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的工作

李政道与CUSPEA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1979年，李政道秉持饮水思源、科教报国的初

心，在中国倡立、实施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

目（China-United State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

plication，简称 CUSPEA），支持近千名物理专业优

秀学子赴北美接受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如今，当年

的CUSPEA学子已成为多个领域的学术领军人和

社会精英骨干，他们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名字——

CUSPEA学者，为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人才培

养和学术交流贡献力量。2011年，李政道将其毕生

积累收藏的各类科学文献、研究手稿、通讯书信、书

画作品，以及荣获的诺贝尔奖章、证书和其他各类

获奖证书等珍贵资料，悉数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

陈列于闵行校园内的李政道图书馆。本文通过这

些珍贵的档案史料、CUSPEA学者访谈资料，讲述

CUSPEA 项目在创立、实施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故

事，展现李政道敢为人先、敢于攻坚、敢于创新的科

学家精神品格。

一、为什么设立CUSPEA项目

1946年春，在西南联大理学院就读大学二年级

的李政道被恩师吴大猷选中赴美学习，这一大胆的

决定得到了时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鼎

力支持。李政道对两位老师的推荐一直感念在心，

并思考着效仿恩师培养祖国年轻科技人才。李政

道在《往事回忆：早期芝加哥的岁月和宇称不守恒》

一文中写道：“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

得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

面继续深造。他给我的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

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

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

难驾驭的。尽管机遇不可能预定，但它的出现几率

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却可以人为增加。我对于

1946 年的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

CUSPEA 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

够光顾其他年轻人。”①

1978 年，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回国讲学。

1978~1979年间，李政道与中国科学院通过大量信

件沟通此次讲学的时间、课程、听众范围、教材、讲

义以及讲义整理出版等事宜。李政道信中写道：

“‘粒子物理’的科目或应改为‘场论简引和粒子物

理’，希望听众不仅是理论物理的同学，也有实验物

理的，在高能物理的同学之外，也同样欢迎核物理

和天体物理的同学……附上以前在哥大教的‘粒子

物理’和‘统计力学’的旧手稿，请做参考。现在正

开始准备明年在国内的讲稿，预料中和这些旧稿间

图1 1954年，李政道与恩师吴大猷在美国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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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些大更改。如方便，希望明年的讲稿届时能有

同学协助整理笔记速即成书本，如此或可即供给其

他同学用。”②关于李政道的建议，中科院欣然同意，

并成立专门小组积极办理③。

1978年底，上海交通大学致信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以下简称“哥大”），表达了与哥大建立友好关系

的希望④。1979年 3月 12日，哥大校长致信包括北

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内的几位中国大学校长，表达

了与中国高校进行学者和学生交流的意愿。这封

信由哥大校长委托李政道在此次回国讲学时转交

几位校长，并请他们先行讨论和办妥一些主要问

题。1979年3月21日与3月23日，李政道分别致信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和严济慈，就哥大与

中国高校进行学术交流进行沟通。

1979年春，李政道趁着国内刚趋好转的形势，

在北京为近千名优秀青年补课。目睹当时国内面

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李政道忧虑万分。他

深感，为加快中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

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快为国内的

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

他们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

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⑤。

二、CUSPEA项目是如何运行的？

1979年，李政道组织了两次Pre-CUSPEA试点

考试。经过申请、寄送试卷和履历、专家推荐等环

节，共计选送 18 名学生赴美留学。两次 Pre-CU-

SPEA试点成功以后，李政道决心扩大项目规模，帮

助中国更多的青年学子赴美国一流大学和研究院

系统学习专业课程。

1979年11月9日，李政道致信严济慈，提出“明

年继续接受由中国来哥校物理系做研究生”的计

划，并进一步讨论招考范围，考试时间、地点、题目，

阅卷人员，英文测试，申请材料等细节。1980 年 1

月 10日，李政道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

院院长方毅，对“送大学毕业生出国进研究院”这一

“训练科学工作者方法”的发展道路进行更为深入

的探讨。由于 1979 年招收的五位学生都“成绩极

佳”，有些美国的其他大学也想效法。李政道提出

一个推广哥大做法的想法，在1980年春将美国一些

好的物理系研究院的大学（估计约30个）联系起来，

每年共同出一组考试题目，请科学院主办，每年年

底前在国内举行统一考试。他进一步提出，如物理

成功，化学、数学亦可相继成行⑥。方毅在1980年3

月 7日的回信中深表赞同，并批示由中国科学院和

北京大学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图2 1978年11月4日，李政道致信钱三强沟通

次年回国讲学事宜

图3 1994年5月，严济慈和李政道在北京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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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政道密切同北美多所高校联络，

邀请他们加入CUSPEA项目。1980年 2月 1日，李

政道开始大规模开展工作，他向53所美国高水平的

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200多封内容相同

的信。由于CUSPEA项目与美国的研究生招考制

度存在极大不同，考试规模又大，李政道承担了一

切基本的筹划和推动，他在给美国高校致信的同时

还附有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得非常详细，涉及了该

校物理系主要研究领域、项目联系人、发放奖学金

情况、研究生每周工作时长等问题。为了给考生留

出更多准备时间，尽量不影响他们参加国内研究生

录取考试，李政道对CUSPEA项目各个环节进行设

定，并对发出招考通知、报名、出题、考试、阅卷、召

开CUSPEA委员会会议、面试、录取等事宜的时间

点反复斟酌论证。1980年5月13日，教育部向有关

高等院校和研究所正式发布报名通知，CUSPEA项

目正式启动。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李政道负责所有美国院校

的组织协调工作，具体来说，每位CUSPEA学生的

成绩单，美国教授面试后给予CUSPEA考生的总体

评价信、CUSPEA学生的申请表以及个人声明，国

内大学教授为CUSPEA学生写的推荐信，都要汇总

到李政道这里，通过李政道和妻子秦惠䇹、秘书艾

伦·特拉姆整理后发往他们报考的学校。为了保障

尽可能多的CUSPEA学生被录取，美国各大学也会

直接向李政道处取得感兴趣的学生的成绩单。每

年这样的工作要进行两轮乃至三轮。20世纪80年

代在哥大学习过的CUSPEA学生，大都看到过李政

道夫妇和秘书在下班后，在办公室整理资料，粘贴

邮票的场景，这些信曾多次塞满了哥大校内及附近

的几个邮筒，而这些信件的邮资、与国内联系的长

途电话费则由李政道自己支付。

三、CUSPEA项目遇到困难时是

如何解决的？

正当第一届 CUSPEA 项目繁忙开展工作的时

候，在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了一些阻力、质疑甚至

是反对，他们对CUSPEA项目用“丧权辱国”“比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等语言进行攻

击。面对可能夭折的CUSPEA项目，1981年2月11

日，李政道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就

当时一些反对 CUSPEA 项目的声音，做了详细说

明。他介绍了美国培养科技工作者的方法，汇报了

CUSPEA项目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并讨论了

这一通道的利弊与问题，进一步以一位战略科学家

的眼光畅想该项目拓展到化学、数学、生物等领域

的愿景。

李政道还专程赴京，他首先向方毅、万里等主

管科技和教育事业的领导人说明情况并得到了他

们的大力支持。1981年 4月，方毅给李政道回信，

代表政府感谢他为CUSPEA所作的不懈努力，表明

了政府坚定支持的态度。1981年5月，时任教育部

部长蒋南翔致信李政道，对他的辛勤工作表示深切

感谢，并就项目拓展至化学学科的进展进行介绍。

1981年 12月 24日，李政道就继续开展CUSPEA项

目给出进一步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其中包含项目

运行模式、学生人数、学费等问题。次日，邓小平会

见李政道，在谈及CUSPEA项目时，邓小平说：“这

是件大好事，你们谈定了就行了，就照你们谈定的

办”，并对李政道多年来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

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就这

样，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才平息了一些异样的

声音，使该项目得以顺利运行。

按照原计划，CUSPEA 项目持续到 1986 年，

1985年应教育部等单位要求，经李政道决定，再延

续执行三年。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到总体规划，小

到学生学习生活，李政道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1980年5月20日的《美国大学接收中国物理研究生

考试CUSPEA暂定日程（修改稿）》第十条显示，如

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疑问，美国方面的联系人是李

政道，中国方面的联系人是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副院长吴塘。

115



现代物理知识

1983年，受经济情况的影响，美国各大学安排

学生非常困难，第一轮招生过后，125人中有 95位

CUSPEA学生被学校接收，还有30位学生没有被录

取。李政道为了保障更多的学生能被录取，自愿担

当美国高校与CUSPEA考生间的联系人。美方院

校如果对某学生有兴趣，就可以到李政道处取得成

绩单及介绍信，如愿意接纳该学生可以直接打电报

给学生所在学校⑦。1983届CUSPEA学者杨登科就

是受益者，他还记得第一轮申请美国学校时填报的

5所院校都没有给他回信，他心里很着急，就大着胆

子写信给李政道，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就收到了夏

威夷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最终杨登科选择

了夏威夷大学，在液晶物理与器件领域工作 30 余

年，成为该领域世界顶尖科学家之一。

CUSPEA 学者文小刚的母亲常说：“CUSPEA

学生都是李政道的学生，李政道是CUSPEA学生的

‘大家长’！”

初到国外的 CUSPEA 学者会面临各种各样的

问题：有的生病需要救助，“大家长”关心备至，帮他

们联系亲人，并送去专业书籍予以鼓励安慰；有的

想换专业，“大家长”指点迷津，帮他们分析自身的

情况，希望他们综合考量自身实力和行业前途，做

出正确的选择；有的因考试结缘生情，想重新考试、

转到同一学校，“大家长”成人之美，帮他们写信，推

荐安排第二轮考试等。

处理这些事情，每天都要占用业余时间，粗略

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李政道约 1/3的时间和精力，与

国内沟通所产生的邮票、电话费也是他自付的，但

他无怨无悔。“虽然这对我是很重的负担，但我觉得

以此来回报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国、母校

和老师们是我该尽的责任。”⑧

正是由于他和项目全体参与者的无私付出与

不懈努力，CUSPEA项目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派遣

留学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新标杆和新模式，为

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CUSPEA项目成效如何？

随着出国留学渠道的日益畅通，CUSPEA项目

也完成其历史使命，于 1989 年终止，先后培养了

图4 1983年2月8日，李政道在给严济慈的信中表示

自愿担当美国高校与CUSPEA考生的联系人，

以保障尽可能多的学生能被录取

图5 CUSPEA项目历年推荐出国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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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位CUSPEA学者。它不仅缓解了国内人才培养

断层的危机，还培养了亲如一家的CUSPEA学者。

这一团体获得的优异成绩和做出的突出贡献，坚定

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荣誉。

在科学界，CUSPEA 学者中已诞生了王中林、

谢心澄、郭鸿、刘惠春、戴宏杰、罗民兴、沈志勋、张

东辉、李兆平、文小刚、林海青、汤超、彭练矛、曾晓

成、杨强等15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美国国家

科学院、欧洲科学院、加拿大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

科学院院士。沈志勋获得 2011年度美国物理学会

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奥利弗·伯克莱奖，文小刚

获得2018年狄拉克奖章，王中林获得2019年度“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他们用勤劳汗水和

聪明才智获得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

在金融界，王江、胡捷、巨能久、刘俊、张海云、

李大西、霍炎、宓群等一批CUSPEA学者投身金融

行业，活跃在金融投资的各个领域，深度参与了近

30年的金融行业的全球变革。

陈宗健、白玉生、彭练矛、朱晓东等 CUSPEA

学者在芯片制造领域经验丰富，杨登科、薛九枝、

裴世铀等CUSPEA学者在液晶器件与应用方面进

行着不断的努力。张朝阳、杨勃、许榕生、于刚等

CUSPEA学者将互联网网页引入中国、探索网络生

态搭建、关注互联网安全，深刻影响了互联网领域

发展。谢爱华、邵志峰、敖平、汤超等CUSPEA学者

在生物物理领域，探索第三次生命科学革命。杨立

友、邢国强、严晓、肖旭东等在新兴能源领域，为碳

中和的实现持续奋斗。更多的CUSPEA学者在教

书育人、实业兴邦、创新创造……

CUSPEA学者追求自己的兴趣，在物理、生物、

计算机、金融、高新技术等多个领域展现才华，成就

斐然，对此，李政道深感欣慰，同时他也希望 CU-

SPEA学者努力为年轻一代创造机会，薪火相传。

如今，李政道依然活跃在CUSPEA大家庭，对

CUSPEA学者的发展寄予高度关注。2015年 11月

23日，CUSPEA同学联谊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62 位 CUSPEA 同学从世界各地赶来，庆贺李政道

89岁华诞，李政道十分高兴，他致函大会：我非常高

兴的获知，CUSPEA学者在各个领域中，无论是在

物理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都取得了喜人的成就，

做出了领先的贡献，看到你们汇聚一堂，都事业有

成，我甚感欣慰⑨。2016 年 11 月 28 日，“赤子情怀

——李政道九十华诞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

行，CUSPEA学者参加了座谈，共同为李政道庆生，

李政道在感谢信中重新回顾了创立CUSPEA项目

的初心：仿效吴大猷老师推荐我赴美深造那样，替

祖国年轻的一代创造类似的机遇⑩。2019 年 11 月

25日，“科技前沿与新时代趋势——2019 CUSPEA

四十周年庆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李政道为激励

CUSPEA学者的报国热情，亲自为活动题词“薪火

图6 1986年11月23日，CUSPEA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

第三届学术讨论会并庆贺李政道60岁生日 图7 李政道为CUSPEA四十周年题词“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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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并委托家属进行书面致辞。他表示，了解到

数百名CUSPEA学者及其学生们从世界各地来到

西安，庆祝 CUSPEA 项目 40 周年时，他感受到了

“十年树木今成林”的喜悦。

为了让 CUSPEA 学者在上海有一处可以交流

的场地，李政道同意在李政道图书馆和李政道旧居

挂牌成立“CUSPEA 之家”，并欣然题写“CUSPEA

之家”。他希望：对CUSPEA项目的研究能为祖国

科教事业之发展提供帮助。遵照李政道的期望，

李政道图书馆正加紧筹备建立CUSPEA项目研究

中心，收集CUSPEA项目发展及CUSPEA学者学术

成长相关资料，传承CUSPEA精神。

五、结 语

围绕项目的源起、实施、曲折以及成效，不难发

现李政道做人、做事的几点精神：一、敢为人先。在

改革开放初期，如何让在科技上落后的中国尽快赶

上世界科学发展的脚步，李政道敢为人先，创设

CUSPEA项目，成为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的典范。

二、敢于攻坚。CUSPEA项目是一个持续时间长、

涉及范围广、参与人数多、成效尤为显著的项目。

这其中要面对中美双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

化等诸多差异，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李政道没

有知难而退，而是敢于攻坚，智慧地处理面临的困

难。三、敢于创新。在 CUSPEA 项目的实施过程

中，李政道敢于创新，在对中美大学招生流程进行

比较后，创造性地设计了CUSPEA考试流程，让中

国的优秀学生有机会进入美国一流大学，让美国各

大学可以招收到一流的学生，这符合双方的需求，

有利于双方的发展，确保项目获得持续性发展。

李政道作为“物理巨擘”“炎黄赤子”，他的精神

品格对晚辈后生、年轻学子的成长成才具有深远的

影响和教育意义。

CUSPEA 项目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物理学发

展史上的一个创新举措，它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

期，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改变了 CU-

SPEA学者个人的命运轨迹，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

科技人才格局。李政道说：“我深感CUSPEA有意

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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