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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临行前的登船照

为什么留学？
为回国效力！

1935年拍摄这张照片时，钱学森面带微笑意气风发，怀着远大理想，这个年轻
人踏上了求学救国之路。“出国留学，目的就是要回祖国效力……”近半个世纪后，
谈及留学归国的感受时，钱老说出了那句激励过无数后辈的话，“我的根在中国，我
的魂一刻也没有离开中国。”

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的登船照。 钱学森图书馆供图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
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上海
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展厅的一面
墙上，印着钱学森铿锵有力的话语。
展厅里，许多展品都印证着这句用一
生践行的誓言：“出国留学目的就是
要回祖国效力”，坚定的信念永远激
励吾辈青年。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
馆志愿者讲解队学生讲解员、交大科
学技术史专业三年级博士研究生郭
茹月为我们带来钱学森赴美留学前
登船照片与赠言册背后的故事。

心怀救国梦
寄语待归来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内，
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登船照片与赠言
册很是显眼，总有观众驻足在前仔细
凝视。郭茹月走向展品，展开又一次
深情的讲述。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黄浦
江码头登上美国邮船公司的“杰克逊
总统号”邮轮，怀着“航空救国”的远
大理想，赴美深造。为了出国事宜，
钱学森专门向交大同学、共产党员戴
中孚表露了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
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
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
为祖国效力。”戴中孚赞许道：“你的
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
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1935年7月，钱学森在北京、天
津办理出国手续，随后又回到上海准
备出国事宜，整装待发。在北京、天
津和上海期间，钱学森与同学、亲友
纷纷道别，他们在赠言册上寄语留
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在赠言册原件上，有一页的左侧
是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他是钱学
森的表哥章镜秋。他爱好摄影，曾在
1930年代的《红玫瑰》《游戏世界》等
杂志发表过不少摄影作品。在钱学

森图书馆的展厅，展出了章镜秋给钱
学森的赠言特写——“好学不倦乃有
为之青年也，将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
乘轮赴美以求深造攻航空学，他日学
成归来于祖国防空政策自必有伟大
之贡献也，谨志数语以赠并留纪念”。

除此之外，赠言册上还有娄育
后、傅永汉、李学孟等人的赠言。这
些饱含深情的赠言流露出同学、亲友
对钱学森的殷切期望，钱学森也将这
本赠言册视为精神寄托和奋斗目标，
一直妥善保管。

1935年 8月，钱学森等20位留
美公费生从上海乘坐邮轮前往美
国。如今，展厅里展出了一张钱学森
一行抵达西雅图时的合影。

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家责”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是在改
革开放后，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完
成学业后选择报效祖国，钱学森正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在学成之后
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他们最初出国留学的目的。“钱
学森学长一开始就抱着学成之后报
效祖国的目的赴美留学。他在交通
大学求学期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积
极要求进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
围组织。”郭茹月介绍说。

1930年暑假即将结束时，钱学
森染上了伤寒，不得不申请休学一
年。其间，钱学森阅读了《辩证法底

唯物论》《艺术论》《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册）。经过分析和比较，钱学森认
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科
学。此后，他还阅读了马克思的《资
本论》和其他进步书籍，进一步开阔
了眼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钱学森参加了交通大学组织的赴南
京请愿活动，抗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
政策，请求政府出兵抗日。此后，他
开始有意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
织，参加了交大共产党员乔魁贤领导
的学习小组。

1983年9月8日，钱学森在办公
室会见来访的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教
授刘奎林，谈到出国及回国的感受时
说：“出国留学，目的就是要回祖国效
力，人人都有祖国，中国的文化叶茂
根深，从小就接受伟大而渊博的中华
文化的熏陶，人人都有为中华民族振
兴的远大理想。我的根在中国，我的
魂一刻也没有离开中国。”

“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
国住一辈子。”正是因为钱学森出国
留学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
国，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认为机
会到了，毅然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
条件和工作条件，即使困难重重，也
要冲破罗网，坚持回国。

付吾辈韶华
耀吾辈中华

“每次的讲解都会让我很期待！”
郭茹月对展厅里的故事已经熟稔于
心，即使读博三，科研任务繁重，但从

今年4月加入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
图书馆志愿者讲解队以来，她每个月
都保持两天的现场讲解。为此，郭茹
月还必须专程从闵行校区乘坐班车
赶往徐汇校区。有点繁琐，有点费
时，但她认为：一切值得。

“我的专业是科学技术史，在学
习过程中，接触到部分有关钱学森学
长的研究，我被钱老的治学精神和爱
国情怀深深感动，当看到公众号招募
讲解志愿者的时候就立刻报名了。”
郭茹月早就心向往之，但因为疫情一
度暂停了招募学生讲解员的工作而
推迟了不少时日。

“一方面，我是想将自己的感动
带给更多人，另一方面，也是想增加
自己对钱老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郭茹月在讲解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以展品介绍为主，更加
侧重于讲解钱老与交大的渊源，比如
她会在讲解中加入交大校园里的“学
森路”、钱学长住过的“执信书斋”，每
当经过交大图书馆入口处，她都会复
述一句钱老的名言：“图书馆是我每
天必去的地方”。

用自己学习生活中所接触到的
具体元素，补充拓展钱学森与交通大
学的讲解内容。另外，同样作为学
生，在面对青少年学子受众讲解时，
郭茹月会更希望将钱老的治学精神
通过这一件件展品传递给大家。

“出国留学目的就是要回祖国效
力”，坚定的信念永远激励一代代青
年。郭茹月感慨，不论是钱老所处的
年代，还是我们所处的更为开放的现
代，国际学术交流都是非常有必要
的。学成后报效祖国是他出国留学
的目的，这个目的在他归国后已完全
实现。那时的他面临众多选择，但是
始终秉持初心。现在，我们有更多的
机会去进行国际交流学习，开放的环
境也为当今学子建设、报效祖国提供
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坚实的舞台。

付吾辈之韶华，耀吾辈之中华。
郭茹月说，作为青年党员，学习钱老
的治学精神与爱国情怀，将对祖国的
热爱倾注于学习与实践之中，就是传
承与弘扬钱老战略科学家精神的实
际行动。

国庆节适逢新生季，钱老严谨治
学与爱国情怀会在郭茹月这样的讲
解中，继续传向新一批学子和普通公
众。正如她所期待的，这段历史是过
去的，但精神宝藏是永恒的，愿故事
中的一个个小火花能点燃照亮更多
火把。

钱学森表哥章镜秋的赠言。

已经读博三的郭茹月科研任务繁重，但她每个月都会从闵行校区赶到钱
学森图书馆进行讲解。 除署名外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