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科学家———钱三强
 

钱三强(1913 年 10 月 16 日—1992 年 6 月 28 日),
 

原名钱秉穹,
 

核物理学家。 原籍浙江湖州,
 

生于浙江绍兴,
  

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

创始人,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
 

人物生平

1913 年 10 月 16 日,
 

出生于浙江绍兴,
 

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

活,
 

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
1929 年,

 

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同时还听本

科的课程。 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
 

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着钱

三强。
1932 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
1936 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 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
 

到北平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作助理员,
 

从事分子光

谱方面的研究工作。
1937 年 9 月,

 

在严济慈的引荐下,
 

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

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导师是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
 

并跟随化学

师葛勤黛夫人做钋的放射源研究,
 

还在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

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
1939 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 粒子与质子的碰撞》。
1940 年,

 

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 年春,

 

钱三强与他的同行合作,
 

经过反复实验,
 

终于发现了



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 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
 

而且使人类

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 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
 

“这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
 

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
1946 年底,

 

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7 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导师,
 

并获法兰

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948 年,

 

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
 

所长,
 

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

书长,
 

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

长,
 

中国科协副主席、
 

名誉主席,
 

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理事长,
 

中

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
从新中国建立起,

 

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
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

所长、
 

所长,
 

并于 1954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 年,

 

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
 

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
 

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6 年,

 

钱三强带领 40 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 刚从

美国回国的钱学森,
 

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
1956 年 11 月 16 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成立主管原子

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 2 月 11 日改为二机部),
 

宋任穷任

部长,
 

钱三强与刘杰、
 

袁成隆、
 

刘伟、
 

雷荣天等被任命为副部长。 他

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 聂帅曾经对钱三强说过:
 

“搞原子能,
 

你是行家,
 

就请你提建议,
 

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1958 年,

 

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
 

并汇聚了一大

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
 

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

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59 年 6 月 26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来信,
 

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有

关资料及教学模型。 8 月 23 日,
 

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定的新技

术协定,
 

撤走了全部专家,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
 

周光召在国外召集数

十名海外专家、
 

学子,
 

联名请求回国参战。 他们归国后先后参与主持

了理论的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



1964 年,
 

在他 51 岁生日之际,
 

所研制出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
1967 年氢弹又爆炸成功。 西方媒体推测,

 

法国国家博士钱三强是

中国的核弹之父。
1980 年 7 月 24 日,

 

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

况》为题讲课。
1992 年 6 月 28 日,

 

在北京病逝,
 

终年 79 岁。

二、
  

主要成就

1. 科研成就

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多项重要成果,
 

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
 

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了科学的解释。 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

的创立、
 

发展和“两弹”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组织推动中国科学院

和国家的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 年 2 月,

 

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 他

首先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学部。 经过反复酝酿讨论,
 

他主持起草

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 同时,
 

主持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
科学院各学部成立后,

 

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
 

加强学术领

导,
 

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
 

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
 

发挥了

积极作用,
 

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
 

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

 

学部被迫停止一切活动。 “文化大革命”后,
 

钱

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
 

立即着手恢复学部的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

 

恢复学部工作异常艰难。 自 1957 年后,
 

22 年没

有增选学部委员,
 

健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 73 岁。 因此,
 

增选一批

新学部委员,
 

是恢复学部活动的当务之急。 钱三强亲自组织了选举工

作。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
 

酝酿、
 

协商、
 

评审,
 

1980 年 11 月,
 

选举

出新的学部委员 283 人,
 

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 73 岁下降到 65 岁。 学

部工作恢复了生机。
由于种种原因,

 

1980 年后 10 年未增选学部委员。 钱三强考虑再

三之后,
 

于 1990 年 5 月 7 日,
 

向李鹏总理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署名



信。 他写道:
 

大家对我国人才“断层”问题深表关切和担忧。 人才断层

不仅表现在中层,
 

还表现在高层,
 

例如代表我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也面临这种状况。 6 月 2 日,
 

李鹏总理在办公

室约见了周光召院长,
 

就学部工作进一步听取情况汇报,
 

进行研究。
同年 11 月 16 日,

 

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

示,
 

还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进行一次。
自此,

 

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
 

学部发展进入一

个新阶段,
 

同时,
 

也为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1980 年,

 

中国科技界出现了“加强软科学,
 

发展交叉科学,
 

提倡

学科交叉”的认识热潮。 当时身为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三强,
 

以鲜明

的态度积极支持。 他在第一次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
 

作了《迎

接交叉科学新时代》的演讲。 这次演讲被公认为交叉科学发展史上的

“著名演讲”,
 

受到广泛重视。
1986 年 9 月,

 

中国科协成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联盟工作委员

会,
 

钱三强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委员会的任务开宗明义:
 

加强软

科学、
 

交叉科学、
 

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
 

宣传和培训活动,
 

加强自

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
 

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87 年后的一段时间,

 

包括科学技术、
 

教育、
 

社会科学、
 

文学艺

术、
 

哲学、
 

新闻出版等在内的知识界,
 

出现了联合交叉大讨论的热潮。
这一热潮的发起者,

 

就是钱三强领导的促进联盟委员会,
 

特别是由他

亲自策划并主持的系列“科学与文化论坛”。
一开始,

 

钱三强就“论坛”的宗旨作了说明:
 

“充分认识科学技术

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确定包括科技与教育、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

术在内的新文化观念,
 

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
 

充分认识科技在

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把科技知识的传播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

来,
 

把数以百万计的科协成员变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钱三强的设想,

 

迅即得到钱学森、
 

于光远、
 

郑必坚以及指挥家李

德伦、
 

作曲家吴祖强等人士的热情支持。

2. 人才培养

钱三强 30 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
 

如果继

续从事科学研究,
 

公认其在该领域会更有建树。 然而,
 

回国后,
 

他无



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
 

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
 

以主要精力

从事科学组织工作,
 

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
 

培养了一大批科

技人才。
在科研工作中,

 

钱三强注意发挥青年的主动性,
 

放手让他们大胆

探索,
 

在一些关键之处给以指点;
 

他注意引导和鼓励青年独立思考,
 

发表见解,
 

即使是不成熟的或萌芽状态的,
 

他总是给以热情支持,
 

并

一起讨论,
 

逐步完善;
 

他以平等态度与青年交往,
 

经常以自己的经验

教训和亲身体会,
 

帮助青年少走弯路。 每年新大学生、
 

研究生到所里

报到,
 

他都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
 

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正是由于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

鼓励、
 

信任、
 

教诲和示范作用,
 

在我国核科学技术领域中,
 

有一大批

年轻人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
 

默默无闻地奉献给

国家和人民期盼的事业。

3. 荣誉表彰

1985 年获法国总统授予的法兰西军官级荣誉军团勋章。 1999 年

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三、
  

人物评价

钱三强的一生,
 

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
 

有人生的理想和规范。 77
岁的高龄,

 

历经风风雨雨,
 

仍然巍然挺立,
 

不为世俗所扰。 ( 人民

网评)　
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

 

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
 

他无

愧于这个时代。 熟悉钱先生的人,
 

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
 

勇挑重

担的气魄,
 

杰出的组织才能,
 

甘为人梯的精神,
 

谦逊朴实的作风,
 

以

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 在钱先生身上,
 

科学和道德达到了

高度的统一。 正是因为这样,
 

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

慕、
 

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周光召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