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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赵伊君 1930 年 11 月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
赵广增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抗战爆发
前夕留学美国，1939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被
聘为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3 岁时，赵伊君和弟弟
赵伊笋在母亲的拉扯下，随着苦难的迁徙人流，
历经艰辛和危险来到重庆。一家四口蜗居在一间
泥糊的竹笆棚屋里。房子太窄，赵伊君和弟弟只
能睡地铺。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兄弟俩都染上了
疾病，弟弟患热病夭折，赵伊君得了神经性胃痉
挛，进食困难，休学半年。

赵伊君从小就有到书店看书的习惯，在北平
读小学时就喜欢读《科学画报》等杂志。休学期
间，赵伊君在家待不住，就经常跑到沙坪坝一家
小书店蹭书看。一天，书店的一部新书引起了赵
伊君的注意。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因斯坦和
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的中文译本。赵
伊君浏览了几页后，就被里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住
了。书中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和物理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传奇故事，一直讲到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多想买下这本书仔细读，
但家里经济困难，于是，他就天天来书店看上几
页，边看边琢磨。

赵伊君越看越上瘾，书看完后，他反而觉得
不解渴了。“牛顿天体力学是什么？”“牛顿与伽利
略的争论又是怎么回事？”无数个问题在小脑袋
里蹦了出来。

一次，他在饭桌上随便问起父亲一个问题，
赵广增根本没有时间给他讲解，就说：“我从图书
馆给你借本书看吧，你想知道的可能那里会有。”
几天后，父亲从中央大学图书馆给他借来了牛顿
的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从这本书里，赵
伊君又知道了微积分，接触到了希腊字母标识的
星座，对这些新知识又产生了无限的兴趣，他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

赵伊君每向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赵广增就从
图书馆借来一本图书让他自己看。就这样，赵伊
君的书一本本地读，赵广增的书一本本地借，通
过中央大学图书馆，通过“万有文库”丛书，赵伊
君阅读了大量物理学方面的书籍，了解了牛顿、
笛卡儿、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大师的人生传奇，并
深深地迷恋上了物理学。

转眼间，自由、快乐的休学时光结束了。1944
年 9 月，赵伊君进入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校。
因为要弄明白物理学书里夹杂着的大量英文术
语，赵伊君入学后学习英语的兴趣很高，成绩提
升也非常明显，还曾在学校组织的英语比赛中拿
过大奖。

因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还没有
完全弄通，赵伊君就把国文老师布置的书法作业
与解读微积分结合起来。其他同学练习写大字，
每天临摹的都是《九成宫》《玄秘塔碑》等字帖，唯
独赵伊君上交的书法作业都是老师看不懂的内
容。有一天，国文老师问他：“你每天抄写的是什
么呀？”赵伊君回答道：“我正在研究微分是什么，
积分是什么，所以，就把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
原理》抄写了一遍。”国文老师听后的惊讶可想而
知，一个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宣布自己正在研
读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这恐怕可称得上是沙校建
立以来的一大奇闻。一时间，赵伊君在沙校以

“怪”出名了。
学习牛顿天体力学，又让赵伊君迷上了浩瀚

的星空。每逢天气晴朗的夜晚，他做完作业，就会
跑到屋外观察星星，学着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天体
观测。没有天文望远镜，他就自己动手在后山砍

几根竹节，绑个三脚架，做一个竹制的望远镜模
型。尽管这个望远镜既不能放大，也不能拉宽，朝
天上望什么也看不到，但赵伊君却从中获得了极
大的满足。

苏联专家引路导航

1953 年为适应国家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工业
化建设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全国高校理工科
大部分系所 1950 年入学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
结束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业的赵伊君被分配到
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编入海军工程
系二科的舰炮射击指挥仪与光学仪器教授会，担
任助教。

军事工程学院是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新中
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建院之
初，师资严重缺乏。陈赓院长指示：来院工作的苏
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不是给学员上课，而是培养青
年教员，帮助建立专业，形成“专家教教员，教员
教学员”的模式。1956 年 8 月，苏联舰炮射击指
挥仪设计专家雅·谢·鲍里新柯来到海军工程系，
指导舰炮射击指挥仪与光学仪器教授会的业务

工作，还负责辅导赵伊君。鉴于当时中苏关系已
经出现重大变化，赵伊君和这位苏联专家之间接
触并不密切，但这位矮胖子上校专家的关键性指
导，却把赵伊君引上了国防科研的大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课学习后，鲍里新柯有
一天来到赵伊君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说：“从今天
开始，你要增加一个新的学习任务，按照克雷洛夫
海军工程学院学员的要求，完成一个毕业设计。”

接着，他向赵伊君口述了一个毕业设计题
目：“舰艇抢滩登陆时，为支援换乘及抢占滩头阵
地，需在离岸一定距离处，利用舰上炮火支援。在
此过程中，舰上所需光学仪器该是什么？根据这
个战斗情景，搞一个设计。”出完题目，雅·谢·鲍
里新柯没有与赵伊君作太多交流，转身离开了。

这个题目让赵伊君耳目一新。从开始读书到
现在，他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考题。

赵伊君在学术领域是一个不怕挑战，并善于
接受新事物的人。他一步步琢磨题目，发现要做好
这个毕业设计，首先必须了解这场战斗的作战使命
是什么？当时敌我势态怎么样？势态距离有多远？时
下的大气传输情况又如何？等等。只有把这些作战
场景描述、设计清楚了，舰上所需要的光学仪器的
构造、参数以及图纸等才能设计出来。

凭着见新的就学、见难就攻的个性和刻苦钻
研的韧劲以及扎实的基础知识，赵伊君在鲍里新
柯规定的时间内，高水平地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
计。毕业设计在苏联海军院校难度大，要求高。据

《哈军工传》记载，1957 年 5 月，哈军工参观团考
察苏联军事院校，刘居英、慈云桂和柳克俊去了
列宁格勒，访问了著名的克雷洛夫海军工程学
院、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等海军院校后，都不由
自主地被他们的毕业设计所吸引。赵伊君的毕业
设计能让苏联专家说出“很好”两个字来，是十分
不易的。

赵伊君事后品出味来：苏联专家出这么一道
题的目的，就是训练他的战场感知意识，至于他
能不能完成、完成得好不好，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谈起这件事，赵伊君感慨万分。他说：“我一辈
子都忘不了这道考题，我要永远感谢这个苏联专
家，是他让我懂得了搞武器装备的科研设计与传统
学院式的科学研究有什么重大区别。地方单位做科
研，可以出于自由爱好，进行自由探索，甚至可以为
科学而科学；武器装备是要打仗的，国防科研必须
要贴近军事需求，具备真枪真刀作战的场景意识，
部队的需要，战场的需要，才是你技术创新的真正
驱动力。”从此，“需求牵引 + 技术推进”这一国防
科研的基本法则，在赵伊君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
根，成为他从事国防科研的指路航标。

囚室里的科研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为了打破超级大国
的核讹诈，决定进行原子弹研制和试验。根据国
防科委的指示，军事工程学院参与了原子弹试验
的效应测试分析任务，学校将其中的光辐射测试
分析任务交给了新调入原子工程系的赵伊君。

赵伊君领受国家
任务后，与同事一起
从研究核爆炸光辐射
理论入手，探讨了核
火球中高温、高压气
体的发光过程，基于
强爆炸时空气中氧、
氮分子反应动力学，
定量描述了最小照度
现象，补充了核爆炸

的点爆炸理论，解决了利用光辐射的当量速报问
题。他们还研制出“核爆炸光辐射最小照度到来
时间测试仪”等 3 种光辐射测试设备，于 1964
年、1965 年参加了我国第一、第二次核试验，均获
得有价值的测量结果，为科学家们在第一时间分
析得出“肯定是核爆”的结论提供了依据。

1968 年底，赵伊君的核爆炸光辐射测试分
析工作进入到新阶段，开始转向火球物理基础
理论研究。他已经推导出了核爆炸冲击波前后
物理量的表达式，但还有部分数据需要通过实
验提供，但这些实验数据限于条件不易取得，
成为开展深入研究的理论难题。正在这个时
刻，他受到钱学森先生物理力学思想的启发，
开始考虑运用物理力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研
究火球物理问题。然而，在那个是非颠倒的特
殊岁月，他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起潜伏特务集
团案中，戴上了一顶“特务”的帽子，遭到隔离
审查。

那是一段非人的日子。一间窗户上蒙着厚棉
被透不过一丝光线，面积不够 10 平方米的囚室
几乎使赵伊君与世隔绝。无休止的严酷审讯、饥
饿陷阱、人格侮辱、肉体折磨，让他失去了往日的
清醒和理性。但无论怎样，一个信念是坚不可摧
的，那就是，“我不是特务，必须要活着出去，总有
一天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

把问题想透彻了，赵伊君一阵轻松。他决定
抛开一切思想包袱，在应付审讯外，潜心钻研自
己的火球物理基础理论，过一种能够自我愉悦的

“囚徒”生活。
思路清晰了，赵伊君立即着手钻研如何借助

群论数学方法，编制研究火球原子分子物理结构
的计算程序。囚室里没有桌子和床，地板上只有
一张褥子，每天只送两个窝头和一杯水，赵伊君
就盘腿坐在地板上，趴着身子用写交代材料的纸

张，凭着记忆推演有关的定理和公式。
让他感到一丝慰籍的是，看管人员中有两个

原子工程系的学员，有时会趁机偷偷和他聊上两
句。学员们关心的问题很多，“现在停课了，为了
适应毕业后的工作应该补习哪些课程？”“以后要
去工作的基地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对于他
们的问题，赵伊君总是耐心地解答。每当这个时
候，赵伊君的心情最为舒畅。因为从学员的眼神
中，他看到对知识的崇拜，对老师的尊敬，看到了
人心向背，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自己的光明，
无形中增添了在困境中把科学研究坚持搞下去
的信心和力量。时间久了，这些学员也大体知道
他每天在画画写写些什么。内心佩服的同时，有
时也行个方便，悄悄给他多递几张稿纸。

8 个月后，“潜伏特务”的罪名不攻自破，赵
伊君重获自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整整一
个月时间，把囚室里用群论方法编制研究火球原
子分子物理结构计算程序的思考成果整理出来，
写了满满三个笔记本。这些成果为他从事原子分
子物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铸就大国利剑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国核试验方式由大
气层转入地下，赵伊君所在的光辐射测试专业前
途暗淡，研究方向面临再一次调整。赵伊君已经
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调整方向了，自从进入军事
工程学院与国防科技事业结缘以来，他一开始搞
海军炮光学仪器教学，不久转向海军炮射击指挥
仪，继而参与电子模拟计算机的研制，后来又从
事核试验光辐射测试分析，每一次都是跨学科的
大转行。在赵伊君看来，频繁的转行是一般科技
工作者忌讳的，但对国防科技工作者来讲，则是
不可避免的。因为军事技术发展迅猛，国防科技
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树立紧跟前沿的意识，做
好随时把自己熟悉的东西扔掉，重新起步学习新
知识的思想准备，所以他能够平静面对并凭着厚
实的基础理论和融会贯通的能力，游刃有余地进
行一次又一次不自由的转行。

赵伊君和同事们讨论新的研究方向时，把目
光瞄准了强激光技术。这不仅是因为激光与核爆炸

光辐射都是强光，还在于强激光技术在国防科技领
域日益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认准了这一目标，
赵伊君在强激光技术领域一干就是 40 余年。

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中，赵伊君和同事们多
方收集激光研究的前沿动态，四处购置设备，自
己动手搞加工、做试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他
从擅长的理论入手探索激光破坏机理，在看不到
新文献的情况下，在国内首次提出固体层裂破坏
理论，并编制出相应的计算程序，在这一领域做
出了开创性成果。他和同事们还参与到 640-3 国
家任务。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赵伊君吸取 640-3 工程
下马的教训，从我国国情出发，综合大量国际科
技信息，独辟蹊径，大胆提出了我国重启高能激
光研究的新设想。经过多次验证，这一设想获得
肯定，成为我国再次启动激光工程研究的起点，
随后确定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主体抓总，赵伊君任
组长。

从此，赵伊君成为这一研究团队的灵魂，创
造了由高等院校抓总做工程，将全国多个不同隶
属关系、具备强劲科研实力的单位捆在一起，一
干就是 30 年的奇迹。他们经过概念研究———单
元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大型综合试验，在
新世纪来临之际获得了重要成果。赵伊君还提出
了研制高技术装置的样机发展战略，获得总装备
部领导的采纳，对推动我国新概念尖端技术及其
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经多年的耕耘奋斗，赵伊君开创的激光事
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他个人也迎来了收获季节。
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8 年，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踏遍青山人未老。讲课、带学生、做咨询、开
专家组会议、组织大型试验……年逾八旬的赵伊
君不知老之将至，仍不懈地忙碌着、思索着，宛如
一匹永远不知疲倦的老马，在国防科技的广阔天
地奋蹄驰骋，永远向前。

（作者熊杏林、赵可系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彭澍系国防科技大学光电科
学与工程学院高能激光技术研究所协理员，李希
娟系国防科技大学校刊编辑部编审）

赵伊君，1930 年出生于北京，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教
授。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原子分子物理、物理力学、激光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20 世纪 60 年代研制出核爆炸光辐射最小照度到来时间测试仪，参加中国第一、二次核试验，获
得有价值的测量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后主要从事强激光技术研究，被任命为我国激光某任务专家
组组长，带领来自全国 5 大部门、10 个研究所、数百名科技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 30 年的努
力，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使我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对推动我国该领域的
发展与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推进武器装备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53

历经多年的耕耘奋斗，赵伊君开创的激光事业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方面均取得重
大进展，使我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对推动我国该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如今，
年逾八旬的赵伊君不知老之将至，仍不懈地忙碌着、思索着，宛如一匹永远不知疲倦的老
马，在国防科技的广阔天地奋蹄驰骋，永远向前。

赵伊君：星剑光芒射斗牛
姻熊杏林 赵可 彭澍 李希娟

赵伊君说，一个国防科技工作者，就像一名奥林匹克运
动员，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瞄准前沿，拼搏，再拼搏，冲刺，再
冲刺，超越，再超越；他的心境只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甘于
寂寞，享受寂寞，把寂寞当作人生境界。

科研工作，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唯有耐得住
寂寞，享受寂寞的人，才有可能走出辉煌。赵伊君
说，一个国防科技工作者，就像一名奥林匹克运
动员，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瞄准前沿，拼搏，再拼
搏，冲刺，再冲刺，超越，再超越；他的心境只有一
种：耐得住寂寞，甘于寂寞，享受寂寞，把寂寞当
作人生境界。一次，赵伊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
明了自己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甘守寂寞、默默无闻
奉献的独到见解。

记者：您是一个颇有建树的科研人员，多年
来却始终默默无闻奉献，对此有何感想？

赵伊君：在我们国防科技战线，无名英雄
实在是太多了，默默无闻奉献的也不独我一
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默默无闻对于一个真
正潜心做点学问的人来说，是一种保护。它避
免了许多繁杂俗事的打扰，使我有一个平静的

生活、工作、学习环境。古人曰：心静志高远，就
是这个道理。当然，默默无闻决不是平平庸庸。
这些年，我带出了一大批科研人员，这些人在
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我最大的安
慰。当然，我也发表了论文 170 多篇，出版了著
作 3 部，有 17 项成果获奖，这不是对我默默无
闻的回报吗？一个国防科技工作者，最关键的
是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如果一个人过分逐名
求利，必被名利所累。名利之心长一份，很可能
人生路标就会歪一点。说不定还会身不由己地
干出蠢事、坏事。正确的名利观可以成为人生
和事业的一种动力。现在，我的许多学生在行
政职务上都超过了我，生活条件和待遇上也超
过了我，但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资料源自杨川：《甘愿寂寞也是人生的一种
境界》，载于《中国军工报》1997年 8月 14日）

甘愿寂寞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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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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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里的科研

铸就大国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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