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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14位曾毕业或执教于清华。巨幅长卷《以身许国图》长25米，高2.2米，以这14位元勋

为素材，以万里长城和祖国河山为背景，生动刻画了曾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默默奉献的清华人的风貌，再现了科学家们“以身许国壮河山”的豪情壮志。

从左至右依次为：郭永怀、赵九章、陈芳允、王淦昌、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杨嘉墀、王希季、周光召、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屠守锷。作者：毕建勋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

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

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历程。这是一

次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照片。这次

战略决策开启了日后中国核事业的序幕。55年的

发展历程中，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弹一

星”，到八九十年代核能的逐步和平利用，再到

后来的载人航天工程，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科学

家们的心血。

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变了中国安全

状况和外交环境的“两弹一星”事业。在内外交

困的严峻形势下，负责“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

家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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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成功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

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中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创造出了新中国

“两弹一星”的奇迹。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

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

位。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我们享受着平静安逸

的生活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换来今日安宁生

活舍生忘死的前辈们，不应忘记为“两弹一星”

做出重大贡献的功勋们。在重温历史的过程里，

有太多值得后人汲取的精神和力量。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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