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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回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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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说，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
国的思想，也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
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
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

杨振宁、姚期智近日放弃外国

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消息引发
关注。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
国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
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杨
武之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
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

杨武之受命赴日内瓦

面见杨振宁

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
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
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
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
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
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
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杨振宁与家里的联络一直都
很畅通。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
年里，没有证据显示杨振宁与家
里的信息往来涉及回国问题，他
与家里的联络更没有惊动政府。
变化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
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
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
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
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挂念着
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
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
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
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
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见
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接
到电报后，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
小可，于是他写信向周恩来总理
求助。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
了周恩来的批准。

据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回
忆，国务院办公室派人来到复旦
大学，由她带去华东医院看望杨
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
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
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
德林一号看望从未谋面的亲家
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
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
女儿杜致礼。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
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
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
杨武之没有忘记自己向周总理
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
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
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

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
桥》。据杨振汉回忆：“父亲从日
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大哥和李
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
台湾即不断地派人去拉拢他们，
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
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告诫
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为种种原
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
绝对不能去台湾。当前的形势将
是中国大陆会一天天强盛起来，
台湾会慢慢萎缩下去，这就是当
今潮流。”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
出，杨武之争取杨振宁回国是认
真的，但“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
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
取没有成功。

张文裕两次当面争取

杨振宁回国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
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故
而在国内引起极大震
动，《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科学通
报》等主流媒体
纷纷给予报道，
提振人心。

新中国
政 府 试 图
通过张文
裕 这 位
李、杨的
老师，说
服 二 人
回 国 工
作 。当
时 ，张
文 裕 正
在 苏 联
杜 布 纳
联 合 核
子研究所
工作，“国
内 给 他 打
电 报 ，让 他
去瑞典，一方
面祝贺李、杨获
奖，同时争取他
们回国工作。”据张
文裕回忆，在瑞典期
间，“尽管授奖活动的
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
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
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
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

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
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
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
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
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
国内的关心。

他们说，我们还年轻，争取
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
时候再回去”。此外，张文裕还谈
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
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
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
很长，叫杨振宁回国。”

不过，那个时候的李、杨二
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
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
因此婉拒了国内方面的
盛情邀请。

杨武之再赴日内瓦

争取杨振宁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
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
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
与自己团聚。国内方面同意了杨
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
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
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
经苏联、捷克到了瑞士日内瓦，
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
父母团聚。当时，新中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遭遇曲折，正处于“大
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
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
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
非常尴尬的。据杨振汉回忆，杨
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
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
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
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
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
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
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
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
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
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
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
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
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
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
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
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
有说服力了。

杨武之三赴日内瓦

争取杨振宁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
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
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
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

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
中，物资奇缺，

市场萧

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
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
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
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
结可想而知。他回国后对孩子们
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
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
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
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
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
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
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
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
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
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
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
难，父子冲突难以避免。1973年5
月12日，杨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
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
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有着细
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说：
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
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
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
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
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
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
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
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
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有了
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
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
而实际是错的价值标准。”这一
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
文章里，杨振宁再次细致描写了
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
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
1 9 6 2 年 我 们 住 在 R o u t e d 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
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
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
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
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
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
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

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
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

上 学 。从 前 … … 今
天……正说得高兴，
母亲打断了他的
话说“你不要专
讲 这 些 。我 摸
黑 起 来 去 买
豆 腐 ，站 排
站 了 三 个
钟 头 ，还
只能买到
两 块 不
整齐的，
有 什 么
好？”父
亲很生
气 ，说
她专门
扯 他 的
后腿，给
儿 子 错
误 的 印
象 ，气气 得得
走走进进卧卧室室，，

““砰砰””地地一一声声
关关上上了了门门。。我我

知知道道他他们们二二位位
的的话话都都有有道道理理，，

而而且且二二者者并并不不矛矛
盾盾：：国国家家的的诞诞生生好好比比
婴婴儿儿的的诞诞生生，，只只是是会会

有有更更多多的的困困难难，，会会
有有更更大大的的痛痛苦苦。。

据澎湃新闻

杨振宁与
李政道的恩怨

194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芝加
哥初次谋面，此后，二人开始联名发表

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1951年9月，李政
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是

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

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两位
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的重视。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
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
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

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论文《凝聚理论》完
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
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

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
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

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
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格气和

伊辛模型》署名时，李政
道说服杨振宁按

国 际 惯 例

改了过来。但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
道耿耿于心，他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
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那
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
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
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
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
奖。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
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劝说，这样李才
勉强地同意。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
奖的荣耀冲淡。

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
裂———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
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
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之
前，李政道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
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
意见。他说，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
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李政道感
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
合作。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
海默递交了辞职书。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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