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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建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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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在钱伟长任主任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的基础

上，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创建的．该文记述、展示了力学所的建所背景、创建过程、钱学森在创

建力学所的日子和他的建所思想，以及重要人物在中科院院务会议讨论成立力学所时提出的发展

要求和希望．最后介绍了中科院力学所创建时的人员组成．

关　 键　 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创建过程；　 钱伟长；　 钱学森；　 建所思想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６０．３　 　 　 文献标志码：　 Ａ ｄｏｉ： １０．２１６５６ ／ １０００⁃０８８７．３８０２３７

１　 力学所的建所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文化教育

政策提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４ 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

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周恩来总理在闭会前作报告：人民政协共

同纲领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这也就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目标．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并接管了前北京研究院的 ６ 个研究所，郭沫若院长报

告科学院成立经过及今后工作方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自新中国成立至力学所成立

前的 １９５５ 年，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经过了机构调整和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１９５３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结合国

家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力解决科学基础薄弱、
各门学科发展不平衡以及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矛盾；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建

设服务的方针，充分发挥现有力量，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科

学成就．中国的科学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迅速增长和发展的时期．
１９５２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或相当于研究所的机构 ２８ 个，１９５３ 年增加到 ３４ 个，１９５４ 年增加到

４０ 个；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纲要计划在 １９５７ 年达到 ５１ 个，１９６２ 年到达 ８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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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 年达到 １６６ 个．１９５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近十年至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远景规划中

所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那些还落后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落后于农业的需要，以及落后于人

民增长着的文化要求的科学部门，更突飞猛进、更广泛地发展起来．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苏联专家指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所拟订的措施，必

须有科学理论根据，科学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使理论研究工作

显著地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前面是十分重要的，因理论研究工作是国民经济过渡到完全新的

技术水平的保证．因此，必须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各科学部门的现状，制定提高现有研究机构工

作效率的全国性的措施，组织新的科学研究机构．而这些新机构的建立必须是最近一个时期在

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最迫切需要的．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利益的要求以及中国科学发展的

远景计划出发，把新的科学研究所建立起来．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

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

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
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

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

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

的新时期．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

方面的新的工作．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

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

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
不能解决问题的．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２ 日，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我们祖国正在

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以大力来提高工农业生产、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促

进国防的现代化．几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是关心着科学工作的发展的．在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和

充实方面，经常采取着必要的措施，逐步建立了必要的新的研究机构，使得科学工作能适应国

家建设事业的迫切要求，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２ 日，吴有训副院长在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中国科学院有关物理学、

数学、化学等学科的各研究所经过了五年来机构调整与扩建的工作，现共有 ７ 个研究所．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了有计划的研究工作，使研究工作开始走向正轨，并逐步发展起来．五年来物理学、
数学、化学这几门学科的工作主要是建立基础．根据国家的需要，有些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

来，一些较有基础的部门得到巩固和提高．在力学方面，研究工作只是在最近几年来才初步展

开．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最近的研究工作多偏重弹性力学，在各向异性体的弹性理论、大挠

度问题上得到一些结果，今后准备由弹性力学发展到塑性力学；但在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方

面的工作还很少．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也应逐步开展这些部门的工作．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纲要草案（草稿）（图 １）指出：力学

的研究还在草创的阶段，今后要大力发展力学的研究，首先是发展空气动力学，建立物理力学

包括燃烧、爆炸等以支援航空事业的发展．加强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的研究，开展自动控制的理

论研究，以保证工程建设在理论上的要求．第一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机构之增加主要是填充空

白领域，建立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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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纲要草案（草稿）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１５⁃ｙｅａ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Ａ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中国科学院 １９５３ 年—１９５７ 年计划纲要指出：某些薄弱和空白的重要学科，如……力学

……也正在开始建立．科学工作的发展方向和科学研究的内容，已逐步同国家建设相结合．应
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以及可能的条件，对研究机构进行设置、扩充和调整．

中国科学院 １９５６ 年事业计划对 １９５６ 年工作做如下安排：根据中央七届第六次全体会议

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精神及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示，本院为适应社

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新形势，必须贯彻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快发展科学事业，争取于十二年左右在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重要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因此，１９５６ 年的中心任务是：充分发挥潜在

的科学研究力量，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完成科学发展的全面规划，积极开展重大科学问

题研究，逐步建立并充实空白学科与薄弱学科，研究与规划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发展．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２　 力学所的创建过程

力学所是在钱伟长领导的数学所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的．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７ 日，数学所筹

备处成立，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 日，筹备处撤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１９５３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开始有计划的进行，研究工作开始

走向正轨，并逐步发展起来．根据国家需要，有些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数学研究所正式设

立力学研究室，１２ 月 １２ 日，郭沫若院长聘请钱伟长为力学研究室主任，成员共 ５ 人．
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纲要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力学研究室，第二个五年

计划成立力学研究所．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在 １９５５ 年，以现有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为基础

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建立力学研究所筹备处（设北京）．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 １９５５ 年下半年工作计划要点明确：在北京筹建力学研究

所，十月份内向院务常务会议提出报告，于今年内筹建力学研究所，组织筹建委员会．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钱学森回国，与钱伟长等一起组织开展力学所的筹建工作．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中国科学院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力学研究室，第

二个五年计划成立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１９５６ 年工作安排规定，在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力学研究所，

由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于一月份提出具体方案．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５ 日，中科院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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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讨论并通过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提交的“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陈毅副总理在中科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上批示（图 ２），力

学所正式成立．

图 ２　 陈毅副总理在中科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上的批示

Ｆｉｇ． ２　 Ｄｅｐｕｔｙ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ＣＨＥＮ Ｙｉ’ｓ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ＭＣＡＳ ｂｙ ＣＡＳ

２．１　 钱伟长与力学研究所

钱伟长在参与筹备数学所期间，负责应用数学组的工作．１９５３ 年数学所在应用数学组的基

础上成立力学研究室，钱伟长任力学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钱学森回国后，与钱学森一起筹

建了力学研究所．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７ 日，中科院成立数学研究所筹备处．自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底，

筹备处共组织召开了七次会议．周培源、钱伟长、胡海昌和林鸿荪（图 ３）参加了筹备会议．其中，
周培源参加了第一、二、三、四、六次会议 ；钱伟长参加了全部会议；胡海昌参加了第五、七次会

议；林鸿荪参加了第六、七次会议．筹备期间分组办公，设应用数学组，由 ３ 人组成：钱伟长、胡
海昌和林鸿荪．

图 ３　 参与数学研究所筹备工作的部分人员（左起：周培源、钱伟长、胡海昌、林鸿荪）
Ｆｉｇ． ３　 Ｓ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ＣＨＯＵ Ｐｅｉ⁃ｙｕａｎ， ＣＨＩＥＮ Ｗｅｉ⁃ｚａｎｇ， ＨＵ Ｈａｉ⁃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Ｈｕｎｇ⁃ｓｕｎ）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 日，数学所正式成立．７ 月 １７ 日中科院办公厅通知（图 ４）：查本院数学研究

所筹备处筹备工作业经就绪，已于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 日将该筹备处撤销正式成立数学研究所．特
此通知，即希查照．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函（图 ５）： 复同意解除钱伟长兼职并停发津贴．一、
九月一日数字第一三七号函悉．二、本院同意自九月份起解除钱伟长先生兼职并停发津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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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昌升格问题，可另案报院核办．四、抄附致钱伟长先生函一件，请查照．

图 ４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科院办公厅通知 图 ５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函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ＡＳ ｏｎ Ｊｕｌｙ １７， １９５２ ｏｆ ＣＡＳ ｏｎ Ｓｅｐｔ． １６，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２ 年，中国科学院致函钱伟长先生（图 ６）：据本院数学所报称，先生致函华罗庚所长请

自九月份起解除与科学院的兼职关系，并希望自即日起停止津贴．同时考虑胡海昌同志升格问

题．两年来承对胡海昌同志热心指导至为感谢．自九月份起，当依嘱解除先生在本院的兼职并

停发津贴．以后仍希望先生对本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组的工作经常予以指导．至胡海昌同志

的升格问题，当予考虑办理．

图 ６　 中国科学院致钱伟长先生函 （ａ） 中科院聘书 （ｂ） 清华大学复函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ＣＨＩＥＮ Ｗｅｉ⁃ｚａｎｇ （ａ）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ｂ）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ｂｙ
ｂｙ ＣＡＳ ｂｙ ＣＡＳ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 ７　 任命钱伟长的文件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ＥＮ Ｗｅｉ⁃ｚａｎｇ

数学所正式成立后设力学研究室，钱伟长先生为力学研究室主任（图 ７（ａ））．成员由筹备

期间的应用数学组人员和后续进所人员组成，他们是：钱伟长、胡海昌、林鸿荪、何善堉、蔡树

棠，共 ５ 人．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清华大学复函并同意任命（图 ７（ｂ））．
２．２　 钱学森在创建力学所的日子里和他的建所思想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钱学森自美启程乘威尔逊总统号海轮返国．１０ 月 ８ 日钱学森一家在深圳入境．
陈毅同志命令科学院派人前去深圳迎接．当时在科普工作的朱兆祥同志受命前去迎接，并一路

陪同，钱学森 １０ 月 ２８ 日抵京， 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和周培源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图 ８）．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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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院长设宴洗尘．钱学森回京后至 １１ 月 ２１ 日期间，在北京考察调研，组织力学界专家学

者研讨筹划力学所的成立；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１２ 月 ２１ 日，去东北考察调研并作学术报告．自东北返

京后，与钱伟长一起完成了力学所最后的筹建工作．朱兆祥同志的笔记（图 ９）里记载了钱学森

回国后的重要活动和行程，从这些活动和钱学森的几次重要讲话，反映了钱学森的建所思想．

图 ８　 吴有训副院长和周培源迎接钱学森 图 ９　 朱兆祥笔记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ＷＵ Ｙｏｕ⁃ｘｕｎ （ｄｅｐｕｔ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 Ｆｉｇ． ９　 Ｎｏｔｅｓ ｂｙ ＺＨＵ 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ＯＵ Ｐｅｉ⁃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ＳＩＥＮ Ｈｓｕｅ⁃ｓｈｅｎ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上旬，钱学森同志参观了应用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棉纺一厂、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
１１ 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决定以钱伟长同志任主任的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建立力

学研究所，请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学森、钱伟长与朱兆祥在北京饭店讨论建所所

需人员初步计划，确定成立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自动控制四个组和一个办公室，共
需人员约 ６０ 人．

１１ 月 １６ 日，为成立力学研究所征求北京力学界的意见，在清华园内数学研究所举行了一

次座谈会．到会的有北京大学周培源、王仁、周光炯，清华大学张维、杨式德、杜庆华，北京航空

学院王俊奎、陆士嘉等同志．钱学森报告科学院决定成立力学研究所，归物理数学化学部领导．
所内将成立 ４ 个研究组，近期内拟以抗震结构、叶栅气体动力学、金属的高温蠕变为研究重点．
到会人员发言希望除重点项目外也应开展一般振动问题、渗流问题、航空动力学、空间结构的

研究，注意从经济建设中发现力学问题．并希望力学所把全国力学研究工作领导起来，召开力

学会议、出版力学杂志、培养专业干部．
１１ 月 １７ 日，钱学森、钱伟长与吴仲华讨论流体力学计划；与郑哲敏、胡海昌讨论弹性力学

研究计划．
１１ 月 １８ 日，讨论塑性力学研究计划，决定将重点课题“金属的高温蠕变”推迟半年．这半

年中有李敏华和王仁同志共同在力学所主持塑性应力应变关系讨论班，有北大、清华、矿院、钢
院等教师参加．

１１ 月 ２２ 日，启程去东北访问．
１１ 月 ２６ 日，访问哈尔滨土木建筑研究所．
１１ 月 ２７ 日，访问哈尔滨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哈尔滨工大讲话：“技术科学是工程技术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有分别，和基

本科学有分别，介乎二者之间．基本科学把研究对象简化了来解决，希望得到精美的答案．技术

科学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而因素很复杂，不能随便舍去，所有重要因素都要考虑到．什么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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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是不重要，是技术科学最困难的问题．技术科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不简化的粗略的问

题．技术科学不解决工程技术者特殊的问题，而解决一般的问题．如航空器设计、水利等都需要

流体力学，而后者是技术科学．”
１１ 月 ３０ 日，访问机电研究所．
１２ 月 １ 日，访问仪器馆．
１２ 月 ２ 日，访问应用化学研究所．
１２ 月 ５ 日，在机电研究所讲话：“从技术科学来看，力学即应用力学，其精神是 ５０ 年前由

德国大数学家克莱因提出的，他参加了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他看到美国自然资源比德国强，德
国若要竞争，一定要把基本科学用到工程方面去．当时把力学当作数学来看待，离工程很远，他
就倡导应用力学，其实也就建立了技术科学．这个过程是很成功的，现有美国力学家都自那学

校出来，如 Ｓｔｅｐａｎ Ｐｒｏｋｏｐｏｖｙｃｈ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ｖｏｎ Ｋáｒｍáｎ、Ｌｕｄｗｉｇ Ｐｒａｎｄｔｌ、Ｔｕｌｌｉｏ Ｌｅｖｉ⁃Ｃｉ⁃
ｖｉｔａ ．”

力学不是工程．因它解决的问题是一般性的，所以应用力学介于工程和基本科学之间，不
直接解决工程问题，而要领导工程的发展．

１２ 月 ６ 日，访问金属研究所．
１２ 月 １１ 日，访问沈阳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东北工学院讲话：“所有技术科学不从理论出发，而从实际出发．从很多工

程技术的实际中观察分析，如果研究的问题在工程师看来是奢侈品，那就没有意义．因而技术

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要关心．因之要做研究，首先要总结生产中的问题，把主

要数字记在脑子中，做研究时可以灵活运用．实际现象很复杂，看不出头绪，因素很多，我们不

能在研究中全加考虑，因之要分析其中的主要因素，和不主要因素分开．在实际现象中，主要的

因素在各种实验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这样分析不一定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能找到一些局部问

题，有经验的科学家在少数因素中再选择其中之主要因素，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对于自然

现象长久观察后的经验．选取这因素后制造一种模型，再来进行分析，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比
较对了就是真理，如不对就要修改模型．”

模型只能模拟自然的一部分，不能模拟全部，因而不要把这模型就当作自然．
技术科学在理论分析方面也有些特点，它用到一些高深的数学，把模型表述为数学形式，

帮助分析求解．要找出相似率，以及相应的无量纲的常数，这样可以帮助了解问题中各个因素

的相互影响，不重要的因素就不会在无量纲常数中出现．解决实际问题，要用最经济的方法，这
是技术科学的精神．

１２ 月 １６ 日，访问大连工学院时谈心得．
１２ 月 １７ 日，访问石油研究所和煤炭研究室．
１２ 月 ２１ 日，钱学森同志自大连返回北京．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化学所五楼与钱伟长同志讨论向科学院呈报成立力学研究所的呈文．事后

由郑哲敏同志起草了呈文稿子报院（在访问东北期间，科学院把中关村化学所五楼拨为力学

所所址．在此期间，原数学所力学室人员已搬入新址，自立门户）．
１２ 月 ２３ 日，钱学森同志向科学院领导汇报对于东北各所的意见，讨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

范围以及派代表参加第九届国际应用力学会议事．晚上，陈赓大将在三座门干部俱乐部设宴欢

迎钱学森同志从海外归来，并宴请王震、方毅等同志作陪．席间，畅谈发展我国国防科研事业．
１２ 月 ２４ 日，彭德怀同志接见钱学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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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在全所人员大会上讲话：“力学的研究一定以

实验结果和工程经验为出发点，挑选研究题目也根据这精神．据一相反的例子，我们在资本主

义国家要做工作时常想一想别人做了什么工作，这样做填了一些空白，在美国很多，纸上画葫

芦，得出一些结果，这种态度在遗留下来的老科学家也不应有此习惯．这种态度基本上是错误

的．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挑选题目应符合国家工业推进方向，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生

什么问题我们要耐心考虑，从里面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之点，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解决类似的若

干问题．填空白点并不反对，但要考虑这空白点是否必要，因空白点无穷．”
２．３　 力学所的正式成立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５ 日：中科院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召开，讨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问题．钱学森、
钱伟长、周培源、朱兆祥列席了会议．钱学森同志报告了建所设想，讲了分组、研究重点、规模和

工作步骤等．茅以升、严济慈、周培源、华罗庚、吴有训、竺可桢、苏联顾问拉扎林、钱伟长在会上

发了言．张稼夫同志总结发言，宣称院务会议批准钱学森的建所报告．下面是发言记录．
茅以升：
希望力学所跑在前面．
希望力学所对其他所起一定的领导作用．
希望力学所的题目不是从产业部门直接来的，而是经过技术科学各所过滤的．
严济慈：
力学研究是技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技术科学各所关系非常密切，希望及早成立．
周培源：
成立力学所力学界很感兴奋，因力学界力量薄弱，成立所可以集中力学界的力量．
配备行政组织干部很重要，希望院中支持．
北京大学培养（力学）干部，希望和力学所配合起来．北京大学［正］建立实验室，希望做为

共同实验基地．
华罗庚：
力学所很快成立，与数学所成立相对比，说明科学院工作的进步．力学室在数学所时对数

学所的帮助很大，希望今后不要忘记数学所．
苏联顾问拉扎林（摘要）：
从钱报告和其他人员发言现成立力学所是必要的及时的．特别重要的是在建所以前已提

出研究方向，这些方向都是在新技术中很重要的．如茅以升所说，研究所刚成立就有 ２２ 个题

目，是否过重．既要进行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研究，一定会有大量计算工作，高效的计算机是

需要的．力学家与数学家的合作可以解决工业上很多重要问题．搞控制理论进行的计算又不同

了．对控制论的注意是必要的．估计钱是需要这样的计算机．院务会议应以最大的注意来对待力

学研究所的建立工作．
竺可桢：
配备行政干部很重要，设立行政副所长很有必要．好几个组将来可以独立成所．
钱伟长：
２２ 个题目中有大有小，因有些题目很小，已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自动控制及调节理论———

控制论，它包括计算机在控制中的作用，计算机是需要的，但院中好些单位如数学所、物理所都

在考虑，院中应该统盘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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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稼夫（总结发言）：
力学所成立在中国科学院，科学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要工业化没有力学是不行

的．１９５３ 年在数学所成立了力学室，由于钱先生回来使力学建所工作具体化了，提早了建所时

间．在报告中提出了分组、重点、规模、工作步骤，我们是同意的．工作步骤并不保守，院务会议

应该批准这个报告．
几个具体问题：
四十人的配备要来考虑物色，清华北大调人学习是好办法（暗指钱伟长提出的办力学研

究班的设想）．
学术委员会应成立，人选先请数学、力学二所提出名单．
自动控制干部调集问题，请提具体名单．
责成干部局解决行政工作干部．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提出的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图 １０），认为成立力

学研究所以适应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是中科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确定的任务，成立该所的准

备工作早在 １９５３ 年即已开始进行．报告由郑哲敏同志起草，内容摘要如下：
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力学研究室已由数学研究所迁出，开始了力学研究所的正式筹备工

作，在编制 １９５６ 年工作计划及预算时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提出的．现在我们认为有条件

也有必要正式成立力学研究所，因此向院方建议，请考虑在院务会议上加以讨论通过．

图 １０　 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提出的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Ｍ ｂ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力学研究室是在 １９５３ 年正式成立的．遵照院所长会议的总结，工作的方针是发展力学研

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从培养干部着手，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关于弹性、塑性、流体力学

与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并为在一定时间后独立建所准备条件．
在制定 １９５６ 年工作计划时，决定将研究人员（１４ 人）分为 ４ 个工作小组，即弹性力学组、

塑性力学组、流体气体动力学组、自动控制及调节理论组．除此以外，结合上述 ４ 方面提出了大

小研究题目 ２２ 个．
从上述重点也可以看出，力学研究的发展将与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有重要关系，我们在初

步讨论了力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后，认为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将有赖于技术科学方面，其中主要

是力学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可以断言，在今后工业及国防方面的工作会和力学研究工作发生

更密切的关系．
从工作的规模，人员的配备几方面来看，力学研究所成立已具备初步条件，特此请求即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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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成立．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７ 日，中科院向陈毅副总理并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

（见图 ３）．报告由郑哲敏同志起草，报告指出：为适应我国工业建设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第一个

五年计划纲要规定在一九五六年成立力学研究所．该所的筹备工作，从 １９５３ 年即已开始，先在

数学研究所下设力学研究室，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合作，着手培养干部，并进行若干与工

业建设有关的研究工作．三年以来，力学研究室的工作是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无论从工作

规模或研究力量看来，成立力学研究所已具备条件．因此，我院在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５ 日第一次院务

常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提出的“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现将该报告呈

报，请审核批准．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陈毅副总理在“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上批示， 力学所正式成立．

３　 力学所成立时人员组成

力学所成立时，原数学所力学室人员组成（按到职时间排序）（图 １１）：上排左起，钱伟长、
胡海昌、林鸿荪、何善堉、蔡树棠、齐景泰、程世祜、李敏华；下排左起，郑哲敏、刘正常、马宗魁、
叶钧道、林同骥、朱兆祥、毛振瑛、钱学森，共 １６ 人．

图 １１　 力学所成立时原数学所力学室人员组成

Ｆｉｇ． １１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ｗｈｅｎ ＩＭＣＡＳ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钱伟长：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兼任数学所筹备处筹备委员，参与完成数学

所筹备创建工作．１９５３ 年受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聘任，任数学所力学研究室主任．
胡海昌：助理研究员，１９５０ 年 ９ 月，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工作．
林鸿荪：助理研究员，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从美国归国到科学院工作．
何善堉：研究实习员，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蔡树棠：研究实习员，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齐景泰：练习生，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从东北工业部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程世祜：副研究员，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从美国归国到科学院工作．
李敏华：副研究员，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从美国归国到科学院工作．
郑哲敏：副研究员，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从美国归国到科学院工作．
刘正常：研究实习员，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马宗魁：研究实习员，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８ 日，同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自 １１

月份起，改为研究生．
叶钧道：研究实习员，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东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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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骥：副研究员，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从美国归国到科学院工作．
朱兆祥：行 １３ 级，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由科普调入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毛振瑛：１７ 级，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由中央调查部调入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钱学森：研究员，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从美国归国后到数学所力学室工作．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５ 日，中国科学院通告（图 １２）任命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任力学

研究所副所长．

图 １２　 中国科学院任命通告

Ｆｉｇ． １２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ｂｙ ＣＡＳ

图 １３　 中国科学院通知力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名单

Ｆｉｇ． １３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ＣＡＳ ａｎｎｏ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ＡＳ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中国科学院通知力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图
１３）： 王俊奎、朱兆祥、沈元、陆士嘉、吴仲华、杜庆华、陈宗基、李敏华、林同骥、郑哲敏、周培源、
曾毅、张维、傅承义、钱令希、钱学森、钱伟长．

４　 力学所举办 ２０１７ 年国际档案日宣传展

以上主要内容，作为力学所 ２０１７ 年国家档案日宣传主题内容（图 １４），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展出．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建，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需要，是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力学事业开创的一个缩影，对促进

我国力学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９０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建过程



图 １４　 力学所 ２０１７ 年国家档案日宣传展板

Ｆｉｇ． １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ｂｏａｒｄｓ ｏｆ ＩＭＣ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Ｄａｙｓ ｉｎ ２０１７

让我们记住那段历史和力学所的创建者们．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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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ＫＯＮＧ Ｐｅｎｇ⁃ｄｕ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Ｉ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ＥＮ Ｗｅｉ⁃ｚａ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ｓｉｅｎ Ｈｓｕｅ⁃ｓｈ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Ｍ’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
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ＣＡＳ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ＩＥＮ
Ｗｅｉ⁃ｚａｎｇ； ＴＳＩＥＮ Ｈｓｕｅ⁃ｓｈ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

２９０１ 孔　 　 捧　 　 端

引用本文 ／ Ｃｉ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孔捧端．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建过程［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７， ３８（１０）： １０８１⁃１０９２．

ＫＯＮＧ Ｐｅｎｇ⁃ｄｕａ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３８（１０）： １０８１⁃１０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