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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当过朱光亚先生的学生，那是

1958年—1959年期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反应堆工程专业四年级读反应

堆物理实验课，就是朱光亚先生从北京原

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来

执教的。朱光亚先生的授课内容包括反应

堆如何启动，中子通量密度、中子能谱、

动态参数等测量原理和实验方法，讲课语

言精练、严谨、深入浅出。先生刚劲有力

的粉笔字，也给我们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每课结束，都给我们留下参考文献，

重点是1955年和1958年日内瓦和平利用原

子能国际会议文集中的文章。读一门课

程，学会查文献，勉强藉字典读英、俄文

章，我还是在朱光亚先生要求后开始的。

我在清华大学读完六年书，1961年分

配到北京原子能所反应堆物理实验室工

作，该室原是包含核物理研究的大室的一

部分，该大室的主任是何泽慧先生，副主

任是朱光亚先生。我被分配到所时，大室

已分成两室，朱先生已奉二机部安排到另

外的单位去了。室里的老同志告诉我，朱

先生工作严谨、细致，对人要求严格，但

非常谦和。他审阅文章，往往改到错别字

和标点符号，审阅工程图纸，改到螺钉螺

母的标注。他不是用批评，而是用他自己

认真的工作和谦和的态度让人从感动、尊

敬中得到教益，这是终身难忘的。

朱光亚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

从不张扬个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

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

字不提，这在中国工程科技界是有口皆碑

的。这种缄默展示着这位老科学家虚怀若

谷的博大胸怀。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

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

丛书，他自然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

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

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历史的文献中，他

撰写的文章里，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从

不谈自己。他经常谦虚地说：“核武器研

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

很多种专业的高水平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

员通力合作。”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

在当今的科技界也应提倡这种精神。朱光

亚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科

学与传统美德的一种最好结合。他是我

国老一辈科学家才识和品行双馨的优秀代

表，是“两弹一星”精神杰出的倡导者、

培育者和实践者。朱光亚先生热爱人民，

热爱祖国，他的人品，显示了我中华民族

的优秀精神。他是一颗民族精神之星，照

亮我们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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