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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为锡九的回忆录写序。
过去，我与锡九多次擦肩而过，直到2007年我们才相识。
此后，我们同在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一个民间非营利性志愿者组织工作，我们成了挚友，他是主
席，我是总裁。
我们都深信美国和中国必须一起迎战世界环境的恶化。
绿色能源是美国和中国有需要并能合作的广阔领域。
    我欣然为他的回忆录作序，不但因为他和我是同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电气工程系的校友，而且
因为我们同在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一起工作有五年之久。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一直默契而有效地工作着。
    锡九比我大8岁，当我进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已于1956年回中国，然而我们都受教于相同的教授们，
并且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有相同的经历，虽然他的专业是计算机和电子，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控制系
统。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作为顾问教授，加入了
比尔·林维尔教授的工程经济系统系。
比尔和他的孪生兄弟约翰·林维尔曾受教于吉耶曼教授，锡九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也是在吉耶曼教
授门下。
有这一层学缘关系，我们互相倍感亲切。
    过去的40年，我有机会见证并积极参加了硅谷的诞生和半导体革命的第一次浪潮。
除了在斯坦福大学以外，我还在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人共建创业投资公司——系统控制
公司；积极参加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工作，包括1982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与人共建伍德塞德
风险投资公司。
在此期间，我见证了仙童公司生产晶体管，英特尔公司研制集成电路，惠普公司和其他公司研制计算
机，这些都促使硅谷带动了美国的技术发展，而那时美国正逐渐引领世界的技术发展。
    在与锡九交往中，我得知1956年他回中国后，与一批科学家也走了类似的发展道路。
那时，中国在科学交流方面与世界隔绝，然而其发展却与硅谷的发展模式有相似之处，在相距不多的
时间内，锡九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开拓了与世界齐头并进的道路。
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赞赏。
在当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所取得的卓越成果，为中国今日在技术方面跃进到高水平并成为世界力量作
好了准备。
    我与中国有很深的关系，自1980年首次访华后，我先后访问中国40多次。
我曾受江泽民的邀请，那时他还不是国家主席，把电网控制技术介绍给中国，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建
立电网控制中心。
后来我又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江泽民主席提出部分产业私有化的建议。
    由于我逐步深刻地了解到美中关系存在着起伏变化，我长期在思索促进这两个国家关系的方法。
和锡九在一起，我找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通过绿色能源，两个国家可以合作，共同努力，成
为先导者，真实地提供改善环境的积极效果，使21世纪成为“绿色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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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归》共分六个篇章，以时间为主轴讲述了吴锡九的童年生活、南模时代、赴美留学以及之后
他三度“回归”的经历——回中国科技兴国，回美国搞科研，回归自然致力于中美绿色能源开发合作
。
文中不时可见一个科技人对于祖国的振兴乃至全球的发展的担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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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锡九，1932年生于上海。
1949年年初从南洋模范中学提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电子工程，1954年获麻省理工学
院电子学硕士学位，是美国第一批掌握晶体管技术的研究人员。
1956年追随钱学森归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22年，主持领导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晶体管、第一次用晶
体管研制大型计算机、第一次用集成电路研制微型计算机，为中国信息科技的先驱者。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方毅批准，出国接受遗产，在硅谷惠普研究院
领导科研16年，为促进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筑路搭桥。
退休后，创办加大伯克利分校华人国际协会(BcAIA)，现任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UCGEC)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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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上海成长千里姻缘我的家庭和中小学丽中的家庭和中小学赴美留学，千里姻缘一线牵二、风雨同
舟十年辉煌我们的回归百人回归，振兴中华相聚中关村，奠基科学院在中科院的岁月物理所和第一个
晶体管的诞生访苏考察和悠如出生“大跃进”下的“109机”和“109工厂”研制“0515”固体电路和
受聘“科大”七千人大会和广州会议第一台微型组件计算机的研制三、身逢“文革”痛遭浩劫突遇《
五一六通知》批斗杜润生、张劲夫红卫兵抄家，受隔离审查军宣队进驻和“第一号通令”上海亲人遭
难丽中的“干校生涯”临潼生涯和“可靠性”研究政治大变革，家境大变化礼送出国四、重返美国春
华秋实美国变革，面目一新科技创新，硅谷兴起惠普与我硅谷华人科技创业的奋斗历程投身创建“硅
异”，亲验硅谷创新族聚美国，枝繁花荣五、天堑通途牵线筑桥改革开放，伟大的转折振元邀请，回
访祖国南方谈话，强势前进组织召开“2004上海会议”退而不休，创办协会追悼小叔，尊师重教六、
开发“绿能”老而弥坚百变硅谷，硅谷变绿太湖惊变，紧迫我心“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应运而生北
京论坛，绿色主题华盛顿之行中美绿色合作新纪元后记我们的三度回归和绿色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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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上海成长千里姻缘    我的家庭和中小学    家庭    从19世纪末到如今21世纪初，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世界格局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转型的一百多年。
其间，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八年抗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改革开
放、中华崛起的种种重大历史变革。
这一百多年，让人无比震撼，感慨万千。
    这一百多年，对于我的父亲和我自己来说，两代人也正先后经历着从出生、学习、奋斗到成家和创
业的人生历程。
在这个历程中，我们都曾获得过不断进取、事业有成的喜悦，也遭受过政治迫害、悲痛黑暗的苦难，
人生的悲喜荣辱常交融于胸。
但是若把我们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沉浮放到这大浪淘沙、气势磅礴的百年风云中去品味，我们就会通达
、开朗许多。
’以历史的坐标来衡量，我为父亲和我自己能在这场旷世巨变中有所参与、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而倍
感欣慰。
    因志存高远，故自觉任重而道长。
我想，我们家两代人的人生履历、前途命运的写照，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足迹，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
的缩影。
所以，我想通过回忆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和本身的成长轨迹，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审视时
代的巨变和进步。
    父母对我的教导和培育，特别是父亲的政治理想、奋斗目标、品格魅力、行为风范，深深地影响了
我的一生，成为我的宝贵财富，让我终生感恩。
父亲吴士槐生于1896年，正是甲午中日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相继发生年间，国家积贫积弱，风雨飘摇
。
作为在这一历史环境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他立志技术抗寇、实业救国。
    我们吴氏家族在浙江浦江前吴村族聚而居，世代崇尚勤学苦读，历代均为书香门第。
但由于祖父性格豪爽，得罪了上司而丢了官，在怀才不遇、心情抑郁之下染上了不良嗜好，遂将田产
逐渐典卖殆尽，自此家道中落、家境巨变，这正值父亲的童年时代。
    祖父故世，整个家庭只能依靠祖母苦苦支撑。
祖母是个非凡的妇女，她刻苦、坚强、聪明、能干，对人极富同情心，在村里素有贤名，在亲属中广
有威信。
父亲是长子，祖母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
而过早尝到人世问辛酸苦辣、感到沉重压力的父亲，在祖母的言传身教和生活磨炼中，顽强地成长起
来。
祖母的贤德和其他优良品格，深深地影响了父亲，亦为父亲的豁达大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提携
乡人、照顾亲属、乐做善事等性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不可取代的作用，故父亲一生待母
至孝。
    父亲从小爱读书，成绩优秀。
他先读私塾，后上学堂——那时已废除科举，开始兴办学堂。
在私塾中，父亲接受了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而在学堂，父亲学到了数学、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知
识。
新学使他打开了眼界，了解到外面的世界。
特别是当父亲通过学习，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富强起来，便恃强凌弱侵略中国，除此之外，中国
还遭受其他坚船利炮西方列强的蹂躏，他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贫穷落后是要受欺挨打的。
于是，父亲树立起自己要发奋有为、用实业来救国、以技术来强国的志向。
    16岁时，父亲怀抱着奋斗的理想，在祖母的支持下，借了村人的钱，只身离开家乡浦江去省会杭州
应试，决意攻读工科，学习科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归>>

不久，父亲如愿考上了著名的浙江省立甲等工业学校，即浙江大学的前身。
进入这所高等学府，父亲扩大了眼界，洞察到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接触了更多的新科学、新技术。
父亲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立志要当一个出色的技术专家，企望将来能为工业救国作贡献。
    四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他作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得许炳垄校长的赏识。
许校长主动全力帮助父亲找工作。
当时，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民族工业，而纺织业是中国轻工业的主轴，故许校长利用自己的人
脉关系，举荐父亲到上海的日本内外棉五厂去工作。
许校长叮咛父亲：暂时克制对日产的抵触情绪，去把先进于中国的日本纺织技术和管理模式学到手，
将来用于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工业。
为了强国、报国，父亲毅然前往该厂当了一名练习生，白天利用一切机会在现场积累实践经验，晚上
根据实际问题研究理论，这样潜心磨砺了三年。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父亲出于爱国义愤，参与组织反帝大罢工，后来受到追捕，暂避他乡，备
受颠沛流离之苦。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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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和丽中的六十多年，可以说是一部“回归三部曲”。
    想当初，我们天真地赴美留学。
到了1956年，我和丽中怀着要用科技来振兴祖国的激情毅然回国，走上与新中国“风雨同舟”的回归
之路。
    第一次的回归，让我经历了振奋人心的科技辉煌，体验了艰苦奋斗，然而也使我受到了“左”的路
线的冲击，经历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沉浮，特别是遭遇了“文革”的劫难。
一场浩劫更让我看清了尊重科学、发展经济对于中国有多么重要，这使我今后要为中国科技发展尽一
份力的心愿一直没有改变。
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从1956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间，由于美中两国的对立、封锁，已给双方都带来
了很大损害。
    我们出国后的再度回归之举，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美中关系有了改善之时。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由于我在惠普研究院工作，有机会参
加了促进成立中美第一个合资公司“中国惠普”的工作，以后又参加了促成中美间的软件合作等项目
，从中让我深切认识到中美科技合作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双方通过合作互补能够得到双赢。
这个经历和认识更加坚定了我要为中美科技合作出力的意愿。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曾几十次“回归”中国，致力于科教、企业方面的中美科技合作。
我和丽中投身于“促合”工作，认认真真地走了近三十年的“回归之路”。
    再度的回归使我亲身体验到，中国科技、企业接触和学习到了世界科学技术，培养了人才。
外资的引进让中国的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而美国则开拓了国际市场，中美两国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盈
利，合作有广阔的空间。
    可是在三十多年的促进合作过程中，尽管我们促进了一系列项目的合作，形势也在一天天好起来，
但总还是深切地感到，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不同
，双方的科技合作时合时分、时热时冷、时快时慢。
双方合作层面不对等，波折起伏，不尽如人意，始终还未能寻求到一个可以让两国定为国策、不可或
缺、互相依存、联合发展、前景广阔的“交集”。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索、探求着中美两国科技合作的最理想的科目。
时代发展至今，我在年已八旬时终于有了解答。
中美在绿色能源方面可以合作，可以超越诸多因素，成为最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从2000年到2012年，我们经历了从组织协会，到促绿合作的第三度回归。
自从我第二次退休后，便集中精力组织协会，来汇聚硅谷、湾区的老、中、青精英，整合各方力量，
使之有力地促进美中科技合作。
我们从2001年发起组建了“复旦(美国硅谷)教育基金会”；2004年组建了BCAIA(伯克利加大华人国际
协会)；特别是于2007年组建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努力促进中美合作更上一层楼。
我们逐步认识到美国和中国在造成地球暖化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绿能方面合作，包括整合知识和人
才在内的两国的资源，可以共同保护人们的生活环境，并为全球合作树立榜样，所以促进美中绿色经
济、绿色能源的合作是两国最有意义的合作。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中说：“谈环境与绿能，其主要理由应还原到一个基
点上，那就是人类正处在一个‘大转型中’，将要过渡到另一个世界中去。
”    由于我和硅谷、湾区的一批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有了这样的共识，产生了要共同联合起来为
中美两国在绿色能源合作方面出力的心愿、追求和行动。
    如果说我们的首度回归是在追求科技强国理想的“爱国之路”的话，那么我们的再度回归是在走追
求促进美中科技合作的“合作之路”，而我们第三度的回归，则是在走追求推动绿色能源合作与发展
的“促绿之路”。
这三个追求构成了我们六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成为我们“回归三部曲”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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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今，人类终于觉醒起来了，要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使环境可持续地发展，认识到要为子孙后
代造福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的责任。
这个人类世界观的“回归”，能拯救地球、惠及世代。
    我愿“绿色”能使中国和美国都振兴发达，愿中美两国开创绿色合作新纪元，愿人类能绿色常青、
世代繁荣!    回顾往昔，历史证明，我们的追求之心、回归之路，是对的。
    2012年是我俩的八秩寿辰，这本回忆录历经5年写作终于面世了。
回忆录凝聚着许多人的关爱与支持，真挚情意，储在卷帙，藏于心问。
    承蒙中国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创院院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宋健博士为本书欣然执笔题词。
    上海南模中学同班同学、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前驻美大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前副主任
委员李道豫先生和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共同创建人、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前会长拉森博士为本书
作序。
惠赐深情厚意，诚挚勉励，我们毕生铭记。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谭炳麟教授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总裁对本书写作、出版的关注。
本书的编写，多承吴福群弟、章仰高兄倾注了大量心血，全身心地投入，衷心感谢。
    感谢挚友、亲属，蒋彦振、高锴、朱永孜、顾天荣、徐燕武、居悌等多次关怀和指教；感谢上海辞
书出版社总编辑潘涛长期鼓励支持，《人民日报》记者管志华参与审稿，蒋惠雍、徐思思整合定稿，
付梓出版。
同时向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出版本书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此人类进入“绿色革命”的新世纪，编印此书，以促成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归>>

编辑推荐

《回归》系吴锡九先生的自传。
吴锡九早年留学美国，是美国第一批掌握晶体管技术的中国研究人员之一。
五十多年前，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爱国留学生奋力挣脱美国麦卡锡主义控制，纷纷回归家园建设祖国，
进而形成了“百人回归”的热潮。
当时的吴锡九亦追随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绕道北非、欧洲，携妻返国，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二
十二年。
之后他回美效力于惠普公司，其间仍不断致力于中美两国间科技文化的交流。
在退休之后，他又关注绿色能源开发。
现已八旬的他主要身份是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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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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