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科
技
奖
励
大
会2

0
1
4
. 1

G
U
O
J IA

K
E
J IJ I A

N
G
L
I D
A
H
U
I

2013 年度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linlj@stdaily.com

■责编 林莉君 2014 年 1 月 11 日 星期六

6

“张存浩先生在物理化学界受尊敬的程度在

整个会议期间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有的人虽然

也很重要，也身居高位，但不见得能够得到同样

的尊敬。”这是一位年轻学者在 6 年前参加全国

化学动力学会议庆祝张存浩院士 80 华诞活动的

后记。

这位让后辈科研人员心生尊敬的老者如今已

86岁，1月 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他从国家主席

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盈

盈的笑意溢满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的深深沟壑。

他开创了我国化学激光研究，使其从无到有，在国

民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与其他学者一起

开创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

他是一位一生追光的科学家。他追逐的是那

束激光、也是科学的真理之光，更是用科学技术改

变国家命运的梦想之光。

张存浩：追寻那束光
文·本报记者 刘 莉

张存浩一直记得福建长汀的那一束灯光。那

是中学时代，他与姑父姑母夜晚读书时共用的一个

灯泡发出的微弱光亮。

张存浩的家世让很多人觉得传奇。他的祖父

是清朝最后一个两广总督，外祖父是清末民国时

一位大军阀，伯父、父亲都曾留洋海外，伯父在哈

佛大学学市政，是著名的市政建设专家，姑姑张锦

23 岁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较早的有机

化学女博士，姑父傅鹰是我国著名化学家，首届学

部委员，叔叔张镈是著名建筑师，人民大会堂的设

计者。

1928年张存浩出生在天津，与父母一起度过美

好的童年时光。但平静的生活在 1937 年被日军的

枪声打破。张存浩回忆：“母亲读书不多，但很有民

族大义，她不愿让自己的长子在沦陷区接受日本帝

国主义的教育，便与姑父姑母商量能不能把我带到

重庆后方去生活。”

早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傅鹰、张锦夫妇抗战期

间辗转任教于重庆大学、福建大学。从 1937年 8月

起，9 岁的张存浩便随姑父姑母开始了数年的抗战

流亡生活。傅鹰、张锦将张存浩带到自己身边，极

尽教育启蒙之责。从他们身上张存浩较早接触到

了科研生活。姑父姑母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

的举动，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都深深地影响着

少年张存浩。

一天晚上，三人同在灯下看书，张存浩正看英

文，姑父问他：“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在中国文字

上？”随后，傅鹰便情不自禁地讲开了，说中国文学

和文字有很深厚的基础，我们不能只注意外国的，

一定要把中文放在前面，放在第一位。听完姑父的

话，想着正被侵略者践踏的祖国和大批与姑父姑母

一样用生命坚守的中国文化根基的学者，热血的张

存浩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1943 年，15 岁的张存浩考入厦门大学，次年转

入重庆中央大学，1947 年毕业。1948 年赴美，1950

年，22岁的张存浩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

学位。此时，太平洋的另一边，朝鲜战争开战，张存

浩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同学们口中的“feo（敌

人）”，美国报纸的头条也将中国描述成敌人，他觉

得没有必要再在美国待下去了。张存浩做了第一

件人生中叛逆的大事：违背姑父姑母让他在美读完

博士的意愿，自作主张提前回国。1950 年 8 月送走

回国的姑父姑母，他便买好了下一班回国的船票，

10月启程回到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

战火中深埋追寻之光
姑父姑母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举动，

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都深深地影响着少年张存浩。

“我一回国就是抗美援朝，我的很多同辈都有

相同经历，应该说对我们有时代的要求，拿国防研

究来说，不是你愿不愿意做，而是你必须做。”张存

浩这样回忆自己的科研生涯，几十年的时间他的科

研经历了三次“转行”，在心中总有一束光在牵引着

他，那束光就是国家需求。每次“转行”他都竭尽全

力，做到尽善尽美。

1951 年的一天，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所长张大煜在留学生接

待处看到了张存浩的材料，邀请他到大连看看。当

天晚上张存浩与张大煜一起乘火车前往大连。实

验设备一流、已有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先于他在

此工作，张存浩发现这是个“显身手的地方”。23岁

的张存浩从这里开始了自己 60年的科研生涯。

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我国催化剂研究奠

基 人 、所 长 张 大 煜 交 给 他 的 水 煤 气 合 成 燃 料 研

究，就是要从水煤气中获得燃油。当时张存浩的

研究与世界同步，毫不逊色于西方大石油公司，

“当时美国人遇到严重困难，催化剂破碎严重。

我们找到了一种基本不破碎的催化剂。”张存浩

说。从 1951 年到 1958 年，7 年的日日夜夜他们的

研究经过“小试”“中试”、与炼油厂合作，最终做

到从每立方米煤气中得到产品 200 克，而当时美

国只达到 50 克。

但就在此时，大庆油田被发现，天然油的成本

更具优势，合成油的研究成果只能搁置。“当时没有

什么不舍，后来想如果当时接着做，可能会做得更

好。”但当时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没有选择，他们只

能放下“更好”的可能，转向国家更需要的地方。

上世纪 50 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

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张存浩

很快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一全新领域。他和同

事们在硼烷燃料、固体推进剂、固液推进剂等方面

进行了大量实验。他和同事何国钟等提出了固体

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模型，20 年后还被美

国学者称道。

如今也已 81 岁的何国钟院士回忆起那段在大

连郊区山沟里工作的往事，就想起自己给张存浩起

的外号“张着急”。这位大自己 5 岁的领导“总是很

着急，总想着国家交给的任务怎么能更快地完成，

尽快让国家用上。在他手下工作，压力还是很大

的”。何国钟笑着说起这位一辈子的同事和朋友。

50多年前他与张存浩在山沟试验站同住一个房间，

每晚热烈讨论，周末同乘解放牌卡车满面尘土地回

家……这些记忆构成了老科学家们最珍贵的青春

岁月。

树立为国家需要研究的信念之光
几十年的时间张存浩的科研经历了三次“转行”，

在心中总有一束光在牵引着他，那束光就是国家需求。

时间的车轮很快驶入浩劫的十年。因从美国

带回的一个收音机，张存浩被冠以“美蒋特务”的名

号，终止所有研究，全家迁往农村。张存浩的夫人

迟云霞记得一个细节，文革中不断搬家，每次为减

少行李，都要烧掉家里的书，每到这时张存浩就会

悄悄躲出去，“你们烧书我受不了。”看书是他保持

敏锐思维的方式，但此时对他来说已是奢侈。六次

抄家、三次自杀，很难想象怀揣着建设新中国梦想

的年轻学者是如何挨过了那些个日日夜夜。

“他总觉得中国不会总是这个样子。”夫人最懂

得他的坚守。在农村他挑水、烧锅炉，还自己找来

制剂给乡亲们调配农药。面对记者的采访，张存浩

的儿子说，在农村的一年半是兄弟俩和爸爸在一起

待得最长的时间，因为没有试验需要爸爸。坚持最

终让张存浩看到了希望。罪名“查无实据”。1971

年大连化物所成立化学激光研究室，任命张存浩为

主任。

自 1960 年，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激

光因其亮度高，不需强大电能，而在军事、民用方面

展现了广泛的前景，成为国际研究热点。1972年以

前，我国多个单位都开展了相关的探索，“有人做气

动激光、有人做自由电子激光、有人做化学激光，但

功率都不高，全国最好的只有 0.3 瓦。”何国钟说。

功率要提高、光束质量要提高、传输性能要提高，这

些就是激光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张存浩和他的团队再次进入山沟的试验站从

零开始，“赤手空拳”拼搏。张存浩面临着又一次

“转行”，这一年他已经 43岁。他们研究的是超音速

氟化氢、氟化氘激光。这是与国际同步、多学科的

集成研究，而当时正处文革，国际学术交流几乎停

滞。重新回到研究工作中的张存浩面对的是一个

极大的挑战。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过张存浩和何国钟、沙

国河、杨柏龄等人的艰苦攻关，超音速燃烧型氟化

氢、氟化氘激光器终于诞生。此项成果相当于当时

美国发表的水平。

熟悉张存浩的人都知道，在这位老人温和的外

表下有股子倔劲。像他研究的光束，看准方向，勇

往直前。

我国激光发展初期，一直存在技术路线选择的

问题。上世纪 80年代，我国一次激光研究的规划会

议上，张存浩对化学激光功率易放大、不依赖外部

能源等独特优势作了深入阐述和说明。他据理力

争，争取决策层的支持，“我只要十分之一的经费，

能做出比你更大的光！”张存浩在那次会议上的表

现给当时在场的杜祥琬院士留下深刻印象。“他给

化学激光在我国的初期发展争得了空间。”

1983年张存浩与庄琦、张荣耀等人开展脉冲氧

碘化学激光器的研究，首次发展出光引发/放电引

发脉冲氟碘化学激光器。激光器的技术水平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1992年，张存浩领导的团队研制出

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40 年来，“张

存浩为推动我国化学激光领域的快速发展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杜祥琬说。

坚守中迎来希望之光
张存浩和他的团队再次进入山沟的试验站从零开始，

他们研究的是超音速氟化氢、氟化氘激光。这是与国际同步、多学科的集成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至今记得 17年前

在张存浩支持下回国的往事。当时，张杰是英国卢

瑟福实验室高级科学家，在激光领域已是世界知名

的青年学者，而张存浩当时的身份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主任。

从 1991 年起张存浩被调往刚刚成立 5 年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接替第一届主任唐敖庆先

生，担任第二、第三届主任，这一干就是 9年。这份

工作要求一个科学家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宽阔

的胸怀。9 年时间，张存浩依然是“张着急”的风

格，因为他知道一个国家没有雄厚的基础研究是不

会有后劲的。

1992 年，正是“下海”的高潮阶段，基础研究队

伍面临流失。张存浩请教侯祥麟等老科学家后，决

定重点支持基础研究队伍中的青年拔尖人才，稳住

队伍。他两次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申请专

项资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在国务院支持下，1994

年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

过 20 年的发展，现有 2000 多位杰出的青年科学家

获得资助，今天，他们大多成长为中国基础研究领

域的中坚力量，其中的 100多位当选为两院院士。

张杰就是其中的一位。1997年 7月的一天，张

存浩访问英国卢瑟福实验室，听完主任对研究成果

的介绍后，他提出想见见张杰，工作人员告诉他张

杰在外国开会，要明天才能回来，张存浩说，“我等

他，我明天再来”。第二天张存浩在张杰实验室里

和他聊了整整 3 个小时。第一次见面，这位年近 7

旬的前辈用字正腔圆的英语跟张杰讲中国需要可

持续发展的话语至今印在张杰的脑海中。

张杰有报国之心，但已在国外建立团队工作 10

年，回国谈何容易。张存浩在基金委迅速召开会议

商量如何支持张杰。他能够灵活使用的只有二三十

万元的主任基金，张存浩提出，能不能把几位主任、

副主任的主任基金合起来支持这一个人。最终在基

金委的支持下，张杰于1998年回到中科院物理所工

作，并很快在国内取得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

像张杰一样，陈竺、朱清时等很多科技人员都

曾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超常规”支持。但当别人

说起这些时，张存浩总是马上制止，“不要说，不要

说，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啊”。

保存基础研究发展之光
张存浩两次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

申请专项资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在国务院支持下，
1994年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大连化物所副所长杨学明院士是张存浩 30多

年前的研究生，这位“老学生”记得新生报到的第一

天张存浩的话。“实验科学非常重要，张老师强调实

验科学的重要性，对我影响深刻。”杨学明当时觉得

科学家就应该像陈景润那样做科学，但张存浩告诉

他科学并不是只有这样。

“如果没有实验，光有理论预测的话，有时会走

到很歪的路上去。两方面都有，互相扶持互相校

验，这样是最好的。”张存浩深感实验科学的重要，

他强调要参与仪器设备的研制，他也这样训练学

生。杨学明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接受这样的训练，

而如今，他又把这些教给了他的学生。“实验物理化

学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如果你用一般的仪器来做很

难看到，所以实验物理化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

是发展新仪器。当时张老师的很多研究都是这样

的。”杨学明说。

除了理论和实验的结合，学生们还从张存浩身

上学到很多。“研究室里的工作要做世界水平。”“做

科学就应该严谨。”

采访中我们听到多位各个年龄段的学生讲到

张存浩为他们改英文论文的事情。因为早年姑父

姑 母 的 训 练 ，张 存 浩 的 英 文 被 国 外 编 审 评 为

“beautiful English”。学生们的英文论文总要找他

修改，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张先生现在还是每个月到大连来，在实验室

听我们的研究进展，非常和蔼，我们有问题，就会想

到直接请教他，觉得很自然。”大连化物所分子反应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邓列征博士将他的第一

篇英文论文发给记者，我们看到张存浩在上面进行

了仔细修改，包括不定冠词和定冠词、单数和复数、

句法和句式、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运用、名词和动名

词等的修改。“那一年是 2004 年，张先生已经 76

岁。不光是我的论文，只要是张先生给我们修改的

论文，都会仔细到那样的程度。”邓列征说。

有时，这样的修改工作甚至会在病床上完成。

如今张存浩大多数时间在北京，有时身体不适住进

医院，学生并不知情，会把要改的论文发给他，他总

是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仔细修改，返回邮件。

对学生们来说，这位耄耋老人也像是一束光，

一束照亮他们科研之路的强光，引领着他们在科学

的海洋中探索新的航线。

（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

传承严谨的治学之光
“如果没有实验，光有理论预测的话，

有时会走到很歪的路上去。两方面都有，互相扶持互相校验，这样是最好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维海周维海摄摄

张存浩上世纪50年代初在工作室

张存浩（右二）在实验室

张存浩与夫人迟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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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浩在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