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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淦昌先 生是闻名国际的物理学家
,

是我

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

也是中国物理学

会和中国核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他曾任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
、

院士和资深院士
,

中国科协副主

席
,

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

中国核学会理事

长
、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等重要职务
∃

他不

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物理学家
,

而且是 一位杰

出的教育家和科研工作的组织者
,

几十年来他

为创立科学事业
,

培养人才
,

呕心沥血
,

鞠躬尽

瘁
,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

王淦昌先

生因病于 �% % ! 年 �& 月 � 日 & � 时 ∋ ! 分在北京

逝世
,

享年 %� 岁
∃

他的去世是中国科研事业乃

至世界科研事业的一个 巨大损失
,

不但引起了

国内科学界的深切哀痛
,

而且 国外的科学同行

也纷纷来电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

一位著名的

日本核聚变科学家来 电中说
( “

王淦昌是一位真

正的大科学家
,

我对他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

因为

他在科研工作中的卓绝成就和他对周围人
、

学

生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

我们要继承他的精

神
,

去推动我们的科研事业
” ∃

这是多么纯朴的

语言
∃

王淦昌确实在国内外的科学同行中享有

崇高的声誉
,

这是 因为他有着执著追求科学真

理的精神
,

他把科学研究工作 当作生活的第一

追求
,

因此他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
,

为它奋斗了

一辈子
,

做出了卓绝的成就
∃

一位英国卢瑟福

实验室激光聚变研究项 目的负责人带着十分崇

敬他的心情多次对我说
( “

王淦 昌教授是一个神

奇式的人
,

每次我做报告
,

他总是那么聚精会神

地听着
,

然后要提出许多 问题
,

有的问题提得非

常切 中要害
,

提的建议非常有用
、

有指导意义
,

我真佩服这样一位八十多 岁的老人
,

思想是那

么敏锐
,

他在哥廷根时与卢瑟福交谈过科学的

问题
,

是一个了不起 的人
” ∃

人们并不仅是由于

他年长而尊敬他
,

而更是在他年迈时仍然对科

学那样地热爱
、

对科学 问题有那么深刻的真知

灼见
,

所 以外 国科学家都敬佩他
∃

世界上所有

受人尊敬和做 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除了他的科

学能力
、

科学贡献之外
,

还都有另一个十分重要

的东西
,

那就是崇高 的为人品质和科学道德
∃

因此他必然是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关心祖国的

前途和人 民的命运
、

关心周围的人
,

关心年青人

的成长
∃

王淦昌先生在年青人面前从不以长者

自居
,

真是谦虚若谷
,

和青年人建立
“

忘年交
” ,

他很喜欢和年青人在一起
,

没有任何架子
,

他没

弄清楚的问题可以向任何年青人请教
,

他以满

腔的热情去教育
、

培养年青人
,

而且这些大多以

身教的方式
,

用 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影响年青人
,

他关心学生有时 比关心 自己还要多得多
,

常常

为他们的工作
、

生活
、

看病而奔波
,

真是关心他

人 比关心 自己还重
,

所 以外 国人也说他是一个

热心肠的人
∃

在他生病住 院期间
,

我去美国
、

日

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
,

认识他的外国朋友总

要仔细地询 问他的病情
,

并再三叮嘱我回国后

一定要代他们向王淦昌先生问好
∃

王淦昌的科学生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走

过了不同的道路
,

他于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物理系
,

�% ∀ 年赴德留学人柏林大学
,

�% ∀ ∀ 年获

博士学位
,

他在德国留学的四年期间
,

正是原子

核物理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
,

在周围学术环境的

影响下
,

他吸取 了许多新思想
、

新方法
,

当时物

理学前沿 的许多新发现
,

引起了他 的极大的兴

趣
,

�% ∀  年玻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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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放射性针所放出的 2 粒子轰击被核
,

发现了很

强的贯穿辐射
,

他们把这种辐射解释为了辐射
,

王淦昌先生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
,

指出要用云雾

室做探测器
,

来辨别这个强贯穿能力的辐射是什

么 3 当时他的领导人著名的迈特 内没有支持他

的建议
,

而 �%∀ & 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就是

用高压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做了实验
,

证明这

种贯穿辐射是一种 中性粒子
,

后来称为中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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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克也为此获得诺贝尔奖
∃

�% ∋� 年他提 出

《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
,

并发表于《美 国

物理学评论》
,

他指出中微子探测的关键在于把

普通刀衰变未态的三体变为 5 俘获 中的二体
∃

后来许多实验核物理学家按照他的建议做了 一

系列实验
,

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

他在中微子发

现中的贡献得到 了世界的公认
∃

� %∋ % 年全国解放后
,

王淦昌先生的科研工

作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

他也就有了充

分发挥他的聪明和才智的场所
,

�% 6 ∀ 年一 �% 64

年
,

他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
,

为

我国宇宙线研究进人 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

做出

了贡献
∃

�% 64 年
,

他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

研究所任该所付所长和高能物理实验室的高级

研究员
,

在 6 年代末期
,

他领 导的研究 小组首

次在世界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

成为联合原

子核研究所一百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

上最重要 的科研成果
,

并且再一次证实任何粒

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预言
∃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

之一
,

他参与了原子弹
、

氢弹研制中的实验研究和

组织领导
,

尤其在爆轰实验
,

高性能炸药工艺研

究
,

核武器试验中的诊断测试工作以及高功率脉

冲技术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他花费了很

大的精力
、

致力于改善和提高地下核试验中的测

试技术和抗干扰的能力
,

使我国只经过很少次数

的地下核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
‘

王淦昌先生极其关注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最

新发展及其动向
,

早在 4 年代 中
,

他和苏联 巴

索夫院士同时独立地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

变的设想
,

就是在他的倡议下
,

开始筹建了中科

院上海光机所
,

从此他 就以满腔的热忱 推动这

一科学研究工作在 中国的发展
∃

他又是我国高

功率脉冲技术
、

强流相 对论性电子加速器的创

始人和奠基者
,

在他的直接领 导和关心下
,

我 国

建成了亚洲最大的 4 兆伏强流 电子束加速器
,

他还亲 自领导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造低

阻抗大电流的相对论性电子束加速器及粒子束

聚变的研究工作
,

从 �% !∋ 年起又领 导开辟氟化

氢激光聚变矿究的新领域
∃

�% ! 4 年王淦 昌先生和王大琦院士
、

陈芳允

院士
、

杨嘉挥院士一起 向党中央提出了
“

以力所

能及的资金和人力
,

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展
”

的

建议
,

在邓小平同志亲 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
,

国

务院制定了国家高技术
“

!4∀
”

计划
,

使我国高技

术发展开拓 了新的局面
∃

王淦昌先生十分重视我国核能的开发和利

用
,

他积极主动争取 向中央领导介绍核电
,

在他

汇报中论述了核 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

我国

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提出了
“

以 自立更

生为主
,

争取外援为辅
”

的方针以及积极地加强

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
,

并积极 引进
、

吸收
、

消化

外国先进技术
,

加速我国核电建设
∃

�% ! 4 年 �月 &� 日
,

党中央领导接见了王淦

昌等核专家
、

座谈我国核工业与和平利用核能

的问题
,

王 淦昌等 �7 位专家提出《全国上下通

力合作
,

加快原型核电站的建 设》
∃

他还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
,

指出
“

开发核能是我国经济持续发

展的重要条件
” ,

提 出要研究快 中子反应堆和受

控聚变反应
∃

王淦 昌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

离开 了他

所热爱的祖国和执著追求的科学事业
∃

但他祟

高 的形象和精神力量将 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

中
,

王淦 昌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即一生献身科学事业
,

勤奋不己
,

直到生命的最

后时刻
,

就像
“

春蚕到死丝方尽
,

蜡炬成灰泪始

干
” ∃

王淦昌先生对晚辈
,

对学生们的爱护
、

关

心和教育
,

充分体现出他对人才培养高度责任

心
,

体现出他
“

自古贤 良惜新秀
”

的崇高思想境

界
,

王淦 昌先生的一生说明了中国人民是有聪

明智慧的
,

中国人民是勤劳和富有创造力的
,

我

们要学习他的这些优秀思想和品德
,

为我国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
,

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

王淦昌先生将永远是我深切怀念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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