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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两首为彭桓武先生贺寿

张! 之! 翔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

祝贺彭桓武先生九十华诞

喜庆春光九十年，中关村里老神仙*
功勋卓著千钧重，文采雍容百卉妍*
一代天才惊世界，多方造诣到峰巅*
中华崛起新人瑞，敬祝期颐体健全*

读彭桓武先生诗词

继承传统续家风，留学西欧抒早衷*
岁月无痕攻数理，沙漠有句颂工农*
伤心妻逝情难已，放眼天然兴不穷*
一代大家高格调，光风霁月九旬翁*

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祖国和物理学

贺! 贤! 土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北京! ’%%%((）

’! " 与 ’ 之比，" 就是无穷大

我于 ’+,$ 年 ’’ 月底进入北京九所（ 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前身）从事核武器物理研究* ’+," 年初，

进所后不久的一天，组长通知我们去听彭桓武先生

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 在大学学习时，老师就谈到彭

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理论物理学家，能听

他讲课，感到十分荣幸* 听课的人除了我们几位刚大

学毕业的年轻人和组内几位老同志外，还有我当时

不认识的一位年长学者也来了* 眼前的彭先生给我

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讲课声音较低、很随和、

穿着朴素的一位“平凡”的科学家* 彭先生讲课内容

是关于随时间变化的 ! 射线点源在空气中的深穿

透问题，需要研究多次散射、大能量慢化等过程，计

算比较复杂* 他的讲课不同于在学校时教师授课的

方式，他一边讲 ! 射点穿透的难点，详细推导公式

和具体计算，一边总是启发我们提问* 由于我们在学

校时习惯于听老师讲，比较胆怯，不敢提问题，但那

位年长的学者（ 后来才知道是程开甲先生）则不断

地向彭先生提问题和进行讨论，两人有时甚至争论

得很剧烈* 我感到这样讲课十分新奇，听讲时理解不

深或似懂非懂的一些问题，经他们一讨论，感到明白

了不少* 我很感兴趣这样的讲课和听课方式* 受了彭

先生第一次讲课及后来几次讲课的启发，慢慢地我

也学会在别人讲课和作报告时积极思考问题，大胆

提问和发表自己意见，从中收益匪浅*
我与彭先生进一步接触是在 ’+," 年下半年，当

时我从事了一项新的工作，研究由于外界突发因素

的影响，在高超临界下系统还没达到设定的点火时

刻以前，发生过早点火的概率，也就是研究原子弹爆

炸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 年上半年我们搬到新

落成的 ’# 号楼办公，刚好与彭先生的办公室在同一

层楼* 由于我对彭先生讲课时的随和态度和讨论问

题解答问题的作风印象很深，感到他没有大科学家

架子，所以经常找他请教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我所研

究的方程是一个非线性积分微分方程，性质比较特

殊，不同于一般的偏微分方程，自然无法求得精确解

析解，需要作不同近似下的解* 我对近似解是否可靠

心里没底，常常找他讨论* 他对这类特殊方程也很感

兴趣，加上第一颗原子弹计划下半年试验，计算过早

点火概率大小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他对过早点火

研究很关心*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方程的基本性质，在

·!"#·

彭桓武先生 +% 华诞专题



物理

他指点下，我从生成函数出发，仔细推导得到了有关

中子与原子核各种相互作用的生成函数的方程，并

在特定近似下获得了现在所用方程，写成了详细论

文给他看! 他看了很高兴，并指出了要注意的一些问

题! 我心里十分庆幸，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得到名师

的指点! 这个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并提

供了物理模型由数学组的同志编成程序进行精确数

值计算，为核试验提供了数据! 他对这一工作一直很

关心，"#$% 年代末他离开我们所时，还把他以前研

究有关点火的稿子留下给我!
随着跟他接触增多，我发现彭先生有一个很大

的本领，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到他手里，他能很快估

计出方程各项的相对大小，然后把小数的项去掉，保

留大数项! 在保留或舍弃一些项时，他形象地比喻为

& 与 " 之比，& 就是无穷大，意思是 " 完全可忽略! 经

他这么一处理，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就常常容易得

到近似解，甚至变成一个特殊函数方程，解自然就出

来了! 当年的很多年轻人都知道 & 与 " 之比 & 就是

无穷大的名言，应该说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很多人

的科研方法!
彭先生擅长对复杂物理问题进行“ 粗估”，提出

了很多粗估公式和方法，我们经常看到在他办公室

里的一块大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写着粗估公式和计算

结果! 所谓“ 粗估”，就是根据所研究系统的物理特

征和参数大小，包括近似求方程解的结果，估计出该

系统各物理量的量级大小，以便较快抓住物理图象!
这种方式，可以缩短研究周期，抓住物理本质，较快

得出初步结论和建立初步物理模型，是十分重要的!
我检验过彭先生的粗估，或者说保留主要项、舍弃次

要项得出的微分方程近似解与精确解的差别有多

大! 结果表明，至少量级上是对的! 当然，对于大科学

的精确设计，最后还需要精确数值计算结果，以便给

出精确的物理模型和设计参数!“粗估”的核心就是

& 与 " 之比 & 是无穷大的思想! 它对于分析数值结

果也是很有益的，可以帮助从大量的计算数据中分

析得出物理结论! 在彭先生和周光召、于敏等先生提

倡和指导下，“粗估”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工作的重

要手段之一，应该说它是我们理论部的一个传家宝!
保 & 舍 " 的处理问题方法，实质上就是分析复杂

物理问题抓主要矛盾的方法! 经常接触彭先生，他的

这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对我有很大启发

作用! 我琢磨怎样用于我的研究实践，我可用一例子

来比喻我的理解：比如你要研究一种动物，事先不知

道它是什么，但如果你去掉很多因素后，计算出这种

动物的鼻子很长，那只能是大象! 这就抓住了最本质

东西，你就可建立初步的物理模型! 至于大象的鼻子

正确长度多长、驱体多重等，那常常需进一步研究，包

括数值计算! 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你需

要进行深入研究，很好了解物理背景和其中各个物理

量的大小! 对于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常常很多因素

纠缠在一起，你需要分解各种因素，分别进行研究，抓

住其中一个或几个关键因素的物理本质，然后研究它

们之间的关联，最后进行集成! 先从彭先生那里受到

启发，后来又在周光召及于敏先生等领导下工作中受

到启发，我自己不断琢磨这种思维方式! 我深切感到

向他们学习，不只是学他们求解物理问题的技巧，更

重要的是学他们分析问题思维方法! 我经常在讨论问

题时听他们对问题的分析，经常反问我对这个问题是

怎样分析的，我是怎样得出结论的，进行比较，从中悟

出自己的不足，进行改进! 书本知识是死的，你只要努

力，容易学! 但思维方法是活的，光学别人的招你不一

定用得活，只有自己不断取人之长，不断体验，才能真

正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思维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也会遇到一些同志，他们的思想很活跃，但缺乏正

确的思维方式，自己抓不住要害，不能作出很好成绩

来! 可见正确思维方法的重要!
彭桓武先生十分重视数学基础，他说一个理论

物理学家如果只有物理直观没有好的数学演算和解

方程能力，不可能深入了解物理本质! 他告诉我他在

英国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处做研究时，数学系教授

’())*+,- 就是 ! "#$%&’ #( )#*’%+ ,+,-.&/& 这本数学书

的主要作者，另一位作者是 ’*)./0 教授! 彭先生说

他读了此书和其中习题，收获很大，要我也学! 所以

我就在当年北京中国书店里买了一本影印的旧书回

来，认认真真地学了不少内容，也做其中很多习题，

我感到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此书我一直

珍藏在书架内，有时还参考它!

12 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

日新

彭先生于 "#3" 年 4 月奉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

京九所，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

究! 他到所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 虽然原子

弹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但由于美、苏等国高度保

密，原子弹的详细物理过程我们需要自己摸索! 当时

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二机

部部长介绍情况时的一份有关原子弹的极其简单的

口授记录，因此，我国科学家只能自力更生、独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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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彭先生的到来使这一探索工作如虎添翼’ 他把原

子弹的爆炸过程分成了若干重要方面，进行物理分

解研究，自己又计算又推导方程，然后给年轻人讲

课，让更多人熟悉这些研究内容，进行研究’ 为了使

学术讨论有共同用语，他把各种过程和物理特征的

术语进行规范，诸如定容增殖、突变刹那等等’ 当时

他主要集中在反应后高超临界条件下的物理过程的

研究，包括裂变点火和能量释放估计’ 在研究与点火

有关的冲击波聚焦出中子的物理问题时，他巧妙地

把复杂的不定常流体简化为定常流处理，图像十分

清楚，得出了很好的结论，至今仍给当时参加这一研

究工作的同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物理概念十

分清楚，物理直观强并对物理量量级大小有清楚的

了解，这使他能快速抓住物理本质’ 他是位理论物理

学家，擅长于解析处理，起初他不太相信计算机计

算，但随着研究问题愈来愈复杂，计算机也愈来愈发

展，他感到数值模拟的重要，于是积极支持数值模拟

研究’
听老同志说，()*( 年至 ()*$ 年年初原子弹设

计曾一度陷入困境’ 理论计算得到的炸药爆炸后在

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曾给我方

的数据，当时负责力学的专家担心计算结果有错，于

是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九次反复计算，但结果就是与

苏方提供的数据不同’ 这就是著名的“ 九次计算”，

原子弹设计一时陷入了困境’ 彭桓武先生为九次计

算的讨论和改进提出过不少很好的主意’ 最后，周光

召先生仔细检查了九次计算结果，认为数据没有问

题，他用最大功原理证明苏联人的数据是错误的，从

而结束了近一年左右的争论，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全

面展开’ 彭先生十分高兴他从前的研究生处理问题

的敏锐和智慧，后来曾几次提起此事’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 ()*# 年 (% 月 (* 日爆炸

的’ 两年零两个月后，()** 年 ($ 月又成功地进行了

氢弹原理试验，抢在了法国人的前面，长了中国人的

志气’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理论部投入全部力量进行

氢弹探索，如果说突破原子弹早期，苏联专家曾给过

我们一些简单的原子弹的信息，那么到了研制氢弹

的时候，则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 我和几位同志

当年曾在周光召先生领导下，调研了十几年的纽约

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和一些杂志，没有得到任何

有意义的信息’ 突破氢弹完全是中国人自主创新的

结果’
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先生事实上已开始琢磨

氢弹会是怎么样的？他把氢弹作用过程分成若干阶

段的物理问题，供大家研究’ ()*# 年底起，在他指导

下和邓稼先主任、周光召常务副主任、于敏副主任、

黄祖洽副主任（()*% 年代初钱三强先生已安排黄祖

洽和于敏领导一个组在原子能所探索氢弹原理，于

敏带领一个组于 ()*& 年 ( 月正式调入加盟九院理

论部，黄祖洽已先于于敏调入理论部）等组织领导

下全面开展了氢弹原理探索’ 整个理论部充分发扬

学术民主，组织进行了各种学术讨论’ 无论刚出校门

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还是著名的科学家，都投入到这

种讨论，没有年龄与资历的界限，畅所欲言，共同探

讨’ 晚上理论部大楼灯火辉煌，大家一直干到深夜还

不肯回宿舍，党委书记不得不赶大家去睡觉’ 群策群

力，献计献策，新的见解、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认识

互相交流和争论，给我们留下了至今仍十分向往的

珍贵回忆’ 彭先生当时是主管理论部的九院副院长，

已过 &% 岁的人了，与大家一起，发表他对氢弹原理

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讨论，还经常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讲课’ 我记得一次在一个会议室里，彭先生在黑板上

写他的计算结果和看法，讲完后，想退回到他原来座

位上去，但意犹未尽，一边退一边面向黑板继续讲，

结果原来的椅子已被专注听他讲的王淦昌先生不经

意地动了一下，彭先生差一点坐了个空，可见当时讲

的人和听的人都沉浸在专注思考的气氛中’ 在众多

的集体讨论中，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想法’ 彭先生

集思广益、凝聚和综合出突破氢弹原理的几条可能

的路’ 他的一贯的思维方法是每条路子都要探索到

底，并且他认为“ 堵”住路子也是贡献，说明此路不

通，可放心走另外路’ 他建议兵分三路，由周光召、于

敏、黄祖洽各自负责一条路，分头进行探索’ 彭先生

后来在一个场合上说过，他当时凝练了大家智慧，准

备作三次战斗，事不过三，总可突破氢弹’
()*& 年下半年，于敏先生领导着一个小组去上

海嘉定，通过对加强型原子弹的深入计算和系统分

析，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 进一步对

各个过程物理规律的研究和计算表明确实抓住了氢

弹的牛鼻子’ 彭先生很高兴，他与理论部领导邓稼先

等向上级报告，建议进行原理试验’ 上级批准后，经

过几个组的日夜努力，设计出原理试验的氢弹装置，

终于在 ()** 年底通过热试验证实了原理’ 同时彭先

生建议下一步进行全当量试验，建议当量为 "%% 万

吨 +,+ 左右’ 在他的建议下，()*- 年成功地进行了

大威力氢弹试验’ 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使彭先生

深深体会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是十分伟大的’ 他认

为他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完成，于 ()-$ 年调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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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研究所!
原子弹和氢弹研制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物理、数

学、力学等科学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大量技术和工

程问题! 由于保密的原因，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无

法从文献、资料上获得，它的研制成功完全是中国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主创新、探索、研究的结果!
由于对突破原子弹与氢弹科学原理的贡献，"#$% 年

仍在九所工作的同事以彭桓武为首的十位科学家的

名义申报并获得“ 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

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 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

奖人一份，而奖章是由第一作者保存! 当我们把奖章

送去时，他坚决谢绝，并且再三强调这是集体的功

劳，不应给个人! 经过我们再三说明，他才留下奖章!
然后他说：“ 奖章我收下了，这样奖章就是我的了，

我把它送给九所! ”随即找到一张纸，提笔在上面写

了“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把奖

章和题词都让来人带回了所里! 我们所在有关核武

器事业发展的几次内部展览会上都展出了彭先生的

这一题字，参观的人在听了讲解后都十分感动，对这

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深表敬佩! 正如他这幅题词所

表达的，每当有人与他谈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功

劳，或者媒体采访他时，他都会很严肃地说：都是大

家干出来的! 他的这种感情也充分表达在他于 &’’"
年发表的“彭桓武诗文集”中写的几首诗里!

"#(% 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十分激动，

在罗布泊宴会上即兴写了一首感慨万分的七绝诗：

“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农兵协

力，焉得数理化成功! ”"）这首诗深情地歌颂了集体

的力量，说明了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攻关，光

靠我们搞理论研究设计是无法获得原子弹试验成功

的!

"）这首及以下两首诗分别见：彭桓武，《 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

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

接着在 "#(* 年 * 月 % 日五四青年节时，他以游

香山为题作七律一首，歌颂集体的伟大作用：“ 半百

芳华逝水流，几分暗淡几分稠! 良辰最羡青年节，试

步初登鬼见愁! 盘路崎岖防失足，对山绿翠喜凝眸!
雄心后进齐先进，钝骨频加激励油! ”他在注释中

说：第三、四句为在五四青年节时联想当时理论部以

青年为大多数的集体首次试验原子弹成功，后四句

联带描写当初探索氢弹时个人的心情! 又一次强调

了集体的作用!
突破氢弹 "+ 年后，他在 "#$) 年 % 月 && 日游西

山时，从知春亭望西山有感作七律一首：“ 尘消气静

远山明，地塑天雕骨肉盈! 折皱峰峦掀广被，青葱树

木筑长城! 飞魂仿佛亲胸乳，望情依稀识颊睛，一经

陡攀愁见鬼，似曾携侣御风行！”他在注释中说：望

中西山如睡美人，隐喻祖国大地母亲! 第五、六句描

述她的爱子（ 隐指彭先生自己———笔者）的依恋之

情! 第七、八句联带描述集体胜利突破氢弹秘密之形

象! 再一次提到突破氢弹是集体之功!
他在总结突破原子弹、氢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了搞大科学工程一定要依靠集体智慧的观点! 例如，

他十分关心热核聚变研究，热核研究已经历了 *’ 年，

但目前仍未突破点火，而作为能源应用则估计要到

&" 世纪中叶! 为此他曾经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我

国的核聚变研究必须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希望组织

专家像突破原子弹、氢弹那样发挥科学民主和依靠集

体力量加快我国热核聚变研究进程! &’’% 年 "’ 月初

他生日那天，我和欧阳钟灿院士及中国科学院数理学

部办公室主任赵世荣一起去看他时，他又提到组织集

体攻关，依靠集体力量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他自己从不居功，可对于别人作出过的贡献他

从不忘记! 彭先生得过几次大奖，特别是 "##* 年的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百万元奖金! 他

把这笔钱分成三万或几万不等的份额，寄往曾与他

合作过的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现在已过花甲之年

的当年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已离开所，分布在

全国各地，已较长时期没有联系，他千方百计设法搞

到地址，把钱寄给他们作为纪念!

), 虚怀若谷 厚待他人

彭先生是一位大科学家，可他从没有一点大科

学家的架子! 你去请教和讨论问题，总是平等待人，

表面上丝毫看不出是位知识渊博、成就卓著的人! 我

年轻时去找他，起初不免有点拘束，感到他是父辈的

人，又是大科学家! 但一接触后这种顾虑立刻消失，

感到他很慈祥，鼓励你提问题，并把问题解讲得很清

楚，经常在他办公室内的一块大黑板上详细推导给

你看! 他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讲他的研究结果，你可

以打断他的报告，随时提问! 我有过多次体会，不管

我有时提的问题有多可笑，或者甚至不同意他的看

法，他从不盛气凌人，总是与你讨论、讲解，获得共

识! 有时他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时候，就会很快放弃

他的看法! 他多次说过科学认识常常需要从争论中

获得! 在突破氢弹前夕的一次讨论中，我印象十分

深! 彭先生正在讲他的新想法，有一位刚大学毕业不

久的年轻人，认为彭先生讲的跟他的想法一样，就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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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冲着彭先生嚷：“ 彭公呀！你的思想已包含在

我的思想里了”’ 我们当时以为彭先生会不高兴，然

而彭先生虚怀若谷并没有表示出丝毫不快之意’ 另

外一个例子是在 ()*) 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 当

时正在讨论一个坑道自封的力学问题，彭先生在讲

他的计算，专家们都在听他讲’ 这时于敏先生感到计

算有问题，便很谦虚地跟彭先生说：“我给您作些补

充”’ 彭先生听完他的“补充”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

计算有问题，便在大家面前毫不犹豫地说：“ 老于说

得对，就按老于的方法办’ ”$），一点也没有感到架子

放不下来的尴尬样子’ 我们现在谈起 "% 多年前彭先

生这种虚怀若谷、服从真理的态度，仍然被此事深深

感动’ 一个人无论你水平怎么高，总会有所疏忽和失

误，兼听则明，才会使自己更加提高和使周围人更加

受益’
彭先生也常与我们谈起，一位受人尊重的人不要

以自己的意见压人；另一方面，他说别人也不能太相

信权威，这对研究工作十分不利’ 他在 ())" 年《现代

物理知识》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德布罗意提出

波粒二象性得了诺贝尔奖后，他的意见几乎左右了当

时法国物理学的发展，使得一段时间内法国理论物理

变得落后’ 这段历史教训的总结使彭先生自己十分谨

慎，不要因自己的意见而对国家和集体造成影响’ 他

还告诫我们对科研工作不能人云亦云，在继承人家结

论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他仍举例德国的海森堡在

研究反应堆时的工作，海森堡研究结果认为铀、石墨

均匀混合不行，作了此路不通的结论’ 美国科学家费

米研究后认为：铀、石墨作成棒后非均匀分布就行了，

从而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应堆’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很重要’ 彭先生认为海森堡的这种错误可能也是

当年希特勒没造出原子弹的原因’

$）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都以老邓、老周、老于⋯⋯称主任和副

主任，年青人与科学家、下级与上级关系十分融洽’

"）见彭桓武，《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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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十分尊重彭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他在原子

能所时人们尊称他为彭公，()*( 年到我们所后不少

同志仍称他彭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贴了彭先

生一张大字报，意思是彭公是四旧，应批判’ 彭先生

从来不写什么大字报，这时却写了一份恐怕是空前

绝后的大字报，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为题，表明“公

侯伯子男是封建四旧应去掉，大家都以同志相称就

可以了”’ 他平时与大家相处非常随和，没有任何架

子，不喜欢突出自己’
彭先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不被政治批判所屈

服’ ()*) 年 +、) 月份，彭先生与王淦昌先生一起去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指导工作’ 我国第一次地下

核试验是在平洞（从山脚沿水平线挖成洞）中进行，

核装置就放在洞中坑道终端鱼钩型爆室内’ 试前工

作人员要进入洞内在爆室周围放置很多测试仪器’
有一次王淦昌先生与一位负责安装核装置的工人师

傅进洞作业，那位师傅身上带有剂量笔，一进入洞内

便听到计数器不断地响，知道有放射性气体’ 经检测

后，发现洞内氡气浓度远远高于标准’ 洞内不仅有我

们的作业人员而且还有基地的解放军战士，这么高

浓度的氡气对人体是很有害的’ 出于科学家的良知

和责任性，王淦昌先生联合彭先生向当时核试验基

地的白司令员建议，加强洞内通风降低氡气浓度’ 然

而出乎意外，白司令拒绝了这一建议，说有点气体有

什么了不起，扰乱了军心，要批判“活命哲学”’ 这位

司令为了表示自己不怕死，还亲自进洞内与战士一

起吃午饭’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酣，这给王、彭两位先

生造成了压力，但他们仍然坚持真理，认为要尊重科

学，要珍惜工作人员的健康’ 因为这件事，结合批判

学术权威，我们所的政委（当时我们是军管单位，所

长、政委、室的领导都是军人）在一次大会上半点名

地批判说“ 什么‘ 公’，什么‘ 老师’（ 当时大家尊称

王淦昌 为‘ 王 老 师’），摇 着 鹅 毛 扇，踏 着 八 字 步

⋯⋯”，暗示王、彭两人出坏主意，蛊惑人心’ 王、彭

二位先生从来光明磊落，没想到会受此污蔑’ 他们当

然不会在这种压力下低头、认错’
彭先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关怀和关心他人的故

事，当年在他领导下的不少同志都亲身感受过他的

关怀’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彭先生和我们一起在青

海我们九院的总部出差，我高原（ 海拔 "%%% 米）反

应很大，睡不好也吃不好，感觉上非常不好受’ 在向

院领导汇报我们组有关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工作

时，感到要呕吐，我自己强忍着想继续作完报告，彭

先生注意到我的脸色不好和难受劲，就说：“ 贺贤土

看样子身体不好，不要再报告下去，快去休息”’ 我

当时心里很感动，想不到平时话语不多、一心扑在科

学上的彭先生如此细心和关怀人’
另外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 在一次学术

报告会上，报告人提出了状态方程的一个问题，认为

需要认真研究’ 不等他讲完，旁边一位年轻的同志就

冲着报告人说：“ 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意思是没

有必要研究’ 彭先生当时在场，认为这位同志这样发

表意见不妥，批评那位同志说话要谦虚一些，不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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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结论，要等人把话讲完，才有利于深入讨论问

题! 彭先生的批评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凝结起来，那

位年轻人也感到很不自在! 后来领导也找了他谈话，

年轻人感到有压力! 几天以后的星期天，彭先生刚好

在颐和园遇到他，主动过去和他交谈并一起游览! 交

谈中先对他说自己在会场上话可能说重了，对不起!
然后平和地开导：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要充分了解

人家的意见，在尊重人家基础上谦虚地提出问题，轻

率地下结论很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问题给漏掉了! 彭

先生的諄諄开导，使当年的那位年轻人，现在谈起这

件事还深深感到彭先生对他的关心与帮助!
彭先生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生活要求很低! 他

的衣著十分随便，一套衣服穿了又穿，十分旧了仍然

舍不得丢掉! 但看到别人生活有困难，他就会毫不犹

豫地伸出友谊之手，不少人都接受过他经济上的帮

助! 特别是他熟悉的老同事和老同事的子女，他经常

问他们有没有困难，进行接济! 这里有一个故事：

"#$# 年我们所一位同志调往东北老家工作，托运东

西需一笔钱，向彭先生借 %& 元钱（我们当时的月工

资为 ’$ 元）! 彭先生虽对他不太熟，但慨然应允，这

笔钱后来彭先生也没要他还!
彭先生从不居功自傲，向组织索求些什么，他也

极不愿意麻烦别人! 前些年他经常去游香山! (& 多

岁老人自己挤公共汽车，我多次劝他千万不要一个

人去，如要去，理论物理所和我们所都可派车送，我

说你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那么多贡献，派车是应

该的，可他总是摇摇头! 他说坐公共汽车时还可锻炼

身体，手拉着车上防摔的圆环可以锻炼胳膊! 他向我

摇晃一下自己的手臂，说：你看我的胳膊多结实，说

着他自己也乐了! )& 世纪 (& 年代末，他已是 *) 岁

的人了，计划去云南看望当年与他一起创建云南大

学物理系的一位故人，同时去扫他的姐姐的墓! 一个

偶然机会，此事被我所一位老家在云南的同志知道

了! 他感到彭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已经 *) 岁了，又

只身前往，应该请云南有关部门接待一下! 于是在彭

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报告了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

作了热情接待! 事后云南接待的同志很感慨地说：彭

先生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很怕麻烦

我们，问他安排上有什么要求，他什么也不提，真是

一位朴实谦逊的大科学家!
有人曾这样描述彭先生：“ 他虚怀若谷，心地光

明，无求于人，无欲于世，一副安然自得的悠然模样，

仿佛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 他把全部精力

献给了自然科学! ”! 可是一旦国家需要他从事核武

器研究，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 国家需要，我去！”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旦旦信誓，这就是彭桓武! ”+）!
从我与彭先生的多年接触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些话

非常确切地评价了彭先生其人!

+）引至：王霞，《自然之子》，解放军出版社（"##(）"%+ 页!

彭桓武先生与理论物理研究所

郝, 柏, 林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 "#*( 年 + 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方毅

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彭桓武出任

所长! 彭先生虽然把具体的行政领导事务全权委托

给何祚庥副所长，但他对于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和研

究所的运行始终有着多方面和长远的影响!
在 "#$$ 至 "#*$ 年的 "&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理论物理学同许多其他基础学科一样受到了持续的

冲击和批判! 长期以来，在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内部对

理论物理学的作用和地位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企图把理论物理学分

解成从属于各种实验方向的理论分析! 有人说：“ 你

们做的是理论物理中的固体，我们研究的是固体物

理中的理论”! 针对这些情况，彭先生曾经多次用不

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过理论物理和理论工

作的作用! 彭先生的大意是，总的说来，我们的理论

工作还很薄弱，要鼓励一切风格的理论工作，从具体

实验数据的拟合到抽象的数学形式理论，只要有人

得心应手、有所创新，就应当鼓励；要兼收并蓄而不

排它，无论是理论物理中的固体还是固体物理中的

理论，都要积极支持!
彭桓武先生一向关注交叉科学的发展! 他提出

理论物理研究所不仅要做理论物理，还要开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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