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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先生和彭桓武先生均有高度评价’ 钱先生称：“ 他

（黄祖洽）是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 ($
到 )$ 年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迅速发展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为我国的

国防建设和科学进步作出了贡献”［&］’ 彭先生指出：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先后受外国

的野蛮蹂躏和敌意封锁，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建立起科学事业，新中国召唤并造就了大批优秀儿

女，黄祖洽便是在这时期成长并有所建树的一位理

论物理学家”“ 黄祖洽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工作中

虚心求实，主动认真，细致可靠，判断审慎，不盲从、

有创见，并善于启迪后学，发挥众人所长”［*$］’ 黄先

生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他对那种虽有突出才能却

以作中国人为耻的人，极为不齿’ 黄先生一身正气，

疾恶如仇，淡泊名利，奖掖后进的高尚品德，老来

“桑榆虽云晚，心旷不蹉跎”的奋斗精神，“ 本来无

常住，终究归大统”之豁达胸怀，实在令人敬佩不

已’ 若问何为立德，此之谓也’
近读黄先生为九江第一中学所撰“ 说莲实”一

文，以莲寓人，盛赞“莲实淡泊、宁静、不忘济世的精

神品质”，更感黄先生之高德，随诌“也说莲”二律，

铭我向先生学习之志：

莲心高洁莲藕鲜，自古无人不夸莲’
独立泥污不染尘，人中君子花中仙’
世人常夸莲花美，我师独赞莲实甘’
耐得寂寞储精华，舍却自身惠人间’

荷花莲实能长成，赖有阔叶作后勤’

补充养料经日晒，遮风护株受雨淋’
幼叶可食成叶布，叶到枯时清香浓’
我愿此生效荷叶，聚露为珠不沾尘’

最后，衷心敬祝我们的黄祖洽先生健康长寿，壮

心不已，童心不泯，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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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祖洽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今年

*$ 月 # 日是他的 0$ 岁生日，我衷心地祝福他健康

长寿！

黄祖洽院士 *&#% 年 *$ 月 # 日出生于湖南省长

沙市’ *&%0 年 0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随后师

从彭桓武先生攻读理论物理研究生’ *&($ 年 0 月研

究生毕业’ 学位论文的题目是“ 关于氟化氢分子的

一个计算”’ 同年 & 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后相继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现在的名称为中国原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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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院）工作!
我与黄祖洽院士相识是在 "#$% 年! 那时黄祖洽

与彭桓武先生等一起刚从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归

来! 当时国内还没有人搞反应堆理论，苏联援建的重

水反应堆正在加紧建设，计划在 "#$& 年建成做零功

率物理实验! 为了培养一批反应堆理论工作者，从北

京大学物理研究室（ 即今技术物理系）挑选了十来

个应届毕业生，又从其他院校挑选了数学、工程方面

的十来个人，组建了一支从事反应堆理论和设计工

作的队伍! 我就是这样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

研究所并在彭桓武和黄祖洽先生领导下工作的! 头

一年主要由彭桓武先生讲反应堆理论课，黄先生间

或讲上一二堂! 接着就由黄先生带着我们做反应堆

的物理计算! 黄先生不但手把手教我们具体的计算

方法，还结合工作教我们做科研工作的方法! 譬如，

他告诉我们：工作没有做完，不要把草稿纸扔掉! 这

句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在我们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却

获益匪浅，并且受用终生! 黄先生是我的入门老师!
紧接着，我国决定建造核潜艇，黄先生又带领我们进

行核动力反应堆的选型和设计工作! 这段时间里，黄

先生做了大量核反应堆理论研究设计的开拓性的工

作，他与彭桓武先生一起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核反

应堆理论研究队伍! 这些人以后陆续输送到核反应

堆、核武器等研究设计单位，以后有的又到核电站建

设单位，成为那里的骨干!
"#$’ 年 "( 月，中苏签定国防新技术协定! 协定

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

子弹的图纸资料! "#$& 年建立核武器研究所，等待

接受苏联的援助! 但当苏联向我国提出旨在控制我

国、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的建议遭到我党中央严正拒绝后，"#$# 年 % 月，苏

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拒绝提供原子弹的图纸资

料，并在 "#%( 年 & 月撤走援助核工业的 )** 名苏联

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我国从此走上了完全

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道路! 就在

苏联撕毁协议以后，"#$# 年下半年，在钱三强所长

直接领导下，原子能研究所在理论研究室（四室）成

立了一个 + 人小组，由黄祖洽先生领导，探索原子弹

的设计原理! 这个组与核武器研究所理论研究室邓

稼先等研究人员，平行开展工作，并不定期地进行成

果交流! 但原子能所在城外，核武器所在城里，按照

当时的保密规定，核武器所的地址是保密的，原子能

所的人不能到核武器所去，所以常常是在中关村找

一个地方来交流工作!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感到

工作的不方便，领导上也为了集中力量加快掌握原

子弹技术，就在 "#%( 年 ’ 月将这 + 个人调到了核武

器研究所!
在核武器研究所全力以赴研究设计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的时候，二机部领导高瞻远瞩及时部署了突

破氢弹的力量! "#%( 年 ") 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和钱

三强副部长作出决定，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先

行一步探索氢弹原理! 在原子能所成立“ 中子物理

领导小组”，由钱三强所长负责! 在“ 中子物理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在原子能所第四研究室成立了一

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 简称“ 轻核理论

组”），由黄祖洽先生任组长! "#%" 年 " 月于敏先生

调入该组，任副组长! 从 "#%" 年年底起，黄先生抽一

半时间到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任理论室副主任，"#%+
年 * 月起随着核武器研究所建制的改变，任理论部

副主任（ 后 理 论 部 改 为 研 究 所 的 建 制，改 称 副 所

长）! 那时黄先生来回两边跑! 当时有个规定，原子

能所这边的工作，他可以对核武器研究所讲；但核武

器研究所的工作不能对原子能所讲! 所谓的“ 半导

体”! 后来 "#%+ 年 "( 月 "% 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

一颗原子弹后，领导上为了集中力量尽快突破氢弹，

"#%$ 年 " 月，将这个组的 *( 多个人调到核武器研

究所，两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黄先生的组织关系也

在这年 $ 月转到了核武器研究院! 在从 "#%( 年底到

"#%$ 年 " 月的 + 年多时间里，原子能研究所的“ 轻

核理论组”，在黄先生和于先生的领导下，解决了一

系列有关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基础问题，也对氢弹

的设计原理作了一些初步探索，提出了几种设计思

想! 这些工作为我国氢弹的快速突破起了重要的作

用! 黄先生理论物理的功底深厚，研究成果丰硕! 他

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工作，一部分以“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的形式内

部出版! 重要的有：《,-. 系统中中子的增殖、慢化、

扩散和有关的问题》，《关于起反应的粒子混合系统

的运动论》，《关于轻核反应装置中通过高能中子作

媒介的链式反应机构》，《关于轻核反应装置中轻核

的能谱和有关的问题》，《关于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

统中的中子输运方程》等! 氢弹的设计原理，各有核

国家都把它列为最高机密，不可能在文献资料中找

到! 因此这些工作都是开拓性的，从无到有完全靠自

己一点点摸索! 黄先生的这些工作为以后许多同志

开展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他 "#&( 年

$ 月离开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后，他又将一部分基础

性研究成果总结在《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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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原子能出版社）一书中’
在黄祖洽先生到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兼职后，他

是核武器物理研究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 他与邓

稼先、周光召等领导人一起，各自分管一个方面的研

究工作’ 他开创性地完成了带中子的辐射流体力学

方程组的推导和确立，研究了核武器数值模拟计算

中必不可少的材料的状态方程及中子多群参数，研

究了原子弹中点火中子源的设计和中子产额的问

题，探索研究了加强型原子弹，分工领导了含热核材

料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这一试验装置在 (&))
年 * 月 & 日进行了核试验并获得成功’ 在探索氢弹

原理过程中他负责一条技术途径的试算工作，还参

与了二机部一个三线核工厂临界安全规程的研究和

制定’ 在氢弹原理突破后他参与领导多种型号核试

验装置（包括氢弹原理试验装置和第一颗空投氢弹

核试验装置）和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

作，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贡献’ 另外，他在

热测试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还积极建议

和推动核数据研究及数据中心的建立，这对以后的

核武器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他在原子弹、氢弹

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工作，(&+# 年他与彭桓武

等科学家一起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一奖项

的题目是：“ 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

学理论问题”’ (&&% 年在他 ,$ 岁生日的时候，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祖洽文集》，文集中的相

当一部分论文是以核武器研究任务为背景的’
黄祖洽先生为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和第

一代核武器的物理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卓

著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当作“ 臭老九”，

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黄祖洽先生也没有幸免’ (&)&

年年底，他被下放到核武器研究院在河南省上蔡县

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 记得在 (&,( 年春节过

后，那时黄先生刚从北京探亲回来，跟我说过一件

事：有一次他去西单外文旧书店看书，旁边有一个年

轻人在找量子力学的外文书，看到黄先生，也许是从

黄先生谢顶了的头发上，估摸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就向黄先生提出来，要拜黄先生为师，学习量子力

学’ 黄先生对他说：“ 我是养猪的！”’ 黄先生说的并

非假话，确 实 他 在 干 校 种 过 地，盖 过 房，养 过 猪，

⋯⋯’ 由于这个故事里记载着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的一段辛酸史，尽管时光过去了 "$ 多年，却一直不

能忘怀！

黄先生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从不迷信洋人、迷

信书本’ 在把苏联当作“ 老大哥”的时代，他就发现

苏联给我们的一个核反应堆数据是错的’ 后来经彭

桓武先生核实果然是错的’ 他作风务实，不图虚名，

爱护后学者’ 从“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回来后自然会

忘掉很多东西，他就拿高等数学习题一道一道地做’
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不久，(&*$ 年 ( 月就入党的

老党员，他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一直把服从国家任

务需要当作自己的责任，从来没有向组织上说过二

话’ 从 (&*& 年到 (&+$ 年，他把从 "* 岁到 *) 岁这一

段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研

事业，同时在核物理、统计物理、中子物理等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科研成就’
在恭贺黄祖洽院士 +$ 岁寿辰的时候，我们要学

习他深入实际，献身新中国国防与科学事业的精神，

学习他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品格和严谨治学、不图

虚名的作风’
衷心地祝愿黄祖洽院士在科学事业上不断取得

新成就！

我的领路人

蔡! 少! 辉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北京! ($$$++）

! ! (&** 年 + 月我从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被

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从 (&*) 年起到

(&+$ 年，我师从黄祖洽教授廿四载，后来他就被调

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了’ 在彭桓武先

生领导下，黄先生把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领进核反应堆理论和粒子输运理论的研究领域，从

事核反应堆理论设计，而后又转战核武器理论探索

和设计研究’
我们 (&** 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四位（云南大学的

王贻仁、复旦大学的荣茉英、东北人民大学的刘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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