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爱无疆，人文情怀 

        —忆大珩先生的博大胸襟 

在纪念王大珩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立伟 

 

王大珩先生是我们大家公认的科学专门家、科学组织家和战略科学家。我认

为，在中国科学家中，他和钱学森先生一样，是属于思想家的人物。思想家是科

学家中的最高层次。大家知道，研究科学，最关键的和最难的是出思想。而王老

和钱老，都是出大思想、出大主意的人物。王老在提出“863”、“神光”、“大

飞机”等重大创议时，在组织科技攻关时，在审查重大科技专项时，他总是能看

出其中的科学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出点子帮助解决。在科学技术

上，他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又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是一位做大学

问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我就不展开谈了。 

在今天纪念大珩先生百年华诞的座谈会上，我要谈的，是王老崇高的人文精

神。我认为，王老之所以如此有人望，为大家所景仰、所怀念、所崇拜，不仅是

他的科学智慧，更主要是他的人文品德和精神。我们大家都是深深地受到他的精

神吸引和影响的。 

我们常说人文精神，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是：重视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人文精

神的内涵是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王老正是一位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和博大爱心的的人，他热爱祖国和人民，

热爱生活，热爱青年和儿童。他的一生所贯彻、所实行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思

想，他关怀人，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他决不把人视为“工

具”，而是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他对于任何人，无论地位高

低，富贵贫贱，都是一样尊重，平等对待的。记得有一次，他回长春光机所做报

告时，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建光机所的艰苦岁月。他深情地回忆了与龚祖同先生

一起炼光学玻璃的情景，回顾了亲自编教材给技术人员上课、培训技术人才的岁

月，以及为研制“八大件”和“150工程”攻关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的姓名和事



迹。他甚至还说出那些作出贡献老技工的姓名，而且说：“他们是作出大贡献的，

没有他们的精细工艺，是达不到仪器精度要求的，他们是对长春光机所有功的。”

说得那些老技工们热泪盈眶，他们说：“王老真伟大，还记得我们这些最平凡的

工人们的贡献。” 

王老从不以“权威”自居，他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他像一颗常青大树，树

根深深扎于肥沃的土壤之中。他十分重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的思想和构思，并能

迅速抓住它，及时推动它付诸实施。他习惯于平等地与同事们和科学家们，包括

他的学生广泛地讨论科学问题，并善于在讨论中抓住他们的思想闪光，尤其尊重

他们的首创精神。 

长春理工大学原校长姜会林教授曾是大珩先生的博士生，他和我谈起王老时，

我们一致的认识是，大珩先生是人间一位稀有的天才。 

王老博览文史哲群书，一有空就学习，即使眼睛几乎失明，他还通过放大镜

读报，看文件。他中西交融，文理兼通，写诗作词，才华横溢，他是一位多才多

艺的人，还会自编自说表演快板和相声。 

当神舟六号遨游太空回来时，我去探望他，他告诉我，对我国航天界这一辉

煌成就无比喜悦和高兴，非常激动，一夜没睡着，赋了诗一首，题为“祝贺神舟

六号载人飞船计划圆满完成”。他说，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脑子还能用，他一

整夜在琢磨诗中的词句。我问他诗中不用通常的“矢志小康”而用“矢致小康”

的原因，他说：“前者说的是“将来式”，想奔小康；而后者说的是“正在进行

式”，在奔小康。”王老对文章的遣字用句非常考究，一份稿件，他总是反复修

改，直到满意才放手。 

王老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最强，亲和力也最强，对人和事物有惊人的洞察

力。在这点上，和敬爱的周总理极为相似。人们和他会见交谈后，都被他深深吸

引而敬服他，他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我实在为他的惊人记忆力而佩服。当我看了

“最强大脑”电视节目后，我深信世上确有这样“过目不忘”的人。例如，他与

人交往时，能精确回忆若干年前会面时的微小细节。他能说出他当年主持项目鉴

定会、论文答辩会以及答辩人姓名和项目名称的种种细节。即使他到北京后，他

也能清晰地说出长春光机所的每一位同事的特长和特点，以及他们的功绩，更不



用说科学技术中的单位、量纲以及数量级了。新世纪初，我帮他整理“20世纪中

国光学工程的进展”一文时，南开大学召开国际光学圆桌会议，他要我到会代表

他宣读该文。我在报告时，每一张投影图片就是照本宣科，一带而过，汇报显得

干巴巴的；而他在长春做这个报告时，他能说出，每一台仪器的性能、特点和用

途，是谁主持的，如何研究的，水平如何。对于他，每一张投影图片就是一段历

史，一个故事，记得一清二楚，历史在他眼前复活了。 

王老是一位具有极强组织才能，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

物。在主持150工程时，他清楚明白所承担的任务面临的技术关键和问题的所在，

清晰了解他周围年轻科学家甚至工人技师们的能力和才干；他总是给人鼓舞和指

导，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并在任务中协同一致。 

王老是中国光学界公认的权威，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他是一位最没有权威

架子的大科学家。他坚决反对给他的“中国光学之父”的称谓。 

王老的情感最有热力，性格是幽默的、外向的、合群的，同时他又是温柔的、

最富于理智的、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王老具有热心提携青年、奖掖后学的美德及开放性的精神，他虚心听取他人

的意见。他像一颗常青大树，树根深深扎于肥沃的土壤之中。他十分重视科技人

员的创造性的思想和构思，并能迅速抓住它，及时推动它付诸实施。他习惯于平

等地与同事们和科学家们，包括他的学生广泛地讨论科学问题，并善于在讨论中

抓住他们的思想闪光，尤其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 

王老是一位极有魅力的学者，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时，就感到“如沐春风”，

而他给人的教育“润物无声”。他与集体水乳交融，所有的人都深深尊敬他，爱

戴他，年青的科学工作者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被认为中国光学工程的摇篮决不是偶然的。长春光机所在

大珩先生精心培育下，造就了一支特别能战斗、具有极强凝聚力、能打硬仗的优

秀科研队伍。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浩然正气和革命精神，

即热爱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崇尚科学、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刻苦钻研、追求一流、敢于创造、勇攀高峰的

创新精神，大力协同、团结协作、讲求正气、提掖新人的团队精神。大珩先生是



在全国光学界乃至科学界“开一代风气”的人。 

王老屡屡与我谈起，由于时代的需要，他很早就走上科技管理工作的岗位，

他对科学贡献太少了。但我和光学界的同事们一致认为，60年来，光学工程及其

事业有大珩先生把舵领航，实为中国光学界的大幸。 

实际，大珩先生以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为其专长，领域遍及激光技术、仪器

仪表、计量科学和空间遥感，其成就贡献，并不限于领导“八大件”高精尖光学

仪器及“两弹一星”中大型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而他自领导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始，带领一批青年学人在光学领域披荆斩棘，开拓方向，至5大光机所成立，到

执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到“863”、“神光”以及近年来“大飞机”、

“中国光学科技馆”等倡议的提出，使中国科技特别是光学科技跟上时代潮流，

影响深远，国人无不感念先生眼光远大。 

我现在总结一下： 

大珩先生是人间一位稀有的天才。 

他集科学专门家、科学组织家和战略科学家一身，中西交融，文理兼通，才

华横溢，是科学家中的“思想家”。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最强，亲和力也最强，对人和事物有惊人的洞察力。 

他朴素近人，伟大平凡，富有魅力，是一位最没有权威架子的大科学家。 

他的情感最有热力，性格是幽默的、外向的、合群的，同时他又是一个温柔

的、最富于理智的、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他以人为本，是一位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博大爱心的科学家。他热爱祖国

和人民，热爱生活，热爱青年和儿童，具有热心提携青年、奖掖后学的美德及开

放性的精神。 

这些都是人世间难得的才能和品德，很难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而大珩先生

确是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德和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深深爱戴他、

怀念他的原因。 

当王老辞世时，我曾敬献了一副挽联： 

辞权威，辞泰斗，辞光学之父，天地只今留正气。 

爱祖国，爱人民，爱光学事业，浩然千古有楷模。 



敬爱的大珩先生，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