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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参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筹划并组织的
系列报道——对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访问学者进行寻
访，完成了对其中12人的采写任务。

时间推溯至 1978年的 12月底，改革开放伊始，首批
52名公派赴美访问学者，奔赴大洋彼岸开启了新的研究事
业。虽然只有 52 个人，却如一抹试水的新绿，对于个人
和时代而言，都无异于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他们之后，千
千万万中国学生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造就了一大批中华
精英和建设人才。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这 52 人踏出国门的第一步，是时代脚步的一部分，
值得后人去记录。他们的回忆，虽然在今天年轻的留学生
看来有些陌生，然而放在当时背景下，一切却是随形自然
的。唯其真实，所以感人，唯其质朴，所以富有力量。

他们是一群命运多舛却永不放弃的人。他们全都经历
了“文革”的动荡，其中大部分人在“文革”前已经从知
名大学毕业，有的曾经留学苏联，还有的是已经在相关领
域崭露头角的新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都不放弃学习和研究。

张恭庆院士告诉我，“文革”期间，他经常利用夜深人静
时读书；黄永念教授在宁波当钳工时，在周培源教授的通信
指导下，始终坚持湍流研究……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
对学习的热忱和对研究事业的热爱，他们才是一群时刻有
准备的人，才能在1978年举行的出国留学公开选拔考试中
取得好成绩，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

他们是一群异常勤奋，永远怀着上进心的人。在采访
中，不止一位学者告诉我，他们初到美国时，国外老师和
同行中，对他们的能力提出质疑者大有人在。

许锡恩教授的夫人王静康院士回忆说，许锡恩当年在
实验室见到导师，这位教授给他留下一个课题，说什么时
候做完什么时候再去找他。教授的明显冷淡没有削弱他的
信心，反而激发了他的勇气。一年之后，教授认为：“许
是所有学生中最为聪明和勤奋的一个”。

李衍达院士回忆说，他刚到著名教授奥本海姆的实验室
时，同样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结果他通过加倍努力，不到
一年修完了许多人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完成的课程。他
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奥本海姆教授的认可，获得了随教授去亚
特兰大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事过境迁，谈起当年的拼搏与奋斗，他们语气平静。然
而静水深处是激流，他们体现出的那股不服输的精神令人感
动。如此争强争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们更想到那是为

了自己的祖国。他们的顽强努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
贵的，值得赞叹。

他们是一群从心底深处热爱祖国的人。
多位学者告诉我，他们在国外，时刻想到的是要不卑不

亢、堂堂正正地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当年许锡恩在美国的超
市里因为人多拥挤，裤子被购物车刮破了。超市经理表示愿
意赔偿一套新西服以及赔偿金，许锡恩只要求把裤子补好，
不要赔偿金。后来他对妻子解释说，身在国外，不要丢中国
人的脸。

柳百成院士回忆说，当年与美国中学生的座谈，有人问
他愿不愿意留在美国？他想都没想就唱了一首英文歌《甜蜜
的 故 乡》， 歌 的 最 后 几 句 是 “Home！ Sweet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家，美好的家，世界上无论
哪里都不如我的家）。歌声一落，全场鼓掌。

改革开放之初，往国内打长途电话价格昂贵，沈显杰不
愿用美国研究所的电话给妻子打国际长途，于是每个星期写
家信。两年下来，往返的信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回国行李也很能说明问题，许锡恩把自己买的投影仪和
打字机带回国赠给系里；他在美国购买的书，也都送进了学
校资料室……他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对祖国的挚爱。

他们是一群谦和大度，甘于奉献，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
人。姜伯驹身为院士，仍然认为，作为大学教师，培养出一
批杰出的数学人才比自己取得一两项成果更有价值。我至今
记得，在采访中，即使面对我这个完全没有拓扑学基础的普
通人，姜院士仍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进行解释。

王序昆回国后，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
的高科技人才，推动了在南开大学设立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自己的重要贡献之
一是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了人才。他们这种甘为人梯的胸
怀，至今熠熠生辉。

万般风流，终究归于平静。
2009年12月，海外版编辑部在欧美同学会举办了改革开

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11位当年的学者再度
聚首。当时我也有幸对与会者进行了采访。而今，8年过去了，
当年的采访录，作为《1978，留学改变人生》一书的部分内容得
到出版。当我再次给当时采访过的学者们写邮件时，他们大都
还记得当年的访问，并表达了自己的欣慰之情。李祝霞研究员
在信中还问及其他人的近况，殷殷之意，令人动容。

对于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而言，他们心怀祖国
半生奋斗，归来仍然是忠诚赤子。

历经8年，34万字的《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
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这是我从事对外传播媒体工作时期，对当代中国留学生
新闻、数据和历史资料进行传播、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全书
分上编和下编。

书的上编多侧面描写了“文革”结束，我国制定改革
开放政策时，作出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过程；
描写了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公开选拔考试和遴选过程。这
一过程的开篇，选在1978年6月，邓小平在拍板决定恢复
全国统一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和招生之后，走出了旨在
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
留学生。

1978年9月15日，在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举行了出国留学
生公开选拔外语考试，共有14717人报名，实际参试12083
人。达到录取线3327人，大致达到“今年派遣3000人”的
指标。

但当年已经来不及将他们全部派遣出国了。根据“优中
选优”原则，从考试达标者中选拔出50人，加上北京大学2
名破格提拔的数学副教授，总共52人，于1978年12月26日
向美国派出。

这部“留学改变人生”的书，就是在追踪这52人的基础
上，逐渐深化研究后写成的。重点在于解析，大规模派遣留
学生的决策怎样作出和落实？首批52名赴美访问学者如何选
拔？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留学和归国有哪些经历？取得了什
么样的成果？

1979年1月1日是新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
子，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开馆，刚刚来到这里的中
国首批访问学者52人参加开馆仪式。他们身后，数百万人之
巨的留学大潮悄然涌动，即将高涨。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从1978年到
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超过400万人。在地球这颗蓝
色星球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近40年走出了如此
众多的留学生。

无疑，那52人是这一波留学大潮中的领航者，在中国教
育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坐标。他们的航程值得记录。

我为什么关注他们，还有一点自身原因。我本人就是改
革开放岁月中国留学潮中的一个水滴，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
国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在这之前20年，我经历了“文革”

中的“知青”生活。如果说那是“土插队”，而留学可视为
“洋插队”的话，我都经历了。两相比较，引发了无穷思
考，心灵震撼。

留学岁月里有许多故事，由此我非常想知道，在我之前
10年，初到美国的兄长们各有什么样的经历？

2009 年，恰值这 52名访问学者奔赴美国留学生活 30
年。后来，其中的7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多人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
学任教或从事科究者，全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
或学术领军人物。

由此充分表明，30年前对他们的选拔是成功的，我建
议对他们开展系列专访。

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批准，分管具体工作的原副总
编辑王谨支持，这项对52名“领航”学者的系列专访随即
开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学子》版总共刊出39篇专
访和专文，占总人数的75%。此
外又获得了4人的基本材料，达
总人数的80.76%。

这些专访材料十分宝贵，但
毕竟是分散的，需要综合研究。
在组织专访同时，我本人开始研
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留学史。

这项研究在这批专访刊登
结束之后又持续了 6 年，终于形
成现在奉献给读者的《1978：留
学改变人生》，它通过事例来阐
述：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对于现
代文明和现代生活，尤其对于一
个志在攀登世界文明和科学高
峰，与世界进步潮流融合的国家
和时代来说，留学是国家和民族
振兴环节中不可缺少的。

留学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
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与
融合建立在语言交流之上，又远
远超越语言范畴。一个国家输出
和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与这个国
家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相当数量、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出国留
学生和前来留学的国际学生，这个民族的视野就会受到局
限，这个民族的语言会因此而缺少新鲜词汇，这个民族的思
维会因此而缺乏活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和回
归国，都是值得载入国家历史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就成了路。今天中国留学生的总体构成，他们的
国外生活方式乃至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
是从这样的角度看来，认准前人设立的航标，辨识前人走
过的路，是极有意义的。这也是我当年组织系列专访和此
后从事研究，最后形成这部书的初衷。

希望有志于留学或已经在留学中的青年，以及所有关
心着中国留学事业的人们，能够注意到这部书，吸取前人
的经验教益，做出超越前人的业绩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不少 20 出头的学子漂洋过海，来到一片陌
生的土地展开留学生活。刚来到一个全新的国
度，留学生们必然是百感交集，带着不舍却又
夹杂着一丝兴奋。然而，有一种叫“思乡”的
情感会一直伴随着他们。

最思乡那一刻

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说到海外学子们
最思念家乡的时刻，其中必定包括过节，尤其
是外国不会庆祝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
中秋等。今年大一的邓也平初尝留学生活，每
当晚上自己一人，且感到分外疲倦时，就是她
最想家的时刻，“还有就是在外面遇到麻烦的时
候”。邓也平完成高中后便赴英升学，虽然身边
有很多人愿意帮忙和照顾她，但也及不上家人
在旁的安心。

在英国留学已有5年的唐芷莹，长年在外生
活使她习惯了思乡，一旦家里有事，思乡思亲
的情绪就不禁从心底涌出。同时，她亦会觉得
很无助，因为只能在电话屏幕上，反复读着家
人在通讯群组里的讯息。

化解乡愁各有方法

每一位学子都尝过思乡的滋味，也许很难
向人诉说个中滋味，却也有各式各样化解妙
法。不少留学生会选择“化思乡之愁为食量”。

来自广东、正在英国攻读企业与金融风险
管理硕士学位的朱越欣，会不时相约三五知己
吃中餐。他认为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并以“屡
试不爽，火锅很棒”8个字来总结他的经验。对
于喜欢热闹的朱越欣而言，能与其他留学生相
聚，一边享受家乡美味，一边用自己熟悉的语
言与人交流，思乡的愁绪会一扫而空。

同样身处英国的袁雨琛，到过中国城里所
有的餐馆。她来自北京，自年幼起到大学时期
都没有离开过家人，之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
每逢周末她都会回家，因此她认为自己比起别
人更容易思乡。加上厨艺一般，袁雨琛选择租
住价格最便宜的地方，以预留金钱让自己能更
常吃到家乡的口味。

有人选择以吃来化解思乡之情，也有人选
择用视频来缓解。邓也平会经常通过视频与家
人朋友联络，彼此分享近况和闲话家常，让她
感到纵使相隔千里，自己与亲人仍然是紧紧地
连系着。因时差缘故，邓也平并非一想家就可
以与家人视频，这时候她则会打开手机，看着
家人之前发过的讯息，也会看看照片，回忆与
亲人朋友们共度的美好时光。

邓也平的同学惠思维想家时也一样会跟家
人用视频联系，与此同时她还会订机票或者定
下回国的时间，然后倒数着回国的日子，她觉
得这个方法使她心里有了回家的期盼，也减轻
了想家的情绪。

换种视角看故乡

思乡对于海外学子而言，不但是一种情
绪，也是一种锻炼。

邓也平在大一这一年体会了思乡带给她的
寂寞，她说自己偶尔也会因思念家乡而落泪，
但是更深切体会到身边人对她的关怀和照顾，
所以寂寞过后也不会感到忧郁。

朱越欣和唐芷莹二人都认为思乡教会了他
们一些道理。朱越欣说：“我更觉得思乡是正能
量的，因为会看到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自己
也会对一些问题深入思考，又可以与人交换意
见，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国家和故
乡。”思乡让他更多地思考和反省在两地的生
活。

唐芷莹则在思乡的过程中明白到了向家人
表达爱的重要，有时候她也不善于直接向家人
表达思念和爱。她认为生命其实很短暂，她勉
励其他人与自己一同学习向亲人朋友表达爱。

2009 年 1 月，人民日报海外
版《海外学子》版开设了“改革
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专栏，
访问当年站在国门初开那一刻赴
美留学的学者，回顾他们的留学
往事。栏目结束后，栏目策划
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钱江对这些访问学者的关注并未
终止，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也未
停步，6 年后，终于让其以另种
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由他
编著的 《1978：留学改变人生》
于今年 5 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

该书由上下两编构成。原专
栏刊出的 43 篇访谈，构成了下
编。当初，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呈
现52位访问学者的留美往事，有
的采访历时两年多，其过程本身，
就可谓弥足珍贵的口述记录。

回望当年在美国的留学生
涯，每位访问学者为了肩负的重
托，在美国学习的刻苦努力彼此
相似，但在美国各院校、各专业
的他们的所见、所感和所经历的
事，又各不相同。

当年在纽约机场，首批赴美
访问学者中的许卓群和在美国的
哥哥许品时隔多年的拥抱；如今
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柳百成，
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用小时候所
学的英文歌 “甜蜜的故乡”回
应美国中学生“愿不愿意留在美
国”的问题……正是这些个人经
历的不同，汇聚成了这段见证中

国打开大门、迈开科技交流重要一步的共同历史。
从这些专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美两国从科技

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也可以看到访问
学者们为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但本书并不仅仅止于记录访问学者的足迹，同时
呈现了其背后涌动的历史大潮。上编中，作者清晰地再
现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决策形成的前前后后，到 1978
年6月23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
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
越宽。”由此，开启了中国留学史的全新时代。我们也可
以看到，这年10月7日，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
任团长的赴美中国教育代表团抵达美国，“商谈、落实
1978-1979 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具体方案”。几天
后，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周培源在发言中说道：

“独立自主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
……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
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我
们因此还可以感受到这段留学史中的当事人在当时历
史环境下内心的波澜，这些穿越时光的历史细节，从
那些尘封的资料中，经由著者的追寻，一一呈现在了
读者面前。

掩卷追思，当初开栏采访，记录下改革开放后中
国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足迹；如今专栏成了专书，呈
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这远非本书的终点，正
如作者所言，想传达的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

求学海外

跨越山水
的思乡情

黄诗雅

那是留学大潮第一波浪花
——写在《1978：留学改变人生》出版之际

钱 江

留学打开
一扇门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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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学者再聚首。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学者再聚首。

英国的火锅跟中国的设计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