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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卓异　垂范后学
———忆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桂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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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才强国已成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之一，杰出人才的研究亟待加强与深化。本文
尝试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桂院士的科技领导素质与才能进行深入分

析。慈云桂作为中国多代电子计算机研发团队的领军人物，具有敏锐的科技方向意识、高超的

科技攻关运筹才华、智慧的科技平台选择与打造能力。慈云桂的科技领军才能，不仅是中国巨

型计算机战略大工程成功研发的重要保证，也为中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的遴选、培养与使用提

供了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科技领军人才；慈云桂；巨型计算机；科技攻关管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５３－１０

ＡＲ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Ｉｎ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
ＣｉＹｕｎｇｕｉ，Ｆａｔｈ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ＺＨＵＹａｚ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ｔｈｔａｌｅｎｔ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ｎｅ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ｍａｋｅ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Ｃｉ
Ｙｕｎｇｕｉ，ａ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ｉａ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ｈｅｈａｄａｋｅｅｎ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ｔａｌｅｎｔｉｎ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ａｎｕｎｕｓｕａｌｗｉｓｄｏｍ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Ｈｉｓ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ｔ
ｏｎｌｙｗ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ｉａ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ｐ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ｉＹｕｎｇｕｉ；ｇｉａ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ｉｎ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一、引言

二十大报告将 “人才强国战略”与 “科教兴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列为三大发展战

略；将稀有且个体特征鲜明的 “大师”“战略科学

家”和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置于七类人才前面，

并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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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

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

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１］。随着新一轮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浪潮到来，人才学研

究当有新的作为。对于不确定性极大而又举足轻

重的杰出人才，其素养的内涵、结构、成长、培

育、管理等问题，应有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在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走出兼得中西人才

生长、培育、遴选与使用之长的中国式人才发展

路径，形成既有利于科技团队精神凝聚，又有利

于人才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局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家专委
会议，专题研究巨型计算机研发问题。在听取各

方汇报后，邓小平当场决定由国防科技大学的前

身———长沙工学院，负责巨型计算机研发任务。

邓小平对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说：“亿次机就由长

沙工学院搞算了……论证时，要多一些人来参加，

什么时候完成，长沙工学院要签字。”［２］２６０时任长沙

工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的慈云桂，因此成为中

国巨型计算机研发的领军人物。

当时的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正如有

些人说的，是个仅有一百多人的小研究所，科研

试验条件比较差，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设

备严重老化，经过南迁消耗，条件就更差了，与

那些上千人的大研究所相比，只能算是 ‘小兄

弟’”［２］２６７。周兴铭院士在回忆亿次巨型机立项时

说：“国内想做的也有好几家，包括电子工业部、

中国科学院等。当时我们的力量实际上比不上他

们，但是最后我们拿到了任务。”［３］国防科技大学

之所以能在众多强手的竞争中折桂，固然与学校

体制隶属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是有国内计算机领

域出类拔萃的领军人才慈云桂，其所率团队的人

数及整体水平也许不及有些部门，但科技领军人

才的本事、名气及主动性是能堪担此重任的。这

一立项遴选，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个人本事而转

移，是发人深省的人才学事件，加深了人们关于

团队集体力量与科技领军人才辩证关系的认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定条件下，一流科技领

军人才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科

技发展速度及水平高度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战以前，欧洲是世界科技中心，美国在技

术、工程领域或可与欧洲抗衡，但在基础科学领

域有很大差距。二战前后一个时期，欧洲一批世

界一流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冯·卡门、

布劳恩、费米、冯·诺伊曼等移居或避难美国，

使美国二战中及二战后的基础研究及整体科技水

平急剧提升，成为超越欧洲的新一轮世界科技中

心。又如，１９５５年，世界一流空气动力学大师、
火箭专家与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回归中国，使中国

薄弱的航天研发团队一下子获得巨大力量，在中

央决策层的认可和扶持下，异军突起，迄今已成

为世界航天领域最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研发团

队之一。钱学森还直接辨识、支持、遴选了王永

志院士等中国航天领域的杰出人才。１９６４年６月
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 “东风 －２Ａ
号”准备发射时，酒泉基地突遇高温，因火箭推

进剂膨胀及气化严重，灌注的推进剂减少，达不

到设计要求。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时，

当时年仅３２岁的中尉技术军官王永志，突破众人
“加”的思路，逆向提出 “减”的方案，大胆提出

独到见解：“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导弹

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

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６００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
命中目标。”王永志在自己的见解遭到众人反对

后，找到正坐镇酒泉基地的钱学森。在仔细倾听

王永志的陈述后，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

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东风－
２Ａ号导弹在卸下６００公斤燃料之后发射，果真提
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４］。后来，王永志在钱学

森的推荐下，担任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

师，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邓小平鉴于领导决策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丰

富经验，在 《落实重大建设项目，合理使用科技

人员》一文中，提出了杰出人才与团队群体组建

的具体方式。“所有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和

审查，都要有人负责。每个项目要有几个真正有

本事的人作骨干，其他的人由他们去找，他们熟

悉，很快可以把人组织起来。要是都由计委去组

织，那就慢了……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

有希望。”［５］１８５

众所周知，在单枪匹马的一些基础研究与技

术发明工作中，杰出人才直接决定了科技突破的

过程与结果。但在集体攻关的研发性重大项目中，

关于杰出人才的具体作用并不是每个科技管理者

都很清楚。事实上，重大的研发性科技项目，不

管其规模多大、人员多少，必须由一个或几个真

正有本事的杰出人才组成业务决策与指挥机构，

由他们把握项目研发的科学原理、技术途径，并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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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尚须突破的关键技术攻关方案。科技大工程

过程的顺逆与结果的优劣，不仅取决于团队群体

的素质，也决定于杰出人才个体的素质。这类重

大工程虽然一般不存在基本科学原理与技术原理

的突破问题，但有许多关键技术难关需要攻克。

而这些难关的攻克，只能依靠杰出人才独特的敏

感性、深广的科技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

集体攻关的科研工作不仅要重视团队群体的协同

力量，而且必须充分发挥杰出人才的个体作用。

深谙中外文化的鲁迅，当年怀着振兴中华的

真切愿望指出，中国与欧美差距的深层根源在于

人，而赶超之道，首在立人。“欧美之强，莫不以

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生存两间，角逐列

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

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６］在鲁迅之前，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从理论上全面论述了人的社

会性与个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人

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７］。马克思又指出，社

会联系的方式又决定于个人的状况，“人们———不

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

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

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８］４。马克思还

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

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８］１４。在

科学技术领域，人才即是品格、才能与个性都比

较完善发展的个体。周恩来就曾指出， “人心不

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

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统一矛盾并不

妨碍个性的发展”［５］１１４。在科学技术领域，必须对

团队与个体、集体攻关与杰出人才的辩证关系有

真切的见解，方有高明的管理。

慈云桂院士 （１９１７—１９９０年）是中国巨型计
算机总设计师，一代杰出的科技领军人才。他主

持了包括巨型机在内的国内领先水平的四代二十

多种计算机的研发，使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

三个能够自主研发巨型机的国家。２０１５年，天河
二号第６次位列世界超级计算机５００强榜首，成为
世界超算史上第一台实现 “六连冠”的超级计算

机，使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研发从追随者转变为领

跑者。本文尝试从计算机专业以外的综合性科学

素养视角，对慈云桂院士独具特色的卓异才华作

出分析。

二、敏锐的方向意识

王国维借诗性的语言，指出了大事业、大学

问家必有的三种境界，而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位列 “第一境”。这表明，找到正确的方向

和路径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被杨振宁称为做出

过 “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的顶尖物理学家Ｆ·戴
森［９］，也是一位科学思想家，以生动的比喻形象

地道出了与王国维相似的见解，“有些数学家像飞

鸟……飞鸟翱翔于高空之中，游弋于数学的广袤

大地之上，目极八方”［１０］１８７。任何重大的科技创

新，都是主客观因素成功结合的产物。而主观因

素中，科学家对科学方向的认识和选择，对全局

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人类科学史上，因认清科学方向而引领科

学创新，或因迷失科学方向而错失良机的案例比

比皆是。１９００年，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问题时，
因数学上技术处理的需要而作出了能量量子假设，

首创了量子概念。然而，已经摸到了通向量子力

学新天地方向大门的普朗克，却掉转方向，回到

经典物理学大厦之中，将已经量子化的黑体辐射

方式，视为与经典物理体系不协调的 “特例”，并

千方百计想消除这一怪异。面对风雨欲来的量子

力学伟大革命，普朗克最早摸到入口处，并拥有

深厚的物理学素养与一流的数理技能，所缺的是

对物理学发展新方向的敏感性，以致未能成为开

辟量子力学新天地的大师。与普朗克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年轻的爱因斯坦，远离学术中心，没有名

师指导，数理技能也属一般，但受普朗克提出的

量子化概念的启示，敏锐地沿着这个新方向前进，

大胆地将量子化概念移用于光，成功地破解经典

物理学难以解释的光电效应，并因此荣获诺贝尔

物理学奖。普朗克认为量子化需要化解掉，而爱

因斯坦则认为量子化应视为光的本性之一，二人

对物理学发展方向的认识是如此不同。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Ｅ．赛格雷深刻地评述了二人关于量子
化认识的根本性分歧，“普朗克开始甚至后来的工

作，其全部基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量子化对他

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计算工具。爱因斯坦则不然，

他认为量子化是一种基本现象，特别是光，即电

磁场本身，被量子化了……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它

们的基本特性”［１１］。此后的玻尔、海森伯、狄拉克

等人沿着量子化的方向，迈出了比爱因斯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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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成为量子力学新物理的主要创立者。

科学史上还有大跨度交叉转向而创造奇迹的

精彩案例。德尔布吕克师从物理学大师玻恩，２４
岁即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后欲拜另一位大师玻

尔继续深造，不料玻尔给出了转向生命科学的建

议，“你生得太晚了，量子力学的问题已经被我们

解决得差不多了！你要想有所作为，恐怕得到生

命世界去寻找新的规律”［１２］。德布尔吕克听从了玻

尔的建议，转向了生命科学领域，“因为发现病毒

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而荣获１９６９年诺贝尔生
理学与医学奖［１３］。获奖后的德布尔吕克又一次转

向，从事感光生理学与意识问题研究，成绩斐然。

１９８７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予了利根川进，
成果是 “揭示抗体多样性发生的遗传机理”。获奖

后，利根川进认为免疫遗传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已

经解决，宣布以后不再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而转

向神经生理学方向。利根川进在新方向上又取得

了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

敏锐的方向意识是科技创新的先导，但敏锐

的科学方向源自何处？目前尚缺乏深入的探讨。

以笔者之见，科学家宽广、独特而与潜在科学发

展趋势相契合的知识结构，是形成正确科学方向

意识的基础，而与资金、设备、地位、名气、平

台等因素的关系不是非常密切。中国当代的冯康、

王选、慈云桂等了不起的科学家，基于独到的眼

光作出了重大科技创新，即是明证。

１９６５年，在与世界学术交流基本隔绝、而计
算机又远比西方落后的条件下，冯康在用计算机

求解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算法研究中，作出了

领先于西方的重大原创———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

格式算法，与西方正在发展的有限元方法相等价。

“冯康用高深的数学理论，在极其广泛的条件下证

明了有限元方法的收敛性和稳定性，建立起有限

元方法严格的理论框架。”［１０］１５２这一切，起步于冯

康透过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实际应力计算，“一如诗

人灵感到来，看见了一整套求解偏微分方程边值

问题的计算方法，一个用 ‘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

算’的方法”［１０］１４７。据冯端院士分析，冯康上述独

到的灵感和眼光，与 “冯康的数学造诣、还和他

精通经典物理学和通晓工程技术学密切相关。科

学上的突破常具有跨学科的特征”［１４］。

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获得我国第一个欧

洲专利的王选，在１９７４年起步研发时曾遇到上海
印刷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华印刷厂、北京新华印刷厂

等５家实力强劲单位的竞争，而王选和陈軪只是
夫妻二人小组。当时面临的印刷技术发展局面是：

１９４６年，美国发明了第一代手动照排技术；１９５１
年，美国发明了第二代光机照排技术；１９６５年，
德国发明了阴极射线管照排技术；１９７６年，英国
发明了激光照排技术。鉴于当时中国的印刷技术

还停留在第一代，国家设立了开发汉字信息处理

新技术的 “７４８工程”。在申请立项时，５家实力
强劲的单位有２家瞄准了第二代机，有３家瞄准了
第三代机，而在汉字信息存储技术上，５家无不采
用模拟存贮方式。王选深知第二、三、四代印刷

技术的特点，又分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计

算机软件与硬件，数学、英语。综合主客两方面

的特点，王选和陈軪认为，越过第二、三代而

直接瞄准第四代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是最先进的

科学方向，而且是最易成功突破的技术路径。王

选的研究方案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支持。遗憾的是，

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的一次照排系统方案论证会上，那
些缺乏远见的人，认为北大的方案是一种离奇的

幻想，王选是在 “玩数学游戏”，方案最终被淘

汰。而 “７４８工程”的正式上报方案却花落选择了
二代机的单位［１５］。但是，有远见地选择了正确科

学方向的王选与陈軪却攻克一系列原创性难题，

在世界上首先研发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王选也

被誉为 “当代毕癉”。令人惊叹的是，一位小小助

教确立了远远超越行业权威们认定的科学方向，

并沿着这一方向到达远大的目标，创造了科技与

产业的奇迹。

慈云桂生逢计算机蓬勃发展的时代，又欣遇

中国从引进消化吸收向自主创新的计算机需求急

迫的时期。但是慈云桂学习成长为计算机专家的

道路漫长而曲折。１９３９年７月，在抗战流亡中读
完中学的慈云桂虽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航空

系，但因身处湖南湘西，又贫病交加，无法启程

到昆明入学，征得西南联大同意后，就近借读于

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一个学期后，又转入湖

南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无线电专业学习。慈云桂很

快喜欢上无线电专业，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在湖

南大学借读的八个学期， “成绩始终保持全班第

一，每年都能得到学校的奖学金。除本专业外，

他还选修了数学、物理方面的课程，参加学校的

英文、中文和数学竞赛，连获第一名，受到全校

同学和许多教授的垂青”［２］５７。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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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云桂本科毕业，获湖南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学

位，并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无线电通讯研究所读研

究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求学时，他师从物理学家

孟昭英，并参加过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等主持的

无线电波传播项目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大

学里第一个无线电专业研究机构中，慈云桂还受

到许多名师的熏陶和指导。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８岁的
慈云桂研究生毕业后，留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

１９４６年９月，慈云桂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实验室主
任，先后开出１３个实验课程，同时继续在理论上
深造，选修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等课程。１９５０年４
月，慈云桂调到大连海军学校，任海军指挥系副

教授。１９５４年１１月，慈云桂又调入哈尔滨军事工
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任雷达教授会主任。

此时的慈云桂，经清华大学七年的学习、教

学与研究，又经历两所军校业务与思想的提升，

已具备在中国 《物理学报》发表关于电子管测量

仪方面论文的专业实力［２］８３，同时又 “很想找到一

个愿意终生奋斗的工作岗位”［２］８８。不久以后，发

生的两件事情终于点燃慈云桂内心的科学敏感性

之火，并照亮慈云桂终生奋斗的科学新方向。

第一件事是中国鱼雷快艇对高速计算工具的

紧迫需求。“１９５６年夏，慈云桂带领海军工程系学
员到海军舰艇部队实习。一天，波浪汹涌中，他

随海军官兵驾驶的苏制鱼雷快艇在海上高速航行。

突然，前方发现预置目标，只听指挥员下达 ‘发

现目标，瞄准！’的口令，一名战士紧急操作机械

式三角杆计算器进行鱼雷攻击计算，可是等目标

接近时还未计算出来参数，错过了最佳发射时机

……由于鱼雷快艇航速快，颠簸厉害，用肉眼观

察瞄准目标并计算参数是很不准确的，在实战、

夜战、近战的情况下效果非常不好，尤其是在雾

天和夜间几乎无能为力……同时，近距离攻击目

标危险性很大，这是发展鱼雷快艇亟需解决的紧

迫问题。慈云桂了解这一情况后被强烈震撼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宿舍后，他一直琢磨如何

才能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途

径和方法。”［２］１１４

第二件事是慈云桂随团访问苏联时第一次见

到了电子计算机。 “１９５７年５月３０日，军事工程
学院刘居英副院长受总参谋部委派，率中国人民

解放军院校参观团访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

克……海军工程系副主任慈云桂是参观团成员之

一……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使他们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当慈云桂第一次看到电

子计算机时，不禁眼前一亮！计算机神机妙算，

奥妙无穷……他的心久久无法平静……心里想着

如何把计算机技术学到手，应用到军队建设上，

直接为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２］１１４－１１６

慈云桂和青年教员柳克俊都在国外见到了电

子计算机，出国访问归来，不约而同地决心采用

数字电子计算技术改进鱼雷快艇指挥仪，并向上

级递交了研制报告。１９５７年底，海军司令部正式
批准研制电子数字计算机鱼雷快艇指挥仪。１９５８
年４月，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正式成立电子数字计算
机研制组，是一个平均年龄仅２５岁的年轻科研团
队，由系副主任慈云桂全权负责，由此开启了中

国研制专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序幕。

慈云桂从已经耕耘多年且成绩斐然的雷达专

业果断转向新兴的电子计算机专业，其敏锐的科

学方向意识是军事需求向任务导向、与学科相通

的内在逻辑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慈云桂心中，

两个导向都强而有力，但任务导向的份量似乎更

重。１９６１年９月，慈云桂作为中国电子学会计算
机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美国。在参观过程中，他发

现英国计算机已全面晶体管化，慈云桂立即敏锐

地意识到，国内的电子管计算机研发已脱离世界

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必须尽快扭转这一

局面。心急如焚的慈云桂立即采取行动，在参观

学习的同时，设法搜集有关晶体管计算机的资料，

“通宵达旦地开始了晶体管计算机设计，终于赶在

回国前完成了晶体管计算机体系结构方案设计和

逻辑电路初步设想”［２］１４２。回到北京后，慈云桂立

即向国防科委有关部门汇报，“建议国内立即停止

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制与生产，迅速上马晶体管计

算机项目，并主动要求承担这一艰巨任务”。最

终，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作出指示，“尽快用国产

晶体管研制出通用计算机”［２］１４３。此时，慈云桂敏

锐觉察到的计算机发展新方向，远远超越了哈军

工正在研发电子管计算机的相关人员的认识。慈

云桂回校后，力排众议，重新招兵买马，转向晶

体管计算机的研发。奋战三年，终于研制出４４１Ｂ
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系列机。此后，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
召开的远洋航天测量船中心处理计算机方案论证

会上，慈云桂又高瞻远瞩，语惊四座，力荐 “用

国产集成电路研制百万次级、双机系统方案”［２］２１７。

领回任务后，经十年奋战，研制出２００万次集成电
路大型通用计算机———１５１中心处理计算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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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中国第一次发射洲际导弹。在研发百万次

级计算机时，慈云桂又了解到美国在１９７２年前后
已研制出亿次级的巨型计算机，就向国防科委有

关部门建议尽快将巨型机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１９７５年底，他又将调研报告上报国防科委。１９７７
年，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慈云桂代国防科委

向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亿次巨型机研制的请示报

告。同年１１月２６日，报告得到党中央批准。１９７８
年３月４日，邓小平在国家专委会议上，亲自指定
由国防科技大学前身———长沙工学院，承担巨型

机研制任务。慈云桂团队所以能在强手如云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慈云桂先人一步的敏锐方向意识，

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慈云桂、王选与冯康都是有敏锐方向意识的

中国杰出科学家，皆在１９８０年遴选为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三人敏锐方向意识的来源，与爱因斯

坦、海森伯纯粹源于科学体系内部大不相同，而

是外在实际需求与科学内在发展动力相结合的复

合型来源。只是复合成分的比例因人而异。慈云

桂的重头在实际需求，冯康的重头在科学内在动

力，王选则介于二者之间。与此相应的是，慈云

桂重于应用，胜在主动与国家、军队重大战略需

求对接；冯康长于理论，胜在原创；王选则兼顾

应用与理论。在发展中大国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

平的时代条件下，敏于实际需求，直接为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服务的慈云桂式科学家，是中国杰出

科学家最典型的代表。但是，中国若要成为引领

世界科技潮流的科技强国，则必须使战略科学家、

科技领军人才与原创型科学大师全面涌现，各展

其长而相互协同。

三、高超的攻关运筹

理想的科学大工程的科技领军人才，不仅要

掌握客观性、普遍性品格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擅

长与主体性、独特性品格的各种人打交道。现代

管理学重镇圣塔菲研究所现任所长 Ｄ．科莱考尔认
为，“同时热爱科学和艺术提示着一个人对普遍性

和个性的双重探索。有些人可能天生就会这样，

有些人可能是后天习得的”［１６］。钱学森更具体地指

出，人类教育理念与目标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循

环， “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伟人，走到１９
世纪中叶的理、工、文、艺分家的专家教育；再

走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理工结合加文、艺的教育体

制；再走到今天的理工文 （理、工、社科）结合

的萌芽”［１７］。慈云桂本来天生就有科学与文艺双重

敏感性，再加上三、四十年代最好的中学与大学

（安庆高中、湖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教育，

文、理两科全面发展。慈云桂的秉赋和早期训练，

使他有向文、理两条路径发展的可能性。在文科

方面，慈云桂喜爱文艺，与同学相比，文笔过人。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写了近３万字的 《自传》，思

想清晰，文笔简练，十分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中学与大学时代，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全班第一，

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多项活动。慈云桂回忆说：

“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对培养我的综合素质和领

导能力有很大帮助。”“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天才，

将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或者科学家。有时

觉得自己旧学基础很深，新学出人头地，将来一

定会有成就。”［２］４６－５２

慈云桂早期训练的科学一面，最终使他成长

为卓越的计算机专家；而早期训练的文艺一面，

虽然没有机会成长为专业的人文学者，但对于后

来计算机研发工程的管理工作却大有裨益。周兴

铭院士曾回忆说，慈先生在科研中善于集思广益，

大家畅所欲言后，他总能作出全面清晰的总结，

使大家的认识得到整理和提升。

在计算机研发工程中，科技方面的关键环节

是 “攻关”，即关键技术难题的突破。科技攻关是

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麻
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和气象学家 Ｅ．洛仑兹尝试建
立较简单的天气预测数学模型———１２个数学公式
组成的模型，但当时的计算机根本不可能计算这

样复杂的问题，但是 Ｅ．洛仑兹发现了今天家喻户
晓的复杂系统的 “蝴蝶效应”。即使到了今天，定

量预测复杂科学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原

因是对科技攻关这样的复杂科学问题的内在规律

尚不了解，致使机器学习和统计学方法获得的结

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科技攻关的管理直

至今天依然主要靠文理结合的半经验半理性的方

式。今天尚且如此，更何况慈云桂作为科技领军

人才率领科技攻关时还是数十年以前。可以说，

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今后相当长时期甚至

永远都是科技攻关管理的基本方式。纵然有超级

乃至超超级计算机，依然难以摆脱以小机器算大

问题的格局。在笔者看来，当年慈云桂成功的科

技攻关管理经验有永恒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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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

对于引进与自创的辩证关系，慈云桂有务实

的真切见解，“买国外和境外能买到的东西，做外

国人不卖给我们的东西”［２］２８５。１９８５年，领导专用
电子管计算机 （９０１电子数字计算机）的科技攻关
时，慈云桂很快发现，缺乏磁性存储器，是研制

的最大难关。而磁性存储器中最先进的磁芯存储

器由美籍华裔计算机专家王安于１９５１年发明，解
决了存储器断电时磁芯体丢失信息的问题，是５０
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中期最先进的计算机存储器。
慈云桂曾设想自主研制较简单的磁鼓存储器，并

带领一支队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学习。

到北京后，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已成功研制出更先

进的磁芯存储器，慈云桂当机立断将研发目标提

升为磁芯存储器。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与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帮助下，胡守仁等

赴京人员很快开展了磁芯存储器模型机设计与实

验研究。但是合格的磁芯当时非常紧俏，最终在

留京人员的努力下，得到了全部所需的磁芯。１９５８
年８月１３日，磁芯存储器模型试验基本过关。回
到哈尔滨以后，在整机调试中，磁芯存储器一度

不太稳定，慈云桂又组织人员经三天三夜连续奋

战，终于解决了磁芯存储的稳定问题，终于成功

研制出了９０１数字电子计算机。慈云桂多次敏锐地
抓住关键问题，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

经自主创新而攻关成功。

在中国首台巨型计算机银河 －Ｉ的攻关中，当
事人周兴铭院士回忆了由慈云桂直接领导的总体

设计组将国外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具体内容。

“我们在系统设计中，吸收了ＣＲＡＹ－Ｉ机总体及软
件功能方面的许多思想，采用了 ＣＲＡＹ－Ｉ机底板
走线最短、有利于信号高速传输的圆柱形结构的

外形，但银河－Ｉ机在体系结构、逻辑设计、元器
件、工艺组装、冷却技术、软件等方面均不同于

ＣＲＡＹ－Ｉ机，都是我们自主设计的创新产品。
１９７８年，总体方案设计组在研究银河－Ｉ机体系结
构时，提出了突破ＣＲＡＹ－Ｉ总体结构的两大方案，
以解决在元器件水平受限条件下做成亿次机的难

题。一个方案是双向量 （及浮点）陈列部件；另

一个方案是共享主存的双 ＣＰＵ中央处理系统。考
虑到当时开发 ＣＰＵ并行软件的技术难度过大，最
后决定采用双向量陈列的方案。有趣的是，日本

三大公司于８０年代推出的３种巨型机都采用了双
向量陈列结构，而美国 ＣＲＡＹ公司于１９８３年推出

的在 ＣＲＡＹ－Ｉ基础上开发的新系统 ＣＲＡＹＸ－ＭＰ
正是双ＣＰＵ系统。这种不谋而合的事实说明，科
学是不分国界的，中国人是能够有所作为的。”［１８］

（二）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

在巨型机模型机研制过程中，碰到了主频设

计频率与克雷机存在较大差距，致使浮点运算速

度无法达到每秒１亿次的设计要求，这是一个提高
浮点运算速度的应用研究课题。硬件总体组张德

芳冥思苦想，夜以继日。有一天深夜，受 《红楼

梦》书中王熙凤管家办法的启示，突然灵感爆发，

想出一种新颖设计方案。“半夜３点立即起床写下
了方案。第二天一试，效果出奇的好。张德芳运

用 ‘登记与插队’技术，采用双向量陈列流水结

构，变 ‘一路纵队’为 ‘多路纵队’，使运算速度

提高了一倍，解决了指令链接问题，圆满解决了

这一问题。这一新颖设计后来获得国家发明二

等奖。”［２］２８７

在硬件设计实现双向量陈列流水结构创新后，

产生了双向量数据流量连续性保障的新难题。“慈

云桂受 ＢＳＰ计算机启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素数模
存储体交叉访问的构想。精通数学的杨晓东，与

慈云桂、陈福接、王兵山、吴泉源等多人深入探

讨，将实际应用问题提升为相关数学的基本理论

问题，‘导出了素数模等效模数公式，找到了素数

模地址变换的快速简易算法，设计了地址变换硬

件实现逻辑，实现了模引和模１７的无冲突访问存
储系统，圆满解决了这一难题。”［２］２８７慈云桂等署名

的高水平科学论文 《一种新型无冲突访问存贮系

统的分析》，发表于 《中国科学》 （１９８２年，第７
期）；慈云桂、杨晓东、王兵山三位合作撰写的另

一篇高水平科学论文 《一个除数为 ２ｍ （２ｎ±１）
的快速除法》，发表于 《中国科学》 （１９８４年，第
７期）。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高技术研发工程，最
终能同时获得一流基础研究创新成果的，殊为罕

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

研发团队高超的技术与科学创新能力。

（三）科学民主与择优决策兼得

现代精密自然科学发展出了包括理论研究、

实验试验与数值计算的完整科学方法体系，但是

一位科技领军人才，不管其能够如何娴熟地驾驭

三种方法，他还必须掌握适合于人类一切文化领

域的一种方法———民主讨论。现代最享有盛名的

科学研究所之一的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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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自然科学界广为流传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

论”。其学术领袖玻尔的具体解释是： “在新的经

验一次又一次地要求重新考虑我们的观点的那种

领域中，坦率地交换意见对于该领域中的进步是

如何地不可缺少。”［１９］科技领军人才慈云桂不仅理

工、人文素养俱佳，而且有丰富的科技管理经验，

在计算机研制的历次攻关中，无不充分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并在此基础上择优决策。笔者接触过

的参与计算机研制的当事人，无不交口称赞慈云

桂这方面的努力和成效。在发扬科学民主时，难

能可贵的是，慈云桂对于科研人员批评自己的意

见，不仅能虚心地听取，而且能大度地采用新的

建议并大胆起用年轻人。

康鹏回忆说： “首台晶体管计算机４４１Ｂ攻关
时，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家去，汇报科研进

展，共同讨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一开始，慈教

授让大家先学习半导体理论。看了几天的书，我

就对他说，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去钻研半导体理论，

我们主要是用晶体管，知道它的特性，会用就行

了。慈教授在科研上作风很民主，听得进不同意

见，我说这话他也不生气。他对我说，‘小康，你

带个人到其他几个所调研一下，看他们是怎么搞

的’。”［２］１５３慈云桂的民主作风和对年轻人的信任鼓

励，极大地激发了年轻康鹏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１９６２年５月的一天，康鹏在反复思考如何降低晶
体管功耗的基础上，灵感突然涌现，独辟蹊径地

发明了 “隔离－阻塞式间歇振荡器”，但是要有效
使用，还需要解决 “触发器”的问题。此时，慈

云桂再次坚定地鼓励和支持康鹏继续研究，对康

鹏说：“如果你把触发器的问题解决了，人家就真

正承认你是电子专家了，你就是这个！”慈云桂边

说边竖起了大拇指［２］１５４。年轻的康鹏在慈云桂的鼓

励下，再接再厉，３个月后，又发明了 “推拉式触

发器”，解决了国内首创的晶体管计算机运算稳定

性难题。１９６３年秋，２６岁的康鹏登上第三届全国
计算机大会学术论坛，宣读论文 《隔离阻塞 －推
拉触发器电路系统》，受到会议代表高度评价。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康鹏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颁发的发明证书和金质奖章。１９６７年，国防科
委主任聂荣臻批准命名发明为 “康鹏电路”［２］１５５。

参与银河－Ｉ巨型机研发的骨干周兴铭院士也
对慈云桂的民主作风与择优决策有切身感受。“在

学术上，慈教授非常注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无

论是搞方案，还是遇到技术难关要想办法解决，

他总是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他

做总结。他的才能就表现在他最后的总结做得非

常准确，做得大家都服气，而且事后证明他的决

策是对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瞎指挥、决

策做错的。比如搞 ‘银河 －Ｉ’时，１９７７年下半
年，我们综合美国的三四台机器形成了一整套方

案，到年底几乎要定下来了。１９７８年初，我们得
到了一张美国新出来的ＣＲＡＹ－Ｉ向量机广告材料，
拿来一看，这个设计思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精

简型的指令系统，工艺组装变成了一个圆筒，跟

传统概念都不一样。当时我们总体组看了以后就

带头讨论，认为这个机器比我们设计的机器先进，

就提出我们这个方案是不是要改？原来的方案已

经搞了几个月了，各种资料都准备好了，还征求

了意见，已经修改好了。 ‘老慈头’就敢于拍板，

决定把原来的方案推翻掉，学 ＣＲＡＹ－Ｉ的思想再
搞方案。从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５月，在不到四个月时
间内，整个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设计，所以到了５月
份在北京召开方案论证会时，我们一介绍，用户

和与会专家一看，全部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

都很惊讶，很佩服，都说好。”［２］２６３－２６４

１９８３年，在慈云桂主持下，中国首台亿次巨
型机研制成功，并顺利通过国家鉴定。“主机平均

无故障时间长达４４１小时，远远超过鉴定大纲的要
求，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银河亿次机的研制成

功，打破了西方大国在超高性能计算机上对我国

的封锁，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巨型机的研制行列。

１９８４年，银河亿次机荣获中央军委科技成果特等
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因而荣立集体一

等功。”［２０］

四、智慧的平台选造

在慈云桂超越专业层次的综合性科学素质中，

有一个较为隐秘而易于忽略的方面是，慈云桂对

科学平台的自觉选择与打造。一般说来，初出茅

庐的年轻科技人才欲得到最佳的训练提升，应去

高水平的科学平台，尤其是拥有一流科学家兼一

流导师的科学平台。

科学史上深孚盛名的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

在第四任主任卢瑟福掌管时，人才辈出，大师频

现。卢瑟福本人是实验与理论兼通的物理学大师，

１９１１年，通过 α粒子轰击原子的实验，推翻旧的
原子结构模型而提出了有核的原子结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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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自德谟克里特原子论假说以来人类物质观

念的重大进展。１９１８年，卢瑟福接任卡文迪许实
验主任后，在实验与人才培养两方面都有举世瞩

目的成就。苏联著名物理学家、１９７８年诺贝尔奖
获得者卡皮查，曾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研究

１４年 （１９２１—１９３５年），从青年时代的研究助理，
升任一个实验部门的负责人与研究教授，他写道：

“卢瑟福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伟

大的教师。我能记起除去卢瑟福之外，没有一个

当代科学家在他的实验室中培养出这样多的卓越

物理学家。”［２１］３０３卢瑟福的研究生和助理查德威克

在卡文迪许实验室于实验技术与原子理论两方面

都受到一流的训练，对卢瑟福在第二次贝克里安

演讲时提到的中子假设有很大的兴趣，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１９３１年，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公布了
一张核反应照片，但将其中的中子径迹解释为质

子。查德威克一见照片意识到约里奥·居里解释

的错误，立即重做实验，于１９３２年２月宣布发现
中子。１９３５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荣获诺贝
尔物理学奖［２１］３０５。

据统计，卢瑟福直接培养或指导过而荣获诺

贝尔奖的杰出人才达１１人之多。其中，在卡文迪
许实验室成长发展起来的获奖者有查德威克

（１９３５年）、阿普顿 （１９４７年）、布莱克特 （１９４８
年）、鲍威尔 （１９５０年）、考克饶夫和瓦尔顿
（１９５１年）、卡皮查 （１９７８年）等７人［２１］３０４。

中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张文裕院士，于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在卡文迪许实验当研究生，曾受到卢
瑟福的教导和熏陶。张文裕回忆说： “卢瑟福问：

‘你带什么问题来的？’…… ‘我有兴趣，但没带

什么问题。’卢瑟福说： ‘那就派你到这一组，慢

慢总会有你的题目。’卢瑟福就是这样，在你未定

研究方向时，先创造条件培养学生的兴趣，慢慢

去找自己的研究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再决定

课题。”［２１］３００

中国也不乏培养出３代以上院士的一流科学平
台。例如，华罗庚开创的数论与多复变函数研究

平台；苏步青开创的微分几何研究平台；钱学森

开创的航天工程技术平台；胡先、吴征镒等开

创的中国植物学研究平台；竺可桢、赵九章等开

创的大气科学研究平台；冯康开创的计算数学研

究平台等。跻身这类科学平台的优秀青年人才，

加上勤奋坚毅的品格，无不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

路上突飞猛进，成果斐然。

慈云桂的研究生学习和早期工作都在清华大

学物理系，这是一个中国物理学的顶尖平台，慈

云桂从中受到优良的训练和实践锻炼，并在研究

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有远大科学抱负

的慈云桂清楚地知道，当时更高水平的物理学平

台在国外，于是欲申请出国深造，并于１９４６年１１
月，申请到了美国马里兰州州立大学奖学金［２］７３。

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有许多从国外名牌大学

学成归来的名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物理系教师
中有叶企孙、周培源、霍秉权、王竹溪、余瑞璜、

孟昭英、钱三强、葛庭燧、彭桓武等人，大多是

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不成

文的规定，“必须获得国外名牌大学博士学位才能

当教授”。以慈云桂当时的资历，在清华大学并不

受重视，其 《自传》无奈地记下了他当时的感受。

“那时我在清华的工作自觉不太重要，无线电和电

子学方面的主课轮不到我教，而那时的研究工作

又没有条件，方向也不明确，也不受重视。”［２］８１按

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慈云桂想要在清华大学物理

系这个精深而狭窄的平台上施展才华非常困难。

然而科学的道路与人生的道路相似，一条路

径难以行通时，必然会有另一条更适合的路径在

等待你，问题在于是否看得清，并勇于踏上新的

征途。慈云桂在科学道路的叉路口，毅然离开了

曾有８年求学、工作经历的清华大学，选择新生而
充满朝气的大连海军学校。促成这一人生转折的

原因，除了选择更适合的科学平台外，还因受到

新中国成立前后热烈革命氛围的鼓舞和百废待兴

需求的感召。正如其 《自传》所述，“我想在这革

命潮流高涨、处处迫切要人的时代，不应该再坐

等而无意义地消耗青春，应该到新的工作中去锻

炼成长”［２］８１。慈云桂于１９５０年１月调到大连海军
学校，４月即任海军指挥系副教授。这次主动睿智
的平台选择，使慈云桂的科学生涯发生两大转变：

一是从侧重基础研究的象牙之塔转向侧重应用研

究的军队院校；二是从几乎没有主动权的助教跃

升为能自主研究的副教授。

在大连海军学校，慈云桂在海军指挥仪研究

工作中富有成绩，相应的研究论文发表于 《物理

学报》。他又独立成功研制充气管电码练习机，研

究报告发表于 《技术参考资料》，成果获海军学校

二等科学技术奖。１９５１年，慈云桂先后被任命为
大连海军学校第一分校通讯系副主任与电讯系副

主任；１９５３年，又任分校通信组组长，负责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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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学科专业建设。但是有远大科学抱负的慈云

桂敏锐地意识到了新的问题，向往一个更高的科

学平台。 “慈云桂有时内心仍然感到痛苦和迷惘。

他总自信地认为自己有创造性，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到海校后的现实与他当初想象的差距较大

……这是一所海军初级指挥院校，科研工作只是

辅助性的，自己的特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很想找到一个愿意终生奋斗的工作岗位’。”［２］８７－８８

机会总会垂青有准备的人。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派员到大连海军学校指名选调

慈云桂，与慈云桂个人意愿不谋而合，调入海军

工程系任雷达教授会主任。１９５７年，慈云桂开始
申报研制电子管专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从此在哈

军工更高的科学平台上大展宏图，领导科研团队

始终活跃在中国计算机研发的前沿阵地，从电子

管专用计算机到晶体管通用计算机，再到巨型计

算机系统，共主持研制 “国内领先水平的计算机

多达四代二十多种”［２２］。

与科研成果同样辉煌的是，慈云桂在各级领

导支持下，创立了一个国内顶级、世界著名的计

算机研究平台，“从一个９人计算机研制小组起步，
主持建立起全军第一个计算专业 （１９５８年）、第一
个计算机系 （１９６６年４月）、第一个计算机系兼研
究所 （１９７１年），现已发展壮大成拥有１，０００人的
计算机学院，成为中国计算机技术科研、教学、

生产、服务的重要基地”［２３］。这个白手起家创立的

计算机研究平台获得了首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

团队奖、国防科技特等奖１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１项、一等奖６项、二等奖１２项；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２项；军队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１０余项、二等奖 １７０余项。在学科建设方面，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

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先后成为国家重点学

科。在国家的７次教学成果评奖中，获得特等奖１
次、一等奖２次、二等奖４次。自１９８０年慈云桂
遴选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学部委员开始，已先后

产生了四代８位两院院士，并先后为国家和军队培
养１３，０００多名计算机专业高级人才。除科研教学成
果、人才培养外，还创造了 “胸怀祖国、团结协

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以及

“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天河

文化［２４］。

五、结语

在中国高科技起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年代，

慈云桂大大缩短了中国计算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不仅为中国跻身超算强国作出了无可替代

的独特贡献，而且创造出管理科学大工程的宝贵

经验。在向全面自主创新的科技强国前进的道路

上，慈云桂仍将是引领广大科技人员，尤其是科

技领军人才奋发有为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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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思政课要达到立德树人之目

的，必须使学员经历一个又一个 “理解—认同—

外化”三阶段和八个步骤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只有紧密结合 “管理学原理”的课

程思政要素，才能保证把思政要素内化为学员的

思想政治素质，进而外化为优秀的品德和修养，

成为高素质的军校学员。

四、结语

军队管理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管

理学是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核心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对于提高军事人才政治素质具有重

要作用。以 “管理学原理”课程为例，基于接受

理论，分析了 “管理学原理”课程思政的影响因

素。在此基础上，基于信息加工理论给出了 “管

理学原理”课程思政教学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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