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带着一生的奉献、无限的赤诚，黄旭华，那个为祖国“深潜”一辈子的人，走了。
2025年2月7日上午，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网。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中

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代理）、名誉所
长黄旭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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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
水，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2020 年 1 月 10 日，年逾九
旬的黄旭华从习近平总书记手
中接过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奖章。

此前，少有人知晓他的名
字。作为共和国第一代核潜艇
总设计师，黄旭华远离家乡、隐
姓埋名，踏上艰辛求索路。

1958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
制工程。面对外国的技术封锁，
毛泽东同志誓言：“核潜艇，一万
年也要搞出来！”

国外保密控制极严，要从浩
瀚无边的报纸杂志和论文资料
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犹如大海
捞针。难得找到的，又是零零碎
碎，真假难分。

黄旭华要求科技人员随身
带上“三面镜子”，用“放大镜”扩
大视野；用“显微镜”摸清实质；
用“照妖镜”弃假存真。

彼时，科研手段和试验设备
不是空白就是待建。哪儿有今
日一秒上亿次的计算机，只有算
盘和计算尺。

几千吨排水量的核潜艇的
重量重心值，牵涉到数万台件的
设备、仪器，几十公里长的管道、
电缆和上千吨的钢材材料。成
千上万的数据，都是用算盘和计
算尺，一个一个算出来，加以集
成，再不断调整配重，每一次调
整，都得从头再来。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
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白天黑夜
加班加点；日日夜夜、月月年年，
算出了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
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
边角余料都要过磅称重……

“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
姓埋名人。”

那座荒岛和那群隐姓埋名
的人彻底改写了世界核潜艇的
历史——中国核潜艇上马三年
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
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
序列。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这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多年之后，黄旭华的云淡风
轻，浓缩了所有。

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
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
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护卫国
土的“水下移动长城”。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
父母最大的孝”

“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
光，我就一次流光；当祖国需要
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我就一
滴一滴地流！”

为数不多的访谈中，黄旭华

的这段话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他
这一生，时刻准备着为国牺牲。

1988年初，核潜艇首次深潜
试验。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
深潜后承受的外压是1吨多，但
凡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
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可
能面临艇毁人亡的结局。

黄旭华决定，亲自随艇下
潜！“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去把试验数据完
整地拿回来！”

极限深度，成功了！黄旭华
欣然题诗：“花甲痴翁，志探龙
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痴”，是为了科学；“志”，是
为了祖国。

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
省海丰县的一个小镇，排行老
三。他的父母在当地行医，颇具
声望。

小学毕业时，全面抗战拉开
了序幕。黄旭华为了求学翻山
越岭，步行整整四天，才找到为
了躲避日寇而搬迁的中学。

“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国
家太弱了！”在炮火与动荡中长大
的黄旭华，太渴盼祖国的强大。

这个曾经想要学医的青年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
学造船工程系，他立下誓言：“我
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
国！”

岁月见证。离家投身核潜
艇事业时，黄旭华才三十出头，
再见亲人，他已满头白发。

“家人不知道我在外做什么，
父亲去世我也没有回去……”

总有人问黄旭华，忠孝不能
两全，你是怎样理解的？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
最大的孝。”

无怨无悔的使命背后，有一
生难解的乡愁，更有超越凡俗的
追求。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
孝。我虽然没有遵守‘常常回家
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要严守
工作机密的承诺，我相信总有一
天，大家会理解、谅解我的。”

“有一种人生，深潜无
声，却震耳欲聋”

摘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后，黄旭华比过去更忙了：他走
进大中小学，为孩子们作报告、
作科普，宣讲科学家精神；先后
向科研、科普、教育机构捐献奖
金逾2000万元，设立“黄旭华科
技创新奖励基金”，激励后继者
开拓创新、勇攀高峰……

各种宣讲的照片和视频资
料中，他始终精神抖擞、面带微
笑。即使需要拄着拐杖、坐着轮
椅，他也挺直脊背、目光炯炯。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
路小学“黄旭华院士科技教育中

心”，一项名为“黄爷爷，我想对
您说”的心里话征集活动，吸引
着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有孩子这样写道：敬爱的黄
爷爷，现在我们能够安享和平，
都是有像您一样“赫赫无名”的
奉献者，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
了整个民族以力量。虽然您不
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一直
默默为国努力。我要向您学习，
以您为榜样，勇往直前，实现自
己的人生理想。

有多少人，能够“择一事，终
一生”？又有多少人，“事了拂衣
去，深藏功与名”？

“为国铸剑，黄老一路走
好！”

“致敬，这些人帮我们每个
人直起了腰！”

“向赤子之心不变的您致
敬。”

“有一种人生，深潜无声，却
震耳欲聋。”

……
无数网民跟帖致敬，寄托哀

思。
上海交通大学的门户网站

调整为黑白色调，首页显著位置
是“沉痛悼念黄旭华学长”的文
章。

有人忆起2016年4月，上海
交大纪念建校 120 周年大会现
场，老校友黄旭华轻轻推开学校
为他准备的座椅，坚持站立着，为
大家讲述心中的科学家精神……

誓言无声，初心不渝。
此刻，他如闪耀的星辰，隐

入深海。
碧波之下，忠魂永驻，护山

河无恙。 据新华社电

一生，为祖国“深潜”
——追思中国核潜艇先驱黄旭华

8日上午，湖北武汉武昌区张
之洞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
七一九研究所，从四面八方闻讯赶
来的人们自发列队，送别黄旭华。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
8日上午9点，吊唁仪式在第

七一九研究所总体楼二楼大厅
设置的灵堂举行。

相拥而泣的母女、庄重敬礼
的少先队员、低头致意的青年学
生、含泪献花的职工……前来吊
唁的队伍里，思念满溢。格外引
人注目的是许多相互搀扶着前
来的耄耋老人——他们大多是
曾与黄老共事的研究人员。

不畏艰难、平易近人、为人
谦逊、淡泊名利……怀念黄老，
老职工们有太多的话要说。

黄旭华生前办公室的玻璃
板下，压着一张2008年他指挥大
家合唱的照片。“他喜欢音乐、多
才多艺，退休后常常跟大家聚在
一起唱歌，喜欢唱《英雄核潜艇》
和《祖国不会忘记》这两首歌。”
83岁的第七一九研究所办公室
原主任刘润林轻轻哼唱着：“不
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
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
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
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他一定喜欢，一定会满意的”
阳光从东面的玻璃窗倾泻

而入，将菊花、百合和蝴蝶兰装
点的灵台照得斑斓。5米见宽的
灵台上，蓝白绿黄相间的花束

“绘”成花海，一侧是巍峨高山，
一侧是汹涌海浪，簇拥着一艘红
黑色的潜艇、一面五星红旗和黄
旭华的遗像。

两边挽联上写着，“卅载呕
心研潜艇深海蛟龙惊世界，一生
矢志卫海疆大国重器铸功勋。”

9点55分，灵堂外的人群中
传来骚动，黄旭华的遗孀李世英
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工作人员缓
缓推进仪式现场。

望着黄旭华的遗像，李世英
从轮椅上颤巍巍站起身，拐杖不
自觉地滑落倒地。工作人员搀扶
着她向前，在耳边轻轻地解释灵
台布置的用意：“您看，我们把这
个花做成了潜艇和海浪的造型。”

“我看到了，他一定喜欢，一
定会满意的。”李世英摘下帽子，
细细整理着头发，颤抖地走到遗
像前，深深凝望，泪水长流。

为了工作，黄旭华从上海迁
往北京，李世英带着孩子千里迢
迢跟随前往；后来，从北京又迁
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冬天几
百斤煤球，她和女儿一点点地往
楼上扛；地震了，还是她一手抱
一个孩子拼命跑。

从黄旭华投身核潜艇事业
开始，夫妻要么天各一方，要么
同在一地却难相见。黄旭华把
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核潜艇
事业，李世英也为他倾其所有。

往事翻涌，李世英哽咽着扭
过头，对着遗像轻轻挥了挥右
手，含泪与相伴 69 年的挚爱告
别。 据新华社电

送别黄旭华：山川江河知道他

2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师生在追思活动现场默哀。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