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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

现代物理知识

高  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00863）

邓稼先：我国科学技术界的杰出代表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50 周年的前夕，《现代物理知识》

杂志约我写一篇回顾性文章。今年

也是邓稼先同志诞辰 90 周年，我

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与邓稼先在核武

器研究院共同奋斗拼搏的 26 个年

头的日日夜夜。他那高大的形象及

特有的风格和品质展现在眼前。他

的战友们会永远记住那火热激情的

岁月，永远不会忘记那夜以继日的

光辉历史足迹。

1958 年，我国政府为了增强

国防力量，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树立起我们祖国的国威、军威，为

维护世界和平，决定发展我国的核

武器事业。1959 年，一个超级大

国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

新技术研制协议，不给技术，不给

资料，紧接着又撤走了技术专家；

另一个超级大国更是一直对我国实

行封锁政策，一切技术外部信息来

源都断绝了。而当时在国内，又正

处于三年自然灾害而带来的严重困

难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科学技术研

究，就是在这种困难，孤立的封锁

的情况下起步的。当时外国人还不

相信甚至于瞧不起我们的科技工作

者的力量。认为“在核武器这个禁

区里，你们在理论上根本还没有入

门 !”并且断言 :“离开了我们，你

们 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买的这

些设备都会变成废铜烂铁”! 面对

着这样的欺侮，当时党中央发出了

“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伟大号

召，成立了 15 人组成的专门委员

会，由周恩来总理负责，直接领导

了研制“二弹”的工作。毛主席做

了很多重要指示，如 :“搞一点原

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

全可能。”“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

端技术，极好 ! 如果给了，这个账

是很难还的”，“要大力协同，做

好这件工作。”周总理指示，搞这

个事业的人要有三高 :“高度的政

治思想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高

度的科学计划性”，研究实验工作

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

靠、万无一失”。这些成了我们长

期为原子能事业奋斗的精神支柱和

工作准则。

当时我们这一批平均二十多

岁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就是为了

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而从全国各地

乃至国外聚集到一起来的。稼先同

志是 1958 年 8 月调到核工业部九

院的，当时任理论部主任。我是

1960 年 11 月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调

到九院，在稼先同志指导下工作。

那时，我们这批年轻人所想的、做

的一切就是要为国争光，为民族争

光，为我们 10 亿人的中国在这个

世界上站立起来，要用实力让人家

尊重。稼先当时常说 :“我们搞的

是空气动力学，有压力就必然有动

力。”当时参加这一事业的年轻人

就是顶着压力，为完成祖国赋予的

这个庄严任务而奋力拼搏的。

1960 年原子弹理论设计研究

刚开始，他为理论设计选定了正确

主攻理论方向——中子物理、流体

力学、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研究。

为初来者打下入门的基础，他亲自

讲授和组织讲授 :“中子输运理论”、

“超音速束流和冲击波”等课程。

他传授知识的时候，总是倾注全身

心，无私地、毫无保留地讲授，并

真诚平等地与你共同探讨研究相关

的科学技术问题。那时大家干劲很

大，晚上大楼内灯火通明，直到深

夜。清晨起床后，吃早餐前还要到

研究室学习、钻研，谁要是 8 点钟

才上班就感到脸红，认为自己迟到

了。稼先同志更是一心扑到工作上，

与大家同甘共苦。每天我们加班到

什么时候，他就和我们一起干到什

么时候，领导的任务不是监督你怎

样上班，而是晚间催促同志们回去

休息。

当时理论部的任务是怎样尽

快地拿出可行的原子弹总体设计

方案来，理论部的同志都特别紧

张，稼先同志更感到责任重大，真

到了卧薪尝胆的地步。从 196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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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各项实验工作，

完成了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部

领导根据这个总体设计方案向中央

写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

业情况的报告》，提出在两年或更

多一些的时间里，即在 1964 年下

半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

“两年规划”。实践结果证明了这

个规划确定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

从 1962 年 9 月到 1964 年 10 月，

仅仅在两年的时间里，戈壁滩上一

声巨响，一朵硕大的蘑菇状烟云腾

空而起，震惊了世界，两个两年加

在一起，仅用 4 年多的时间，就把

原子弹搞出来了。当时国外不少的

人对我们这样的速度十分震惊，不

知其中有何秘诀 ? 这个秘诀就是在

于我们有一批像邓稼先同志这样不

为名、不为利，在我国核武器研制

事业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无私

奉献毕生精力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20 世纪 60 年代初能够用于核

武器理论研究设计的设备手段相当

落后。早期曾使用过手摇计算机、

电动计算机。当时只有一台万次的

计算机，还是从苏联进口的。后来

中国国内陆续研制出自己的计算

机，但运算速度仍然是很低的。可

以想象到当时工作量之大。想办

法克服困难，要启动许多特有的智

慧，如粗估法、外推法等，都被经

常采用。

邓稼先担任院领导之后，他

是忘掉一切与研究无关的事情，将

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事

业。在计算机房、实验室、生产加

工车间和核试验现场，多次因工作

忘记吃饭，可以几个昼夜不休息。

研究试验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他总

是在最贴近一线处指挥。爆轰试验

场、核试验检测站、点，控制室、

强放射性材料加工生产车间、火工

品研制操作场地都有他的身影。真

正做到了哪里最重要、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危险，他就在那里。做到了

不但是组织领导者的领导，而且是

身先士卒的指挥，是榜样。从上到

下都佩服他、信任他、尊重他，也

都爱护他。

在此要特别提到，在一次核试

验事故发生后，他不顾个人安危，

直奔事故现场查看情况。正是这次

事故，使他再次受到强辐射损害，

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损伤。

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正如

邓稼先所说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

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

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有多少

“无名英雄”，甘心默默无闻地为

祖国奉献，和世界水平争高低。不

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全身心地扑

在事业上，邓稼先同志就是其中最

杰出的代表。正是这些“平凡”的

努力，凝聚在一起作出了震惊世界

的事业。在当年，从领导、专家到

工人，都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从不相互推诿，总是把困

难留给自己，把方便尽可能地让给

别人。这种高尚风格，是取得事业

成功的重要保证。

张爱萍将军在回顾和评价邓

稼先光荣一生时说 :“邓稼先同志

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

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

了 28 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

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

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

验，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

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

者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

功勋，接着又突破了氢弹技术难

关，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

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我国的

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都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是

一位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

科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科学家，

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领

导者。”

稼先同志待人谦虚、真诚、平

易近人，没有架子。在九院，从各

级领导、科技人员到汽车司机、警

卫员，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人

们叫他从不称官衔，都叫他老邓，

非常亲切。

邓稼先同志长期忘我工作，甘

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我国核

武器研制事业奋斗了数十年。从原

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试验成功及

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

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作出了重

大贡献，他的“献身、求实、创新、

协作”的精神和对祖国的贡献将永

载史册。

                    
本文根据《怀念邓稼先同志》（1987

年 8 月 30 日《光明日报》）和《让邓稼先

精神发扬光大》（《高潮文集——中国早

期核武器研制与组织管理》，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2 年）两篇文章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