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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浪漫也要坚守
受生计和战乱所迫，叶叔华从小随家人

辗转于广州、香港、韶关、连县等多地才念完
了小学和中学。初到香港，她每晚给三个弟弟
开“书场”，讲自己编的故事。她的口才或许就
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日后在各个工作岗位
上，叶叔华讲话都不用讲稿，富有逻辑、说服
力和感染力。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热爱文学的她，并
未憧憬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

年抗战胜利，中山大学来招生，她的初衷是报
考文学专业。可父亲不同意，怕念文学将来连
饭都吃不上，想让她读医。晕血的叶叔华坚决
不肯，三改志愿方达成折中方案：数学系。当
时的中山大学没有单独的数学系，只有数学
天文系。就这样，叶叔华以理学院全区第一名
的高分，被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录取。

天文常常给人美好、浪漫的图像，大一时
邹仪新教授讲的天文课又特别有意思，被深
深吸引的叶叔华，在大二分成数学系和天文
系时便选了天文。

另一个爱上天文的理由，则是她的终身
伴侣———程极泰。酷爱天文的程极泰，本在武
汉大学学矿冶，课余常发表关于天文的论文，
李国平教授建议他转去中山大学读书，因为
当时全中国唯有中山大学有天文系。就这样，
程极泰转到了叶叔华所在的班级。两人在校
园里相识相知相爱，一起钻研天文与数学，一
起完成了关于宇宙膨胀的毕业论文。叶叔华
也因此更觉天文的浪漫，“宇宙让我总能保持
好奇和浪漫的心境”。

然而，现实从来不是以浪漫为基调的。
%"&"年 '月，学成毕业的两人，回到香港德贞
女中教数学并成了家。但是，对报效祖国的渴
望，却无法停止。%"$(年暑假，他们去南京想
在紫金山天文台谋职，但当时只能接纳程极
泰 %人，倔强的叶叔华给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五大理由说无论如何都
不该不录用她。%"$%年，他们又回到上海。程
极泰由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弟弟介绍，去复旦
数学系工作。叶叔华则用了整整三个月才敲
开徐家汇观象台（上海天文台前身）的大门。
“进台后才知道，天文工作和以为的浪漫完全
不一样。”

永远走在时间的前列
叶叔华的第一份工作，是测算标准世界

时，测绘、国防、科研等很多领域都在这方面
有需求。所谓世界时，是以地球自转运动为基
准，通过天文观测，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
处理后得到的标准时间系统。天文观测是相

当辛苦的：冬天冻到手指发麻，不能戴手套；
夏天再多蚊子叮咬，也得先忍住，因为一双手
全用来操作望远镜。只要有晴夜，便要观测，
节假日也不例外。

没想到，这般竭尽全力的工作，结果还
不受人待见。叶叔华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测量
专家韩天芑当年的严厉批评：“不用你们的
结果还好，用了，反而把我们的测绘工作搞
糟了。”事实上，由法国人建造的徐家汇观象
台，到了新中国初期，虽是全国唯一的从事
时间工作的天文台，但无论仪器和科研，都
早已不能与当年参加世界经纬度联测时相
提并论了，精确度在每年的全球授时公报中
常排名垫底。

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有精密的地
图，世界时是测量经度必需的参数，时间工作
的落后势必影响到测绘工作。%"$)年，国务院
要求建立我国自己的世界时综合系统，叶叔
华勇挑重担。当时国际领先的时间工作机构
有两个：总部设在法国的国际时间局所订的
世界时系统，由 *"个天文台组成；前苏联的
标准时刻系统，也有 %+个天文台加盟。相较
之下，我们总共只有徐家汇观象台和紫金山
天文台两个台站。叶叔华带领的课题组，花了
一年多的时间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适用的
数学模型。此后几年间，武汉、北京、西安、昆
明的天文机构陆续增加了天文测时工作。经
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年，我国世界时测时
精度跃居世界第二。从此，每一项研究，叶叔
华都下决心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走在世界
科学前沿。

赶上了国际空间技术潮流
上世纪 +(年代初，刚走出牛棚的她，悄

悄跑去了图书馆，在积满灰尘的书堆里翻阅
国外天文学杂志，急于知道外国同行这几年
到底在做什么。射电望远镜和甚长基线干涉
测量（,-./）技术等，就此进入她的视野。这些
空间新技术，让测量精度一下子提高了一个
数量级以上。于是，“文革”后期，中科院来各
个单位问发展事宜，她就大胆提出了 ,-./。
还跑去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跟人磨破了嘴皮
子，说中国一定要做甚长基线和激光测月。
“我这个人其实是胆子极小的，见了老鼠

就怕，但是在科学问题上，却是什么也不怕
的。”第一步，建设射电望远镜。先建 '米射电
望远镜，%"+"年建成。再造 0$米射电望远镜，
%")+年建成，次年即开始参与美国和欧洲等
一系列国际联测。接着，在叶先生的带领下，
上海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室规划了中国 ,-!

./网的概貌：新建乌鲁木齐 0$米射电望远
镜，改建昆明 %(米射电望远镜，改进上海 0$

米射电望远镜及数据处理中心。正是她的努
力，让上海天文台和中国天文界，迅速赶上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天文从经典观测转向
空间观测的潮流。后来广为人知的，,-./在
我国探月工程中成功为嫦娥一号、二号、三号
测定轨道，保驾护航，更是佳话了。
今天已成上海新地标的“天马”'$米射电

望远镜，也是叶先生一手促成的。%""*年初，
她便提出建设“'$米全波段射电望远镜”，认
为中国 ,-./ 网只有 0$ 米级中型射电望远
镜是不够的。后来，昆明和北京分别新建了
&(米和 $(米射电望远镜。0((+年底，在嫦
娥一号的上海汇报会上，叶先生又一次提
出：“在 ,-./测轨分系统中，我们上海的望
远镜是最小的也是最老的，但又是这个项目
的头，该怎么办呢？”中科院与上海市政府决
定合作建设上海 '$米射电望远镜。这台综
合性能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大口径射电望
远镜，0(%0 年建成，不仅圆满完成嫦娥三号
测轨任务，而且成为国际 ,-./ 网的“主将”
之一。“天马”建设的每个阶段，叶先生都会
去工地看看；建成投用后，叶先生多次为前来
参观的公众担任讲解员。她的下一个想法是：
能不能在月球上建造天文台，何时能在南极
建成天文台？

天文学家的地球情结
很多人说，叶叔华不仅仅是一位天文学

家，而且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有远大目标的帅
才。上世纪 )(年代末，她提出了酝酿已久的
“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计划。作
为天文学家，叶叔华的地球情结由来已久。早
在“文革”期间，就曾和同事们一道赴云南地
震灾区实地调查。她促成中科院多个天文台
参与美国宇航局固体地球方面的合作，从
%")0年延续至今。她迫切地希望联合多方资
源，运用最先进的空间观测技术研究现代地
壳运动，以精确、系统、全面地测出地球的微
小动态变化，为我国提高自然灾害的预测预
报水平另辟蹊径。这个主意得到了中科院、国
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的支持，
大家一致推荐叶叔华来主持研究。

此时，叶先生又开始酝酿更大的计划：亚
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计划（1234）。那是 "(

年代初，尚未有国际性研究计划涵盖整个亚
太地区。叶叔华去找日本同行、澳大利亚同
行，谈亚太合作。%""#年，联合国亚太经社组
织的空间技术应用于持续发展的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举行，又是她，在之前的科学会议上争
取把 1234列入了决议。%""$年，四年一度的
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联合会大会在美国召
开，她决定去那里寻获推动这一国际项目实

施的最后东风。临出发前，老伴程极泰不慎跌
断了股骨，需要开刀。儿子不在身边，她理应
留下来照顾丈夫。但箭在弦上的大计划不允
许她等，于是狠狠心，请求医生尽早做了手
术，然后将老伴委托给交大和天文台的同事。
在美国，叶叔华舌战群儒，如愿获得了各国专
家对 1234计划的支持。次年，1234计划在
上海启动，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央局总部
设在上海天文台，首届主席由叶叔华担任。要
知道，在现代科学研究的国际大型合作项目
中，中国大多是参与者，而不是发起者和组织
者。这一次，叶叔华办到了！

唯有物质追求不怕落后
叶先生说“现在最遗憾的是我对社会生

产无所贡献”，科研上样样争先的她，唯独在
物质上是甘于落后的。“我们受过的苦太多，
对物质的追求太少。”抗战时期的艰难时世是
难以想象的：桃李树下竹子搭的教室，十几
个人排排睡的大棚宿舍，一小碗豆子下一碗
饭，流亡学生却甘之如饴。如今生活之简朴，
也超乎想象：她出国总是坐经济舱，挑便宜
的旅馆住，“国家还不富裕，不需要为我安排
得这么好。”

叶叔华如今还有两种活动是能去则去
的：一是关系到未来天文进展的重要会议，二
是科普，尤其是青少年科普活动。%""+年，她
同青少年同赴漠河观测日全食，发着高烧仍
坚持出席最后一晚的联欢会。同行的一个孩
子长大后告诉她，就是受了当年的启蒙而投
身天文。最近一次出席公众活动，是在“天马”
望远镜脚下举办的市民科普活动，她说着心
爱的射电望远镜，听得人津津有味。现在，她
最关心的科普之事是建设中的上海天文馆。
“天文对人的世界观是直接有影响的，跟这么
大的宇宙相比，我们连微尘都不如，种种不如
意皆不足道也。”

从天空到地壳!永远追赶最前沿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叶叔华的坚守和超越

! ! ! !叶叔华 !"#$年 %月出

生!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

究员!&"'( 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 "时称学部委员#!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天文

学会外籍会员$曾任上海天文

台台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

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上海

市科协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和中

科院重大成果奖%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及部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奖项%首届&中国十大女杰'%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 "(周年最

高荣誉奖等荣誉称号$

! ! ! !在中国!大家习惯叫她"叶先
生#$在国际科学界!人们尊称她
为 %!"#"$% &%&$ 在浩渺的宇
宙!小行星 '()*号被命名为%叶
叔华星&'

+, 岁的叶叔华面对媒体坦
率地说(%在科学研究这座高山险
峰上!爬坡我是已然爬不动了!但
是还能眺望哪座山峰会有好的风
景' 不要指望我们还能做什么伟
大的事情! 该是你们年轻人来支
撑大局的时候了) & 事实上!%叶
叔华&这三个字!便意味着对世界
科学研究最高峰的不懈攀登'

!"#$%&'

! ! ! !一直很喜欢听叶先生讲话! 语速不疾不

徐!没有大道理也没有流行语!但不消几句就

能打动你! 无论讲的是深奥的科学还是寻常

的人生!都让你一句都不肯错过$ 这回!叶先

生的开场白和结束语!都提到&很高兴在座有

这么多女同胞'$ 有人问及所谓女性事业的

&玻璃天花板'要如何冲破$ 她说!障碍只在自

己!女性负担更重!但是付以加倍努力!并非

不可克服$ 我想!认识了叶先生!谁还会因为

女性的瓶颈而气馁呢( 成为叶先生这样的人!

是无论男女都心向往之的$ 置身于宇宙的尺

度中!站在祖国的立场上!望着世界的前沿!

哪里还有什么个人的&玻璃天花板'$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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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叔华院士还是一位热心于科普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社会活动家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