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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慧院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何泽慧院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状元三年一个  美人千载难逢
——李惕碚院士专访实录

记者  叶娟

记：同样身为学者的您，怎么

理解钱三强与何泽慧先生 1948年

从法国回到中国这一选择？

李：彭桓武先生在回答这个问

题时说的那句话：“回国是不需要

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能

帮助我们理解那一代人的选择。他

们当年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要把

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到中国来，报

效和建设自己的祖国。

记：您对钱三强先生说过的那

句话：“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

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怎么理解？

李：我的理解是科学家要将爱

国和爱科学结合在一起。他们那代

人当中有很多人回国前已经在当时

科学的最前沿上有突出成就：获得

过重要的新发现或作出了重大的理

论建树。如果他们不回国，会取得

更多的研究成果，甚至有机会获得

诺贝尔奖。但是他们选择回来了。

他们希望回国来发展中国的自然科

学研究，继续在探索自然规律的前

沿为自己的国家取得新的成果。但

是他们中间一批优秀学者服从了国

家的战略需求，“以身许国”，把

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国防与

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应用、工程和组

织工作。

记：您怎样看待钱三强、何泽

慧先生回国后对祖国的贡献？

李：张劲夫同志的文章《请历

史记住他们》用题为“支持钱三强

点将调兵”和“钱三强功不可没”

两节强调了钱先生对原子弹和氢弹

研制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在

两弹研制过程中，钱三强先生和何

泽慧先生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信

任，还不断地受到干扰、批判和打

击。1964年 10月 16日我国第一

个原子弹爆炸日是钱先生的生日，

爆炸后的第三天他就被下放到农村

去了。次年 2月，何泽慧受命组织

突击队并任总指挥，测量研制氢弹

必需核数据的紧急任务，她全力以

赴，不到半年就提前完成，为氢弹

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亲耳听到

过一个高位的官员用不屑的口气

讲，有人说原子弹是钱三强领导的，

真是笑话，连试验现场都去不了，

他能领导什么？在如此困难的状况

下仍忍辱负重地为国家做出了如此

重要的贡献，充分地表现了被誉为

“中国居里夫妇”的钱三强和何泽

慧作为真诚的爱国者和优秀学者的

本色，也因此得到广大中国普通百

姓衷心的尊敬、爱戴和长久的怀念。

“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

权位总会有人占有；而优秀的民族

传承与现代科学的结合，钱三强与

何泽慧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文

化中提升人的境界、净化人的心灵

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记：您对钱三强夫妇那一代人

的“中国梦”有着怎样的理解？

李：他们是爱国者，企盼中国

摆脱屈辱贫弱；他们又是一流的科学

家，对探索自然规律有着强烈的志趣。

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新

的重大发现、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

应当是他们的热望和梦想。

何先生讲过一个她的老师周

培源先生的往事：“我们在巴黎的

时候，他每次去法国或路过巴黎总

要到我们家或实验室来看我们，鼓

励我们。周老去世后，我去看望师

母时，她马上给我看周老一直珍藏

的四十多年前在巴黎时我送给他的

两张已有些发黄的照片，一张是在

海德堡的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的云室

照片，一张是在巴黎利用核乳胶第

一次发现铀核四分裂径迹的照片。

这使我十分感动，这两张小小的原

始照片，他却那么珍惜地一直保留

到临终！”几十年前，一位前辈对

于两个在尖端科学工作的年轻人的

关怀，对他们取得新发现的那份欣

喜、那份珍惜，正是几代人内心深

处中国梦情怀的动人体现。

我接触到的参加“两弹一星”

研制的前辈学者，如钱三强、何泽

慧、王淦昌、彭桓武等，都迫切地

期望重新回到物理学前沿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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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承担两弹研制任务中尽可能

地培养和储备学科研究人才和开展

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在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的折磨后有可能重新回

到基础科学研究岗位时，他们都已

届老年。在不懈地进行科学和科学

史的研究探索的同时，他们更着重

地扶持年轻学者发展新兴的前沿交

叉学科。

我 1963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代

号为二机部 311工程的云南高山宇

宙线观测站大型云雾室建设。这个

基础科学工程，历经了 3年经济困

难时期，是钱三强先生顶着压力保

障这个项目没有下马。1965年云

雾室系统建成，钱先生带领二机部

和原子能所领导来看我们，鼓励我

们再接再厉、细致严谨地做好科学

观测。1972年大云室记录到一个

可能的重质量粒子事例，我们带着

资料回到北京。当时，钱先生被批

准从下放的陕西农村回京就医不

久，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也不久，

并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但钱先生

晚上就赶来看我们，同我们详细地

讨论事例的测量分析工作，兴奋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 70年代末，我们一个

年轻的小组开始从高能物理转向天

体物理研究，动手建设高空科学气

球系统，以推动空间高能天文和其

他空间科学探测在中国的起步和发

展。虽然粒子天体物理、宇宙学以

及空间探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物理

学的重要前沿，但当时还没有被普

遍地认识到。为允许我们研制气球，

原文刊发在《中国核工业》杂志 2013
年 10月刊。李惕碚院士系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高能所领导受到有关业务领导的批

评，认为是不务正业。何泽慧先生

坚定地支持我们。在最困难的时期，

钱先生和何先生多次到气球发放现

场鼓励我们。20世纪 80年代初，

我在英国访问工作两年期间，很担

心小组的年轻成员们能不能成功地

进入陌生的天文领域。后来他们形

容那段时间何先生像一个老母鸡带

领着一群小鸡，到天文和空间界去

四处取经交流。20世纪 80年代末

至 90年代初，在当时特殊的政治

环境下，小组的发展又遭遇到严峻

的形势，我本人也被指责为“擅自

篡改科研方向”。1990年，当我

们在空间数据分析工作中得到一点

新苗头时，钱先生很快就随何先生

来实验室了解分析过程和结果，热

情勉励我们继续努力。离开实验室

前 , 钱先生、何先生同我们一起照

了一张照片，这是钱三强先生生前

同我们照的最后一张照片（见彩页

照片 20）。何先生在办公桌和家

里的客厅都摆放着这张照片，直到

她去世。温家宝总理每年都去看望

何先生，可能也注意到她喜欢这张

照片，在一次看望中还特意向她询

问了这张照片的来历。我没有问过

何先生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对于

我们，这是一张特殊的照片，它记

录着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先生对于

我们的爱护和期许。

记：您对下一代人有怎样的

期望？

李：钱三强、何泽慧先生这一

代学者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建立了丰功

伟业，但是他们的科学梦还没有实

现。我认为，随着进入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新阶段，实现中国人的科学

梦本身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战略需

求。下一代人是幸运的一代，可以

把对科学的探索追求与国家的发展

需求统一起来，他们应当继承前辈

们的历史使命感和奋斗精神，完成

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梦想，使我们的

民族真正站到世界的最前列。

记：钱三强先生回国前有一种

想法，就是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

原子核这门新兴的科学在祖国的土

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时至今日，

您怎样看待我国的核科学和核事业

现状？

李：核科学仍然是一门重要的

前沿学科，核科学技术的应用更对

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

意义。核科学技术，包括裂变能源

的安全性，聚变能源的机理和关键

技术，都期待着原理性的突破。核

科学技术和其他的科学技术门类一

样，需要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需

要我们不断地探索新思路，在新发

现和新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突破，

构建自己的核心技术；这也是为什

么我认为实现中国人的科学梦已经

成为了国家战略需求的一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