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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于敏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今年元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给于敏同志

颁发了国家最高科技奖。当电视中播放出于敏领奖的

镜头时，我心情十分激动，深深地为他感到高兴，眼

前浮现出种种往事。

我认识于敏同志很久了。六十多年前，我刚从大

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实习

员，他是理论组的助理研究员。当时全所不足百人，

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快就经常混在一起了。1958 年我调

入二机部九局（中物院前身）从事核武器研究，1965

年老于也调到九局，我们又为完成共同的任务而走到

一起，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真可以称得上“同

一战壕的战友”。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叫他“老

于”，而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了现在。

近年来，每当回忆往事，想起六十多年来参加科

研工作的经历，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这

期间，我遇到不少领导、老师、同事和朋友，他们从

各个方面给我指点、帮助和支持。其中，与我相处时

间最长、接触最深、对我影响也最大的人便是老于，

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十分钦佩的的良师和益友。

老于基础知识扎实，专业造诣极深。不但对物理

学很多分支领域的知识都有深刻的理解，做到“知其

然”并“知其所以然”，而且数学基础也很好。特别

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所掌握的知识能融会贯通，巧妙

娴熟地解决实际问题，犹如“庖丁解牛”。对于极为

复杂的物理问题，他总能细化分解，分清主次，抓住

主要矛盾，很快得出定性估计的结果，并提出定量计

算的途径。当年在氢弹原理突破的攻坚战过程中，他

这方面的特长，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众所周知，我国

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原理的突破仅仅花了两年零

两个月时间，这个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在那个“激

情燃烧的时代”，一支由老一代科学家率领的理论队

伍，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

各人献计献策，为突破氢弹原理进行了多路探索。老

于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分析了极为复杂过程的本

质，分清问题的主次，利用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和有限

的数据，通过对数值模拟计算的深入系统的分析，透

过现象抓住本质，发现实现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

找到了突破氢弹原理的技术途径，逐步形成了从原理

到构形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然后将此方案与实验、

设计、工程等方面专家进一步讨论，经过了一些关键

问题的实验检验和材料加工的准备，终于很快就完成

了场地正式原理试验的准备工作。

老于一贯认为，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正确与否都必

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因此，他十分重视理论和实验相

结合，以实验检验理论。一切计算机数值模拟计算结

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依赖于人们对所模拟的关键物

理过程是否有深入正确的认识和描述，以及所用的物

理参数是否正确，这些都源于必要的基准实验，整体

模拟程序也需要通过分解或综合实验的检验。在发展

核武器的过程中，他是大多数核武器物理设计的主要

负责人。在设计过程中，他不仅十分重视用各种分解

实验来检验物理设计所用的数值模拟程序和参数的正

确性，而且还亲自抓核爆过程的诊断和理论分析。正

是由于及时开拓并发展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国每

一次核试验都能取得大量第一手的实验数据，进而推

动理论设计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仅用了 46 次核试验

就跻身于世界核武器物理设计先进行列。

老于对每一次核试验都要求有明确的目标，能大

我的良师益友——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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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地提高认识水平，取得尽可能大的科技进步。为

此，他亲自安排各种诊断项目，讨论实验方案和布局，

并在实施过程中落实。所以在每次核试验结束后的总

结分析大会上，大家都满心期待老于的发言，他总是

从本次试验的目的、要求开始，讲到每个诊断项目的

实验结果提供了哪些重要信息，从而使我们提高了对

那些问题的认识，以及下一步应该怎样做的设想。所

有与会人员往往都会有共同的感觉，“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老于十分重视我院事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和顶层设

计。1986 年，他与病中的邓稼先院长一起，分析了当

时的国际形势和先进核国家核武器发展水平，预测可

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全面禁核试。根据我国当时核武器

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不及时做好应对准备，一旦签订

禁核试条约，就可能使我们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

为此，他们向国防科工委上书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这

意见很快得到上级的认可，也成为我院此后十年的努

力方向，并在这十年中取得了重大的科技进步。20 世

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我院曾多次召开过战略发

展研讨会。每次会前他都做了精心准备，会上从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责任感出发，对形势、任务和科

学技术问题进行精辟透彻的分析，指出我们应该做些

什么，怎么去做和前一段工作的不足之处。老于的发

言对我院制定比较客观实际的发展战略起了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进入 21 世纪后，老于虽然年事已高，早

已退出领导岗位，但他仍心系事业，不断提出对今后

主战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老于一直密切关注物理科学的最新进展，反应极

为敏锐，勇于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他具有深厚的物理

学功底，能准确了解每个新事物的目的、意义，以及

与我院事业的关系等。早在 20 世纪激光发明以后，

他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种使能量在时空中高度压

缩的技术，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创造出瞬时局部的高温

高压，实现与核爆相类似的物理环境。于是在 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就开始利用激光做能源，进行核爆过

程的模拟研究探索。随后又开拓到惯性约束聚变、自

由电子激光、X 光激光等新领域。这些都是在他的倡

导下，我院陆续开展的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我院已建成了相关的理论、实验、技术和工程队伍，

为我院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老于一直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早在近代物理所工

作时，我就听过他讲的统计物理课程。1958 年夏天，

他和北大教授合作，为高校的原子核理论讲习班授课，

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进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后来，这当中的不少人成为这个领域的骨干。老于调

到九局工作后，他深刻地理解到像我院所从事的大科

学工程研究，需要大批优秀青年人参加，为此他和其

他老一代科学家一起，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开了

不少专业课和专题讲座，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所承担的

科研工作。

老于一向醉心于科学研究，淡泊名利，在科技界

有口皆碑。他从事科研工作六十多年，在基础研究和

完成国家重大任务过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

了巨大成就。在我看来，无论就人品、能力、水平、

贡献和成就而论，老于获得这项殊荣都是当之无愧的。

今天我应邀写这篇文章，愈是回忆往昔，愈是深感这

位良师益友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文中所写只是

他突出优点的很小一部分。也希望藉由此文，向他表

示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并祝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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