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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學湖心講堂特別呈現．中國文化書院「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第二講，日前

聚焦當代物理學大師楊振寧。主講人是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中國文化書院導師陳

方正博士，他以《楊振寧和他的世界——鋒芒、幸運、衝突與融合》為題，講述了著

名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百餘年傳奇人生。作為楊振寧的「忘

年交」好友，陳方正向觀眾展開了楊振寧人生的不同側面，也從多個角度解析了楊振

寧人生中的衝突與融合，成功與痛苦……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

「我和丈夫的『故事』緣於西安，在這
裏，我們相知相愛，組建了家庭，並開始
創業。如今我不僅是『洋媳婦』，也是新
西安人。」來自吉爾吉斯斯坦的葉麗婭告
訴記者，她仍在努力提升中文水平，探索
吉中民間文化交流的多種形式，希望做好
吉中兩國的交流紐帶。
2015年，葉麗婭來到西安留學，愛上了
這座古老與現代融合的城市。閒暇時間，
她總是喜歡走走逛逛，感受千年古都的獨
特魅力，了解當地的生活和文化，希望能
融入到這座城市中。留學期間，葉麗婭收
穫了愛情，與丈夫晁永林「一見鍾情」。
2018年3月，這對「絲路夫妻」成立了一
家進出口貿易公司，開始了在古都的創業

之路。
「我們將中國的服裝、鞋襪、玩具、電

子產品等賣到吉爾吉斯斯坦，將吉爾吉斯
斯坦的蜂蜜、麵粉等特產帶到中國。」葉
麗婭說，中國商品品類豐富，既有價格優
勢，也有質量優勢，深受吉爾吉斯斯坦民
眾喜愛，吉爾吉斯斯坦的農副產品質量
優，也成了不少中國顧客的選擇。
從最初進口小罐蜂蜜，到如今出口中國

製造的新能源汽車，晁永林說，生意順風
順水，離不開大環境的利好，他們也在不
斷拓寬貿易的品類和方式。「中國製造的
公交車、新能源車馳騁在吉爾吉斯斯坦的
馬路上，家用電器、衣物、日用品等也走
進了許多家庭，家鄉人很認可來自中國的

『好物』。」葉麗婭驕傲地說，「中國製
造」是「金字招牌」。

從幫朋友代購發現商機
另一對「絲路夫妻」的故事也開始於西

安。哈薩克斯坦姑娘阿妮塔遇到了中國小
伙元朝輝，他們在這座城市相識相愛，後
來組建了家庭，有了可愛的兒子。
「最初只是幫朋友代購，後來需求越來

越多，我們也從中看到商機，成立了公
司。如今通過我們的平台，每天有1,000餘
單來自中國的產品送到哈薩克斯坦消費者
手中。」阿妮塔說，希望能將越來越多的
中國商品帶到哈薩克斯坦，同時也將哈薩
克斯坦的優質產品帶到中國。「如今我的

很多哈薩克斯坦朋友對中國很感興趣，我
也會給他們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生活，
讓他們了解更真實的中國。」阿妮塔告訴
記者，同時，她也將家鄉的風土人情介紹
給身邊的中國朋友，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在阿妮塔看來，隨着哈中兩國交流合作

越來越密切，兩國民眾了解的加深，自己
和丈夫未來的發展將會有更多可能性，屬

於他們的創業故事必將更加精彩。
對未來發展同樣滿懷希望的葉麗婭表

示：「吉爾吉斯斯坦自然風光優美，動植
物資源豐富，西安作為古絲綢之路的起
點，歷史文化璀璨。隨着『一帶一路』建
設的持續推進，我們不僅看好進出口貿
易，還看好兩國旅遊市場，未來大有可
為。」 ◆文、圖：中新社

楊振寧1922年出生於安徽合肥，上
世紀四十年代赴美留學任教。

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
恒原理與李政道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
獎。他提出的「楊－米爾斯規範場論」
是二十世紀物理學最為重要的成就之
一。2003年起，楊振寧回國定居任教，
在培養和延攬人才、促進中外學術交流
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陳方正在講座中
表示：「他的至交鄧稼先比他早半個世
紀回國，以1964年的中國原子彈來證
明，中國人絕非不如人。1971年鄧稼先
在楊先生行將離開上海回美國的時候寫
信給他，以這樣一句話作結：『但願人
長久，千里共同途。』這就可以很好地
說明，他在此後50年間所走的路，和努
力在做的事情了。」楊振寧在百歲壽辰
之際，也以這句「千里共同途」作為講
演的主題。

楊振寧視頻再敘人生意義
作為整場講述與探討的核心人物，未
能到場的楊振寧錄製了一段視頻在現場
播放：「這個中國文化傳統幾千年了，
是要講做人的原則，是什麼呢？是立
德、立功、立言。這個德、功、言，功
是什麼定義？言是什麼定義？幾千年來
也有改變。這個德是什麼呢？從來沒解
釋。我想，德者，就是做人的原則。」
101歲的楊振寧在視頻中聲音清晰有
力。
他續說：「如果要給自己打分數，這
德、功、言，我自己覺得我做得還不
壞，而且呢，是非常中國式的。我是從
很早時對中國就是很樂觀的態度，我想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我就是很樂觀。我
想這個所以樂觀的地方，是因為中國文
化傳統對於今天的中國的影響，是非常

之大。而這個文化傳統的影響，還將要
繼續發揮作用。」

事業家庭豐收卻內心煎熬
主講人陳方正生於1939年，今年84

歲，是楊振寧近60歲才結識的好友，如
他所言兩人之間的友誼算是「忘年
交」。「如今楊先生年邁期頤，他的人
生和學問猶如峰巒起伏，蘊藏無數深壑
與幽谷的雄山峻嶺。」陳方正向觀眾展
開了楊振寧人生的不同側面：他是當之
無愧的科學偉人，在科學發展和國際合
作與推動中國科教事業發展上，也作出
了卓越的貢獻；同時，在其博大精深的
學問背後，應當看到，他所身處的是一
個充滿劇烈變動、存在不可消弭衝突的
時代，要在這樣的時局下發揮才華、平
衡各方期待、取得成功，必定也歷經了
常人經常面對的矛盾、煎熬、痛苦……
演講中陳方正談到：「在林蔭覆蓋的

普林斯頓之外，世界正在發生巨變。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底美軍逼近
鴨綠江，中國志願軍入朝，中美兵戎相
見。楊振寧的兩個好朋友，去了美國普
度大學的鄧稼先，和去了英國布里斯托
大學的黃昆，都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毫
不猶豫回國……此外，在1950年前後，
還有很多在美國訪問或者工作的中國科
學家，如吳有訓、王淦昌、華羅庚等都
選擇回歸；至於錢學森和張文裕，則直
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方才衝破重重困
難回國。他們都要在報效祖國與獲得更
高學術成就之間，作出關乎一生命運的
重大抉擇。這些關乎時局和師友去留的
消息傳來，不免在楊振寧敏感的心靈中
引起矛盾，從而帶來巨大壓力和痛苦，
因為同時還有另一個天地在等待他發
現，一些具有無比強大吸引力的工作在

召喚他。」
他續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

楊振寧看來就像是一艘在平滑海面上吃
飽了風一往無前的帆船：結婚成家，發
表重要成果，獲得諾貝爾獎，去紐約石
溪開創自己的新天地……一切順利圓
滿。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仍然翻騰着
極大的矛盾、痛苦、煎熬，理由非常簡
單：骨子裏他還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帶
有五四運動和西南聯大的烙印，背負着
父母師長深厚期望的中國知識分子，而
中國此時正在天翻地覆之中。」
談到楊振寧人生歷程上的衝突與融

合，陳方正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
坦言，衝突是有兩個，一個是他跟李政
道的衝突，一個是他在中美之間的衝
突。中美之間的衝突，他最初回中國的
時候還是一個美國人，最後才決定歸根
不要美國籍了，成為中國人。這是一個
過程，他自己把中美之間的衝突在心裏
邊融化了，真正做回一個中國人了。至
於李楊之間的衝突，那是無解的，這是
他一個終身的心結，一個痛苦。」

中國科學發展需要20個象牙塔
談到中國科學未來如何發展時，陳方

正表示，中國會需要一些不受外界影響
的小環境，讓一些對基礎科學有興趣的
人能在那裏持續發展。「不需要很多的
錢，也不需要很多人，中國那麼大，或
許20個就夠了。如楊振寧所辦的清華高
等研究院，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要有一
個好的環境，同時一般的學術機構都有
它自己的規章條例，那些條條框框是為
了其他目的而定的，並不一定適合這樣
的機構。所以清華高等研究院是他們歷
任校長親自負責，楊先生自己坐鎮，所
以它變成是一個清華的特區，可以就叫
它象牙塔，中國需要20個象牙塔。」
對於當下中美之間的博弈，他稱，這

對中國實用科學的發展會有一些不利的
影響，至於對基礎科學的發展，照理說
不應該有太大的影響。可是中美之間的
交流慢慢少了以後，可能也有間接的影
響。「我想美國要抵制中國，可能一時
間是抵制得了的，再長了也抵制不了。
最多就是讓中國發展慢一點，可是長期
來講，對中國是有利的。因為中國人有
自己的頭腦，有自己的勤勞，有自己的
制度，那麼即使發展慢一點也並不那麼
可怕，因為它終究還是要繼續發展
的。」

「絲路夫妻」的西安創業故事：
在這裏，收穫家庭與事業

◆阿妮塔一家溫馨而幸
福。

◆◆葉麗婭一家在吉爾吉斯斯坦品嘗美食葉麗婭一家在吉爾吉斯斯坦品嘗美食。。



「「忘年交忘年交」」好好友探析楊振寧百年傳奇人生友探析楊振寧百年傳奇人生

成立於 1984 年
的中國文化書院，
匯聚了老中青三代
學者，體現了當代

中國知識分子堅守學術尊嚴與夢想的傳
承；而成立於2018年的西湖大學，是
新中國第一所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
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代表了這個時
代新的探索和追求。「湯一介當代學人
講座」由中國文化書院設立。該系列的
講座以「洞察時代、傳承學術、理解人
生」為關鍵詞，展示二十世紀中國學人
在時代變遷中追求真理、潛心為學的學
術人生，以激勵後人，匯通中西。首講
今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學開講，講述著
名哲學家、教育家馮友蘭的學術人生。
「中國文化書院『湯一介當代學人講

座』第二講，要放在西湖大學，是楊振
寧先生向我提議的，今天我們做到了，
值得祝賀。」中國文化書院院長、西湖

教育基金會理事長陳越光說。活動現場，他帶
來了楊振寧為西湖大學寫下的祝福與期望，親
手遞交給施一公校長。當日理論物理學家、中
國科學院院士蔡榮根，量子物理學家、中國科
學院院士潘建偉，現場展開評議，通過多維視
角呈現一名享譽世界的物理大師的風貌。在西
湖大學成長的道路上，有楊振寧身體力行的足
跡：2018年4月16日，楊振寧出席了西湖大
學創校校董會第一次會議，受聘為西湖大學董
事會名譽主席。當年的10月20日，楊振寧出
現在了西湖大學成立大會現場，共同為新生的
西湖大學揭牌，並且在西湖大學顧問委員會上
積極地建言獻策。「如果年輕30歲，我也會
加入西湖大學的！」楊振寧曾經如是說。
施一公表示，從2007年相識楊振寧至今，

每一次的接觸都令他深受觸動。「不僅是先生
深邃博大的學識與思想，值得晚輩學習。先生
在人生道路上經歷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取捨，
在得失之間保持進退有據、通達成河，對厚德
載物的君子之道做出了最好的詮釋——這份根
植於中國傳統文化最深處的修為境界，同樣值
得後人身之砥礪。」

陳方正陳方正：：眾科學巨擘眾科學巨擘
「「千里共同途千里共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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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越光帶來了楊振寧為西湖大學寫下
的祝福與期望，親手遞交給施一公校
長。 受訪者供圖

◆101歲的楊振寧視頻致辭「我對人生意義的理解」。

◆◆陳方正講述楊振寧的傳奇人生陳方正講述楊振寧的傳奇人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蔡榮根、陳方正和潘建偉現場與網友同學們交流回答問題。

◆◆主講人陳方正接受香港文匯主講人陳方正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報記者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