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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与环境》（刘东生等著）

学已很难得，但到 1945 年 5 年级时学校停办，我只

好回家务农。后来我们县创办中学，刘老师赶快千

方百计通知我，他还找到我大哥说：你可别把这孩

子耽误了，这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就这样，我再次

踏入校门。

但王永志并非从小立志于航天，出身农村的他

对农作物特别感兴趣，总是梦想改良物种，当一名

生物学家。但现实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抗

美援朝时期，王永志经常听到空袭警报，因为美国

的飞机时常侵入我国领空。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了飞机就有保障，如

果连国防都不行，那改良物种还有何用？”在当时

王永志的心目中，飞机是最尖端的武器，他埋头苦

读，1952 年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 年，

23 岁的王永志顺利通过留学生选拨考试，从北京坐

了 7 天 8 夜的火车前往莫斯科，就读于世界著名的

出 生 地：辽宁昌图

学习经历：清华大学航空系

获奖年度：2003 年度

王永志

 王永志 1932 年 11 月 17 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

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

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首任院

长；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航空航天

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暨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

地导弹系列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等职，被称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总体

设计与研制工作，参加和主持了 6 个导弹型号、2

个运载火箭型号和“神舟”系列飞船的设计研制工

作，于 2003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0 年 5

月 4 日，国际永久编号第 46669 号小行星被命名为

“王永志星”。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2003

年 10 月 16 日 6 时 23 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

“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遨游太空的杨利伟自

主走出舱门……这一瞬间，祖国各地沸腾了！

此时，一位年逾七旬的老者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位谦逊低调的老人对中国载人航天的贡献可

以用“不可磨灭”来形容，他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的技术“领头人”——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

立志造飞机

“如果没有小学老师刘汉甲，我会是一名文化

程度不高的农民。刘老师在我人生十字路口上起了

决定性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

 出生在辽宁农村的王永志，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发自肺腑：当时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我能上小

王永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技术“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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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专业。

两年后的 1957 年，组织上突然通知他，要改学

火箭专业。王永志二话不说坚决服从了国家战略的

需要。

1961 年 3 月，作为全班唯一的优秀毕业生，导

师破例挽留他，想让他继续读研究生。此前，导弹

是保密专业，苏联从不招收外国研究生，然而王永

志却婉言谢绝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毅然回国，

并立刻加入到我国自行设计火箭的科研队伍中。

初露锋芒

1964 年 6 月底，王永志第一次走进了大漠戈壁

的导弹发射场。

六月的戈壁滩，骄阳似火，热浪翻滚，导弹发

射进入倒计时后，焦急的科研人员等到的却是一份

告急报告。

在烈日暴晒下，推进剂的温度急剧升高，发射

基地报告显示，温度升高之后射程不够。当时计算

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

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

不进去了。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

了出来。

“我提出建议，把多余的酒精泄出来一些，减

少自重，就可以打出去了。”“经过计算，要是从

火箭体内卸出 600 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

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

“我到发射场的时候是中尉，在试验队里是最

低军衔。当时我的建议谁都不同意，说这不是瞎扯

嘛，本来射程不够能量不足，还要卸燃料。他们都

不同意。”

初生牛犊不怕虎，眼看导弹无法发射，王永志

情急之下，想起了坐镇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

于是壮着胆子敲开了他的房门。

“我就鼓起勇气去找他，从物理原理到具体怎

么分析计算，计算结果多少，都仔细地说了一遍。

钱学森想了想说，你这个年轻人的意见还可以，就

按这个办！”

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

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

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

青年王永志（右一）在改进中近程导弹设计图样 王永志留学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冬宫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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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

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

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

打 3 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

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

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

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几十

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时，

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我推荐王永

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

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

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执掌帅印

1992 年，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中国的载人

航天事业也真正看到了希望。经过“863-2 计划”

专家委员会长达 5 年的反复论证，1992 年 9 月 21 日，

以“921”为代号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诞生了！ 11 月，

王永志被中央专委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此时，王永志整整 60 岁。

“当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时候，领导问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苏搞载人航天的时候死过

人吗？我回答说：死过，各死了几个。载人航天可

不像打卫星，这个压力很大！你把航天员摔了，谁

赔？所以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在开展载人航天工作

的这些年时间里，我可以说提心吊胆！”

1992 年 论 证 时， 预 计 要 经 过 10 年 左 右， 到

2002 年我国的飞船可以上天，到那时距前苏联第一

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已经 41 年。

“如何面对 40 多年的差距？如果我们再去搞

一艘和别人 40 多年前同样水平的飞船，它能极大

增强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吗？我们还能有激情

吗？因此，我们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跨越！”谈

到跨越式发展的大思路，王永志雄心满怀。

当然航天人也深知：跨越并非易事。因为载人

航天是当今世界技术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巨型航天

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高新技

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要让它和后面的工程

一步一步衔接起来。也就是说，我迈出左脚，不仅

仅是为了向前跨进半米，同时也为迈出右脚找到支

点。”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处处体现出总体和大

局的意识。

轨道舱的多适应性为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

试验创造了条件。美苏两国的交会对接试验是先发

射一艘飞船到轨道上，紧接着再发射另一艘，与前

面一艘对接。而我国是把轨道舱留在轨道上，做对

接试验时只要发射一艘飞船去与留轨运行的轨道舱

对接就可以了。

“要说跨越创新，这个多功能的轨道舱应是主

要标志之一。”谈起这一点，王永志颇感自豪，“同

时，在跨越大动物实验阶段、航天员的安全性设计

等多个方面均体现了创新的思路。”

王永志留学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冬宫前留影
王永志在神舟三号转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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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做了大量开创性工

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

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

用。”王永志的同行这样评价他。

圆梦飞天

“我们做火箭的，最后一定要把人送上天。”

这个梦想一直萦绕在王永志心头。

花开花落十一载，呕心沥血闯难关。2003 年 10

月 16 日 6 时 23 分，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

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

们挥手致意……

“一看他健康地出来了，我心里这一块石头就

落地了。我们已经奋斗了 11 年，这 11 年完全是埋头

苦干，不登报、不上电视，谁都不知道中国怎么干，

自己人都不知道！这些年的奋斗我们终于成功了。”

王永志百感交集。

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一朝实现，杨利伟乘坐

的“神舟”号飞船功不可没，而将飞船送入太空的

火箭更是劳苦功高，如果火箭没有足够的运载能力，

则无力将飞船送入太空。而王永志在运载火箭研制

中所做出的业绩同样令人瞩目：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作为重要的技术骨干，

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战略火箭

的研制工作，在中近程、中

程和洲际火箭的研制工作中

为增大射程，提高实用性能，

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他是

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

技术带头人，为我国实现火

箭技术更新换代做出重要贡

献。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

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 E 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

研制时间仅为 18 个月，首次发射便取得成功，使中

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

2005 年 10 月 17 日，搭乘航天员费俊龙、聂海

胜的“神舟六号”返回地球，标志着中国的载人航

天进入了真正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试验新阶段。已

经 74 岁的王永志考虑到自己年逾古稀，再次提出，

让年轻人来执掌载人航天工程的帅旗。

2006 年 5 月 2 日，党中央批准王永志由总设计

师转为高级顾问，但王永志的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

快速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

2008 年 9 月 27 日，“神舟七号”实现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太空漫步。

2011 年 11 月 3 日，“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

一号”成功进行首次空间交会对接。

2013 年 6 月 20 日，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首次

太空授课在“天宫一号”举行，随后，中国首次成

功实施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

2016 年 11 月 18 日，“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取得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成

果。

王永志与杨利伟在上海进行载人航天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