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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旧金山12
月15日电。题：教育
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
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
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
关
近几十年来，随

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
走出国门求学，中国
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
日趋紧密。东西方教
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
现互鉴？教育如何助
建中美桥梁？中新
社“东西问”专栏近
日专访美国大学首
位华人校长、香港科
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
玮，请他谈谈对这些
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

在《玻璃天花板：吴
家 玮 回 忆 录 》 中 提
到“打破学界的玻璃
天花板”。在这一过
程中，您华人身份的
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
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
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
的，可以说是“循规
蹈矩”。我30多岁当
上系主任，40多岁当
上院长、校长，于是
被人说成是“打破
了玻璃天花板”。在
这个过程中，作为华
人，我遇到过挑战，
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
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

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

城市，旧金山州立大
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
全科大学，学校的“
一把手”难免处于众
目睽睽之下，突然间
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
中长大、另有一套管
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
华人校长，很多人不
习惯。
在美国的教研之

路上，华人身份没有
什么明显优势，否则
就不会碰上“玻璃天
花板”了。但在旧金
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
间，儒家思维为我的
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
极影响。我常跟副校
长、院长、教授代

表等10来个人开会，
讨论各种议题。众人
意见不一致时，会展
开讨论、辩论或是争
论。如果讨论半个小
时后还僵持不下，美
国同事们就忍不住
了，接下来就要求通
过投票结束争论。而
我认为，绝大多数人
都同意某一个建议，
才是较好的结局。这
个时候我会说，我们
都是有头脑的人，多
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
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
都能接受的看法。因
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
时间很长，但最后总
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

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

国高校的工作经历，
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
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
前夕，香港经济面临
转型，必将注重科
技。当时，香港将
迎来回归祖国的时
刻，“一国两制”政
策也已确定。在此背
景下，一群有学问、
有经验、有理想的学
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
厚资源和舒适生活，
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
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
大学。
特别是我在圣迭

戈加州大学当博士
后，十载后重回原校
担任院长。那段经历
让我认识到，要办好
一所大学，研究和教
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
的人才。我们在创办
科大时，就是全力寻
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
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

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
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
工作也有启发。当
时，港英政府只允许
我们办理学院、工学
院和商学院，但我坚
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我还希
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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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
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

学。谢光磊 摄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
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

作品。杨雨 摄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

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