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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物理教师到美国高工的蜕变从中国物理教师到美国高工的蜕变
——对话美国威世电子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景素

她曾是瑞中一名优秀的物理老师，2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考取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

再跻身于美国半导体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外表文静、柔弱的她，骨子里却有着一股韧劲，喜欢挑战自

我。她就是美国威世电子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美国物理学会、材料学研究学会会员——林景素。

年前，林景素趁回国工作之机申请年假，回乡探亲。2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市区清波花苑的

林家。林家陆续有客人来访，相当热闹，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和年味。

■记者 孙伟芳

“结缘”瑞中，从学生到教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简

单谈谈你的个人情况好吗？

林景素（以下简称“林”）：我
出生于1957年5月，在家排行老

大，下有两妹一弟。记得小时候，

我妈妈是乡镇干部，随着她工作

岗位的调动，我接连换了好几所

小学，一直到六年级才到红旗小

学读书。之后，初中和高中均在

瑞安中学就读。

记：在求学经历中，有什么印

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林：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特殊，

刚好遭遇“文革”时期。初中、高

中学制均改为两年制。

到1970年秋季，瑞中高中停

招4年后恢复招生。我们班级的

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自发前往

学校参加晚自习。

记：你的学习成绩肯定很优

秀吧！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科

目？

林：当年，我在学校也算小有

名气，总成绩在学校排名都是数

一数二的。我尤其喜欢物理。我

感觉物理和哲学有些关联，更偏

重于理解，逻辑性较强，与实践联

系也较密切。

记得物理考试时，我经常是

第一个交卷的学生。有一次，我

的物理老师李若由当场替我改

卷，还高声宣布，我的考试成绩为

99分。我至今记得这些细节，对

我来说都是莫大的激励。

记：记得直到 1977 年，我国

才恢复高考制度。不知，高中毕

业后，你还干过什么事情呢？

林：我的工作经历算得上丰

富。1973年，年仅17虚岁的我，

到乡下学校任教两年，后又来到

瑞中代课半年，之后，又去水利部

门画图纸。后来，才考取原温州

师范学院的物理专业。

记：看来你与瑞中很有缘

分。在大学毕业后，你怎么又机

缘巧合回到瑞中教书呢？

林：大学 3 年，我年年获“三

好学生”称号。1982 年，我大学

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瑞中教物理，

刚开始我也挺纳闷，大学同学们

大都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后来，

我才得知是当时的瑞中校领导直

接来学校，主动提出要求让我回

母校执教的。

赴美读书，从交不起学费到每月获补千美元

记：担任瑞中老师也算是个“金

饭碗”了，怎么又会想到出国深造

呢？

林：1981年，我的大妹妹先去

美国攻读物理学专业，后来发展不

错。她告诉我，自己在美国学到很

多知识，大开眼界，觉得我不出去闯

闯太可惜。更何况我们姐妹情深，

她在国外很想家，也很想我。经深

思熟虑后，我决定去美国考研。

记：你是1987年赴美国读研究

生的，你的家人支持吗？刚到美国

一切还适应吗？

林：其实我那时已结婚生子，很

舍不得家人，特别是我那年仅3周

岁的大儿子。而正因为获得家人支

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才能下定决

心出国。

刚到美国，英语水平薄弱，上

课听课有困难；研究生只能申请到

微薄的助学金。生活也挺困难。

我来美国第一学期，学费还是大妹

妹帮我交的。只有通过博士资格

考试（意味着要做6年的博士生），

才能获得足额的补助金。那一年，

我全力以赴拼搏一年，整个暑假都

在啃书，温习功课，总算通过博士

资格考试，每月获得约1000美元

的补助。

记：读博那段时间，一切还顺利

吗？

林：读博那6年时间还是蛮拼

的，经常要熬夜做实验。像我主要

从事表面物理研究。有时，我们的

实验要求温度降至零下 60 摄氏

度。实验不可能只做一半就搁下，

必须做完才行。

1994年，我在美国锡拉丘兹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

记：后来，你的先生和孩子应该

也来美国了吧？一家人在美国生活

得如何呢？

林：在我读博后，我先生带着孩

子一起申请来到美国，一家人团

聚。我先生原是“百好厂”的车间主

任，刚来美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

么？后来，他从事汽车维修行当。

之后，又转向房地产行业，购买二手

房重新装修，转租给中国留学生。

1995年至1998年，我在北得

克堪斯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员。在读博和博士后期间，我的研

究课题颇受好评，共发表11篇论

文，大部分刊登于美国的表面科学

杂志。

我在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段时

间，我们还添了小儿子。

在美打拼
从博士后到“半导体”高工

记：你们夫妻俩在美国

生活都有了着落，生活应该

越过越滋润了吧！这之后，

你的个人事业又有什么变化

呢？

林：记得当年，看到美国

的半导体工业欣欣向荣，我

感觉自己能有所作为，就尝

试着申请去公司工作。先在

安森美半导体公司从事计算

机芯片有关的工作，一直工

作 6 年时间；2005 年，我又

转到美国威世电子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切割硅片等后

续生产线。

记：从院校转到公司，感

觉有何不同之处呢？你又为

什么要选择换公司呢？两家

公司最大区别在哪里？

林：在公司主要是做项

目，团队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安森美”公司产品大多

是批量生产，每个人负责一

小部分工序，工作重复性较

大，丝毫不能有所偏离。时

间久了，掌握技术后，就感觉

较乏味。而“威世”公司则大

多接受客户定制，生产少量

产品。

记：“威世”公司具体情

况如何？工作压力应该挺大

吧？

林：“威世”公司是全球

最大的分立半导体和无源

电子元件制造商之一。这

些元件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和装备，涉及领域有工业、

计算机、汽车制造、消费类、

电信、军事、航空航天、电力

供应以及医疗市场等。像

我们公司研制的心脏起搏

器芯片为稳定产品，已取得

突破性成绩。

相对来说，在“威世”公

司工作压力更大，经常要开

发新产品，有一点误差就易

产生废品，需要重新加工。

有时候，客户要求时间紧，我

们必须及时赶制出来。但

是，每当解决新问题后，我总

是 很 振 奋 ，丝 毫 不 觉 得 累

了。总的来说，“威世”灵活

性更大，更合我的个性。因

此，我已在“威世”工作长达

10年时间。

记：在美国工作多年，你

觉得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

什么差异？

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

是，美国人工作的等级观念

比较淡薄，上下级间比较平

等。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

们公司在广州惠州设立一

个分公司。我这次就带一

名美国检验工人到分公司

给工人做技术培训。然而，

当我们要求惠州分公司再

派两名工人到美国培训时，

对方管理层颇感纳闷，怎么

送工人出国？

记：回顾你的个人经历，

觉得成功主要秘诀是什么？

林：这一路走来，我过得

都还是比较顺的。我们从小

吃过苦，肯吃苦，适应性强，

到哪儿都能生存。

然而，现在的年轻一代

比较让人担忧。

时间过得真快，我小儿

子今年都已上大学了，他比

大儿子小 13 岁。小儿子出

生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宽

裕，我们空闲时间也多了，对

他会宠爱些，反而容易养成

他不够坚强的缺点。

记：据说美国学生学习轻

松，真实情况如何呢？

林：在美国读书，小学和

初中相对轻松，因为不用参加

中考，直接按学区升入高中。

但是，美国高中生并不轻松。

进入高中后，一般会按学生成

绩优劣分为三等班级，当然不

光看学生学习成绩，还要考核

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以及领导

能力等。

申请大学时，需要学生自

己提出申请，写针对性申请

书，还要找 3 位老师帮你写介

绍信，准备很多材料，就像找

工作。而大学招生办除看学

生统考成绩外，还要综合考核

各方面条件。

高工支招

在美国，申请大学像找工作

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送孩子到美国读书，对

此你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林：相对来说，美国教育确

实有一定优势，可让孩子得到

较全面锻炼。但假如自律性不

强的孩子，来到美国，有可能前

途尽毁。据了解，有些大学生

混个四五年，连大学都毕业不

了；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

工作。

其实现在美国找工作并

不容易。若真想在美国发展，

最好选择工程等美国比较紧

缺的大学专业。

另外，现在有很多人在美

国留学后，再寻求回国发展机

会，挑战反而更大。

自律性强的孩子，适合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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