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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8?凌晨 2时 42分，复旦大学教

授、原子能材料专家、激光物理学家、国务院
特殊津贴享受者、参与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研

制者李郁芬，因病抢救无效，在复旦大学附属
徐汇医院（筹）逝世，享年 92岁。

做“无名英雄”

一辈子守口如瓶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一个感人的

故事：一名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男科学家

为了保密，拒绝与心爱的女友相认。这段故事
有个真实版本，发生在复旦。不同的是，那是

一名女科学家，她就是复旦大学教授李郁芬。
李郁芬研究的是原子弹分离膜。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当时只有美、英、苏三国

掌握制造分离膜元件的技术，同时该技术被
这些核国家列为重大国防机密并严禁扩散。

出于保密需要，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研工作
者，不得与任何亲朋好友谈及这一绝密任务，

不能将工作相关的东西带出实验室，很多情
况下也不能记笔记。李郁芬做好了当一辈子

“无名英雄”的准备，面对最亲密的丈夫和儿
子，也始终守口如瓶。

李郁芬的儿子张左之读初中时曾出于兴

趣，借来一本关于原子弹的书。那是由美国制
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

人莱斯利?R?格罗夫斯所写的《现在可以说
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见儿子

看得入迷，李郁芬分享了些对原子弹的了解。
张左之很纳闷：“为什么我的妈妈会对原子弹

这么熟悉？”以后很长时间，他对母亲李郁芬参

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一无所知。
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

强说：“这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和任务外的任
何人（包括配偶）谈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

名发表文章，要从此隐姓埋名，对粉末冶金的
同行就说是改行了，不再参加粉末冶金方面

的学术或学会活动。这项任务是‘直的进来、
横的出去’（意指终身工作）。”李郁芬对此毫

无怨言。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当她遇到老同
学时，对方十分惊奇地问：“这些年你都到哪

里去了？既不见你发表文章，学术会议上也见
不到你，我们都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呢？”

直到 1978年，李郁芬参与的成果获得全
国科学大会奖，后又获得 1984年国家发明奖

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李郁芬
和她同事们的重大贡献，终于为世人所知。

如今回访李郁芬的家人、同事、学生们，

依旧无人能还原这段历史的任何细节———因
为当事人从不愿多说一个字。

在她眼里

没有冷科研热科研
曾有记者和李郁芬谈及这段往事，她只

说，“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我们当时

都愿意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工作。”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在

李郁芳心里，这就是科学家的风范。 复旦大
学副校长徐雷回忆：“在李郁芬的眼里，没有

冷板凳、热板凳，也没有冷科研、热科研。只要

国家需要，她就应该做。”
上世纪 70年代，李郁芬开始从事激光器

件、激光光谱及激光医学方面研究工作。“其实
是转了一个行当”，徐雷解释，也是因为祖国需

要。当时，复旦从各个学科抽调力量来攻关激
光，原本学化学的她，转入光学。她领导的科研

组早在 197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
器，这比国际第一台染料激光器只晚了约两年

的时间，这项成果于 1977年获得上海市重大

科技成果奖。对此，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

哈佛大学 N?Bloembergen教授（当年在斯坦福

大学）在 1980年底出版的《现代中国的科学》
一书中作了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于 1974年

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

作为一名科学家，李郁芳淡泊名利。“如
果不去参与原子弹中关键的分离同位素技术

的研究，李先生肯定能发表更多学术文章。”
复旦教务处副处长应质峰说，因为名额稀缺

和年龄原因，李郁芬没能获聘博士生导师。不

过，李郁芬本人不以为意，仍潜心教学、指导
研究生工作。

晚年，由于身体限制，李郁芬逐渐无法胜
任实验工作，便转向理论研究，积极探索新的

研究领域。在复旦光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庄军
看来，像李先生年纪这样大的人，学习计算机

本就很困难，但她一直很认真。庄军至今都无
法忘怀那个紧盯电脑查看计算结果的老者的

背影。“她对科研一直没有放下，最后在理论
计算方面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记忆力不行、眼

睛也看不清。”庄军说。
如今，先生走了，化作璀璨星空中的一颗

闪亮的星。她留下的，是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
的情怀和责任，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通讯员 殷梦昊

“国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干！”
复旦教授李郁芬去世，她曾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申城之光”号游船首航    本报讯 （记者 杨玉红）伴随着汽笛鸣

响，昨晚，黄浦江第一艘商务游船“申城之光”
号解缆起航。

“申城之光”号游船高四层，总长 62.3米，
总宽 15.1米，最大载客 400人，依据上海黄浦

江五星级游船标准打造。船舱内装修采用极
简主义设计手法，用最简练的线条描绘出端

庄大气的外观效果；室内空间灵动且富有变

化，呈现出最大的通透效果，让参观者与黄浦

江两岸外滩景色能够亲密接触。

一个螺旋楼梯围绕一根布满祥云的柱子，
盘旋而下。一楼船舱俨然已成为小型的旗袍博

物馆，这里便是龙凤 SHOW展示区。参观者穿

越时光隧道，一步一景，一幅以“不一样的潮，一

样的潮动”为主题的旗袍文化卷轴就此展开。
盘扣被称作“美到极致的中国符号”。在展

厅一侧，年仅 20岁的非遗传承人张钦玮正在
制作一个东方明珠形盘扣。盘扎、塞芯、封烫

……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盘扣，有 20多道工

序。张钦玮介绍道，展厅主题墙上的盘扣图案
由龙凤两个字组合而成，寓意龙凤合鸣，由 90

后传承人花费 3个月时间制作而成。
未来，“申城之光”号将以船为媒，引入更

多老字号展示和文艺演出，做精“上海服务”，
深植“上海文化”，引领申城水上游览行业文

旅融合发展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