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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追求“兩彈一星”的“強國夢” 

他是享譽海內外的傑出科學家，36歲便成為麻省理
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被美國人稱為“在任何情
況下都抵得上3-5個師的兵力”。他是我國航太事業
的奠基人，孜孜追求 

以“兩彈一星”為重要 

標誌的新中國“強國 

夢”，堅信“外國人能 

造出來的，我們中國 

同樣能造得出來”。 

他就是錢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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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投身航空業 

令人驚訝的是，錢學森在大學學的 

專業並不是航空工程，而是鐵道工 

程。1929年，錢學森考入上海交通 

大學鐵道工程專業。1934年夏，23歲的錢學森以專

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報考清華大學公派美國留學，

爭取到“航空門”唯一的一個名額，從此“改行”。 

同學錄中的錢學森 



“改行”不是偶然的 

錢學森的“改行”不是偶然的。1931年，日本
帝國主義已開始侵佔中國東北三省，1932年
上海又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軍的狂轟濫炸
讓錢學森痛心地意識到，沒有強大的航空工
業，中國只能任人欺負。國難當頭，他毅然
決定改變學習方向，投身航空工業。 



最年輕的終身教授 

1947年2月，剛滿36歲的錢學森因在空氣動力 

學、火箭飛行理論、數學等領域的優異才能， 

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當年，在麻
省理工學院，每個系一般只有2-3名終身教授，而且
是擔任副教授不少於3年時間的人。而錢學森只當了
1年的副教授，並且是第一個走進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行列的中國人。 

 

麻省理工學院 

1949，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 

1935赴美 

簽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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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認力學界和應用數學界權威 

在麻省理工學院，錢學森僅用一年時間就獲得航空
工程碩士學位。1936年，他又轉入加州理工學院航
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學大師馮·卡門教授指導下，從
事航空工程理論和應用力學的學習研究。他和馮·卡
門共同創造的著名的“卡門－錢近似公式”，在航空
科學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此時的錢學森，已成為
世界公認的力學界和應用數學界的權威、著名的空
氣動力學家。 

馮·卡門教授與錢學森 



與美國
宇航精
英同列
的中國
科學家 

這張拍攝於66年前的照片，是美國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在1947年2月
3日的合影。在以美國航空事業奠基人馮·卡門博士(第一排左起第7位)

為核心的美國宇航精英中，共有3位中國學者：第一排左起第3位是
錢學森，第二排左起第一位是林家翹，第三排左起第2位是郭永懷。 

 

錢學森 

林家翹 

郭永懷 

馮·卡門 



漫漫五年歸國路 

他的回國之路，卻是那樣的艱 
辛。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 
人準備離開美國。但是，美國 
國防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通過海 
關扣留了他。美國當局深知 
錢學森的價值，當時的海軍部次長金貝爾說“他太有
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5個師的兵力！我
寧可斃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產黨中國”。美國政府
先是取消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然後以莫須
有的罪名非法逮捕監禁他，最後竟然軟禁他。  

 

1945年的普朗特、錢學森和馮．卡門 

美國海軍部次長丹尼爾·金貝爾說：“無論在什麼地方，他一個人都值 
三到五個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紅色中國去。” 



回國夙願竟釀成了一場劫難 

   1948年，祖國解放在望， 

錢學森看到了國家的希望， 

開始準備歸國。當中華人民 

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消息傳到 

美國，新中國成立使客居美 

國的錢學森心潮澎湃，錢學森和夫人 

蔣英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商量著早 

日趕回祖國。後來，錢學森向美國方 

面提出回國申請。可令他萬萬沒有想 

到的是，他的回國夙願竟釀成了一場 

劫難。 
 



歸國途中被美國扣留 

1950年8月29日，火箭研究專家、美國加州理工學
院教授錢學森，拿到了從洛杉磯返回中國的船票。  

但就在第二天，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
：錢學森被美國扣留。 扣留他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
，而出面召開記者招待會的卻是洛杉磯海關。移民
局交給錢學森的檔說：“凡是在美國受過像火箭、原
子彈以及武器設計這一類教育的中國人，均不得離
開美國，因為他們的才能會被利用來反對在朝鮮的
聯合國武裝部隊。”  

美國聯邦調查局 



暗示錢學森是新中國紅色間諜 

洛杉磯海關聲稱，在錢學森托運的行李中，發現了
涉及美國機密技術的情報。涉密的有草圖、筆記和
照片等，總計近800公斤。他們解釋說，聯邦調查
局之所以扣留錢學森，是因為他企圖 

將這些機密偷運回國，並暗示錢學森 

是一名新中國的紅色間諜，而絲毫不 

提及錢學森此前已將全部行李交洛杉 

磯海關查驗過。 

新中國的紅色間諜？？ 



他一人至少能值五個師  

其實，此番扣留與美國海軍部次長丹尼 

爾·金貝爾的一番話有關。出於禮貌， 

錢學森回國前，曾打電話告知海軍部次 

長丹尼爾·金貝爾。金貝爾接完錢學森 

的電話，當即給美國移民局打了一個電 

話，口氣異乎尋常地強硬：“說什麼也不 

能放他回到紅色中國。無論在什麼地方 

，他一個人都值三到五個師。”金貝爾之 

所以不願意放錢學森回國，並拿錢學森 

和一支部隊相提並論，一方面是他深知 

錢學森的價值，另一方面是因為，中美兩國已處於
敵對狀態。放錢學森回國，無異於放虎歸山。  

 



錢學森度過了屈辱的15天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移民當局強制錢學森在特
米那島上的拘留所中度過了屈辱的15天。直到加州
理工學院以及留美中國同學的多方努力，並交納
15000美元保釋金，錢學森才獲准保釋。但此後，
他在美國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他每個月必須
要到移民局去登記，並要隨時接受移民局官員的傳
訊。 

加州理工學院 

特米那島上的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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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國當局滯留了長達五年 

錢學森並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會持續多久，
那些被海關扣留的箱子，他就再沒打開
過，一直放在那裏。一旦有機會，他決
定隨時離開美國。可是，錢學森被美國
當局滯留了長達五年時間。 

美國移民局 

錢學森到移民局 
報到的登記表 



5年歲月無摧垮錢學森錚錚鐵骨 

5年歲月並沒有摧垮錢學森的錚錚鐵 
骨。一部30萬字的《工程控制論》在 
軟禁中問世，成為這個領域中奠基式 
的著作。他一方面繼續自己的科學研 
究，一方面尋找回國時機。1955年5 
月，他從海外華人報紙上看到一則關 
於中國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報導，其 
中有他家的世交陳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
天安門城樓檢閱遊行隊伍的消息。同年
6月，他避開盯梢，通過一張小香煙紙，
寄託了懇請祖國助他還鄉的深情。 

陳叔通和毛主席 



1955年中美就僑民問題商談 
1955年日內瓦會議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秘
書長王炳南與美國代表、副國務卿詹森就兩
國僑民問題進行初步商談。美方向中方提交
了一份美國在華僑民和被中國拘禁的一些美
國軍事人員名單，要求中國政府放他們回國
。這些人中有違反中國法律而被中國政府依
法拘禁的美國僑民，也有侵犯中國領空而被
中國政府拘禁的美 

國軍事人員。 

美大使級會談期間，中方
大使王炳南（左二）與美
國大使尤·阿詹森在波蘭
談判桌前。 



錢學森用香煙紙寫
求援信寄給陳叔通 

這封信，是錢學森和妻子蔣英經 

過精心策劃寄出的。一天，錢學 

森和蔣英相攜出門。兩個美國特 

工尾隨跟上。他們走進一家咖啡廳， 

要了咖啡、點心，擺明要消磨一段時間 

。特工也在鄰桌坐下。錢學森端起咖啡 

品了品，又慢慢放下，他對坐在對面的 

夫人說，要去趟衛生間。特工當然聽清 

了兩人的對話，錢學森起身時，他們穩 

坐未動。錢學森悄悄走出咖啡廳，將寄給比利時親戚的信
投進了郵筒。為了避開可能的檢查，錢學森將用香煙紙寫
給陳叔通的信，夾進了給親戚的信中。 

寄給比利時的信和信封 



密信輾轉傳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這封信先傳到在比利時的蔣英的妹妹手中，
再傳到在北京的陳叔通手中，最後傳到周恩
來總理手中。 

王炳南嚴正指出：「中國現有
5000多名留學生在美國，有不
少留學生要求回國，但遭到美
方的百般刁難。當他們向美國
政府申請離境時，美國政府卻
通知他們不得離開，甚至威脅
說，誰要違反這一命令，將被
判處5000美元以下罰款或者五
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時予以兩
種處罰。這是毫無道理的。」 



中美雙方會談  
美方拒絕讓步 

作為回應，周恩來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舉行 

的中美第三次會談中，要求美國准許中國在美 

的僑民以及中國留美人員，其中包括錢學森回 

國。直至7月21日，日內瓦會議閉幕，談判仍 

無實質進展。為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溝通渠道不致中斷

，周恩來指示王炳南與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內瓦進

行秘密的領事級會談。為了表示中方的誠意，中國還釋放

了四名被扣押的美國飛行員。可美國代表詹森總以中國拿

不出錢學森要求回國的真實理由，拒絕讓步。  

 

風雲特使── 
老外交家王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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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改變了談判的進程 

正在此時，一封信改變了談判的進程
。 這封信是由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
主席的陳叔通，在接到信的當天火速
轉交周總理的。寫信人是錢學森。他
請求祖國政府幫助他回國。  

陳叔通 

錢學森 
的信 



王炳南大使亮出錢學森請求 
中國幫助回國的信 

此時，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便亮出
了錢學森請求中國政府幫助回國的信
件：“請先生好好看看，這封信裏都說
了些什麼。請先生不要忘記，美國政
府早在1955年4月間就發表公告，允許
留美學者來去自由，為什麼中國科學
家錢學森博士還在6月間寫信 

給中國政府請求幫助呢？ 

顯然，中國學者回國的請求 

依然受到阻撓。” 

王炳南大使 



11名美國飛行員“換回”錢學森  

周總理接信後，當即做出了周密部署。外交部火速將這
封信轉到了正在日內瓦的王炳南手中。8月1日中美大使
級會談一開始，王炳南率先對詹森說：“大使先生，在我
們開始討論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國政府在
7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維等
11名美國飛行員。” 可當王炳南再次提起錢學森的回國
問題時，詹森還是老調重彈： “沒有證據表明錢學森要
求歸國。”  

提前釋放阿諾維等11名美國飛行員 

美國間諜在服刑時 
排練文藝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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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方就兩國平民回國問題 
達成協議  批准錢學森回國 

在鐵的事實面前，詹森無言以對。至此， 

美國政府不得不批准錢學森回國。 

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五次中 

美大使級會談，中美雙方終於就兩國平民 

回國問題達成協議。第三天，即 

8月4日，錢學森就接到了移民局 

的通知，對他的管制令撤銷，他 

可以自由離境了。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終於 

回到他魂牽夢繞的祖國。 

 

 



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一家乘郵輪“克利芙
蘭總統號”駛抵香港，中午錢學森抵達深圳，
終於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錢學森的父親
錢均夫先生當時住在上海愚園路一幢三層的
紅磚樓房裏。10月10日 
，錢學森一家離開廣州 
，乘火車前往上海。10 
月12日上午，抵達上海 
。錢學森與父親相見， 
分外欣喜。 

錢學森剛從美國經香港、深圳、廣州 
回到上海，與父親錢均夫團聚。 



“錢先生，請坐車” 

為了便於錢學森回家看望， 

有關部門安排錢學森一家住 

在附近的賓館。錢學森一家 

，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父 

親那裏吃飯。回到賓館之後 

，錢學森就接到電話，提醒“錢先生，請坐車，
務請注意安全”。不言而喻，剛剛回國的錢學
森，受到中國有關部門的嚴密保護。即便是這
幾分鐘的路，也務必請錢學森乘坐為他提供的
專車，以保障他的安全。 

1955年10月，錢學森（左）回 

到祖國後，對新華社記者說： 

我終於回到了日夜想念的祖國，
今後要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為
祖國的建設事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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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請注意安全 

10月28日，全家抵達
北京，入住北京飯店
256、257房間。北京
飯店離王府井的東安
市場僅一箭之遙，錢
學森帶著全家步行去
逛東安市場。一回到
北京飯店，又接到電
話：“錢先生，請坐車 

，務請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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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中沒有夾雜一個英語單詞 

1956年，錢學森剛回國不久，在中國科學院
化學研究所禮堂為200多位科技工作者講授工
程控制論，在整個講座中沒有夾雜一個英語
單詞！須知，當時他在美國生活了20年，講
英語比講漢語更流利。 

為了在講座中涉及的 

科學名詞能夠用中文 

表達，他事先花費了 

不少功夫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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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中將” 
的“故事” 

1957年9月至10月錢學森以中國政府工 

業代表團的成員身份訪問蘇聯，曾經有過一個流傳甚
廣的“故事”：蘇聯國防部提出，蘇聯的火箭、導彈和
其他尖端技術設備屬於高度保密的單位，中國代表團
的成員之中，只有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和相當高級軍
銜的軍官才能參觀。在代表團成員之中，錢學森是最
資深的中國導彈專家，他當然要去參觀蘇聯那些高度
保密的單位。然而，錢學森沒有軍銜，更談不上“高級
軍銜”了。周恩來總理知道了這件事，建議中央軍委馬
上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周恩來幽默地說，“早在
1945年美國政府就曾授予錢學森上校軍銜。 ” 

中將軍銜 



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 

按軍隊的晉升制度，也該輪到錢學森當將軍
了。”毛澤東得知此事，說道，“恩來同志考慮
得很周到。我想，錢學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
中將軍銜。” 就這樣，中央軍委很快就作出決
定，授予錢學森中將 

軍銜。 

不過，這個故事並非 

真實的。 

 1945年身為美軍上校的錢學森與 
著名火箭專家馮·卡門 



錢學森本人說過：“這是誤傳” 

錢學森佩中將軍銜，出現在蘇聯。雖
然這一傳說有鼻子有眼，但是有三個
明顯的漏洞：一是在《中國人民解放
軍將帥錄》裏面查不到錢學森；二是
從未見到錢學森佩中將肩章或者領章
的照片；三是在《毛澤東傳》《毛澤
東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
及《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中，
沒有查到相關的記錄。這純屬訛傳，
造謠都造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 

頭上去了！許多人都信以為真。 
         



中國能不能搞導彈？ 

11月23日，錢學森到了哈爾濱，希望能夠去哈爾濱軍工
學院看望朋友，陳賡院長乘坐專機從北京趕來。陳賡大
將當時是中央軍委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陳賡對錢學
森說，國防部長彭德懷托他問一句：“中國能不能搞導
彈？”錢學森回答：“能！”彭德懷知道以後，說道：“就是
當掉褲子，也要上導彈！”這是因為在朝鮮戰爭中，彭德
懷深感中國與美國的科技差距，在現代化戰爭中沒有導
彈絕對不行，而打蔣介石的時候，他還沒有這種感受。 

陳賡大將 

國防部長彭德懷 



開創兩彈一星偉業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面對超級
大國的核訛詐和核壟斷，第一代中央領導集
體果斷作出發展“兩彈一星”的重大戰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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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承擔賦予的重大責任 

在那個年代，我國物質技術基礎非常薄弱，人才極度匱
乏，現代科學技術遠比歐美發達國家落後，火箭、導彈
在我國還是個新生事物，只有少數幾位留美、留蘇的科
學家做過一些研究工作。錢學森作為世界公認的火箭、
導彈技術專家，擔任了“兩彈一星”工程中導彈、衛星工
程的主要技術負責人，勇敢地承擔起黨和人民賦予的重
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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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能造  中國同樣能造 
錢學森堅信：“外國人能造，中國同樣能造！”他帶領初創
時僅有175人的國防部五院一分院，攻破了數千個重大技
術難關，參與組織指揮了諸多型號的導彈研製工作。
1960年，在他具體領導下，我國研製成功了第一枚導彈。
之後，他又親自主持我國“兩彈結合”的技術攻關和試驗工
作，于1966年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 

部分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
王大珩、陳芳允、郭永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 



著名科學家激動得淚水縱橫 

當“‘東風一號’精確命中目
標”的報告傳來時，這位曾
經在美國被無數次鮮花、
笑臉、掌聲 

、地位、榮 

譽簇擁都沒 

掉眼淚的著 

名科學家， 

激動得淚水 

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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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製發射人造衛星 

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製發射人造衛星的時機已
經成熟，並於1968年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
。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僅
用10多年時間，我國國防尖端技術就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突破，達到了世界上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所具備
的實力和水準。 



中國古代對太空的美好幻想 
首創“航太”一詞 

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立軸上的月亮 

、太陽、神仙，到嫦娥奔月神話、
敦煌飛天壁畫。 

錢學森說，“航太”一詞是他首創。
人們常說的“天空”，其實“天”與“空”

有著不同的科學概念，離地球表面
100公里以內的是“空”，100公里以
外的是“天”。飛機是在大氣層裏飛
行，叫做“航空”。他把人類在大氣
層之外的飛行活動稱為“航太”，是
從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 



錢學森名字的來歷 

  “學”是輩分，錢家是依照“繼承家學，
永守箴規”八字論輩取名，所以他這一
輩屬於“永”字輩。至於名字“森”，繁茂
之意，並無特殊含義。 

不過，“學森”的諧音是“學深”，倒是體
現了學問深遠之意。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9%92%B1%E5%AD%A6%E6%A3%AE&step_word=&ie=utf-8&in=1930&cl=2&lm=-1&st=-1&pn=13&rn=1&di=33440104300&ln=1993&fr=&&fmq=1385105376996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ist=&jit=&objurl=http%3A%2F%2Fa1.att.hudong.com%2F04%2F27%2F01300000362281128098277571213.jpg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9%92%B1%E5%AD%A6%E6%A3%AE&step_word=&ie=utf-8&in=14068&cl=2&lm=-1&st=-1&pn=1&rn=1&di=263593618050&ln=1993&fr=&&fmq=1385105376996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ist=&jit=&objurl=http%3A%2F%2Fimg1.cache.netease.com%2Fcatchpic%2FB%2FB5%2FB503D6E8673C4A859A2F64C5B84B7FEE.jpg


錢學森與夫人蔣英 
一部“真實版的偶像劇” 

錢學森是中國航太科技事 

業的先驅和傑出代表，被 

譽為“中國航太之父”和“火 

箭之王”。同時，他與夫人 

蔣英的故事也成為一段才 

子配佳人的佳話。 

蔣英是中國傑出的女聲樂 

教育家和享譽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也是著名軍
事理論家蔣百里和蔣左梅夫婦的三女兒，武俠小說
大師金庸的表姐。 



錢家和蔣家 
乃世交 

錢家和蔣家乃世交。蔣家是 

浙江海寧望族，祖籍杭州， 

而錢家也是祖籍杭州。 

錢學森的父親是“家”字輩，名家治， 

後以字均夫行世，人稱錢均夫(1880-1969)。 

蔣英的父親名方震，後以字百里傳世，人稱蔣百里
（1882-1938）。蔣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書院（浙
江大學前身）讀書時，與錢均夫是同窗好友，莫逆
之交。錢均夫與蔣百里，相繼赴日留學。歸來之後，
錢均夫任杭州府中學校長，蔣百里任保定陸軍軍官
學校校長。 

錢學森和他的家人  



 錢學森的父親和蔣英的父親 

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和蔣英的父親蔣百里早年都就
讀於浙江杭州求是書院(現浙江大學前身)，18歲那
年，兩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結為好友，後一起留學日
本數年，一個學 
軍事，一個學教 
育，回國後均居 
北京。因此，蔣 
、錢兩家關係甚 
密。 

錢學森（左一）和父親（左
二）、母親（左三）、祖母
（左四）以及女傭在杭州方
谷園（陳天山提供） 



蔣百里有 
“五朵金花” 

蔣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錢 

均夫膝下只有獨子錢學森。 

錢均夫與妻子章蘭娟希望有 

個女兒，見蔣百里的三女 

兒蔣英活潑可愛，懇求蔣百里夫婦把蔣英過繼給他
們。蔣百里夫婦慨然答應，於是錢家正兒八經辦了
酒席，過繼蔣英，從此蔣英改名“錢學英”，並與奶
媽一起住進了錢家。錢學森和“錢學英”以兄妹相稱，
兩小無猜，青梅竹馬。他倆還曾一起合唱《燕雙
飛》，博得兩家的喝彩。未幾，蔣百里夫婦思念三
女兒，還是把蔣英接回去了。 

蔣百里夫婦與“五朵金花”，左一為蔣英 



妻子差點當了“妹妹” 
兒時蔣英曾改名為“錢學英”   

蔣英的父親蔣百里，是民國時期著名軍事理論家、陸軍上
將，著述宏富，以“兵學泰斗”馳名于世。蔣英是蔣百里
的三女兒。只有一個獨生子的錢均夫仗著同蔣百里的特殊
關係，直截了當地提出要5歲的蔣英到錢家做他的閨女。蔣
英從蔣家過繼到錢家是非常正式的，蔣錢兩家請了親朋好
友，辦了幾桌酒席，將蔣英的名字也改為錢學英。 

 

 蔣英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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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英回憶兒時經歷 

蔣英回憶起那段經歷時曾說：“過了一段 

時間，我爸爸媽媽醒悟過來了，非常捨 

不得我，跟錢家說想把老三要回去。錢 

學森媽媽答應放我回去，但得做個交易 

：你們這個老三，現在是我乾女兒，將來得給我當
兒媳婦。再說，我自己在他們家也覺得悶，我們家
多熱鬧啊!後來我管錢學森父母叫乾爹乾媽，管錢學
森叫乾哥。我讀中學時，他來看我，跟同學介紹，
是我乾哥，我還覺得挺彆扭。那時我已是大姑娘了，
記得給他彈過琴。後來他去美國，我去德國，來往
就斷了。” 

http://www.zhiyin.cn/ent/feiwen/20101227/94654_5.html


蔣英兒時愛唱歌   
有音樂天賦 

良好的家庭環境，使錢學森和蔣英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
薰陶和家庭教育。蔣英兒時喜愛唱歌，頗有 
音樂天賦。1937年，蔣英考進柏林音樂大學 
聲樂系，從此開始了她在歐洲學習音樂的漫長旅程。 
著名作家金庸是蔣英的表弟，他曾在早年文章中描述過
她的歌聲：“不是捧自己親戚的場，我覺得她的歌聲實在
精彩之極……歌唱音量很大，一發音聲震屋瓦，完全是
在歌劇院中唱大歌劇的派頭，這在我國女高音中確是極
為少有的。” 

右： 蔣英一家去旅遊 
左： 蔣英留學期間照片 

柏林音樂大學 



蔣英父親想撮合這對傑出青年  
錢學森“強硬”求婚 

蔣英的父親很想撮合這一對傑出青年， 

他到美國考察還專門到錢學森就讀的學 

校，把12年未見的蔣英的照片給他。“二 

戰”之後，蔣英回到國內。這一年，蔣英 

邂逅了同樣學成歸來的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錢學森。在
1947年的舊曆七月初七這個中國情人節，錢學森向蔣英
求婚，他對蔣英說：“你跟我去美國吧?”蔣英說：“為什
麼要跟你去美國?我還要一個人呆一陣，咱們還是先通
通信吧!”他反複就那一句話：“不行，現在就走。”沒說兩
句，蔣英就投降了。桂子飄香的季節，錢學森與蔣英在
上海喜結鸞儔，兩人從此攜手走過幾十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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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頓的“蜜月期” 

後來蔣英透露，當時她妹妹曾勸她 

不要接受錢學森。但是比錢小8歲 

的蔣英從心裏佩服錢學森：“他那 

時很出名，才36歲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當
時認為有學問的人是好人。”這年9月26日，錢學森與蔣
英赴美國波士頓，租了一座舊樓房，算是安家了。新家
陳設很簡樸，二樓一間狹小的書房，同時也是錢學森的
工作室。起居間裏擺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鋼琴，為這個家
平添了幾分典雅氣氛。蔣英長期在德國學音樂，來到美
國後，一時英語還不能過關。錢學森就抽空教她學英語
，還不時用英語說一些俏皮話，逗得蔣英咯咯地笑。因
此，從這座小樓裏時常傳出笑語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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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卡門教授談到錢學森的婚姻 

錢學森的恩師馮·卡門教授談到錢學森的婚姻時，也
顯得異常興奮：“錢現在變了一個人，英真是個可愛
的姑娘，錢完全被她迷住了。”幾年後，美國專欄作
家密爾頓·維奧斯特在《錢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說：
“錢和蔣英是愉快的一對兒。錢的一家在他們的大房
子裏過得非常有樂趣。錢興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國
菜，而蔣英雖也忙了一天來準備這些飯 

菜，卻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邊。但蔣 

英並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總是譏笑他 

自以為是的脾性。與錢不一樣，她喜歡 

與這個碰一杯，與那個乾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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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屢屢玩“失蹤” 

1955年回國之後，不久錢學森就一頭紮在了 

大西北，在人跡罕見的大沙漠中與科技人員一 

起風餐露宿。有時，他神不知鬼不覺地返回來，蔣英問
他去哪兒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應過去。蔣英回
憶說：“那時候，他什麼都不對我講。我問他在幹什麼，
不說。有時忽然出差，我問他到哪兒去，不說；去多久
，也不說。”  於是， 

蔣英講起那個聽來啼笑 

皆非的“索夫”故事。有 

一回，錢學森又“出差” 

，一去又是幾個月，杳 

無音信。 

錢學森和國防部五院一分院戰士在大西北 



蔣英急衝衝 
找國防部“索夫” 

急得坐立不安、寢食不甯的蔣英，再
也無法忍受這種親人死活不明的痛苦
折磨，急衝衝地找到國防部問：“錢學
森到哪兒去了?他還要不要這個家? ” 

其實，這時的錢學森並沒有失蹤。
1960年11月5日，新華社發了一條電
訊通稿：中國第一枚“東風一號”近程
導彈在中國西北地方發射成功。 

蔣英心想：莫非是他 ? 

“ 他回來了，我猜中了。” 



一個獻身科學，一個從事藝術 

回國後幾十年裏，每當蔣英登臺演出或指揮學生畢業演
出時，她總要請錢學森去聽、去看、去評論。錢學森也
把熟識的科技人員邀去欣賞。有時錢學森工作忙，蔣英
就錄製下來，放給他聽。一個獻身科學，一個從事藝術
，雙方並沒有因在各自不同領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
相促進、共同啟發。1991年10月16日，錢老在人民大
會堂授獎儀式上即興演講 
，他說：“44年來，蔣英給 
我介紹了音樂藝術……正 
因為我受到這些藝術方面 
的薰陶，所以我才能夠避 
免死心眼，避免機械，想 
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活一 
點”。 



錢學森夫人蔣英 
與夫琴瑟和鳴 

錢學森夫人蔣英生於1919年 

，浙江海寧人，是中國傑出 

的女聲樂教育家和享譽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歐
洲古典藝術歌曲權威”，著名鋼琴家和歌唱家，音
域寬廣優美。蔣英最初被分配到中國歌劇院，後被
調往中央音樂學院從事音樂專職教育工作。蔣英在
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是權威教授、著名音樂教育家
。數十年間，她的學生從吳雁澤那一撥開始，到祝
愛蘭、傅海靜等，人才輩出。她還著有《西歐聲樂
藝術發展史》，合譯有《蕭邦傳》《舒曼傳》等。 



良緣天成   佳話傳世 

蔣英後來畢業于柏林國立音樂學院，成為優
秀的歌唱家、鋼琴家。沒想到，這個原本是
錢家的過繼女兒的“錢學英”，最後還是嫁到錢
家，變成錢家的兒媳，可謂良緣天成，佳話
傳世。 



每天收聽廣播  
“鐵杆”廣播迷  

錢學森兩件特殊的“作品”：一個是他 

自己設計的音箱；另一個褐色的木
櫃，看上去像是五斗櫥，那是錢學
森自己設計的收音機。錢學森不僅
每日讀報，而且每天收聽廣播，是
一個“鐵杆”廣播迷。 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有一檔科學普及節目，叫做“科
學知識”。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
“科學知識”有兩個忠實的特殊聽眾，
一個是作家夏衍，一個是科學家錢
學森。     



錢學森“每日必聞” 

錢學森“每日必聞”——每天早上6點，
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科學知識”節
目。有一次，有人當面“考”他，今天
早上的“科學知識”廣播什麼？錢學森
脫口而出：“講的是南京天文臺的趣
事。”   錢學森身為科學家，為什麼還
要收聽“科學知識”節目呢？因為專家
只是在他的專業範圍內是“行家裏手”，
專業以外的知識，需要從科普作品中
汲取。錢老學識淵博，他天天聽“科
學知識”節目，說明他深知專家也需
要科普的道理。 



錢學森“雷打不動”的生活習慣 

錢學森“雷打不動”的生活習慣是每天 

晚上六時半，必定收聽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為此，錢家通 

常在晚上六時吃晚飯，錢學森在半小 

時內吃完晚飯，然後開始收聽中央人 

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他非常 

關心國內外的政治動態，以為新聞聯 

播是資訊準確而又及時的節目。     

直到九十多歲了，錢學森還一直收聽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 



從不看電視到看電視 
錢學森幾十年來不看電視。這是錢學 

森早年在美國任教的時候養成的習慣 

。加州理工大學的教授們為了專心工 

作，很多人不看電視。一位加州理工 

大學的教授從商場裏買了一台電視機 

，正巧被他的學生看見，他連忙解釋 

說，那是給他的太太買的。那時候， 

加州理工大學的教授們以為廣播是高雅的，而電視是通
俗的，所以不看電視。但是，最近幾年錢學森開始看電
視了，那是由於他的聽覺的衰退，聽不清楚廣播，改為
看每晚七時的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雖說依然聽
不清播音員的聲音，但是他可以從電視畫面大致瞭解國
內外動向。看完電視節目，他開始練氣功，然後睡覺。 

 



多位國家 
領導人 
接見和 
看望 
錢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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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誠實謙遜的答卷  

2011年，为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
年，舉辦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事迹展。在一個展櫃裡見到一件特
殊的展品：這是交通大學1933年的
一張水力學試卷，錢學森6道答題全
部做對，只是在後面一道題的運算
中，他將“Ns”寫成了“N”，因
此只得96分。钱学森的兒子錢永剛
說：“老師都沒發現這個錯誤，是
父親自己說寫錯了就要扣分。”這
張試卷能留下來，也是因為錢學森
的誠實謙遜感動了老師，老師就私
藏了答卷，後人才得以見到。 

http://www.lztour.com/


“錢學森之問” 
錢老生前在各種場合不止一次提 
出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 
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2005年7 
月29日，錢學森曾向溫家寶總理 
進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 
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 
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 
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 
很大的問題。”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 
奈爾得·科斯（Ronald Coase）說：“錢學森 
之問”清晰表明，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不僅是 
學術卓越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開放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
缺少的道德和知識基礎，沒有這樣的思想市場，人才的多
樣性必將枯竭。 

 



錢學森最後一次系統談話 
錢學森在晚年提出“錢學森之問”時，他心中 
已有了答案。錢老生前曾說起，在力學所學 
術討論班上，他講完後沒有人發表意見。後 
來他在報告時故意講錯幾處，但結果仍然是 
冷場。究其原因，有人沒有發現錯誤；有人 
聽出來講錯了，但認為錢老不會錯，可能自 
己錯了；也有人聽出來講錯了，但怕提出來 
會影響錢老的威信。比起這種學術環境來， 
錢老還是喜歡他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求學時 
的氛圍。因此，他在《錢學森最後一次系統 
談話》中回憶說：創新的學風彌漫在整個校園，可以說 
，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新。加州理工學院給這些學
者、教授們，也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們提供了充分的學
術權利和民主氛圍。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觀點都可以
充分發表。學生們也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不同學術見解，
可以向權威們挑戰。” 



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 

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 
的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 
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麼 
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 
，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 
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 
帥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
創新，就看是不是敢於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
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
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
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
錢老在上述談話中已表達了自己的答案：一個開放、包
容的思想交流環境，是培養創新人才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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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錢永剛眼中的錢學森 

“父親認為，一個有科技創新能力的人，要具
備兩個能力：一是邏輯思維的能力，一個是形
象思維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需要後天的培養
、教育。”錢永剛說，“這是父親結合自己從
事科學研究的切身體會，加上晚年對思維科學
的研究，並總結歷史上人才培養成功的經驗提
出來的。” 什麼是培養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的模
式？“這種模式，就是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
訓練並重實施的教育。”錢永剛認為，這也是
錢學森提倡的“大成智慧”的精髓。 

錢永剛 1948年出生。他精神矍爍，兩鬢如霜。1988年，從美國
加州理工學院電腦科學系獲碩士學位，隨後從事電腦應用軟體系
統的研製工作，現任上海交大的兼職教授。 

錢永剛 



馮·卡門評錢學森 

在被軟禁的情況下，錢學森於1954 
年發表了開創性的《工程控制論》 
一書。當錢學森日後在回國前夕向 
他的老師告別時，馮·卡門充滿感情 
地說：“你現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 
！”被譽為“世界超音速時代之父” 
的馮·卡門門下，名家輩出，但他在 
1967年出版的自傳中，獨為錢學森立傳。他 
對錢學森的評語是：“美國火箭領域中最偉 
大的天才之一，我的傑出門生。”他還說， 
“人們都這樣說，似乎是我發現了錢學森， 
其實，是錢學森發現了我。” 



錢學森語錄一 

• 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 

   ，我的歸宿在中國。 

• 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 

    險金沒有，我說一塊美元也不存。 

    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 

    國住一輩子。 

• 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
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
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 

• 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我個人僅僅是滄海一粟，
真正偉大的是黨、人民和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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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語錄二 

• 難道搞科學的人只需要資料和公式嗎？ 

    搞科學的人同樣需要有靈感，而我的靈 

    感，許多就是從藝術中悟出來的。 

• 我認為今天科學技術不僅僅是自然科學與工程技
術，而是人認識客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的整個
的知識體系，而這個體系的最高概括是馬克思主
義哲學。 

• 我們不能人云亦云，這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創新。 

• 錢學森多次問總理：為什麼現在我們培養不出傑
出人才？總理：60年了，為什麼培養不出像錢學
森那樣的人才？ 

 



錢學森故事一 

錢學森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期間，一次水力 

學考試中，所有試題錢學森全部正確完成， 

金愨老師都打了鉤(√)。試卷發下來，他發 

現在一個連等式運算中，  在開始時他寫了 

“Ns”，下面的等式前是可以省略的，但他在 

最後只寫了“ N ”。 老師發現了並用紅筆將注腳“ s ”補
在下面，沒有標錯。錢學森立即舉手發言，主動要求扣分，
並把考卷退給老師。交大當時判卷打分非常嚴格，老師為
這一小錯扣了他4分。於是這份96分的水力學考卷被留在
學校老師那裡，並保存下來。幾十年後，它成為學校的一
份珍貴歷史檔案。錢學森從小具有的這種實事求是、嚴格
認真的科學態度，在交大傳為佳話，並成為交大教育學生
的典型事例。  



1950年9月7日，錢學森 

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 

，在獄中受到非人的虐 

待，保釋出獄後仍無人身自由。按規定每個
月他必須到移民局去報到一次。期間，聯邦
調查局和移民局多次對錢學森進行審訊。 

檢察官在一連串例行提問後突然問錢學森忠
於什麼國家的政府。 

律師抗議說:“這個提問對澄清錢學森案沒有直
接的意義。”但法官裁定:“抗議不成立。”   
 

 

錢學森故事二 



錢學森故事二 
（在法庭上的對辯） 

錢學森略作思考，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 
    中國人民。所以我忠於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 
    ，也就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A：“你說的‘中國人民’是什麼意思？ 
錢：“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A： “這四億五千萬人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麼我問你：你 
    是忠於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於在大陸的共產黨 
    政權？” 
錢：“我就是按照上面說的準則，決定我應忠於誰。” 
A： “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麼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 
     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A： “那麼你就不讓政府來決定你所應當忠心的物件嗎？” 
錢：“不，檢察官先生，我忠於誰是要由我自己來決定。難 
     道你的意願都是美國政府為你決定的嗎？” 
第二天洛杉磯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是:“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
而是檢察官！” 



錢學森故事三 

錢學森出獄後，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根據麥卡錫法案，
繼續對他進行監視和跟蹤。錢學森為爭取回國，轉移科
研方向，開始研究“控制論”。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
發現錢學森的房間裡，經常徹夜燈光不熄，時時傳出
“嗒嗒”的打字機聲。一天，他們闖進錢學森的書房，
強行索去一部分打字稿，呈送給他們的上司。這位上司
看了幾遍，一頭霧水。於是，又送給有關專家鑒定。結
論，這是一本沒有任何用途的“天書”，誰也看不懂。
只好將這部分打字稿送還錢學森。 就在美國當局自以為
陰謀得逞時，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英文版)完稿了。
它的問世，很快在美國科學界，引起廣泛關注，被認為
是工程控制學的奠基之作。  



錢學森故事四 
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一次學術討論中，錢學 
森和他的導師馮·卡門發生了爭論。他堅持 
自己的觀點，毫不退讓，令馮·卡門十分生 
氣，他把錢學森拿給他看的論文稿往地上一 
丟，拂袖而去。導師走後，錢學森默默拾起 
稿紙，但他內心並未屈服，在科學問題上， 
沒弄明白之前，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 
事後這位世界大權威經過思考，認識到那個 
問題他的學生是對的。於是第二天一上班， 
他親自爬上三層樓梯，來到角落裡錢學森小 
小的辦公室，敲開門，恭恭敬敬給錢學森行 
個禮，然後說：“錢，昨天的爭論你是對的， 
我錯了。”馮·卡門的博大胸懷令錢學森十分感動，並終身不
忘。他回國後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在學術討論中一定要發揚
民主，大家一律平等，即使是權威專家，也要虛心聽取年輕人
的意見。  

馮·卡門 

前排左一錢學森 



錢學森故事五 

錢學森一家於1960年搬入北京航 

太大院的一個單元裡，至今仍住 

在那裡。單位及中央有關領導多 

次提議為他改善住房條件，他一 

概婉拒。1960年，在我國仿製P－2導彈的工作進行
到最後階段時，赫魯雪夫下令撤走全部蘇聯專家，
這給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導彈仿製工作造成了一定
困難。黨中央、毛主席果斷決定，要自力更生，發
展我國尖端技術。聶榮臻指示五院： 

凡科學技術上的事，只能由科技人員 

定，其他人不能干預。 

 
 

 

錢學森一家1960年搬入 

北京航太大院的一個單元 

我國仿製P－2導彈 



錢學森在 
交大求學 
期間與 
父親合影 

錢學森 
家族 
關係圖 





兩彈一星 
元勳 

錢三強     錢   驥 
姚桐斌     趙九章  
鄧稼先     王淦昌 
彭桓武     程開甲  
黃緯祿     屠守鍔 
錢學森     周光召  
楊嘉墀     陳能寬 
陳芳允     吳自良  
任新民     孫家棟 
朱光亞     王希季  
王大珩     于   敏 

郭永懷 



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的科學家 

曾經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懷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 
留洋求學，然後乘坐這艘郵輪義無反顧地回到祖 
國：這是一群對新中國影響深遠的人物，他們的 
回國，直接影響了中國的社會進程，他們的回國 
也因此充滿的艱辛和危險。他們的選擇改變了中 
國科技的發展歷程，他們的精神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梁思禮 中國導彈控制系統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                1949回國 

華羅庚 著名數學家                                                                         1950回國 

朱光亞 中國核武器研製的技術領導人之一                             1950回國 

師昌緒 我國高溫合金領域的開拓者之一                                  1955回國 

郭永懷 兩彈一星元勳                                                                     1956回國 

張文裕 中國宇宙線研究和高能實驗物理的開創人之一       1956回國 

王希季 兩彈一星元勳                                                                     1950回國 

錢學森 中國火箭，導彈，航太事業主要開創者和領導者   1955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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