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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编者按! ! 何祚庥先生是《物理》杂志第一任主编。 今年适逢何先生 4% 华诞，本刊特邀约中科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欧阳钟灿和本刊副主编刘寄星撰文祝贺。 感谢何先生为《物理》所做

的贡献，祝何先生健康长寿。

!

5! 6710/：89: 0)*- 12- 23

何祚庥院士和理论物理研究所

欧阳钟灿5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4%）

! ! 今年是八十高龄的何祚庥院士从事理论物理工

作五十周年，也是理论物理研究所即将成立三十周

年。 在这两个有纪念意义的历史节点，本文介绍何

祚庥院士做出的重要贡献。

’! 何祚庥院士在理论物理研究上的贡献

何祚庥院士是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4% 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 原籍安徽望江，祖籍江苏扬州，’;$& 年生于上

海，’;<&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物理系。 现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

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导师。

何祚庥院士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先后从事

过核理论、粒子理论、原子弹理论、氢弹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又致力于粒子和宇宙论相关问题的研究。

何祚庥院士早年较重要的科学工作有：和邓稼

先合作的 ! 衰变的 ! 次禁戒跃迁的理论；和朱洪

元、冼鼎昌、陈中谟等人合作进行的有关 >?@ 弱相

互作用理论的物理效应的研究；和朱洪元等人合作

进行的关于 " A 轻子的辐射俘获、" A 粒子在极化核

中俘获选择法则的研究；和朱洪元、冼鼎昌等人合作

进行的由双重色散关系推导低能 # A # 散射振幅的

积分方程的研究等。 后者指出 B(C, 和 D13EC/F)17
推导的相应方程有严重的发散困难，在 ’;#% 年的国

际高能会议上受到重视。

’;#’—’;#= 年期间何祚庥院士参加国防任务

方面的研究。 在原子弹理论方面，研究过原子弹的

“点火”问题，高温、高压、高密度下的状态方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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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高温、高密度下辐射平均自由程问题；在氢弹理

论方面，研究过氢弹的材料以及相应的爆炸机理、平

衡和不平衡状态下氢弹所应满足的流体力学方程等

重要问题。 何祚庥院士是我国氢弹理论研究的早期

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院士从 ./01 年到 ./00 年间参加了层子

模型的工作。 层子模型的工作是国际上从强子由更

深一层次的粒子所组成的观点出发进行的最早的系

统研究之一，./00 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报告时得

到与会各国物理学家的好评。 何祚庥在层子模型的

物理图象和物理效应方面提出了很多想法，在这项

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23 年至 ./2/ 年间，何祚庥和黄涛、张肇西等

人共同在束缚态场论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较严

密地建立了一种能包含或仅包含复合粒子在内的量

子场论的新体系，并着重研究了这个理论与粒子理

论中已有成功的理论的相容性问题。 利用这一理论

导出了单重色散关系，4565，789 等轻子和重子的

场流关系等。 特别是建立了复合场论的微扰论并且

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重整化、红外发散和规范不变性

等理论问题，并把它用于奇异原子、原子核、复合粒

子等问题上。 由于这一系列研究是从束缚态场论的

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和具体应用三方面进行的比较

全面的讨论，因而对强子结构和物理理论中其他束

缚态问题的研究有较重要意义。

./:; 年以来，何祚庥院士又和庆承瑞教授合作

从事粒子和宇宙相关问题的研究。 较重要的工作

有：提出一种双电荷交换反应的新的机制，并指出它

和双 ! < 衰变的关系；指出在通过测量氚的 ! < 谱来

确定中微子质量时，分子原子效应不可忽略，不能用

来获得可靠的电中微子质量，因此，为了测量中微子

质量，必须采用氚原子束作为放射源。 何祚庥和庆

承瑞还较早关注了有质量的中微子在宇宙论中的作

用，指出一个平坦的宇宙所能容纳的全部中微子质

量的总和不超过 =;>7 的结论，从而从宇宙学的观

点，对当时“ 测到”的电中微子质量约为 =3>7 的实

验，也提出质疑。 这在当时曾受到广泛重视。

何祚庥还和庆承瑞、高崇寿教授合作，提出云南

站事例只能用一个新的重粒子来解释，这一重粒子

可能是暗物质的候选者。 为了找寻这个暗物质的候

选者，他们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三室合作积极

倡导和推动了 ?= @ 5 实验组的工作，成为利用大探

测器并同时从事宇宙线研究的第一个以我国为主的

国际合作实验项目。

在 ./0:—./2; 年间，何祚庥院士和方守贤、陈

森玉等人积极倡导高能、强流质子加速器生产核燃

料的研究，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强力干扰而终止。

但何祚庥等人在三十多年前的有意义的探索，仍一

直影响到近来又受到重视的用强流加速器对核废料

嬗变所做的研究，对钚铀循环、钍铀循环等次临界体

系产生核燃料、产生电能、热能的探索。

何祚庥院士曾多次介入我国高能物理、宇宙线

物理如高能加速器研制、相应探测器研制、宇宙线探

测器，包括如何用在日内瓦的 ?= 型粒子探测器于宇

宙线的探测等方案的讨论和研究，对我国如何发展

高能物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何祚庥院士从事物

理工作的特点是：除在理论物理学的一些领域有较

高的造诣外，他思想活跃，工作领域宽，善于组织讨

论，善于推动不同领域的工作者进行合作研究。 他

尤其善于从国家建设和当代科学的发展与需要，提

出并推动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是我国理论物

理学方面一位有重要贡献的学术带头人。 他还撰写

了一系列和理论物理研究相结合的自然辩证法、科

学方法论 的 文 章，以 及《 量 子 复 合 场 论 的 哲 学 思

考》，《 三大论战———近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哲学问

题》，《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元气、场及治学之

道》等专著。

近十余年来，何祚庥院士致力于将理论物理研

究中常用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移置到当

代科学技术问题和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去。

早在 ./10 年，何祚庥院士曾和著名学者罗劲柏教授

合作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

析（ A），（ AA），（ AAA）》三篇长文，在 ./12—./1: 年间，

发表在《力学学报》上。 这三篇论文对马克思 < 列宁

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数学模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探讨了扩大再生产以及高速增长的经济条件；论证

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将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有更快的速

度，指出军国主义政策将有利于调节资本主义国家

中的扩大再生产，指出在实现高速增长时要注意第

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的有机结合，还指出在能实

现对外贸易时，不一定要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生产。

这是国内运用数学方法于经济学研究的较早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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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至今仍有实际意义。

’45’—’45$ 年间，罗劲柏再度与何祚庥合作撰

写了有关“第三次产业”的一系列文章，指出产业沿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顺序的发展，是产业发

展的客观规律。 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第三

次产业比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有更高的增加速

度，其中第三次产业中教育和科学部门的增长尤为

迅速，因而建议将科学和教育从第三次产业中划分

出来成为第四次产业。 这一组文章还注意到随着第

三次产业的增长，工人阶级的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

化，即所谓“ 白领”工人在数量上超出了“ 蓝领”工

人。 国际工人运动不能不考虑到所出现的这一新情

况，它也将逐渐地影响于我国的经济生活。

近 ’6 年来，何院士研究科技创新问题，提出发

展高清晰度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浮列

车、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开发西南地区水电、调雅

鲁藏布江水于大西北、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以促进

我国的经济建设的主张。 近来又关注中国的能源短

缺，石油安全等重大经济技术问题，呼吁大力发展太

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呼吁科学地推进节能、减排和

环境保护，大力推进电动自行车、电动小轿车的研究

等问题。 何祚庥院士还积极参加“ 支援其他学科领

域完成重大任务”的活动。 除仍然参与有关理论物

理、高能物理的活动外，他“ 破门而出”旁及天体物

理、核物理、核能、国防科学等重大科研项目决策的

研讨。 他善于把理论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各有关领

域，不断地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

主张。 近年来他更关注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他所涉

及的研究领域遍及哲学和社会科学，并不断就科技

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当代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领域各热点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写出

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文章。

长期以来，何祚庥院士热心科学普及工作，在许

多报刊上，我们常常能看到他所撰写的弘扬科学精

神的科普文章。 ’447 年 ’$ 月 6 日，报上刊登了《 中

共中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科 学 普 及 工 作 的 几 点 意

见》，提出揭露伪科学和反科学。 何祚庥积极响应号

召，于 ’444 年 7 月，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

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公开批评法

轮功。 这成为中国政府决策打击法轮功，打击各种

形式的邪教组织的序幕。

由于何院士所撰写的这一系列文章，是从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角度，讨论当代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术著

作，有材料、有数据、有观点、有证明，因而激起了强

烈的反响，被称为“ 两栖学者”。 彭桓武院士曾称赞

这一系列工作是当代理论物理研究的新发展，是理

论物理研究向新领域进军的有意义的探索。 彭桓武

先生在 4$ 岁高龄之际曾主持过一个为推动理论物

理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特别资助的第二届

“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 首次讲座邀请了何祚庥做

“理论物理和能源政策研究”的报告，当场发表了如

上的评述。

$! 何祚庥院士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

明年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三

十周年。 何祚庥院士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重要业绩

之一，是他协同彭桓武院士一同筹建了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 有关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发展方针

和各项政策措施，都是彭桓武院士和何祚庥院士共

同制定的。 为总结前辈们经验，继往开来，下面将彭

桓武院士、何祚庥院士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早期建设

中的各项业绩作一介绍。

’4&5 年 7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国务院

提出“关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请示报告”。《 请

示报告》说：“物理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之

一，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各个分支的共同理论基础。

理论物理研究的重大突破，影响着许多理论科学和

工程技术的发展。 加强理论物理研究是实现科学技

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备性的措施。”

“过去，我国在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成绩，如层子模型理论和原

子弹、氢弹的理论，培养了一批有才能的年轻理论物

理工作者。”

“在我院物理研究所十三室，目前已组成了一

个十余人的理论组，是一个有不同专业人员参加的

富有生气的研究集体。 为了大力发展和推动我国理

论物理研究，我们建议在原物理研究所十三室理论

组的基础上，适当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一个新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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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的任务是：（.）发展理论物理研

究；（/）把理论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各有关领域；

（0）大力培养青年研究人员，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支

援其他学科领域完成重大任务。”

“研究所所长拟调高能物理研究所付所长彭桓

武同志担任（仍兼高能所研究员）；业务付所长由高

能所研究员何祚庥同志担任（ 仍兼高能所研究员）。

其他干部和工作人员由科学院调配。”

同年 1 月，当时在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同志，余秋里、王震、万里、方毅等人曾圈阅

“同意”。 在 .234 年 5 月 / 日中国科学院下发《关于

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筹备小组的通知》，5 月 2 日又

下发《关于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通知》，于是中国

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

为什么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建立，要由当时任中

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圈阅

“同意”？

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百

废待兴。 但为什么这一待兴的“ 百废”之中，首先

“兴”的是理论物理研究？在 .234 年讨论中国科学

院是否要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院务会议上，曾在

16 年代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任中国科学院顾问

的张稼夫同志，一听到本次院务会议要讨论是否建

立理论物理研究所，专程赶来参加会议，表示支持这

一拨乱反正的重要措施。 当然，将这一报告“请邓小

平副主席⋯⋯& 批示”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正是邓副

主席在 .234 年 0 月 .4 日的《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式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 现代科学技术不只

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

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

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

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

科学技术。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

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

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

景。 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

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

的进步。”

可以说，理论物理研究的建立，就是为了适应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所

以，在《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通知》中，对理论物

理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就不仅规定为“发展理论物理

研究”，而且还要“ 大力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把理论

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各有关领域”，要“开拓新的研

究方向”，“ 对其他学科领域的重大任务，给以支援

和配合。”

在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早期建设中，彭桓武院士、

何祚庥院士等人曾集中精力办了以下四件大事：

（.）在物理学界的广泛支持下，本着“ 少而精”

的原则，邀集了理论物理界的各路精英汇集在理论

物理研究所。

为此，彭桓武院士和何祚庥院士做了大量细致

的组织工作。 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建立的初期，人员

并不多，只有研究人员 /3 人。 到了 /667 年，也仅有

05 位研究人员，研究工作却广泛涉及到理论物理研

究所的各个领域：物质微观结构理论研究；场论与宇

观结构理论研究；凝聚态理论研究；非线性科学与理

论生物物理、生物信息学研究；量子物理、量子信息

和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理论研究。 理论物理研究所

里聚集的这些科研人员，大都是这些领域中的优秀

人员。

这样作的结果是，理论物理所在国际重要刊物

上人均发表论文数位居全国前列，人均发表 89: 论

文数及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论文数达到较高水平。

从 .246 年到 .222 年，一个科研人员约为 06 多人的

理论物理研究所先后共有 3 位研究员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连同 .211 年即被聘为学部委员的彭桓武

所长，一共是 4 位院士。 在此期间，理论物理研究所

先后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有 1 项二等奖：

（!）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实用符号动

力学及其在耗散系统混沌研究中的应用；（#）生物

膜液晶模型研究；（$）关于非平衡量子统计的闭路

格林函数研究；（%）电荷 ; 宇称对称性破坏和夸克

轻子味物理理论研究。

（/）大量招收研究生。

从 .234—.240 年，先后共招收了 16 位硕士生

和 0 位博士生，其中仅 .234 年即招收了 // 位硕士

生。 需要说明的是：直至 .234 年 ./ 月 .4 日，我国

才正 式 启 动 改 革 开 放 的 步 伐。 而 在 此 以 前，在

.233—.234 年间，在国家的正式教育体制中，只是

在 .233 年 .. 月底才恢复高等学校的高考，当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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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建立正规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培育制度，更没有

应届毕业生可以应试。 但是，理论物理所当时的领

导却注意到社会上尚有大量自学成才的青年以及

“文化大革命”中未完成学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从

事生产劳动的同时，刻苦钻研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因

而向中国科学院写报告，并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建议

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在社会上广泛招收研究生。 这一

建议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副院长的鼎力支

持，于是在 ’4&5 年先后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研

究所招收了大批硕士生入学，为理论物理学培养了

后备人才。

（"）组织理论物理研究人员出国进行学术访

问，大量派遣研究人员出国学习。

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时间是在 ’4&5 年

# 月 4 日。 但是，早在 ’4&5 年 "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就由前辈学者周培源院士、

钱三强院士出面召集了一个中国如何发展理论物理

工作的座谈会，正式酝酿中国科学院是否要建立理

论物理研究所。 其实，早在 ’4&& 年，在物理学会召

开的庐山会议上，就酝酿过类似的意见。 更早的倡

议甚而要追溯到 ’4#$ 年制定的“’4#"—’4&$ 年全

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当时，主持理论物理规划的

前辈物理学家王竹溪就已写下：“⋯⋯’4#& 年之后，

考虑在北京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以集中人力

发展理论物理研究工作”、“ 这个所的任务，除了负

责执行理论物理的研究计划之外，还作为全国各地

理论物理工作者来讲学，进行聚会和学术交流的中

心”。

由于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是“ 顺乎民意、深

得民心”的重要举措；在成立之初，立即得到海内外

学者的大力支持。 ’45% 年 " 月 ’% 日，在著名理论物

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的精心安排之下，中国科学院派

遣了何祚庥、戴元本、郝柏林等五位科研人员赴美国

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所学习、考察美国如何推动、组织

理论物理研究工作，又顺道访问了法国巴黎、德国波

恩、汉堡等地的研究单位，并和美、法、德等国学者进

行学术交流，长达两个半月。 小组成员有时集中，有

时分散，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 先后共访问了 $6
个大学和研究所，做了 6" 次学术报告，约和 $%% 余

位具有不同学术地位的美国和欧洲同行们，进行了

较深入地交流，会见了一些物理系和研究所的负责

人，就今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

见。 由于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第一

次有组织的出国访问，因而受到国外同行们的热烈

欢迎，美国和欧洲的朋友们纷纷反映这是一次比较

成功的“民间”学术访问。

何祚庥院士等人在出国访问期间，还做了一件

极为重要而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倡议并决策大量派

遣理论物理研究所里正在学习的研究生出国学习，

大量派遣理论物理所里各研究人员出国任访问学者

并由接受方付予相应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这是这一

访问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这一倡议和决策也影响

到中国科学院所属其他各科学部门、各科学领域。

’45% 年的中国没有可能拿出大量外汇支付出国留

学费用。 何祚庥等人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发达国

家各种研究机构、各高等学校有支付留学生和访问

学者生活费用的传统后，当即做出上述决策，条件是

必须写好推荐信，负责任地介绍被推荐人的学术水

准以及其他相关情况。

（7）创办 专 门 学 术 刊 物 英 文 版《 理 论 物 理 通

讯》。

发展科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推动学术交流。

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出版有能和国际

学术界进行交流的学术刊物。 早在 ’45’ 年，在彭桓

武院士和何祚庥院士的倡议下，理论物理研究所即

筹组出版英文版《 理论物理通讯》。 从 ’45’ 年到

’45& 年，由彭桓武院士任主编，何祚庥院士任副主

编；’455 年 ’ 月改由何祚庥院士任主编，并一直延

续到现在。

早期出版的《理论物理通讯》，其印刷质量和英

文水准都差强人意。《 理论物理通讯》里的公式、符

号都是由相关研究人员用“手”填写，再复制成印刷

本。 但是，这一因陋就简的英文版的《 理论物理通

讯》很快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早在 ’457 年，《理论

物理通讯》连同其他 6 种学术刊物，就成为 89: 所最

早收录的 # 份由中国出版的国际学术刊物。 现在

《理论物理通讯》已发展为年出版 ’$ 期，页码达 ’4$
页之多，在理论物理学界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学术刊

物。

何祚庥院士任《 理论物理通讯》副主编和主编

的重要业绩之一，是坚决主张《理论物理通讯》所接

受的任何稿件一律不收版面费，而且还付予微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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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坚持认为这是创办一个有高学术水准的国际

学术性刊物的必要条件。 其理由是：既然国家给予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一笔研究经费，那么这

一经费的使用，就不仅仅用来支持理论物理研究所

内有关人员，而且应该适当回报到理论物理学界，其

相关费用也理应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给予

支持。 何院士这一有关学术刊物的原则性主张得到

理论物理研究所历届所长和副所长的完全支持。

还需要提到的是：理论物理研究所建所初期条

件十分简陋，当时的办公地点是今天的中关村一小

对面的一幢二层简易小楼，其前身则是小松林里的

几栋木板房。 夏天因为楼板薄，太阳一晒，室内温度

比室外还高。 冬天没有暖气，靠生蜂窝煤取暖。 这

个时候副所长何祚庥总要反复叮嘱同志们注意安

全，防止火灾，防止煤气中毒。 研究所的工作条件虽

然十分简陋，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却并不在意，纷纷

到所访问和交流，称赞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重要

研究机构。

何祚庥院士今年已是八十岁高龄。 多年来，他

一直坚持到研究所工作。 他每天上、下午骑着一辆

电动自行车，往返于黄庄小区与科学院基础园区之

间。 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先后提出要专门派小轿车接

送他上下班，均被拒绝。 理由是：中关村地区是最适

合使用电动自行车上下班的地区，而且也能借此适

当锻炼体力，锻炼大脑反应能力。

时光如梭！今年是何祚庥院士从事理论物理工

作五十周年，也是何祚庥院士的八十岁寿辰，我们祝

愿他健康长寿，继续为我国的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再

工作 ./ 年！

一位为理想而奋斗的理论物理学家
———祝贺何祚庥先生八十寿辰

刘寄星0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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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 - 今年是何祚庥先生的 2/ 华诞之年。 真难相信，

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像小伙子一样来回驰骋于中

关村住家与理论物理所的他，竟然已经 2/ 岁了。

何先生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外界对他的评价

褒贬分明，褒之者誉他为“科学斗士”，“反伪先锋”，

贬之者则对他极为恼火，冠以种种令人难以启齿的

“雅”号。 我识何先生于四十多年之前，1829 年之后

又长期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交往也算密切，我视何先

生是我的老师和朋友。 面对人们对他“泾渭分明”的

评价，我把与他长期接触的一些感受，在此写出，以

为祝寿。

坚持原则，不怕批评

189: 年底，我刚考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作研究生，就随同原子能所的几百名新分来的大学

生和部分老同志远赴河南信阳专区参加“ 四清运

动”和劳动锻炼，何祚庥同志正好和我编在一个中

队，是我们中队的副中队长，从此得以结识。 其实，

早在大学的时候，我和老何就见过 一 面。 大 概 是

189. 年或 189; 年秋天，老何到北京大学作报告，题

目叫“物理学与数学的关系”1）-。 他的报告很吸引

人，能坐二、三百人的二教二零三阶梯教室，座无虚

席。 不过那次我只是一个听众，只能远远地听他引

经据典、侃侃而谈，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对他挺佩服。

记得刚到信阳，就有半个月的集训，天天开会，

学习文件，学习毛泽东选集，人人谈体会。 那时候林

彪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重版“ 毛主席语

录”写了个“再版前言”，提出了一大堆口号，诸如学

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 带着问题学”、“ 急用

先学”、“立竿见影”等等。 在讨论发言时，我们这些

青年学生对林的“新鲜”提法都很拥护。 不料老何对

这些讲法唱反调，底下给我们泼冷水，说“ 学习毛泽

东著作，主要是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那里能‘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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