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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清明，，我们为逝去的科学家扫墓我们为逝去的科学家扫墓

您是梁启超最小也是最被疼

爱的儿子，精神血脉里更是“遗

传”了《少年中国说》那振奋民志

的铮铮爱国之情。您回忆父亲教

导——“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

可用大事”，要“爱国如家”！

少年时读完高中，您在母亲

朋友凑出的路费资助下，怀揣

“工业救国”的理想，只身一人远

渡重洋赴美留学。而“珍珠港”

事件爆发后，您与家人彻底失

联，愣是靠自己勤工俭学，8 年寒

窗苦读，1949 年终在辛辛那提大

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

后，您归心似箭。尽管，当时国内

的物质和科研条件极差，与您在

美国所拥有的资源天壤之别，但

凭借着一腔报效国家的精神，您

放弃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邀请，毅

然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用自己

从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投身

实现航天梦、强国梦的建设当中。

在中国航天事业征程中上

下求索，您不断刷新着诸多个

“首次”。与您共事过的科研人

员深有感触，您是一位思维广

博、敏锐的战略科学家，非常善

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并推

动下去，深入研究。

搞原子弹的研究绝不是闹

着玩的。当时，原子弹就在您头

上，而您仍在其下面做测试，一

旦原子弹掉下来，肯定危及生

命，但您全然不顾，专心科研，为

研发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

作出了卓越贡献，无私地为我国

航天事业奋斗一生。

科研之路无坦途。经历了航

天试验中无数次的失败，您前瞻性

地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为火

箭安全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以至

于使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

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您都

坚持了毕生的选择——中国航

天事业。用爱国的信念支撑走

到生命的终点，无愧于家父的传

承和教诲，用一生不懈地追求实

现了报国夙愿。

人生无憾，您是幸福的！吾

等后辈当扬蹄奋进，爱国如家。

爱国如家终无憾
——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
本报记者 华 凌

春天来了，动力所院里的花

儿都开了。反正您以前也没怎

么注意，那会儿呀，您除了吃饭、

睡觉，就是干发动机。

生 前 ，您 曾 许 下 一 生 的 愿

望，“誓死也要搞出国产航空发

动机”。为此，您付出 51个春秋，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1991 年 ，已 过 天 命 之 年 的

您，披上战袍担任国产航空发动

机“太行”总设计师。“太行”发动

机，不仅关系到我国航空水平的

提升，也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

打基础、上水平的项目。

在同事眼里，您自己就是一

台发动机，没有停歇的时候。夜

晚，人们总看见您办公室明亮的

灯光；总装厂房挑灯夜战的员

工，也经常听到您温暖关切的话

语；试车台的同志们说，张总一

来，身上的疲倦就没有了。

历经18个春秋，您带领团队突

破了几十项重大技术关键，使“太

行”发动机顺利完成定型审查，实现

了从中等推力到大推力、由涡喷发

动机到涡扇发动机、从第二代发动

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历史性跨越。

2016 年 11 月 13 日，您离开

了，老伴段馨田长叹一口气，说

这下您终于能歇一歇了。

您一生虽然在航空领域功

绩卓著，却始终安然以无名氏的

姿态，悄然为中国航空事业默默

注解。2007 年，获得香港“何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后，您将 20万港元的奖金全部捐

赠给研究所的“青年科技创新基

金”，鼓励青年一代。

“张总走了，却留下一座巍峨

的高山。不只是‘太行’‘昆仑’，

也不仅是任何一个型号，而是‘为

了发动机可以把生命奉献’的崇

高精神。”在您的追悼会上，中国

航发动力所所长李宏新这样说。

发动机试验场一直都在呼

啸轰鸣，“听到这隆隆的轰鸣，就

像张老还在耳边说话。”您的同

事和学生说。

的确，像往常一样，丢不下

发动机的您仿佛没离开过。您

放心，咱们自主研制新型号的步

履片刻未停。

披肝沥胆为“太行”
——缅怀航空发动机专家张恩和
本报记者 矫 阳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首飞，

是您晚年最关心的事。

2014 年 11 月，99 岁的您躺

在病床上还在念叨：“真希望‘长

五’早点飞上天。”年过百岁，您

总会对前去探望的人问：“‘长

五’什么时候打？”

2016年 11月，长征五号首飞

成功了，我们真替您高兴。但万

万没想到，三个多月后，您离开了

我们，走完了102载的航天人生。

您曾说：“我一生只干了航天

这一件事。”语气平淡，字字千钧。

60 多年前，您跟随钱学森开

展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

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

一。在那段艰苦岁月里，您带领科

研人员马不停蹄，攻克了一个个全

新型号，让我国仅用十年时间，就

拥有了完全自主的中程导弹。

除了研制导弹，您被周恩来

总理称作“中国放卫星的人”。作

为我国首枚运载火箭的型号负责

人，您牵头研制的长征一号运载火

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

拉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您

组织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和

回收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

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

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您还被誉为“中国航天总师第

一人”。1975年，在我国卫星通信

工程中，您众望所归地成为我国航

天首位总设计师，全面负责五大系

统工作。是您在长征三号运载火

箭第三级系统方案争论中据理力

争，确立了技术难度大但运载能力

更强的氢氧推进剂方案，为此后长

征三号火箭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此外，您还担任了气象卫星工程、新

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

卫星工程等5大工程的总设计师，

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您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也

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 90 年代

初，正是您努力解决了工程论证

阶段的争论，推动工程成功立

项。还记得吗？2003 年 10 月 15

日，88 岁的您前往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目睹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

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激

动地说：“好啊，好啊，非常好！”

如 今 ，长 征 五 号 已 成 功 首

飞，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即将进入

全新发展阶段。您离去时，想必

已没有遗憾。

一生一事梦飞天
——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您 94 岁的不平凡人生定格

在了 2016 年 5 月 27 日。我去您

生前居住的家中，接待我的是您

的小儿子，他说家中陈设基本保

留了 4年多前您患急症去医院时

的样子。略感意外，身为我国核

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

学院院士，原核工业部科技委副

主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

院长的您，书房书桌还是上世纪

的老物件，甚至铺在桌子上的玻

璃已开裂。

与简朴的物质生活形成鲜

明 对 比 的 是 您 丰 富 的 精 神 世

界。大家在追忆中都会提到，您

喜欢交响乐，爱唱歌，擅长填词

作诗，其中最为人传诵的句子

有：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

玉帛酒，共创富强。内涵丰富的

诗句，也是核武器研制集体在极

艰苦环境下工作的真实写照。

1960 年，在冲破美国封锁回

国 5 年后，37 岁的您突然接到通

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

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您

隐姓埋名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多年后我们才知晓，您受命

担任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室主任，

身负两项重任，也是核武器事业

最 为 关 键 的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1962 年 ，您 和 团 队 在 最 短 时 间

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

起 爆 元 件 。 1963 年 ，您 和 大 批

科研人员转战青海高原，一年

后，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

为 我 国 首 次 核 试 验 铺 平 了 道

路。之后，您率领科技人员艰苦

奋战，解决了氢弹研制中一系列

必须借助实验研究来解决的关

键技术问题。

为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

果转换为手中的武器，从 1960年

代开始，您和王淦昌先生共同探

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研

究。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

实验，您和团队摸索出了一整套

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

途径直至工作制度。

生 前 您 曾 自 勉 ，希 望 自 己

不必在乎年龄的增长，永远有

敏捷的头脑和一颗年轻的心。

1987 年，已经 64 岁的您担任国

家 863 激光主题专家组首席科

学家，为我国强激光技术在世

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

基础。最想告慰您的是，您走

后第三天，也就是 5 月 30 日，我

国“科技三会”召开，创新中国

“整装进发”。

许身为国赤子情
——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能宽
本报记者 陈 瑜

“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

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

清白无暇。”这幅挽联，勾勒出您

纯粹而挺拔的一生。

2016 年 12 月 10 日，您挥手

作别深爱的微生物科学，享年 94

岁。作为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

您 60 多年来扎根中科院微生物

研究所，倾心黑曲霉、白地霉、糖

生物工程等微生物研究，锐意创

新并结下硕果。

1957年，在“国家最重要科学

技术任务”中，您承担“淀粉酶及淀

粉酶菌类的研究”课题。自此，您

用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都和

糖、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还记

得，您当时没花一分钱，仅用一台

报废汽车的电瓶和发报机用直流

电源，做出了简易好用的创新成

果——电泳仪，您的第一篇论文

《霉菌淀粉酶的纸上电泳分离和鉴

定》，就是在这个“汽车电瓶电泳

仪”分析基础上撰写而成。

1959 年起，我国出现全国性

大饥饿，解决粮食紧缺问题迫在

眉睫。当时，中科院微生物研究

所用秸秆加工后作为原料，培养

出酵母菌细胞（单细胞蛋白质中

之一类），以补充普通膳食中不

足的蛋白质、油脂和维生素。期

间，您不仅指导分析化验工作，

还深入研究酵母菌的代谢机制，

在生物化学领域斩获傲人成绩。

您带领科研团队研制出我

国首个糖化酶制剂，得到高产糖

化酶的黑曲霉，将糖化酶菌种更

新为黑曲霉，此后获得酶活力提

高 30％的菌株，该成果于 1985年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您治学是出了名的认真，您

曾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

查找两星期的文献，也为一个真

菌学界争议的名词翻译上百页

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保持

纯真、少计名利、热心公益，您培

养的近百名优秀科研人员中，不

少已成为我国生物化学和糖生

物学的中坚力量。

为了科研事业和理想，您放

弃了很多女性本该享有的幸福，

但为了做自己喜欢做和应该做

的事，您说这些付出都值得。

见微知著只求真
——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树政
本报记者 刘 垠

“科苑躬耕术业精，终身不懈

为三农。育英撷秀德馨远，夙梦

绵绵有弼承。”2017年1月4日，您

那颗毕生为祖国粮食问题殚精竭

虑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1 月 12 日，在中国农业科学

院举办的追悼会上，人们哀悼您、

歌颂您，因为您的贡献不仅在“三

农”，更惠及千千万万中国人。

您 23 岁就投身农业科研工

作。作为我国早期的小麦育种

与栽培学家，您早在 20世纪五六

十年代就主持选育了早熟、抗

锈、丰产的“华东 6 号”等系列小

麦优良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大面

积推广，增产显著。

人们知道，您在农业战线上

旺盛的生命力缘于深厚的爱国

情感。

您 立 下 了“ 效 仿 后 稷 济 万

家”的志向，为解决中国人的吃

饭问题和食物营养结构问题，为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而孜孜

不倦，奋斗一生。

从祖国的台湾到西藏——

您成为我国第一个走遍 34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

农学家。

人们不知道的是，您去的最

多的是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

东北三江平原、云贵川“资源金

三角”，走遍了不同的地形地貌

和气候带，跋山涉水考察和研究

农业。您 79 岁时一年仍跑 12 个

省，为了学习国外先进农科经

验，您的足迹踏遍英、美、法、日

等 20多个国家的田野。

“卢院长待人平和诚恳，有口

皆碑。他到了农科院任院长职务

后，对科技创新非常支持。退休后

还到各地调研，写出了很多建议报

告。”您的同事王大元这样回忆。

笔耕不辍，桑榆不改。在 80

周岁生日时，您写下了这样的

话：“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

自奋蹄。”

您的成就跨越半个世纪，就

这样，您的一生，以仁爱之心待

人接物并恪守不渝，以风餐露宿

的作风和壮志不已的激情走遍

神州大地，以累累科研硕果振兴

农业、造福国人。

科苑躬耕济万家
——缅怀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
本报记者 马爱平

2016 年 9 月 18 日，98 岁高龄

的您停下了忙碌的脚步，终于可

以在天堂与爱妻团圆了，然而我

们却失去了一位两院院士、材料

科学家、科技管理者……

一 生 与 无 机 材 料 打 交 道 ，

您的成果涉及高温结构陶瓷、

无机复合材料、高温无机涂层、

耐火材料以及高温过程物理化

学研究等方面，为我国飞机制

造、卫星上天，突破一个个材料

技术瓶颈。

90 岁，您领导的“大尺寸掺

杂钨酸铅闪烁晶体及其制备技

术”项目还获得了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当时，有很多人向

您 表 示 祝 贺 ，您 却 淡 然 一 笑 ，

说：“主要是年轻人在做。”但谁

又能否认，这个历经 14 年探索

与攻关完成的成果中，何处不

闪烁着您多年的经验结晶和智

慧火花呢？

您还是位卓越的科技管理

者。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科学

的春天”刚刚到来，为重新建立

一套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科研

管理制度，您和同事到科学院下

属的各个所潜心调研，领导建立

了一套依靠科学家的评审制度，

坚持公平、客观、择优支持的原

则，明确规定不得有任何行政干

预，这为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工作体制的建立、实施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

“要进行充分的国际交流，

才能走到世界科学的前沿，让

世界科技为我所用。”这是您常

说的话。从 1978 年起您与国外

建立联系，将青年科学家送到

国外学习，又让他们回国挑起

大梁。而您与丁肇中教授的合

作，也成了我国科学史上通过

国际间科技合作提升我国科技

研发能力的一个经典案例，在

此后的 20 多年中，该合作不断

推动着我国在闪烁晶体领域的

进步，并形成了一个几乎是独

占性的产业。

在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引

您走向天堂的，却是与爱妻重新

相聚的念想。“璧媃，你先安心去

吧，在那边等着我！不久我们就

会再相见的。”在爱妻的追悼会

上，您颤抖而坚定地轻声说。去

年，您如约而去，留下近乎完美

的人生轨迹，供后人凭吊。

“无机”世界献真情
——缅怀两院院士严东生
本报记者 姜 靖

2017 年 2 月 24 日 ，94 岁 的

您带着对勘查地球化学的依依

眷恋离开了。作为我国勘查地

球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您抒

写了大科学家、大战略家的辉煌

成就。

1980 年，您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上个世纪 80—90

年代，除了部署和指导区域化探

全国扫面计划外，您还解决了金

矿化探中的粒金效应等一系列

国际上找金的关键问题，为我国

金矿勘查中上千吨金矿的发现

奠定了基础。

您在 90 华诞暨从事地质工

作 60 周年庆典上说：“在有生之

年，非常有幸看到国际地球化学

研究中心在中国成立，看到全球

地球化学填图完成。”

给地球打上“格子”。您指

挥了勘查地球化学史上一项创

举和伟大工程：完成全国 76种元

素的地球化学填图——这为查

清我国矿产资源和环境监控与

治理提供可靠的资料。地球化

学填图已成为 21 世纪地质学发

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

资源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2016 年 5 月 12 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

际研究中心在中国正式建立，您

“为地球绘制一张地球化学‘基

因图’”的宏伟愿望，终于站在了

系统实施的全新起点！

您 用 战 略 家 的 眼 光 和 智

慧，使勘查地球化学成为在资

源 勘 查 与 环 境 监 控 中 起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战 略 作 用 的 学 科 。

多 年 前 您 在 国 内 首 先 倡 导 的

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即土壤

承 受 工 业 污 染 的 能 力 是 有 限

度 的 ，超 过 这 个 限 度 ，土 壤 要

反过来惩罚人类，引起社会的

重视。

为实现把整个地球打起格

子取样分析，了解元素在整个地

球表面上的含量分布的梦想，您

殚精竭虑，不曾歇息，奉献了一

生。全球地球化学的“基因图”

正在绘制，您在推动中国地球化

学学科发展和应用的征程中也

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勘金找矿展宏图
——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
本报记者 谢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