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安清採訪報道）自新唐人2002年末開

辦《熱點互動》欄目以來，李天笑博士一直擔綱評論

員。他在鏡頭前表現出的文溫爾雅的學者氣質以及對

當前熱門話題獨樹一幟的分析，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被人們譽為《熱點互動》的名嘴。今天，筆者

有幸與各位朋友一起分享他成功的經歷。 

心存善念  平靜坦然

李天笑是69屆畢業生，在校時正值文革高峰期。

當時學校基本上停止了教學，大多數學生都投入到批

鬥老師（走資派）的行列裏。但李天笑沒有那樣做，

他看著昔日受尊敬的老師，今天卻被學生無辜地打

罵、摧殘，心裏很難過，他怎麼也想不通。但是面對

當時那火紅的年代，一個少年，無法改變那種形勢，

但一種力量，讓他選擇了不參與。“我很幸運，沒去

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想想看，如果那時稀裏糊塗地

也跟著去鬥老師，打老師，等到今天，回想那一幕，

將永遠不會原諒自己，將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 李

天笑平靜地說。

艱苦歲月  不忘學習 

1970年，17歲的李天笑被分配到人稱北大荒的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農工。每天早上天不亮下地幹

活，晚上披著星星回家，條件非常艱苦。就在那種條

件下，李天笑沒有忘記學習文化知識，口袋裏總是揣

著唐詩一百首或英語課本。工余休息時就獨自默念。

他還經常在夜深人靜時偷偷收聽“美國之音”學英

文。周圍的人說他走“白專”道路，諷刺挖苦的，什

麼都有。但這都沒有動搖他學習的決心。1974年後，

李天笑先後當過營報道員和團新聞幹事。在團部，他

晚上點著臘燭看書，自學了中學6年的課程。因為成年

累月這樣做，他的視力不斷下降。就這樣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他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國恢復高考的那一

年。 

1977年，他考上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1982

年他接著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畢業後執教國際關

係，並在美國研究中心研究美蘇戰略問題。兩年後，

李天笑以富布萊特（Fulbright）交換計劃學者赴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 

突發六四   改變命運

1989年5-6月，正當李天笑準備博士論文之際，中

國北京爆發了空前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李天笑在哥

大參與發起了一系列聲援北京學生的活動。接著又發

生了當局血腥屠殺學生事件。守在電視機前的他，看

到一幕幕手無寸鐵的學生被荷槍實彈的軍人開槍打死

的場面，李天笑怎麼也按捺不住心裏的痛苦。6月4日

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他與其他兩個同學聯名向上海

復旦大學發出公開信，明確指出六四鎮壓學生是錯誤

的，並強烈要求李鵬及中央立即停止對學生的鎮壓。

李天笑為此還接受了紐約時報的採訪，譴責李鵬政府

的暴行。 

此後，李天笑被復旦大學開除公職，取消獎學

金。這時親朋好友不停地勸他，不要回國，回國會有

麻煩。迫不得已，他選擇留在美國。今天，李天笑回

想起來，當初的沸騰場面仍歷歷在目。他說，原本打

算博士學業完成後，回到中國把這麼多年來學到的知

識，特別是親身經歷的美國民主制度，運用到推動中

國的民主進程上。但令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只因六

四，改變了他的命運。 

九評退黨  徹底覺悟 

2005年，大紀元時報發表社論《九評共產黨》

。李天笑讀完九評後，更加認清了中共的本質。他

說：“九評比以往揭露共產黨文章高明的地方，在於

九評用‘邪靈’透徹地點到了中共的實質，而且用公

認的史實系統地剝去了中共的畫皮。”隨後，他同另

外20名上海復旦大學的同學一起，公開在大紀元網站

發表宣佈退出中共的聲明。為了能讓更多的民眾認清

中共，他多次參加“九評研討會”，用大量的事實，

揭露中共在其五十多年的獨裁統治中，給中國人民帶

來的災難。他希望每個中國人，都能走出中共的陰

影，徹底打破中共的一黨專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

救中國。 

熱點互動  施展才華

李天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曾經在多個美國大公

司擔任過專案主管。按中國人所說的美國夢，他都一

一實現，按理說可以高枕無憂了。但他始終沒有忘記

生他養他的家鄉父老，始終牽挂著他們的命運以及中

國的前途。 

2002年末，新唐人決定開闢《熱點互動》評論節

目，旨在通過這一平臺，給華人觀眾，特別是中國大

陸觀眾更多地獲取自由的資訊，拓寬思路，多角度地

看問題。

李天笑被邀請為該欄目的評論員。這檔節目好像

是為他量身定做的。李天笑是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科班

出身，時事評論給他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平臺，但特具

挑戰性。評論員不但要求具有深度的分析能力和獨到

的見解，還要在節目現場回答觀眾提出的各種各樣的

問題。這不但要求評論員有廣博的知識，還要具備現

場的應變能力。李天笑從不滿足於過去的專業訓練，

每次評論他都認真收集資料，弄清事件的來龍去脈，

講出有說服力的新觀點。多年來，他已經養成了一種

習慣，回到家裏，第一件事是打開電腦上網，看當天

的各種新聞和評論，查閱資料。他要求自己給觀眾準

確的和帶有啟發性的諮詢。他認為，真正衡量評論水

平的是事件發展應了評論結論，也就是預見的準確

性。 

李天笑熟悉觀眾的心理，因為都是一方水土養育

的人，也都受過共產黨的黨文化教育。他深知，要讓

觀眾徹底改變党文化的思維方式，非常之難。有時有

的觀眾反饋不同意他的觀點，他都不急不躁，儘量避

免把觀點強加給觀眾，而是抱著與觀眾交流的心態，

更加細緻地進行分析。有一次，在關於日本政局的節

目播出後，收到一位持不同意見的觀眾反饋，說他的

分析不符合實際情況。他沒有馬上否定這位觀眾的說

法，只是用事實來說明問題，經過兩三個回合的郵件

往來，終於與這位觀眾達成了共識。 

如今，《熱點互動》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節目。

李天笑經常在中餐館和中國超市遇到熟識他的觀眾。

在過去的五年多時間，《熱點互動》已做了1082期的

錄播節目，323期的直播節目。李天笑從協調和評論方

面參與了其中很大一部份。

李天笑最大的欣慰是，通過《熱點互動》評論，

能使觀眾從党文化的陰影中走出來，多角度地看問

題。當筆者問到，做了這麼多年的評論員，最大的感

受是什麼時，他感慨地說，雖說是科班出身，但每次

節目都來不得半點馬虎。因為觀眾水平都很高，要想

使觀眾滿意，唯有努力，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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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觀眾滿意 惟有努力
---記新唐人《熱點互動》名嘴李天笑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