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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3月的一天，我在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遇见88岁高

龄的何泽慧先生。数句寒喧，勾起

我们对钱三强先生的深深思念。

钱先生不仅是举世闻名的核物

理学家，还是我国科技战线久负盛

名的组织领导人。虽然他离开我们

已十余载，但他在创建中国原子能

科学事业中的丰功伟绩，他爱国奉

献，锐意开拓与真诚耿直的品格，

永远激励着我们。祖国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这

里，仅以我们亲身经历回忆钱先生

组织领导我们氢弹理论预研的两三

事著此短文，表达对先生崇敬心情。

1 预为谋，探索氢弹的物理规律

研制氢弹是发展核武器的必

然。其研制进度的快慢与领导的决

策关系极大，中外研制核武器的历

史均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开始研制

氢弹的决策情况如下：1960 年秋，

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党

组决定，鉴于二机部九院九所当时忙

于原子弹的技术攻关，由原子能所

(是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

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简

称，后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组织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先

行一步。这一决策极具远见卓识。从

钱先生来说，这体现了他组织领导科

研的两个一贯特点：一是预为谋，

即事先的计划与准备；二是理论先

行，即先探索事物的原理与规律。

决定做出后，钱先生便立即在

原子能所四室组建了氢弹理论预研

小组，由黄祖洽、蔡少辉、萨本豪

和刘宪辉组成，黄祖洽先生任组

长。党支部书记吕广义召集我们宣

布此事时，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暗下决心：艰苦奋斗，刻苦钻研，

绝不辜负党的信任。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原子

弹已在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

先后研制成功，信息多少有点披

露，合同撕废前我们也得到过前苏

联的帮忙。氢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

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复杂。

氢弹的研制当时尚是绝对保密，起

家全得靠自己。根据钱先生的要

求，理论预研组最初的方针是：一

方面抓紧氢弹有关基础物理的学习

与探索，另一方面开展广泛调研，

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资料，特别

是有关轻核反应截面数据等。黄祖

洽先生和蔡少辉先生一起研究氢弹

有关的中子输运问题。萨本豪和刘

宪辉则调研、收集和整理有关氢弹

的物理知识，特别是 6Li、7Li和 9Be

等核反应截面。我们俩跑遍了当时

北京大小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情报

研究所和军事科学院，查遍馆存

英、法、俄和德文的有关索微卡

片。那时科技信息事业落后，保密

性质资料都以内部报告形式编号(诸

如 LA1548 和 ORNL1868 等)，刻在

约1/4 A4纸大小的卡片上。读者需

用特制的放大器阅读，眼睛极易疲

劳。那时我们是廿来岁小伙子，热

情极高，在放大器下一坐就是一整

天，真是不辞辛苦。黄祖洽先生随

时召集我们返所汇报，大家一块分

析和讨论收集到的资料。去糟粕存

精华，去伪存真，竭力从字里行间

寻得氢弹设计原理的启迪。

钱先生组织领导氢弹预研工作

的另一特点是实行理论与实验相结

合。理论预研组成立后数月，钱先

生又在原子能所二室和七室抽调精

兵强将，组建了轻核反应实验组，

由蔡敦九同志负责。丁大钊先生从

国外回来后，钱先生立即起用他为

该组组长，增强了力量。我们所搜

集的轻核反应截面数据以及绘制的

图表等都移交该组。他们在何泽慧

先生指导下，通过进一步的努力，

最后于 1961年 5月由中国科学院原

子能研究所出版了《轻核反应调研

总结》一书。此书后来成为该组进

行轻核反应关键性和补充性实验测

量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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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理论预研组也不断发展壮

大，鼎盛时有40余名科技人员。他

们在黄祖洽和于敏先生率领下团结

协作，艰苦奋斗，在 4年左右时间

里，对氢弹各种物理过程、作用原

理和可能的结构进行了探索和研

究，认识了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

研究和计算了中子和辐射输运参

数，形成了初步的氢弹设计方案，

为氢弹突破奠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

基础。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为了集

中力量快速突破氢弹技术，黄祖洽

和于敏先生等31位科研人员调到九

院理论部。我和另外十多位科研人

员留在原子能所转而从事原子核基

础理论研究。

经过机构调整和人力集中后，

氢弹研制工作进展飞快。1966年12

月28日，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后两年零两个月，我们氢弹原理爆

炸试验成功。1967年 6月 17日，我

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我国是继

美、俄和英之后第四个研制成功氢

弹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从原子弹

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之所以能

有如此快速的进展，氢弹理论预研

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2 广纳人才，任人唯贤

钱先生卓越的组织才能还表现

在他对国内人才了如指掌，他能及

时地安排关键人物到关键岗位。随

着理论预研组工作的开展，迫切需

要充实资深的粒子物理和核物理专

家。钱先生把刚从莫斯科联合核子

所回国在轻核反应组工作了一段时

间的何祚庥先生调入理论预研组。

何祚庥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活跃，

他的加入为氢弹理论预研组注了一

剂至关重要的“强心针”。时过不

久，钱先生又安排于敏先生担任该

组副组长。

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极“左”路

线的那个时候，钱先生起用于敏先

生，真有点“顶风而上”。那时于敏

先生刚被批判不久，什么“粉红色

的于敏道路”呀，“红烧中段”呀，

等等帽子正扣在于敏先生头上。同

时钱先生自己也还蒙有所谓“金字

塔”、“淘汰论”、“皮包公司”等责

难。可是钱先生为了国家的氢弹事

业，断然起用于敏先生。事实雄辩

地证明，钱先生是对的，于敏先生

的加入是氢弹理论预研组胜利完成

任务的一个重要关键。

钱先生心里怀的其实不仅有原

子能所二部的人才，而且还有原子

能所一部的人才，全北京的人才，

甚至全中国的人才。原子能所一部

的朱洪元先生、汪容先生和吴济民

同志，北京大学的胡济民先生等也

先后应钱先生之邀来理论预研组兼

职，组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布局得

体、力量极强的队伍。叶宣化、任

庚未和李泽清同志主要在黄祖洽先

生指导下研究中子核参数以及与氢

弹有关的中子输运等问题。萨本

豪、刘宪辉和王德焴同志则在于敏

和何祚庥先生指导下从事高温高密

重物质中伽玛射线和带电粒子物理

研究以及有关参数计算。韩文述和

吴济民同志与汪容和朱洪元先生一

道研究高温高密重物质中粒子谱反

常及其对轻核反应截面的影响等。

卓益中同志出访任务繁重，他在国

内时也参加这方面研究。黄祖洽先

生、于敏先生、何祚庥先生和朱洪

元先生还经常聚在一块，设想各种

可能的氢弹原理和设计方案，并亲

自或与手下年轻同志一块进行运动

学、动力学或状态方程的计算。

黄祖洽先生兼职于九院九所，

每周只有一半时间在原子能所工

作，而朱洪元先生则只是每周五来

二部，平日更多是于敏先生坐镇。

于敏先生和何祚庥先生他们俩办公

桌相对，萨本豪同志因兼保密员与

他们同在 214办公室。于、何两位

先生天天一块讨论工作，有时争论

激烈，有时哈哈大笑。何先生对于

先生的聪明才智、敏捷思维和扎实

功底极为推崇；于先生对何先生的

思想活跃和主意繁多赞不绝口。他

们在学术上亲密无间，互相切磋，

彼此尊重的精神，我们看在眼里，

学在心中，并为他们深深祝福。他

们与黄祖洽先生和朱洪元先生间的

这种学术上融洽无间的关系，是氢

弹预研组成功的一个保证。

钱先生还时常邀请华罗庚先生

来所指导工作。后来为了理论预研

组总体设计方案计算的需要又亲自

出面从上海邀请知名的微分几何和

数理方程专家谷超豪先生来所指导

工作。钱先生这种胸怀若谷、广纳

人才、勇担风险、任人唯贤的高尚

品德，令人敬佩。

3 及时总结，不断创新

氢弹理论预研不是基础科学而

是应用科学研究，在当时是国家任

务。做任务的人往往习惯于一个任

务完成后接着赶下一个任务，缺乏

从科学技术角度进行总结特别是写

成科学技术论文的习惯。这当然与

那时的学术空气和政治空气有关，

写科技论文那时是要被嗤笑为个人

主义和名利思想的。

钱先生高瞻远瞩，要求我们每

一段工作结束后要写出总结，每一

研究课题完成后要写出科技论文。

他还催得非常紧，甚至亲自督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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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送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

《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印刷出版。

那时批判“白专道路”方兴未艾，

钱先生又在“倒行逆施”。钱先生是

极聪明的人，他那会不知深浅，可

他从国家两弹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

的根本利益出发，无所畏惧。

据不完全统计，理论预研组成

果以这种形式出版的就达 40余篇。

其中有黄祖洽先生的《关于起反应

的粒子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和《关

于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统中的中子

输运方程》等六七篇，有于敏先生

的《处于辐射平衡下高温等离子体

的动力学》和《高温等离子体中物

质与光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等六

七篇，有何祚庥先生、萨本豪和王

德焴同志的《高温重元素物质内辐

射输运问题》，《高温状态的重元素

中电子轨道能量及跃迁几率》和

《高温等离子体状态的重物质中辐射

的罗塞兰德平均自由程》等七八

篇。还有金星南先生等有关输运方

程和流体力学方程数值解的若干篇。

这些论文的出版，不仅在当时

起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和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的作用，也不仅是作者个

人以及国家任务和科学技术发展的

历史记载，而且在我国两弹发展的

历程中都发挥着科学参考的作用。

特别是黄祖洽先生和于敏先生的上

述四篇论文以及何祚庥先生的论文

等，实际上为我国氢弹研制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基础。王德焴和萨本豪

同志的论文《高温等离子体状态的

重物质中辐射的罗塞兰德平均自由

程的线效应》，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九

院九所有关研究的一篇参考文献。

1996年，九所郑绍唐和孙永盛教授

的研究生袁建奎同学的论文中引到

该文，2002年，九所张本爱和孙永

盛教授的研究生孟续军同学的报告

中也提到了该文。

钱先生抓总结提倡写科学技术论

文一举，对我们当时的年轻人，不

仅是一种最好的培养，也是最大的

鼓励与鞭策。萨本豪同志在于敏和

何祚庥先生指导下完成并写出《高温

等离子体状态的重物质中辐射的罗塞

兰德平均自由程》，两位先生称赞论

文写得好，体现在文中有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分明层

次及科学精神。这对当时不到30岁

第一次写科学论文的我是多大的鼓

励。两位先生总结的“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十二个字，至今

仍然是我写科学论文的座右铭。

以上回忆的是 40 多年前的事

情，具体细节，难免有出入。不过

钱三强先生在原子能所组织领导氢

弹理论预研中展示的卓越的组织领

导才能，我们记忆犹新，钦佩非

常。他领导氢弹理论预研工作的思

想和原则，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

芒，启迪着后人。

致谢 感谢张纪夫先生的重要修

改，感谢傅济熙先生的修改，感

谢刘宪辉先生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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