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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辅佐邓稼先突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

理论设计- 当时理论部的科研人员正在消化苏联专

家给二机部领导讲解原子弹用的一个教学模型- 领

导认为应该先得把这个教学模型计算对了，理解其

中的物理过程和规律，真正熟悉和掌握设计技术，才

能设计自己的原子弹- 我们仅有的资料只是领导们

听讲时记录下来的一些零星数据- 但是采用什么计

算方法来计算出这些物理量的运动方程、材料的物

理参数等等，都得靠自己去从头摸索和建立- 邓稼先

领导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利用电动计算机、

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等简单工具，日以继夜地进行着

计算工作- 开始，一切进展的很顺利，计算结果与专

家给出的数据非常吻合，但是当计算到里面一个关

键位置时，我们的结果比专家给的低了一半，计算不

得不暂停，先讨论清楚出现问题的原因- 这时候，研

究所已陆续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地调集了一批物

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专家们和青年人经常围在

一起讨论出现差异的原因，首先当然还是怀疑我们

在计算中有什么环节出了毛病- 物理学家、力学家、

数学家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对结果进行审议，提

出不同的分析和质疑- 青年人则尽量详细地解释自

己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辩论经常进行得很

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

性都被高度激发出来- 这种讨论有时要持续好几天-
最后在提出一些改进条件之后，决定再进行新的一

轮计算，这样的计算前后一共进行了九轮- 周光召来

到研究所时，计算和讨论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一接

触工作，他就卷入了这场大讨论-
光召认真地听取了年轻人的汇报和专家们的意

见，仔细地核对了计算所用的公式和参数，仔细审阅

和分析了繁杂的计算结果，觉得问题似乎不在我们

的计算中- 有了这个第一手材料，光召就怀疑苏联专

家给的数据有误-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有挑战性的

判断！因为包括所有的专家在内，我们都没有搞过

原子弹，所以要能令人信服，必须有严格的论证- 果

然，光召以他深厚的物理功底，利用最大功原理，论

证即使炸药作了最大功也达不到苏联专家的数据，

从而证实了他的判断-
光召的论证和判断结论，立刻获得所有人的赞

同和支持，计算得以往下继续进行，由此结束了长达

几个月的争论和徘徊，扫清了理论设计的障碍，大大

加速了我国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步伐- 这就是在突破

原子弹原理阶段有名的“九次计算”- 通过九次反复

计算，倒使我们比较深入地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

程，熟练地掌握了特征线计算方法，也培训了技术骨

干力量；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依靠我国自己的专家和

大学生，能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信心-
在开始设计我国自己的原子弹时，光召和专家

们特别重视相关基础理论的武装- 炸药中的爆轰理

论和介质中的冲击波理论对绝大多数专家都是陌生

的，他们每周就有 4 到 $ 次的时间集体学习这些基

础理论- 光召很快就站到了这些理论的前沿- 他指导

年轻人结合设计，分解问题，巧妙简化，广泛调研，要

求大家创造性地解决难点- 他本人编写了好几份有

关冲击波传播、整形、相互作用理论等讲义；结合产

品实际，发展了一整套公差与聚焦理论，为完成产品

设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5$ 年年底前后，他协助

邓稼先完成并提交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方案-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时，

所里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和生产- 这个

小组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 为了理论上有充

分的武装，老 邓 和 周 光 召 分 别 给 这 个 小 组 吃“ 小

灶”，每星期给他们讲课 $—" 次- 周光召讲课从不

用讲稿，依靠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推导复杂的公式时

在黑板上一边讲一边写，由近及远，一气呵成，每每

令大家赞叹不已-
周光召比我们年长 5—6 岁，在他指导下工作，

他既是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的导师，更像我们的兄长-
时常给大家叮嘱和谈心，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

上的帮助- 在这个小组临出发去实验基地之前，周光

召语重心长地对大家作临别赠言，他说：“ 一个有作

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

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值得高兴；但有作为的

科学家特别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

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有可能

产生新的突破- ”周光召的这一席话，大家一直牢记

在心，真使我们得益匪浅- 在此后的工作中，每当实

验结果出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我们既不沮丧也

绝不轻易放过，感到是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既思

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细推敲实验数据的

真伪和精度，努力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 不仅要求这

些原因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以前的结果

不相矛盾，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常出现“ 山穷水尽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情画意，每当我们揭开

一个又一个的疑团，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所探明

所理解时，心中不禁泛起一股特殊的兴奋和喜悦-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理论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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