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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的科技情怀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长万金容在市科协作报告

一、夙愿与抉择

1956 年 10 月的一天，邓小平同志
代表党中央征求聂帅工作安排意见：一
是主抓科技工作；二是官复原职，当北
京市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部
队装备工作。聂帅没过多考虑，当场对
邓小平同志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
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我们
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聂帅想了想又说，“军工生产和
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关
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
是请中央决定吧。”

听说聂帅主动愿意选择科技工作，
有些相熟的人很为他担心，善意劝告
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忙，千头万
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
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而聂帅的想法丝毫没有动摇。后
来，他回忆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
以此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
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当
家作主，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
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
科学事业。

其后，聂帅出任主管科技工作的国
务院副总理、中央科学小组组长、主管
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还是第一任航空工业委员
会主任，兼任第一任国防科委主任、第
一任国家科委主任，广大科技工作者都
亲切地称他“聂总”。从此，年近六旬的
聂帅带领科技大军，开始了为新中国科
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一艇”等国防
科技事业开拓与奠基的伟大征程。

二、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聂帅曾说：“（周）恩来、（邓）小平同
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
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
的勤务员。”聂帅身体力行，带头为科技
工作者服务，生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
支持他们，政治上信任他们，被大家誉
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一）科学工作的勤务员

聂帅主抓科技工作中，有志于当科
学工作者的勤务员，为他们创造科研工
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特别
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以个人名义，为广
大科技工作者募捐副食品，令广大科技
工作者倍感温暖，倍感振奋，永远铭记。

那是在 1960 年，苏联领导集团单

方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带走图纸。而
这时，我国又面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
上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最困难的时候，科技人员每顿饭只
有1个馒头，1碗干菜汤。由于副食品严
重缺乏，好多人得了夜盲症、浮肿病。
但即便如此，科学家们仍然通宵达旦加
班加点，苦心研究，顽强攻关。正在生
病住院的聂帅知道后，要求大家晚上12
点必须熄灯。灯是灭了，可科学家们就
躲到厕所里看书，有的躲在被窝里打着
手电看图纸。听到这样的汇报，聂帅感
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根本无法安心养病
了，他为科学家们的身体健康担忧啊！

一天，秘书告诉聂帅：“首长，几大
军区的司令先后打来电话询问您的病
情，还问您有没有困难。”

聂帅忽然眼睛一亮，“困难？我倒
没有什么困难，可我们的科学家有困难
啊！这样吧，你以我的名义，给几大军
区的司令员打个电话，请他们想想办
法，给国防科研战线的专家们拨一些副
食品。这一次，就算我聂荣臻给科学家
们‘募捐’了，你赶快去办！”

募捐行动很快布置下去了。
没过多久，几大军区和海军纷纷响

应聂帅号召，他们千方百计调拨给国防
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
等副食品，数量比聂帅预想的要多得多。

拿到这些物品的清单后，聂帅笑
了，病也感觉轻多了。他又再三嘱咐，
这些副食品一律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的名义，分发给科研一线的专家们，领
导和行政人员一两也不能分，一颗豆也
不能拿。

这批珍贵的副食品很快下拨到了
各科研单位，好多科学家是红着眼圈，
甚至是流着眼泪排队领取的。他们知
道，这些副食品蕴含着聂帅多少的关爱
与期待呀！更是兄弟部队的官兵们一
条肠子空半截，硬节省下来的呀！科学
家们纷纷表示，听说毛主席、周总理、聂
帅都喝白菜汤了，却给我们吃肉，我们
就是拼上了老命，也要搞出我们自己的

“两弹”来！

（二）士为知己者死

聂帅主抓科技工作，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作风民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
工作者的作用，深受大家拥护和爱戴。

1956 年 10 月 8 日，国防部第五研
究院正式成立，聂帅推荐钱学森担任院
长。业务技术上，聂帅极尊重钱学森的
意见。每每执行任务的时候，聂帅就打
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
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
你决定，最后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
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既然有领导这样鼓励和信任，钱学
森也就放手大胆地干。有一次，导弹在
厂房里测试完没有问题，就运到发射场
上竖起来，后来在作试验中出了一点小
故障，箱体压扁了一块。钱学森经过仔
细检查后，认为没问题，可以发射。但
是，因为这个小变故，基地作试部长不敢
签字了，基地司令员见作试部长不签字，
自己也就不签，钱学森怎么解释都不行。

事情马上报告到远在北京的聂帅
那里。聂帅同意钱学森的意见，决定
打。第二天一发射，完全成功，没有问
题。这件事情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
因为他觉得，聂帅真正做到了“技术上
由你钱学森负责”。

1984 年，钱学森说：“聂荣臻领导
科学技术工作时，统筹兼顾，全面调度，
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
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地进展……我们
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
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
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
的领导人——聂老总”。钱学森还曾动
情地说：“在聂老总身边工作的时间，是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经历。”2009 年，在
聂帅110周年诞辰之际，钱学森留下他
的绝笔“怀念聂老总”。

钱三强也曾深情回忆：“曾经以为是
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
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古人有
言：‘士为知己者死’，我们有聂帅这样的
领导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三）科学工作的宪法

抓住问题关键，很多问题皆可迎刃
而解。聂帅深谙此理，在抓科技工作
中，在政治上信任科技工作者，千方百
计解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从而让
他们彻底卸下包袱，为国效力。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
的知识分子是一次大的冲击。从那以
后，在“左”的思潮重压下，知识分子普

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影响

科研工作“左”的一些做法，寻求一个总
的解决办法，1961年4月，聂帅组织国
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
专家，经过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后，拟订
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
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
四条》）的初稿。《科学工作十四条》明确
了三方面要点：一是知识分子政策，纠
正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
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进一
步阐明了“双百”方针；二是整顿科技工
作的规章制度，保证其正常秩序；三是
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科学工作十四条》以中央文件下
发后，一时广为传诵，被小平同志誉为

“科学工作的宪法”，在自然科学界乃至
整个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普遍
欢迎。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当然，“十四条”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
级属性问题。因此，时隔半年之后，
1962 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
术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
性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

3月2日，聂帅邀请周总理到会讲
话。周总理说：“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
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
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
社会过来的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构
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他还说：“过
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
的，应该道歉。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
总的道歉。”总理代表中央道歉了，科学
家们的气也该消了，这再好不过了。

3月5日，陈毅元帅应聂帅邀请到
会与知识分子们见面。平时一般不戴
帽子的陈毅元帅，那天特地戴了一顶帽
子走进会场。只见他把帽子放到桌子
上，语出惊人：“今天，我是来为大家脱帽
加冕来了。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此
言一出，会场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高潮。性
格坦荡的陈毅元帅，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
的尊重。聂帅也向陈毅元帅热烈鼓掌，
这个老战友，给他帮了大忙啊。

文/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万金容
（参考文献：《山高水长》《聂荣臻年谱》）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
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4月13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
长万金容在市科协作《聂荣臻元帅的
科技情怀》报告，深入浅出讲述了聂荣
臻元帅一生中的几个科技故事，用丰
富详实的案例，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理
论与实际贯通，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共
鸣。现将该报告原文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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