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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位杰出领路人

陈佳洱
（北京大学- 北京- 411/54）

4- 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光召同志在 4230—4235 年间曾在北京大学学

习和工作& 我于 4233 年调来北大参与我国第一个核

科学教育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建设& 那

时，因单位保密的原因，虽然同在一个学校，同在一

个学科，但只是时常听说物理系有一位非常优秀的

年轻教师周光召，却没有机会见面认识一下，更谈不

上向他请教治学之道& 后来不断传来他在前苏联杜

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在粒子物理上做出了杰出的

理论研究成果的消息，听说他两次受到联合核子研

究所的奖励并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成为新中

国自己培育出来的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对

他钦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时，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核科

技界的会议，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

的科学应该怎样发展，走什么样的路& 他的一席讲话

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思维敏捷，眼界

宽广，卓有远见& 后来，听到九院的同志介绍他在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经过仔细研究，从基本的最

大功原理出发，证明了同事们反复计算了 2 次的结

果的可靠性，奠定了总体设计的科学基础，为我国

“两弹”的成功定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更

是让我对他深厚的学术造诣敬佩不已！

0- 卓有远见的领导人

从 42/5 年起，光召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

长& 那时我在北大担任分管理科和外事的副校长，因

而十分关注中科院的治院方针& 当时他提出来要在

中科院“形成民主、团结、融洽、活泼的学术气氛，为

科学家们创造一个身心舒畅的环境”，“决不允许用

行政手段干涉学术自由”以及“ 学术民主和自由是

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等方针& 对此，我非常赞赏，

认为这是一个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让科技人员

潜心研究、各自发挥所长的好方针，不仅值得我们北

京大学借鉴，而且与北大长期以来形成的“ 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在学术上“兼容并包”

的文化相一致& 他还积极倡导中科院与大学之间在

科研上的联合，以此作为迅速改变研究与教育分离

的体制的重大举措，并联合高校领导共同上书中央，

为实现这样的联合建言献策，成为我国实施“ 科教

兴国”战略的舆论先声& 显然这是一个极有远见之

举，因为无论从国际上或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实

现研究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始终是出重大学术成果

和造就将帅人才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正是出于

对光召同志的治院方针的共鸣与赞赏，我不仅在自

己的岗位上努力实践他所倡导的精神，更在后来酝

酿北大校长换届之际，当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时，我竭

力推选光召同志担任校长，认为只有他才有智慧和

能力把北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可惜，当时我并

不知道，已有更重要的岗位等待着他去就任，结果不

仅我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反而把我这样一介书生

推上了北大校长的岗位& 422/ 年，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的北京大学百周年庆祝盛典上，我在讲话中发自

内心地提出周光召院士和于敏院士等北大校友中的

杰出代表，是北大人的学习榜样，以此表达我对光召

同志的由衷敬佩！

.- 科学家的良师益友

光召同志除了在学术造诣、领导能力上使我敬

佩之外，他的精神魅力更使我仰慕不止& 我非常喜欢

听他的发言或讲话& 因为虽然他位居国家领导人之

列，而且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大

师，他经常思考着国家科学繁荣振兴之道，但在他的

讲话里没有一点官话、套话，而完全是他根据内心的

思考和推理所道出的活生生的符合科学规律的、生

动的语言和道理& 正是他这种充满爱国激情和科学

魅力的讲话，激励着广大科学家克服时弊，为民族和

国家的长远需求而努力工作& 他平易近人，为人诚

恳，平等待人& 他和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往亲如战

友，没有任何一点官味或架子& 每当我有问题要向他

请教时，他时常拉着我的手仔细倾听和了解我的问

题之所在以及我的一些想法，并通过自由、平等的讨

论，以他特有的智慧为我指点迷津& 由于他长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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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科院各个学科所的研究，加上他看问题总是喜

欢寻根究底地搞清基本事实和基本规律，所以不仅

他的眼界十分宽广而且讲求实事求是，能够很快的

抓住各种事物的基本要害- 所以我特别喜欢找他请

教、讨论各种问题- 在我脑海里，他是我的一位热情、

诚挚的良师益友-

4! 我国基础科学的杰出领路人

5&&& 年底，我从北大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主任之后，由于刚从基层转为面向全国的岗位，

对于诸如怎样通过基金工作把我国的基础研究搞上

去等重大问题，虽然听取了不少科学家的意见，形成

了若干想法和思路，但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 我就以

这些问题向他请教，他不仅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导，

还允诺亲自来基金委给全体同志做一次报告- 我现

在还记得，那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报告- 那一次他从基

础科学的战略使命和目标，从产生重大科学发现或

做出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条件和环境等一直谈到如

何进入世界一流的战略举措- 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

对于基础研究，要树立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开拓全新

研究领域，领导世界科技潮流的一流成果的伟大目

标- 必须瞄准新的生长点，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和实现

途径，不能在别人后面以跟踪为目标- 为此，首先要

解放思想，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上和数学上实现领先，

这也是历史上国际的科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的

决定性因素；还要形成一个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百家争鸣”，各种学术观点碰撞、竞争和不同学科

的交叉融合的良好的发展科学的“生态环境”- 他着

重指出在提倡竞争的同时，要保持宽松的学术氛围-
不要急于求成或施加过大的行政压力，而要强调科

研集体内部的压力和动力，创造学术思想活跃与创

新的氛围- 让科学家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事物非常

敏感，敢想敢干，失败不怕别人笑话- 还要鼓励和引

导科学家的爱国心和使命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献身精

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在战略举措上要集聚优势人才

和破格选拔优先青年人才，以形成相关学科人才的

临界数量和质量- 建立创新思维得以萌发和实现的

学术集体；要研究那种以弱胜强的范例，从中吸取经

验，建立信心，充分调动中国人的智慧、组织力量和

协作精神，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我觉得他的报告，

不仅是他长期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经验的总结，

也是他长期思考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思想结晶- 他

的报告及时地帮助和启发了我们的第四届基金委员

会，在实施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中制定发展改革的

思路- 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我们提出了基金工作要为

科学家创造良好的“源头创新”的环境、为广大科学

家服务的目标；并在项目板块上增加了重大研究计

划和非共识项目，促进学术思想碰撞和学科之间的

交叉；进一步强调了人才板块的重要性，并增设了创

新群体等新举措，这些都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认同-
$%%" 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制定“ 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 这是我国为应对

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挑战和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

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所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当时领导上让我担任基础研究专题———十四的专题

组的组长- 我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带着专题研究组的

几个同志再次向光召同志求教-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们，并阐述了他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 他鲜明地指

出：规划中第一位的，是基础科学的战略定位- 一定

要把它放得高一点！中国在经济和科技还比较落后

的情况下要实现超越式的发展，为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的建设目标，基础科学应该走在前面- 他又进一步

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了解真相、探寻规

律、追求真理的过程-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缺少一种怀

疑和探索的精神，在科学技术方面过于实用化，不是

为了了解真理而献身，结果中国古代有很多很好的

发明，因为不能追根究底，而往往止步于应用，现代

化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在中国发展起

来- 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现在，如果

我们还是只讲实用，不先将基础科学搞上去，那么要

实现超越式的发展恐怕是很难的！在谈到科学的驱

动力的问题时，他又向我们指出，人们最初考虑的，

肯定都是吃饭问题，实用驱动肯定是对的，但是，只

有一个驱动，就不会平衡地发展，要能够超越生活，

思考科学问题，这需要精神、文化层面的引导与影

响- 把这个问题搞透了，科学发展的驱动力的问题就

清楚了- 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一种为探索真理而献

身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发一篇论文给多少钱”的

激励可以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的确有少数科研人员

是有献身精神的，但是并未形成风气- 战国时代我们

有很多思想家，但后来却没有了，只能把他们的话翻

来覆去地“说明”，这显然是缺少一种质疑权威和追

根究底的精神- 接着他又和我们讨论基础研究的战

略目标、学科布局和学科前沿等问题- 对于基础研究

的战略、目标学科布局和学科前沿等问题- 对于基础

研究的目标，他说主要是培养出人来，这些人今后大

多数并不做基础研究而要从事其他的工作，但是有

了基础科学的训练以后，他们可以更好地适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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