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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在中国备受关注 

——纪念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70 周年
王洪鹏

（中国科学技术馆    100012）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从

1942 年到 1945 年，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为了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

出原子弹，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集中了几乎全世界最优秀的科

学家，使用了巨额军费，历时 4 年，

成功研制了原子弹。

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也使参

与研制它的科学家有一种负罪感。

爱因斯坦说过：“参加过研制这种

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

学家，即使不算犯罪，也被同样的

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能不一

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

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

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政府，使他

们明白，他们肯定会引起不可言喻

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

态度，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

划安全的未来。”1945 年 8 月，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日

本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原子弹轰炸的

国家。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使人

们一听到原子弹 3 个字便不寒而

栗、闻而生畏。“原子能”或核能

一度被曲解为核武器的代名词。中

国作为距离日本最近的交战国之

一，对原子弹威力的感受尤其强烈。

笔者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对我国关

于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产生的反响

进行了梳理，以此文再现当时中国

人的原子弹梦，以飨读者。

一、原子科普图书出版热

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之前的几

年，我国出版发行的原子科普图书

比较少。杨昌俊在 1945 年 8 月 20

日的《中央日报》上就曾撰写以

《原子弹》为题的文章，说他“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即曾搜集德、

英、美杂志文献，注意此一问题，

惜乎英美参战以后，此类文献，殊

少见到。”有关原子物理研究进展

情况，由于战争阴云密布，当时在

国外已属秘密，在国内此类书籍更

是凤毛麟角了。

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我国

出版界反应及时，与原子弹和原子

能相关的学术著作，成为不少学者

和机构编著与译介的对象，很快形

成了原子科普图书出版的热潮。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 1945 年 8 月

至 1949 年之间，包括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国防部第六厅在

内，各种官方机构或学者共编著或

翻译了《原子弹》、《原子能与原

子弹》、《原子能研究》、《原子

能论丛》等 41 部图书。从图书内

容来看，覆盖了与原子弹相关联的

方方面面，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情形以及受伤

人员的治疗经过、原子弹的防护、

原子弹的发明史、原子弹的构造和

基本原理、原子弹对军事的影响、

原子弹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美国比

基尼原子弹试验、原子能的和平利

用、原子能的国际管制等。章康直

翻译的《军用原子能》一书，还收

录了已经解密的美、英和加拿大等

国家有关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最新

报告。

二、中国媒体对原子弹轰炸

日本的报道

原子弹史无前例的破坏性令

中国人无比震惊，可以说广岛长崎

蘑菇起，赤县神州皆震撼。原子弹

先后在广岛、长崎爆炸后，相关消

息立刻在中国各大媒体上疯传，刊

载这些文章的报纸被人们争相传

阅。曾昭抡在《正义报》上发表的

《从原子弹说起》的文章中对此描

述的非常详细：“素来不讲究科学

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

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

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

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

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

子弹所掩盖。”茅以升这样形容媒

体对原子弹的追捧：“现在报章偏

重政治、经济，忽略科学新闻，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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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如原子弹，则刊载特多，其

他则视若无睹”。

原子弹爆炸仅仅一周，日本即

宣布战败投降，艰苦卓绝的持久抗

战遽然结束，这使国人对原子弹的

威力感触至深。国人之所以如此关

注原子弹，既是因为媒体对日本被

炸惨状所进行的极富场景感的生动

描述，也与其对中国战局的巨大影

响有关。1945 年 8 月 8 日的《中

央日报》援引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

即“人类理想中最有威力武器之新

式原子炸弹，已对日使用。此项‘具

有宇宙间基本力量’之革新武器，

具有大于 20000 吨 TNT 之威力，

较英国 11 吨‘地震式’炸弹之爆

炸力多 2000 倍”。同时还援引美

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话，对原子弹

的破坏作用进行介绍：“新原子炸

弹之爆炸力‘实属不可想象’，并

预料其对缩短对日战争将为‘一极

大之帮助’。”负责战后经济接收

的邵毓麟回忆说，“对日胜利，随

着原子弹的闪光，如疾电般的‘袭

击’我们，连迎接胜利的准备时间

都没有，因此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

和政务工作，政府在事前没有建立

制度，研究计划，更谈不上人员的

训练”。

除了原子弹显示出的巨大破

坏性外，核武器对于未来战争模式

的改变也是舆论焦点。《中央日报》

发表社论，称“原子的爆炸力与铀

的动力控制与使用，直到今日终成

事实。这一事实，是科学的大进步，

也是武器的大进步……将促成科学

与军事的革命的变化”。该报还预

言原子弹爆炸将对科技发展方向产

生重大影响——“这例将要使战争

方法革命，或竟足以消灭战争的新

武器，指示着人类顷又进入物理学

新世界”。 

中国报界当时还发表了很多

科学家撰写的原子弹的专题文章，

对原子弹的破坏作用进行了介绍。

1945 年 8 月 15 日，施士元在《中

央日报》发表《论原子炸弹》，认

为“第一颗、第二颗原子弹都在日

本爆发了。威力之大，死亡之多，

举世震惊。英美国家在从事研究计

划之前，绝对保守秘密。而于制造

之际，亦讳莫如深。待既经应用之

后，虽于其威力大小，动员工作之

人数等有报告。而对于炸弹本身则

秘而不宣布，谜一样的武器，当然

是划时代的发明。”曾昭抡在《正

义报》发表的《从原子弹说起》的

文章中对原子弹的破坏作用也做了

评述。“日本人民，不幸成为此项

新武器的试验品。两枚原子弹炸死

几十万人……被炸地点数十年内不

能有生物存在一说，虽未免言之过

甚，但是若干时间以内，没有人愿

意冒险去广岛或长崎居住，却是很

显然的。”

原子弹破坏作用既然如此之

大，它的原理是什么，内部构造是

什么……这些问题就像谜一样笼罩

在国人心中。在对原子弹的武器功

用表达了足够多的新奇之后，媒体

开始转向原子弹的技术原理。1945

年 8 月 8 日的《中央日报》介绍了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先

驱者奥本海默和劳仑斯。“渠（劳

仑斯）为致力研究此项新武器之主

要先驱者之一，曾于 1939 年因其

原子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金。在发展

原子炸弹之发明经过中，劳仑斯博

士曾对加州大学物理教授欧本海默

（罗伯特 •奥本海默）博士倍加推崇。

欧本海默博士现正在新墨西哥州之

落沙拉姆斯。此项炸弹曾在该处首

先试验。劳仑斯博士称：‘此项炸

弹之发明，应归功于欧本海默协助

中之明慧、灵感与领导力。’”1945

年 8月 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关

于原子弹》的读者来信，“这两天

报上用很大的篇幅登了原子炸弹的

消息，但我们还不明白，这种炸弹

是什么样子？它的制造原理及过程

为何？为什么有那么广大的威力？

对于战争所起的作用究竟怎样？是

否可以给予一个答复？”《解放日

报》在答复读者来信中把原子弹的

制造原理、爆炸威力及在战争中所

起的作用，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

尤其可贵的是在答复读者来信中

指出了“原子炸弹绝不是万能的

武器”。

当时，中国科技人员不但自觉

承担起普及原子科学知识的任务，

而且积极借鉴，互相鼓励，号召中

国的科学家开展原子科学研究。例

如，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央日报》

的《原子弹》文章结尾就这样说：

“值兹社会人士如入五里雾中，莫

测高深之际，特为整理资料，撰成

此文，介绍国人，祈望我国科学界

前辈，更做进一步研讨。”这篇文

章还介绍了发现原子弹制造原理的

来龙去脉。

除了对原子弹的军事价值和

政治意义进行报道外，中国报界对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提出了很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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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至对原子能利用的前景进行

了大胆预测。1945 年 8 月 13 日的

《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作

者就很有远见地预测原子能的和平

利用将更受关注，他指出：“关于

‘原子能’在工业上的应用问题，

我们相信，在战后一定会作更进一

步的研究。” 

三、原子物理科普热

有关原子弹的内容，成为当时

中国人非常热门的话题，竺可桢和

胡适的日记中都多次提到原子弹。

社会上不但出现了“原子笔”、“原

子弹”烟标，还有关于原子弹的字

谜。这个字谜说的是日本无条件投

降之后，重庆的知名人士曾举行了

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活动中有一

项目为猜谜语。其中有一谜语为：

日本投降原因（打一位中国古人的

名字）？有一“聪明”的亲美人士

猜为“屈原”，意谓日本投降系屈

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另一“更聪

明”的亲苏人士则立即反对说：“不

对，是‘苏武’！意谓是苏联的武

力使然。物理学家吴有训认为双方

的答案都大谬不然，最正确的答案

应是“华佗”。华者中国也！佗者，

负重也！他认为正是中国人民的负

重抗争，顽强抗击，美苏才可能以

逸待劳，给日本以最后一击。

当时在我国还很时髦的电影，

也为原子科学知识的普及做了力所

能及的贡献。《科学》杂志为上海

市商会放映的科教影片《原子物理

学》做了详细的介绍：“上海市商

会于 2 月 20 日下午 6 时及 8 时放

映《原子物理学》影片 2 场，该片

为世界唯一研究原子能发展及其历

史之巨作。”

当时有的中学还为学生开设

了有关原子弹的科普讲座，使学生

对原子弹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例

如，湖南省首批物理特级教师游新

金就是在听了物理老师刘大栋关于

原子弹的讲座而立志走上物理学研

究道路的。

国内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宣讲

原子能的原理与利用前景。物理学

家施士元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及其下

属的工矿企业及军事单位，宣讲原

子能与原子弹的原理。1945 年底，

化学家卢嘉锡刚返回上海，就被高

校和社会组织邀约，结合结构化学

对原子弹的结构与原理进行宣讲，

为此还获得了“原子弹”的绰号。

尽管卢嘉锡的专业并不是核物理，

仍然有不少年轻学子投奔其门下，

要求学习核能与核弹研究。1948

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回国。应

中央研究院、上海市立科学馆和中

国物理学会等邀请，两人多次宣讲

“原子能科学之近期进展”。回北

京后，还每周在中法大学开办一次

核物理讲座。束星北、王淦昌在浙

江大学专门为学生开设了“军事物

理课”，为了给学生一个直观印

象，他们还专门画了一张原子弹原

理示意图，形象地讲解了原子弹的

原理、威力、危害和防护方法。王

淦昌在原子弹爆炸的当月还为学生

做了《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

告。王淦昌的报告深入浅出，非常

精彩。浙江大学物理系几乎所有人

都参加了报告会，其他系也有很多

人参加。吴有训给西南联合大学的

师生和昆明知识界人士做了一个关

于原子弹问题的科普报告，这场报

告有上千人参加。

四、国民政府的原子弹之梦

从 1945 年秋开始，国民政府

就着手选派学者，赴美学习与原子

能相关的科学。由蒋介石特许，军

政部部长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筹

划，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王

瑞酰、孙本旺等人先后到美国接受

核科学教育。这几位中国学者曾想

进入美国有关原子弹研制的科研机

构，以完成当初设想的在中国建立

相关机构的计划。但是，由于美国

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这些

中国学者想到相应的机构进行考察

与学习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于是，

他们分别到美国各大学从事研究与

学习了。国民政府试图制造原子弹

的计划，最终是流产了。但是，无

意之中，这次选派留学生提前为新

中国研制原子弹培养了人才。朱光

亚 1950 年 2 月获得博士学位以后

回到了新中国，成为新中国原子弹

研制工程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国原

子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1951 年 5 月，商务印书馆出

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

武器》，书中详细介绍了原子能的

发展、原子弹的研制、氢弹的秘密

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论述这

方面知识的早期著作之一。

中央研究院曾试图延聘上海

自然科学研究所佐藤秀三等日籍科

学家，从事核武器研究，由于遭到

研究人员反对和社会舆论压力而作

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学还有一

个合作开展研究原子物理以制造原

子弹的计划，打算在南京九华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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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原子核实验室，意图建立一个核

物理的研究中心，即所谓的“数理

化中山计划”。钱三强、梅贻琦和

胡适等，原拟由北大、清华等名校

合作组建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但

尚未成事就遭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

的干预，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合

作不畅，最终失败。胡适为了在北

京大学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还

曾经统计了我国的原子物理人才。

他当时提到的 9 位科学家中的 5

位：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张文

裕和张宗燧后来相继回到国内 , 确

实对新中国原子物理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尤其是钱三强还请北京

大学出版社翻印了他从法国带回来

的 3 本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文献。

以后，这 3 本书成了新中国原子核

物理扫盲班的基本教材。新中国一

批又一批核物理学家就是先消化吸

收这 3 本书才走向原子世界前沿阵

地的。

涉及蒋介石与原子弹还有另

一件事：1946 年 8 月 6 日，顾毓

琇在美国访问加州大学的劳伦斯教

授。据朱光亚回忆，劳伦斯当即向

顾毓琇表示，乐于协助中国建造加

速器。顾毓琇随即报告蒋介石，请

求蒋介石“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

子试验器”。蒋介石答应批拨 50

万美金，作为研制原子弹的经费。

然而，国民政府已经日见危难，50

万美金的原子科学研究经费只能是

空头支票。

五、中国共产党对原子弹的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为

开发核武器做着缓慢但卓有成效的

准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开始注意原子

弹的有关信息。据史料记载：1944

年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网得到消息，

美国正在实施一项旨在制造一种

“超级炸弹”的秘密计划。原子弹

爆炸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刊载

文章，称原子弹为“战争技术上的

革命”，并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

式，介绍了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及其

作用。原子弹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

讨论最为热烈的日常话题之一。常

青山 1945 年 3 月在延安自然科学

院学习，他写的回忆录《一九四五

年的自然科学院》就提到对原子弹

的争论。“那时人们是很关心时事

政治的，思想也是十分活跃的。如

对美国原子弹的争论，中国革命前

途的争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

爆发的争论等，除小组讨论外，还

组织全院师生的辩论，会上各抒己

见，不作结论。”

1946 年，中国共产党情报部

门就明显地开始系统吸收在海外的

中国核科学家和火箭专家，最终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召回了

在西方有声望的研究机构工作的大

约 200 名中国科学家。他们对于在

1964 年实现中共领导人早在 20 世

纪 40 年代中期就提出的核设想起

了重要作用。《国际防务评论》对

此也有所记载，“在新的武器首次

使用和关于德国 V—2 型导弹情报

在战后透露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

很清楚，这些新技术将对他们的安

全造成严重的威胁。革命胜利后，

必须使新中国有能力开发这些新

技术以保证其安全与独立，这是显

而易见的……因此，他们决定招募

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

一直受到西方技术的培养，并可

能参与了导弹或核武器计划。”

例如，1948 年 2 月，钱三强在巴

黎会见了中共欧洲中国工作组党

组书记刘宁一，交谈了准备回国

的情况，刘宁一赞成钱三强回国

后到北方工作的想法，并介绍了

国内形势，认为不久国内形势将

会发生大变化。

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后，

世界拉开了核军备竞赛的序幕，核

战争的阴云也笼罩着人类。“纸老

虎”的观念虽然仍在共产党内部盛

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者很清楚“超级炸弹”的威力及对

我们的威胁。为了巩固政权，保卫

新中国安全，“以核制核”是当时

唯一有效的自卫途径。中国需要和

平，但和平需要武器。中国共产党

人坚信列宁所说：“一支军队不准

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

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

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

是犯罪的。”在国外，坚决反对美

国核讹诈政策的世界和平人士也希

望中国掌握核武器。1949 年 3 月，

中国共产党即将进京赶考，周恩来

在西柏坡签发了一个电文，拨款 5

万美元给钱三强赴法购买研制原子

科学的仪器设备和相关文献。尽

管 5 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

需，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共产

党人的远见卓识，一举之中昭然天

下。1950 年，皮埃尔 •居里对即将

回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你

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

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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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

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毛泽东同志既蔑视又积极追

求核武器的态度，表现在他的著名

军事格言中：“在战略上，我们必

须蔑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必须

重视敌人。”为了蔑视拥有核武器

的敌人，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纸

老虎”，原子弹甚至不能消灭比基

尼岛上的所有的猪；在战术上重视

敌人，毛泽东积极发展中国的核武

器，最终使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

成功。

后记

可以说，研制原子弹的梦想，

从原子弹在日本刚爆炸的那一刻起

就萦绕在中国人心中。我国老一辈

科学家受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巨

大震撼，试图发展我国的原子科

学，来制造原子弹。他们也提出了

在旧中国发展原子科学的种种设想

和建议，但是因为缺乏实行的现实

土壤，虽然很有远见，也只能是纸

上谈兵。可喜的是，我国科学家知

难而进，积极开展原子物理研究，

使我国的科学薪火相传，为新中国

研制“两弹一星”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科学家们还通过各种途径表述

了对原子弹的看法，间接或者直接

的普及原子物理知识，在社会上迅

速形成了一场关于原子弹的原子物

理科普热。这些科学家对原子弹所

进行的宣传和讨论，对于帮助中国

人正确认识原子弹、推动科学文明

的进步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4 年 10 月，我国成功地爆

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 6 月，

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

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到氢弹爆炸试验

成功，我国仅用了 2 年零 8 个月的

时间。1970 年 4 月，我国第一颗

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研制“两弹一

星”是我国在 20 世纪 50 ～ 60 年

代做出的重大决策。为了实施“两

弹一星”工程，可谓举全国之力，

动员和组织了近千家单位、上万

名科技工作者参与。彭桓武院士

就曾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

当场赋诗：“不是工农兵协力，

焉有数理化成功？”“两弹一星”

工程的成功不仅为新中国的发展

赢得了长期安全的和平发展环境，

也为新中国赢得了受人尊重的大

国地位。

封面照片说明：

碳纳米物质：癌症干细胞的

“狙击”手

肿瘤干细胞被认为是肿瘤复

发的“种子”。寻找能有效靶向杀

伤（“狙击”）肿瘤干细胞的方法

与药物，被认为是人类攻克肿瘤的

新希望。最近，中科院的研究者巧

妙利用碳纳米材料 Gd@C82(OH)22

在肿瘤表面的富氧微环境（丰富的

肿瘤新生血管）和肿瘤深部的缺

氧微环境中的去质子化和质子化

的转变，实现对肿瘤干细胞的“狙

击”作用：高效清除肿瘤干细胞，

终止肿瘤的发生和转移。最为重

要的是，Gd@C82(OH)22 对正常干

细胞没有杀伤作用和毒性（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5988）。

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该团队

成功实现了 Gd@C82(OH)22 对肿瘤

微环境（肿瘤生长的“土壤”）

的直接调控，避免了肿瘤细胞的

抗药性（PNAS 2010），高效抑制

肿瘤的转移并超越传统药物分子

与靶分子作用的化学原理（PNAS 

2012）。 而 Gd@C82(OH)22 高 效

抑制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肿瘤干细胞是肿瘤复发的“种子”。

封面图片为直径约 1 nm 的

Gd@C82(OH)22 结构以及表面电子

云分布示意图。

                        （赵宇亮 / 供稿）

封底照片说明：

“钻石星球”

说起钻石，每一位相爱中的女

人都渴望得到它，这不仅因为它拥

有光芒四射，耀眼无比的钻石之火，

更因它清澈无瑕，是纯洁爱情的象

征。但因为钻石资源极其稀少，其

价格一直很高。而前不久，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戴维 •卡
普兰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一颗

与地球一样大小的“超大钻石”，

那是一颗与地球体积相仿的星体，

是利用美国国家天文台绿岸射电望

远镜和超长基线阵列射电望远镜观

测到的。这是一颗恒星，是目前观

测到的温度最低、最暗淡的白矮星，

其主要成分是碳和氧，所含的碳结

晶使其成为“钻石星”。白矮星在

数十亿年里逐渐冷却和暗淡，这颗

恒星与银河系诞生于同一时期，大

约在 110 亿年前。这颗“钻石星”

温度不超过 2700℃，距离地球大

约 900 光年，由于光亮度较低，在

广袤的宇宙，很难发现它的身影。

（博文 /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