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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丰碑
——“两弹一星”事业

○ 本刊记者 关娟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

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毛

泽东就此作了重要讲话。李四光、刘杰、钱三强

列席了会议。

1956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制定了

《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把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突

出位置。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强光闪

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震惊世界，在中

国核武器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里程碑。

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

“两弹”结合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9时，我

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运载着原子弹弹

头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罗布泊弹着区

靶心上空爆炸，“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这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在

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蘑菇云再次翻涌。从原子

弹到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美

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零3个月，中

国成为继美、英、苏后，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

国家。

1970年4月24日21时，甘肃酒泉，“长征一

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星

箭分离、卫星入轨，《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

2010年10月1日下午18时59分57秒，中国探月二期

工程先导星“嫦娥二号”在西昌点火升空，准确入轨，

赴月球拍摄月球表面影像、获取极区表面数据，为“嫦

娥三号”在月球软着陆做准备。“嫦娥二号”标志着中

国的探月工程又迈出成功一步。回望2008年9月27日下

午16时30分，中国航天员翟志刚从“神舟七号”飞船上

首次进行出舱活动, 成为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人，中国成

为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员能从本国自主研制的航天器上独

立进行太空行走的国家。这样的时刻令人激动，它们不

仅凝聚了几代航天人的努力，更凝结着无数前辈们的贡

献。在探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成功的原因时，必须要追

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的一项伟大事业——“两

弹一星”事业。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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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了世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变成现实。

上述几个节点，可视为新中国“两弹一星”

事业的关键性事件，“两弹”是指核弹（原子

弹、氢弹）、导弹，“一星”是指人造卫星。

“两弹一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

防力量严重不足。而“二战”后的几个世界大国，

都已进入“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美国政府

凭借手里的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

1950年，美国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朝鲜战争

爆发，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

阿瑟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美

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

弹……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不

断升级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

导集体，做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

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曾说：原子

弹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

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

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国际形势严峻，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连年战乱后的中国经济基础薄

弱、人民生活困苦，满足基本的温饱都是问题。

科研条件更是极为艰难，没有经费，没有设备，

许多科研用的元器件是靠手工一点点打磨出来

的。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更是雪上加霜，使刚

刚开始的技术研发面临困境。在这样一个内忧外

患、“卡脖子的时代”，参与“两弹一星”工作

的众多科学家们无怨无悔，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一

次次地建立了丰功伟业。

“两弹一星”在新中国国防史上谱写了光辉

篇章，使我国实现了核力量从无到有的巨大跨越，

国际安全环境得以显著改善，政治、外交等形势产

生了众多变化。由于我们拥有核武器，具备一定的

战略威慑能力，政治、外交上的选择余地加大，军

事上的回旋空间得到拓展，由建国时期不得不将国

家安全大环境依托于中苏结盟，转向独立自主的政

治外交路线。另一方面，也迫使美国开始考虑调整

对中国的敌对政策。尼克松在1967年10月号《外

交季刊》上刊登文章称：“我们根本不能永远把中

国排斥在世界大家庭之外……”美国开始寻求各种

渠道与中国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

出现重大调整，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重新在国

际舞台发挥作用。“两弹一星”可说是中国独立自

主的坚强后盾。

功勋人物铸就辉煌

《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

要》制定后，相应的组织领导及研究机构陆续

成立：1956年4月，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

（1958年10月改组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

会），领导发展航空、火箭技术；10月，国防

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负责导弹的研究、设计、试

制任务；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主管核工

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1958年7月，核武器

第一颗氢弹爆炸的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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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

究工作。1961年11月，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

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

导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

究、试验工作的领导。

“两弹一星”取得的辉煌成绩，不仅得益

于国家有序的组织和有力的支持，更得益于无数

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刻苦钻研。共和国不会忘

记，历史更不会忘记，在那个极端困难的历史环

境中，一批批爱国奉献的卓越科学家们，凭着一

股为国舍命的精神，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

努力，陆续加入到“两弹一星”事业中，为新中

国铸造了安全之门。清华大学物理系以及后来设

立的工程物理系，为核工业和国防事业培养了大

批优秀人才，许多清华人更是在其中发挥了主导

性作用：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

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向总理介绍了中国铀矿

资源勘探情况和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并由

此推动了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的制定。钱三

强自1948年从法国学成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

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

所）所长、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他选贤举能、无

私奉献，为“两弹一星”事业聚拢了大批人才。

20世纪50年代末，王淦昌带领一批中青年科

学家如周光召、丁大钊、王祝翔等到前苏联杜布

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他担任副所长，领导

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使人类对物质

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久，他接

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通知他“放弃手中

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于是，他悄

然回国，毅然放弃了所熟悉的基本粒子的研究，

奉命踏上研制原子弹的艰苦旅程，践行自己“以

身许国”的承诺。

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获得了美国普渡

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

获取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毅然登轮回国，进入中

科院近代物理所担任研究员，与于敏等人一道开

创性地开展了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8年8月的

一天，钱三强对他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

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接到这个任务后，他就开

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28年的

隐姓埋名，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工作。

1947年，“回国不需要理由”的彭桓武克

服重重困难，登上一艘英国运兵船回国，执教于

云南大学，立志为国效力。1961年4月的一天，

钱三强找到他说：“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

强尖端项目的攻关，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

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困难吗？”他回答：“没

有。”从此，彭桓武走进核武器研究所，率领研

究组担负起原子弹理论方案设计工作。

1955年，钱学森冲破阻力从美国返回祖国

的怀抱。回国后，他立即着手中国火箭、导弹研

究的组织工作。面对异常困难的境况——既无人

才，又无设备，国外在这方面对中国完全实行封

“东方红一号”卫星

计算用手摇计算机

计算出的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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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他不改初衷，坚信只要经过努力，中国人

也可以掌握研制火箭和导弹的技术。一天，陈赓

将军问他：“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坚

定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

……

除了这些杰出的清华人，当时还有包括核

物理、化学、工程等各方面全国最优秀的专家集

中到一起，团结一心、精诚协作、共同奋斗。正

是由于这些科学家以及无数无名英雄们的加入，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才会在短时间内诞生出

“两弹一星”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加

入“两弹一星”事业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

岁，周光召32岁……据统计，中国在1960年从事

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8％，

26～35岁者占25.5％，两项之和超过九成。这群年

轻人，在渺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大漠深处，奉献

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的聪明才智。

“两弹一星精神”及其延续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举

行了表彰大会，授予或追授23位功勋人物“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并用“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集

中概括了“两弹一星”研制人员的崇高精神，称

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

精神活生生的体现。

“两弹一星精神”很好地概括了为“两弹一

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的风貌，他们怀

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事

业中，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依靠自己的创新能

力和奋斗精神，克服无数困难，精诚团结，协同

创造，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历史发展到现代，一个核试验已经停止、核

能和平使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和知识创

造生产力的时代，“两弹一星精神”仍值得现在

甚至未来弘扬。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强调的是一种

责任感和使命感，黄祖洽先生回忆道：“当时正

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我们都风华正茂，意气风

发，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尽快打破霸权主义的

核讹诈，大家日以继夜地从各个角度分别探索

着、思考着。”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清华人身

上。2004年在“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40周年”的活动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

希谈到，“清华大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

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她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能

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事业

发展的重要岗位上做出重要贡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两弹一星”

事业推进的重要保证，在内无基础、外无援手的

条件下，从事“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发挥了最

大的聪明才智。当时邓稼先领导二机部科研人员

用算盘和4台老式的上海通用牌手摇计算机，进

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算1次，要一个多

月，算9次，要一年多时间。为了演算一个数据，

他们一日三班倒，最终推翻了前苏联专家撤走时

留下的结论。自主创新、不畏艰难的精神同样适

用于当下的中国，要使“中国制造”转向“中国

创造”，要在国际高新科技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都需要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即将走过百年

历程的清华大学，以及无数清华人，也一直在积

极寻求自主创新。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不仅是集体主

义的体现，更是科研攻关中不惧困难的科学精神

的体现。“两弹一星”事业集中了当时大批优秀

的、各个学科和门类的科学家们，大家集思广

益、学术民主、同心协力、有机配合，才能在短

时间内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而发扬科学精神、按

照客观规律办事，才使这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没

有重蹈“大跃进”的覆辙。随着时代的发展，伴

随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进步，这一精神后来演化

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

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航天人奋勇前进。

在和平年代，“两弹一星”事业有了新的延

伸与发展，核工业逐渐转为民用，核能实现和平

利用。

1999年11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艘宇宙

飞船——“神舟”号试验飞船，2003年10月15日

至16日，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2005年10月12

日至17日，“神舟六号”飞船实现了两人五天的

太空飞行，标志着我国跨入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

的空间试验阶段，及至后来“神舟七号”和“嫦

娥二号”的成功，迈开了从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

国的新步伐。

中国人的强国梦，仍在坚定地推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