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文章 垂范人间

—
在张枉哲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 的发言

严 俊

各位来宾
、

女士们
、

先生们
:

下午好 !

张钮哲先生是我国现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
,

我国天文界各单位的创建

与发展与他创造性的辛勤工作息息相关
。

今天
,

适逢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八十

周年
,

我们相聚在紫金山天文台
,

纪念张任哲先生百年诞辰
,

共同深切缅怀张

钮哲先生的科学业绩和道德风范
,

是非常有意义的
。

我谨代表紫金山天文台

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

张钮哲先生 19 02 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职员家庭
。

19 19 年以第

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师大附中
,

进人北京清华学堂学 习
。

1923 年赴美国求

学
,

19 2 6 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

后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继续攻读
,

先后获

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

1929 年秋
,

回国受聘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和中

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

19 41 年在云南昆明担任天文研究所所长
。

抗 日战争胜利后
,

再度赴美考察和研究
。

解放前夕
,

克服重重困难
,

毅然从美

返回报效祖国
。

新中国成立后
,

张任哲先生历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

天文学科

组组长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

《天文学报 》主编
、

九三学

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

中国科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和江苏省科协第二届委员会

副主席
,

并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三
、

四
、

五
、

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

张钮哲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天文学研究
,

学术造诣深湛
,

建树卓著
。

他亲

手创建并领导了我国的行星
、

小行星
、

彗星和人造卫星的观测和研究工作
,

其

成就为世界所公认
。

他领导紫金山天文台
,

开拓了太阳物理
、

恒星物理
、

天文

年历编算
、

天文仪器研制
、

毫米波射电天文
、

空间天文等分支学科
,

丰富了我国

天文学的研究领域
。

他亲自奠定了我国天体力学轨道计算和人造卫星轨道研

究工作的基础
,

指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
、

论证和测轨
、

定轨工

作
,

为新中国的航天和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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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钮哲先生学贯中西
、

知识渊博
。

他一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学术

遗产
。

张钮哲先生科研作风严谨
,

朴实无华
,

重实效
、

忌空谈
。

长期以来
,

紫金山

天文台在他影响下
,

形成了一种科学而踏实的学风
,

并且贯彻至今
。

可以这样

说
,

他的治学精神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台
,

而是我国各天文台站 ;不只是一代人
,

而是几代人
。

长者已逝矣
,

其道德文章仍垂范人间
。

张钮哲先生在我国天文事业发展的全局问题上
,

在历次历史关键时期
,

都

起了关键的作用
。

对我国各天文台站的建设和发展耗尽心血
,

无私奉献
,

做出

了重大贡献
。

张任哲先生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达四十四年之久
,

他身居紫

台
,

不忘全国
,

处处以国家利益和天文事业为重
。

新中国建国初期
,

因国家主

权的需求和我国时纬工作发展对国防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

根据科学院指示

精神
,

他从紫金山天文台抽调了大批优秀骨干
,

参与收回和发展徐家汇观象台

和佘山天文台的行动
,

并全面整顿和发展了我 国的时纬工作
。

1956 年后
,

张

饪哲先生参与制定全国科技发展规划
,

绘制了六十年代天文发展蓝图
,

着手为

筹建北京天文台而工作
。

1 9 5 7 年派先遣太阳工作队去北京
,

建立北京天文台

色球观测工作
。

张钮哲先生曾亲 自参与北京天文台的选址的决策和踏勘工

作
,

并于 1962 年在广州向聂荣臻同志申述北京天文台选址中的问题
,

得到了

妥善的解决
。

张钮哲先生对云南天文台的发展提出了先充实太阳工作的建

议
,

对云台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意义
。

在张钮哲先生的推荐和赞许下
,

紫金山天文台的大批骨干参与了上海天

文台
、

北京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和南京天文仪器厂的建设工作
,

并成为各单位

的中坚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紫金山天文台可 以看作是
“

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

篮
”

和各天文台的母台
。

在国际事务中
,

从解放初期到他病逝前
,

张钮哲先生代表中国天文界不倦

地参与各种国际活动
。

1972 年以后张钮哲先生以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的身

份
,

多次参与恢复中国天文学会在国际天文联合会中合法地位的谈判和活动
。

19 7 9 年在加拿大的第十七届 国际天文联合会大会上与叶淑华
、

赵先孜
、

易照

华
、

洪斯溢等同志一起为恢复我国天文学会在国际天文联合会中的合法地位

作了有决定意义的努力
。

如今
,

中国天文学会在国际天文联合会中的声誉与

地位日益明显提高
,

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也愈来愈为国际同行所重视
。

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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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已成为中国天文界重要的创新研究途径和方法
。

张钮哲先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
。

他一生都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同对祖

国的热爱联系在一起
,

早在留美期间
,

就将自己观测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同时

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命名为
“

中华
” 。

新中国成立后
,

他竭诚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热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

积极投身祖国建设
,

并以满腔的

热情向社会各界讲述天文研究的意义
,

为党和政府的科技方针尤其是天文发

展规划的制定出谋划策
,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张托哲先生还是一位天文科普工作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
,

是我国天文

科普的引路人
。

在张钮哲先生的倡导下
,

紫金山天文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 早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科研机构之 一 此外
,

北京天文馆的筹建和发展 以及

《天文爱好者》杂志的诞生和发展
,

也都有着张饪哲先生的影响和关怀
。

张饪

哲先生十分关心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成 长
,

他常常不辞辛苦亲 自为青少年天

文爱好者复信解答疑问和为中小学生举办天文科普讲座
。

转眼间
,

张饪哲先生 已离开我们十六个年头了
。

这十六年间
,

我国的天文

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张钮行先生
,

我们可 以 自豪地告 诉您
:

数百名紫台人没有辜负先生的期

望
,

已将紫金山天文台建成为一个学科相对齐全的综合性天文台
,

并成为中科

院首批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单位之一

我们可以 自豪地告诉您
:

您当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不辞辛苦
,

亲上青海高

原为之选址的紫金山天文台德令哈观测基地已成功运行着国际先进的
、

配备

r 5 15 超导接收机的 13
.

7 米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和国内第 一架移动式亚毫米

波望远镜
,

并已成为向国内外开放的观测基地
)

目前正在继续加强毫米波
、

亚

毫米波和红外技术的研发以及亚毫米波和红
`

外天文选址
,

将现有台址发展成

为集毫米波和亚毫米波乃至红外观测的国际化重要观测基地
、

我们叮以 自豪地告诉您
:

您当年主持成立并打下基础的紫台人 l二组已成

为中科院人 卫观测 与研究中心
,

口前承担 了国家
、

中科院多项重大重点项 日
,

继续在为国家航大和国防事业努力
_

l
一

作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 您开创的紫台人

造卫星动力学及其应用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

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

29 项
,

其中国家奖 3 项
、

省部级一等奖 1项和省部级二等奖 11 项 ;您多年从事

的近地天体探测和太阳系动力学 1
_

作正焕发着青春
,

近地天体探测望远镜
一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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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为国家科技部重点科技项 目和中科院与江苏省省院合作项 目正在 良好的

进行中
,

同时我国唯一的天体力学观测基地
—

吁胎观测基地也已开工建设
。

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您
:

您所关心的紫台空间天文事业
,

在继多次成功进

行气球观测以及成功研制球载远红外望远镜之后又有了开创性进展— 紫台

承研的超软 X 射线探测器和 y 射线探测器两项设备已随神舟二号飞船发射升

空并成功投入观测
,

获得了大量的观测资料
:

这是中国天文界首次在 自己的

卫星 七实现对天文对象的观测
,

标志着我国天文实测研究开始迈人了空间时

代
。

我们还可 以 自豪地告诉您
:

紫台的太阳活动和太阳高能物理研究以及天

体物理前沿和基本理论研究做 出
一

r 很多国内有开创性和国际有显示度的工

作
,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

总之
,

您的身教言传
,

使紫台人与时俱进
、

开拓创新 ; 您所倡导的学风
,

使

紫台人脚踏实地
、

锐意进取
。

面向未来
,

您永存的科学业绩和道德风范将激励

着紫台人继续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前沿
,

进一步凝炼科学 目标
,

拓宽

研究领域
,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

将紫台建设为我国一流的天文基础研究
、

应

用研究及相关高科技研究基地
、

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世界性的天文研究中

心
。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