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980年 4月给华罗庚的一封回信

中，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哈

瑞·沃尔夫写道：“我还想指出，中国银行

王书文先生的信，在这件事上是极其不

礼貌的。在学术交流领域，从始至终能

得到的资金支持是不充分的，以极其功

利的方式要求对所谓保留的资金支付利

息，并要求对所谓的货币贬值进行补偿，

至少可以说是不恰当的。特别是考虑到

我们一直支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

者，并打算继续用高等研院的自有资金

这样做。”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封措辞毫不客气

的回信？一切还得从华罗庚筹集资金发

展中国数学研究说起。

1980年，是中美正式建交的第二年。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渴望提升

科技水平，跟上世界步伐。然而，发展离

不开资金支持。在寻找一切可能的经济

来源时，华罗庚突然想起 30多年前的一

笔款项——1947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数

学所代理所长的陈省身向赫尔曼·外尔

发出访华邀请，并为对方汇去差旅津贴

一万美金。后因中国战事，访华取消，这

笔钱暂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保管。

1980 年 3 月，中国银行受华罗庚委

托，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去函，商讨该

笔款项的退还事宜，并在信中提出，希望

对方计算利息后退还。本文

开头提到的那封措辞颇为不

客气的信，正是对这一请求

的回应。如此不合国际惯例

的请求，在一般世人看来或

许甚不体面，但华罗庚心中

所想，是将中国数学研究的

整体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

任何可争取的资金都不应该

放弃。

遗憾的是，根据普林斯

顿高等研究院的档案：“我

们在 1953年 10月 13日签发了一张支票

给中研院。支票号码为 3881，金额为

10000 美元。该支票于 1954 年 1 月结

清。看来，中国数学研究所的记录并不

完整。”这里所提到的中研院自然不是位

于北京的中科院，而是海峡对岸的中央

研究院。这笔资金被国民党政权捷足先

登了。

1949 年 12 月 23 日，华罗庚在写给

赫尔曼·外尔的告别信里提到：“也许你

已经知道，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已

经搬到了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在姜

立夫和陈省身的主持下搬迁至台湾，加

上由一名‘战犯’领导的历史研究所，这

是中研院 16 个研究所中仅有的两个迁

往台湾的院所。”此段文字表明，当年，蒋

介石率国民党残余溃逃台湾时，除了带

走大量金银财物、珍贵文物图书等物件，

还带走了大批科研人才。好在随着华罗

庚等爱国人士的归国，数学所很快又重

新建立了起来。

后来，在提出查阅中研院初创时期

的档案资料申请后，台湾的答复是明显

的搪塞：“需要本人到中研院的档案馆申

请付费复印。”在两岸几乎隔绝的情况

下，竟要求前往台湾申请付费复印。

追寻华罗庚的人生足迹时，避不开

的是那些和他同时代却拥有不同人生际

遇的人。有人和国民党一起逃亡台湾

岛；有人远赴异国他乡，“和政治保持

距离，持续观望”；有人选择和人民一

起发扬传承五千年未曾止息的中华文

明。正如 1981 年华罗庚在美国所作报

告中所言：“我回去与否呢？最后我决

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

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

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于中国数学来说是

重要的事情。”

（作者就职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

是《华罗庚往来书信集》英文信件翻译。）

一笔科研经费折射爱国情怀
史 海 钩 沉

手工缠花
金 沙 风 物

缠花源于明代，盛于清代，是拥有悠久

历史的传统民间技艺。缠花以卡纸片和金

属丝为胎底配以蚕丝线缠制，具有“小”“巧”

“精”“活”的特点。

缠花汲取多种美术精华，融汇了多种工

艺特点，独创出一种高雅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形式。它具有工笔画的精细逼真，运用与景

泰蓝工艺相似的铜丝勾绘形态，也应用了剪

纸的方法，还有刺绣的用线技巧，同编织一

样是采取纯手工的绕、结相结合的制作方

法，每件作品都具备雕塑的立体生动感。

由于缠花作品具备雕塑的立体生动感，

人们称它是“立体绣花”“线艺雕塑”“立体工

笔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金坛手工缠花作为装饰类的手工技艺，用

多色丝线，在以纸板和铜丝扎成的人造坯架或

实物坯架上，缠绕出鸟、兽、虫、鱼、花、果、汉字

等美术品，其造型生动、色彩艳丽，具有浓厚的

地域性和民族性，是植根民间、充满乡土气息

的民俗工艺之花。

今年 9月，金坛手工缠花入选金坛区第

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丰富和充实

了金坛区非遗文化宝库。

（来源：金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陇东
毕东升 虞万金

金坛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

唐至清，登进士者 228 人，其中状

元 4人、榜眼 1人、探花 2人。汤鹏

举，字致远，宋代小墟村 （原金坛

城东小坵） 人。青年时，镇江州学

推举他到京城开封太学读书。四年

后，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上舍第一名。

太学“毕业”后，他又经吏部考核

及格而登第，开始了仕途生涯。汤

鹏举先后在晋陵、当涂、广德、饶

州、常州等地当过地方官。为官期

间，他清正廉洁，体贴民情，政绩

卓著。金坛民间流传着许多与汤鹏

举相关的故事，其中一则是地名

“陇东”的来源。

北宋末年，战乱频繁，京城十

分不安宁。哲宗皇帝赵煦时常萌生

迁都之念。官至枢密院御史的汤鹏

举说：“我的家乡金沙府，山明水

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藏龙卧

虎，号称‘江东福地’。如果建都，

可保大宋江山万古千秋。”见皇上疑

惑不定，汤御史又说：“如若不信，

南巡一次便可知晓。”皇上答应到金

沙一游。

为做好迎驾工作，汤御史做了

精心准备，先是动员家乡百姓开挖

了一条金沙府至小圻的河道，并栽

上荷花，后又前往曹家庄定制照明

的鱼灯、荷花灯各五千余，还特为

皇上招募培训了一支素养较高的管

弦乐队。一天，在汤御史和同母异

父兄弟花、范两位将军的护驾下，

皇上来到金坛。

汤御史精心安排晚饭后，陪同

皇上自朱寺巷驾小舟沿河塘向东而

来。沿河两岸灯火通明，流光溢彩，

荷花之香扑鼻而来，好一派繁华景

象。行至大桥头，忽听得阵阵丝竹

之声，引人入胜。

汤御史松了口气，其实十里荷

花塘，并没有十里路长。上了岸，

大桥头驿站里又传出一阵乐曲。不

知不觉，皇上一行来到小圻，进了

汤府。行过君臣之礼，皇上忽见人

群中拥簇着一位肩斜、躬背、驼腰

的老妇人，忍不住出声询问。

汤御史与范、花两位将军恐是

妇人惊了圣驾，齐齐跪下求情：“老

妇人乃微臣生身之母，我们三人乃

一母所生。”

皇上听了，笑道：“老妇人教子

有方，尔等成了大宋王朝的重臣，

吾感谢还来不及，哪有惊驾之罪呢？

老妇人乃世人之楷模，吾要封她为

诰命夫人！”此时，庄媛媛跪拜在皇

帝脚下谢恩。

“老妇人哪方人士？”

“祖上寒舍不毛地。”

“不毛地即五谷不生之地，你们

这里，物阜民安，人才辈出，名不

符实呀！”

三 兄 弟 急 忙 同 声 ：“ 请 皇 上

赐名！”

皇上答：“一进门我就说过了。”

汤御史心领神会：“御赐陇东，谢主

隆恩！”自此，“陇东”地名一直沿

用至今。

地 名 渊 源

大涪山从湖中央涌出水面，游人带酒

乘船去游览大涪山，兴致倍增。狂风挟着

暴雨肆意猖狂，浪与峰争着出没，欲比高

低。波浪散发着腥味，使人怀疑水下真的

存在蛟龙的洞穴。千年古刹普门禅寺留

着缠绕薜荔的庙墙。雨过云散，湖面突然

开阔无边，游人清晰地看到对岸的树下系

着小船。

一峰涌出水中央，携酒登临兴倍长。

高浪与山争出没，暴风挟雨肆猖狂。

波腥疑有蛟龙窟，庙古空留薜荔墙。

倏忽云开湖面阔，渔舟隔岸系垂杨。

登大涪山遇风雨
李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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