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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报记者管黎明 7 月 5 日纽约报道】近年来以研究中国文化和贸易对美国早期发

展影响而著称的纽约皇后区 Laurelton 图书馆馆长王小良博士（见上图）日前再出新作，

他的长篇论文《中国的花旗参需求及其对美国文化形成的影响》（American Ginseng 

and Its Effect on Americanization）入选 2012 年夏季出版的第 14 卷《弗吉尼亚亚洲研究

评论》（Virginia Review of Asian Studies），该杂志是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亚洲研究刊物

之一。 

  

  

王小良表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人参在美国开国元勋们开启中美关系大门的贡献方

面有所研究，可是，人参对美国社会发展和美国文化形成的影响一直被中美两国 的学

者忽略了。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的花旗参一直是美国对华贸易的主要

商品之一。西部开发是美国近代史发展的主体，而寻找人参以满足对华贸易 需求是推

动西部开发的一股重要力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宾夕法尼亚，在弗吉尼亚，在凡

是可以找到人参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挖参大军。之后商人们再把人参运 到纽约、波士

顿和费城等沿海城市，然后装船运往中国。挖参者，商人，运输者汇成一股巨流，汇

入到西进的队伍中。 

 

  在中国方面，王小良表示，促成花旗参受欢迎的直接原因便是清朝帝王对于人参

的偏爱和垄断。中国对人参的药用历史可以追溯到 3000 年以前，到 了清代，乾隆皇

帝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管辖人参。他对人参的热爱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为满足皇庭对

人参的需求，清政府禁止中原人到东北采参。正是这一禁令为刚 刚独立的美国打破英

国的经济封锁打开了大门。美国开国元勋们看到了向中国出口人参的宝贵机会。他们

同英国的独立协议刚一签订，由开国元勋们资助的美国第一 艘货船“中国皇后号”便满

载人参，立即启程前往中国。美国人参一到广州，立刻高价售出。从此，美国人参源

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王小良对中美人参贸易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收集。他表示，从美国由开国元勋担

任总统的前五届政府来看，美国向中国运送的人参不断增多，华盛顿任 总统期间

（1789－1797）美国向中国出口了 34 万 7792 磅人参。第二届政府－－约翰·亚当姆斯

的四年任期内（1797－1801），美国运到中国 的人参达到 33 万 7192 磅。在托马斯·杰

弗逊任总统期间（1801－1809），美国向中国的人参出口量猛增到 161 万 7594 磅。同

华盛顿政府相比， 增加了 4.3 倍。在詹姆斯·麦迪逊当政期间（1809－1817），人参贸

易量保持在 100 万 660 磅。在詹姆斯·门罗当政期间（1817－1825）， 美国向中国出口

的人参增加到 286 万 8062 磅。 

 

  王小良表示，搜寻人参成为美国西进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从东部的沿海地区到

明尼苏达，密苏里以及爱荷华，全美形成了一个人参热。人参作为美国 早期对华出口

的主要商品，它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国际贸易的范畴。它影响了美国

社会的发展，帮助推动了西进运动。可以说，它帮助创立了新的美 洲。随着西进运动

的深入，边疆地区越来越美国化了。从这点来说，中国对人参的需求推动了美国的美



国化的进程。这些历史影响甚至反映在一些美国的民歌里，其 中一首民歌如实记录了

一位年轻挖参者的内心感触。他受母亲之命，远离家乡告别心爱的姑娘到山中挖人参。

歌曲表达了他“不想去挖人参，“我亲爱的妈妈，你不 懂我的心，当你说你爱我的时候，

我一直远离你，我的家不在这里，在南方的卡罗莱纳...”。 

中国文化影响美国 王小良研究受主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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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美国的华人移民还 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最高法院东门

顶端的雕像群里，中间的三人之一便是孔子。在皇后区 Laurelton 图书馆馆长王小良博

士 (Dave Wang)的眼中，这便是中国文明对美国建国之父影响至深的明证之一。而由

田纳西大学出版的针对美国中学和大学老师的教学指导性刊物《亚洲研 究》

(Education About Asia)，也在最新一期里刊出了王小良博士的长篇学术专著——《美国

开国元勋与中国：中华文明对美国影响的缘起》(The US Founders And China: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这是继早前《弗吉尼亚亚洲

研究》等学术期刊登载王小良的学术论著之后，又一本美国学术期刊介绍他的成果。 

  

由田纳西大学出版的《亚洲研究》是一本针对美国中小学和大学老师有关亚洲文

化教育的指导性 刊物，在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据王小良表示，他的文章是经过许

多位资深学者的大力推荐而被上述杂志选为 2011 年秋季版的卷首文章。侨报周末版曾

在两年 前刊登介绍王小良博士研究成果的长篇特写，文章在社区引起巨大反响，数百

名读者在网上留言，称赞这一研究成果彻底推翻了很多西方文学对于 19 世纪的中国人 

只知道吸鸦片的污蔑性描述。 

在《亚洲研究》刊载的文章中，王小良详细分析了中国文化对于华盛顿、富兰克

林、杰斐逊，以 及被誉为是美国革命资助人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深远影

响，这些影响涉及哲学、法律、农业、技术、航海和贸易等方方面面，远非今天的中

国人和美国人所能想象。 

王小良得出的结论虽然让很多人感觉有些匪夷所思，但他在研究中所列举的证据

确是实实在在， 让读者无法否认。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富兰克林便在费城创办的刊物

中大力宣扬孔子的为人处世和法治与人道并重的思想。事实上，出于对当时以英国为

代表的欧洲 思想和文化体系的戒备，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将中国流传几千年的文化精

髓作为创办新国家的重要参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楼上将孔子与摩西 

(Moses)、梭伦(Solon)并列在最中间的原因 

研究美国开国元勋与中国渊源 王小良入选夏威夷州历史教育理事会 

 

 

【侨报记者管黎明 1 月 7 日纽约报道】长期进行美国开国元勋与中国文化研究的皇后

区 Laurelton 图书馆馆长王小良博士（见图）在本月 初再次迎来其课题研究的一个里程

碑 -- 即他被夏威夷州历史教育理事会选为董事。《侨报周末》两年前首次系统介绍王

小良博士的研究课题，受到全美各地华人读者的极大欢迎与关注。 

 

http://www.123nynews.com/list.php?fid=69


对 于此次选举王小良加入夏威夷州历史教育理事会的决定，该理事会会长 Jeffrey 

Bingham Mead 表示：“王博士的研究和学术成果揭示了美国建国过程中一个令人兴奋

的全新的历史视角，以及中国文明和传统对建国之父们的影响。这些东西应该在我们 

的美国历史和中国历史课上传授。” 

 

王小良本人对于此次入选夏威夷历史教育理事会也表示，“这可以看作是我对中国文明

对美国文化形成的影响 之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不久前，《亚洲教育》这一针对美国研

究生和中学生的亚洲教学指导性刊物，刊出我的论文《美国开国元勋与中国：中华文

明对美国影响的源 头》，这也表明中华传统文明对美国影响已经进入美国的历史课

堂。” 

 

对于自己独家开拓的研究课题，王小良表示，中华文明对美国建国进程的影 响不是一

个历史故事，而是一个历史史实和传统。这个由美国开国元勋们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创

立的传统，被后来的很多美国领导人很好地继承下来。从里根总统钟爱 老子道德哲学，

到现任总统奥巴马喜欢孟子的论述，以及美国战略家对孙子兵法的情有独钟 -- 美国领

导人能够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用以指导美国的发展，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它首

先坚定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信念，那种认为中华文明什么都不是，应该全盘 否定的主张

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也应该看到，美国开国元勋在从中华文明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坚

持了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的积极因素只是用来推动美国文化的建设。 这是一个文明向

其他文明学习的正确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我的研究成果会给中国及世界

的发展带来一点点的启示。中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世界 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 

 

来自中国东北的王小良早在 80 年代末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后来于

1993 到 2000 年在亚利桑纳大 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目前是纽约皇后区图书

馆 Laurelton 分馆的馆长，之前担任赫利斯（Hollis）分馆馆长。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

《纽约 时报》“新思想”栏目的特别推荐。 

 

王小良的研究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包括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富兰克林便在费

城创办刊物大力宣扬孔子 的为人处世和法治与人道并重的思想。而出于对当时以英国

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和文化体系的戒备，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将中国流传几千年的文化

精髓作为创办新国家 的重要参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楼上将孔子与摩西

(Moses)、梭伦(Solon)并列在最中间的原因。 

美国革命的传奇人物罗伯斯.莫里斯早在 1784 年便资助了首航中国的船只“中国皇后

号”(Empress of 

China)， 正是这次首航的成功才有了之后的中美贸易。纽约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

也是受启发于中国的大运河而建造。杰斐逊对于中国的园林设计和花草植物情有独钟，

美国很多农作物和花草都是经过他的努力从中国经由欧洲转运到 北美新大陆。而中国

的陶瓷、丝织和造船工艺也都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大力研究和推广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