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了中国科技
发展进程
在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驻地

暂住实际上等于软禁，台湾不希望
由国民党政府出钱派出的留学生为
共产党和新中国服务。台湾驻日代
表团秘书长陈延炯带着傅斯年发来
的电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亲自
来看望赵忠尧等 !人，说道：“你的
老朋友，现在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先生，有意聘你们三人在台湾大学
执教。”并当场念道：“望兄来台共
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则婉言谢绝
说：“谢谢傅先生的好意，我回大陆
之意已决！”

赵忠尧 ! 人熬过了难忘的 "#

天羁押和 $%天软禁，终于在 $#%&

年 $$月 $'日，从横滨搭乘上了下
一个航次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
同船的还有张建侯（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化学工程学家）、朱诚等 (&多
名中国留学生。$#%&年 $$月 ()日
到达香港，回到了新中国。赵忠尧等
回来后，当时南京市的负责人，南京
大学的校长、物理系的师生等都去
了南京下关火车站，物理系的学生
打出了横幅“热烈欢迎赵忠尧教授
回国”。

(&世纪 "&年代赴美，五六十
年代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作
为一个特殊群体，总数在全国相同
学科中占比不多，但是作出贡献却
不小。至 $#)&年，中国科学院前三
批学部委员（院士）共有 "*!人，其
中 ("! 人具有 (& 世纪 "& 年代在
美国学习进修和工作的经历，$&)
人是五六十年代（包括 $#"#年）回

国的，占当时学部委员总数的
(!+；$###年国家“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 (!位获得者，其中 $&人留学
美国，) 人是 %& 年代回国的；至
(&$! 年，(" 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
得者，其中有 )位留学美国并在 %&

年代回国。
$#%& 年 # 月“威尔逊总统”号

邮轮的那次航班，给中国带回来
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未来之
星，改变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
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学人，中国科
技星空因此也留下了 $(位院士的
星光，他们是：赵忠尧、沈善炯、鲍文
奎、涂光炽、邓稼先、叶笃正（气象学
家，中科院院士）、余国琮（化学工程
学家，中科院院士）、庄逢甘（空气动
力学家，中科院院士）、彭司勋（药物
化学家，工程院院士）、周镜（岩土工
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鹰（物
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池际尚（地
质学家，中科院院士），其中邓稼先
和叶笃正分别是“两弹一星元勋”奖
章和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
获得者。

很多学者估计，(& 世纪 %& 年
代回国的留美学者大约占留美学
者总数的 (&+，回国人员中，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例各约 *&+,

)&+和 (&+,!&+。他们回国是响应
国家号召，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回国
以后，真正受到重用并得以发展的
人数比例较少，特别是人文科学的
回国人员，很多被分配到中学、县级
图书馆文化馆等基层单位，令人深
感不幸和痛惜。
朱康福在自述中回忆：他们到

上海后，都被发给可以“自愿填写”

的详细履历调查表，包括“家庭出
身”、“个人成分”、“曾否参加反动组
织、会道门”等，甚至还有“有无亲
属遭到镇压”。北京和上海的调查
表的标题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
此项表格一发，反应不小，因为阶
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气息很浓，
许多人有顾虑。最后是否大家都
愿意填写或直接交上，就不清楚
了。朱康福还说：我高中就有集中
军训的经历，以后参加过中央训
练团，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这些历
史问题，我自己当时有点不知厉
害，再则认为出国念书，也是希望
有一天为国家干点儿事，国民党
腐败无能，根本不可能给我们这
种人一点儿机会，如今共产党执
政，号召我们回来，我们一心一意
跟着共产党走，犯不上躲闪、遮
盖。我和我爱人吴崇筠都如实填
写，那时缺乏社会经验，更不知利
害。“向党交心”却导致以后被划
为“特务嫌疑”和多年被“限制利
用”，直至“文革”中“蹲牛棚”和被
抄家。

陈绍澧也是那次航程中一位
普通还乡客，他的夫人俞惟乐是
同时期不同船次回国的留美生，曾
任中科院兰州化学所副所长。俞惟
乐说陈绍澧在家中兄妹六个中排
行老大，早年跟随父母在香港读
书，老二妹妹，老三弟弟，都是陈绍
澧鼓动他们到大陆读大学并留在
大陆工作的。陈绍澧从美国回国
时，都没能去香港探访过他家人。
陈绍澧的小弟陈绍南至今对其大
哥回大陆的动机仍然不理解，埋怨
大哥不关心爸妈、祖母和弟妹，只

顾自己的“爱国”。陈绍澧 $#%&年
获衣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
位，回国后在中科院石油所和兰州
化学物理所从事润滑脂的研究工
作，“文革”中不堪忍受颠倒黑白的
批判和侮辱，在一次批斗会后，躲
在实验室上吊自杀，年仅 "!岁。陈
绍澧的固体润滑研究成果在他离
世 $'年后的 $#)(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
朱福康和陈绍澧还算是有些名

气的科学家，大部分 %&年代回国的
留美学者则终生默默无闻，根本没
有任何荣誉光环，如果能历经政治
运动而免遭劫难就实属万幸了。虽
然他们很大部分的聪明、智慧和才
能，都在一次次的阶级斗争漩涡中
被湮没、荒废和摧毁了，但他们追求
科学爱祖国，衣带渐宽终不悔，多数
人都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祖国的建
设和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光和
热。浩瀚太空中的繁星，看得见的只
是少数，谁能说看不见的星体不发
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批特殊群

体，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
五六十年代，会取得那样大的进步。
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应该在 (&

世纪中国科技史的画卷上被添上浓
重的一笔。
当年“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的

那批海归还乡客，很多人已经离世
了。如今一个甲子轮回又过了 "年，
遗憾的是他们个人保存的资料历经
政治运动已经遗失殆尽，国家相关
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仍未解密，很
多人去向不明，资料十分难觅。目前
作者仅仅收集到不到 %&人的简历，
那两张在邮轮上的百人合影中，还
有五分之三没有辨认出人名来。虽
然“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早已退役、
报废并拆解，但这艘邮轮上的人和
事在中国近现代留美“海归史”和
(&世纪中国科技史上，应该留下永
远的一页。

!作者王德禄为北京市长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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