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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问我——您从您父亲那

儿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

答：爱国！”

说这句话的人叫梁思礼。

他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在天津

饮冰室度过童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求

学，学成后热切投身新中国建设，一步步

成长为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并成

为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

今年是梁思礼诞辰百年。为了纪念

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苍穹大业赤子

心”——梁思礼院士百年诞辰纪念展在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展出。

从出生时的脚丫印到被日寇炸毁的

南开中学，从留学美国的纪念照到珍贵的

亲笔手稿……展览一共展出珍贵资料约

300件，细致讲述了梁思礼的光辉人生。

在战火纷飞年代
完成学业

87 年前的夏天，一声惊雷响彻天津

大地，梁思礼平静的童年从此蒙上阴影。

1937年 7月 30日下午 3点左右，正在

海河边木垛上玩耍的梁思礼，突然听到

头顶上空传来飞机盘旋的声音，紧接着

一颗颗炸弹被投进了南开中学校园。烟

尘滚滚，南开中学顷刻间化成废墟，目睹

这一切的梁思礼，心中十分痛苦。

后来梁思礼辗转到耀华中学读书。

从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后，他在 1941 年随

三姐梁思懿赴美国留学。

临行前，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把买

完船票余下的 100 多美元包好，揣进梁

思礼的口袋，告诉他：“我能做的就是这

些了，今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记住

祖国还在蒙难，学成了一定要回来报效

国家。”

邮轮从上海出发，大约 3 个星期后，

抵达美国旧金山。几经奔波，梁思礼到

达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

没想到，仅半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

发了。

战争中断了梁思礼与国内的一切联

系，母亲想寄钱给他也不可能了。从此，

17岁的梁思礼开始在海外独自拼搏。

因为一直心怀“工业救国”的理想，

1943 年，梁思礼从嘉尔顿学院顺利转入

普渡大学，投身电机工程领域，专注于无

线电技术与自动控制的学习。仅用两年

时间，他就完成了所有课程，1945 年，获

得普渡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随后，他进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深

造，专注于无线电工程与自动控制两大

前沿领域，并分别于 1947 年和 1949 年获

得硕士与博士学位。

1947 年，梁思礼在给国内好友的一

封信中说，在美国的几年中，他无时无刻

不惦念着祖国的老百姓。在信中，他写

道：“我的机会是这样好，我则更应对没

有机会的老百姓多负些责任。”

全身心投入导弹
和火箭研制

1949 年，梁思礼完成在美国的学业，

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如果说父亲遗传

给了我们什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

爱国。他给了我们一颗爱国之心。”他

说，“我再也不走了，我要把一生奉献给

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

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为了新中国的

导弹事业，梁思礼、任新民、屠守锷等一

批海外归来的优秀科学家聚集到一起，

夙兴夜寐、辛勤耕耘，成为我国航天领域

的重要奠基者。

1956 年，梁思礼参加了党中央、国务

院主持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

参与起草了“喷气与火箭技术”（即导弹与

火箭）部分。同年9月，梁思礼作为技术骨

干被调入正在筹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梁思礼被任命为自动控制研究室副主任。

从此，梁思礼把全部身心都放在我

国导弹与火箭的研制事业中。

1962 年 3 月 21 日，是梁思礼无法忘

记的一天。

这一天，“东风二号”首次发射任务

失败。本该直入云霄的导弹，在空中画

了 一 个 大 大 的 椭 圆 ，摇 摇 晃 晃 落 回 地

面。梁思礼和同伴们的心随着导弹发射

失败跌入万丈深渊。

冷静下来后，梁思礼敏锐捕捉到了

问题所在：“东风二号”用的控制技术与

苏联导弹相似，该技术在发射时受地形

因素影响很大。如果是在复杂的山地，

搜索雷达必须跟着导弹“跑”，移动到朝

向发射目标的位置。毫无疑问，这不可

能满足实战需求。

在梁思礼的带领下，科研人员反复

修改、试验，提出了控制系统的双补偿方

案，使导弹命中精度大幅提高。1964年 6

月 29日，在巨大的轰鸣声中，“东风二号”

直奔苍穹，我国导弹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梁思礼说：“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

比成功更有启发、更起作用。正因为失

败以后，做了大量工作，总结了经验，才

使我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真正懂得应

该怎样自行设计。”

1965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取消军队

编制，改制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梁思礼被

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十二所副所

长，并担任中近程导弹改进型号“东风二

号甲”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领导研制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

1966年 10月，梁思礼参加了“东风二

号甲”导弹与核弹头“联姻”的“两弹结

合”飞行试验。导弹载着核弹头准确飞

向落区实现核爆炸。这次试验的成功震

惊了全世界，中国从此进入核大国行列。

为提升航天产品
质量倾注心血

1976 年至 1978 年，梁思礼再次被委

以重任，成为“东风五号”远程导弹与“长

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在远程导弹“东风五号”和“长征二

号”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研制中，他开创性

地采用“平台—计算机”方案，从理论和

实践上解决了弹上计算机集成电路化等

许多科学技术难题，大大提高了制导精

度，使洲际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为此，他

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0年5月18日凌晨，由我国自行研

制，凝结着梁思礼和全体研制人员多年心

血的“东风五号”远程导弹，在酒泉发射基

地（后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向

南太平洋飞去。30分钟后，导弹准确命中

目标，全程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980 年，梁思礼被任命为七机部一

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肩

负起主抓航天产品质量的重大责任。次

年，七机部更名为航天工业部，他又被委

任为总工程师，同时担任通用测试设备

的总设计师。

重任在肩，梁思礼将全部精力倾注

于提升航天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上。

梁思礼指出：“设计本身就决定了产

品固有的可靠性。生产是按照设计的要

求去做。如果图纸本身的可靠性水平就

那么高，生产也无法提高。有许多表面

上看来是生产质量的问题，仔细分析起

来却是因为设计质量造成的。”

这一观点犹如一股清风。在梁思礼

的启发下，航天质量管理理念提升了一

大步：系统可靠性不能仅仅依靠检验和

试验来获得，还必须从设计、制造和管理

等方面加以保证。

梁思礼的同事评价，梁总的思想总是

非常具有前瞻性，理念先进，又很“工程化”。

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

天起到很大作用，使得神舟系列飞船的可

靠性、安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萧伯纳有一句名言：人生并不是一

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

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

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梁思礼引用萧伯纳这句话时说：“我

想，一个人一生对社会、对国家，应该回

馈大于索取，这样社会才能前进，国家才

能强盛。”

为了传承航天事业的火炬，自 20 世

纪 90 年代起，梁思礼积极投身青少年教

育与科普事业。他结合亲身经历向青少

年讲述中国航天的精彩故事，激发了青

少年对航天事业的热爱。

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回国后和

第一代航天人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

生，使中国进入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

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

荣。”梁思礼说。

梁思礼：一腔热血 为国铸“盾”
科星百年科星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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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苍穹大

业赤子心”梁思礼院士百

年诞辰纪念展上参观。

“这是刘徽的骄傲，中国数学史界的

骄傲，中国科学技术界的骄傲！我为弘

扬刘徽的数学成就和科学精神，使人们

准确认识刘徽尽了绵薄之力而感到欣

慰！”近日，在北京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

行的刘徽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科学

史研究院通讯院士郭书春说。

83 岁的郭书春说的“骄傲”指的是，

第四十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审议

通过了中国科协推荐的刘徽诞辰周年系

列纪念活动。这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以科学家诞辰为主题

的纪念活动。

刘徽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算学家之

一，著有《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

从割圆术、牟合方盖，到重差术、刘徽原

理、十进分数等，刘徽以非凡的创造为中

国古代数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成就了

他在世界数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展现了

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敢于摒弃迷信、勇

于探求创新的科学精神。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数学史界普遍

认为，自数学史学科奠基人之一钱宝琮

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出版后，“中国数学

史已经搞完了”“中国数学史是贫矿”。

“而实际上，那时国内对刘徽的评价

并不到位，国际学术界对刘徽更是不了

解。”郭书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

史·数学卷》谈到刘徽的地方很少，美国

《科学家大辞典》“刘徽”词条实际上谈的

是《九章算术》而不是谈刘徽。

转折发生在 1978 年。那一年，西北

大学数学系教授李继闵发现《九章算术》

使用了勾股数组。郭书春回忆，“我受李

继闵的启发，进而讨论了由《九章算术》

引申出的勾股数组的 3种公式。”

1979 年，数学史家梅荣照建议郭书

春与他一起研究刘徽。郭书春认为，应

以《九章算术》及《九章算术》刘徽注的

原文为准，于是便逐字逐句研读刘徽注

原文。

当读到“以一面乘半径，觚而裁之，每辄

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时，郭书

春心中一震：刘徽这是在证明《九章算术》的

圆面积公式“半周、半径相乘得积步”。

可是，郭书春查遍了钱宝琮及历史

学家、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专家李俨的

著述和 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末所有谈圆

周率的文章，发现都没有谈到刘徽对圆

面积公式的证明。

“1956 年发表的一篇翻译刘徽割圆

术的文章，对上述画龙点睛的 25 个字竟

然跳过不译！所有著述所讲的求圆周率

的程序，都背离了刘徽注。”郭书春说。

这一重大发现，解放了郭书春的思

想。

后来，郭书春解决了被数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吴文俊称之为“刘徽原理”的

证明，撰写了《刘徽的极限理论》《刘徽的

体积理论》，梅荣照则撰写了《刘徽的方

程理论》《刘徽的勾股理论》。

1980 年秋天，在全国第一届科学史

大会上，郭书春和梅荣照的报告引起极

大反响。

郭书春回忆，20世纪 80年代，海内外

出现研究《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热

潮，而吴文俊和数学史家严敦杰的参与

推动了这一热潮。

在这一热潮中，郭书春解决了以往

没有涉及或没有正确解决的若干重大问

题：《九章算术》的体例，刘徽注的构成，

刘徽的推理和数学证明，刘徽的数学之

树，刘徽的籍贯，刘徽的数学思想，重差

术的造术，望海岛问的原型，《九章算术》

的版本研究，《九章算术》的校勘等。

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对刘徽的认识

越来越深，中国数学史界和科学界对刘

徽的认识也逐渐取得共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举办数学讨论班。按照国际惯例，

需要用一位大数学家的名字来命名，许

多学者主张用“祖冲之”。

对此，吴文俊当时在会上说：“从数

学的角度来说，祖冲之不能视为我国古

代数学史上的代表人物，真正的代表人

物应该是刘徽，从对数学贡献的角度衡

量，刘徽应该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相提

并论。”

郭书春也认同刘徽对数学作出的巨

大贡献，并表示：“以刘徽的精神研究刘

徽，发扬刘徽的科学精神，让数学史研究

更上一层楼！”

是他们让国际数学界重新认识了刘徽

▶在“苍穹大业赤

子心”梁思礼院士百年

诞辰纪念展上展出的梁

思礼院士手稿。

视觉中国供图

斑驳错落的石砖路，爬上墙角的青苔，仿佛还

有余温的瓷窑……漫步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

区，“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的千年瓷都盛景仿

佛一幅历史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浓浓古韵扑面

而来。

日前，记者参加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组织的

“走进新国企”调研采访活动来到这里，探寻千年瓷

都重焕新生背后的科技密码。

“陶阳里涵盖108条历经千年的老城里弄，拥有

着 650 余年历史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御

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400 余年历史的明清窑作

群落和 70 余年历史的陶瓷工业遗产。”陶文旅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熊洪华介绍，陶阳里是景德镇

瓷业的中心，明清时期手工制瓷技艺达到巅峰。

5 年前，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正式

启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0.3万平方米。其建设内

容包含民居街区修缮、古城市政里弄镇历史文化遗

址加固，以及各项配套设施建设等。多项科技手段

的“加持”，让千年瓷都盛景再现。

“在项目建设前期，我们集成式整合先进科技

手段，通过建立木材腐朽程度与非破坏性检测技

术之间的量化联系，以及确立砖材风化与超声波

响应的科学比例，为古建筑的安全评估和维护提

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陶阳里项目执行经理

吕小龙介绍，在古建筑的修复过程中，项目团队引

入多种智慧建造技术，构建了一套适应古城改造

特性的高效作业流程，显著提升了施工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和工作效率。

坐落于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的景德镇御窑博

物馆，与历史文化街区其他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

这座博物馆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传统蛋形窑，由 8 个

多曲面拱体结构造型组成。

“仅仅在窑砖干挂和砌筑环节，我们就累计使

用了 280 万块窑砖，确保了 8 个拱体弧度的平滑

度。”中建一局陶阳里项目建设者李亨通说。

“御窑博物馆是全球首个采用复杂双曲面结

构的建筑。”吕小龙介绍，为保证双曲面结构精准

度，项目团队采用建筑信息模型和混合现实技术、

放线机器人以及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双曲面拱

体施工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基于建筑信息模型

的智能放线机器人宛若“蜘蛛侠”飞檐走壁，使每 100 米误差从 1 厘米降

低至 5 毫米之内；利用混合现实技术，施工人员可预先查看异型拱体完

成情况，使得施工质量更有保障。

记者了解到，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修复过程中，中建一局项目团队

还自主研发应用了古遗址切割迁移技术。

吕小龙告诉记者，这种技术手段首先通过肌理分析，将成片的遗址群

划分成若干个独立遗址碎片。然后，围绕每块窑体四周分层开挖、分层包

封钢架，直至挖至底部。在此基础上，通过在窑体底部对穿无缝钢管，在

窑体侧部进行钢架拉结，从而在窑体四周形成“花盆式”底座。最后，通过

大型吊装设备整体吊装、整体运输，实现对窑体古遗址最大程度的保护。

千年之前，由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制作出的美轮美奂的陶制品，从

景德镇走向世界。如今，焕发新生机的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古韵犹存，吸

引全球游客来此一睹千年瓷都风采。

据统计，2023年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总计接待游客 442万人次，旅游

收入约 1.68亿元。2024年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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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记者从山西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侯亮亮团队获悉，日前

该团队通过对河北邢台柏人城遗

址人骨的 AMS-14C 测年及人和

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证实了华北平原粟麦混合的农业

体系在战国晚期已经形成。这一

发现不仅揭示了邢台地区战国晚

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还

证实了小麦在当地普及程度较高，

为了解战国晚期小麦在华北平原

的发展及华北平原先民食物结构

的转变提供了有力证据。相关成

果发表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小麦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推广

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侯亮亮介绍，

自史前时期，粟和黍一直是黄河流

域先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随着

史前食物全球化浪潮的加剧，小麦

开 始 从 西 亚 的 新 月 沃 地 传 入 我

国。距今 4000—3000 年左右，小

麦开始对先民的食物结构产生影

响，到汉代，小麦在我国北方地区

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华北平原是北方旱作农业的代

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位于太

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当地关于麦类种植的文献记载

极为丰富。邢台地区历史悠久，一直

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

自古就因水源充足而被称为“井”，这

一独特的环境优势为小麦种植提供

了必要前提。考古学家在邢台赵村

遗址就已发现商代的小麦遗存。由

此可见，邢台地区有着小麦种植的天

然优势，这也是该地区能够较早普及

小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侯亮亮介绍，团队结合遗迹地

层 、出 土 器 物 、组 合 群 以 及

AMS-14C 测年的证据，判断柏人

城遗址人骨样品的年代为战国晚

期。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方法，对

遗址中人和动物骨骼的骨胶原进行

研究，发现先民主要从事农耕经济，

其食物结构显示出明显的粟麦混合

特征。团队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

麦类作物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比例

高达 61.4％，这表明麦类作物已经

是当时较为重要的农作物，说明此

时华北平原粟麦混合的农业体系已

经形成。

另悉，研究团队通过对比柏

人城遗址与同时期周边遗址的数

据，发现大部分遗址仍以传统的

粟作农业为主，柏人城遗址的小

麦食用程度较高。团队推测，这

可能与当地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

以及石转磨、铁制农具等生产工

具的发展有关。

我学者证实战国晚期

华北平原粟麦农业体系已经形成

1 2月 23日，“殊方同致 数铸文明”展览启幕暨“刘徽星”命名仪式活动在中国科技

馆举行。图为观众体验展览上的趣味数学模型。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图为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