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

年中美建交，大哥得到这个消
息非常兴奋激动。他立即给当时美国总
统卡特发去贺电， 其内容是：“总统先
生，我衷心地祝贺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常化关系的决定。这是在美国和在台
湾与亲人分离的中国人等了三十年的
好消息。这个消息不但赢得全世界雷鸣
般的喝彩，也引起美国的华人社会热泪
盈眶的欢喜，作为一个美籍华人，我对
这个国家和您伟大的政治家风度感到
骄傲。 ”很快华盛顿白宫予以回电：“赵
先生，谢谢您在卡特总统宣布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协议后，

给他的电报。 总统感谢您对他的支持，

并向您问侯。 白宫助理兰顿凯特。 ”

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 从祖国传
来，他感到振奋，也感到责任，他不断思
考， 我能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什么？

他考虑最多的是想为发展中国经济做
点事。 他是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他
主动提出来辞职，担任了加拿大北方电
讯公司的顾问。 “北电”是全球电讯设备
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其总部虽在加
拿大，但许多制造研究设施和市场都在
美国。

1989

年，大哥作为加拿大北方电
讯公司的特别顾问，在北京为公司创办
了联络处。当时适逢中国亚运会筹备阶
段，他以特殊身份极力动员董事长为亚
运会捐资。 在他再三劝导下，加拿大北
方电讯公司终于向亚运会慷慨捐赠了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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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大型程控电话交换
机，并在亚运会开幕前正式开通使用。

1989

年
9

月
19

日， 刚刚就任总书
记不久的江泽民接见了大哥。这是大哥
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上海
市长的办公室，这一次是在北京中南海
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厅。他感到这位新
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言论、风采和他做
地方官一样家常、亲切，和他见面无拘
无束。会见时，大哥向总书记汇报了“北
电”捐赠的事，建议他能否在“北电”举
行亚运村通讯设备开通典礼时，接见来
华参加典礼的“北电”代表团，总书记欣
然应允。

总书记在中南海接见“北电”代表
团，大哥也应邀参加。 总书记落座后的
第一句话就是：“董事长先生，你有一位
很好的顾问。 ”这句话在当时的场合让
大哥既急促不安，又感到高兴欣慰。

由于“北电”捐资的名声，再加上产
品质量的过硬，很快打开了中国市场。

大哥除了担任“北电”高级顾问外，

还担任美国前财政部长米勒跨国公司
的高级顾问和日本证券银行顾问，他同
时也创办了一个赵氏顾问公司。所有这
些都是为中、美、日之间的贸易牵线搭
桥。他不顾年事已高，不顾旅途辛苦，到
祖国的城市、乡村、边疆考察论证，为所
供职的公司提供一份份有关中国投资
环境的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镇企业如
火如荼， 他感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宽松，

投资环境良好，他也跃跃欲试。 在北京
丰台选了一家电器公司，同美国一位朋
友合作共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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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金，建立了“北
京丰台大光明电器公司，开业那天谷牧
等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前去祝贺，新
闻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大哥十分幽默
地说，如果公司办成功了，我就写《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如果办不成我就写《钢
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许多报纸以“赵浩
生下海了”为题进行报道，大家感到文
人下海是一件稀罕事。由于没有经商的
经验，结果钢铁还是未能炼成。

“六四”风波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对
中国经济采取一些制裁措施， 大哥感
到， 西方一些国家这样做法是短视的，

到头来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制裁
者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处。正当日本举棋
不定时，他应日本金融界之邀，作了一
次演讲。日本政界、金融界上千人到场，

他的长篇演讲《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

征服了听众。 他以详实的材料，精辟地
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及日本银
行界应取的态度。 他特别强调，中日关
系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不同，无论从历
史、文化、地理、经济等方面，中日两国
都最接近。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应
盲目追求西方。当有人问他是不是站在
中国立场上说话时， 大哥断然回答道：

“我当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

不过，我也是站在与大家都相关的立场
上说话的。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事实
胜于雄辩，我不带成见。 ”对有些国外企
业来华投资踌躇不前，怕有风险，他解
释说：“所谓来华投资冒有风险之说，远
非高见， 任何风险都是针对机遇而言，

无风险也就无机遇，更何况中国原是一
个大市场，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后，改革
开放的大方针不变，仍然是投资的好地
方，谁捷足先登谁先受益。 制裁中国或
不敢投资都是短视的。 ”他的演讲，对消

除误解、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大哥这些年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奔
波操劳，他感到我们这一代华侨年事已
高， 想办法让下一代的孩子们认识、了
解、热爱中国，让华侨热爱祖国的接力
棒一代代传下去。 他们一家四口人，大
嫂今泉智惠，美籍日本人，两个孩子一
男一女，都是在美国出生，大哥风趣地
说：“我们一家就是一部三国志。 ”两个
孩子都有中国名字， 女孩儿叫赵惠纯，

男孩儿叫赵惠程，是从他爸爸、妈妈的
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他们生在美
国，长在美国，受的是西方教育，说的是
英语。 在他们身上可以说全盘西化，中
国的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大
哥感到一种危机感。如果我们不对下一
代进行教育，这样下去，就有把祖籍忘
掉的可能。所以大哥经常对他的孩子进
行寻根问祖的教育。

1966

年，当时正是美国和大陆隔绝
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到台湾旅行。 从台
湾坐飞机飞往香港的途中，十岁的儿子
天真地问：“爸爸，这就是中国吗？ 你不
是说中国大得很吗？ ”大哥说：“这不是
整个中国，这只是中国很小很小的一部
分。 ”然后大哥指着飞机下面的中国海
岸线对他儿子说：“你看那云彩底下的
一片大陆，都是中国，在这个大陆上，有
长江、黄河，万里长城，住着七亿多跟你
爸爸和你长得一样的中国人。 ”同时还
告诉他：“爸爸是在那里长大的，你的爷
爷、奶奶和所有的亲戚都还住在那里。 ”

他天真地问：“咱们为什么不回去看他
们呢？ ”“现在还不能，总有一天，总有一
天，我们会回去的。 ”

大哥的女儿赵惠纯，一直没有来过
中国，为了让她了解中国，大哥决定，在
她大学毕业后安排她到中国工作一
年，承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帮助，让她
以外国专家的身份进北京广播电台任
英文编辑。

送下一代回祖国，乡思别情，感慨
万千。大哥随即写了一篇《寄北京女儿》

的文章。 文章写道：

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你正在
飞往北京的途中。今早妈妈和我送你到
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妈妈哭了，我当时
虽忍住眼泪， 但此刻给你提笔写信，却
不能自已地感到眼睛湿润起来。我们的
哭不是因为伤别，而是因为高兴。 更使

我们高兴的是，你不是飞往一个陌生的
异国，而是投向您自小就向往着的祖国
怀抱。

多少年来爸爸都在梦想着，有一天
可以带你们回去看看你们的根，那时你们
会看到爸爸魂牵梦萦的土地是多么的美好。

那时你们会发现，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类都向
你们一样长着黑头发， 你们不但不是少
数， 你们的根所代表的更是一个光辉灿
烂，源远流长的文化和历史。 那时你们才会
了解， 爸爸为什么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
国人是一种无比的骄傲……

你还记得
1971

年我们在巴黎听到
基辛格访华新闻时爸爸高兴的情景吗？

我当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告诉你们，

我们就要回家了，两年后，这个愿望真
的实现了，爸爸在出国二十五年以后和
从未踏过土地的妈妈回到了新生的祖
国，见到了好多好多的亲人。 我们从祖
国带回来好多录像、照片和故事，你们
一次又一次地跟着我们看， 跟着我们
听。 你们第一次用中国话叫“奶奶”，也
学会了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爸爸计划着带你们回去，我已向奶
奶许下诺言，奶奶也早已把你们的照片
挂在床头， 终天盼望着你们早一天回
去，但想不到

1975

年
12

月，像一声晴
天霹雳，传来奶奶去世的噩耗，当时你
来不及回家， 我们就带着程儿回去奔
丧，程儿看到奶奶盖棺入土，看到他的
根和这个美好土地的关系。但作为长孙
女的你，却没有机会看到奶奶，这是爸
爸终身的憾事。 现在你终于回家了，了
却了爸爸一桩心事。

对你自己来说，这更是你有生以来
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
子，这是你第一次回祖国，第一次正式
工作，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 你像
一只羽翼丰满的小鸟飞向你向往而又
陌生的祖国， 全家对你充满了信心，你
成了朋友们羡慕的对象， 成了爸爸、妈
妈感到自豪的孩子。

作为最先回去参加祖国四个现代
化建设的华裔子弟，这是一种光荣，也是
一种责任。 我们希望你，身体好、工作好、学
习好，不但要汲取根的滋养，更要做一个
架设中美友好桥梁的好孩子……

《寄北京女儿》发表在《人民日报》

副刊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进行了多
次广播。

（作者赵更生系赵浩生的小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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