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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和国家“ 八六三”计划
———为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杜- 祥- 琬
（中国工程院- 北京- .///00）

.- 国家“ 八六三”计划是科学家的智

慧和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相结合

的产物

1/ 世纪 0/ 年代，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

醒来，国家的经济、教育、文化、科技都遭到“文革”灾

难性的破坏& 改革开放刚拉来序幕，邓小平登高一呼：

“发展是硬道理”，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加快发展我

国科学技术事业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同时，我国科学

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十分明显，国力不强，家

底薄弱& 而国际上，从 0/ 年代初开始，一波新技术革

命的浪潮迅猛发展，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美国总统

里根 .203 年宣布的《战略防御倡仪》（456）计划，具

有明显的实现一超独霸的战略意图& 相继出笼的欧洲

的《尤里卡计划》及日本、苏联的高技术计划，在国际

高技术领域掀起了不甘落后的竞争热潮&
国家发展的机遇不能一再丧失，国际的挑战必

须积极应对& 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科技界认真的思考

和讨论& 在这个国内外的大背景下，王大珩、王淦昌、

陈芳允、杨家墀等四位老科学家于 .207 年 3 月 3 日

上书中央，提出了研究和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

建议& 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战略眼光，于 3 月

8 日即迅速作出批示，肯定了这个建议，并要求“ 此

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据此，国务院和有关领

导部门组织众多专家，进行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

论证和拟定，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形成了一个“ 军民

结合，以民为主”，比较全面又重点突出的“国家 073
计划”& 从此，.207 年 3 月这个历史性的时间点载入

史册& .207 年 .. 月 0 日，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八六三”计划）纲要》，即

著名的“19 号文件”& 明确指出，该计划的目的是“在

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

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

“为十五年至二十年后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其达到

在国际上受人尊

重 的 水 平& ”为

此，计 划 设 立 了

六大领域（ 后扩

展为八个）&
二十年过去

了，国 际 形 势 和

科学技术都发生

了重 大 的 变 化&
连国力强大的美

国也意识到 456
计划 雄 心 过 大，

目标 不 实 际，在

几经 调 整 之 后，

终于蜕变成现在的国家导弹防御（:;5）计划，并在

大力推进之中& 虽有这些变化，但当年提出 073 计划

的国际大背景，以及这一大背景对我国安全构成的

威胁和挑战，都更加清晰& 在 1/ 世纪，美国依仗“ 核

威慑”的军事战略，已发展为 1. 世纪的“ 核和非核

双重威慑”战略，在保持“核霸权”的同时，又在谋求

“空间霸权”、“信息霸权”& 回头看看 1/ 年前确定的

073 计划的总目标和选定的几个主要技术领域，是

很有针对性的，是应对国际挑战又符合我国国情的

“不对称而有效”的战略选择，而且在 1/ 年的实践

过程中，又动态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回顾二

十年，深感“ 八六三”计划决策的正确，深感“ 八六

三”计划意义重大和深远，深感老一辈科学家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1- 王淦昌参与提出“ 八六三”计划并

非偶然

青少年时代的王淦昌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旧中

国，他既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又多次受到爱国

主义的激励&“五四”运动时，还是小学生的他，就参

加老师率领的游行队伍，上街宣传反对卖国、抵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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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人们赞许的目光在他的心灵深处，栽下了爱国的

幼苗- 老年时的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这是我第一

次上街游行，只想着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就是光荣，

大家就欢迎，否则受人唾弃，岳飞和秦桧就是一例，

我从小就想着要做岳飞那样的人- ”45$’ 年，上海发

生“五卅”惨案，震惊全国- 正在上海学习的他和学

生们一道上街撒传单- 45$# 年 " 月，在清华大学上

学的他参加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并动

员同学说“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这次受到武力镇

压的流血事件，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当晚，

叶企孙教授激动地说：“ 如果我们的国家像大唐帝

国那样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只

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这番话给王淦

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从此下决心走科学救国的

道路，始终为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而

不懈地奋斗-
要科学救国，就要投身科学，王淦昌选择了作为

科学之基的物理学- 无论是在吴有训指导下在清华

从事的科研工作中，还是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

究工作中，他都有出色的表现，并学到了最新的物理

学理论和实验技巧-
王淦昌先生早年的杰出成就之一，是提出了独到

的探测中微子的方法- 在抗战时期内迁至西南，在淅

江大学工作的他，经系统的研究、思索，在 4564 年提

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发表于 456$ 年

4 月的 7(89021/ :;<0;,［4］上，他建议利用&=0 的单能反

冲原理测量中子微子的存在- 456& 年，他又在 7(890>
21/ :;<0;, 上 发 表 了《 建 议 探 测 中 微 子 的 几 种 方

法》［$］- 当时国内无实验条件，多位国外实验物理学家

按他建议的方法进行的实验，确定了中微子的存在-
这一独具匠心的工作，受到国际学界高度评价- 可以

说，这是一项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边而过的工作-
我第一次知道王淦昌，是 45#% 年在莫斯科，王

先生领导的研究组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

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引起

了科学界的轰动- 正在莫斯科学习的我，从新闻记录

片上看到，苏联学者在王先生面前毕恭毕敬地请教

问题- 这个镜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次听王老说起：“中国人不比

外国人差”时，总使我想起这个镜头-
王先生回国后，根据国家的需要，隐名埋姓，投

入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为这一事业的主要奠基

人之一- 作为初创阶段“ 冷实验委员会”的主任，他

不仅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为

奠定核武器研究的技术基础（ 如脉冲功率技术）解

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 核试验转入地下后，年过花

甲的他，为测试方法过关，花费了大量心血- 45#5 年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前，他在坑道内发现了放射性氡

气，为了尽量减少氡气对工作和大家身体的影响，经

他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自己却身先士卒，坚持

在洞内工作- 不料却遭到军管会的批判，“ 活命哲

学”、“扰乱军心”的大帽子扣到王老的头上- 军管会

的一派胡言使王老十分愤怒- 但他却把个人的荣辱

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完成好国家任务，使一次次地下

核试验做到了多方收效⋯⋯

王淦昌就是这样从青少年到中老年走出了一条

执着追求、科学报国的人生道路-“ 文革”灾难过后，

面对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年近八旬的他，

怎能不心急如焚- 参与开创“ 八六三”计划，是他人

生轨迹的必然，是他为国建树的又一个丰碑-

"! 关注激光技术领域，推进激光核聚

变研究

“八六三”计划的领域之一是“激光技术领域”，

旨在发展新型的高功率、高质量的激光技术，以适应

工业加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 王先生经常来参加我

们激光技术专家组的研讨会，耄耋之年的他仍思维

敏捷，总能提出许多具体的问题和看法- 他不仅大力

推动了我国高功率固体激光和准分子激光的发展，

还对新型的化学激光、? 射线激光和自由电子激光

的发展提出重要的意见- 其中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

究，是在王老亲自领导下在原子能研究院搞起来的-
455% 年底，实现了百焦耳激光能量输出的“七五”目

标- 4554 年初，召开了这个阶段成果的鉴定会- 通

常，来参加鉴定的专家总是要说不少好话的，可是王

老 那 天 却 对 自 己 带 头 搞 出 来 的 成 果 严 厉 地 说：

“4%%@，光束质量不好没有用，没有用！”他的话，震

撼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 这句朴素而尖锐的话，包含

着对发展强激光的一个根本性的深邃的见解：一定

要把光束质量放在第一位- 以后几年，在发展各类新

型强激光的实践中，许多始所未料的现象和问题，究

其源，常常与光束质量有关，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王

老那句话的理解- 近年来，包括氟化氪准分子激光在

内的各类强激光，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输出能量和功

率，而且显著改善了光束质量，听到这样的进展，他

总是高兴得合手鼓掌- 近年来，我国新型强激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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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了几个台阶，王老十分关注，临终前不久，他在

病床上得知最近的一次大型实验又取得圆满成功的

消息，激动地从被子里伸出右手，翘起大姆指说：

“干得好，祝贺大家！”

在他和王大珩、于敏等的努力推动下，.//0 年

初，惯性约束核聚变在“八六三”计划激光技术领域

立项，作为一个主题，开展激光驱动的核聚变物理与

技术的研究& 实际上，早在 ./12 年，正是他，创造性

地提出了“用激光引发核聚变”的新思想& 若那时即

抓紧干，我国当走在世界前列，不幸的是“ 文革”使

我国大大落后了&“ 文革”刚过，王先生即率领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 时称九院）的一支队伍到中国科

学院上海光机所讨论两单位合作开展激光惯性约束

聚变事宜& 这两个单位分别具有核聚变物理和激光

光学的优势，有很好的互补性& 大家当时称王淦昌为

“大王老”，称王大珩为“ 小王老”，两位王老力促这

一重要的合作研究，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强调“ 合则

成，分则败& ”./34 年，提出了联合建造脉冲功率为

.4.5瓦的固体激光装置，建成后于 ./36 年 1 月通过

鉴定，经张爱萍将军题词，命名为“神光”装置& 神光

装置建成后，王先生特别强调要保证它良好地运行，

多做物理实验研究& 激光核聚变在“八六三”计划立

项后，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建成性能更高的研究平

台& 王老在工作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特别是强调在

技术上和物理上要做出创新的成果& 当激光专家组

提出把准分子激光转向惯性约束聚变应用时，他表

示完全支持& 在去世的前几天，已十分虚弱的他，还

对联合实验室的同志用力地说：“ 一定能成功！”他

是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后人，推进中国的激光核聚变

事业& 在我国的激光核聚变研究中，王先生的人格魅

力，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人才队伍的作用，而他不断创

新的学术思想特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王淦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六三”计划 54 年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条

生命线，那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自主创新& 这包括：一

是坚持把发展战略研究和总体概念研究放在首位&
由于 310 的定位，它既有创新性、重大性，也就有高

难度和风险性，因此要不断深化发展战略研究，以便

确定适合国家需求和国情，又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发展方向、战略目标与重点& 对每一个项目，又要做

好总体概念研究& 这些工作对项目的健康发展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二是坚持科学、客观的技术决策& 运

用“八六三”计划的机制，科学地论证和选择技术路

线，避免单位和个人的局限性& 在项目的选择上，立

足科学分析做到高起点，以实现跨越发展，在项目的

实施上，则坚持循序浙进、按科学规律办事，科学地

确定发展步骤和阶段；三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和优良学风& 在工作的每一步、每个环节，都科学地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使自主创新体现在工作的全过

程& 保持严谨、踏实的学风，远离浮躁和急功近利& 这

条科学发展的生命线来自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留

下的优良传统，来自于科研团队“ 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的共同精神支柱和价值观&
不断追求新概念，做创新性的工作，是王淦昌学

术思想的重要特征& 从基本粒子物理领域到核武器

突破和激光核聚变，他自己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之

路& 他曾 说：“ 科 学 上 的 新 追 求，才 是 我 的 最 大 兴

趣& ”.//5 年 .. 月，王老到绵阳参加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听取“开拓科研新领域”

的报告后，他在讨论会上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并明确

地建议，今后院的工作应该是三条线：“ 核武器、高

技术、军转民& ”此后，“三大任务、三个基地”已成了

该院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思想& /4 高龄的他，还亲自

赴香港作关于能源的讲学，他讲的不是一般的能源

问题，而是事关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洁净的

新能源& 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求新到老的人！

王先生倡导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 他常说：“ 中

国科技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参与国际竞争& ”站在国

家高度，超脱小单位利益，才能有这样的胸怀& 对于

今天的中国科技界，这一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

也是“八六三”计划的特色和灵魂&
王先生关怀后辈，提携后人& 一些早年跟他一道

工作过的小伙子，后来也已满头银发，王老经常念叨

这些同志，见了面，就深有感情地说：“ 你们也都不

小了，要注意身体呵！”在他年过九十的时候，曾对

我说：“六十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干的！”这句话

是他“老骥伏励、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

写照，是他的心里话& 事实上，在他年过花甲之后，又

做成了几件大事：地下核试验，推动激光核聚变，研

制准分子激光器，开创国家“ 八六三”计划等& 这句

话也是他对后辈的鼓励& 关心事业未来和祖国未来

的他，满怀着对后人的深情和期待，他是后来人的良

师益友，忘年之交&
王淦昌属于中国，闻名世界& 他是一位忠诚的爱

国者，他把自己毕生的智慧和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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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事业- 他是 $% 世纪中国科学界最杰出的人物

之一，是物理学的泰斗，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功底深

厚、成就卓著- 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人正直、朴

实无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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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祖国核科技事业的一代先驱
———纪念王淦昌诞辰 4%% 周年

赵! 志! 祥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 4%$@4"）

! ! 王 淦 昌

先 生 是 我 国

著 名 核 物 理

学家、中国科

学 院 资 深 院

士、“ 两 弹 一

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我国

实 验 原 子 核

物理、宇宙射

线 及 粒 子 物

理 研 究 的 主

要 奠 基 人 和

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 &% 年的科研

和教学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

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
王淦昌先生曾先后两次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工作，他在原子能院工作期间为核科技事业的发

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激励着

新一代的原子能院人不断进取-

（一）
4?’% 年，为发展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中央决定

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的原子能

事业就发端于此- 近代物理研究所于 4?’A 年改名为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4?A@ 年又改名为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 4?’% 年 @ 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

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

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

筹划建设这所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从 4?’$ 年至 4?’# 年，王淦昌先生主持制定了

近代物理研究所 4?’" 年到 4?’& 年的五年计划- 这

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方向和任

务，明确了五年内各方面工作的具体目标-
在这期间，王淦昌先生开始了他多年梦想的宇

宙线的研究工作，即通过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的粒

子并研究其性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4?’" 年到

4?’# 年，在王淦昌领导下，在云南落雪山建造了我

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

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初，实验条件相当简陋，

王淦昌先生与其他科研人员因陋就简坚持实验- 有

一次在做云室温度控制实验时，也就是用电吹风加

热多板云室，居然把周围的木头给烘着了，当时实验

方法之简陋、条件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回忆起

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王淦昌先生总是说：“ 当时，

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

劲- ”对科学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憧憬，

在王淦昌心中达到了美妙的和谐与统一-
4?#4 年，王淦昌先生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

究，奉命研制核武器- 他隐姓埋名 4& 年，参与了我国

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

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表彰王淦昌先生的突出贡献，

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

（二）
4?&A 年 & 月，王淦昌回到了阔别 4& 年之久的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并担任了所长- 这时，他

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是，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

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然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

·!"!·

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