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天空一颗璀璨的星 � 贺黄祖洽院士八十华诞
萨本豪 � 胡华琛 � 何汉新 � 苏宗涤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 � 今年 10月 2日, 是黄祖洽院士的八十寿辰, 黄

先生以其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祖国的核事业,

在原子核反应堆理论, 核武器设计等方面建立了不

朽的功绩,我们在此祝愿他老人家健康、幸福、长寿!

黄祖洽院士如何以其敏捷的思维、孜孜的追求、

顽强的毅力、高度的自信和独到的治学精神, 由普通

的学子成长为一位知名科学家,已有文章介绍;黄祖

洽院士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贡献, 已有文章

给了很高评价。我们都是黄先生的学生, 谨以他领

导下在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

多年研究工作的亲身经历写下此文以表达我们的敬

意和祝贺。

一、原子核反应堆物理的奠基者

黄祖洽先生和李政道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同班同

学,他们在班上都是佼佼者。黄先生对理论物理基

础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 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抱负, 也

有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良好基础,并且已经在宇宙

射线理论和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显露过才华。

1953年为了发展我国空白的原子核反应堆事

业,钱三强先生安排他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黄

先生毅然放弃自己的兴趣服从国家需要,全力以赴,

很快就进入角色。1955年他与导师彭桓武院士一

同被派遣去前苏联实习核反应堆理论计算。在实习

中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在重水堆临界大小设计

中,曾因纠正当时苏联反应堆物理权威加拉宁教授

的一个错误而受好评。

1956年黄祖洽先生从前苏联回国后与彭桓武

先生一起, 带领北大技术物理系第一期毕业生郑绍

唐、胡华琛以及蔡少辉、黄锦华等学习输运理论并开

始作有关核反应堆的理论工作。由彭先生讲授热中

子反应堆理论, 黄先生指导他们做核反应堆物理计

算。后来彭先生因担任原子能所副所长, 主要精力

转向所务, 开拓原子核反应堆物理的担子主要落到

了黄先生肩上。1958年萨本豪、梁文基、叶宣化等

北大技物系第二期毕业生分配到黄先生为组长的核

反应堆理论组。黄先生亲自讲授热中子反应堆及输

运理论,挑起了授课和带领大家搞科研的两副重担。

那时黄先生只有 32岁, 但已能成功地领导十余名大

学生进行工作了。

为了准备计划于 1958年建成的前苏联援建的

重水反应堆的临界实验及此后的运行, 黄先生制定

了 4套临界方案, 指导大家对这些方案进行临界大

小与动力学方面的物理计算。他还亲自参加了这一

重要实验。这些工作为我国第一座反应堆的安全运

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先生为了让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 仅做过习

题,从未做过工作量大又这么重要的物理计算的学

生,练出一个对待理论设计的认真作风,每个重要参

数都安排两个人分别平行计算。那时没有电子计算

机,主要工具是计算尺加上一台手摇计算机。而那

段时间又恰逢反右派运动接着又是双反运动,白天

时间没有保障,大多靠晚上挑灯夜战。1958年全国

各省市纷纷派人来反应堆理论组实习, 包括实习人

员在内最多时大组人数超过 30人。人多虽是好事,

但对于当时也还年轻的黄祖洽先生来说率领这支队

伍谈何容易啊! 可喜的是这些来实习的同志后来都

成为全国各地的原子能事业的骨干, 黄先生桃李满

天下。

继重水堆之后,彭桓武及黄祖洽两位先生又带领

我们承担起潜艇用核反应堆的物理设计任务,他们俩

分别主持每周一次的 Seminar (学术讨论班) , 由大家

轮流报告世界各国实验和动力堆的研究发展情况。

在此基础上经大家艰苦奋斗,核潜艇动力堆选型问题

很快就解决了。此外,黄先生还组织我们对高温气冷

堆、轻水堆和均匀堆等进行过探索性的物理设计。

黄先生以其长期从事核反应堆和核弹理论工作

的丰富实践经验, 结合个人的创造, 80年代后撰写

了 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及 输运理论!二本专著。
这两本书和在他领导下完成的大量开拓性工作, 以

及他对我国反应堆事业的贡献, 充分表明了黄祖洽

院士是我国核反应堆物理的奠基人。

二、两弹事业的功臣

1960年秋, 原二机部领导决定: 鉴于某院忙于

原子弹的技术攻关, 由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在氢弹理

论研究方面先行一步。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的钱

三强先生立即在原子能所贯彻实施, 在原子能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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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今十一室)组建了氢弹理论预研组。由黄祖洽先

生任组长,他率领蔡少辉、萨本豪、刘宪辉扬帆启航,

白手起家, 靠有关物理书藉的学习和杂志文章的调

研,浩瀚大海觅木舟、字里行间寻启迪。

不久,刚从莫斯科联合核子所回国的何祚庥院

士调入氢弹理论预研组, 大大充实了我们组的力量。

又过了不久,也就是 1961年黄先生受命兼任某院理

论部副主任,直接参与原子弹攻关的前后,于敏院士

即被任命为氢核理论预研组的副组长。于先生也是

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起来的卓越的原子核理论物

理学家,这一任命显然对预研组至关重要。又差不

多同时,卓益忠、王德育等数人也调入预研组, 再次

充实和加强了这支队伍。最大的一次扩充要算

1963年; 10多名高校新毕业的大学生的加入, 全组

编制近达 40余人。

那时黄先生和于先生都尚年轻, 于先生比黄先

生还小两岁。由他们俩加上何先生的协助带领这么

一班人马,攻克氢弹科学难关,并不容易。但两位组

长配合默契,领导有方,按学科把人马划分数摊。有

研究氢核反应截面的,有研究中子输运的,有研究高

温重物质性质和辐射输运的, 还有研究中子和辐射

流体力学的。他们除分别掌管各摊外, 还不时聚在

一起,沟通各摊研究进展,切磋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难

题,讨论解决的方案; 再带回各摊讨论, 求得问题的

解决。我们大家那时都有强烈的光荣使命感, 奋发

图强拼命工作。那时的十二楼二层东侧, 晚上灯火

通明直至深夜。

黄祖洽先生率领我们近 40名科研人员团结协

作、艰苦奋斗, 在 4年多的时间里, 对氢弹有关的物

理过程,作用原理,以及可能的结构进行了探索和研

究,认清了许多有关基本现象和规律。1964秋还组

织一支强大队伍到上海, 利用华东计算所当时国内

最快的计算机作过一些方案的总体计算, 据不完全

统计当时总共还撰写了 50余篇论文,由科委铅印作

为秘密文件发表。原子能所氢弹理论预研组 4年多

奋战的成果,为后来突破氢弹技术奠定了一些必不可

少的基础,也是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史的光辉一页。

1964年 10月 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

炸,震惊世界。1965 年初为了快速突破氢弹技术,

二机部领导决定:原子能所轻核理论预研组并入某

院理论部, 黄和于两先生都是该部副主任。两股绳

拧成一股,集中力量,形成拳头,集智攻关,只用两年

零八个月实现了从原了弹到氢弹的跨越,于 1967年

6月 17日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成为继美、

苏、英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强国,而且创造

了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世界记录。

今天当我们以骄傲的心情回忆这段征程的时候,

不禁涌起对组长当时率领我们征战的感激心情,更为

他们为我国两弹事业建立的功勋再次拍手欢呼。

三、核数据编纂与科研的倡导者

黄祖洽院士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实践, 使他深深

体会到核数据编纂与科研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

60年代黄先生就在一次核物理学术会议上呼吁:加

强对在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研制中有重大意义的核数

据的实验测量和理论计算工作。70 年代他正式向

核工业部有关领导提出报告,建议组织和开展核数

据编纂和科研工作,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促成了中国

核数据中心的正式成立,他一直是该中心的顾问。

中国核数据中心的成立, 从开头的艰苦创业时

期,到发展的每一重要环节,黄先生都为它倾注了心

血。起步阶段,因基础薄弱, 困难很大, 黄先生鼓励

我们要#垦荒种地∃。核数据工作的起步阶段,好比

是开荒。不开荒、播种,哪有秋天的收获?

黄先生也极力推动与核参数事业有紧密联系的

少体理论研究的开展。1978年他在庐山举行的第

三届全国核物理大会上作了#核三体问题研究进展∃
的评述性报告。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 无

论是大学的老师, 还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渴望寻

找研究课题来做; 他的报告引发了高等院校和研究

所的许多学者对核少体问题的关注, 并着手于这方

面的研究。在黄先生的倡导、支持、关心之下,从 70

年代末到 80年代, 每二年还召开一次会议;对活跃

学术思想、交流成果起到积极作用。此后,有不少学

者在核少体理论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80年代初,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反映各协作单位

在第一期核数据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文集。关于

此文集的名字在编辑部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有的

名字太空泛,名不符实; 而有的又过于狭义,不能涵

盖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内容。征求过许多意见,也没

有能得到过大家满意的名字。后来征求了黄先生的

意见,他在了解了文集内容后建议用#核反应理论方
法及其应用文集∃。这一名字提出后,大家都认为再

贴切不过。该文集至今都是核数据理论工作者的一

本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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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 � 2004年的 现代物理知识!继续设有物理知识、

物理前沿、科技经纬、教学参考、中学园地、科学源

流、科学随笔和科苑快讯共 8个栏目。欢迎大家向

这些栏目踊跃投稿。

恳请大家注意如下几点: 稿件最好用微机打印,

请单面打印并留 1. 5倍的行距, 不能打印的请用方

格纸以正楷誊写; 外国人名地名, 请译成中文, 有必

要保留外文名称时则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将外文用括

号括在中译名后面,图表中的外文也尽可能译成中

文;插图须在文稿中的相应位置标上编号,手绘插图

线条及图中标注文字务必整洁清晰;文稿无需附#参

考文献∃#摘要∃#关键词∃等,但务必附上英文题目和

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写法;无论网上或邮寄投稿, 务

必将联系人姓名、详细地址、邮政编码以及电话、电

子邮箱、传真等联系方式全部书写清楚;网上投稿请

以 ∀W∀o∀r∀d文件(扩展名 ∀D∀O∀C)附件发送;请注意语言规

范,例如, #其它∃一律改为#其他∃, #公里∃改为# 千

米∃, #公斤∃改为#千克∃, 数字和百分数尽量采用阿
拉件数字,除了书刊名称用书名号外,一般文章的题

目则用引号。

从 2003年第3期开始,每期的扉页上都刊登本

刊的电话、传真、网址和电子信箱, 欢迎各界人士与

我们联系。 现代物理知识!的读者对象颇为广泛,有

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学管理干部、大学生、中

学生和其他物理学爱好者。欢迎各界人士继续订阅!

在邮局漏订或需要过去杂志的读者,请按下列价

格汇款到 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 100039, 北京 918信

箱现编部)补订。1992年合订本, 18元; 1993 年合订

本, 18元; 1994年合订本, 22元; 1995年合订本, 22元;

1996年合订本 26元; 1994年增刊, 8元; 1996年增刊,

15元; 1997年合订本, 30元; 1998年、1999年合订本已

售完,尚有1999年 1、4、5、6期单行本,每本 3元; 2000

年附加增刊合订本, 38元; 2000年增刊, 10元; 2001年

合订本, 48元; 2002年合订本, 48元; 2003年合订本,

48元; 2004年每期 7元,全年42元;  奇异之类 � � � 盖

尔曼传!, 32元;  反物质 � � � 世界的终极镜像!, 18元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哲人石∃丛书最近出版的两

本)。以上所列,均含邮资或免邮资。

� � 随着核物理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 需要建

立核基础数据库和数据资源共享的平台。当我们为

此征求黄先生意见时,他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 并

以他的睿智写下这样一句话鼓励我们: #此议甚好,

是为原子核物理和天体物理等交叉学科奠定基础的

一项工作, 值得组织进行∃, 还再三嘱咐我们要将此
事坚持下去,一定要做好。

四、后学的楷模

刘寄星和何汉新是黄先生文革前的第一批研究

生。当时黄先生还兼某院理论部副主任, 工作非常

繁忙。他每月一次到原子所指导研究生。他时常教

导学生:搞科研首先要勇于创新, 要善于独立思考,

要努力刻苦钻研, 同时要严谨踏实, 一步一脚印; 并

对学生谈了他自己当彭桓武院士研究生时的亲身经

历。当时,彭先生出的论文题目原是#氟化氢分子的
量子力学计算∃,并让他用哈特利- 福克方法求解,

可是他却巧妙地用变分法得出了结合能的近似解,

得到了彭先生的赞赏。他以此鼓励学生要敢突破框

框,勇于创新。

黄先生不仅对他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 对他手

下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他时常不辞辛苦找手下工

作人员单独汇报和指导工作。一旦发现错误,便直

截了当地指出。这使一些人一时感到难以接受。黄

先生的这种脾性, 也曾为自己惹过不少麻烦;但是他

认为这对后人成长只有好处、决无坏处。我们这些

过来人,也深深地体会到:导师的严厉对自己是最好

的鞭策。不严格要求, 一时轻松过关,最后只会落得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黄先生淡泊名利, 不敛权力,从来与人无争。80

年代初,他应领导的安排回来兼任原子能所副所长。

来所的日子,有事在所里,无事就和我们一块研究重

离子反应。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所任所长后也是这

般。他还极开明, 到时主动让位, 放心让后来者接

班,而且从不再干预;回头专心致志继续攀登科学高

峰。黄先生这种直到老耄仍然孜孜不倦, 拼搏追求

的精神也许源自他导师彭先生的传统, 而通过他的

身传言教,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

凡黄先生要求我们的, 他必首先做到。他自己

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实事求是、严谨治学、认真细

微、工作可靠、不盲从有创见,始终奋战于科学第一

线,以自己言行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学者,

不愧是后学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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