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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钱学森抱着科技救国

的梦想负笈游学， 后师从著名空气

动力学 大师 冯·卡 门从 事 航 空 前 沿

问题研究， 逐渐成为美国航空界翘

楚。 1950 年，受“麦卡锡主义”影响，

钱学森经历了行李被查扣、 人身被

拘捕被软禁等曲折遭遇。1955 年，根

据中美日内瓦声明， 钱学森才得以

回国。 此后，他帮助祖国成功研制导

弹、火箭、卫星等。 这一切，美国媒体

都进行了大量而及时的报道。 本文

以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

顿邮报》《芝加哥论坛》 等较有影响

的美国媒体为视角，以 60 多年来有

关钱学森的报道为主线， 解读美国

媒体眼中的钱学森。

“最有天分的火箭专家”

———聚焦旅美成就

1936 年秋天， 钱学森师从空气

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

因其卓 越的 数学 才能得 到 器 重，毕

业后仍 从事 航空 前沿 问 题 研 究，并

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观点， 成为

美国航空界最有权威的专家之一。

1.首位中国籍戈达德教授

尽管 20 世纪 30 年代钱学森在

航空界名声鹊起，但是直到 1948 年

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

主任时，才引起美国媒体关注。

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是由丹

尼尔·古根 海姆基 金为 推 进 航 空 发

展而成立的， 中心旨在培养未来航

空的领军人才。 为纪念美国“火箭之

父”罗伯 特·戈 达德，中 心主 任均 被

任命为“戈达德教授”。 当时古根海

姆基金会同时选择在普林斯顿大学

和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中心， 他们皆

希望钱学森能担任中心主任， 钱学

森最终选择了自己的母校加州理工

学院。 1948 年 12 月 14 日，《洛杉矶

时报》以“钱学 森博 士：加 州理工 学

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 为题进行了

报道：“杜布里奇博士宣布钱学森博

士将会领导帕萨迪纳研究中心。 钱

学森博士，38 岁，中国人，曾是加州

理工学院学生及加州理工学院学术

委员会成员。 ”同日，《纽约时报》也

说：“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空气动力教

授的 38 岁中国人钱学森博

士，已被选为加州理工学院

的戈达德教授。 ”

2. 美国航天飞机的先

驱

1944 年 钱学 森就提 出

了 一 个 小 时 内 从 纽 约 飞 到

洛 杉 矶 的 火 箭 喷 气 式 飞 机

的设想。1945 年 12 月，钱学

森 作 为 美 国 空 军 科 学 咨 询

团的成员参与编写了题为 《迈向新

高度》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

箭 导弹 的发 展提出 了长 远 的 规 划。

后来他在第四届火箭协会上详细介

绍了飞机构造、 飞行原理及燃料等

设想。 《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

先后进行了详细报道。

1949 年 12 月 1 日，《洛杉矶 时

报》以“一小时内跨越国家的火箭之

旅” 为题进行报道：“如果钱学森博

士在第四届美国火箭协会全国会议

上呈现的数字是正确的， 现在人们

可 以 乘 坐 火 箭 从 洛 杉 矶 到 纽 约 ，

3000 公里的旅程不到 1 小时就能完

成。 ”次日，《纽约时报》也说：“加州

理 工学 院喷气 推进 中心 的 罗 伯 特·

戈达德教授钱学森在第四届美国火

箭协会年会上描述的火箭像一个胖

胖的尖尖的铅笔状，长 80 英尺，宽 9

英尺，且头尾之间还有一对小机翼。

美国媒体眼中的钱学森
笕 徐 娜 张现民

钱学森和同事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办

公楼前留影（中为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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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在发射时重 50 吨，37 吨是

燃料。 作为推进剂，一旦飞船进入空

中， 燃料是液态氢与液态氧或者液

态氟。 他还说最好的起飞方式是垂

直向上， 升空早期最好通过冲压喷

气发动机驱动。 ”1950 年 2 月 5 日，

《哈德福报》中也讲到：“来自加州理

工学院的中国籍火箭专家钱学森博

士报告说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制造出

一小时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的载客火

箭飞船。 ”

3.登月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1948 年， 钱学森就开始研究人

类登月理论，并做大胆预测：人类飞

往月球的目标不出 30 年即可实现，

且地球飞往月球只需 1 星期。 1950

年 5 月，《大众机械师》引用钱学森的

话说， 工程师们很快就将着手建造

登月火箭。 钱学森曾经的加州理工

学院研究生、 后来担任过五角大楼

国防研究和工程局副局长的首席科

学家理查德·迪拉尔于 1981 年 6 月

14 日接受 《华盛顿邮报》 采访时回

忆，1949 年在加州理工学 院参 加学

术聚会时，钱学森幽默地对他的妻子

和另一个朋友说：“女孩儿们，我可以

卖给你们一张去月球的机票。 ”因为

当时登月对人类还是多么遥不可及，

他们还以为钱学森喝醉了呢。

多年以后，当钱学森的很

多设想 及大 胆 预 测 变 成 现 实

后，美国媒体盛赞钱学森的远

见卓识。 《纽约时报》 称他为

“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美国

火 箭 领 域 最 有 天 分 的 科 学

家”。 《洛杉矶时报》称他为“世

界 上 最 顶 尖 的 火 箭 专 家 之

一”、喷气推进领域“最热门的

科学 家”“最 卓越最 杰出 的 权

威”“世界上最权威的火箭专家之一”

“美国培养的火箭天才”等。

“冷战历史的嘲讽”———追

踪驱逐案始末

如果说美国媒体初次聚焦钱学

森是因为他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

气推进中心主任， 那么他们更加关

注的是钱学森在美国的曲折遭遇。

1.私人资料被查扣

1950 年 7 月，受“麦卡锡主义”

影响， 钱学森因被怀疑早期参加美

国共产党会议而被吊销了从事机密

研究的安全许可证。 钱学森找到时

任美国海军副部长的金·博尔，讲述

所受遭遇与打算。 金博尔深知钱学

森的重要性，一方面劝阻他回国，另

一方面通知移民局禁止他离开。 接

着便发生了美国海关扣押钱学森私

人资料一事。

1950 年 8 月 25 日，《洛杉矶 时

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海关的官

员说， 我们发现钱学森要船运到上

海的私人箱子， 包括各种形式的技

术资料，有些是秘密、机密和受限制

的。 这些箱子不符合美国‘出口管制

法 ’‘中 立 法 ’‘间 谍 法 ’ 的 相 关 规

定。 ”《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也对此事

进行了报道。

由 此可 见，受“麦 卡锡 主义”反

共浪潮的影响，美国政府“宁可错抓

一千也不能漏掉一个”。 为了阻止钱

学森回国，他们拼命找借口，而钱学

森 船 运 回 国 的 资 料 就 成 了 所 谓 的

“证据”。

2.身陷囹圄、被困美国法庭

1950 年 9 月 7 日， 美国政府又

以“参与背叛和颠覆美国组织活动”

的罪名逮捕钱学森。 次日，《洛杉矶

时报》刊登了题为“喷气推进专家因

为 被 指 控 参 与 颠 覆 组 织 活 动 被 驱

逐” 的报道：“40 岁的加州理工学院

喷气推进专家钱学森， 昨天因被指

控曾是颠覆组织成员而被联邦官员

拘捕。 ……驱逐令指控他曾经是‘一

个以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为目

标的组织成员’。 ”《华盛顿邮报》等

也有相关报道。

接着， 钱学森被关在特米诺岛

监狱长达 14 天。 据 1950 年 9 月 27

日《洛 杉矶 时报》报 道，钱 学森 在 交

了 15000 美 元 的 保 释 金 后 得 以 获

钱学森私人资料被美国海关扣押

钱学森一家人在归国的 “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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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此后的听证会上，移民局找来两

个曾经潜伏在共产党中的退休警察

及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过的学

生、特拉华大学的化学教授理查德·

莱维斯博士指证。 也有其他证人否

认钱学森是共产党员。 钱学森本人

说去过的聚会都有很多人在， 且都

非正式的，更不是共产党会议。

尽管证据不足， 钱学森还是被

判驱逐， 但美国政府并未真正执行

驱逐令。 美国媒体也看得出政府的

自相矛盾。 1953 年 3 月 6 日，《纽约

时报》发表评论文章《驱逐出境对美

国不利》：“虽然钱学森被判驱逐，但

是 又 担 心 他 掌 握 了 大 量 的 先 进 知

识， 如果立刻让他回国帮助红色中

国，必然对美国不利。 ”

3.科学家被驱逐出境

经过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协

商，1955 年 8 月 4 日，钱学森终于被

准许回国。

1955 年 9 月 13 日，《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芝 加哥 论坛》及《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 等美国媒体获知

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后， 纷纷报

道并发表看法。 《纽约时报》引用五

角大楼某官员的抗议说：“用十一个

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 就像用十一

个平民交换四个装甲师。 ”《洛杉矶

时报》 认为：“麦卡锡主义剥夺了曾

经为美国服务的美国火箭领域最有

天分的科学家。 ”1955 年 9 月 17 日，

钱学森启程回国。 《芝加哥论坛》评

论 说：“如 果 在 1950 年 钱 学 森 有 什

么可以给红色中国的， 那么现在他

对他们更有价值。 也许加州理工学

院当局可以证明我们从他身上学到

的远 远多 过他 从我们 这 里 学 到 的，

这个案件很荒唐。 ”

美国媒体说的没错，“驱逐钱学

森对美国是极大的损失， 对中国却

是极大的收获”。 在被软禁的五年，

钱学森转变研究领域， 最终完成了

经典著作《工程控制论》，连老师冯·

卡门都称赞道：“你在学术上已经超

过我了。 ”此时的钱学森比五年前更

能帮助祖国发展。

“助力中国航天发展”———

关注归国后举动

钱学森回国初期， 由于工作高

度保密， 美国媒体只能从苏联的报

道中获得一鳞半爪， 但每当中国航

天发展有突破时，他们都在

第 一 时 间 报 道 并 联 想 到 钱

学森。

1960 年，美国情报部门

曾预测中国将在 1962 年发

射卫星。1960 年 2 月 11 日，

《纽约时报》题为“红色中国

想进入太空竞赛”的文章中

写 道：“信 念 是 红 色 中 国 的

优势。 钱学森这样的专家是

中国的智囊。 红色中国能够不靠任

何 帮助， 在最 近几 年 发 射 卫 星。 ”

1960 年 1 月 11 日的 《洛杉矶时报》

也有类似预测， 并指出：“红色中国

进行太空项目的另一个支持来自于

钱学森。 ”

1964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 消息一出，各大媒体

再次聚焦钱学森。 次日《纽约时报》

刊载了 《钱学森博士可能参与中国

原子试验》一文，文章说：“在中国昨

天爆炸的原子弹中起领导作用的科

学家是钱学森博士。 ”但是《洛杉矶

时报》认为钱学森不会参与，因为他

“是航空 工程 师， 而 不 是 核 物 理 专

家”。 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两弹

结合”试验成功。 次日《纽约时报》即

刊登了 《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钱学

森》 一文：“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

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

重、支付酬金和信任了 15 年的人帮

助中国共产党用导弹把第一颗原子

弹送上天空。 ”

1980 年 5 月 18 日，中国在南太

平洋成功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6 月

4 日，《洛杉矶时报》以“美国培养的

中国火箭天才”为题聚焦钱学森。 文

章称：“最近南太平洋中国洲际导弹

试验成功是被称为中国火箭之父的

成就。 ……70 岁的钱学森是中国科

学事业中极有影响力的成员， 他主

持了能够与美国和苏联所拥有的火

箭形成对抗的火箭项目。 ”

总之， 尽管美国媒体对钱学森

为中国航天所做贡献的评价不完全

准确， 但是他们相信钱学森回国不

是种苹果，而是被委以重任，因此有

各种猜测也不足为奇。 不管怎样，美

国媒体为我们勾勒出了他们眼中的

钱学森形象， 同时也为我们了解钱

学森打开了一个崭新视阈。 ○
题图 钱学森在讲述火箭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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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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