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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1982年，戴传曾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随着形势的发展，核工业走上了“保军转

民”的轨道。但是，长期从事军工科研的原子

能所，怎样才能适应这一战略转变呢？戴传曾

经过深思熟虑，在全所大会上指出：核科学技

术，尤其是核能核技术在国民经济上的应用，

国外已有很多经验。我们也应该到国民经济

建设主战场去，为发展经济做出贡献。年过花

甲的戴传曾，在核工业的第二次创业中开始了

新的开拓。

单晶硅在半导体工业上有着广泛应用。一

次出国考察，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戴传曾看到那

儿利用反应堆对单晶硅进行中子嬗变掺杂。回

国后，他进行了认真的可行性分析，做出了开展

这项工作的决策。他亲自物色工作人员，组织

制订研究方案。先是对反应堆进行改造，扩大

活性区，增加孔道数，又用铍块代替周围石墨

块，改善中子照射量，再攻关，解决了控制辐照

量和辐照温度，掌握退火条件等技术问题。几

个月之后，我国第一批利用中子嬗变掺磷单晶

硅生产了出来，并很快应用到可控硅和大功率

整流管的生产。这项技术，目前已是原子能院

的转民支柱项目之一。

1979年，戴传曾去加拿大，看到多伦多大学

开发了一种用途很广的反应堆。回国后，他找

了核工业部的张忱部长和计划司的领导，建议

开展这项工作。有一段时间，戴传曾全身心扑

在了微堆开发工作上。他组织各方面力量，分

头开展物理方案论证，物理计算、热工水力、基

建设计、堆控制方案等方面工作。经过几年的

努力探索，1984年，微堆反应堆研制成功并通过

了国家鉴定。这一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如今微堆已在国内推广应用了 3
台，并使我国成为重要的出口核设施的国家。

七

1972年 2月的一天，戴传曾应邀参加周恩

来总理主持的发展核电问题座谈会。席间，周

总理问：“英国今天的核能情况如何？”“约占全

国能源的8％。”戴传曾回答。周总理听了，强调

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英国发展得

快一些。二机部要抓核能，不要成为爆炸部。”

周总理还就我国发展核电提出了“安全、适用、

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戴传曾铭记着周总理的嘱托。他是以一个

核科学家的战略思维来理解周总理的指示。“要

发展核能”，这是“纲”。为了抓这个纲，他在多

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倡导发展核电。由于

“左”的思想的干扰，国外发展核电曾被认为是

放烟幕弹，并对我国核电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

影响。戴传曾记得，早在 60年代，周总理、李富

春副总理就批准调用 50公斤铀——235开展快

中子堆的零功率装置的研究工作。那时，戴传

曾就组织一些科技人员开展了快堆中子物理、

热工水力等方面的基础研究。1981年，在向全

国政协委员的汇报中，他分析了我国的核科技

力量，提出了尽早发展核电的意见；在《光明日

报》上，他从对我国能源结构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需求的分析出发，发表了“发展核电是我国当务

之急”的文章。

发展核电，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戴传曾深

谙未雨绸缪的道理。在中国的核电事业还处于

“襁褓”之中时，他就开创了我国核电安全分析

工作领域。

1979年，戴传曾去美国考察的第三天，刚好

碰到美国三哩岛核电厂发生了事故。这件事

情，轰动了世界，也使一般人对核电的安全产主

了怀疑。戴传曾敏锐地意识到，对核电安全研

究要有足够的重视。他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

核电安全分析的研究上。他先写信给瑞典朋

友，征求对开展核电安全研究的意见。这位朋

友十分热情，给戴传曾寄来了厚厚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拟定的安全法规草本。他立即组织人员

翻译并设想以此为基础，建立我国发展核电的

法规。1981年，戴传曾到美国核管会考察，拿回

了RALAP-5程序，为我国开展核电安全分析

研究打下了基础。随后，他又收集到了国外的

有关核安全分析的程序，弄来了相应的图书资

料；他与有关方面联系，送业务骨干到国外培

训。同时，在国内，他指导开展了超临界热导、

临界负荷测量和再淹没实验等硬件工作。

戴传曾指导的 3位博士生，所选题目都是

核电安全分析的前沿课题。戴传曾也像年轻人

一样刻苦钻研，又注意培养学生把学问拿到实

际工作中去做的作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他

指导学生们对秦山核电厂的安全开展了事故分

析工作，研究了核电厂在事故工况下的性能，还

提出了对事故的预防和处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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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戴传曾率团到法国进行科学

考察。“带着问题去，载着收获归”，他没有忘掉

自己的这一宗旨。在法国，参观了压水堆电站，

又参观快堆电站。没有随队翻译，领队、专家、

翻译便三位一体于戴传曾。

由于过度劳累和气候不适，戴传曾突然患

病，回国住进了医院。

1990年11月11日，原子能院堆工所陈叔平

所长又到医院来看望戴传曾。尽管病魔无情地

吞噬着他剩余不多的精力，但他仍强打精神，告

诉陈所长要大胆启用年青人，做好“科研”与“工

程”的结合工作，把快堆搞成功；他还让女儿从

抽屉里拿出核电安全分析的有关材料，请陈所

长转交给有关科研人员。当得知快堆研究中心

即将举行奠基典礼，虽然病痛难忍，戴传曾的脸

上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0年11月18日，戴传曾因病逝世。戴传

曾逝世后，王淦昌教授以一副挽联道出了对他

的敬仰与哀悼：

风雨同舟共建核能三十裁，感君子德高才

广为我楷模，堪敬仰；

重任在膺突罹恶疾仅匝月，慨扁仓竭智尽

术难挽鹤翔。斯人已去，事业永存!
（连载三·全文完）

□ 张海山

1935年8月21日，红军继续沿西兰公路向泾川挺

进，当离开花所到达王村向家沟时，国民党军三十五

师骑兵团和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分别由庆阳西峰镇、

宁县早胜镇赶到泾川县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情况

十分危急。红军决定暂时离开公路，翻过王母宫西的

中原，南渡汭河，佯攻灵台，给国民党军造成“夺路入

陕”的错觉，实则西去崇信，继续扭住西兰公路，进一

步牵制国民党军，探听中央红军的消息，积极策应主

力红军北上。红军从向家沟上坡，进入中原四坡村、

羊圈洼、掌曲一带，正当部队下塬抢渡汭河时，国民党

军一〇四旅二〇八团 1000多人在一排骑兵的配合下

爬上塬面，向后围部队二二三团突然袭来，红军背水

作战，如不打垮国民党军的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已

经下坡渡河的政委吴焕先带着军部直属交通队和学

生连150多人，从两条羊肠小道返回塬面，切断国民党

军退路，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经过激烈战斗，全歼国

民党军二〇八团（击毙团长马开基）。红二十五军政

委吴焕先在此战中牺牲。

23日，红军进入灵台休整。27日攻打崇信县城，

未果。28日，由兰州乘汽车驰援的国民党第六师十七

旅到达泾川县城，陕甘边之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一一三

师由凤翔、清水向北推进到陇县、马鹿镇一带，国民党

第三军十二师也由武山、甘谷等地向华亭方向尾追而

来，对红二十五军形成合围之势。在国民党军日益逼

近，西调阻击红军之国民党军已钳制过来，则目的已

达到，而又得不到中央红军确切消息的情况下，红二

十五军决定立即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当天，对纠缠

之国民党军只留少部兵力还击掩护，大部队折向西顺

原来到崇信县黄花乡和锦屏镇交界处宿营。29日，由

赵老沟涉水过汭河，从铜城上黄寨塬，绕老爷山经平

凉大寨塬，从四十里铺越过西兰公路，再渡泾河，上北

塬，日行 160多里。30日晨宿营于什字镇（今香莲乡）

上、下麻庄。31日，经草峰塬出平凉县境，过镇原、庆

阳、合水，向陕北方向前进。9月 15日，到达陕北延川

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

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均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融为一体。红军每过一个村庄，每到一个宿营地，首

先贴出安民告示，书写大幅标语，画漫画，宣传抗日救

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党的政策，鼓舞人民起来革

命。红军住下来后，对当地土豪、恶霸进行斗争乃至

镇压，为民除害。红军无论走到那里，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凡是用了群众的东西，吃了群众的米面，烧了群

众的柴草，均要照价付款，如果群众不在家，他们就把

钱放在家里。连敌人的侦探都承认红军“在百姓家饮

食住行公买公卖”“对贫农给予衣食，所购置之零星东

西皆出钱买来”。红军以实际行动感动了人民群众，

躲避的群众纷纷回到家中，帮红军担水带路，介绍情

况。白庙蔡良玉的母亲，怕红军拿她的东西，便携带

衣物藏在地窖里，不慎窖内失火，红军及时抢救了蔡

的母亲和衣物，全家无限感激。白家洼王治邦把自家

院子里树上的梨摘下来送给红军，红军坚决不吃，临

行前还把一床大花被送给他，他一直盖到新中国建立

之后。三关口战斗中负伤的一红军指导员在庙湾宿

营中，抢救无效而牺牲，白家洼马志昌将自己的寿材

献出，安葬了烈士。

红二十五军胜利长征，将堵截中央红军和对西

北红军实施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调至平凉一

带，沉重打击了不可一世的“马家军”，有效地策应了

中央红军北上，为中央红军长征和西北红军第二次

反围剿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加强了陕甘革

命根据地的力量，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

来做好准备。 （连载二·全文完）

清代的嘉峪关税关清代的嘉峪关税关

清代，嘉峪关是连接内地与新疆的重要枢

纽，承担着控制西域各国与清王朝朝贡贸易的职

能。清初，在甘肃嘉峪关设常关。乾隆四十年

（1775 年），清朝在嘉峪关设置巡检，专察往来人

数，例不征税。嘉峪关巡检的设置，使嘉峪关成

为新疆与内地贸易交流的主要关卡。祁韵士出

关，曾记“又丁坝西行，四十里至嘉峪关，关距肃

州七十里。民人出关者，须自州给票，始得放

行。此外，亦须检验公文，乃定例也。”清中期以

后，随着清廷对蒙古准噶尔部诸汗叛乱和回部大

小和卓叛乱的平息，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有所恢

复。清代中原至新疆的一条重要商路是从西安

出发，经兰州、嘉峪关、玉门至哈密，多用四马大

车运货，每车载重 1000 余公斤，沿途多关卡，行

程需 5 个月左右。吐鲁番的棉花、葡萄，准噶尔

的羊、马、骆驼、羚羊角和南疆的玉石等都是经此

路运往内地。内地大批物资如茶叶、丝绸、棉布、

瓷器、药材等也经嘉峪关运往新疆和中亚等地。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开始海禁。康

熙二十八年（1689 年），颁布海关征收细则，把进

出口货物分为食物、衣物、用物和杂物 4类，从价

课税。进口货物税率为 4%，出口货物税率为

1.6%。随着内地与新疆联系日益频繁，违禁物品

玉石、大黄、铁器的走私贸易亦兴盛起来，尤其是

玉石走私，屡禁不止。嘉庆四年（1799 年），清朝

放松玉石之禁，准叶尔羌、和阗等地玉石、玉器入

嘉峪关，但必须验明后照票按例收税。其余所带

别货，免其科税。征收的玉税，按季全部解交肃

州，解司报户部。“如有铺户人等串通在关书役，

包揽承纳税课，从中留难，及滥税别货者，许商人

喊禀究治。”

为了防止偷漏税款，管关巡检需要填报由肃

州钤用的三连收税印票，“每遇玉商投税，前幅填

给商人收执，中幅申送藩司，尾幅肃州存查，以杜

隐漏。”对于偷漏税款者，处罚严厉，玉石漏税正

税在五钱以上，加罚一倍。一两以上，加罚两

倍。二两以上，加罚三倍。三两以上，加罚四

倍。四两以上，加罚五倍。五两以上，将货物一

半入官，一半补税。若银数在五钱以下者，只令

完纳正税，免其加罚。此后，茶叶、棉花也成为嘉

峪关征税的商品。嘉庆八年（1811 年），那彦成

等奏请自嘉峪关至阿克苏及喀什噶尔、叶尔羌等

三城共四处抽取茶税，严禁商人贩私茶。嘉庆十

九年（1814 年），关外吐鲁番种棉花日广并大量

贩运进关，清朝即令于“商贩经处所，如嘉峪关等

处，酌量收税”。咸丰时该项税收成为定例。鸦

片战争后，此前由官方垄断的内地茶叶、丝绸、布

匹及其他日用品，如纸、火柴、砂糖、瓷器、铜铁

器都被商贩经过嘉峪关贩入新疆，数量庞大，尤

其是新疆建省后，“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

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清乾隆年间，经嘉峪关到

喀什噶尔“每年茶叶私贩出卡者，竟有十余万及

二三十万斤之多”。乾隆七年（1724 年）至十六

年（1751 年），准噶尔吹纳木克、图尔都、哈柳、额

尔肯等商人，进入嘉峪关在肃州进行贸易，一次

率商队达数十人，牛羊、骆驼成千上万，成交白银

多者一次达 88800 两。以茶叶为主的对外贸易

日益兴盛。经嘉峪关出口的中国茶叶占国外茶

叶市场的三分之一。道光八年（1828 年），清朝

又在嘉峪关设立了茶务稽查局、稽查官，收缴茶

税。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
年），清朝通过嘉峪关输出了价值 903 万两白银

的茶叶和杂货，而从国外进口的货物价值仅 11.8
万余两白银，实现贸易顺差 891.2 万两白银。嘉

峪关征收商税的种类和数量在不断增加。嘉峪

关常关对过往行人例不征税，但实际上，虽屡经

禁革，直至清末，从清朝官员、外国旅行家对嘉峪

关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嘉峪关对过往商旅、行人

征税并没有停止。清乾隆年间，嘉峪关在验票放

行时，向行人勒索银钱征收人头税。嘉峪关“城

内驻扎游击巡检，有税厂，空车过取四百文，骡、

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余车，开箱细查，无

私货乃免”。清宣统三年（1911 年），刘雨沛在

《西戍途中日记》中记载：“关于肃州道监督，只

派家丁为委员司之。每人出入关收税一百二十

文，牲畜每头四百文……”。一位名叫马汉达的

外国人曾留下了他对嘉峪关税卡印象的记述：

“……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往西去，每日必须为登

记注册或领取通行证交纳一钱银子。”当时的移

民现象应该说较为普遍，因为在当天（11 月 30
日）马汉达就碰到了一个 400 人的湖南移民团，

因为对征税银两的不满，为此移民团还痛打了征

税者后，扬长而去。此事发生后，“肃州税务司就

把税额降到 40 文铜钱。”据马汉达介绍，当时守

卫城门的工作由游击负责，游击手下有 8名军官

和 51名士兵，纸面上的编制是 120人的营。由此

可见，移民团敢于暴打征税者，与嘉峪关驻军的

薄弱不无关系。 （连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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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洪林周洪林

“缅怀英烈志，共铸中华魂”。在我

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到来之际，翻开笔者

的集邮藏册，一枚枚珍贵的革命烈士纪

念邮票，铭记着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

解放，保家卫国而壮烈捐躯的爱国壮举，

方寸之间书写了先烈们浴血奋战、可歌

可泣的英雄诗篇。

1949 年 9 月 30 日，在开国大典前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了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决议。为表达全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

缅怀和尊敬，原邮电部于纪念碑揭幕之日

——1958 年 5月 1日，发行了《人民英雄纪

念碑》纪念邮票一套 1枚，主图为屹立在天

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整个建筑，画面为红

色。同年 5 月 30 日，原邮电部又发行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小全张一枚(图一)。邮

票画面上除纪念碑邮票外，还印有毛泽东

题词手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

书写的碑文。

1977 年 1 月 31 日，原邮电部发行的

《纪念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纪

念邮票一套 3 枚(图二)。邮票图案取材于

刘胡兰纪念馆。第一枚为“刘胡兰烈士

像”；第二枚为毛泽东题字的手迹“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第三枚为工、农、兵、学、商

和刘胡兰塑像。刘胡兰，1932年出生于山

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她 10 岁参加抗日

儿童团，1947 年 1 月 12 日，国民党军队袭

击云周西村时，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

人，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1989 年 10 月 29 日，中国邮政发行的

《李大钊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

套 2 枚 (图三)。邮票图名分别为：第一枚

“李大钊像”。背景是一幅历史照片，展示

的是：在确定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与孙中山一

起步出会场的情景。第二枚“大义凛

然”。邮票画面是李大钊被捕后临刑前的

一幅照片。人物的背景是竖立在北京万

安公墓李大钊墓前巨大石碑上的碑文。

1999年 8月 21日,中国邮政发行的《方

志敏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2
枚(图四)。邮票图名分别为“方志敏像”和

“坚贞不屈”。方志敏是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家，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他曾

领导戈横起义，是赣东北红军和苏区创建

人之一。1934 年他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

上抗日，在江西遭遇国民党反动派阻击，

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于次年在江西南

昌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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