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福州的北后街是一条长长的巷子，就
在西湖边上。比起三坊七巷人潮涌动的南
后街，北后街显得默默无闻。但北后街长
长的巷弄，路旁高大的香樟，还有路尽头的
邮局，都时常出现在王乃彦的梦中。

王乃彦在年轻时离开家乡，一直往外
走，走到了北京，走到了苏联，走到了青海、
四川；在人生的后半段，他回到了最初的起
点，回到榕树、香樟满城的福州，期待用所
学为家乡做点事情。

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不久，
王乃彦回到福州，向陪同的福建省科协有
关领导表达了家乡可以建立一个核电厂的
希望。但因为当时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
这一想法暂时没能落地。

2008年 11月，福清核电站正式动工建

设，但不少老百姓还是“谈核色变”。
“家乡太需要核电了。”2008年 5月的

一天，已经 73岁的王乃彦专程回到福清，
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核能发展战略的报告。
报告中，他指出，福建经济发展快，对电力
的需求强劲，但煤、油资源贫乏，核电站的
建成有利于缓解电力需求压力。

2011年，福清核电站二号机组建成后，
准备拉高压线往外输电。那年 3月，日本
发生福岛核事故，不少在外的福清人专程
赶回家乡，想要阻止高压线建设。

“王院士，你快回来和老乡们讲讲！”福
建省科协一通电话打到北京，王乃彦又回
到福清。

当时老百姓情绪比较激动，当地官员
提醒王乃彦要小心。王乃彦不以为意，“不

会的，把门打开，想来的老乡都让他们进
来”。

一下子，房间里乌泱泱坐满了人，大家
都竖起耳朵听王乃彦讲话。日本的核电站
事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的核电站采用了什
么不同的技术路线，又有哪些应急措施……
王乃彦深入浅出，讲了3个多小时。

“那时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啊，我的话大家都听进去了，都觉得有道
理。”回忆起那个场景，王乃彦笑了起来。

“我们发展核电是要造福于民的，要
考虑如何为地方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临
别前，王乃彦对于家乡发展的话题仍感
意犹未尽。多年来，家乡的变化，他都看
在眼里，对于家乡的未来发展，他也充满
期待。

本期嘉宾

王乃彦：怀报国之心 立强核之志
本报记者 冯雪珠

王乃彦 1935年生，核物理学家，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参加研制并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
中子飞行时间谱仪，在国内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参加了核武器试验中的近区物理测试工作，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
改进提供了重要实验数据；开辟并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取得突出成就。他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核科学理事会
全球奖的中国人。

89岁的王乃彦成长于战争年代，在事
业巅峰的青年时期，投身中国核工业发展，
一路见证了我国核工业从“零”的起步到成
就“两弹一艇”的砥砺奋进。当选中国科学

院院士后，他开始关注和平利用核能，积极
推动家乡核电发展。经历过中国近百年的

“战争与和平”，这位核物理学家的强核之
志、报国之心始终如一。

忆往事，历历在目。在三明上小学的
时光，在福州读中学遇到的良师……这些
人和事在王乃彦的讲述中就像电影一样，
一一再现了。

20世纪 30年代，王乃彦出生在福州一
个知识分子家庭。动乱的年代，家庭条件
艰难，但父母还是坚持供王乃彦兄妹四人
读书学习。

为避战乱，王乃彦小学时随父亲从福
州到了三明沙县。学校就在沙县的一座破
庙里，冬天漏风，坐在里面冷得发抖，同学
们怂恿坐在前排的王乃彦拨快摆在他前面
的马蹄钟，好早点下课，去晒太阳。

有一次，王乃彦正偷偷拨钟，被校长逮
个正着。本以为要挨罚，没想到校长却只
是摸摸他的头，告诫他要做一个诚实的
人。王乃彦后来回忆道：“虽然当时条件不
好，但我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求学之路上，幸有良师相伴。直到现
在，王乃彦还能脱口说出恩师们的名字，一
位是教数学的徐景贤，一位是教物理的林
童雀。“他们都是我转到福州一中后的任教
老师，教书教得特别好，培养了我对数学和
物理的兴趣。”

王乃彦回忆，那时候的学校氛围和现在
不同，学生革命热情高，不是很听老师的话，
对于布置的作业常常嫌多，都挑着做。但他
不一样，“123456789全都做”，还做得全对，
常常得满分。后来，老师可能觉得100分太

“平淡”了，干脆给他打了“100+1”分。

在福州一中读高中时，王乃彦还过了
一个“间隔年”。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王
乃彦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并与随军南下的
青年工作团一起参加了团员干部培训班。

培训后不久，王乃彦被组织安排进入
土改训练班，作为福州市土改工作组成员
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福州市郊土改工作。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十五六岁的王乃彦
吃住在最穷苦的贫农家里，睡门板搭成的
简易床，一日三餐只吃一点番薯饭和稀米
汤。

土改结束，福州市委看中了王乃彦出
色的工作能力，希望他到市委做秘书工
作。拿不定主意的王乃彦就去请教所在的
土改工作组组长孙作青。

“你来自知识分子的家庭，政工干部我
们军队里面多得很，并不缺乏，将来要去攻
克科学堡垒的人，才是国家急需的。”孙作
青的这番劝导，让王乃彦下定决心：去考大
学！

回到福州一中后，王乃彦开始花大力
气补落下的课程。好在有数学老师徐景贤
的全力支持，刚回到学校的那段时间，每天
吃过午饭后，徐景贤就叫王乃彦到家中补
课。福州天气很热，徐景贤就拿着扇子一
边扇一边耐心讲解……

有了自己的努力与老师的付出，1952
年，王乃彦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王乃彦家中的客厅茶几上和沙发
旁的桌子上摆着很多研究资料。就像大多
数科学家一样，他们没有退休一说，时刻保
持对所在领域最新进展的关注，也保持着
敏锐的思考和洞察。

从 1955年在北京大学读大三时被分
配学习原子能专业，王乃彦至今与核结缘
已近70年。

从北大毕业后，王乃彦进入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三年后，他得到核物理学
家钱三强的赏识，并在其推荐下，前往苏联
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留学。

1964年 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当时还在苏联的王乃彦在使馆看到
核爆的新闻纪录片，心里只有感动，“我将
来回国也一定要从事这个领域”。

谈及对于核科技事业的选择，王乃彦
总是联想起自己成长的年代。“手中没有
剑，跟有剑不用，是两回事。”出生于满目疮
痍的落后中国，后又在战争年代随父辗转
奔波，他真心希望能为中国强大而“铸剑”。

在苏联的六年学习让王乃彦成为中子
物理与能谱测量的专家。1965年回国后，

王乃彦被调往原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221厂实验部31室，
任核测试组长。

221厂位于青海海拔 3000多米的金银
滩草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均诞生于此。在那
里，刚开始时连楼房都没有，大家住的都是
帐篷。“有的人走快一点就气喘，就要给他送
氧。蒸的馒头也根本不熟，一咬下去，牙齿
印都留在上面了。”王乃彦对当时的艰苦条
件记忆深刻。但就像所有参与“两弹一星”
光辉伟业的人一样，他没有被艰苦的条件吓
退。

1966年12月28日，我国成功完成氢弹
原理试验，当量 30万吨，这是我国突破氢
弹技术最重要的一次核试验。

王乃彦主要负责核试验近区物理测试，
测试数据能直接决定“试验到底算不算氢
弹”。试验前，“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明确
地对王乃彦说：“小王，如果成功，你要说出
来为什么成功；如果失败，那是更艰巨的任
务，你要说明失败的原因。”

氢弹原理试验非常成功，爆炸当量高

于理论预估。试验现场放射性剂量很大，
200米的铁塔化为乌有，在确定可以进入核
试验现场后，王乃彦和同事以最快的速度
冲进现场，抢救数据。令人欣慰的是，近场
物理测试数据表明此次核试验就是氢弹，
而且解释了威力比预估大的原因。

此后，王乃彦长期从事核武器试验研
究，先后参加核试验十余次。

1978年，王乃彦随“两弹一星”元勋王
淦昌一起被调到原子能研究院，开始从事
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短短一
年后，王乃彦率领团队自主设计制造了中
国第一台1兆伏80千安的低阻抗强流电子
束加速器。

1992年，团队成功研制了100焦耳KrF
准分子激光装置。3年后，该装置正式命名
为“天光一号”。2000年，“天光一号”脉冲
压缩、光束传输、聚焦等工作完成。六束百
焦耳KrF准分子激光系统正式建成并开展
物理实验，先后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三等奖。

2004年，王乃彦获得世界核科学理事
会全球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此殊荣。

与核与核““共舞共舞””7070年年
他是首位获世界核科学理事会全球奖的中国人

支持家乡发展核电支持家乡发展核电
他是乡亲们眼中“讲真话的老乡”

动乱中的求学动乱中的求学
他是“100+1”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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