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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展，开拓，创新
∗

李家春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今天是郭永怀先生诞辰 110 周年，我想就怎样

传承郭先生的崇高精神和学术思想，并且落实到我

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谈一点感想。

首先，因在简短的发言中不能全面回顾郭先生

60 年的光辉一生，但其中有一个事例特别值得我们

深思。郭先生生活年代的中国是 “东亚病夫”，不能

抵御日本人的侵略，所以，当时的热血青年都在思考

救国之道。20 世纪上半叶是航空工业突飞猛进的时

代，“航空救国” 就成为不少青年的志向。郭先生本

在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对光学有浓厚兴趣。1938 年

当他来到西南联大时，他突然把自己的专业转为流

体力学，并跟随周培源先生学习湍流。然后他考取

了中英庚款留学，到美国跟冯 · 卡门学航空工程。
所以，他把自己的科学兴趣与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

感结合在一起了。由于他树立了这样的人生目标，并

经过一生的奋斗，最终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同

时也为我们国家的 “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贡献。所

以，郭先生的航空救国，科技强国的家国情怀是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传承的。

我们再来回忆力学所发展的 60 年。这 60 年大

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郭先生在世的那十几年。那时刚

刚成立的新中国 “一穷二白”，国家需要富强，中央

就号召青年 “向科学进军”，这也就是科技强国的思

想。于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回国，科学院成立了力

学所。我们有幸有郭永怀先生、钱学森先生这样一批

科学家带领我们来发展我国的力学事业。他们首先

就是创立前沿学科，如：高速空气动力学、磁流体力

学、爆炸力学、物理力学、PLK&CFD 等。然后，采

取了以国家目标为牵引，组织团队攻关的方法。同时

通过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

养人才，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

校吸引一批优秀人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力学所在

氢氧发动机、烧蚀防热、人造卫星本体设计、核武器

工程等方面为 “两弹一星”作出了贡献，成为科学院

的中坚力量。

文化大革命以后，原力学所的科技人员从北京

市、工业部门、部队、三线工厂等单位又汇集科学院

来了。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拨乱反正，但是我们的

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所以，为了国家兴旺就

提出了 “科教兴国” 的口号，也就是 “科技强国” 的

考虑。力学所怎么办？我们就在郑哲敏先生为代表

的一代一代的科学家领导下，还是从郭先生老一代

科学家身上吸取精神力量，进一步开拓我国的力学

事业。为此，我们在园区内为郭先生立了塑像，并在

他牺牲 20周年、诞辰 90周年、诞辰 100周年，一直

到去年牺牲 50周年，今天诞辰 110周年都来缅怀郭

先生的精神和思想。在这个阶段，我们同样地开创了

非线性力学，气动热化学，微重力流体力学，生物力

学，海洋工程力学，环境力学，材料工艺力学等新兴

前沿学科。这个时期在科学院领导下，建立了以国家

和院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课题组研究体制。同时，

也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培养和吸引一

批人才。在这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的 40 年间，科研

成果累累，优秀人才辈出。同时与力学界同仁一起努

力奋斗，使中国力学走向世界。

今天，当展望未来 60 年时，我们又来到了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国家已经是经济大国，科研

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但离经济强国的目标还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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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距离，其中科技仍是核心，仍然需要我们攻坚克

难。

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基础理论蕴酿突

破，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的时代，科技强国仍是国

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只能

依靠自主创新。尤其是，我们还需要认真思考：已经

有 300 年历史的经典力学是否还能通过与其他基础

科学和信息、材料、能源、环境、交通、生物医学等

工程交叉融合开创新的学科方向。这些新兴学科应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能继

续吸引和培养各类优秀人才，这是力学学科继续前

进的关键。

清明时节，人们都在缅怀先烈，全国和科技界都

在兴起向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学习

的活动，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传承郭先生的崇

高精神和学术思想，深信年轻一代一定会发扬自主

创新精神，把我国的力学事业发展得更好，为国家实

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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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纪念

郭永怀先生诞辰 110 周年报告会，深切缅怀他为中

国力学事业做出的开创性、历史性贡献，追思弘扬他

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高尚品格和矢志

不渝的理想追求。

郭永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力学所

原副所长，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

之一。他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

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PLK

法），倡导了中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

炸力学的研究，为我国 “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

贡献。1999 年被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以钱学森、郭永怀等 “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

老一辈科学家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力学所

始终高度重视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精

神传承。去年，我们举办了纪念郭永怀先生牺牲 50

周年系列学术思想研讨会和座谈会，今天又举行这

次报告会，就是要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引导广大科

研人员继承和发扬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

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格，涵养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

当，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波澜壮阔的国家和

民族事业中去。

纪念郭永怀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报效祖国、献身

科研的爱国情怀。1956年 10月，时任美国康奈尔大

学终身教授的郭永怀先生与夫人李佩携幼女郭芹，

冲破层层阻力举家回到祖国。他说：“我作为一个中

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

设我们的美丽的山河。”回国后，他坚决服从国家和

人民的需要，担任力学所副所长并长期主持工作，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力学研究与国防事业上，参

与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倡导开展新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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