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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学者 亲切的师长
———为周光召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 北京- 4111//）

- - 我最早知道周光召这个名字，是在 4251 年前

后，当时我在莫斯科学习，苏联物理学界最权威的俄

文期刊是《 实验与理论物理》& 我在阅读这份杂志

时，注意到周光召发表的多篇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

论文& 当时他是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青年

研究员，他的成果已得到高度评价，这位杰出的青年

学者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重视&
01 世纪 51 年代初，光召回国，即投入中国核武

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是突破原子弹的主要带头人之

一& 我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九院理论部工作，理论

部主任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当时他们也

就三四十岁，带着一批更年轻的人，正着手突破氢弹

原理的工作& 有幸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学术功

底、平易近人和严谨的学风使我们深受陶冶& 他们提

倡学术民主，如何突破氢弹，开“鸣放会”，让大家广

开思路，建言献策& 我们一参加工作就受到“ 三老四

严”（ 做 老 实 人、说 老 实 话、办 老 实 事，严 谨、严 格

⋯⋯等）学风的教育& 为探索氢弹原理，去上海出差

算题，他们和大家一起坐火车去& 4255 年底进行氢

弹原理试验，零前（试验前），光召、于敏和我们一起

住帐篷，坐在地铺上，用计算尺、手摇机反复推敲理

论预估的数据& 核武器可以说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

工作，但中国自主地突破核武器的原理，解决其中一

系列的物理和技术问题，却有赖于各基础学科的知

识和方法的硬功夫，光召在数理方法方面的深厚功

底和勤于思考，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过

程中，苏联提供的一份资料上的个别数据的可信性，

引起了大家激烈的争论& 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

智慧，做了一个“ 最大功”的计算，确认那份资料上

的数据有误，从而结束了争论& 后来的试验结果也证

明了他计算的正确性& 这是基础学科功底深厚的人

在应用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好例子& 同时，这也是

一位科学家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人，而是唯真求

实，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和品格的表现& 他还带头编

写讲义，为大家讲授“ 爆炸物理”、“ 二维流体力学”

⋯⋯等，培养青年研究人员，让大家边干边学，干成

学会&
光召和理论部的同事们一起度过了“文革”十年

浩劫的困难时期& 受着批判还得坚持“业余抓生产”

4252 年，根据“一号命令”，军管下的理论部被一锅端

地搬迁四川“三线”，光召和我们一起坐着货运的闷罐

子车，走走停停的历经几十个小时来到曹家沟，在沟

里，每顿饭是 6 分钱的熬白菜或煮萝卜，一会儿就饿

了，大家周日只好到梓潼县的小餐馆去改善一次生

活& 由于完全没有工作条件，几个月后我们不得不陆

续“出差”回北京九所原址工作& 4276—4273 年，邓小

平同志短期复出工作，强调恢复生产& 当时光召已是

理论部（已改称九所）的业务负责人，他采取的措施之

一就是成立了“规划组”，由李怀智任组长，我任副组

长，在部主任的领导下，负责制定“发展规划”& 上级为

九所干部办的“搬迁学习班”，最后也变成了恢复科研

生产的学习班& 光召、于敏等决定重建“中子物理室”，

要我担任室主任，我在工作中一直感受到他们高水平

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核武器这支队伍对周恩来总理怀有很深的感

情，4275 年 4 月 / 日周总理逝世，清明节前夕，九所

各室的同志们扎了 46 个花圈，光召和大家一起到人

民英雄纪念碑前去献了花& 此事竟引起了“四人帮”

的追查，所里贴出的悼念总理的诗词，也被打成“ 反

革命诗词”受到批判，我也在被批判之列& 不久，又

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大家都住进了抗震棚& 精神和体

力的重负，又正值炎热夏日，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痢

疾，不得不住进危楼养病& 光召特意赶来看我，他坐

在我的床边，话语不多，但他的各层心意，我都深深

领会了&
后来，光召走上了中国科技界的领导岗位，为推

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42/6
年，在李政道先生的斡旋下，他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

负责人，与在我国台北的物理学会进行了越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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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协议，使我中国物理学会恢复了在国际纯粹

与应用物理联合会（ 45676）中的席位，而把台湾的

称为“位于中国台北的物理学会”，这一模式后来为

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所采用- 同年 # 月，光召率中国

物理学会代表团赴意大利底里亚斯特参加 45676
大会，这样，新中国的物理学会正式成了 45676 的

成员- 光召随后当选为 45676 的副主席，代表团成

员还有杨国桢、赵凯华和我等几个人- 这次随光召出

访，也是改革开放后我第一次出国，目睹光召从容不

迫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他还在

会间散步时对我说：“做国防科研时，不放弃基础研

究，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 ”这句话给

我留下宝贵记忆，实际上，他正是这样做的榜样（ 他

和苏肇冰关于闭路格林函数方法的研究工作，正是

他在九所工作期间进行的）- 那次出访前，他还对我

们几个人说：“ 意大利会后，我就不管你们了，谁要

去哪里访问自己联系- ”我于是联系了意大利、瑞士

和法国从事中子物理学研究的同行，进行了几天学

术交流、访问，这也是光召给我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光召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曾有过多次讲

话，每次讲话都含有基于深思的独到的思想- 他强调

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认识科

学技术的地位和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他说：“ 中

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

须掌握和参与发现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从中国的

国情出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给出

科学的回答，发展相应的理论和技术，帮助政府制定

科学的对策，这是中国科技界的历史责任- ”并强调

科技工作者要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他

多次举出钱三强先生是一个榜样，他总是超脱部门

和单位的利益，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组织领导科学

技术事业和选用、培养人才- 他对“科协是科技工作

者之家”作了独到而深刻的阐述，他说：“ 每个家庭

都有自己的遗传因子，有自己的 897，我们这个家

的 897 是什么呢？那就是‘唯真求实’四个字！”他

强调科技工作者要重视思想品德素养，确立崇高的

价值观- 在世界物理年的讲话中，讲到爱因斯坦时，

他说：“我们纪念这位伟人，不仅要了解他在科学上

做出的重要贡献，更要学习他在任何困难条件都一

心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学习他为实现社会公正而

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 ”对科技评价体系，他强调：

要避免评价体系的急功近利，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

神，引导科学家从事更有长远影响的工作；他强调要

重视科学技术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人才，对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 工程技术），科学普及等层次都

应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大力培养、关心青年人才成长

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中、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使

“人尽其才”- 他希望领导者、管理者要首先做好管

理，领导工作，为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创造好的环境和

条件-
光召虽然担任了高层领导工作，直到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但仍同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也保持着科学家的习惯和风格- 他多次回到

工作过的单位作学术报告并与大家交谈- 他给大家

讲了国际上 897 双螺旋结构发现的故事，说明学科

交叉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有一次他回

九所的研究室去看望大家，有同志问到：“ 参加工作

后需要的知识与学校学的不一致怎么办？”他回答

说：“学用不完全一致甚至用非所学是常有的情况，

只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适应工作的需要- ”他对各

个研究院所和企业的新进展，十分敏感，经常亲自下

去了解情况，仔细询问- 特别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扎

实工作、求实创新- 同时，也尽他之所能沟通学、研和

产业的结合，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 在科协评选“ 求

是奖”时，他特别关照国防科技领域的“无名英雄”-
在周光召基金会研究奖励工作的指导思想时，他特

别强调“要雪中送炭，不锦上添花- ”

在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和周光召

⋯⋯等一批物理学家负责核武器研究、突破的年代

里，他们培养了一支事业心强、团队精神强、学术民

主、团结和谐的队伍- 大家都不习惯称呼头衔、职务，

而是以“老”，“小”相称- 光召虽然威望很高，后来并

身居高位，但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见面还是不习

惯称他“周院长”、“周主席”或“周委员长”，仍习惯

地称他为“老周”，这也和他待人平和、亲切，直接有

关- 他的夫人郑爱琴原是化学专业的，为了支持光召

的工作，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到光召所在的单位，

发挥她英语好的优势，专门做科技情报的调研工作，

不仅是光召的贤内助，也对我们全所的工作很有帮

助- 他们生活俭朴，很不讲究，直到上世纪 #% 年代

中，他们还和女儿住在一套只有 ’% 多平米的两居室

房子里-
光召通晓多国语言，有着广泛的国际学术交往，

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工作高效，才能出众- 他为国

家和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载入史册，他的优秀

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

周光召先生八十华诞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