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与两弹一星精神 

 1999年 9月，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

科技专家的大会上指出：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奋斗中，广大研制工

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它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钱学森作

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两弹一星”精神。 

1、热爱祖国 

热爱祖国，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具有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与事业心，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

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矢志不渝、执著追求，全身心

投入到航天事业中，为祖国的强大、中华民族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拼搏

奉献。  

在中国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美国政府不得不

在 1955 年 8 月 4 日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钱学森立即去买

船票，得知最近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船票，归心似箭的

他当即买下，只求能早日回国。等一家人上了船才知道，并不是已经没有

头等舱、二等舱的船票，而是故意不卖给他们。1955年 9月 17日，钱学

森一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准备踏上归国的旅程，这位孤悬海外多

年的游子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轮船甲板上，钱学森接受了洛杉矶时报

记者的采访：“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到美国，我已

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

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全力，与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

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人们注意到，钱学森特别加重了“尊严”

这个词。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55.htm


 

 

1987 年 3 月，当钱学森出访英国时，很多中国留学生问起了他当初

“为什么要选择回中国”这个问题，他回答：“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

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

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

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

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

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

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2、无私奉献 

无私奉献，就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将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

淡泊名利，不计得失，默默奉献，必要时勇于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

生命。 

钱学森从不考虑自己的“地位”问题，也不考虑因此他会降低什么

“级别”、“待遇”。他惟一考虑的是党的工作、国家的事业。1957年 2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院长。就任后，钱学森被大量的行政事务所困，甚至连人员的住房分配、

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都要他亲自过问，但这些事务性工作并非钱学森所

长。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技术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向领导提出，免去自己的院长职务。于是 1960 年 3 月，国防部

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任副院长，主

持常务工作，钱学森改任副院长，主持技术工作。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

由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

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钱学森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屡次向上级请求辞去各种职务，并极力

推荐年轻人接班。在制订第二代战略导弹研制计划时，他提出由第二代航

天人挂帅当总设计师。1981年，刚满 70岁的钱学森写报告给张爱萍，说

自己年纪大了，比他年轻的人也都成长起来，故恳请组织上免去他国防科

委副主任的职务，并要求退休，还推荐了三位接班人。当时，国防科委和

国防工办很快就要合并为国防科工委，同时在国防科工委即将成立科学技

术委员会，作为科工委领导的科学技术参谋机构，为重大科研项目组织进

行专家论证、提供方案。国防事业还需要钱学森，因此他在国防科工委科

技委又干了五年。到 1986年年满 75岁时，他又主动打报告，请辞科技委

副主任的职务。直到 1987 年，他才被批准从国防科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

来。不计得失，面对权力地位永葆淡定之心。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

这便是钱学森对待权力地位的一贯态度。 

 

3、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对航天事业来说就是指立足国内，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与

国际合作、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的关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

发展航天事业，实现航天事业发展的目标，牢牢掌握航天事业发展的主动

权。 

1955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1 日，钱学森被安排前往东北考察。钱

学森提出，他有两个朋友庄逢甘、罗时钧在哈尔滨工作，希望这次能见到

他们。经黑龙江省委紧急请示中央有关部门，钱学森被获准参观哈军工。

11月 25日清晨，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哈军工，在王子楼

前迎接钱学森并陪同他参观，朱正、周明鸂等交通大学校友也陪同参观。

任新民教授陪同钱学森参观二系实验室并作详细介绍，并交换了对我国研

制火箭的见解。陈赓大将特意问钱学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



 

 

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脱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

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

截不成！”陈赓听到此话惊喜万分，立即上前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

就要您这句话。”钱学森的这句话，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严谨的科学

判断和敢于承担风险的无畏精神，可谓一诺千斤！也正因为这句话，最终

促使我国高层下决心发展导弹技术。 

1960年 7月 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

回在华苏联专家，同时停止发送建设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

同年 8月，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甚至连一张图纸都没有留下。导弹

基地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在戈壁

之中，正在建设的工程和进行的试验被迫中断。苏联专家刚刚撤走，三年

自然灾害的影响又全面波及到基地，粮食供应骤然减少，使紧张备战的试

验部队雪上加霜。在困难关头，钱学森力撑全局，民主决策重大技术问题。

钱学森这一时期在五院的技术工作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重大技术问题

都由他决定。每个星期天下午，他把包括几位总设计师在内的技术骨干请

到家里，召开“神仙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重大技术问题。

1960年 10月底，近程导弹运抵基地后，钱学森等到现场进行指导和把关。

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与基地参试人员一道了解导弹质量状况，

研究解决试验中的问题。1960年 11月 5日，钱学森作为飞行试验委员会

委员，在酒泉基地协助聂荣臻元帅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发射

试验。 

 

4、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就是不畏艰险，不怕困苦，埋头苦干，迎难而上，运用有

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奋发图强，夺取航天事业的



 

 

胜利。 

为了进行中程导弹全程试验和其它试验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

设新的发射试验基地。该基地从 1966年初勘察选点开始，到 1968年末第

一期工程主要项目基本完成，随后便投入发射试验任务。可以想象，在这

种情况下，除了基本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等验收合格之外，连通信指挥及

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简易的，更不用说各种生活配套设施了。基地刚建成不

久，钱学森便赴山西太原发射中心，组织指挥导弹发射任务。导弹原定下

午 5时发射，因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先是推迟到午夜，而后又推迟至

第二天凌晨。一夜没睡，一些年轻人有些撑不住了，大家都劝当时已近

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

那个指挥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穿着旧军

装的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几

个小时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回到指挥岗位上了。1968 年 12 月 18 日, 中

程导弹全程试验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导弹航天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

创新的道路。 

 

5、大力协同 

大力协同，是指为了实现航天事业的发展，所有从事这项事业的单位

或个人要胸怀全局、顾全大局、服从整体、互相支持、同舟共济、密切配

合共同完成神圣的使命。 

在洲际导弹的研制过程中，遇到许多技术难题，有些课题的研究范围

远远超出一两个研究院的工作范围。洲际导弹的弹头设计就是由钱学森亲

自组织跨部门的任务协同来攻关的。洲际导弹弹头研制中主要存在着空气

动力学上的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洲际导弹弹头防热问题；二是洲际导弹弹

头再入飞行稳定性问题。这是两个极其复杂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难题，不是



 

 

一个单位能解决的，它涉及多家相关单位协同攻关。从 1975 年 9 月 10

日开始，由钱学森挂帅，庄逢甘主持，集中组织了全国各有关工业部门、

科学院、高校空气动力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实验室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

了一场攻克洲际导弹再入防热和飞行稳定性的大会战，钱学森在动员会上

称这是一次空气动力学界的“淮海战役”（代号为“910”）。 

钱学森在弹头防热问题上花了很大精力，不但在技术上提示和启发设

计人员，而且有很多环节都是由钱学森打通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便是钱

学森一贯倡导的集中力量，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攻关的模式。1977 年 9

月 5日，钱学森等乘专机赴弹头落点，参加考核洲际导弹弹头空气动力两

个难题的弹头再入低弹道飞行试验。14 日，试验达到预期要求。1978 年

4 月 16 日，第二发低弹道飞行试验又取得了圆满成功。至此，空气动力

学的“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6、勇于攀登 

勇于登攀，是指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刻苦攻关，

开拓创新，不断攀登世界航天技术的新高峰，不断创造航天事业发展的新

成就， 

1962 年 3 月 21 日，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失败，导弹坠落在离

发射阵地不远的戈壁上。3 月 22 日，钱学森率领技术人员赶赴基地，首

先察看了坠落现场，并组织人员收集残骸，作故障分析之用。经过三个月

的仔细分析研究，钱学森指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科技人员在设计工作中把

导弹作为一个刚体，以为这样可以稳定地飞行。实际上，它的射程已经提

高到 1200 多公里，提高射程就要多装燃料。直径不变，弹体拉长后飞行

的弹性振动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钱学森作为五

院的副院长，每个星期都要抽出一天时间到十二所参加姿控系统工程组专



 

 

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就是一支铅笔竖在这里，也要得

到稳定控制，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一技术难关，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由于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弹体

的弹性震动和环境问题，还要请一院的环境所、总体部共同加以解决。由

于钱学森每周必去，而且他可以调动各方面的人，使这个问题很快彻底解

决了。以后各个型号导弹，再没有出现过由于控制系统设计不可靠在飞行

试验中摔下来的问题。1964年 6月 29日，钱学森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

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

程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