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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始以后，美苏两国在多方面展开激烈竞

争，东西方之间的科学合作与交流一度陷入低谷。

然而，很多科学领域的进步又需要多国科学家进行

合作。因此，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家组织突破冷战桎

梏，于 1957-1958年成功举办了“国际地球物理年”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活动。这场活动协调

了由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参与，包括

数十个科学领域的科考、数据观测和科学研究的合

作与交流。

“国际地球物理年”通过“非凡的协作”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成果”，①引起了亲历者和之后学术界的

密切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学界对

其进行了比较丰富的探讨。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

类：一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亲历者或当时的记者

写就的书籍及事后的纪念文章，促进人们对该活动

过程的了解。②二是从“科学—政治”关系的视角出

发，将该活动纳入相关国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进行

考察。③该视角侧重于强调相关国家政府对科学的

利用。三是受国际史和全球史学的影响，一些研究

对这场活动的全球意义进行解读；④也有研究从全球

环境政治的视角切入，关注该活动体现出的“全球北

方—全球南方”的关系；⑤还有一些研究基于新解密

档案揭示苏联在其中的贡献、该活动的运行机制，以

及与其相关的双边(苏—美和苏—澳)关系。⑥尽管学

术界对“国际地球物理年”及其相关历史的研究在不

断深化，但是对于科学家与美苏政府在这场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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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科学研

究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属性在此过程

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及其对美苏关系产生的影响值

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相关档案文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一、“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缘起

地球物理学以地球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寻求理

解地壳运动、海洋洋流及气候变化等现象的本质和

规律。该学科的进展取决于能否通过国际合作在全

球范围内观测和收集大量数据。⑦然而，冷战开始以

后，美苏就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诸多方面展开激

烈竞争，两国之间的科学交流也基本中断。苏联科

学院的学者虽然仍是一些国际科学组织的成员，但

已基本不参与相关活动。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

活动主要是由是美英科学家发起的。

1950 年 4 月，美国物理学家詹姆斯·范·艾伦

(James A.van Allen)在家宴请访美的英国地球物理学

家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等人。其间，美

国物理学家劳埃德·伯克纳(Lloyd Berkner)提出组织

第三次“国际极地年”的设想，1957-1958年刚好是太

阳活动的活跃期，利于产生大量地球物理数据。该

设想得到几位科学家的支持。伯克纳提出这一设想

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科学发展，“如果有更多、分布

更适当的观测站，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理解发生在

电离层的物理现象”⑧。

之后，伯克纳等人就开始运作将这一设想变成

现实。他们先是通过国际科学组织将这一提议广泛

传播，吸引其他国家同行的响应。伯克纳等人将提

议推荐给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下文简称“国际科联”)、国际天文

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及国际地球

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Geod⁃
esy and Geophysics，IUGG)等专业学会，并取得这些

科学家组织的支持。一战后成立的致力于通过科学

合作促进科学发展的国际科联，其成员包括各国的

国家级科研机构。因此，国际科联邀请各国科学院

成立负责本国项目的“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
tee)，并向国际科联提出他们感兴趣的科考和科研项

目，参与到“国际极地年”活动中来。之后，随着更多

科学组织加入，该活动的涵盖范围已超出极地，扩展

到对赤道、海洋等非极地地区的考察。因此，国际科

联决定将“国际极地年”改为“国际地球物理年”。

1953年 7月，国际科联正式成立国际地球物理年特

别委员会(下文简称“特别委员会”)，由查普曼和伯克

纳分别担任正副主席。特别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国科

研机构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的合作，以及对各

国科研机构分享的科学数据进行汇总和分发等工

作。⑨伯克纳对“国际地球物理年”期待很高，“最令

人鼓舞的是地球上的科学家和支持他们的国家在拥

抱这个项目时所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厌倦了战争

和纷争，所有国家的人都在向‘地球母亲’付出共同

努力。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很容易达成一致”。⑩

由于活动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科考地区也分布

广泛，“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策划和执行都需要大量

资金。为获得各国政府的支持，特别委员会和国际

科联设计了一套巧妙的制度。国际科联本身并不直

接联系各国政府，而由各国“国家委员会”向本国政

府直接争取资助。各国科学家在“国家委员会”的支

持下自主决定研究项目，再由各“国家委员会”派出

代表组成特别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会，由咨询委员会

协商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地区间具体议题，以及数

据存储与共享等问题。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实

际上是一个“在多国政府知情、合作与支持的基础

上”，由多国科学家参与执行的“国际科学事业”。

而由于具体的研究项目运行又是由各国“国家委员

会”具体负责，自然也容易得到所在国政府的支持和

资助。这种制度设计最终证明是成功的，也为美苏

两国政府最终都大力支持活动提供了制度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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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科学家通过多种努力获取美国政府各

部门及国会对“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支持和资

助。1953年1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负责制定

和执行“国际地球物理年”美国参与项目的“国家委

员会”。1954年5月，该委员会将美国科学家计划于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开展的研究项目提交给国际

科联秘书处。计划涉及气象学、地磁学、冰川学、海

洋学及电离层、太阳活动、外层空间的火箭探测等十

多个领域。1953年 11月，美国“国家委员会”决定

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积

极争取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美国国会的财政

拨款。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络得

到了积极回应。国防部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所

产生的基本信息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价值，

还会对国防相关问题产生价值。”商务部认为，“国

际地球物理年”在气象分析、经纬度测定等方面的成

果将会促进国内国际贸易、海陆空航运和农业等行

业的发展，也愿意提供相应资助。为了争取总统的

支持，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德特勒夫·布朗克(Detlev
Bronk)指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

成果将会极大促进相关领域的进步，还强调这是表

现“美国领导力的不同寻常的机会”。布朗克强调

美国的世界领导力的说辞显然起了作用。1954年 6
月 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众议院提交了 1955财年

补充预算计划，其中就包括拨款 250万美元的特别

经费，支持先行购置一批设备。之后，艾森豪威尔

还表示“‘国际地球物理年’在推进科学进步的同

时，也为我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更大的技术进步的

希望……将实质上增进我们与许多合作国家之间的

联系，同时，也为共同问题的解决做出建设性的贡

献”。可以看出，不管是基于推动美国科学进步的

考虑，还是仅仅做出促进国际合作、改善国际关系的

姿态，艾森豪威尔都非常支持“国际地球物理年”。

有了美国总统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国家科

学基金会在国会争取经费的过程变得相当顺利。

1954年 7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参议院拨款

委员会分别召开了关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经费

的听证会，劳埃德·伯克纳、德特勒夫·布朗克、国家

科学基金会主席阿伦·沃特曼(Alan T. Waterman)等
多名科学家出席。两院的拨款委员会议员就活动内

容、经费用途等进行了详细询问和讨论。实际上，

随着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最终美国支出的总经费

远远超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的预估。据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 1966 年的报告，美国国会在 1955-
1959财年，共计拨款 4300万美元用于美国参加“国

际地球物理年”。按照美国“国家委员会”执行主任

修·奥迪肖(Hugh Odishaw)的说法，国会拨款进行的

活动只占美国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所开展活动

规模的三分之一。其余两部分中，一部分由美国的

公共和私人实验室正在进行的项目组成，特别是在

国家标准署、气象局等单位正在进行的地磁学、气象

学和电离层物理学等研究活动；另一部分则由美国

的大学机构，特别是私立大学支持的研究活动组

成。可见，当时从美国政府、科学界到社会和大学

机构，均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与美英科学家在活动筹划阶段的积极运作相

比，苏联同行的反应相对迟缓。西方科学家给苏联

同行的邀请在 1952年 9月就已送达苏联科学院，但

直到斯大林去世后的 1954年，苏联科学院才决定要

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此后，苏联科学院很快就

积极行动。先是组建了由苏联科学院院士、副院长

伊万·巴尔金(Ivan P.Bardin)领衔，数位在国际上知名

的苏联地球物理学家、北极研究员、气候学家等参加

的高规格“国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成为苏联科

学院的常设机构，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内拥有很大的

权力和财政资源。与此同时，趁着要大规模参与国

际科学合作交流的机会，苏联科学院请求苏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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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苏联科学院重新加入国际科联、国际地球测量

和地球物理联盟等国际科学组织，理由是加入这些

组织不仅可以消除苏联参与国际科学合作的很多障

碍，还可获得“对苏联有科学价值的信息”，“展示苏

联的科学成就，提高苏联的国际科学权威”等。与

美国科学家一样，苏联科学家也强调政府通过支持

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可提升本国科学声望。1957
年，苏联《真理报》的一篇评论也基本反映这一看

法。该文称，地球物理是特别“适合国际合作和值得

竞争的研究……赫鲁晓夫同志说得好，他呼吁与美

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行竞争……这种竞争远比军

备竞赛中生产致命武器的竞争要好”。

因此，为了既展示苏联科学优势，又显示苏联对

外合作与和平竞争的意向，苏联政府积极支持“国际

地球物理年”的筹备和执行。1956年 11月，活动还

在筹备阶段时，苏联政府就向特别委员会捐出外汇，

支持特别委员会日常运行。“国际地球物理年”活

动期间，苏联政府组织了包括苏联军方在内的几十

个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源支持该活动所需的科学设

备和仪器的运输、新设备的生产及观测站的建设

等。据苏联科学院统计，从 1955年到 1958年 9月，

苏联政府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投入资金达4.86亿卢

布，这还没有将 1959年的花费计算在内。按 20世
纪50年代卢布与美元的官方汇率大概折算，苏联政

府的花费与美国政府的花费相当。考虑到战后苏

联的经济状况，不管是积极动用外汇捐款，还是高额

的活动经费支出，都说明了苏联政府对“国际地球物

理年”的态度。

从“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发起和美苏政府的反应

即可看出，科学研究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

双重属性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国际主义的属性是科学家欲通过国际合作推进

人类社会对未知领域探索的内在动力。民族主义的

属性既体现在科学家为争取政府部门支持的论说当

中，也恰好反映了当时美苏政府的看法。各相关部

门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国际地球物理年”所包含

的价值，从而以“科学”为工具，促进各自政策目标的

达成。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正是一个既可使科

学家推动科学研究，又可满足美苏政府诉求的合作

机会。除了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一号召在世界范围

内的科学家群体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截至1958年
7月底，共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决定参加“国际地

球物理年”，所要研究的问题涵盖了气象学、地磁学、

海洋学、地震学、重力测定、核辐射等十几个学科领

域。其中，有两个项目特别重要：一个是极地考察，

特别是南极地区；另一个是外层空间探测，通过火箭

将探测设备送到高空。这两个项目的筹备和执行成

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的重要内容，也与这一时期美

苏关系产生密切关联。

二、南极科考合作与《南极条约》的达成

20世纪以前，英、美、俄等国都有人探查南极

大陆。澳大利亚、挪威、英国、阿根廷、新西兰等

更是依据探查活动对南极部分地区宣示主权，且

各国宣示的地区有所重叠。美国政府则于 1924
年表示“不承认”此类宣示主权的行为，并认为宣

示主权需建立在有效占领基础上，探查行为不算有

效占领。

冷战开始以后，为避免盟友之间因南极领土而

发生冲突，同时将苏联排除在南极事务之外，美国酝

酿了在盟国之间将南极“国际化”的提议，并向澳大

利亚、阿根廷、法国、挪威等国提出“南极协议草

案”。美国政府认为，“南极可见的价值主要在于科

学而非战略或者经济方面……国际化似乎是避免就

南极产生争端的最好方案。”但前述国家均不愿放

弃对南极的领土诉求。苏联也反对西方国家的此种

“国际化”。苏联地理协会、苏联政府先后通过决议

或向前述各国政府递交照会，表示苏联对南极拥有

同等的领土宣示权，苏联“不承认”任何没有苏联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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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有关南极领土划分的协议。一直到 20世纪

50 年代，南极领土争端都悬而未决。1954 年 7
月，美国政府决定通过“国际地球物理年”缓解国

际摩擦，允许就南极科考所产生数据进行交流，但

又强调交流仅限于“自由世界国家”之间，南极领

土争端的解决也仅限于美国与其“友好国家”之

间。“国际地球物理年”南极科考项目就是在此背

景下筹划的。

“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划初期，南极科考的提议

并未被认真考虑。随着活动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

特别委员会才认识到南极在解决几乎所有地球物理

学问题上都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南极代表了

‘国际地球物理年’需要深入研究的地球上最重要的

一部分”。于是，特别委员会于 1954年 10月开会时

建议，“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在

南极地区进行地球物理观测”，“现已在南极建立观

测站的国家继续和扩展观测项目”，以及“计划在南

极建立观测站的国家尽快执行其计划”等。在此次

会议上，苏联代表表示也计划向南极派出科考队。

1955年6月25日，苏共中央正式决定向南极派遣科

考队，建立科考站，全面进行南极科考，并批准苏

联科学院向特别委员会提交苏联的南极科考计

划。之后，苏联很快就组建了由苏联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米高扬领衔，苏联科学院、海军部、中央

水文气象局等各重要部门领导组成的管理层，并

成立苏联第一南极科考队，正式开始南极科考的

准备和执行工作。

苏联的加入，使其在未来的南极活动中更有话

语权，同时也需要与美国在此领域竞争与合作。要

确保各国在南极开展大规模科学考察并顺利地进行

国际合作，就要避免南极领土争端问题激化。美国

政府在一番论证后，确定了既强调美国在南极具有

未定义“权利”，又回避具体争端，从而支持“国际地

球物理年”的政策。从 1955年 7月到 1957年 6月，

12个计划参与南极科考的国家代表在法国巴黎、比

利时布鲁塞尔等地召开了4次南极会议，协商在南极

科考中的科考站选址、南极气象中心建设、科考无线

电通讯、科考物资相互供应等问题。从第二次南极

会议开始，苏联科学院几乎每次都组建阵容庞大的

代表团参加会议。这显示出苏联政府对南极的重

视程度。与会代表首先面临的就是南极领土争端问

题。各国代表最终达成共识，承诺不在“国际地球物

理年”期间提及本国有关南极领土的主张，活动应该

是“专门关于科学的”。因此，在南极会议召开期

间，与会代表都尽量从科学角度讨论问题，回避涉及

领土主权等政治问题。这使各国代表顺利协商解决

了南极科考所涉大部分问题。

南极会议和一系列筹备会议达成的一些共识，

有助于这一时期的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这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南极气象中心的设立。美国科

学家提议建立南极气象中心，负责“收集和转发在南

极大陆的科考站、飞机和科考船之间的信息”，“接收

或发送科考团队所需的天气信息”及紧急救援等，这

些举措能极大促进南极科考的国际协作。苏联科

学家弗拉迪米尔·别罗索夫(Vladimir Belousov)认为，

“真正国际的”中心需要其他国家的共同参与。因

此，各国之后都派出科学家参与南极气象中心的运

行。美苏更是达成了互派科学家到对方科考站进行

业务交流的正式协议。二是数据共享方案的达

成。1956年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建立3个世

界数据中心。世界数据中心负责存储各国的项目在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产生的原始资料和观察数

据。在美苏各设一个中心，第三个中心按照存储内

容分散在欧洲、日本等地。世界数据中心向所有参

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机构开放。三是相关

研究成果的发表。“国际地球物理年”专设了《国际地

球物理年年鉴》(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
cal Year)，将各国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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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出版，最终出版近五十卷，留下了活动的详细

记录。

“国际地球物理年”开始于 1957年 7月 1日。活

动开始前一天，美国《纽约时报》对“国际地球物理

年”进行了全面介绍。苏联《真理报》也刊发了巴尔

金的署名文章，认为这项活动将使全人类在寻求知

识、繁荣与和平合作方面受益。苏联科学院还建议

由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K. E. Voroshi⁃
lov)发表讲话，呼吁科学家探讨在“国际地球物理年”

结束后组织广泛的科学合作的可能性，以使该活动

“在国际科学合作史上翻开新的一页”。

不可否认，各国在科考站的选址等问题上都有

各自的诉求，但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仍是南极

科考的重要内容。当时，苏联与澳大利亚官方联系

处于中断状态，也未能阻碍两国科学家的交流。澳

大利亚科考船陷入冰层之后，苏联科考船慷慨提供

援助。澳大利亚探险家道格拉斯·墨森 (Douglas
Mawson)在科考期间多次到访苏联科考船，他感到

“苏联科学家非常乐意分享他们的研究结果，允许使

用他们的设备”。西德尼·查普曼更是认为，“‘国际

地球物理年’显示了六十多个国家科学家之间精诚

合作的精神。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和目的使他们能

够超越种族、信仰和政治组织而一起工作。”

南极科考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不仅使参与各国取得了大量可以推进科学研究的

数据，促成了南极科考项目的延长，还促成了南极科

考及相关学科国际协调机制的确立。为获取更多数

据，美国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开始前就提议南极科

考延长一年。囿于活动经费，该提议并未得到所有

西方国家支持。苏联的后续举措改变了这个局

面。1957年7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了极地研究所，使

其南极研究有了制度化支持。1957年年末，担任该

所所长的米哈伊尔·索莫夫(Mikhail Somov)向外宣布

苏联有意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结束后，继续维持南

极科考站的运行。在西方同行看来，这是苏联要继

续待在南极的“完美理由”。翌年6-8月，特别委员

会在莫斯科开会期间，苏联科学院正式向苏共中央

提出延长南极科考的建议，认为仅需较小成本就能

获得更多数据，还能借此表现出苏联支持国际科学

合作的愿望。苏共中央批准了该建议。因而，苏联

科学家在会上正式表示要延长南极科考项目。之

后，美国科学家又去争取美国国会的支持。众议院

最终支持继续在南极科考，“一旦科考站建成，维护

成本很低”，并强调“我们应该待在那里。如果我们

放弃科考站，苏联就会接管它们”。两个大国的态

度基本决定了南极科考合作的延长。特别委员会在

莫斯科正式确定将南极科考项目延长一年。美苏两

国此后继续互派科学家进行交流。

在1956年美国“国家委员会”提议延长南极科考

时间之后，特别委员会就向国际科联建议考虑在南

极进行长期科考合作。经过一系列协商，1958年 2
月，参与南极科考的12国代表与多个科学协会代表

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了南极研究特别委员会(Spe⁃
cial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该委员会将负

责“国际地球物理年”结束后南极科学考察项目的协

调工作。1961年，该委员会更名为南极研究科学委

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此

外，“国际地球物理年”也凸显了国际合作在海洋研

究中的重要性，国际科联为此还成立海洋研究科学

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Oceanic Research)，协
调此后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另外，“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的南极科考合作

还为南极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绝佳机会。从

苏联要建立南极科考站开始，美国就意识到苏联不

会放弃对南极领土的诉求。1955年 9月，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认为，苏联参与南极科考“绝不仅仅是一

时兴起，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地球物理年”。而

在苏联正式参与南极科考以后，西方国家的疑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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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重。当时美国记者塞勒斯·苏兹贝格(Cyrus Leo
Sulzberger II)搭乘科考船到南极采访。他认为，美国

应该“确保这片广袤的大陆永远不被俄国人变成南

极版的‘阿尔巴尼亚’”。在此期间，苏联在南极地

区建立3个科学考察站、与各国科学家进行积极的合

作与交流，为南极科考和“国际地球物理年”做出了

重要贡献。这些都使西方国家不可能在排除苏联的

情况下解决南极领土争端问题。1956年春，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计划署讨论是否要对南极部分区域进

行主权宣示时，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内务部认为“进行

领土宣示并不能将苏联排除出南极领土问题的解决

过程，反而会导致苏联也提出领土宣示；提出领土宣

示可能中断我们亟须从苏联获取的科学信息。”因

此，计划署最终强调“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际合作

的价值，并认为不同国家(包括苏联)的科学家在南极

进行了“极好的合作”，而如果美国对南极领土提出

宣示，“可能会导致苏联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南

极洲及其他地方的合作程度降低……要将苏联排除

出南极，可能只能通过武力了”。可见，美国如希望

通过国际科学合作获取更多关于南极的知识，就不

能对南极领土提出宣示。同时，美国政府也秘密与

英、澳、新西兰三国代表讨论利用国际科学合作将南

极置于“冷战之外”的可能性：“目前许多国家的舆论

都有利于在南极的国际合作。这些舆论部分是由公

众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兴趣引发的。冷战尚未扩

展到南极。在这项活动结束后，这种有利的舆论气

氛和不冲突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现在为

考虑改变现状提供了一个可能不会再有的机会。”

此后的 1958年 2月，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

也初步达成和平解决南极争端的共识，要“确保南极

不成为冲突和分歧的潜在起源地……并确保科学在

南极自由发展，确保南极不被用于军事目的”。

通过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成为南极争

端解决进程中不可被忽视的一方。1958年5月2日，

美国邀请所有参与南极科考合作的国家协商出“可

以确保富有成效的科学合作”在“国际地球物理年”

结束后继续进行的条约，该条约还可避免在南极发

生“不必要的政治冲突”。这一邀请获得了所有参

与南极科考国家的响应。6月2日，苏联政府也表示

基本同意，“苏联政府准备给未来南极地区的国际科

学合作的发展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并希望达成的

条约能防止产生“任何妨碍在南极科学调查取得成

功的国际误解”。于是，从6月开始，12国派出工作

组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南极条约问题的预备会议，

先就各方分歧进行充分讨论。1958年 10月开始，

南极会议 (the Conference on Antarctica)正式进行磋

商，并最终形成了条约文本，该文本含有三大目标：

第一，南极应仅被用于和平目的；第二，确保南极科

学合作和国际合作；第三，禁止在南极进行任何核

试验。

1959年 12月 1日，各国代表在签署《南极条约》

时均高度肯定其意义。苏联代表尼古拉·库兹涅佐

夫(Nikolai Kuznetsov)强调，“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已

得到普遍认可的科学调查原则成为《南极条约》的重

要条款，而且该条约的确认将进一步促进南极富有

成效的国际科学合作。美国代表认为，“科学有超

越民族主义藩篱的倾向。通过倡导科学自由，我们

在南极为科学所做的贡献将对所有国家有益。”美

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12国及其代表在起草这

个重要的条约过程中展现出的合作和互相理解的精

神，是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在科学研究、追求和平时能

取得成就的极佳范例。”《南极条约》成为之后南极

科学合作的国际法保障。

诚然，东西方各国，特别是美苏在此期间重视南

极科考还有很多其他目的，诸如领土诉求、资源诉求

甚至可能的军事价值评估等，但“国际地球物理年”

期间各方在南极的科考合作促进了科学进步的科学

国际主义目标，也促使有关极地科考的国际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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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后续国际科学的发展。于苏

联而言，“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该国科学家在南极

科考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不仅为其赢得了国际科

学声望，还使美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将南极置于“冷

战之外”。2006年，俄罗斯海洋学家瓦列里·卢金

(Valery V.Lukin)在回顾苏联南极科考史时认为，正是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参加南极科考，使苏联不仅

确立了极地研究中的“大国地位”，还在南极条约体

系中“占据主要位置之一”。于美国而言，与其执意

对南极提出领土宣示而使冷战扩展到南极，破坏当

时正因“戴维营精神”而缓和的美苏关系，不如将苏

联纳入进来，达成在南极支持国际科学合作的条

约。因此，南极科考为《南极条约》的达成提供了重

要契机，既避免美苏冷战扩展到南极，也使此后延续

至今的南极科考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三、外层空间探测合作与美苏卫星竞赛

人类很早就有遨游云霄之上的向往。20世纪以

来，多国科学家都在探索如何利用火箭到达外层空

间。“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加快了人类进入“太空

时代”的步伐。

从高空甚至外太空获取的高质量数据对地球物

理研究非常重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筹划阶

段，就有科学家提出通过发射探测火箭研究电离层

和上层大气的计划。当时已得知美军方正在研究

发射卫星的伯克纳和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等科

学家认为，卫星对促进科学研究很有价值。在这些

科学家的推动下，1954年 9月，国际科学无线电联

合会、国际地球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相继通过决

议，建议学界“考虑利用小型科学卫星进行地球物

理研究”。在此背景下，特别委员会决议将发射卫

星列入“国际地球物理年”项目。“鉴于观测高层大

气中的地外辐射和地球物理现象的重要性……特

别委员会建议考虑发射小型卫星飞行器及其科学

仪器，研究与卫星实验有关的电源供应、遥测、设备

定位等新问题。”

该决议既反映了科学界的公开诉求，也意在寻

求各国政府支持。苏联科学院很快成立了一个跨

部门委员会，支持科学家讨论外层空间研究方面的

问题。不过，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未对外公开，其

功能也仅限于收集苏联科学家在卫星上进行何种实

验的建议。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政府内部已有不

少利用卫星进行科学实验或者搜集情报的讨论和建

议。苏联国防部中央科学研究第四所(NII-4)从事火

箭研发的米哈伊尔·吉洪拉沃夫(Mikhail K. Tikhonra⁃
vov)从 1952年就自发进行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并向

苏联部长会议等相关机构汇报，希望获得政府的正

式支持。1954年，为了使苏联政府正式支持苏联科

学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装备部苏联科学研究

88所(NII-88)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y
Korolev)与吉洪拉沃夫经过多次讨论，写出一份关于

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报告强调了人造卫星的科学

价值和对国防的重要性。科罗廖夫在将该报告提交

给上级政府部门时附信一份，表示希望苏联政府尽

快支持发射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不过，苏联科学

家的呼吁在此时并未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美国“国家委员会”很快就组织了一系列相关讨

论，并筹划向政府部门提交发射卫星的建议。1955
年3月，沃特曼将建议提交给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

(Robert Murphy)。这一时期前后，美国国内其他机

构也有大量关于发射人造卫星的提议和讨论。天普

大学、兰德公司、美国火箭协会分别向美国政府提交

秘密或公开报告，评估人造卫星在科学、军事及心理

上的价值。由麻省理工学院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等科学家在1955年2月向艾森豪威尔提交的

秘密报告(“基利安报告”)中，也强调“小型的、不昂贵

的卫星将具有与情报相关的重要用处”。艾森豪威

尔政府对这些提议和讨论的回应较为积极。副国务

卿墨菲认为，“如果(卫星发射)成功，将无疑增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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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声望，也在冷战中有相当重要的宣传价值。”

中央情报局甚至还建议沃特曼要积极利用“基利安

报告”中包含发射人造卫星的建议的机会。由此可

见，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先期认可并支持这些建议。

对于美国科学家来说，他们显然想利用美国政

府在冷战中急于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美国科学

的先进性的心理，趁势利用各部门的支持来达到在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发射卫星、促进科学研究的

目的。就在美国的“国家委员会”积极寻求政府各相

关部门的支持时，苏联科学院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研

究外层空间实验的消息被公开了。1955年 5月，

“国家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影响美国项目进展因素”

的报告，该报告强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至少有一

个国家已经宣布了类似的项目，且是在极有能力的

物理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消息影响了美国

政府做出发射卫星决策的节奏。

1955年5月，美国政府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特别

注意到了苏联科学家的工作。美国政府认为，发射

科学卫星有以下益处：第一，实际收益。小型科学卫

星在研究上层大气、电离层离子浓度测定、电子追踪

等方面有不少科学应用价值。第二，心理收益。“首

先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将获得相当大的声望和心理

上的收益。此种先进技术的展示……可能会对自由

世界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治决心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

会……美国可以在利用其技术能力发射小型科学卫

星的同时，增强和提高‘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综合效

益、并赢得科学声望”。总统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

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也认为，“让俄国人通过一

项对世界人民来说象征着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超

越我们的计划，将产生代价高昂的后果”，在这场涉

及美国声望的竞赛中，“我们输不起”。不过，艾森

豪威尔政府还希望避免造成美国在显示其军事力量

的印象。在决定对外公布美国计划发射卫星的信息

时，艾森豪威尔指示“应重点强调项目对全世界科学

的贡献，不应与军用导弹的发展相联系”。

美国政府支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发射科

学卫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射人造卫星获取实质性

科学收益和展示美国科技的先进性，以便在冷战竞

争中获得心理优势，但又要避免造成美国在大力发

展军事力量的印象。这也导致美国政府在选择发射

卫星的火箭项目时，没有选择与军用导弹项目研发

更相关的陆军和空军项目，而是选择了更适合科学

研究的海军项目。1956年9月，担任美国军方科学

顾问的伊西多·拉比(I. I. Rabi)曾警告称，海军项目进

展不顺可能导致“美国科学声望的失败”。即便如

此，美国政府也未改变研发节奏。这使得美国未能

最先发射卫星。

对于科学家来说，美国政府的回应显然非常及

时且重要。1955年 7月 2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白

宫相继宣布美国发射卫星的计划。7月30日，伯克

纳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认为，特别委

员会在推动发射卫星的事情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

高度评价了美国政府，“美国的远见和领导力将使

我们有可能发现地球卫星将揭示出我们星球的新

知识……为科学探索提供了非凡的新机会”。

美国的消息引发了苏联科学家的反应。8月初，

在丹麦举行的国际宇航联合会大会上，看到美国卫

星计划受到广泛称赞，苏联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

(Leonid Sedov)也表示，苏联在火箭和平利用上可以

进行国际合作。他在苏联驻丹麦大使馆专门召开新

闻发布会，表示卫星在两年之内就可能发射，而苏联

甚至能最先发射卫星，从而“打败美国”。也许谢多

夫的表态，只是苏联政府授意其对美国卫星计划的

回应。但在美国媒体看来，苏联科学家的发言也说

明苏联希望与美国展开竞争。这也部分反映了苏联

科学家的真实意愿，他们不仅希望苏联能参与到卫

星项目的国际合作，还希望与美国同行同台竞技。

··77



世 界 史 2024.4
WORLD HISTORY

在苏联国内，科罗廖夫等人也利用美国宣布卫

星计划的消息，再次请求苏联政府的支持。8月 5
日，在向苏联领导人提交的报告中，科罗廖夫等人强

调“借助配备适当设备的卫星，可以获得供进一步研

究科学与军事技术所需的重要数据”，因此，“我们建

议在最近开展卫星的制造工作”。苏共中央于 8
月 8 日决定着手卫星制造。受到官方支持的鼓

励，科罗廖夫非常乐观，甚至列出了苏联发射卫星

的时间表，称：“我们希望首次发射时间在 1957年
的 4-7月……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开始之

前。”这显然是希望能比美国更早发射卫星。苏联

部长会议最终于 1956年 1月 30日正式下达在 1957
年发射人造卫星的命令，并由苏联科学院牵头组织

有关卫星的科学问题的研究。而为了最先发射卫

星，展示苏联的科技实力，苏联科学家在后来的研发

中甚至改变设计，使苏联发射了体型更小、结构更简

单的卫星。

不过，苏联政府一直没有明示是否将发射卫星

纳入“国际地球物理年”项目，使苏联科学家无法公

开讨论苏联卫星的具体研究。西方同行便认为，苏

联同行参会时只是“在不谈及他们自己研究的同时，

表现出合作的样子，以获取数据和研究进展”。7月
4日，巴尔金向赫鲁晓夫汇报了苏联科学家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允许苏联科学家在“国际地

球物理年”会议中讨论苏联卫星的研究。这标志着

苏联正式将发射卫星纳入“国际地球物理年”，也为

苏联科学家与西方同行就卫星观测数据的交流提供

了前提。

可以看出，尽管美苏两国国内当时都有利用火

箭技术发射卫星到外太空的讨论和研究，但在特别

委员会呼吁各国用卫星开展科研之后，美苏科学家

都希望本国最先发射卫星展示科技实力、获得冷战

优势，或者说利用了本国政府比较在意获取冷战优

势的心理促成美苏太空竞赛的提前展开。这是科学

的民族主义属性在发挥作用。之后，美苏两国开始

的人造卫星的研发，又在实质上支持了“国际地球物

理年”，促进了太空领域的国际科学合作。

1956年9月，特别委员会决议有卫星项目的“国

家委员会”要将“光学和无线电追踪设备的技术参

数”，以及“准备或进行光学与无线电观测的发射和

日程信息”等提供给特别委员会。同时，为了提高观

测的便捷性，特别委员会还决议“所有 IGY卫星的无

线电追踪和遥测系统要与现已宣布的无线电系统兼

容，以便地面接收设备通用”。当时，只有美苏有发

射卫星的计划，这实际上相当于美苏就卫星计划达

成了初步合作。决议一公布，美国多家报媒就以“美

国与苏联就地球卫星计划达成合作”等标题进行报

道，科学家更是认为“美苏合作意味着追踪卫星使用

的所有设备将标准化”。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苏并未积极合作。一方面，苏联科学家在提供信

息方面受到国内制约较多。直到 1957年 6月，苏联

科学家才向特别委员会提交了苏联的火箭与卫星项

目报告，且仅对卫星项目的科学目的进行了介绍，有

关发射地址、发射日程的说明都非常简略。美国同

行大多通过苏联报刊获知当时苏联卫星的研究情

况。另一方面，美国科学家也表现得并不积极，这

引起英国同行的不满。1957年 6月，英国物理学家

W.T.布莱克本(W.T.Blackband)在催促美苏同行提供

遥测系统的参数时抱怨道：“双方都同意要标准化，

但我们很难了解到美国计划的细节，看来苏联人知

道的也不多。”直到1957年10月“火箭与卫星会议”

在华盛顿召开时，美苏科学家才开始就卫星项目进

行实质交流。此时，苏联马上就要成功发射人造卫

星了。

从1957年10月开始，美苏两国科学家就卫星发

射数据的公开、从卫星获取的数据在世界数据中心

和观测站之间的传递、用于遥测和追踪的无线频率

的标准化等问题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尽管双方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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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从卫星获取的原始数据、卫星发射装置的详细参

数等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但谈判在遥测信号频

率和处理后的卫星数据的交流上都达成了合作意

向。在遥测信号频率问题上，由于美国技术较为先

进，美国科学家倾向在遥测和追踪卫星时使用较高

频率信号，既能提高追踪精度，又可有效避免电离层

干扰；而没有太多高精度设备的苏联，倾向于使用较

低频率信号，并依靠无线电爱好者的参与，达到通过

增加追踪密度来弥补追踪精度的效果。实际上，苏

联 1957年年初就决定要招募无线电爱好者参与观

测。在英国的协调下，与会代表最终同意参与卫星

观测的国家建立的观测站都要包含苏联的低频段信

号，同时，所有卫星都要携带发射高频率信号的设

备。在卫星数据的交流问题上，特别委员会最终通

过决议，要求卫星发射方有责任通过特别委员会向

世界数据中心和全球各地的观测站提供轨道预测信

息；发射方需要将处理过的具有科学价值的观测数

据发送到世界数据中心，并适时公开其科学研究；世

界各地的观测站应将观测数据提供给卫星发射方

等。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沟通，一直到1958年8月在

莫斯科举行的特别委员会上，美苏科学家才最终商

定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卫星项目合作的具体细节，

并正式形成了《火箭与卫星手册》(Manual on Rockets

and Satellites)。

当《火箭与卫星手册》在10月正式出版时，“国际

地球物理年”活动已步入尾声。不过，美苏科学家这

一时期已进行不少交流。华盛顿会议后，苏联科学

家就向美国史密森天文台、日本及南美的观测站发

送了两次苏联卫星的轨道预测信息。莫斯科会议

期间，苏联科学家表现出的“真诚期待与西方同行合

作和信息交流”也令美国同行兴奋。加州理工学院

的小亨利·里克特(Henry L. Richter Jr.)对此高度赞

扬。“红色科学家自由地谈论他们在空间领域中的发

展……他们似乎完全对我们坦诚……他们甚至还公

布了在卫星上的实验数据。”美国科学家乔治·辛普

森 (George Simpson)在接受苏联《真理报》采访时表

示，科学家在“这18个月中所知比过去100年所能学

到的还要多”。同时，这些交流中也暗含美苏科学

家之间的比较与竞争。莫斯科会议之后，美国科学

家霍默·纽维尔(Homer E. Newell，Jr)向美国同行汇报

了他的观察。他认为，苏联在电离层方面的研究“令

人印象深刻”，而苏联科学家展示的卫星模型“是一

个重大的科学成就”，这说明“苏联正在大力进行火

箭与卫星研究”。纽维尔提醒美国科学界，虽然“这

次会议上美国(提供的)数据更完整、范围更广”，但也

许一年后，“苏联的成果将与我们相提并论”。再往

后，“苏联人将领先”。

人造卫星的研究、制造与发射是美苏竞争最激

烈的“冷战前沿”之一。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筹

备和执行中，美苏科学家都在推动自己国家首先发

射卫星，为本国赢得科技声望和冷战优势，美苏两国

政府最终也展开了发射卫星的竞赛。不过这种竞赛

也促成了“国际地球物理年”在更大意义上的成功，

通过人造卫星获取的大量数据及美苏科学家的交流

极大推进了地球物理研究。更重要的是，“国际地球

物理年”为之后的太空合作提供了契机。由于《火箭

与卫星手册》达成的时间较晚，在“国际地球物理年”

结束时，很多太空研究项目还未结束。1958年 10
月，由国际科联牵头组建了太空研究委员会(Commit⁃
tee on Space Research)，为后续太空研究的合作交流

建立了新机制。美苏在冷战时期开展的空间研

究合作也由此肇始。1961年，美苏两国就曾指派

美国航天局与苏联科学院就太空研究合作正式

谈判。

结语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断被卷入复杂

的国际局势之中。冷战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美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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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美苏两国都希望通过

展示本国科学技术来获取冷战竞争优势。不过，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越离不开科学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地球物理学更是如此，该学科的属性

决定了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取得重要进展。

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之所以能

够开展，科学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家希

望延续科学国际主义的理念，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人

类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认识。这也是科学家发起

“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初衷。但要获得相关国家的支

持，仅仅从促进科学研究的角度去争取支持是不够

的。不管是进行极地科考，还是将探测设备送入太

空，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支

持这些科学活动都需要更为实际的理由。冷战中强

调科学竞争的民族主义为科学家提供了话语资源。

美苏科学家在争取本国政府支持时，均采用了通过

支持科学国际合作可以获取科学信息、展示本国科

学声望和竞争优势的言辞。美国科学家希望政府支

持国际科学合作，以展示本国的科学领导力。苏联

科学家也希望政府积极参与科学国际合作、甚至在

合作期间首先发射卫星，来证明苏联的科学实力并

不逊色。这些努力最终推动了美苏两国投入了大量

资源，促成“国际地球物理年”取得丰硕的科学成

果。因此，正是科学家灵活利用科学研究所具有的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属性，推动了“国际地球

物理年”的开展，成为这一时期通过国际合作促进科

学发展的范例。这项活动结束后，修·奥迪肖称“国

际地球物理年”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可与地理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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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关系，并留下重要的国际关系遗产。第一，在此

期间，由于苏联在南极科学考察中积极参与国际科

学合作与交流，使美国将苏联排除出南极的“国际

化”政策意图无法实现。最终东西方国家达成了和

平利用南极并在此进行国际合作的机制，避免了冷

战扩展到南极和南极的军事化。时至今日，南极科

考的国际合作仍然受益于此。第二，“国际地球物理

年”期间，美苏两国科学家都在推动本国首先发射卫

星，展示本国科学技术，赢得冷战优势，并因此加快

太空探索的步伐。这一过程虽充满了竞争意味，但

正是“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东西方科学家达成的有

关太空研究的合作规则，为美苏在太空研究上继续

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基础。美苏竞相投入大量资源进

行科技研发，展示国家科技实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推

动外层空间研究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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