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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密缘故，两弹突破的历史视频和照片资料一向稀缺。为弥补遗憾，2010 年，亲历者李德元先生指导创作大型油画《当代英雄》，再现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时期民主讨论场景，前排围桌者左起：周毓麟、邓稼先、彭桓

武、周光召、朱光亚、程开甲、秦元勋、郭永怀。周毓麟与邓稼先身旁站立者、书写者、倒水者代表众多科研人员。于敏并未在内，当时他还未调入九所。

1982 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
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荣获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由于对署名作者的人数限制，该
项成果只署名了 9 位科研集体的代表。著
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是当年分管核武器
理论研究的领导者，位列第一。其余 8 位，
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周毓麟、秦
元勋、江泽培及何桂莲，是二机部九所理论
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前身）
的业务主任和副主任，这 8 位大专家也被
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八大主任中,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

祖洽是物理学家，周毓麟、秦元勋、江泽培、

何桂莲是数学家。

邓 稼 先 最 早 被 二 机 部 领 导 选 中 ， 于

1958 年 8 月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入

理论部任主任，后任九院院长。1986 年，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邓稼先在手术间隙还

和于敏一起为国防事业发展向中央建言。

他为核武器事业做作出巨大贡献，是核武

器研制事业的光荣代表。

周光召于 1957 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

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在高能

物理、粒子物理方面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

多年后还不断被引用，但是他主动回国参

加核武器研究。1961 年 5 月他调入理论部

任第一副主任。他在研究所工作 19 年，在

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

的研究设计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是核

武器科技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曾感

慨：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有幸和中国最优秀

的一批青年在一起工作。

黄祖洽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与第一颗

氢弹理论突破中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原在

中国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工作，1960年年

底来九所兼职，当时规定，黄祖洽可以把 401

所的工作带到九所研讨，但是九所的工作不

能向 401 所透露，黄祖洽严格遵守这一保密

规定，被戏称为“半导体”。

于敏调入九所的时间是八大主任中最

晚的，但他在二机部安排下，早在 1960 年

就在原子能研究所与黄祖洽等人开始了对

氢弹理论的预研。原子弹突破后，为加快氢

弹研制步伐，1965 年 1 月，于敏领导的“轻

核理论”小组 31 人合并到理论部，于敏任理

论部副主任。在 1965 年下半年，于敏带领

研究团队突破了氢弹原理。

数学家中，何桂莲调入九所时间较早，

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1956 年从天津市长

秘书岗位调入中科院数学所，1958 年年底

又调来理论部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分

管计算机方面的工作。

其他 3 位数学家，周毓麟、江泽培、秦

元勋有特别的因缘。

周毓麟和江泽培是莫斯科大学数学力

学系研究生同学。他们获得副博士学位后

都回到北京大学任职。1960 年，周毓麟加

入核武器理论研究，1962 年江泽培也从北

京大学调来，主管蒙卡方法。

秦元勋是浙江大学毕业生，1947 年获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0 年从中

科院数学所调来，他和周毓麟共同领导了

数值计算工作。世上就有这样的巧合，周毓

麟和秦元勋同年同月同日生，在调入九所

前，他俩都做过拓扑和微分方程研究，秦研

究点集拓扑，周研究组合拓扑，秦研究常微

分方程，周研究偏微分方程。

秦元勋和周毓麟在原子弹起爆元件设

计中发挥了作为数学家的重要作用，两人

以雄厚的拓扑学功底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

起爆组件的形状和个数，就此建立起理论

指 导 的 模 型 。1961 年 8 月 -10 月 间 ，周 毓

麟负责用冯·诺依曼的“人为粘性法”解决

流体力学方程组计算中遇到的问题，而秦

元勋用他自己提出的“人为次临界法”求解

非定常中子输运方程。

彭桓武先生及八大主任均是从全国各

地调来的物理和数学界精英。他们善于把

握事物本质，抓主要因素，善于运用量纲和

量级分析技巧，对复杂的物理问题作近似

处理，建立各种粗估方法。如彭桓武的多种

粗估公式，邓稼先和秦元勋的威力粗估公

式，黄祖洽为核燃料生产厂提供的“铀水系

统安全质量的建议估算法”等。在大专家们

的带领下，粗估的方法逐步被科研人员掌

握，粗估和精确计算相结合，成为理论部研

究的主要方法。在两弹突破的许多关键时

刻，主任们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如

周光召以“最大功”原理结束了对一个关键

数据的争论，扫清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

重要障碍。于敏在氢弹理论突破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提出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

完整的设想。

八大主任等前辈科学家，其高尚的人

品风范也为后人敬仰，他们在业务上各有

所长，在工作中的分歧和争执不涉名利之

争、不夹带私心，争论出于对国家任务的高

度责任感，事后都能心平气和地对待。

在两弹突破过程中，理论部召开了大

量技术研讨会。工作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及

时地拿到会上“会诊”。这些研讨会当时被

称为“鸣放会”，不论大专家还是大学生，人

人都可以参加，人人都可以发言提出自己

的意见。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前一阶段

工作提意见、“挑刺”，年轻科研人员据理力

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

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

价值的东西，彭桓武就特别喜爱和鼓励有

想法的年轻大学生发表意见。

鸣放会上的气氛十分热烈，大专家以身

作则，争论中经常激烈交锋，面红耳赤。人们

虽然在会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会下依旧

感情融洽、有说有笑。在他们的带动下，理论

部始终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圆满完成国

家的核武器理论设计和核试验任务，造就了

上下融洽、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氛围。

有一次，一位年轻人在黑板前讲自己

的设想，彭桓武先生坐在下面听了几句后

插 话 发 言，那 位 年 轻 人 赶 紧 说 ：彭 公 啊 彭

公，您的思想都包含在我的思想里了。在座

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彭公只一莞尔，并不

在意。

鸣放会让许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明

白了，原来做研究就是要讨论争论的。在参

加完一次会议后，意犹未尽的胡思得对黄

祖洽说，科学家本事真大！黄祖洽语重心长

地告诉他，不能光看热闹，要会看门道，学

会大专家的思维方法，你以后也会成为大

家的。胡思得果然在学术讨论中注意吸收

各家所长，细心琢磨，慢慢地也形成了自己

的一套科学思维方法。

八大主任中，有 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邓稼先、周光召、于敏），有 5 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周毓

麟、黄祖洽），这是一支璀璨而强大的领导阵

容，带出了一支有过硬本领的科研队伍，后

来成为院士的科研骨干多达 10人，还有一大

批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等高级科技人才。

从 1958 年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科技集

体披荆斩棘、日夜奋战，只为建立起中国自

己的核力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先后

突破了原子弹、氢弹，不仅为祖国贡献了战

略威慑力量，还为中华民族凝练了“爱国奉

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

峰”的两弹精神。

九所老所长、数学家李德元先生曾感

叹道：

“这些人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我也很

感慨，有时候历史是很神奇的，它会用种种

办法，把这么一批人，聚集在一起，就创造

了被认为是奇迹的事情。”

誓言无声，初心永恒。“以身许国”“与

子同袍”的担当与传承，虽隔半个多世纪，

将永远激励新一代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

研制核武的理论部八大主任
□ 吴明静 叶筱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今年暑假开学后，徐泽鲲将成为中国

科学院大学（培养单位中科院物理所）光学

专业直博生 。2017 年高考，他和他的双胞

胎弟弟徐泽鹏一个考了 695 分，一个考了

682 分，几家顶尖高校都在争取他。周围人

都说，这么高的分，当然要去学最热的经济

与金融！但两人各怀梦想，举棋不定。时任

国科大党委书记、著名物理学家张杰院士

听说徐泽鲲从小崇拜两弹元勋，想像王淦

昌、郭永怀一样以身许国，便请两兄弟一起

到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参观“中国科学院与

‘两弹一星’纪念馆”。老一代科学家工作的

地方和遗物就在眼前，两人被深深震撼，不

再犹豫，直接将国科大作为自己志愿。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位

于 北 京 怀 柔 。这 里 曾 是“ 怀 柔 火 箭 试 验 基

地”，始建于 1958 年，由郭永怀任院长的原

1001 设计院拆分后的推进剂、试车台部组

建。试验基地的任务是探索和开发用于远

程火箭的高能液体推进剂和发动机的地面

试车工作。正式名称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怀柔试验基地，现位于中国科学院大

学雁栖湖校区内。

当年,在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下，中国科

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参

加相关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

研 人 员 的 2／3。开 拓 了 原 子 弹 氢 弹 事 业 ，

参与了导弹运载火箭事业，奠定了人造卫

星事业，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作出了

重要贡献。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中国科学院

对怀柔火箭试验基地原址进行改造，建设

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出于保密原因，基地当时对外称“北京

矿冶学校”。整个基地由 S1、S2、S3 试验区

以及机械加工车 间、推 进 剂 仓 库、器 材 仓

库、化学楼、生活区等组成。整个基地采用

边 建 设、边 进 驻 的 方 式 。1960 年 10 月 ，科

研人员正式在怀柔开展工作，1963 年完成

所有设施建设和人员配置。

基地投入使用后，马上承担了液氢液

氧 火 箭 发 动 机 的 设 计 和 试 制 任 务 ，并 于

1964 年 11 月在液氢液氧火箭燃烧室试车

台上首次点火成功，这是一项没有任何外

国专家帮助，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自主创新

的原创性工作，是我国首次进行的液氢液

氧火箭发动机的地面试验。随后，集中力量

开展 541 超低空地对空导弹研制工作，在

短短 3 个月时间内就研制出试验弹用的发

动机，并成功进行试验弹发射试验。

目前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

念馆”占地面积约 160 亩，其中展厅面积

1242 平方米。开放参观区域包含 3 个展厅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事业展、中

国科学院“两弹一星”历史人物展、中国

科 学 院 早 期 学 科 历 史 展）、 三 处 机 械 展

区、一处功勋人物展区和空气中爆炸激波

实验场遗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 在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 有 位 好 姑 娘 ，

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地

张望⋯⋯”在广袤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金银滩草原，诞生了脍炙人口的歌

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在这片草

原，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研制核武器的基

地，由此诞生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

神，滋养着中华儿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

际 形 势 ， 为 打 破 核 大 国 的 讹 诈 与 垄

断 ， 也 为 了 世 界 和 平 和 国 家 安 全 ， 党

中 央 果 断 作 出 了 研 制 “ 两 弹 一 星 ” 的

战 略 决 策 。 金 银 滩 草 原 上 的 原 子 城 ，

其 前 身 为 第 二 机 械 工 业 部 二 二 一 厂 ，

是 新 中 国 首 个 核 武 器 研 制 基地，因研

制诞生我国第一枚原子弹和氢弹而被世

人誉为“原子城”。

“党一声号令，我们闻令而动，立

即 赶 赴 青 海 高 原 ， 风 餐 露 宿 、 顽 强 拼

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

艰 难 险 阻 ， 突 破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技 术 难

关，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

就 ， 也 铸 就 了 伟 大 的 ‘ 两 弹 一 星 ’ 精

神。”1961 年年初到原子城，在基地工

作了 32 年的原二二一厂厂长王菁珩说。

高原见证共和国之恋

对新生的共和国而言，研制核武器

可谓困难重重，其中，人才的匮乏是第

一 大 挑 战 。 而 大 批 留 学 海 外 学 子 的 归

来，让这项伟大又艰辛的事业开启了光

明之路。

曾 师 从 国 际 航 空 大 师 冯 · 卡 门 教

授，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郭永怀就因解

决了国际航空领域的“声障”问题而名扬

海内外。虽然在国外有优越的工作生活

环境，但郭永怀还是心系新中国。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美国

当局曾用调查问卷试探郭永怀，如果发

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

写 下 一 个 “ 否 ” 字 。“ 母 亲 虽 然 很 穷 ，

但孩子依然挂念，中国是我的祖国，我

想回的时候就要走！”他坚定地说。

1956 年 ， 突 破 重 重 障 碍 ， 郭 永 怀

回到祖国，很快就投入到研制“两弹一

星”的事业中，他经常往返与北京和青

海之间，全身心参与并指导研制工作。

1968 年 12 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

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在激动之

余他连夜赶往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这

一喜讯。12 月 5 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

徐徐降落，在着陆的瞬间，突然失去了平

衡，只听轰的一声，火焰冲天而起。

当人们寻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

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

易将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才发现那个

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就被夹在两人中

间 ， 竟 然 完 好 无 损 。 在 生 命 的 最 后 时

刻，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国家有

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

郭永怀、王淦昌、钱三强⋯⋯在核

武器研制中，科学家们将青春和热血奉

献给伟大的事业，他们的故事如今还在

金银滩草原上广为流传。

一代青年勇攀科学高峰

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壮

大每一次技术创新、每一个科技成就无

不体现出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和勇攀科

技高峰的创新精神。

1961 年 1 月，23 岁的王菁珩从北京

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专业毕业后，被分

配到了青海二二一厂核武器研制基地，

一呆就是 30 多年。

从 北 京 坐 40 多 小 时 的 火 车 到 西

宁，再坐敞篷卡车到基地，王菁珩和分

配到基地的大学生们从基础建设做起，

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

下，先后完成爆轰试验探测装置、小球

模具、聚焦元件等试验和装置研制，为

核武器研制成功付出了全部心血。

“条件越是艰苦，越是磨砺人，我

们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心中唯一的追

求 ， 就 是 要 为 祖 国 核 武 器 事 业 添 砖 加

瓦。”后来成长为二二一厂厂长，如今

回 首 往 事 ，84 岁 高 龄 的 王 菁 珩 依 然 充

满了激情。

祖国不会忘记

为了祖国的核事业，除了冲在一线

的科研人员，还有一大批作出重大牺牲

的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这些共和国都

不会忘记。

世 世 代 代 居 住 在 金 银 滩 草 原 上 的

1279 户 牧 民 ， 因 为 核 基 地 的 建 设 ， 人

生和家庭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1958
年基地选址后，他们接到迁移命令时，

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离开了祖祖辈辈

生息的土地。

牧民搬迁时，正值草原深秋季节，

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到处是厚厚的积

雪。拾不到牛粪，牧民们只能烧帐篷杆

子和马鞍来取暖，露宿在雪地里多数人

冻坏了手脚。很多妇女在迁徙途中生下

了孩子，但她们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没

有多停留一天，就继续前行。其间，牛

羊因为饥饿和乏力在途中大量死亡，两

个 月 后 到 达 新 牧 场 时 ， 牛 羊 已 所 剩 无

几，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

虽然一路艰辛、未来的日子还有很

多 的 困 难 ， 但 是 牧 民 们 ， 谁 都 没 有 埋

怨、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深刻体现了搬

迁牧民“一心向着毛主席，一心向着共

产党”，对祖国忠贞不渝、至诚至爱的

民族大义。

共和国也不会忘记原二二一基地工

作过的无名英雄们，正是他们的辛勤付

出，努力为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服务，

有力促进了核武器研制工作。

当时，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他们

分别收到调令，但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允许

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夫妇二人只是向对方

说明要在近期前往某地执行任务，随后便

匆匆收拾行囊踏上了征程。

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人同时来到二

二一基地，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抵达

后两人从未在厂区内见过面。两人之间

的联系全靠信件，而信件要从北京转一

圈之后才能到达对方手中，两人饱受着

相思之苦，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两个

人在庆功宴上相遇，面面相觑、悲喜交

加，后来才知道，原来二人工作的地点

仅仅相隔几十米。

“两弹一星”精神代代传

原子弹爆炸成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

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见证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原

子城不仅有新中国“原子人”的奋斗足迹和

红色基因，更有跨越时空的思想财富和精

神宝藏，具有天然独特的革命传统教育、理

念信念教育和党史党性教育优质资源。

2009 年 5 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开

馆；2012 年 10 月，纪念馆成立了海北

州历史上第一支“两弹一星”精神宣讲

团。近年来，以“传承红色基因、铸就

精 神 高 地 ” 为 使 命 ， 宣 讲 团 从 海 北 出

发 ， 走 遍 青 海 、 走 向 全 国 ， 掀 起 学 习

“两弹一星”宏伟历史，弘扬“两弹一

星”伟大精神的热潮。

“那一次我哭了，因为想到当年风华

正茂的他们舍家为国，如今却是白发苍

苍，依然无怨无悔时，我们再也无法抑

制内心的情感。”说起为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钢社区“两弹一星”老功臣宣讲的情

形，宣讲人员都感同身受，而这种震荡

心灵的感动也始终激荡在每一个聆听者

的心里。

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以来，已累计接

待 游 客 360 多 万 人 次 ， 成 为 人 们 汲 取

“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基地；与此同

时 ， 原 子 城 宣 讲 团 的 足 迹 也 遍 布 全 国

24 个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 作 为 可 移

动的纪念馆，将“两弹一星”精神传递

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铸就历史丰碑

藏在怀柔群山间的火箭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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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6 日，郭永怀烈士的夫人、中国应用语言学奠基人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熊卫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