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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内幕是如何披露的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对俗称
“黄埔”的陆军官校依然念念不
忘。于是，一个新的“黄埔军校”在
高雄凤山出现了。蒋家第三代、蒋
经国的3位嫡子孝文、孝武、孝勇，
都曾进入凤山军校就读。

1956 年，蒋孝文进入凤山军
校就读“黄埔第 28 期”，因为成绩
不太好，只能当插班生。校长谢肇
齐命令教官将他与其他学员一视
同仁，搞得蒋孝文适应不良，半年
内不仅课业大幅落后，还闯出大
祸：他“开溜”到高雄市一家舞厅
里，为争夺舞女而开枪闹事。最后，
他只能以“口鼻疾患”为由退学。

蒋孝武更“厉害”。刚入校没
多久，他因不守军纪而被点名批
评，不仅不服，还当面痛骂批评他
的教官。此后再也没有人敢管他，

他可以睡到自然醒、开小灶，随意
出校门……蒋介石了解情况后，只
好让孙子退学了事。

老三蒋孝勇则有些不一样。
1964 年，16 岁的蒋孝勇放弃考大
学，选择了陆军官校预备学生班，
让蒋介石极为欢喜。蒋孝勇曾回
忆，爷爷在他报到前一天，特地把
他叫到书房勉励，还打开皮包、拿
出钱袋，给了他 200 块新台币。
1967年，他顺利升入陆军官校，还
在一场机械化武器考试中名列前
茅。然而，次年一场夜间训练时，
他翻越壕沟时扭伤脚踝，严重得必
须打入钢钉辅助步行。后来，他有
意返校上课，搞得奶奶宋美龄心
疼。最后，蒋孝勇还是从军校退
学、转入台大，让蒋家后人终与“黄
埔”无缘。（摘编自《看天下》）

蒋家后代的“黄埔一梦”

1999 年初的一个清晨，85 岁
的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张劲夫
挂断了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陷入
沉思。他准备完成一件大事——
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故
事公之于众。电话那头，是心情同
样激动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

杨振宁：你还要保密啊

对于“两弹一星”工程来说，中
国科学院超过2/3的科研力量投入
其中，尤其在“两弹”的研制中，承
担了最多的攻坚任务。而最了解
这段历史的人，正是当年的中国科
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

1998 年 12 月 10 日，《科学时
报》（现《中国科学报》）记者刘振坤
采访了张劲夫。张劲夫回忆了
1956 年到 1966 年中国科学院辉
煌的十年。1999 年 1 月 24 日，访
谈内容在《科学新闻》上发表。文
中并未提及“两弹一星”，但经历过
那段历史的人，仍从字里行间中读
出了某种关联。他们纷纷打电话、
写信给张劲夫，希望他能谈谈中国

科学院为研制“两弹一星”所作的
历史贡献。杨振宁在那通电话里
对张劲夫说：“美国已经出版了中
国原子弹的书，你还要保密啊……
海外华人很想了解啊！”

许多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已经
去世，是时候讲述这段历史了。但
张劲夫非常慎重，专门打电话征询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意
见。路甬祥表示：“……如果需要
再谨慎一点，我们可以交给国家有
关保密委员会，请他们审看嘛。”

在这样的支持下，张劲夫下定
决心披露这段事关国家机密的重
要历史。1999年3月，他特别点名
刘振坤，接受他的独家专访。刘振
坤用四天四夜时间，将采访录音整
理成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
星”的回忆草稿，长达1.6万字。当
他把稿子送到张劲夫手中时，张劲
夫感叹：“没有想到如此之快。”

江泽民：要向全世界公布

杨振宁的心情同样迫切。他
虽身在美国，但心系祖国，计划每

年回国一次的他，为了此事，特意
多回来一趟。

对于这篇回忆草稿，张劲夫谨
慎修改。他邀请中国科学院人造卫
星办公室主任陆绶观，及中国科学
院原军工史办主任赵萱帮助补充。
1999年3月中旬，署名张劲夫的16
开彩色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与“两
弹一星”》，分送有关部委和朱光亚、
钱学森等校阅，他们还提出一些修
改补充意见。

1999 年 4 月 27 日，稿件排版
完成，次日见报。晚上9点，刘振坤
接到时任科学时报社党委书记刘洪
海的电话说，张老将内部资料呈报
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得
到大力支持。“江总书记亲自给张劲
夫打电话说，文章非常好，不但要在

《科学时报》发表，《人民日报》等各
大报纸都要发表，这段历史要让全
国人民知道，特别是要让青年人知
道，更要向全世界公布。”

1999年5月5日，新华社将张
劲夫的署名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
——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
星”的回忆》以通稿发出；次日，《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时报》等
全国各大媒体在头版头条刊发。

钱学森：大协作精神该回来了

互联网“不请自登”，将这篇文
章传遍全球，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
响。刘振坤说，钱学森看了《科学时
报》上发表的文章后，委托秘书涂元
季向报社转达自己的意见：“张劲夫
同志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读了非常
感人，老一代科学家非常感慨，当年
那种大协作精神该回来了。”

正是在张劲夫回忆的带动下，
朱光亚、周光召等一大批参加“两
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与裴
丽生、陆绶观等当年“两弹一星”研
制工作的组织者，积极接受记者的
采访，回忆这段隐秘的历程。

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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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决定》在表彰大会上宣读。23 位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名字响彻
中国大地。（摘编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