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他几乎是一个 

神秘似的人物 

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 

剧 ，他是 编 导之 一 又是 领衔 主 

演。就像众人参与创作的不朽画 

卷，他是监制人之一又是挥毫泼 

墨者。但是他一直保持沉默，好像 

这些惊世之作不属于他的。他不 

是那种张狂 自己或追逐名利的 

人。他的成功恐怕就在于他懂得 

辩证的人生：大风唱起却小声。他 

就是朱光亚。 

朱 光 亚这 个 人物 是 在 二 十 

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渐渐地被中 

国多数人所了解 的。他 的名字 常 

常出现在报刊和广播 中。一般 的 

老百姓猜测他肯定是个大人物， 

否则他为什么会成为中央委员 

呢?业内的人士敬佩他是因为他 

和钱学森工作在同一单位，他是 

一 个大科学 家，受人敬重是 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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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的。然而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工作，或许他那辈人以后的科学 

家也难以说清楚。 

他给人很 “冷”和威严的印 

象。即便在公众场合或从电视上 

看到他，他总是不苟言笑。他那酷 

似关 云长的面孔 和竖起 的剑 眉 ， 

让人产生敬畏感 ，又使人联想他 

是金戈铁马的骁将 。加上 他对 自 

己的身世和所从事的事业守 口 

如瓶，人们对他就愈发感到神秘 

莫测了。 

有关介绍他的文字即使在 

九十年代也寥寥无几。很多作家、 

记者都想在他身上做点文章，他 

都一口拒绝了。过去他不张口那 

是他严守党的秘密。但随着中国 

“两弹一星”的揭秘，他也不愿意 

让人写他。据说有一作家写了一 

篇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看 

到了大为光火。 1996年初 。解放 

军出版社策划～套 “国防科技科 

学家传记丛书”，其中有他的名 

字，报请他审批时，他把 自己的名 

字划掉了，并批示说：“要写就写 

80岁以上的科学家，他们是该写 

的时候了”(大意)。其实他已年逾 

古稀，他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神 

秘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说说自己 

呢?在国防科工委四十年和中国 

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的文献 中， 

都有他撰写的回忆文章，但他都 

掌握了一条原则 ：只谈别人和集 

体，不谈个人，以致谁想从他哪里 

挖点“干货”都很困难。这次笔者 

写他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有 

关方面的帮助下 ，才得成此文。 

朱光亚曾是中共第九届、十 

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一至十四届 

中央委员。他从事专业的职务就 

更多，从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负 

责人之一干起至核武器研究院副 

院长，以后和钱学森一样，做了国 

防科委副主任等等。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他总在步钱学森的后尘， 

钱学森不当中国科协主席了，他 

接替了钱学森的职务。钱学森任 

几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以 

后也出任了这一职务。有报道说： 

“在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选举 

那天，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全国政 

协委员将 96％的选票投给了朱 

光亚 ，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 

席。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 

氢弹科技攻关的组织领导者之 

一

， 和其他许许多多参加这一庄 

严事业的科技专家一样，长时期 

在海 内外 很少 抛头露面 ，以至于 

他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候选 

人，政协委员们在审读他那简短 

而不平凡的履历时，都感到了深 

深的震 动。” 

值得一说的是：朱光亚 1994 

年出任了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 

长和党组书记。这一职务标志他 

领衔中国最高的又一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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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 中国只有科学院一家 。 

这样能成为院士的人在中国人眼 

里是了不起的人物，何况成为两 

院士的人就更不得了，他们都是 

“国宝”级 的人物 ，享受着特殊的 

待遇和照顾。众多的资深的科学 

家们推选朱光亚为中国工程院第 

一

任院长，可见他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物。这样，人们 自然会对他的 
一 切发生兴趣。 

2．灵秀的山水与机遇 

朱光亚应该说是长江 的儿 

子。他 1924年 12月 15日生于宜 

昌，籍贯湖北汉阳。幼年时的他随 

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至汉口。曾 

在汉 口第一小学和圣保罗中学学 

习。据知情者讲，他家并非什么 

“书香门弟”，也无什么显赫的家 

族背景 ，只是他与长江结缘 ，是母 

亲河给了他的灵秀与聪慧。大概 

又是三国的故事和人物薰陶了他 

(火烧连营的故事就发生在宜昌 

等)，使他从小就有了驰骋疆场的 

豪气。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朱光 

亚随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JII， 

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 

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 

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这一阶 

段是朱光亚人生打基础 的重要 阶 

段 ，因此他又有 了川江人那种韧 

性和对待人生苦难的挑战性。他 

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川江上船 

夫们拉纤时发出的泣血号子声： 

“哎唷，哎唷⋯⋯纤绳拉肩上呀， 

手扒石头脚蹬沙呀，寒冬腊月也 

不怕呀 ，爬呀!爬呀 I．．⋯·”这是人 

与自然决斗的精神，也是流淌在 

朱光亚血脉中一支昂扬的歌。此 

后朱光亚的人生不正像歌唱的一 

样在走吗?朱光亚后来 回忆说： 

“正是沙坪坝南开中学一年半的 

学习时光里 ，受益于数学 、物理和 

化学老师的很好教育，不仅教我 

怎样做人，还唤起了我对自然科 

学的美好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 

师 (现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 

士)讲授的物理学，使我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1941年夏高考统一 

招生，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鼓吹 

“工业救国”，朱光亚报的第一志 

愿是工科 ，而不是理科。就在他要 

与物理学失之交臂时，好像老天 

爷有意安排似的，他不幸染上疟 

疾，发高烧，未能坚持考完。不久， 

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为名额不 

满的专业举行第二次招生，大病 

初愈的他才得以按本来的志愿考 

入了物理系。不知是巧合还是朱 

光亚就是喜欢长江，他就读的大 

学仍然在长江的岸边。这期间，讲 

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 

从美 国留学 回来的赵广增教授 

(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 

理系主任)，赵老师为人师表的治 

学精神、渊博的学识和他所讲的 

课程内容以及他介绍的学科前沿 

的课外辅导等，都给朱光亚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这更激起了朱光 

亚学好物理学科 的决心 。1942年 

的夏天 ，这是朱光亚一生中最光 

辉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中最好 

的机遇。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在重庆招收插班生，他在南开的 

几位校友热情的说服和帮助下， 

毅然决定背着校方报名应试，顺 

利地转入西南联大学习。 

西南联大可是一个人才济济 

的地方。她是由清华、北大、南开 

三校合并而成的联合大学，成立 

于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尽管当 

时学校的教学和住宿条件等都十 

分简陋，但联大却具有良好的学 

术空气 和中国最 顶尖级的教授 。 

如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 

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 

人。这些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 

都是颇具权威和影响的。现仅举 

一 例 ，如赵忠尧老先生，他于 

1998年 5月28日以96岁的高龄 

辞别人世 。他的两名学 生、诺贝尔 

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都从海外 

发来了唁电称赵老师学术成就 

“是与安德逊的实验同样具有划 

时代的重要性”、“他所作的关于 

正负 电子对之产 生及湮 灭的工作 

是世界一流的”。连安德逊也承 

认：“他理应获得诺贝尔奖”。而周 

培源老先生却是中国学术界的泰 

斗，钱学森也曾称他为老师。吴大 

猷当然也是世界科技界的风云人 

物、原台湾研究院的院长。正是在 

这些名师的指点栽培下 ，使朱光 

亚的学业有 了坚实 的基础 。抗战 

胜利以后 ，朱光亚毕业留校任助 

教 。 

1946年 ，吴大猷教授得一笔 

经费赴美研究、讲学，可带两名研 

究生随行。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 

和李政道。1946年 9月，朱光亚进 

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学 

习。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 

朱光 亚在校物 理学家 M．L．Wi— 

edenbeek副教授 的指导下从事核 

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 

方法(1)8能谱》、《符合测量方法 

(Ⅱ)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 

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 ， 

留下 了自己的足迹 。1949年秋 ， 

他通过了博士答辩。关于朱光亚 

的归国 ，他绝对是好样 的。正是 由 

于他 喝长江水长大 ，他那颗中 国 

心无时不在怦怦地跳动。就在 

1950年 3月 18日，朱光亚等 52 

名留学生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 

第三卷第 8期上发表的 《致全美 

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就 

这样说：“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 

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 

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 

国主义的伟 大旗 帜下 ，团结一心 ， 

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 

自由民主的 中国 ，一个以工人农 

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 

的新中国⋯⋯我们是在朝着充满 

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 

设新 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 

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 

我们还犹豫 什么?彷徨 什么?我们 

该回去了0 99 gg回去吧，让我们回去 

吧，把我们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 

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朱光 

亚这一批莘莘学子讲得多好啊! 

十多年后，他们的诺言实现了。当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后 ，海外的一位华人记者曾这样 

写道：“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 

法形容 的。在海外 中国人的眼 中， 

那菌状爆炸是怒放 的中华民族 

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中传 

出的新 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 

天上 的万金家书 。” 

3．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 

1950年春，朱光亚从美国回 

到 了北京 。他先在北京大学任物 

理系副教授。两年后，调东北大学 

(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 

授。这期间，朱光亚还有一段鲜为 

人知的历史。不知是他所处的地 

理 位置 还 是考 虑他 高水 平 的英 

语会话能力 ，他被选调到中国人 

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当了一 

名译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 

店谈判。谈判异常艰苦，人们的神 

经处于极度的紧张之中。那时大 

家常想，一旦达成协议，大功告 

成 ，最大 的愿望就是美美地睡一 

觉。朱光亚就这样工作着．他同时 

也锻炼 了自己的外交才能。时至 

今 日，他总也忘不了《三千里江山 

云和月》的歌：“情切切 ．意切切， 

难忘那三千里江山云和月；风潇 

潇 ，雨 潇潇 ，难 忘那一把炒面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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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更有意思的是，参加过上 

甘岭战役的15军参谋长张蕴钰， 

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任核司令 ， 

而朱光亚也成 了研制核武器 的 

元老 ，两位老伙计在朝鲜碰没碰 

面?不知道 ，但 以后却共事在一 

起，并成了国防科委的领导。 

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原 

子弹 以后 ，朱光亚被召 回北京大 

学，参与了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 

起了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 

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 以后 

成 了中国核事业的 中坚力量。 

1957年，朱光亚经过钱三强 

的推荐，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任 

室副主任。他参与了由原苏联援 

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 

工作，并从事了中子物理反应堆 

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 

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 

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 

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 

实验 ，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 

核反应堆 的第一 步。1959年夏 ， 

中国政府决定成立 自己的核武 

器研究院。也许是参考了美国的 

做法 ，当年美国的原子弹专家奥 

本海默．他认 为搞原 子弹试验最 

重要 的就 是要 防止 泄密 ，在选择 

场地 时 ，人 迹 罕至 乃是 最 重要 

的。所以他最后把原 子弹试验场 

所定 在 了杳 无人 烟 的 洛斯 阿拉 

莫斯。这个地方是美国最偏僻的 

地带 ，与世 隔绝，它位于险峻的克 

利斯朵山脉。中国核武器研究院 

的造址几经挑选，最后选中了青 

海湖北岸西约 103公里的一个叫 

金银滩的地方。再经专家多次勘 

察．划定了 1170平方公里的面积 

作为研究原子弹的禁区。当一切 

都步入正轨后，这千余公里的土 

地就成 了军事重地 。外表看 ，它是 

一 个小镇．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 

人造卫星也难以侦测出的原子 

城。多年后，一个外国记者以《青 

海高原上的原子城》为题，这样描 

述了它：“这座原子城究竟生产了 

几枚原子弹?这是中国的最高机 

密 ，不过 ，从一块纪念碑碑文上写 

着试爆了 16次 ，可 知原子弹 的数 

量起码也在 16枚 以上 。到了 

1992年 9月 1日，原子城揭去了 

它的神秘面纱 ，在大草原上竖立 

了纪念碑 ，1994年对外开放。记 

住它。它是中国的 ‘洛斯阿拉莫 

斯 ’!” 

这个研究 院的第一任院长是 

李觉将军，也是个传奇人物，关于 

他的报道很多 ，这里不再赘述。从 

建院伊始到步入正轨，其中艰苦 

可想而知。他开初挑选了三名助 

手，其中一名就是朱光亚。朱光亚 

当时年仅 36岁，就挑起了中国核 

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的职 

务。这期间，他配合李觉做了大量 

的工作，主要负责在科学技术方 

面的全面责任．亲自参加领导与 

指导了研制任务分解、确定应该 

研 究 的 主要 科学 问 题和 关键 技 

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 

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 

施方案等 。 

在 原 子 弹研 制 的 关键 时 刻 

(也可以称为攻关阶段 )，朱光亚 

发挥了他的灵魂作用。他出任了 

四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 火 

委员会的负责人，协同冷试验委 

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 

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 

关。这期间，他主持起草的《原子 

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 

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和 《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 

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 

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个文 

件对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 

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原 

子弹研制工作的里程碑 。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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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 于提前爆炸第一颗原子 弹及 

试验中难题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 

用。朱光亚这一功绩将永载史 

册 。 

一 位外国记者这样评价那时 

朱光亚的工作，他说 ：“作为设计 

院一位科研工作的带头人，朱光 

亚很注意理论与应用性研究的结 

合，也很注意技术质量管理方面 

的培训。他那高标准的科学要求 

和在研究院培养起来的严谨工作 

作风，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并常 

常受到同行的称道。在一次为表 

彰对核计划作出过特殊贡献人员 

的重大活动场合，由于朱光亚认 

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周恩来总理 

特意赞许了他。” 

1962年秋，张爱萍和刘杰 

(时任二机部部长)等 10人受聂 

荣臻元帅指派，到原子弹研制第 
一

线深入实地考察。他们来到了 

青藏高原的研究院。张爱萍见到 

了朱光亚时，朱光亚说：“欢迎首 

长来检查指导。”张爱萍又开起了 

玩笑：“你们都是些大科学家，我 

一 个‘土八路 ’，是来拜师学习的。 

请多加指导。” 

刘杰回忆这次调查时说：“青 

海那个地方太艰苦了，有些地方 

比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好不了多 

少。可是像朱光亚等一大批科学 

家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就在那里 

工作。”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中国第 
一 颗原子弹爆炸前，朱光亚还做 

了一件特殊的工作。那是 1963年 

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 

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 

层 空 间和水 下 进行 核试 验 条 

约》。这个条约意在他们可以进行 

地下核试验，别的国家就不能搞 

大气层等试验了。很显然，他们想 

扼制中国的核试验。在条约即将 

签订前，周恩来派刘杰部长找科 

技人员讨论并 征求意见 ，为我 国 

政府准备一份严正声明资料提 

纲。刘杰指定朱光亚负责这项工 

作，并且要求一定要在 7月 23日 

条约签订前拿出来。只有几天的 

时间 ，火烧眉毛啊!朱光亚组织人 

员查阅资料，最后由他连夜起草 

上报资料提纲。出来后又几经修 

改，终于及时为《人民日报》准备 

好所需的一切文字资料。上报的 

这些文字内容也是朱光亚一批 科 

学家搞核试验的决心：你们企图 

捆住我们的手脚 ，办不到!地下核 

试验技术上更复杂，吓不倒我们 ， 

我们也要搞 !⋯⋯ 

4．于无声处听惊雷 

朱光亚说得好：“核武器研制 

是一项综合性很 强的大科学工 

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 

学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在 

回顾这项事业时特地提到了钱三 

强、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郭永 

怀、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永 

光、何泽慧等等科学家不可磨灭 

的功勋。正是这些人从事核武器 

研制后 ，便隐姓埋名，仿佛一夜之 

间便失踪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比 
一 千个太 阳还要亮。当然 ，朱光亚 

也是其 中一分子 。 

时间到 了 1964年 的上半 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各项准备工 

作就绪。爆炸的试验场地在被称 

为“死亡之海”的罗布 泊进行。核 

试验基地的首任司令张蕴钰早 在 

1958年就 和朱 光亚 一 样投 人这 

项工作。只不过他们分工不同，朱 

光亚负责科研，而张蕴钰负责场 

区的勘察和建设。这个地方原来 

连名字也没有 ，后来被张爱萍将 

军取名 叫马 兰。 

张爱萍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的现场总指挥。而朱光亚等科学 

家便是现场的技术负责人。请看， 

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些镜头： 

l964年 lO月 15日，原子弹 

转交仪式在基地举行。朱光亚等 

科学家和领导参加了转交仪式。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下了这些珍贵 

的镜头。120米高的铁塔顶端的 

技术人员接过了原子弹，并把它 

装人了铁塔。在以后的几个小时 

里，朱光亚他们和基地的工作人 

员夜以继 日地工作⋯⋯ 

1964年 10月 16日 14时 59 

分59秒，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 

中国的罗布泊冉冉升起 ，这是东 

方惊雷的世响和轰鸣，这标志着 

中国有 了自己的原子弹。这一成 

功，震惊了世界。目睹这～壮观景 

象，李觉和吴际霖等领导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而朱光亚、王淦昌、 

鼓桓武、郭永怀、陈能宽等，在多 

年的劳累之后 ，因一下子放松而 

激动不已．他们都哭了。战地指挥 

员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钰等都 

激 动得“发抖”⋯⋯ 

塔爆半年后中国就爆炸了第 

一 枚空投航弹。 

两年后就试射了第一枚载有 

核弹头的导弹。 

毛泽东曾这样说 ：“原子弹要 

有 ，氢弹也要快 。” 

其实．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 

在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安排 

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 

研究所开始。1965年初，这个研究 

小组调到核武器研究所 同这里的 

研究人员一起攻关 。在朱光亚 、彭 

桓武的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 

组 织理论研 究人员 和有 关专家 ， 

经过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 

的理论研究计划。原子弹爆炸成 

功后 ，由于有毛主席的指 示，氢弹 

研制的步伐加快了。 

1965年底，朱光亚等一批科 

学 家在 马 兰基 地 召 开 了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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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两年科学研究生产规划的 

讨论会上，介绍了新提出的氢弹 

原理和实现它所必须解决的关键 

技术问题 ；定下了关于热核材料 

的核试验仍按原计划进行，并提 

出力争 1966年内先用塔爆方式 

进行小 当量 的氢弹原理实验 。 

这 次会议 的情况及时上报 了 

中央，周恩来、聂荣臻很快批准了 

这一 安排 。就在这 时，十年动乱开 

始了。研制氢弹的科学家们不同 

程度地受到了冲击⋯⋯ 

为了保证氢弹研制按原计划 

进行，周恩来 、聂荣臻等领导煞费 

苦心 ，不但做两派工作 ，还以军委 

的名义发出了 “特别公函”。并报 

毛泽东批准对各国防工业部门实 

行军管。 

1966年底的氢弹原理塔爆 

试 验和 1967年 6月 的百 万 吨级 

氢弹空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如期 

完成。这期间。朱光亚随聂荣臻两 

赴马兰基地，和其他科学家及工 

程技术人员一起努力 ，在最困难 

的条件下，使中国第一颗氢弹爆 

炸成功。后来，有一位权威人士曾 

这样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 

的研制，从组织队伍到创造条件 ， 

从选定攻关方案到实验 ，环环相 

扣，没有一环不浸透朱光 亚的心 

血。”这话是中肯的。 

关于 中国的地下核试验 ，朱 

光亚也是功不可没。他在六十年 

代中期就提出：将核试验转入地 

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角度， 

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 

过程的规律角度 ，都是很必要 

的。在他 的大力支持下 ，1969年 9 

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 

次地下核试验 。他还非常重视贯 

彻“一次试 验 ，多方收效”的方针 ， 

主张一次试验 中尽可能多安排一 

些诊断项目，多解决几个科学技 

术问题。他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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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核能的 

利用 ，都起到了轴心人物的作 

用。 

1970年 ，朱光亚从原核工业 

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 

任。以后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 

并为国防科工委 。现又改建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他先后 

出任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 

及总装备部的科技委主任。于是 

在他身上出现 了一个有意思的现 

象：时而老百姓，时而军人，直到 

今天。他军内军外的职务仍然一 

肩挑。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朱 

光亚一人。所有的航天和铸造核 

盾牌的元老们几乎都有当兵的历 

史。他们太可爱了。叫穿军装就 

穿，不穿就脱，但他们那颗热爱事 

业的心没有变。这个事业本身就 

不分你我。谁也离不开谁。谁还讲 

究谁穿军装不穿军装啊!朱光 亚 

站在一个更高的起跑线上后，他 

就像一把双刃剑，压在他肩上的 

担子太沉重了。一方面他要继 续 

负责核武器的研制装备和核能的 

和平利用；同时他又是国务院高 

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他的 目 

光始终在捕捉世界瞬息万变的发 

展。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 

展研究工作 ，在密切注意追踪 国 

际先进水平 、新技 术成果 和最新 

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 

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 

的深化和动态研究 ，不断调整研 

究方向和任务。”这些年，他参与 

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 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和 

多项目的研究开发。他负责了中 

国 “863计划”中两个领域 的指 导 

工作。参与了有关军控问题的研 

究与对外学术交流 ；并撰写 了《浅 

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等 

著作。朱光亚永远在科学技术的 

前沿上冲锋。他以“拉纤”的精神 

为祖 国的强盛洒下他忠诚 的血 

汗。 

“雅号”与其他 

朱光亚 当选 为全 国政协副主 

席后，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大智力 

库”主席。他莞尔一笑 。说：“过奖 

了。我没那么伟大。要说做了一些 

工作 ，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 

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置身于政协的工作，他还是 

那种 “大音依稀，大象无形”的为 

人处事态度，丝毫没有大科学家 

和国家领导人的架子。他在政协 

来来往往接待和会见许多中外名 

流和科技界人士，他留给人的印 

象是诚恳待人和学者的风范。他 

曾参与接待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的 

吴大猷先生，他还是喊他老师，并 

感谢他对 自己的栽培。在政协，他 

作为科学家的代表之一，呼吁社 

会主义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尊重科 

学．为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 

揭露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 

供法律保障等等。除了他所担任 

的许多重要职务外，他还是第三 

届 至第 五届 全国人 大代表 。先后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副 

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 

朱光亚 的外表给人很“冷”的 

感觉，似乎他在科技上雄韬大略 

和气势如虹外，就没的什么特点 

了。其实不然，他和钱学森一样， 

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科学 

家。他也喜欢欧洲古典音乐。在他 

家里的书橱中存放了大量的世界 

名曲唱片和盒带等，中外文学名 

著也赫赫在目。他喜欢体育运动， 

年轻时打过乒乓球，还参加过篮 

球比赛。他还喜欢爬山，说：“当年 

大西南的三线建设选址，我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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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听说四川省有客家人二百 

余万，其先祖均是在二 、三百年 

前，从闽西、粤东北、赣南等客家 

祖地迁至四川的 ，当时正是明末 

清初，此三地客家人亦多迁往台 

湾、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及世界 

各地。应该说，如果闽西、粤东北、 

赣南三地孕育形成客家 民系的 

话。那么在二、三百年前，东南亚 

及世界各地客家、四川陕西等各 

内陆省的客家祖先应共同生活在 

一

个 故 乡 ： 闽 西 

— — 粤 东 北 —— 

赣南这 闽粤赣三 

省交界区。 

假 想 在 二 三 

百年前，中原汉民 

在闽、粤、赣三省 

交 界 区形 成 客 家 

民 系 已有 相 当 的 

年代了，已形成相 

对稳定 的民系。由 

于 当 时 人 口的 大 

量繁衍，加上当地 

山多地瘠，或其他 

别 的原因，在明末 

清初，许多客家同 

族兄 弟姐妹 分路 

外 出创业 。一支远 

赴南洋 及世界 各 

地；一支西进祖国大陆内地湖南、 

四川、陕西等地，垦荒建园，安家 

立业 。应该说 ，闽、粤 、赣 客家与祖 

国大陆内地、海外客家有着历史 

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土族血缘亲 

情关 系。 

前段时间，我到四川省探访 

客家居住地，历时二十余天，拜会 

当地 客家人士 ，翻 阅遗 留下来 的 

姓氏族谱．了解当地的客家迁移 

历史 、分布及当地客家的语言、风 

俗、民居建筑等。承当地客家人士 

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提供族谱及 

有关资料。使我此行收益颇丰。现 

稍作整理 ，以示同人 。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 

江上游。秦统一全 国后 ，在 四川设 

置蜀郡、巴郡 ，故四川称为巴蜀， 

四川又 因气候湿润 、温和 ，物产丰 

富，而被世人称为天府之国。明末 

清初，四川由于长年战乱，土著已 

经极少 ，现在 的四川人 。多为清初 

外省移民的后代。19世纪初 ，成 

都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大姨家陕 

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 

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引自 

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可见 
一

斑 。而在这天府之国的腹心地 

带，生息着一支保留着浓郁的岭 

南风俗习惯，至今还讲一口较为 

标准的客家方言的客家民系。 

我到成都东郊龙泉驿区的洛 

带镇 。用 梅县 客家话与 当地老人 、 

小孩交流毫无障碍。我说明我家 

在广东梅县，当地客家人紧紧握 

着我的手或揽着我的肩膀：“你是 

涯登个老家人啊 (你是我们老家 

的人啊)!”令我备感亲切。 

一

、 客 家入 川的 背景 

四川许多荒山野岭，但峨嵋山一 

次也没去过 ．忙啊’如今又 出了一 

个九寨沟，更神往，不知哪天才能 

了却心愿 。” 

朱光亚身居要职，军内外的 

头衔都属于重点保护一级的人物 

了。然而他的家不是独门独院．就 

在 军队 大 院 一个 很 不起 眼 的地 

方，那房子是一个二层小楼，还是 

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居住的面积 

也就 是 一 个军 级 干部 享 受 的待 

遇。几十年了都不搬家，他喜欢那 

个地方。笔者与他的儿子朱明远 

是战友，曾去过他家几次，也曾与 

朱光亚聊过天，老人家丝毫没有 

那种不可一势的腔调。他亲 自为 

你沏茶，叫你吃东西，甚至与你拉 

一 些 家长里短 。让你感到春天般 

的温暖。有一次，他在东北大学任 

教时 的一位学生如今已是一介平 

民要见朱光亚，请笔者帮助联 

系。朱光亚热情接待了她，他们见 

面后好不快乐，谈东北的冰天雪 

地，谈唱歌跳舞，谈抗美援朝⋯⋯ 

要知道这时的朱光亚已是中央委 

员和军队的大首长啊!朱光亚就 

是这样的平民心。 

1999年 9月 18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 

表彰为研制“两 弹一星”作出突出 

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 “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在 23名授奖人员 

的名单中，就有朱光亚的名字。那 

天，大家从电视上都看到了。江泽 

民主席把奖章挂在了朱光亚的身 

上。授奖仪式完后，朱光亚等受中 

央的委托 ，又把钱学森的奖章送 

到了钱学森家里。两位老战友的 

手握在一起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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