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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宁静，对于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

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益所害。

——于敏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

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

专业很称心！

——王大珩1985年对自己的写照

有人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充当开路先锋，其实我并

无过人的胆识，只不过是对认定该做的事情不惜承担

风险罢了。

——王希季

严肃认真，万无一失。大力协同，攻关会战。

发扬民主，群策群力。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一次试

验，全面收效。

——朱光亚总结“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

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

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

的原因之一。

——任新民

良师益友教书育人铸辉煌，自强不息两弹一星建

功勋。

——吴自良先生追悼会上的挽联

人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

为私。

——陈芳允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只会谈科学谈研究，其

实我们的话题很多，即使是在做“两弹一星”研究的

时候。我们在一起从来不会冷场，都是抢着说话，从

科学问题到诗词，甚至到天文地理、宗教。偶尔也会

拉家常，他给我讲他的父亲、爱人、儿子……

——陈能宽追忆和彭桓武之间的友谊

回声

我做事情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只要我的想法能

够实现，能够为国家得到好处，我就心满意足了。

——杨嘉墀

科学是集体的事业，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

已。

——周光召

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

我感觉到我们搞这一行的人，都是把国家利益放

在自己的利益前面，不为个人的名利，而是以航天工

作为第一位。

——屠守锷

一个是物理概念要清楚，一个分析问题要细致。

我每次去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快，解决问题也比较

快。所以一般出现问题就找我去。

——黄纬禄

不能把“两弹一星” 精神仅仅理解为白手起家、

苦打硬拼，其核心的是科技创新精神。

——程开甲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说说理由。

——有人问彭桓武为什么要回国时，他回答。

亭亭铁塔矗秋空，

六亿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农兵协力，

焉能数理化成功。

——彭桓武所作的《塔爆有感》

我愿以身许国。

——1961年4月，当领导询问王淦昌是否愿意参

加原子弹研制时，他回答道。



3030

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

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

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

故来督促自己。

——王淦昌

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

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

得自豪呢？

——王淦昌

我的生命已献给了我未来的工作，做好这件事

情，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58年秋，钱三强请邓稼先参加为国家放

“大炮仗”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他在

和妻子告别时，郑重地对妻子说。

我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

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

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说道

搞工作一个人不行，要在一个具有共同语言的研

究集体中热烈讨论和争论，要发挥集体的力量。

——赵九章

只要能把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同志

们，我们大家努力吧！

——姚桐斌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钱三强

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

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

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

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

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

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

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

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

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一

文中，以1957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

“两弹一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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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报效祖国，你们乃至

二三代科学工作者都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铺路石，

要有思想准备吃苦受罪，不要为名利所累！

——郭永怀

由于我的才能微薄，加上条件的限制，我的工作

没有多少成绩。唯一可以自慰的是，五六十年来我是

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没有虚度光阴……希望

组织和老朋友们不断给我以鞭策。

——赵忠尧

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核。烧热核，万众声欢，

群丑声栗。英雄挥起如椽笔，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

越，红心如火，壮志如铁。

——唐孝威

勤俭诚信，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

——黄祖洽

钱三强和您，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

记。

——温家宝总理2007年8月3日看望钱三强的夫

人、同样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何泽慧时

说。

一位人文学者说过：“有人说，自从进入20世纪

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

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在有幸受到

何先生教诲的30多年中，我的脑中也多次浮现出这样

一句话：

我们有何泽慧！

——李惕碚写于何泽慧先生95寿辰

唐孝威教授是很有经验、很有成就的物理学家，

他亲自参加过正负电子对撞的实验，尤其对1979年胶

子的发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

 科学之“基础”较“现代应用”更为重要。“两

弹一星”均有清华“物理系”校友做主要贡献。因此

如何“应用”乃在“基础”科学之重视。此事与清华

进入21世纪为世界第一流大学有关。

——1995年顾毓琇在致清华校长的信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