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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贤和：在美国高校当系主任

文 王子立

身为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终

身教授、可扩展计算软件实验室主任、美国阿冈国家实验

室客座科学家和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访问科学家，孙贤和

无疑是海外华人的骄傲。在他的官方身份之外，美华学社

（美国华人教授科学家学社）负责人兼前任会长的身份更

为我们所关注。这家由取得终身大学教职的华人教授们

创建的学社，是一个汇集在美华人精英阶层的团体。孙贤

和在这一平台之上为推动中美交流、引进美国专家做了大

量的工作，其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如何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

文章，引起了中国高层管理者的关注。

老北京胡同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11年5月，孙贤和回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海外代表团仅有的16

个代表之一，孙贤和将这看成是一种荣誉，是对他过去参

与中美交流工作的一种肯定。会议结束后，孙贤和接受了

本刊记者采访。

面前的孙贤和儒雅平和，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是

北京人，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大，我的家在后海那边儿。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胡同九十九》其中一景就是我读书的

小屋，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父母都是教授，因为‘文革’，我初中毕业后没能进高

中，以文艺骨干的身份进了北京市物资局马连道仓库做了

搬运工。那段看着别人上高中而自己不能上的经历是最

痛苦的，当时就想，如果还有机会上学，一定要好好学。”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孙贤和欣喜万分。经过努力，

孙贤和于1977年被北师大数学系录取。上学期间，一个偶

然的机会，孙贤和在学校小卖部买到一本关于如何申请

国外大学及奖学金的小册子，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

世界的窗口。孙贤和照着书中所写的向美国高校发出了

申请，还没毕业就拿到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

助教奖学金。1983天冬天，孙贤和赴美留学，1985年、1987

年、1990年分别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硕士、计算机硕

士、计算机博士学位。

毕业后，孙贤和先后做过美国能源部艾姆斯实验室

博士后，担任过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兰利研究中

心科学研究员等职。他1999年加盟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计算机科学系，取得

终身教职。截至目前，孙贤和已发表了近200篇专业著述，

有4项专利，是多项国家项目的主持人。他提出的内存制约

加速比定律，被称为孙-倪定律，是可扩展计算的三大定

律之一。他和他的研究小组近年来多次荣获IEEE、美国

“对我而言，系主任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努

力。”孙贤和说。

孙贤和(左)与时任芝加哥总领事黄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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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和专业会议的最佳论文奖、研究贡献奖。

“每年完成一件与中国有关的事情”

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是美国著名学府，二战时培养了

大批优秀军官。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伊利诺伊理工有自己

的特色，它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提倡创新。多数

学生就业后的发展情况非常好，世界上第一部手机、第一

家做无线传感装置的公司，还有目前最火爆的微博，都是

该学院的毕业生始创完成的。能成为该学院的系主任实

属不易。

孙贤和认为，能够担任伊利诺伊理工的系主任，与

他敢做敢言，积极参与的为人有关。“对于融入主流社

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田长霖校长曾经说过，我们

这一代人应当做到和中国人在一起时要比中国人还中国

人，与美国人在一起时要比美国人还美国人。我的理解

是既要保持中国的优秀文化，又要积极参与美国的地方

事务。遇事只是抱怨是没用的，只有参与才有发言权。参

与了才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既要提出问题又要花

时间、精力去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自己把自己当做主人

了，别人才会信任你。参与得多了，有了口碑自然就会得

到大家的信任。”

孙贤和逐渐赢得了学校师生的爱戴和拥护，慢慢树

立起威信，成为系主任是水到渠成。他说：“打破玻璃天

花板一直是美华学社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几年有多位美

华学社的领导人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做了系主任、院

长和助理副校长等，身体力行，以自身行动打破玻璃天花

板。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不做管理是个人选择，无可

厚非。但作为一个群体，大家都不做管理，

那是一个群体的缺失。”“我当选后，华人

教授们，尤其是年轻的华人教授们，都非

常振奋，其实这对美国校方也是一件大好

事。”

对于今天取得的成就，孙贤和谦逊地

表示，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华人很多，自己算

不上什么，但是，他也坦承，在美国做系主

任既要做管理又要做科研确实很不容易：

“对我而言，系主任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一个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努力。”

当选系主任后，孙贤和要求自己每年

完成一件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第一年，在他

的倡导下，伊利诺伊理工全校共同隆重庆祝

中国春节，校长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共同

参加了相关活动，当地媒体纷纷报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通过活动我们发现中美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与学

校的渊源深厚，1929年我校就有中国学生会了。我们找到

校方老档案中的相关照片制作了幻灯片，并制成纪念册，

校长、院长、我和中国联谊会主席4人签名，送给总领事，

总领事很感动，校方领导和师生也非常高兴，反响非常

好。”

第二年在孙贤和的推动下，学校为美国华裔学生设

立一个奖项，表彰鼓励那些成绩优异而且对华人社区做

出贡献的学生。他认为下一代是最重要的，希望通过这一

奖项的设立，鼓励在美华人保持中国传统，拉近华人与美

国主流社会的距离。

此外，孙贤和还参与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比

如，学校开设有专门为中国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MPA班，

他每年去给各界学员演讲、做报告。此外，他还积极参加

两国互访活动等等。学校的对华友好打响了学校在华人中

的知名度，近两年在校华裔学生大增，他的积极努力取得

了双赢的效果。

把中美交流做到实处

2003年成立的美华学社，到如今也才8年有余，但是

社团的成员却都是在美15年～20年的拥有终身教职的教

授。用孙贤和的话说，美华学社是一个“既年轻又年老的

社团”。美华学社的成立可追溯到“李文和事件”。1999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无端怀疑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窃取核

武器设计机密”，给中美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也引起了

在美华人的不平。为了维护在美华人的自身利益，在美华

孙贤和(左四)与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咨询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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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授成立了美华学社。经过这几年的发展逐渐壮大，美

华学社如今已成为推动中美交流的重要力量。

孙贤和在担任美华学社会长和副会长的6年多时

间里，美华学社为中美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与国

内合作，在新疆建立了海智基地；二是跟清华大学出版

社合作出书，将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介绍到国内。2003

年学社刚成立就出版了3本科普读物，《人民日报（海外

版）》还做了专门介绍，中国科协举办了出版发布会。其

中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普适计算，文章发表后，很多国内

专业人士包括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的教授等专门来找

我，跟我深入探讨这一课题，请我来具体讲解普适计算。

后来大家熟知的物联网、智慧城市实际上都是普适计算

的具体应用，影响深远。”孙贤和回忆学社最初的工作时

如是说。

由美华学社、中国科协、中国教育部、联合国科教文

卫组织、新疆自治区5方共同合作参与创立的新疆海智

基地，如今已经成为海外引智的成功案例。2004年孙贤

和率领由24名美国高校教授组成的海外专家团来到新

疆。许多美国教授就此与新疆建立了联系，有的人长年

留在新疆工作，也有人每年回新疆工作一段时间，有些人

成为“天山学者”。此后，美华学社每年都派出这样的专

家团队到新疆，对新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4年，孙贤和被聘为新疆大学可扩展计算软件国

际研究所所长。虽然只是挂职，孙贤和却踏踏实实地为

新疆做了几件实事：组织力量做研究、写报告，申请博士

点成功，并申请到中国科基委的科研经费，这也是新疆

大学计算机系在维文领域之外第一次取得科基委的科

研经费；为新疆培养年轻教师，送新疆高校教师到天津

大学、北理工、华中科技大等中国知名大学接受培训；举

办了两次大型国际会议，请来很多国际、国内知名专家，

很多专家与当地建立长期的联系，拉动了新疆经济的发

展；帮助当地建设网络进入中国政府网格计算，与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实现资源共享，由此，方便了发达城市更

好地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经济。

孙贤和说：“美华学社希望能够为中国多做实事而

不是走马观花。互访只是交流的开始，互相了解探讨，然

后要有具体落脚点落实在具体项目上，并且扎扎实实做

下去，做出结果来。”

引进“洋专家”需搭桥

孙贤和一直在为推动中国引智事业而忙碌着，他不

断思考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尤其是“洋专家”的渠道。孙

贤和曾经两次被邀参加中组部组织的相关问题研讨会，

并在会上做了特邀发言。此外，他还撰写了多篇针对性强

的文章，在国内相关部门中引起广泛反响。

“我平时写文章比较多，但大多是计算机专业方面

的，对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并不擅长。之所以要坚持

写，一是因为自己有一些想法，二是责任感使然。在中组

部的发言虽然是我写的，但很多内容是与社团成员一起

交流的成果，我们社团成员大都功成名就，如何回报祖

国、是否回国发展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我非常希望

自己的建言能起到一定作用。”孙贤和告诉记者。

在孙贤和看来，目前国外非华人科学家对中国情况

真正称得上了解的人其实并不多，这导致在对海外高端人

才引进工作中常出现一厢情愿的情况。他认为，吸引“洋

专家”，首先要吸引华人专家，然后以华人

专家作为桥梁，“洋专家”就自然引进来

了。“洋人对中国可能不完全了解，顾虑会

很多，如果国内以单位名义直接去请，可

能就不会接受。但是如果海外华人是他

的同事、朋友，他信任、熟悉的人去请他，

自然就会接受。海外社团能够在这方面

起一定作用。第一次来感觉不错，交了几

个中国朋友，以后再请就相对容易。短期

来中国一般是讲学等形式，可能不要求回

报，如果想以后长期合作就要上升到第

二个层次，就会要求有所回馈，这可能是

学术上的互动，或者是经济和精神上的回

馈。”“事业是吸引海外人才的关键，对海

外华人和洋人都是如此。”
2005年孙贤和(前排右三)与美华学社同仁们研讨玻璃天花板现象

PEOPLE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