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2 年

记者笔下的大陆学者访台热潮

祖广安

应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酞先生的邀请
,

大陆首批科学家及夫人一行 12 人
,

6 月 8 日到

16 日对台湾进行了访问
。

虽然在台逗 留只有短短的 8天时间
,

然而在海峡两岸又一次掀起热

潮
。

也成了台湾新闻记者追逐采访 的焦点
。

台湾岛内最大的两家民间报纸 《中国时报 》 和

《联合报 》 每天都用大幅版面
,

刊登代表团活动情况
。

电视台
、

广播电台等也做了大量报道
。

岛内民众把大陆学者的来访当成每天谈论的中心话题
。

更有不少人每天把报上的有关消息精

心剪下来
,

珍藏起来或寄给居住在各地的亲朋好友
。

大家都从这个活动中看到了两岸关系进

一步改善的良好前景
。

虽然有些消息报道的不够准确
,

甚至移花接木
,

与事实出入很大
。

但

从这些报道 中还是能够使我们看到大陆科学家在台湾的一些活动情况和台湾新闻界的积极态

度
。

6 月 9 日 《联合报 》 大字通栏标题为
“

两岸交流开新局 宝岛洋溢手足情
” 。

报道了学者

们在到达机场时所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指出
:

在相互隔绝 40 多年之后
,

作为首批访间台湾的大

陆科学家
,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

当今世界
,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

一 日千里
,

科技对社

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繁荣
,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我们这次应邀来台湾访问
,

抱着加

强海峡两岸科学家的联系
,

增进相互了解的真诚愿望
,

也抱着促进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

的强烈愿望
。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

中华民族具有 5 0 0 0 年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
。

近几十年来
,

中国科学家又作出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

振兴中华是我们共 同的历史使命
。

我们希望
,

以我们

这次访间为起点
。

今后
,

海峡两岸科学家的互相访问
、

交流与合作能与日俱增
。

我们相信
,

通

过海峡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
,

中华民族定能在今后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域中
,

占有应有的地

位
,

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

造福于全人类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教授在当

晚欢迎宴会上致辞中
,

代表大家
,

对他们下飞机后就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

他说
:

所到之

处都充满手足之情
、

同胞之谊
,

令我很感动
。

他指出
: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

既然祖先曾有

过四大发明的光辉业绩
,

既然中华民族曾在东方这块丰肢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

为推

动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

科技界出现 4 位诺贝尔奖得主等大批杰出人才
,

那么通过两岸科技界共同努力
,

中华民族一定能繁荣昌盛
。

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
,

作出更

大的贡献
。

… …虽然我们身居异地
,

但我们之间情义永存
,

大陆科技界人士对台湾科技界的

朋友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

这次访间宝岛
,

实现了自己平生的一个夙愿
。

张存浩将本次赴 台访

间比喻为一枝闹春的红杏
,

它将引出一个咤紫嫣红
、

百花争艳的大好春光
。

台湾的新闻记者很辛苦
,

敬业精神很强
。

在代表团下蹋宾馆的大厅里
、

走廊里
,

随时可

以看到他们的的身影
。

每天早晨
,

大陆科学家的房间门只要一打开
,

记者们就会涌进来拍照
、

采访
。

代表团要外出活动
,

记者们也跑步尾随或乘汽车前往
。

唯恐失掉一次头条新闻的报道

机会
。

《中国时报 》 6 月 9 日在
“

焦点新闻
”

栏目以大字通栏标题
“ 7名大陆学者一致呼吁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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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应联手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

报道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教授等对记者

的谈话
。

他表示
,

来台湾想看的很多
,

台湾在 电子
、

通讯等方面均有令世界瞩 目的表现
。

另

外
,

在市场开发上也做的很好
。

对于台湾的太空科技计划我并不清楚
,

但有关基础科学部分
,

我很有兴趣
。

过去吴大酞教授批评台湾学术水准低落
,

这可能是台湾过去不重视基础研究
,

而

大陆较台湾早几年开始
,

显得稍强
,

事实上
,

台湾已开始起步
,

将来也可能超过大陆
。

这是

一种竞赛
,

对两岸中国人都有好处
。

其他几位科学家也表达了共同的心情
。

6 月
’

1 0 日 《联合报 》 介绍了代表 团访问台湾大学
、

几个研究所的新闻
,

报道了几位学者

举行公开学术演讲的消息
。

还特地撰写了一篇题目为
“

椰林和梧桐
”

的短文
。

其中写到
:

刚

抵台访问的 7 位大陆杰岁科学家昨天开始参访活动
,

首站访间台湾大学
。

走在台大的椰林道

上
,

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表示
: “

台大有椰林大道
,

复旦也有梧桐大道
,

只是没有这么气

派
。 ”
文章说

,

不管气派不气派
,

梧桐点缀的是京沪路景
,

椰林散放着的是南国风光
。

然则
,

其为校树
,

则意义皆相同
,

旨在提醒人们
“

十年树林
,

百年树人
”

的大道理
.

这 7位大陆杰

出科学家都是大陆学术界的顶尖人物
,

也是中华文化长久孕育的成果
。

原先在梧桐大道上循

循善诱的教育家
,

如今成为走在椰林道上学子钦仰的对象
。

(两岸虽然学术界意识形态不同
,

但是 ) 都改变不了心智成长的需要
,

心灵交流的需要
,

与追求知识的好奇心
。

椰林大道接上

了悟桐大道
,

固然表示了两岸学术交流的突破
,

但更重要的是宣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
,

需要

更多人才的栽培
。

6 月 1 3 日 《中国时报 》
、

《联合报 》 都用大幅版面刊登了大陆学者前一天临时改变行程特

地拜访吴大酞教授的消息
。

大陆学者为祝贺今年 9 月吴大献教授的 85 岁生 日
,

献上了一份礼

物
,

祝
“

老寿星健康长寿
” ,

拜访的场面充满温馨的气氛
。

吴大酞教授表示
,

邀请大陆学者来

访
,

是交流的一个开端
,

但这只是热闹一下
,

真正的学术交流
,

两岸应该有长期性的合作计

划
。

台湾要提升科技水准
,

需要好的政策制度
,

及大家的努力
。

代表团当天还赶到新竹科学

园区参观访间
。

华中一教授在参观后说
,

大陆绝对需要科学园区
;
物理学家李林在工业研究

院说
,

台湾的应用科学 比大陆强
,

基础科学研究也比她想象的好
。

遗传学家谈家祯对台湾清

华大学设有生命科学所
、

系很感兴趣
,

热情地建议校长刘兆玄
,

要教学生以宏观的角度来看

整个生命的问题
,

不要局限在原子
、

分子的微观角度观察世界
。

在谈访台观感时吴阶平教授

说
,

几天匆忙的行程
,

觉得看到的一切美不胜收
,

但仍不能深入
。

所以无法把所见所闻一一

消化
,

不过
,

台湾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

相信科学研究会做得很出色
。

在台湾
,

最大的感受是
,

大家 同是中国人
,

谈起话来没有隔阂
、

距离
,

而且台北和北京
、

上海一样
,

也会塞车
,

只是

路上没什么 自行车
,

人们穿着也不同
。

大陆街上常看到进 口 的日本车
,

台湾竟也是如此
,

我

觉得要发展科技
,

就该学 习别人的长处
,

丢掉 自己的缺点
,

然后自力更生
,

因为自己发明的

成果才是 自己的
,

即使差些还是有优点
,

否则一直引进国外的东西
,

距离会越来越远
。

这次

来参观了几所医院
,

虽然只是走马观花
,

但可感觉出来
,

台湾经济发达
,

经费比较充裕
。

科

学研究仪器不断更新
,

这方面
,

台湾确实做得很好
。

不象大陆
,

必须解决众多人 口的温饱问

题
,

能供应科学研究的经费比较有限
。

这几天所接触到的同道或非同道
,

大家都很热情
,

都

是以同样的心情来做科学研究
。

两岸的往来
,

就像朋友一样
,

偶尔也会吵吵嘴
,

这次的来访

是交流的一个开端
。

科学 同样是为人类服务的
。

尤其是医药卫生的发展
,

我会把在台湾看到

的一切
,

带回大陆
,

希望两岸将来能有更实际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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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 日 《中国时报 》 以
“
投身科学研究孜孜不倦 治学经验倾囊相授

”

为题介绍了记

者采访时
,

大陆几位学者推心置腹讲述 自己的治学经验
。

报道说
, “

科学
”

对一般人来说
,

是

一门陌生而冰冷的学问
,

研究科学则被形容成寂寞漫长的一条道路
,

但是
,

对于来台访 问的

大陆知名科学家而言
,

这却是他们以五十年或六十年以上时间孜孜不倦耕耘的志业
。

中科院

学部委员昊阶平表示
,

他总结自己做学问的体会是
“

实践
、

思考
、

知识
” 。

他认为
,

一个人最

重要是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

这项本领在于
“

实践
、

思考
、

知识
”

三者的结合
。

吴阶平

以个人经验指出
,

解决问题的本领只有去
“

实践才能获得
,

而
“

思考
”
是从表面现象去探索

出内在的规律
。

吴阶平说
, “

知识
”
则要用了才是力量

。

他体会出必须走上自觉成长的道路
,

才能在这一行有所成就
。

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洽学必须有
“

献身
、

创新
、

求实
、

合作
”
的精

神
。

邹承鲁教授说
,

他走入科学领域是受中学的化学及数学老师的影响
,

尤其是化学老师注

重培养他对化学 的兴趣
,

而不是强迫他学习
,

使他能领略求知的乐趣
。

邹承鲁表示
,

做科学

研究首先必须专心和对科学热爱
。

他记得他在英国剑桥留学时
,

有一位教授举一个先辈的例

子说
,

那位教授上课时带了彩色的羽毛和一杯水放在讲台上
,

用彩羽去搅动玻璃杯的水
,

教

授认为
,

会发现彩羽颜色掉了的学生才是真正对做学间有兴趣的
,

而埋头抄笔记 的其实只是

应付考试的学生
。

邹承鲁表示
,

两岸一样都有一些科学家是追求知名度
、

新闻价值
,

只要稍

有一点成就即大做宣传
,

他认为
,

做学问必须严格
,

就好象砌七层宝塔
,

基础如果不稳固
,

一

定会塌下来
。

他同时奉劝年轻学子
,

不要轻易相信老师和教科书上的话
,

哪怕是诺贝尔奖得

主的学者说的也可能有错
。

李林教授则表示说
,

她的研究原则就是
“

失败了再干
” ,

而科学是

探讨未知的东西
,

能够探究出结果
,

即是对科学工作的一项安慰
,

她则从未后悔走科学研究

这一条路
。

随着大陆首批学者访问台湾
,

两岸学术交流的序幕 已经拉开
。

令后两岸关系应将如何发

展 ? 《中国时报 》 6 月 15 日发表了谈家祯等人的一些看法
。

消息说
,

两岸学术交流愈见频繁
,

大陆 7 位顶尖的科学家来访
,

更掀起两岸科技交流热潮
,

但是双方未来应如何截长补短
、

建

立长远的交流模式 ? 大陆中科院学部委员谈家祯
、

昊阶平
、

张存浩等人认为两岸应订立
“

学

术交流协定
” 。

吴阶平进一步表示
,

只要对统一有好处
,

不妨由海基会和海协会出面订立
“
两

岸学术交流协定
” 。

两岸学者互访及召开学术会议的情况日益频繁
,

而其中不少问题涉及学者

交换访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

例如
:

研究成果出版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

学术会议召开与出席
,

是否应无条件放开
,

而不应有政治因素干扰
,

以及学术性展出
、

拍片或电视录制
、

播放等是

否应放宽管制或做合理限制等
。

对此
,

大陆中科院学部委员谈家祯认为
,

两岸可签立
“

学术

交流协定
” 。

但他主张应 由
“

机构对机构
”

的层次订立协议
,

而不需订立一项学术交流的总协

定
,

只要由互访的两岸各学校
、

学会等学术机构签定即可
。

吴阶平表示
,

由两岸民间中介团

体海基会和海协会订立协定
,

也无不可
,

只要双方同意就成
,

但前提是这项协定能促进
“
一

个中国
”

的统一
。

张存浩认为
,

两岸订立交流协定前
,

双方学术界除了相互参加学术会议外
,

也应做至少三个月的交换访问
。

他说只要双方来往多了
,

相互了解后
,

有没有协定反而是其

次
。

卢良恕指出
,

两岸学术界的交流是
“

做
”
比

“

协定
”

更重要
,

不是大家在房间里清谈
,

而

是双方应组团实际访问
,

提出研究调查报告
。

华中一则不赞成订立学术交流协定
,

他认为两

岸学术交流的第一步是交流
“

正常化
” ,

如果要订协定那将是订不完的
。

《中国时报 》 记者也

撰文
“

两岸学术交流应从务实出发再求精进
” 。

文章指出
,

大陆学者首次组团来访
,

究竟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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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交流有何实质效益 ? 事实上
,

经过眼见为凭的访台之旅
,

学者们共同的心声是两岸各有所

长
,

如能各取所需
,

截长补短
,

促成双方科学与经济的进步发展
,

受惠的将是广大的两岸民

众
。

但是
,

如果冀望一次的访问就能有具体结论
,

使交流障碍完全消除
,

这种想法未免又太

过急切
,

也不实际
。

几位大陆学者表示
,

即使在短短几天的走马观花过程中
,

他们至少也对

几十年没踏上的土地
,

有了初步的认识
。

遗传学家谈家祯就很满意地表示
,

几天来
,

他看了

农工商学各单位
,

虽说不上深刻
,

但至少有了总体印象
,

这是交流的第一步
,

有认识才能走

下一步
。

台湾各界对这次
“
访台奖助金

”

的接待方式也有所批评
,

认为过于简陋
,

与吴大献

教授在大陆所受到的国宾级礼遇
,

有天壤之别
,

台湾未免因此有失体面
。

但张存浩教授表示
,

重要 的是来了
,

开始交流动作
,

如果凡事太隆重
,

未免失之繁文缚节
,

也缺乏实质意义
。

台

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兆玄也抱怨大陆学者来校停留时间太短
。

他也指出
,

吴大献去大陆
,

对方

是政府在背后全力支持
;
大陆学者来访则是

“

一人基金会
”

在独撑大局
;

在检讨主办单位之

余
,

或许更该问
:

为什么没有其他相关单位的主动支援 ? 同时更该反问的是
,

在各种学术交

流障碍中
,

为什么台湾发的大陆同胞旅行证无法直接寄到大陆
,

受邀者必须拿着影印复本
,

由

深圳搭火车到香港罗湖
,

排上几小时队换证
、

换正本
,

再搭火车到香港机场搭机来台 ? 如果

这些技术性的关卡不打破
,

逗论政策上的障碍了
。

6 月 1 7 日
,

台湾的 《中国时报 》
、

《联合报 》 又都开辟大幅版面
,

报道了大陆科学家访台

最后两天的活动情况
。

《中国时报 》 的通栏标题是
“

大陆学人离台发表来访建言
:

台湾与大陆

应携手面对 21 世纪竞争
” 、 “

两岸学术交流 诚意最重要
” 、 “

台湾行亲切充实 希望再来
” 。

《联合报 》 的大字标题是
“

来时相见欢 离情两依依
” 。

报道了 6 月 16 日大陆科学家在离开台

湾前的座谈会上畅谈访台观感
。

他们认为
,

海峡两岸应加速科技交流的脚步
,

共创属于中国

人的 21 世纪
。

座谈会上科学家们神情显得依依不舍
,

他们强调
“

血浓于水
”

的自然感情
,

而

在台湾受到热烈的招待
。

7 位学者更不时感谢此地各界人士
,

他们希望有机会再到台湾作探入

的了解及交流
。

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说
:

我来台后才深刻体会到推动两岸交流的重要性
。

吴大酞教授除了在物理的杰出贡献外
,

促进两岸科技交流是他另一项对中国的重大贡献
。

我

到台湾几夭
,

第一次觉得一天为何只有 24 小时
,

虽然时间不够用
,

但都能看到所想要看到的
,

这最令我感到欣慰
。

这次访台
,

我只能说是两岸交流的开端
,

在 良好的开端下
,

可为未来的

交流奠定基础
。

台湾中生代的科学家才华出众
,

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

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教

授在座谈会上表示
,

在访问过程中
,

我发现两岸的教育有相同点
,

也有不同处
。

所不同的地

方是
,

两岸的大学校长的烦恼不同
。

在相同方面
,

首先是在教育的职责都是在培养中华 民族

的青年
。

不论学校的大小
,

双方没有理由不交流
。

而且双方值得学 习的地方很多
。

不论谁流

向谁
,

实质交流是最重要 的
。

就整体而言
,

台湾的集成电路 已超越发达 国家
,

这方面的科技

是大陆与国际水平差 的最远的地方
。

因此
,

很值得大陆学 习
。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

此次访台
,

大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安
,

不满
。

回去后
,

我会将此地的见闻告诉大陆的科学家
。

农学专家

卢良恕教授感慨地说
,

这次访台印象最深刻的是友好而深刻的招待
。

虽然第一次来
,

但是感

觉都很好
,

收获也很大
。

他说
,

这次活动中
,

农业方面看的少
,

有走马观花的感觉
。

但是根

据资料也可看出台湾在农业方面的成就
。

台湾是从土地政策
,

耕者有其田做起
。

台湾农业十

分重视科技
,

60 %依赖科技进步
,

而全世界的农业依赖科学技术的部分平均为 20 %
,

发达国

家为 70 ` 80 %
,

大陆为 35 % ~ 40 % … …
。

谈家祯教授回顾几天来的参观访间活动说
,

这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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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日子是我一生中非常幸福
、

激动的 日子
。

受到台湾科技界的热情欢迎
。

参观了中研

院
、

台大
、

东吴大学
、

台湾清大
、

中小学等
。

台湾工农商学的进步
,

值得大陆学 习
。

40 多年

来
,

海峡两岸政治相隔
,

但未阻隔人民的情感
,

来时相见欢
,

离别依依不舍
,

时间实在太不

够用了
。

我 已经 83 岁了
,

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 21 世纪的到来
。

因为下一个世纪是中国人的
’

世纪
。

张存浩教授说
,

台湾过去重视开发性的研究
,

以及科技的商品化
、

国际化
,

并因而取

得了经济优势
,

现在可 以好好加强基础研究了
,

起步虽比大陆晚
,

但以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
,

两岸在世界崭露头角
,

这是可以预期的
。

他说
,

在这 8天看到的优秀成果令我印象深刻
。

感

动更深的是两岸科技界的情谊
,

不论是多年未见的亲人
,

还是素未谋面的同行
,

见面就亲热

地交流
,

这是到外国访间所遇不到的
。

邹承鲁教授深有感触地说
,

提到两岸的协作
,

我倒觉

得多少会有一点竞争
,

这是事实
,

对于两岸的学术交流
,

我有一些具体建议
:

一
、

人员交流
:

交流两岸学者
,

可以长期的工作
,

或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
,

请国外华裔科学家也参加
,

大家

都讲中文
,

可以更 自由地讨论
。

二
、

两岸学术期刊
、

教科书的交流
:

这是马上可以进行的
。

三
、

统一两岸的学术用语
;
这次我带来两本有关生物化学的专有名词用语

,

送给台湾清大和阳明

医学院
。

两岸应该选派代表
,

统一名词
,

奠定交流的基础
。

物理学家李林教授说
,

作为大陆

首批来台访间的女科学工作者
,

实在很荣幸
,

大陆上还有很多女科学家比我强
,

希望她们以

后也可以来访问
。

这次我们来访是两岸交流的突破
。

有了第一次
,

一定会有第二次
,

第三次
, · ·

… 更多的交流
。

这次访问中
,

我发现台湾的研究机构不但设备
、

仪器先进
,

人员也很精干
,

我相信台湾的物理研究很快就会赶上来
。

大陆的研究所往往都是上百人
、

上千人
,

而台湾只

有几十人
,

一个人可以顶好几个人用
。

我建议未来来访的学者名单中应更多选一些杰出的中
、

青年科学家到台湾
。

因为台湾的科学家都很年轻
,

还应多一些女科学家来交流
。

在座谈会上
,

负责安排此次访问的台湾清华大学沈君 山教授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
,

特意

改动了朱熹的词句
。

以
“

若非当年推移力
,

怎得今朝自在行
”

来表达他对推动两岸交流的看

法
:

学术交流的障碍在经过努力之后
,

才得以克服
,

但愿今后交流走上
“

自在行
”

的坦途
。

张

存浩教授也引用唐诗
“

寒雨连江夜入吴
,

平明送客楚山孤
, `

洛阳亲友如相问
,

一片冰心在玉

壶
”

表达了两岸血浓于水的感情
,

希望两岸中国人携手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

卢良

恕教授在座谈会上引用于右任临终所吟的诗句
: “

长剑一杯酒
,

高楼万里心
” 。

他说这表达两

岸在长久的对立之后
,

以杯酒化解一切
,

而有放怀大陆的心意
,

表达 了两岸统一的愿望
。

沈

君山教授说
,

在两岸交流问题上应重视
“

循序渐进
”

而不应过于急躁
,

在大家努力之下
,

各

种障碍终将会被打破
。

所以他引用了朱熹治学终生所悟的诗句
: “

昨夜江边春水生
,

朦撞巨舰

一毛轻
,

当日枉费推移力
,

今朝 中流 自在行
”
阐释心境

,

沈教授把最后两句改为
“

若非当年

推移力
,

怎得今朝 自在行
” 。

表示不是 自然的水到渠成
,

而是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

才会使交

流的时机变为成熟
。

台湾 《联合报 》 记者撰写这篇报道所加的标题是
“

验荡春风拂两岸
,

沈

君宏愿可移山
,

披荆斩棘回天力
,

欣见今朝自在行
” 。

表达了台湾记者和两岸同抱的共同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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