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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王
处长，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党

中央、毛主席决定，我们的核

试验任务，很快就要上马了。

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连绵不断的大山，崎岖不平的小路，
一个赤脚光头的少年，皱着眉头，迈着与
他年龄很不相称的沉重步子，慢慢地走
着。从福建永春县县城中学回家，三十里
路，一个早晨就到了。他不是个漫无边际
幻想的人，除了边走边思考一道数学题，
只想赶快回家帮母亲干点活。

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天农活，下午再
用长跑的速度赶回学校。过完了高中生
活的最后一个周末，在 1955年大学报考
志愿书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俊
德。

不久，林俊德接到了浙江大学机械
系录取通知书。报到时，他的行李就是一
个口袋，装着一条父亲用过的被子，一张
草席，连个褥子、单子也没有，路费也是
借的。

五年的大学生活，他过得很平淡，四
个字就能概括：学习，锻炼。他不喜欢抛
头露面，开会不爱发言，平时不愿和人交
往。生活是艰苦的，除去伙食费外，他身
上穿的、学习用的就靠每月 4元的助学
金。

1960 年，林俊德大学毕业了，分配
到国防科委某研究所。

他听说这里的工作是搞原子弹的，
要到大西北去，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想赶
快学点东西，担负起党交给的历史重任。
很快，林俊德结束了在北京的集训，到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去了。
到达哈军工是 3月 10日，当时冰雪

欲化，而春寒未消。带领他们进修的王
元才处长，是 1941 年入伍的老同志，经
常联系实际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部
队的光荣传统，虽然只读过五年书，可
是常常同进修的同志一起听课，听不
懂也咬牙坚持。当时，力学组就林俊德
等八名青年学生。王元才处长对他们
讲：我手下就你们这些兵，将来就看你
们的。林俊德觉得胸怀开阔了，眼光放
远了。

党组织对这个出身好、年龄小、肯用
脑、爱钻研的年轻人很重视，将他作为重
点培养对象。此后两年时间，他补学了数
学、物理、流体力学、电子学等基础课程，
还在巩固俄文的基础上，初步学会了看
英文技术资料。

1962年冬，在哈军工一间不大的会
议室里，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王处长，兴奋
地向大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我
们的核试验任务，很快就要上马了。久已
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人人激动的心
里就像燃着一团火。一向不爱说话的林
俊德，这时却围着王处长一个劲地问：
“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呢？”王处长
神秘地说，你们力学组就是要搞像 cg-
725那样的自记仪，测冲击波。

按照领导的布置，他们在回北京前
一个月停止了上课，全力以赴查资料。林
俊德分管测试仪器方面，他外文水平不
高，查起来很费劲，仅靠着一股子顽强的
精神，在图书馆里拿着字典一坐就是半
天，基本上查遍了哈军工收存的有关特
刊和专刊，还把美、英、苏有关力学和仪
器方面的期刊，从 30年代起的每一期目
录查了一遍。

当林俊德他们回到北京时，我国首

次核试验初步技术方案已基本确定，测
试任务的科学课题也基本明确，各个梯
队、各个方面的攻关战斗正全面展开。开
始，林俊德和几个学机械的同志协助研
究所领导筹建工厂，列出人员设备清单。
不久，他调到力学研究室，担任核爆炸冲
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

为了更有把握，林俊德他们想请些
技术较好的单位承担试制任务。他到太
原、上海跑了好几家工厂和研究所，但一
提标准和完成时间，这些单位的人都摇
头，说想干也干不成。最后，哈军工承担
了这个任务，研制小组派人去协作，林俊
德和另外几名同志留下来，继续探索其
他方法。

苦惯了、穷惯了的青年人，就是有
个苦钻劲儿。林俊德想，洋人也不比我
们多个鼻子多个眼，科学这东西谁都可
以掌握，看他努力不努力；外国人能搞，
我们也一定能搞出来，而且要比他们干
得更好。

他像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改
变了，奔走在工厂和图书馆，搞调查，看
资料，中午也不休息，晚上忙到两三点，
满脑子全是自记仪。吃饭、走路也在想，
实在累了，就把被子一裹，往草席上躺一
会儿。本来他生活上就不讲究，这时更是
丢三落四，洗澡、理发、换衣服都要领导
催促。好在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被子、
一张草席，还有做枕头的口袋，乱也乱不
到哪去。但对待工作，他却是认真细致，
一丝不苟。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
己的设想。他认为，对外国的东西，即使
是先进的成功的，也只能根据我们自己
的实际情况学习借鉴，绝不能照搬照抄。
他们决定采用外国的原理，搞出中国式
的压力自记仪。他的设想，得到了研究所
技术领导的积极支持。

什么都是白纸一张，一切都要从零
开始。初期，静标定实验，没有氧气瓶和
空压机，又不能等，就到黑白铁社，焊了
个储气瓶，用打气筒标定。光电开关实
验，来不及购买合适的光源，就利用太阳
光，在盛夏的烈日下，一蹲就是几小时。
从工厂买来了膜片，从仓库找来了简单
的机壳。可最伤脑筋的是玻璃片上的刻
度标定，有的国家是镀铬，有的国家是镀
银，造价太高，而且波形也记录不完整。
他们像大海捞针一样把资料翻来查去，
居然在一个杂志上发现了用烟熏代替镀
膜的资料，真是喜出望外！他们赶紧找来
蜡烛，一试，行。可是，烟一抹就掉，不好
保存，他们又在上面涂了一层蜡。到 11
月份，大型化爆实验时，他们的样机也诞
生了。

★在指挥所，总指挥张爱
萍上将高兴地向北京守候在

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成功

了！核试验成功了！

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些许慰藉，
1963年 11月，代号叫“614运动会”的大
型化爆实验就要开始了。这是对核测试
科研课题的一次综合性验收。11月中的
一天，一声巨响，鸟儿惊飞，枯枝震落，林
俊德他们的心也随着电机的转动紧张地
狂跳起来，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样机，
半年的心血汗水就看今天了。巨响过后，
林俊德小心翼翼地打开样机，取出玻璃

片，经过分析验证，压力自记仪的原理实
验成功了。

大型化爆后，研究所搬到北京通县。
这时，英美苏三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已经公布，全世界都看着中国，都密切关
注着中国尖端科研事业。风紧云骤，时间
越来越急迫了。国防科委和基地首长，经
常到研究所看望大家，转达党中央、毛主
席、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鼓舞大家的斗
志。样机实验成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
心，可是要研制成套机器，赶上首次核试
验，大量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最大的
问题是动力。

经过认真考虑，林俊德提出用钟表
式发条做仪器动力的设想。这是一个关
键性的突破！可是要变成现实也不那么
简单，手表、怀表、秒表、闹钟、座钟——
各种发条都试过了，频率不够，达不到
指标要求。高射炮弹引信速度够了，可
质量又不行。有一天他又在苦思冥想，
“丁零零——”一阵闹钟的铃声，打断了
他脑子里的发条，闹钟！他眼前豁然一
亮，闹钟打铃不也是用发条吗？对，用这
种结构再试一试，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成功啦！

在林俊德和战友们共同努力下，中
国自己的第一代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终于
诞生了！仪器重量只有几公斤，造价只有
几百元，研究所的领导把它命名为丙型
压力计。

1964 年 8月，林俊德从北京来到大
西北的核试验场。

浩瀚无涯的戈壁滩上，集结了千军
万马，汽车列阵，帐篷成城，工号星罗棋
布，铁塔高耸云端。每个部门每个环节每
个人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工作着。

一到厂区，林俊德和战友们立即
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坐着卡
车穿着防护服，练布点、练回收。迎着
风沙、顶着烈日做各种现场试验。晚上
回到帐篷，还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
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场区指挥
部首长强调，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一生
的隐痛。林俊德和战友们强烈感到责
任重大。

虽然，压力自记仪经过了多次的化
爆试验、各种条件下的标定，他们心里是
有底的，但那毕竟都是模拟试验，真的核
爆炸中，能不能拿到数据，会不会出现意
外，谁的心能放得下啊！他们一共 30台
仪器，对每一个零件都是擦了又擦，对每
一个环节都是查了又查。仪器安装时，都
是由林俊德亲自动手，其他同志都站在
一旁紧盯着操作程序，严格地检查他每
一个动作。安装好之后，还老是不放心，
一有空就坐下来想啊想，看还有什么问
题。

生活是艰苦的。十几个人住一顶帐
篷，中午气温达 40多摄氏度，地表温度
有时达六七十摄氏度，热得睡不着。有时
狂风卷着热浪，裹着沙粒呼啸而来，人们
从帐篷走到食堂，竟能刮来小半碗沙子。
炊事员只好把饭盛在保温桶里，用被子
包上，一个一个帐篷送。最困难的是水，
当时，他们都是吃孔雀河水。这水可没它
的名字那么美好，又苦又咸又涩，大多数
人吃了就闹肚子。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林俊德和
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难忘的一天。
1964年 10月 16日 15时，一道闪电，一声
惊雷，蘑菇云升起来了！人们情不自禁的
跳啊喊呀，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胜利地
欢呼响彻山岗。

在指挥所，总指挥张爱萍上将高兴
地向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
告：成功了！核试验成功了！周总理问：根
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而不是大型化爆
呢，这时，身经百战的将军激动得像个孩
子，张着手、转着身向大家发问：你们说
说根据什么证明是核爆炸呢？根据什么？

在两顶帐篷连起来临时搭起的工作
室里，林俊德和其他科技人员一起正在
紧张地工作。他们没有能够和大家一起
狂欢。爆炸过后，他们抱起自记仪就往这
里跑。在帐篷的一角，林俊德小心翼翼地
打开了他们的“罐头盒”——测量冲击波
超压的压力自记仪。紧接着，他们把记录
着波形的玻璃片取出来。研究所的梁立
银将它放在测量显微镜下细心地观测
着，汗水顺着眉毛头发一个劲儿往下淌，
别的同志帮不上忙，就在旁边用手绢给
他擦汗：
“距爆心�公里处每平方厘米压力

�公斤。”
“计算结果：核爆炸当量�万吨！”
压力自记仪数据证明这次核爆炸是

成功的。同时，某单位的冲击波机测仪器
也取得了和压力自记仪近似的数据。其
他各个项目也都证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证明核试验圆满成功的各种数据
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报告给了党中
央、毛主席。1964 年 10 月 16 日晚上，宣
告中国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的新闻公
报发表了！社会主义中国终于有了自
己的原子弹！

★他将个人命运和国家
命运紧紧相连，用人生最后8

天的顽强冲锋，释放出“两弹

一星”精神最耀眼的光华。

春雷一声接着一声震撼着戈壁

滩，春风一年接着一年吹醒了骆驼
草，岁月像奔腾的河流滚滚而去又滔
滔而来。1967 年，林俊德所在的研究
所，从北京搬到了大西北的崇山峻岭
中。这时，他们已经对压力自记仪的
钟表机构做了根本性的改变，并从地
面到空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冲击波机测体系。

1967 年春，林俊德准备结婚了，
爱人叫黄建琴。1965 年执行完任务撤
场时，研究室的指导员主动找到这个
一提结婚就说还早的小伙子，给他介
绍了本研究室的技术员小黄。从认识
到结婚，两年中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
间加起来也不到 24 小时。因为那时
正是搞压力自测与小型化设计的关键
时刻。

图纸绘制出来了，仪器的重量从七
公斤减到了两公斤。林俊德离开了刚坐
月子的爱人，从天山深处带着图纸到哈
军工去加工。这一去就是 7个月，六七
型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基本定型。这种仪
器使用简单、性能稳定、布点多、精度
高、维护简便、容易操作，是测冲击波
超压力、定核爆炸当量的比较可靠的手
段。

不久，根据形势需要，全所科技
人员大批复员。林俊德一个小组，走
了六个，他本人也被宣布复员。最后
一次坐在熟悉的办公室里，一件件往
事在他心中翻腾着，这个不爱动感情
的人竟然难过地流下了热泪。他舍不
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舍不得离开
浸透着他心血和汗水的压力自记仪，
更舍不得离开这挥洒青春的茫茫戈
壁。

命运一夜之间再次翻转。已经收拾
好行李的林俊德，突然又被告知因工作
需要留下。人留下来了，但林俊德心上
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他和战友们总想为
核试验发展多做些工作，除搞机测外还
要研制电测冲击波仪器、电测动压传感
器等。

1976 年 10 月，林俊德参加了基地
科学大会、国防科委科学大会，被树立
为先进科技工作者标兵。他们的科研成
果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进行了展出。

鲜艳的红花，闪光的奖状，领导的
表扬，群众的赞誉，林俊德并没有因此
陶醉，没有自满。去参加全国力学会
议，他仍然穿着满是补丁的旧棉鞋；那
床比他年龄还大的被套仍然用着，做了
褥子，不过已经变得像毡子那样硬；他
还是像钟表那样有规律，放下饭碗就往
办公室跑。

2001 年，林俊德被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当时年逾花甲的林俊德带领年
轻的博士硕士们每天爬上爬下做实验，
一干就是三百多天；为验证某种塑料的
性能，从不管家务的他出差竟然背回了
一堆菜板；为研究某种容器结构，他把
女儿新买的保温杯锯开；为能及时看到
电视中的有关信息，在家他和疼爱的小
孙子抢起了遥控器……

2012年 5月末，躺在医院里的林俊
德已是腹胀如鼓，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
的两倍，但他仍然 9次要求下床工作。
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只好扶着他从 9
时 55分一直工作到 11时 09分。大家看
林院士实在撑不住了，才又极力劝他躺
回病床。这一躺下，林俊德就再也没能
起来，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渐渐停止了
跳动。

2012 年，林俊德当选“感动中国
人物”；2013 年 1月，习近平主席签署
命令，追授林俊德同志“献身国防科技
事业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2018年 9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林俊德为全
军挂像英模。

斯人已逝，大树凋零，林俊德长眠
在马兰烈士陵园已经五年多了，但他奋
战戈壁大漠 50多年的生命历程，已经
融入每一次“东方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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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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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这个画面截取自《人民日报》一个点赞数最高的短视频——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他参加过我国所有核试验，生前却一直默默无闻。和全军挂像英模其他几位
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比起来，他的名字相当陌生，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一辈子隐姓
埋名，始终坚守在罗布泊。

图为林俊德在调试机器设备。

图为林俊德临终前坚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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