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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5 月曾德承参加核武器小型化设计
定型试验时留影

研究”的成功实践。至今这类研究仍然生

生不息，傅先生当年点燃的一把火，其光

芒和热量还在不断散发着。

傅璇琮先生走了，走得太匆忙！他带

走了那么多读过的书，那么多学术思考，

还有关于国学事业的期待。然而可以相信

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

于一身的傅先生已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

被仰望，永远受崇敬。他的学术年谱人们

会时常打开，其最后的述作是：“我希望

今后的研究者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结合

其他学科，更加广泛地从中国社会文化的

曾德承，1938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

县。2015年7月11日病逝，享年77岁。

2015年9月1日，我和校友会钱锡康、

冯伟萍一起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

访问时任四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史求深以

及张慧儒、徐乃新、盛家田、陈行良等五

各方面来探讨古典文学，并且始终将内部

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我虽已为耄

耋之年，仍引领以望！”（《思勉原创奖

获奖感言》，《中华读书报》2016年1月

13日第9版）这已经成为他与学界的告别

词，其中的真义将在他的同行者与后来人

的研究实践中得到显示——那便是对傅先

生的最大告慰了。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

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转自《中华读书

报》2016年1月27日）

曾德承——一生奉献核事业

○刘元亮（1963 工物）

位曾德承的老同事，他们提供了曾德承当

年在九所工作所做的贡献和获奖情况，并

深情介绍了曾德承感人的事迹和为人，使

我们深受教育，大家一致认为曾德承是一

位一生奉献核事业的好同志。

曾德承1957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

物理系物25班，与我同年级，大一时和

我们物24班同住在善斋西边的第三宿舍

二层。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诚恳朴实憨

厚的好小伙。他196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61年9月分到原子核物理理论专业物

308班。

1963年7月曾德承从清华毕业，同年

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工

作。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

与物理设计，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研

究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从1964年起，

历任技术员、科研课题负责人、科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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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

究室副主任、应用物理部副主任、应用物

理部专家组成员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惯

性约束聚变（ICF）核爆模拟总体专题专

家组成员。1983和1984年连续两年被评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优秀共产党员，1989

年被国家能源部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的专家特殊津贴。

曾德承参与铸剑记

曾德承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

氢弹理论研究与物理设计的参加者和完成

者，是拦截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反导核装

置、中子弹和第二代战略核武器氢弹小型

化武器化计划原理研究与物理设计的学术

带头人与组织领导者。

作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试验作业

队理论分队的负责人，曾德承参加过5次

国家核试验：1971年11月进行的反导核装

置设计原理科学试验，1985年12月进行的

首次中子弹设计原理科学试验，1988年10

月进行的为全面掌握中子弹技术的完整中

子弹试验，1993年10月进行的第二代战略

核武器氢弹次级小型化武器化设计原理试

验，1996年5月进行的第二代战略核武器

氢弹次级小型化武器化设计定型试验,这5

次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曾德承对原子弹突破、氢弹设计原理

的探索攻关与突破和反弹道导弹核弹头设

计原理研究，以及第二代战略核武器氢弹

小型化武器化理论研究与设计定型，都做

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在20世纪70年

代末至90年代初，他作为中子弹理论研究

与设计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完成者，解决

了一系列与中子弹设计技术密切相关的问

题，从而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取得了继原子

弹、氢弹以后又一次新的重大突破。

曾德承在国防高科技研究岗位上业绩

卓著，成果丰硕，十多次受到国家或部

（委）的署名奖励。1986年5月15日在北

京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1988年12

月13日在北京参加中子弹试验总结大会

时，他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1985年以排名第一的“作功点燃氘氚

气体聚变反应的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1988年以排名第17（署名奖励

共30人）的“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即中

子弹的重大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除上述两项大奖外，获署名奖的还

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1984年和

1985年核工业部为纪念原子弹氢弹突破奖

1项，1986年光华科技基金奖二等奖1项，

1986年至2006年间部（委）级和军队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

理论核物理专业 1962 届和 1963 届的学
生党员合影。左起，赵南明，邢纯洁，刘元亮，
曾德承，伍绍祖，刘恭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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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曾德承有深厚的原子核物理理论知识

和渊博的核武器物理设计专业知识，在核

爆炸电子计算机模拟物理建模与数学建模

方面有丰富经验和很高的学术水平。著

有科技丛书《中子弹设计原理》（因保密

原因未公开发表出版），为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研究生教授过核武器物理专业应用

基础“高温高压辐射流体力学”课程，完

成数十篇很有实用价值的科研专著或论文

（因保密原因绝大部分未公开发表）。曾

德承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

四十多年如一日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

科学求实，严谨治学，兢兢业业，无私奉

献，淡泊名利，甘当无名英雄，为我国的

核武器事业和核武器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德承的大家与小家

曾德承生前曾回忆说：当时是邓稼先

亲自把他和其他清华同学接到九院九所来

的。一接触这个火热的战斗集体，很快就

把生活上的许多不便忘得干干净净了。

一门心思只想如何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挑

起自己应挑的担子。后来经人介绍，结识

了在北苑某部队子弟小学当老师的广东同

乡罗自称并结为伴侣。罗自称告诉我：两

人结婚时所里还没条件给他分房子，部队

小学的领导倒很谅解地挤出一间房给他俩

做新房。憨厚的新郎安慰新娘说：“上下

班路途这么远，男子汉理当多吃点苦！”

可是新郎没想到的是：自己虽然因经常加

班，常常是夜晚亮灯回、凌晨亮灯走，路

途奔波不要紧，可是买菜、做饭、洗衣、

墩地、擦玻璃等一大堆家务活可全扔给新

娘了。看着新郎疼爱又抱歉的窘样，新娘

常常笑着学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口气

说：“房子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我累

不倒，你放心吧！”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大女儿朝晖降

生了，这三口之家小日子过得真甜蜜。可

是没过几年愁云却又把小两口罩住了：孩

子要想上大学，首先必须上个好高中，

可是在北郊有什么好高中呢？虽然孩子的

成绩也达到了重点线。幸好借助小罗一位

领导在城内一所重点中学任职的老战友帮

忙，好学生进入了好高中，上大学自像如

鱼得水。第二个女儿旭晖的升学问题可就

没有姐姐那么顺利了，高中只招收户口在

本区的学生，而重点高中多在海淀区，曾

德承无奈只得请求所里帮助，在房源非常

紧缺的情况下，领导只好动员一家“二室

户”让出一间房来救曾家的燃眉之急。小

罗也调到九所子弟小学来了。迈出这一

步，虽然生活上给两家都带来不少新的矛

盾，但可喜的是，换成了海淀区户口，旭

晖也很争气，顺利地考取了师大附中，上

大学也就水到渠成了。直到2001年国家在

海淀区为这批为国献身，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共铸核盾的科技“登山队员”建造

的万柳阳春光华家园建成后，头发斑白、

已当了姥爷姥姥的曾德承夫妇才搬进了三

居室的新家。对此，曾德承夫妇很满足，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里还有56%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呕心沥血，为中华核

盾献了青春献儿孙的志士，因各种原因退

休前未能晋升正高职称，致使他们的住房

和退休金等待遇上受到较大影响，应该说

这些同志做出了更大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