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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对发展高能物理

基础研究仍给予了很大的重视。20世纪 50年代，

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肖健等，在十分艰难的条件

下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实验站，随后又建立了规模更

大的云南高山站，利用高能宇宙线开展了粒子物理

实验研究。

1956年，我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联合原子核

研究所，王淦昌先生、张文裕先生先后带领一批实

验和理论研究人员参加了在那里的高能物理研

究。中方负担了联合所 20%的经费，每年出资约

1800万元人民币的外汇[1]。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

投入，足见我国党和政府对高能物理基础研究的

重视。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我国研究人员在联合所的

研究工作处处受到制约和刁难，难以正常开展科研

工作。1964 年 11 月，周总理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

命 47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听取张文裕的汇报后表

示：“看来，在国内我们自己也必须发展高能物理这

门科学。”1965 年 7 月，我国正式退出联合所。同

月，聂荣臻副总理报告周总理及中央，建议使用先

前投入联合所的经费，筹备建造中国的高能加速

器。接着，成立了由原子能研究所(又称 401所)副

所长力一负责的高能加速器筹备组[1]。

张文裕先生回国后，回到 401所副所长和宇宙

线室主任的岗位。他与401所一部有关的实验和理

论研究人员经常讨论在国内开展高能物理研究和

高能加速器建造的问题，调入了一些大学刚毕业的

年轻科研人员，从业务上和组织上开始准备。当时

已经有了建立一个机构划归科学院管理的初步

想法。

接着“文革”开始了。基础研究受到强烈冲击，

干部靠边，机构瘫痪，老科学家处境艰难，这件事就

被完全搁置了。许多研究人员看到国外高能物理

研究正在迅速发展，而在国内不能有所作为，忧心

忡忡。大约在1967年，一部分年轻研究人员自发地

向上反映，直至找到聂帅那里，要求安排高能上马

的工作[2]。1968年，经有关领导决定，在401所一部

成立了“高能筹”，由一部党总支的二把手朱良负

责。但在当时“文革”的大形势下，这个组织形同虚

设，没有开展什么工作。

到 1972 年，出现了一些转机。7 月，周总理在

接见杨振宁、任之恭、林家翘等华人科学家时，强调

了要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并要求陪同接

见的周培源教授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

水平。7月23日，周总理给国务院科教组和科学院

负责人写信，要求对提高基础理论水平问题要认真

讨论，负责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3]

这些消息传到 401 所一部，大家受到极大鼓

舞。此前在 1972年 4月，401所一部曾给二机部和

科学院写过一份报告，反映高能筹建的问题，但一

直未有答复。此时，大家觉得是应该直接向周总理

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了。401所副所长、401所一部

党总支书记苏振芳同志出面，召集了所内与高能有

关的一部分研究人员[4]，开了几次会讨论给周总理

写信的问题。当时云南高山站大部分人员正在山

上坚持工作，我们课题组回所里分析数据，我被通

知作为云南站的代表参加了这些讨论。

我能回忆起，在这些会议上：互相转述、热烈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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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最近周总理接见华人科学家时的一些谈话以

及后来的批示；讨论了给总理的信应包含的内容

(高能物理的科学意义，国外近期的发展，退出联合

所后的情况，建议尽快开展筹备工作，成立一个单

位划归科学院领导，等等)；张文裕先生和朱洪元先

生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会议还讨论了这封信怎

样才能迅速送达周总理，决定直接请郭沫若院长

转送。

信件由参加会议的理论室汪容先生起草。草

稿在会上经过讨论修改，又请图书馆唐少庚同志作

了些文字润色。最后让我用钢笔誊写，要求用大些的

纸，字也要写的大些。署名者有参加讨论的18人[5]，

上书日期是1972年8月18日。

周总理 9月 11日就回了信：“这件事不能再延

迟了……”。总理的回信催生了高能所的建立。50

年过去了！今天高能所已经发展壮大，成果累累，

人才辈出。回忆一下50年前的故事，追念已逝去的

许多老一辈高能人付出的努力，并以此献给我所建

立50年的大庆！

注解

[1] 李春明：中国缘何退出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究所《党史博

览》。

[2] 具体可以询问何景棠、吴坚武等同志。

[3] 文中提到的事都还有记忆。具体日期和领导人讲话引自中国中

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词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4] 1972年时，原 401所一部只有一部分室组与高能有关。这就是

为什么后来高能所的一些主要研究人员并没有参与 18人署名

的原因。1973年高能所建立时，401所一部成建制转入高能所。

[5] 经查阅 1972—1979年度所年报，18人名单为：张文裕、朱洪元、

谢家麟、张庆国、汪容、何祚庥、徐绍旺、丁林恺、高启荣、方守贤、严

太玄、毛慧顺、王世伟、杜远才、冼鼎昌、杜东生、王祝翔、吴济民。

编辑手记
在本期专刊中，多位作者在文章中回忆了50年前

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和高能物理所建立的事情，由于时

间久远，各人的记述有所不同。为厘清历史事件，编

辑查阅了当年的文书档案，收获了颇多珍贵史料。

（1）编号为A006-00126-007的档案是18位科学家

写给周总理的信，包含打字稿 6页、手稿 3页，信的落

款是“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张庆国、汪容、何祚庥、

徐绍旺等十八人”，日期为 1972年 8月 18日。从手稿

笔迹看，起草人是理论室汪容，所办公室唐少庚在文

稿上做了修改。

（2）1972年8月21日，张文裕在给郭沫若的信（档

案编号：006-00126-006，中文打字件）写道：“我所（原

子能所一部）在高能物理工作的部分同志写一封信，

拟向总理反映我国高能物理长期以来的问题和今后

发展的一些设想，并请您审阅批示。如认为可以，我

们非常希望您能将此信亲自交给周总理，让周总理亲

自了解这门学科在我国的情况”，信上的日期是 1972

年8月21日。

（3）1972年 8月 22日，张文裕等十八人给刘西尧

写信（A006-00126-010，含正文打印稿 4页，附件打印

稿 6页，正文手写稿 8页，附件手写稿 14页）除在开头

加了一段话以外，其他内容与给总理的信相同。信的

手稿是唐少庚的笔迹，第一页右上角写着“打印 10份

唐”，并注明“发文8.23”。

（4）高能所 1972-1979年报的第 4-5页，记录了张

文裕等十八位同志给刘西尧同志信的全文，落款是

“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张庆

国、汪容、何祚庥、徐绍旺、丁林垲、高启荣、方守贤、严

太玄、毛慧顺、王世伟、杜远才、冼鼎昌、杜东生、王祝

翔、吴济民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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