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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8 日

电（记者刘阳）近期热播的纪录
片《美国工厂》的导演史蒂文·
博格纳尔和朱莉娅·赖克特夫
妇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乐见这部影片受到许多
观众的喜爱，希望它成为中美
民众相互了解的一座桥梁。

反映中国企业在美国设厂
经历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今
年 8 月一经上映便引发观众的
关注。影片中表现出的中美文
化碰撞、两国产业变迁乃至对
两国关系的思考都成了舆论场
中热烈讨论的话题。

该片讲述了美国俄亥俄州
一家通用汽车工厂倒闭后，中
国福耀集团在原址投资建设一
座全新的玻璃制造工厂的
经历。

具有丰富纪录片拍摄经
验的博格纳尔和赖克特夫妇
是工厂附近的代顿市居民，从
2008 年通用汽车工厂倒闭便
开始关注当地社区受到的影
响。他们用镜头完整记录了当
地社区因通用工厂倒闭而陷
入困顿，又因福耀集团到来后
重获生机的全过程，通过与当
地居民、中美两国工人的深度
交 流 ，描 绘 出 一 幅 全 景式
图卷。

据两位导演介绍，《美国工
厂》的拍摄始于 2015 年 2 月。
“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摄影
师和收音师，我们尽量长时间
地泡在工厂，和那里的工作人
员熟络起来，这对我们后续的
拍摄是最重要的事。”他们说。

随着工厂逐渐步入正轨，
博格纳尔和赖克特的拍摄团队
也逐渐扩大，拍摄团队在将近
3 年的拍摄期间数百次到工厂
拍摄，共收集了 1200 个小时的
素材。

博格纳尔和赖克特在拍
摄中巧妙地通过一名中国工
人以及两名美国工人等 3 位
“主角”的视角，见证了工厂从
落成到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
系列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共
同劳作的两国员工间的隔阂
开始消失，中国员工热心地向
美方员工传授技术要点，而美
方员工也邀请中国同事到家
中聚会。

随着中美员工在日常交流
中逐渐相互了解，生产效率不
断提高，福耀北美工厂 2017 年
扭亏为盈，并在 2018 年实现
盈利。

两位导演表示，福耀工厂不仅通过盈利给当地社区带来繁
荣，也让这一地区许多居民第一次获得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

“福耀给代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影响，他们在福耀
工厂一角开设了一家中餐厅，味道非常棒。”两位导演说：“代顿
人通过福耀看到了中国劳动文化，他们此前不能想象这种劳动
文化，但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是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

两位导演说，对于拍摄团队来说，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也
是了解中国的一次绝佳机会。“我们拍摄过程中最难忘的一部
分就是到中国拍摄福耀总部的经历。我们在那里与中国人打
交道，体验了中国文化和美食，我们喜爱富有活力的中国社
区。”

两位导演认为，福耀的故事在美国不是孤立的，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投资办厂，他们给美国制造了许多工作岗
位，但在项目初期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磨合过程。“把两种
不同的文化带到一起来具有许多挑战，我们希望福耀的故事能
够诚实地表达这一点。”

两位导演还表示，虽然这部影片反映了中美两国间要消除
文化隔阂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他们更希望两国民众通过电
影看到双方其实有更多的共通之处。

“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成为两种文化相互理解的桥梁，并
让两国的劳动者意识到，不管他们的背景有多不同，他们其实有
许多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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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10 月 8 日电（记者杨士龙、长远）“中国发展这
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哈佛大学荣誉
退休教授傅高义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用流利的中文连
说了几个“没想到”。

谈及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傅高义回忆起他 1973 年首次访华
时，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发展迅
猛，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从（20世纪）80 年代以后，每年我至少去中国一次，发现
中国人生活得越来越好了。”傅高义说。他最近一次访华是在
2018 年 10 月，其间从北京到山东体验了一下中国的高铁，认为
“非常好”。

在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鼓励下，傅高义于 1961 年至
1964 年曾苦读中国历史，并由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20世纪 80 年代他曾在广东生活多年。

在傅高义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
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2011 年，他倾注十年心血撰写完成的

《邓小平时代》出版，此书被视为向西方客观介绍改革开放以来
当代中国的重要著作。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
国政府将人才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1977 年以后考进大学的
那一批人有新的思想，非常了不起，他们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
改变。”

虽已 89 岁高龄，傅高义仍在坚持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并时
时牵挂着美中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他在哈佛大学等高校组织
有关中国问题的讲座，一方面还参与一个 3 年期项目，为二三
十名中文好、对中国研究有一定基础的年轻学者进行定向
培养。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7 日电（记者孙丁、邓仙来）美国国会
众议院 7 日向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分别发出传票，要求
它们各自按要求提交总统特朗普“电话门”事件有关文件，以
配合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这 2 张传票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同外交委员会、监督
和改革委员会磋商后签发，要求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
15 日之前按传票提交有关文件，以供他们审查白宫此前冻结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原因等情况。

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尚未就传票作出回应。
在此之前，白宫、美国国务院、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分别收到众议院发出的传票，副总统彭斯也被要求提交有关
文件。美国国务院日前错过了传票要求提交有关文件的最后
期限。

特朗普正身陷一起“电话门”事件。今年 8 月，美国一名情
报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 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
求对方调查其政治对手、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白宫还

采取某些措施“封锁”二人通话内容记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与泽连斯基通话前，特朗普命令代

理白宫办公厅主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马尔瓦尼冻结一
笔价值约 4 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马尔瓦尼随后通过行政
管理和预算局向国防部、国务院传达了这一指令，但没有详细
解释缘由。白宫于 9 月才解冻这笔援助。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野。民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职
权谋求个人政治利益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特
朗普则表示，他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无关政治，只是因为反
腐败。他还反复抨击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拜登于 2009 年至 2017 年任美国副总统。他今年 4 月宣
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被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据新华社专特稿（闫洁）美政府人士说，联邦政府机构正
采取措施，保护那名最先披露特朗普涉嫌施压其他国家调查
竞选对手的“检举人”安全。

佩洛西办公室 7 日发布一封公开信，90 名曾在民主党和

共和党政府任职的国家安全官员联名对最初那名检举人表
达支持，呼吁政府和媒体不要公开检举人的身份。

“无论你对举报人在检举（报告）中说的事情持什么
观点，”信件写道，“所有美国人应当团结一致，要求我们
政府的所有分支和媒体保护这名举报人及其身份。简单
说，他或她做了我们法律要求的事，现在理应得到我们保
护。”

美国政府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联邦机构正采取
措施保护检举人。这名消息人士没有说已经采取哪些措
施，拒绝谈及那名检举人受到哪些威胁。

检举人的律师 9 月 28 日致信美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约
瑟夫·马圭尔，称这名当事人可能承受安全风险。按他们的
说法，有人“悬赏”5万美元，征集检举人的身份信息。

美国广播公司 6 日报道，特朗普弹劾调查出现第二名
检举人。这名举报人已经与情报系统内部监察部门谈话，
暂时没有向国家情报督察长递交检举报告。

“电话门”事件：美众院向国防部等发传票
美相关机构着手保护检举人安全

“恐怕没人能想到，

中国会发展这么快”

访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8 日电（记者和苗、付一鸣）瑞典
皇家科学院 8 日宣布，将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名科
学家。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宇宙学相关研究获奖，
来自瑞士的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因首次发现太阳
系外行星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当天在皇家科学院会
议厅公布了获奖者名单及主要成就。汉松说，今年的获奖研究
为“我们理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作出了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皮布尔斯对宇宙学的
洞见丰富了整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理论框架自上世纪 60 年
代中期发展起来，成为当代宇宙学的基础。利用皮布尔斯的
理论可以推算出，宇宙中 95% 都是神秘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皮布尔斯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采访中说，他是与各国专注该

领域的科学家一起工作才获得灵感并取得成果，这是“科研团队
的共同贡献”。他还鼓励立志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如果你热
爱科学，那么会在进入科学世界后迷恋其中”。

马约尔和奎洛兹 1995 年宣布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
行星，它围绕银河系飞马座中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这
个发现引发了一场天文学革命，此后科学家在银河系中又发
现了逾 4000 颗行星。

根据新闻公报，皮布尔斯 1935 年出生于加拿大，就职于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马约尔 1942 年生于瑞士，就职于瑞士日
内瓦大学；奎洛兹 1966 年出生，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和英
国剑桥大学。

三名科学家将分享 900万瑞典克朗（约合 91万美元）奖金，
皮布尔斯获得一半奖金，马约尔和奎洛兹将共享另一半奖金。

三名科学家分享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8 日电茫茫宇宙，
我们从哪里来？宇宙中
还有没有其他类似地球
的星球也演化出生命？
因为对这两个基本问题
的探索成就，三名科学
家分享了 2019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 8 日
发布新闻公报说，来自美
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
宇宙学相关研究获奖，来
自瑞士的米歇尔·马约尔
和迪迪埃·奎洛兹因首次
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
今年的获奖者改变了我们
对宇宙的看法，帮助“我
们理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
宇宙中的位置”。

公报说，皮布尔斯
对宇宙学的洞见丰富了整
个领域的研究，成为当代
宇宙学的基础。马约尔和
奎洛兹探索了我们宇宙邻
域的未知行星，他们的研
究指向一个永恒的问题：
地球之外是否还有生命
存在？

许多科学先驱都曾
预言，满天繁星中，一
定有许多恒星也拥有绕
它们旋转的行星。然而
那些行星距地球太过遥
远，所反射的光又太过
微弱，想要“看”到它
们并不容易。

直到 1995 年，马约
尔和奎洛兹基于恒星会
因行星引力变化而产生
微小摆动的理论，才宣
布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
一颗行星。这颗绕着约
50 光年外飞马座内类日
恒星“飞马座 51 ”运转
的行星被命名为“飞马
座 51b ”，它是一颗与
太阳系最大行星木星相
仿的气态行星。这项成
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
刊物《自然》上。有人
认为这颗行星的发现为
人类寻找宇宙中的伙伴
带来了新希望；也有人
称 马 约 尔 和 奎 洛 兹 为
“新世界的发现者”，
认为这一发现堪比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

“飞马座 51b ”的发现点燃了系外行星探索的
“星星之火”。得益于各类观测技术的突飞猛进，迄
今科学家们在银河系发现的行星数量已超过 4 0 0 0
颗。各种各样的新天体仍在不断被发现，其大小、形
状、轨道之丰富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挑战了我们对行
星系统的已有认识，迫使科学家们修正行星起源
理论。

人类还有一个永恒命题就是“从哪里来”。正是以
皮布尔斯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奠
定的基础，让宇宙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并迎来了长达
50 年的“黄金时代”。

皮布尔斯不断完善他提出的理论框架，最终帮助塑
造了我们对于大爆炸以来宇宙形成和演化的基本认知。

大约 140 亿年前，宇宙在大爆炸之初是炙热而密实
的。自那以后，宇宙开始不断扩张、变冷。大爆炸约
40 万年以后，宇宙开始变得“透明”，光线得以穿梭
其中。就在这早期辐射中，记录着关于宇宙诞生和演化
的秘密。

利用他创建的理论工具和运算方法，皮布尔斯将
宇宙诞生之初留下的“蛛丝马迹”成功“解码”。根据他
的理论可以推算出，宇宙中 95% 都是神秘的暗物质和
暗能量，而我们通常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 5%。

如今，暗物质被认为是宇宙研究中最具挑战性课题
之一。了解暗物质才有机会深入认识浩瀚宇宙及其起
源。因此，全球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暗
物质，并启动了许多相关大型实验项目，如阿尔法磁谱
仪、大型强子对撞机等。

2015 年升空的中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
空”也被寄予厚望。中国项目团队近日在美国《科学进
展》杂志上公布第二批科学成果，“悟空”在国际上首
次利用空间实验精确绘出高能质子宇宙射线能谱，并观
察到能谱新结构，有助于“捕捉”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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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 日，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一个屏幕上显示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电话清晨 5 时响起，美国科学家威廉·凯林半梦半醒。确
定电话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打来，他开始心跳加速……

凯林和美国同胞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科学家彼得·拉
特克利夫凭借揭示氧气与细胞的“互动”，7 日分享 2019 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没想过得奖是假话”

对现年 61 岁美国科学家凯林而言，诺贝尔奖一直是“希
望渺茫的目标”。他 6 日晚整理心绪，像多年来每个“诺贝尔
周”前夜一样，准时睡觉。

凯林坦言，要说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奖，那是
假话，但“你得试着别让（这个念头）过多打扰日常生活”。

获奖电话还“叫醒”63 岁美国科学家塞门扎。由于“睡得
太死”，他起身接起电话时对方已经挂断。等待几分钟后，他接
获评奖委员会第二次电话，随后开香槟庆祝。

65 岁英国科学家拉特克利夫得知获奖的场合相对“正
式”。他说，他正在开会，秘书“神情焦急”地喊他出来……

凯林、塞门扎和拉特克利夫的研究方向是细胞如何感知
和适应氧气供应。科学家们早已发现，置身高海拔地区会导致
体内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含量上升，从而刺激骨髓生成更
多红细胞，以运送氧气。

塞门扎和拉特克利夫从细胞层面入手，研究促红细胞生

成素与不同氧气水平的“互动”机制，发现在低氧环境下起“调
控器”作用的关键蛋白质、即缺氧诱导因子(HIF)；凯林“另辟
蹊径”，经由对罕见遗传疾病希佩尔-林道(VHL)综合征的研
究，解开缺氧诱导因子其中一种蛋白质 HIF-1 α如何在富氧
环境下降解的谜团，从而把三人的研究联系到一起。

别忽视基础研究

依照评奖委员会的说法，三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揭示生
命中一个最基本适应性过程的机制”，为人们理解氧气水平如
何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奠定基础，为开发有望对抗
贫血、癌症以及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平道路。

在凯林和塞门扎看来，三人的突破凸显基础研究的意义。人
们不应忽视那类由科学家自身好奇心驱使、旨在加深对自然现
象理解的研究。

“我们知道，就治疗方法而言，许多真正的新发现来自一
些项目令人意想不到的（研究）转向，而这些项目起步于非常
基础的研究，”塞门扎说，“我们在年轻时有这些发现，但终在
年老时收获认可。”

凯林说，他要为已经过世的妻子卡罗琳领取这份诺贝尔奖。
“她去世后，我觉得收获诺贝尔奖（的感觉）可能太过苦乐

参半，”他说，“但我现在这么想：她正在微笑点头并说‘我告诉
过你这会发生’。” （闫洁 新华社专特稿）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谈“心路”

▲这是 10 月 7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拍摄的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现场。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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