录片播出后，引发
了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

纪录片中展示了海归为了民族和
国家利益，放弃优越的国外生活和工
作条件，回到国内，填补了国内诸多
专业领域的空白。认真观看过这部纪
录片的海归李琳 （化名） 说：“虽然

《海归中国》只是展示了海归群体中的
一部分，但是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不断激
励着我们，为自己多争取机会，为国家
多做贡献，为民族敢于担当重任。”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是纪录
片第五集中制度创新试验者的代表人
物，他切身体会到，《海归中国》 用

“如此平实的语调”讲述了海归群体追
梦的心路历程，“反映大时代的大故
事”：“大批人员出国留学，带回的不
仅是科学技术，还有好的理念、视野
和他们的实践精神。”

很多留学生在观看纪录片之后，受
到激励。一位赴美留学的学生在观看纪
录片后表示，“从《海归中国》中这些老
一辈留学生身上，我看到了面对困难的
坚韧与不懈的奋斗，以及对于故土的热
爱与责任，我也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上海市委宣传部阅评组阅评员秦
恒骥认为，施一公、饶毅的归国故事
反映了一些“中国各种制度体系方面
的问题”，而反映当下如此敏感的热点
问题，“需要勇气”。《海归中国》把握
住了当下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

近期热播的《海归中国》电视系
列纪录片，从历史沿革、创业浪潮、社
会建设等方面，将镜头聚焦时代大潮
中的标杆性人物，表现海归将个人命
运与时代大势紧密交融，将当下自身
需求寓于历史纵深之中的状态，展现
了海归的理想和命运以及不断追寻
中国未来的精神。

自“海归第一人”容闳始，百年
间，无数青年才俊都怀着“寻求国家富强，实现个人理想”的愿望在
异乡闯荡，回祖国奋斗，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推崇把个人理想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秉
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而当代中国，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古今相通，一以贯之。

新一代海归精英，在各领域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
甘愿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祖国；他们不断开拓，把自身的
发展和国家需要相联系；他们不断创新，刻苦钻研民族复兴道路。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
毅夫、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等都是海归中的标杆人物。在新一
代海归中，有无数拥有赤子
之心和家国情怀的青年才
俊，他们的爱国故事、创业
历程和美好心灵，值得人们
铭记和传颂。

本版自下周起，在本版
开设“拳拳之心”栏目，围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连续
报道新一代海归精英求学、
奋斗、创业的故事，展现新
时代的海归风貌。这堪称文
字版的《海归中国》，请读者
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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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片《海归中国》在海内外反响热烈

海归报国梦 英才奋进歌
牛俊梅 柯国笠

海归助推改革浪潮
刘 璐 姜国玺 徐 鹏

探索新知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时指出
派人出国留学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措施。改革开放
后，邓小平作出扩大增派留学人员的指示，中国留学史
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之一，两院院士、
通信与电子系统专家陈俊亮带着对通信领域先进知识探
索的强烈愿望，进入美国加州大学。留学美国给陈俊亮
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开拓了思路。他经常去听美国同事的

讨论会，了解当下通讯领域的前沿问题，他也很注意学
习别人申请科研项目的方式，看他们怎样写提案。现如
今，由陈俊亮领导开发的智能网和华为自主开发的智能网

一起，在中国市场全面铺开。投身电讯
50年，陈俊亮将中国通讯事业带入了
飞速奔跑的阶段。

再造梦想

徐小平在加入新东方之前已经在
加拿大有了稳定的事业与美满的家
庭。然而一次老友俞敏洪的到访，促
使他放弃了安稳的生活，跟随俞敏洪

回国，运用自己的所学与经验，锐意改革，一路将新东
方送到了纽交所。

转型中的中国还有很多发展不完善的地方，但正是
这种不完善，为留学归国人员的梦想实现提供了广阔天
地。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搜索引
擎，比肩谷歌；于刚，运用多年跨国企业任职经历，创
办1号店，搭建了中国最大的食品电商平台。海归在不同
行业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着，用专业与热情推动中国经济
的发展与转型。

薪火相传

每年上千万的科研资助，优越的生活条件，这几乎
是各国留学生追求的美国梦的极致。然而，施一公却在
一夜之间放弃了这一切，作为为数不多的终身讲习教授
全职回国，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科研能力与系统性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刘
屹，在变卖了所有在美国的财产后回到祖国。在谈到回
国初衷时说：“国外高薪的工作可以让我有体面的生活，
但它只是职业而不是事业。”

在政策资金等优惠的吸引力趋淡的情况下，海归精
英将“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作为回国目的，将
拳拳之心转化成责任与担当，成为推动中国改革浪潮的
重要力量。

中国的海归潮已
进入第六代，以“70
后”、“80 后”为主力
军 的 海 归 虽 不 再 拥
有 耀 眼 的 光 环 ， 但

“大众海归”的身份并不妨碍他
们用行动向社会展示他们的价
值。

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苗绿说：“不同于80年
代 出 国 留 学 生 为 生 存 而 艰 苦
奋斗，现在的海归更多凭爱好
做事，工作不仅是为了生存，
而是有更高的追求。”

海归角色不是旁观者

“当我放弃美国的一切，坐
上回国的飞机时，我才觉得我
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清华大学
生 命 科 学 院 院 长 施 一 公 如 是
说。80 年代出国的海归最奢侈
的美国梦是在美国成家立业。
但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海归
希望以中国人的自信与外国人
平等交流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也 正 是 基 于 这 一 份 民 族 认 同
感，越来越多海归希望回到国
内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出一份力。

信弘天禾资产管理中心的
执行董事、海归张鹏表示：“上
一代海归更多的是学习西方技
术。我们这一代更倾向于将国
外先进的模式带回国，并使它
生根发芽、创造价值。”

团队合作显海归力量

随 着 海 归 人 数 的 不 断 增
加，人们对海归的认识趋于理
性，海归身份所带来的个体优
势不再明显，各个社团组织纷
纷建立，将海归的力量凝结在

一起。杭州高博技术与战略研究所执行董事李慧
说：“我们都在波士顿工作、生活过，被彼此之间合
作的愉快氛围所吸引才组成了一个团队。”

留学生活给海归带来的不仅是国外的知识和文
化，海外学习、生活的共同经历也使他们成为志同
道合的朋友。海归根据爱好、行业组成不同的创业
团队和社会公益团体等，共同担起社会责任。

海归公益从身边着手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
良感慨道：“据我了解，目前国内比较活跃的公益慈
善领域人士基本上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对新一代的海归而言，归国创业除了个人利益
外，还有一份特殊的责任感。从美国回来的杜可名看
到国外二年级的教室里铺着地毯，孩子们可以坐在任
何一个地方看书，于是她回国创立蒲公英图书馆，“希
望我们中国的儿童也能受到这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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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中的
牛俊梅 柯国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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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
群像

在《海归中国》“海归菁英校园行”活动中10余位成功人士走进5所高校畅
谈了海归故事与人生感悟。图为海归刘西拉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