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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天才谷爱凌和她的先辈们

常常听到一句话：“是什么时刻让你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最近，美国华裔、15岁天才滑雪少女谷爱凌给出了新的定义。她宣布：为了代表中国参加 2022 年冬奥会，她自

愿转为中国国籍。

谷爱凌在 9岁时荣获全美

少年组滑雪冠军，14岁共摘得9

个全美冠军。因为妈妈是一名

中国人，她从小就会说中国话。

无论身在何处，她都会介绍自

己是一名中国女孩儿。

谷爱凌千里迢迢奔赴北

京，只有一个想法：我想为国参

战。一个15岁就拿遍全美冠军

的女孩，回国的理由竟如此简

单，却也很动人、很有力量。

随着回国的华裔越来越

多，一场“中国留学生的归国

潮”也开始酝酿。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底，我国留学生有 365.14 万

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

展。而在 2010 年底，这个数

字只有 63 万。相比十年前，

回国留学生的人数足足多了

300 多万。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留学

生选择回国？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想家。第二，国家变强。

所以，他们甘愿放弃国

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薪

酬，选择归国，以中国人的身

份聚集在一起。

看到这两条消息，心底

便会涌起莫名的感动。想起

电影《幼童》中，无数年纪幼

小，却被送往海外学习的孩

子们不敢忘记的一句话：“此

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记，

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

前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

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

邦，愤然无悔。”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截至 2019年，有 365万中

国留学生决定回国；而在 1950

年，有 52名留学生也做了一件

事。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在全

世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以朱光亚为代表的留学

生写下了《致全美中国留学

生的一封信》，呼唤着大江南

北的同胞们支援故土。“同学

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

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

设急迫地需要我们！祖国的

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

期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

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

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

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

们受了 20 多年的教育，自己

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

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

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同胞的

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

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

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

给祖国人民吗？”

或许很多人不了解，当

年留学生的归国之心为何如

此迫切？这要从两件事说起。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

下两枚原子弹，日本投降。这

让中国意识到了原子弹的威

力，也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1952年，美方对朝鲜进

行“核讹诈”，时任翻译的朱

光亚刚好就在现场。

人们深刻的意识到，“原

子弹”的研制对于中国来说

究竟有多重要。它可以保护

我们不再流离失所，免受他

国欺辱。可美国对于原子弹

技术是对外保密的。

早在 1950年之前，朱光

亚对原子弹的研制便有充满

了兴趣。为了曲线救国，朱光

亚选择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原子核物理”专业修读硕士

和博士。毕业后，美国决定给

他一笔丰厚的救助金，目的是

为了让他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留住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他放弃了美国人给他

的一切，毅然决然登上了归

国的邮轮。

回国后，朱光亚在 1956

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原

子能事业”。因为没有掌握核

心技术，再加上苏联专家突

然撤离，朱光亚等人只能摸

着石头过河。

仿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黑夜行走，那个年代的中国

科学家在没有任何帮助下，

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展开研

究和实验。

当时，很多国家都等着

看他们的笑话，“这几乎是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朱光

亚等人遭遇过重重挫折，也

经历过自我怀疑，可他们还

是抗过来了。8 年后，他们终

于成功了。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7年 9 月，中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1969 年 9月，中

国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试验的成功，让中国通过自

主研发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

垄断与讹诈。这一创举，也被

人称之为“核盾”。所谓“盾”，

不是为了用它攻击别人，而

是要保护我们不被伤害。

多年后，朱光亚被评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他的一生成

就非凡，却淡泊名利，深藏功

名。得过两次奖金（100万港

币和 4万元稿费），也悉数捐

赠给科研基金会，自己分毫

未留。

对朱光亚等 52 名留学

生来说，他们归国的理由不

是“钱”，而是“保护家人”。

如果说《致全美中国留

学生的一封信》，是归国的一

条路，那钱学森的一封“求助

信”，则是照亮这条路的一把

火。

“我被美政府扣留，今已

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

思归国。我仍身陷囹圄，还乡

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

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

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

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

夙愿。切切！”

他本应和朱光亚一样，

在 1950 年携妻儿踏上归国

的邮轮，却在出发前夕被美

国方面羁押。为什么不让他

走？美国海军副部长这么形

容他：“无论在任何地方，他

都价值五个师，宁可枪毙他

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

留学美国期间，他是大科

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28

岁那年便成为世界一流的空

气动力学家。他可以自由出

入五角大楼，美方也会给他

各种丰厚的利益和好处，企

图将他留下来。可他都一一

拒绝了。

软禁时期，钱学森每天

都要接受军方拷问：“你为谁

效忠？”

“我效忠的是中国人民。”

在他眼里，哪怕美方提

出的条件足够诱人，他也从

未动摇：“在美国期间，有人

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

有，我说 1 块美元也不存。因

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

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

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经过中方不懈努力，“1955

年下半年至 1956年底，从美国

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人，

其中包括钱学森。”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那

个年代，美苏纷纷发射了卫

星到太空。甚至扬言：谁先进

入太空，谁就拿到了主动权。

回国后，钱学森最想做

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中国也

有去太空看地球的权利。别

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没

有的，我们拼命也要拥有。

1970 年，中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正如

钱老说的一句话：“手里没剑

和手里有剑不用，这是两码

事。”就这样，钱学森让中国

人自己的歌曲《东方红》第一

次响彻宇宙，安静的太空从

未如此动听过。

在钱老的影响下，后辈

科学家们也纷纷继承了他的

志向：2003年，中国载人航天

飞行成功。2007年，中国第一

颗人造月球卫星发射成功。

2019 年底，中国即将发射嫦

娥五号。

对于钱学森来说，回国

的理由很简单。他不怕坐牢，

2016 年，中国留学生何江在哈佛大学的毕

业典礼中说：“哈佛教会我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

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可对我而言，我在此刻

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我的家乡。因为利用那些我

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

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而这样

的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留学生都能够做的，也

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曾经，“归国”意味着保护家人。哪怕那时我们一

无所有、一贫如洗。可朱光亚和钱学森等人却仍义

无反顾地投身科研，让我们不被他国威胁欺负。

如今，“归国”意味着发展壮大。我们的少年

班生机勃勃，海外游子纷纷回国。每个人都想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各行各业为国争光。

1950年，朱光亚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

封信》将 151名留学人才带回国内。1955 年，钱

学森乘船抵达国内。到 1956 年，相继有 1000余

名留学生踏上了回家的归路。

直到 2019年，365 万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

其中不乏高精尖科技人才，他们决定回家，在这

里结婚生子，实现理想。从朱光亚、钱学森，再到

曹原、谷爱凌等人，前后走过了近 70年，国家已

从弱变强，海外的游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

从坐牢被威胁到高薪报酬，无论外国人威

逼利诱，或是苦口婆心。中华民族在海外的游子

们，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万里归国，无问西东。

（综合自《视觉志》、《央视新闻》）

只想让中国人去太空看看。

大约 70 年以前，朱光亚和钱学森回国的

“秘密”就是保护我们不被欺负。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秘密”，那就是为了孩子。孩子，是一个国

家的希望。

钱老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件事上，努力了

很多年，也悄悄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1959 年，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筹建了力学研究所。先后

培养了近百名科学家。

1978年，科学家们同样又创立了中科大少

年班。你培养我们，我们培养孩子，代代传承

……如今这个少年班发展壮大，可谓英雄辈出，

从其中毕业的不乏声誉全球的学术天才。

“95 后”曹原便是其中之一。他 14 岁进入中

科大少年班，18岁就在美国读博士。留学期间解

决了困扰世界 107年的“超导体魔咒”。他的研

究论文荣登《自然》杂志，在科学界开创了全新

范围的研究领域，为全球能源行业省下千亿资

金，成为年度十大科学家之首。

如今，22 岁的他即将面临两个选择：是继续

在美研究，成立自己的实验室。还是回国发展？

无论国外如何拼命挽留，身在麻省理工大学的

他心中只有一个执念：“期待自己学成归来，继

续在母校中科大工作。”回到母校，培养更多的

优秀少年。

从 1955年到 2019 年，前有钱学森，后有曹

原。这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同样，曹原的决定，

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山野

全美冠军

“保护家人”的信念

钱学森的“求助信”

谷爱凌

钱学森与美方雄辩

钱学森与朱光亚

曹原

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