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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5日，是“两弹元勋”邓

稼先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

敬的心情，追忆邓稼先同志光辉的一生，

深切缅怀他为党和人民、为伟大祖国和中

华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建立的不朽功

勋，学习和弘扬他的崇高精神。

邓稼先同志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

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核武器

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奉献了一生，建立了

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

精神财富。他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如

同星辰一般熠熠生辉，引领激励着一代代

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不断登攀新的科技

高峰。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

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24年，邓稼先同志出生在安徽省怀

爱国科学家的典范

——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诞辰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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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 20 日，邓稼先获美国普渡

大学博士学位

宁县白麟坂镇，少年时就立志将自己的一

切贡献于祖国，贡献于中华民族。

1945年夏，他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

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赴美

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留学，用23个月

就取得博士学位。出国前他对好友说：

“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

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

第9天，邓稼先同志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毅然登上归国的客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从事原

子核研究工作，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

开创性工作。1956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核

威胁阴云笼罩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对核讹诈、核威胁，党中央毅然作出发

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8年8月，邓稼

先同志奉命调入正在筹建的核武器研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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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担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

设计。他对妻子许鹿希说：“我的生命就

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

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

得！”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核武器事业紧

紧捆绑相融在一起。

从1958年到1986年，邓稼先同志隐姓

埋名，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兢兢业业、呕心

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历任二机

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今为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

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共第

十二届中央委员等。

1985年8月，邓稼先同志被确诊为直

肠癌晚期。病重住院期间，他念念不忘

事业，经常与来探望的同事们讨论处理工

作。病床上常常摆放着专业书籍，随时准

备拿起翻阅。他在党员登记表上写道：

“自己虽身患癌症，但矢志不移，尽量

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祖国的强

大，他始终念兹在兹。1986年，病情不断

恶化，但他仍然拖着虚弱的身体，特地到

天安门广场看国旗，把赤子情怀化作无限

牵挂：“等国家强大了，你们一定要告

诉我。”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永

远离开了我们，终年62岁。在生命最后时

刻，他深情地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

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同志以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用毕生兑现了把生命献给工作的庄严诺

言，为核武器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

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无私

无我的崇高境界。1999年9月，他被追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被

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

人物”。

“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

才能取得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

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核武器研制属于大科学工程，理论设

计是第一个关键环节，是核武器研制的

“龙头”。创业初期，邓稼先同志带领平

均年龄仅23岁的年轻队伍，白手起家，从

学习《超音速流和冲击波》《爆震原理》

《中子输运理论》三本书开始，自力更生

探索原子弹原理。当时一周实行六天工作

制，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排满了七天。计算

用过的草稿纸一扎一扎放入麻袋，一直从

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个房间。经过

九次艰苦繁复的特征线方法计算和分析，

他们逐步深入原子弹爆炸物理过程，破解

了其中规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

主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

核垄断。

在突破氢弹时期，邓稼先同志组织制

定《九院理论部科研工作大纲》即《氢弹

研制大纲》，明确由理论部几位副主任分

头领军，多路探索，集体攻关氢弹原理。

在于敏同志带领科研组赴上海百日会战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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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关键之后，邓稼先同志会同科研人员深

入分析，完善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

1967年6月17日，在理论、实验、设计、

生产、材料、试验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

下，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此时，

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两年

八个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核武器事业

进入全面研制定型和武器小型化新原理研

制的关键时期，邓稼先同志作为主要技术

领导，组织制定了十年科研规划，全面部

署和推进了一代武器化和新一代关键技术

突破研究。

1986年3月，邓稼先同志身体已极度

虚弱。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凭着特有的

政治敏锐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对当时

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局势作出研判。

多次与于敏等几位科学家商议，在病榻上

起草完成了关于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的建

议报告。当时，邓稼先同志进行了直肠部

分切除手术，没法坐椅子。他艰难地坐在

一只汽车轮胎的内胎上，强忍剧痛，满头

大汗，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建议报告。

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

纸，关照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加

以润色、应送哪里。

建议报告在1986年4月2日定稿，以邓

稼先、于敏两人的名义呈报。这份凝聚着

至深爱国情怀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在

后续工作中贯彻、执行，化作了核武器事

业后继者们的意志和行动。后来的形势变

化，完全证实了预见的正确性。他用满腔

热血书写了生命的绝唱，铸就了“加快发

展”的辉煌。1996年7月29日，在他逝世

十周年纪念日，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

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

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

试验。

邓稼先同志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4项。1984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称号，1986年7月获得“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提及荣誉，邓稼先同

志十分谦逊地说：“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

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只不过做

了一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

而已。”他和成千上万核武器研制人员一

起，沉默而隐秘、坚定而务实地耕耘着，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一砖一瓦

构筑起共和国的坚强核盾。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

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致广大而尽精微，严谨务实是邓稼先

同志一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作为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负责人，1986年前我国

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到现场主持了15
次。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

定型生产的各个关键环节，他总是尽力深

入第一线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

邓稼先（左）与好友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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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现场指挥、处理。原子弹、氢弹突破

时期，他常常废寝忘食，遇到攻关的紧要

关头，有时就和同事们睡在机房里。一次

核试验出现异常，他率领抢险小分队三次

进入现场，充分展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

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精神。

发扬学术民主，博采众长，邓稼先同

志做出了崇高治学榜样。他用宽阔的胸怀

团结同志、协同攻关，创造了一个鼓励创

新的浓厚学术环境。无论是技术权威，还

是初出茅庐者，人人可以针对理论突破的

关键环节发表见解，物理学家、数学家、

技术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讨

论。讨论通常很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

耳赤，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高度激

发了出来。既发扬学术民主，又服从客观

真理，这一学风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推进

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之一。邓稼先

同志襟怀坦荡、顾全大局、谦虚热忱、平

易近人，受到同志们由衷的敬重和爱戴。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邓”，把他视作老

师、兄长和朋友。

爱才育才和宽广胸襟，是贯穿邓稼先

同志一生的崇高风范。事业开创初期，条

件十分艰苦，邓稼先同志和大家一起，白

天挑砖抬瓦搞场地基建，晚上挑灯夜战学

理论。他既当领导又当老师，编教材、上

讲台，手把手教年轻同志如何寻找资料、

阅读文献，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等。

当时食堂非常简陋，大家蹲在地上吃饭，

年轻人常常借机请教问题，他往往把饭盒

随手一放，就拿根树枝在地上比画起来。

在他的指导和培养下，一大批研究人员成

长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领军人物和中坚

力量。邓稼先同志逝世后，他的妻子许鹿

希将他获得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国家科

技进步奖等奖金捐献，设立“邓稼先科技

奖”和“邓稼先青年科技奖”，激励鞭策

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

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高尚品格和崇高

风范，他建立的卓越功勋，他独特的人格

魅力以及言传身教，深深影响和滋养着他

所带出的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

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

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

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

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

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邓

稼先同志的光辉一生，就是“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生

动体现。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

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不愧是爱国科学家

的杰出典范。

我国核武器事业创建66年来，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几代科技工作者始终坚

持以“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为使

命，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

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沿着邓稼先同

志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不断攀登新的

科技高峰。今天，我们对邓稼先同志的最

好纪念，就是要加倍努力、开拓进取、拼

搏实干，把邓稼先同志等老一辈科学家的

崇高精神传承发扬光大，把他们开创的伟

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转自2024年6月20日《光明日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