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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于敏在工作中，攝於1980年。 資料圖片

國產土專家 記憶力驚人

在研製氫彈的過程中，于
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69年初，因奔波於北京和大西南之間，
也由於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他
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
型空爆熱試驗時，他身體虛弱，走路都很
困難，上台階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地上
去。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着到小
山岡上看火球時，已是頭冒冷汗，臉色蒼

白，氣喘吁吁。由於操勞過度和心力交
瘁，于敏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壓力勞累致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

和身體狀況，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備
戰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一天深夜，于
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
見他氣喘，趕緊扶他起來。不料于敏突然

休克過去，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後來
許多人想起來都後怕，如果那晚孫玉芹不
在身邊，也許他後來的一切就都不存在
了。
出院後，于敏顧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又

奔赴西北。由於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
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
血，回到北京後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
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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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去世後，曾於1999年獲頒「兩彈一
星」功勳獎章的23名著名科學家，目前僅
剩王希季、孫家棟和周光召三人健在。去
年11月，有「中國核司令」之稱的著名物
理學家，中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程開甲院士在解放軍總醫院病逝，享年
101歲。
「兩彈一星」指的是1964年10月16日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
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
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
功。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

製作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授予于
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
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程開
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
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23
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
技專家。
目前健在的3名著名科學家都稱得上是

學界巨擘，98歲王希季是著名空間技術專
家，90歲的孫家棟是著名彈道導彈和人造
衛星總體技術專家，90歲的周光召是著名
理論物理和粒子物理學家。

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
口中的中國「氫彈之父」；他是第一個
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
家；他的名字曾被保密30年，直到氫

彈發射成功多年後才得以解密……他就
是2014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
中國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究
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奠基人之一——于

敏。
1926年，于敏出生在天津市一個普通

百姓家庭。1944年，18歲的于敏入讀北
京大學工學院，後來轉入理學院修讀物
理科，鑽研理論物理。1949年，于敏本
科畢業後，考取了物理學家張宗遂先生
的研究生。
由於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物理研究方面

取得的進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國
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稱號。
1956年晉陞為副研究員。

從未喝過「洋墨水」
在張宗遂、胡寧教授的指導下，

1951年于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
後，他被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
究員。這個所1950年才成立，由錢三
強任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
長。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後獲諾
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
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

問，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于敏的
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
國後，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
產土專家一號」。「國產土專家」的
稱號由此而來。
與錢學森等國外學成後毅然回國的

「海歸派」不同，于敏是中國研製核武
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唯一未曾出過國
的，彭桓武院士說：「于敏的工作完全
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
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
的。」

勤奮造就「最快速」
之所以能夠完成氫彈研製任務，全靠

他的勤奮以及驚人的記憶力。1967年，
中國完成了氫彈核爆實驗。從原子彈到
氫彈，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這是
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氫彈研製過程
中，于敏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
的設想，成為中國氫彈研製中的關鍵人
物。

中國氫彈之父于敏昨日在京去世

因工作內容較為特殊，在28年時間裡，于
敏的名字曾是絕密，直到1988年解密。

他說：「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
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
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
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
足以自慰了。」

著名「百日會戰」個個跪地研究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
功，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中國用了2年零8
個月，速度世界第一。巨大的成功背後，是難
以想像的艱辛——全國僅一台每秒萬次的計算
機，95％的時間算原子彈，5％留給氫彈設計。
1965年9月至11月，上海。39歲的于敏帶領
科研團隊來到上海華東計算所，對加強型原子
彈進行優化設計。這一百多個日日夜夜，于敏
經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積如山的計算紙帶，終
於實現了氫彈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從原理、
材料到構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這就是核
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

氫彈成功爆炸「回去就睡了」
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

一顆氫彈，爆炸威力同于敏計算的結果完全一
致。試驗成功的這一刻，于敏並沒有在現場，
而是在北京守候在電話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這個人不大流淚，也沒有徹夜不眠，回去
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于敏回憶道。
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1971年，青海

核武器研製基地。由於某型號試驗未能達到預
期效果，被軍管會定性為「理論長期脫離實際
的惡果」，進而在「學習班」上對理論部橫加
批判。時任理論部副主任的于敏分析出實驗失

敗是技術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並從模型和原理
上提出修改設想。
然而，這卻完全違背了軍管會定下的表態

基調，在變本加厲的威逼脅迫下，一向溫文爾
雅的于敏竟拍案而起，「我不會同意你們的說
法，那是不符合科學規律的」。事後，他對一
同工作的胡思得說：「順了他們的意思，的確
很好過關。但那是對不起真理，經不住歷史考
驗的。」
事實勝於雄辯，後來按照于敏的改進建

議，實驗得到技術上的修正並實現了成功。

《出師表》引共鳴 男兒淚紛紛落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試驗基地裡，天氣
已降至零下三四十度，早起刷牙時，拖鞋都被
凍在地上。嚴寒天氣下，在當地參加實驗的參
試人員更加倍感壓力。
當時的一次討論會上，大家剛剛坐定，心
有觸動的陳能寬忽然吟誦起諸葛亮的《出師
表》：「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在場的于敏也來了興致，一人一句
地接下去，到後來，只聽于敏一個人在吟誦，
「夫難平者事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紛紛留下熱
淚。最終，原理實驗圓滿成功，為中國中子彈
技術奠定了堅實基礎。

獲授國家獎章功勳集體共享
1999年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

章，他說這是集體的功勞，婉拒「氫彈之父」
的稱謂。他說，核武器事業是龐大的系統工
程，是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正確領
導下，全國各兄弟單位大力協同完成的大事
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中國軍網、光明網、俠客島報道，中國國防科技

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昨日在京去世，享年93歲。上個世紀

60年代，氫彈技術是各個核大國的最高機密，沒有參考借鑒，中國的氫彈研究是

徹底白手起家。帶頭突破氫彈原理的，正是于敏，這個中國自主培養的「國產土

專家一號」。「一句囑托，許下了一生；一聲巨響，驚詫了世界；一個名字，蕩

滌了人心。」這是2014年「感動中國人物」評選委員會寫給于敏院士的頒獎詞，

也是對他一生的最佳凝練。

一聲巨響驚世界一聲巨響驚世界
滿腔赤誠報家國滿腔赤誠報家國

■■19671967年年66月月1717日日,, 中國的中國的
第一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第一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
爆炸成功爆炸成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寧河人，1949年畢業於
北京大學物理系。

于敏歷任二機部九院理論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長、所長、
九院副院長、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部、核工業總公司科技

委副主任及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
學物理部委員（院士）。1999年獲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被稱為中
國「氫彈之父」。2018年12月18日上午，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
民大會堂舉行，于敏作為「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成為
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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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64年年1010月月1616日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世在世
界上引起轟動界上引起轟動。。19651965年年11月月，，毛澤東主席在聽取國家毛澤東主席在聽取國家

計委關於遠景規劃設想的匯報時指出計委關於遠景規劃設想的匯報時指出：「：「原子彈要原子彈要
有有，，氫彈要快氫彈要快。」。」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
院下達命令院下達命令：：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位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位。。

牽住牽住「「牛鼻子牛鼻子」」解決重難題解決重難題
這年這年，，于敏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于敏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99月月，，

3838歲的于敏帶領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歲的于敏帶領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
機研究所機研究所，，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但這種模型但這種模型

重量大重量大、、威力比低威力比低、、聚變比低聚變比低，，不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于于
敏總結經驗敏總結經驗，，帶領科技人員又計算了一批模型帶領科技人員又計算了一批模型，，發發

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
重要課題重要課題。。于敏高興地說于敏高興地說：「：「我們到底牽住了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牛鼻子』』!!」」

聲稱聲稱「「打松鼠打松鼠」」暗指有突破暗指有突破
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使用隱語的保密電話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使用隱語的保密電話，，暗指暗指

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
了一只松鼠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
野味野味？」？」「「不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但我
們有新奇的發現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
究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好，，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我立即趕到你那裡去。。」」
當年底當年底，，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研究中在氫彈原理研究中

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
鍵性的理論問題鍵性的理論問題，，並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並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
成績成績。。 ■■光明網光明網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獲得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獲得20142014年年
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頒獎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頒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
爆炸之後人民日報發出的喜報。網上圖片

與鄧稼先的暗號

■「中國氫彈之父」于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