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7月5日晚，诺贝尔奖获得者、华裔物理
学家丁肇中先生抵达济南，我很兴奋，又可以见到
丁先生了，距离上次见他，已有四年时间！

因工作之便，之前先生每次来济南，我几乎都
能有幸见到他，也曾零距离地拍了很多他的照片。
7月6日早上，我们代表山东海岱传统文化研究发
展中心，向他赠送了剪纸艺术家梁巧艳的作品和

《鲁地情歌——— 讲好山东故事精品集》样书，丁肇
中先生很高兴地翻看着书，深情地说：“乡愁是每
个不在国内的中国人都会有的情感，我每次飞回
山东，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1936年1月27日，丁肇中降生在美国密歇根州
的安娜堡，其时，他工程学教授的父亲和心理学教
授的母亲正在这里做访问学者，提早出世的他意
外成为美国公民。两个月后，一家三口回到了中
国，因为在战乱年代，丁肇中直到12岁居然都没有
接受过正规教育。就在7日的早上，他饶有兴致地
给我们讲述了他在青岛的那段时光。

他说非常留恋和父亲在山东度过的那段日
子，他不仅见到了祖母和丁氏家族中的许多成员，
父亲还常常带他去看京剧和电影，却从来不强迫
他念书。如此开明的父亲，实在难得！

1946年至1947年期间，丁肇中的父亲在山东大
学当教授，并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他单独和父
亲一起住在青岛，呆了不到一年。

令丁肇中记忆犹新的，是父亲那次送他去上
学的经历，至今让他感觉“恐怖”。青岛有一个地方
叫大港，还有个地方叫小港，大港小港的工人中日
照人最多，日照籍的丁肇中对这点记得很清楚。他
说有一天他去大港玩，那里有个天主教教堂，还有
个天主教小学，父亲把他送去，里面的德国修女面
无笑容，他害怕极了，第二天拒绝去上学，下午就
让父亲带着去看电影，从此以后再也不肯去那个
地方了。

童年的丁肇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家里。非
常值得感激的是，他的父母从来不管束他，而总是
激励他的兴趣。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自己
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

父亲常常向他讲述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像是
法拉第、牛顿、爱因斯坦和冯卡门的故事，父亲谈
起他们时的神态，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可能正是童年的这些情节，让丁肇中立志成
为一名科学家。

1948年迁居台湾后，丁肇中开始没日没夜地
补习功课。很快，丁肇中补上了落下的课，还被保
送到成功大学。1956年，丁肇中转学到了父母的母
校密歇根大学读工程学。一年后，转到了他更感兴
趣的物理系，仅用5年时间，天资聪颖的他就在密
歇根大学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给我们讲的另一段故事，则让大家深刻感
受到了那颗激烈跳动的民族心，那真诚深沉的爱
国情。J粒子的发现，使丁肇中成为1976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按照惯例，获奖人在颁奖典礼上要用
本国语言发表演讲，他被要求必须用英语演讲。但
是他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是在美国的
土地上出生而已，所以要求先用中文演讲，再用英
文复述。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此感到为难，美国政府
也不同意。美国驻瑞典大使几次找到他，要他放弃
这种想法，他的回答是：“这不是你的事，你管不
着。”

1976年12月10日，丁肇中的声音响彻诺贝尔奖
颁奖大厅：“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
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
青年倾向于理论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我希望我
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学生们的兴趣，注
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丁肇中先生的祖籍是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
尽管他出生、生活在美国，但对祖居地一往情深，
曾先后七次回日照祭祖探亲。看到我手里拿的
2014年他回乡探亲时我给他和儿子克里斯托弗·
丁拍的合影，丁肇中指着照片中的克里斯托弗·丁
幽默地说：“这个人我认识。”并拿给夫人苏珊看这
个他们共同“熟悉”的青年。

说到对山东的印象，丁肇中感觉山东这几年
进步很大。

而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有他老家日照的煎饼，
为此，他向我讲了一件趣事。日照人去法国考察，
随身带着煎饼，不吃人家准备的法国牛排，吃自带
的煎饼。我问他喜不喜欢吃煎饼，他哈哈大笑，我
揣测，以他的年龄应该不大喜欢吃这种很考验牙
齿的食物了，尽管这是家乡特产。鲁菜是中国的名
菜，丁肇中还是很喜欢吃的，这次来济南，就大吃
特吃蒲菜水饺、济南油旋、潍县肉火烧等山东名优
小吃。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2012年，丁肇中先生还
带上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一起回家，在祖父丁
履巽的墓前，他告诉孩子们，“Your root is here(你
的根在这儿)。”

学贯中西，又虚怀若谷。丁先生谦虚地表示，
自己对于齐鲁文化，不能说有印象，不过很浅薄地
略知一二，但他说：“我永远记得我的老家在山东，
也要把故乡的根深深扎在孩子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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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留学的时
候，许多老外却来到中国求学。有报道
称，2017年共有48 .9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中
国各高校学习，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
学目的国。其实，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晚清之前，中国一直
都是外国人留学的首选。

“幸福”的日本留学生：

衣食住行从不担心

据史料记载，外国派遣子弟来我国
留学，始于东汉明帝时期，但大量地吸收
外国留学生始于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空前繁荣和发展的历史时期，由
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强盛，对外
交往十分频繁，周边各国纷纷派遣使者
入朝，其中就有不少留学生。在这其中，
尤以日本的留学生最为著名。早在隋朝
时期，日本就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
学生，进入唐朝之后，从日本来华的使节
和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而这些人也把
中华的文明传到了东瀛。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赴华留学生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留学生均为精挑细选而
来，凡入选使团者一概予以晋级，并赏赐
衣物。在使团起航前夕，要举行隆重的

“拜朝”典礼谒拜天皇，天皇向正副使节
赐予“使节刀”，接下来举行饯别宴会，甚
至有时会专门准备唐朝筵席。

来到中国后，这些留学生大都被安
排在国子监学习。国子监是唐朝的最高
学府，不过，留学生是分等级的。国子监
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
馆。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馆要看
家庭出身背景。如“国子”的学生，父母的
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以上；“太学”的学生，
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五品以上。另外，留
学生入学前还要接受汉语水平测试，不
合格的人，也是没有资格入学的。如日本
贵族子弟橘逸势，尽管书法水平出众，但
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后来
只好修习琴艺，在长安呆了不到两年便
怏怏而归。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对番邦属
国一般都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这些日
本留学生入学之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礼遇。比如鸿胪寺每年要从国库拨粮
供这些留学生使用，留学生在唐朝学习
期间的食宿和四季的衣服都是由唐朝负
责。此外，还尽力满足他们登第入仕的要
求，在科举考试中设了一门宾贡科。宾贡
科及第的留学生，允许其在唐朝入仕做
官，愿意定居唐朝的留学生，还给予免除
徭役的待遇。

“多舛”的朝鲜留学生：

受政治关系影响大

与日本一样，我们的另一个邻国———
朝鲜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

唐朝时期，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
其中最强的是新罗。为了学习中国的政
治文化，新罗向唐朝派遣大量的留学生，
通过这些留学生引进唐朝先进文化，促
进了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
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和朝鲜
进入了留学“蜜月期”，唐宋两朝，许多来
自朝鲜半岛的留学生不远万里奔赴中
华，在两国的友好史上书写了重要篇章。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明代的时候，这
种“蜜月期”被朝鲜的对元政策打破。

其实在明朝建立之初，统治朝鲜半
岛的高丽与中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
的。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重开科举，
特诏高丽有经明行修之士赴京师会试，

不拘额选取。高丽派朴实、金涛等前来赴
考，金涛一举中三甲第五名。可是，两国
关系很快出现裂痕。由于高丽长期臣服
于元朝，而且两国王室世代通婚，所以高
丽与北元(1271-1391)一直藕断丝连，加上
连续发生明朝使节在高丽被害事件，两
国关系紧张起来。不久，明朝进军中国东
北，完全控制了辽东地区，高丽和明朝之
间又面临着边界划定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高丽的留学生派遣不可能顺利进行。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大将
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史
称李朝(1392-1897)。李成桂即位后，立即向
明朝表示事大之诚，并多次请求颁赐国
王印信、诰命。但是，明太祖出于对高丽
的恶劣印象，对李朝政府十分戒备和冷
淡。所以，李朝政府尽管希望能像前代那
样继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却未能
成行。后来，李朝的国王又多次向明朝的
皇帝上书，希望能够派遣学生来华留学，
无一例外都被明朝政府拒绝。

明朝被清朝取代之后，面对中国的
新兴王朝，李朝却对派遣留学生赴华的
事情只字不提。这是因为李朝统治者从
骨子里瞧不起清朝，认为其是“胡虏”，没
有什么好学的。即使派人，也是学习历
法，像明朝时期那样隔三差五上书请求
派遣学生留学的场景，在李朝政府完全
绝迹。

“神秘”的俄国留学生：

了解西洋世界的一面窗

虽说朝鲜在清朝时期不再向中国派
遣留学生，但是清朝国子监中的留学生
并没有因此断绝。在这些留学生中，一些
来自俄罗斯的金发碧眼的学生显得尤为
突出。

明清交替之际，从属于俄罗斯的哥
萨克人不断侵入黑龙江流域，向清朝管
辖下的当地少数民族收取实物税，并构
筑堡寨屯驻。随后，清军和俄罗斯展开激
战，在双方都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后，中
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
条约》。这两个条约为中俄双方带来了和
平。

根据《恰克图条约》第5条规定，清朝
协助俄国在北京建立一座东正教堂，俄
国则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
生。传教士由清朝“供以膳食”，留学生由
俄国“供其膳费”。

俄国留学生来京，主要学习满文、汉
文。俄国政府规定，派往北京的留学生，

“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
十二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到了道
光年间，因为这些俄国人思乡心切，学制
改成了五年。

清初，为了处理中俄两国的关系，出
于外交事务的需要，政府专门在北京设
立了“俄罗斯文馆”，选派八旗子弟进馆
学习俄文。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来京，有
不少人被清朝聘为俄罗斯学教习和理藩
院的翻译。其中，随第二届传教士团来京
的留学生伊拉里昂·罗索欣，从雍正十三
年(1735年)起担任俄罗斯学教习和理藩院
翻译。出于教学的需要，罗索欣编了一本

《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这是中国学生
使用的第一部俄语教科书和辞典。

此外，俄国传教士团和留学生来京
时，还带来了许多俄文书籍，其中数量最
多的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俄
罗斯赠与了中国357本图书，道光帝令将
这批书籍收藏于理藩院，以待日后组织
翻译。随后这批书籍的书名先被译出,内
容涉及俄国历史、地理、数学、武器、医药
等诸多方面，京师“好事者争相传录”。可
以说这些书籍，为闭关锁国已久的中国
人，打开了了解西洋世界的一面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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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来华读书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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