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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华社记者笔下波澜壮阔的中国载人航天历程，翻开了我的“神舟”记忆。
回想起我们在2005年那个风雪变化的早晨发射神舟六号的情景，一幕幕清晰如昨。
　　中国航天事业已走过50余年的辉煌之路。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为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航天人在飞向太空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
天精神，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起步于20世纪gO年代的载人航天，是中国航天事业之峰上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神舟五号实现了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天的历史性突破，神舟六号圆满完成多人多天飞行，神舟七号将实
施出舱活动，这一系列的突破与跨越，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航天大国向着航天强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探索宇宙是人类的本能，就连牙牙学语的孩子，也会对着夜空中的星星、月亮发出疑问。
我想，一次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所提升的，不仅是我国空间技术的高度，更是中国人科学精神和想
象力的高度，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的高度。
　　生活在一个航天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分享每一次发射带来的激情、光荣与梦想，是当代人的幸运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载人航天>>

内容概要

载人航天，似乎总有一种神秘色彩。
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辉煌背后凝聚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艰辛和奉献。
五十余年来，多少航天工作者不计个人得失，淡泊名利，苦中作乐，无怨无悔，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奉
献了青春和年华，奉献了热血和智慧，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铺就了通往太空的成功之路。
　　本书的作者，是一直跟踪采访和报道我国航天事业的记者，以大量珍贵的照片和翔实生动的文字
，清晰地勾勒了我国航天事业中创建航天事业、突破“两弹一星”、攻克“三抓任务”、挺进国际市
场、拓展空间应用、进军载人航天等种种历程。
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我们似乎身临其境感受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不断攀升新的高度。
　　作者还深入探解了许许多多可敬可佩的时代英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以及大量鲜为人
知的背后故事，娓娓道来，清新，鲜活。
　　透过记者的视角，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感动中国的载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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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长期跟踪采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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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仰望星空　　天问　　假如我们能够站在宇宙的边缘，把头伸出边缘的话，将会看到什
么？
假如宇宙没有边缘，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出现的？
　　今天，已有30个国家的400多名航天员和近6000个人造航天器进入太空，然而，关于宇宙的无数奥
秘，我们仍然只能依靠猜测与幻想。
　　无法考证，人类第一次充满好奇地仰望星空，是在距今多少年的远古，或是在地球的哪一端。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星空的追问，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
　　当人类的双脚还只能停留在大地上的时候，想象，已经达到了一个不知道有多高、多远的地方。
　　在东方的传说中，隔着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在七月初七那天鹊桥相会，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灵药
飞天后永驻蟾宫；而在古希腊的神诸里，混沌之神卡俄斯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太阳神阿波罗则驾
着太阳车巡游九天，为人间送来光明和温暖⋯⋯　　口耳相传的神话，正是人类对宇宙最初的想象与
渴望。
　　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天文学，则是人类对宇宙的审思。
　　亚洲大陆，黄河流域。
早在公元前24世纪的原始社会阶段，中国就出现了专门从事“观象授时”的天文官。
　　《尚书？
胤征》的一段文字，描述的是见到日食的人们惊慌失措鸣鼓奔走的情景。
经考证，这次日食发生在夏代仲康时期，约公元前2137年10月。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对各种形态的彗星进行了系统观测不仅画出了尾彗，还注意到了今天用
大望远镜也难见到的彗核。
世界公认，公元前240年中国的彗星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文字记录。
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30次，中国都有记录。
　　《后汉书．天文志》记录了公元前185年一颗垂死星体的壮观爆炸。
2000多年后，这被证实为人类天文学历史上记录最早的超新星现象。
　　让人惊讶的记录，还涉及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和流星雨等各种罕见天象。
中国古代大量天象记录，年代连续，详细完备，准确性高，成为望远镜发明之前无与伦比的人类宇宙
记忆。
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古观象台，都见证了古代观测天象的辉煌成就。
　　欧洲文艺复兴前，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代表了人类观察宇宙的最高水平，其中的一些成果直至今
天仍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有两种伟大事物，我们越是经常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
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哲学家康德的名言，道出了人类对无垠太空与生俱来的情愫。
　　当中国人在地球的东方孜孜不倦观测、记录天体运行时，欧洲的天空却被遮蔽了千年之久。
公元2世纪至16世纪的中世纪欧洲，很多科学家甚至因为追问天空而被宗教势力迫害至死。
　　1608年，为了观察透镜的质量，荷兰眼镜商利伯希偶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秘密——远处的景物变
得又大又清楚。
望远镜就这样被第二年，伽利略制成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并用它首次观测月亮，发现了月亮的环形山
和木星的四颗卫星。
　　同一时代，中国明朝官员万户，成了人类飞天的首位实践者。
　　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1945年在他所著的《火箭与喷射》一书中记述说：“万户，他在一把椅子的
背后，装上47枚当时可能买到的最大火箭。
把自己捆在椅子上，两手各持一大风筝。
然后让他的仆人同时点燃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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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山，以纪念“第一个试图利用
火箭飞天的人”。
　　从17世纪开始，古老的梦想与自然科学的发轫相遇，诞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科学性的幻想小说
。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1634年出版的《梦游》中第一次对月球旅行展开幻想，法国作家贝尔日拉克在
《月球之旅》中用近似科学的态度讨论了太空旅行中的各种飞行方法，法国作家凡尔纳更是在其名作
《从地球到月球》中大胆地把巨型炮弹作为未来的航空器，并运用大量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
，对炮弹和发射装置进行了严格的计算。
　　欧洲一位学者曾说：“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藏匿于黑夜之中，一帝说，让牛顿出世吧！
于是世界一片光明。
”　　从哥白尼建立日心说、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牛顿创立微积分解析天体的运动开始，欧洲的夜空
被重新擦亮，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18、19世纪，源自牛顿的经典天体力学达到了鼎盛时期。
当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完成了诸如测定地日之间距离为1．4959亿公里等一系列问题，法国人
还在1783年乘热气球和氢气球飞离了地球表面。
有人甚至认为，20世纪给科学家们剩下需要解决的事已经不多了。
　　庆幸的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
发明了蒸汽机和内燃机、知道了分子和原子的人类，对宇宙中的一切更加好奇了。
　　1903年12月17日，美国人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
从这一天起，人类飞离地球的时代来临了。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戈达德注意到了经常在爱情誓言中出现的月亮，他认为登月火箭是可以制造出
来的，并于1921年制造出了第一台液体火箭发动机。
幻想成为“月球人”的戈达德成为了当地人的笑柄。
　　嘲笑并没能持续太久——1926年，他的火箭发射成功。
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戈达德的行列，争相设计制造登天火箭。
　　与此同时，1917年11月，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提供银河系实际大小和太阳系所处位置信息的望远镜
诞生了——“胡克望远镜”，重90吨，和太阳系所处位置信息的望远镜诞生了——“胡克望远镜”，
重90吨，可以很便地操作，以很高的精度跟踪恒星。
它在此后的30年内一直是望远镜之王。
　　与让身体或是目光飞离地球相比，人类的思想永远都是更容易走得最远和最快的。
1905年，瑞士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12年后，广义相对论问世。
不得不说，这是人类关于宇宙的无数想象中最伟大的之一。
　　在相对论的时代里，1929年，哈勃发现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宇宙正在不断膨胀。
宇宙没有中心，任何一点的观测者都会看到完全一样的膨胀，任何一个星系都会看到宇宙以它为中心
向四面散开。
　　今天，哈勃膨胀、微波背景辐射、轻元素的合成以及宇宙年龄的测量被认为是现代宇宙学的四大
基石。
　　今天，天文学及其相关技术已经能让我们看到百亿光年外的类星体，对太阳系的所有行星进行近
距离拍照。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仅是太阳系9大行星之一，太阳仅是银河系1000亿～4000多亿颗恒星中
一颗中等的恒星，银河系则又是宇宙1000多亿个星系中的一个。
当我们为满天繁星而惊叹的时候，科学家们近年还发现，宇宙的73％是暗物质，这些数不清的星星只
占宇宙的4％。
　　20世纪的100年里，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成果超出了过去数千年的总和还多。
然而，宇宙的过去历史和将来命运这个最基本的命题，今天和几千年前的认识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依然只能靠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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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之谜被一点点解开，而每一个答案的出现，又带来更大、更惊心动魄的谜团。
随着人类的出现而诞生的宇宙之问，也将随着人类的繁衍而生生不息⋯⋯　　2飞出地球村　　著名
物理学家斯蒂芬？
霍金预言：“我们若在未来100年没有自我毁灭，我预测，我们将在邻近太阳系的行星繁殖，接着前往
毗邻的恒星系开拓。
”　　霍金之所以有信心做出这番预言，是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航天时代来临了。
　　1942年，由冯？
布劳恩领导的小组将A-4火箭射向天空，火箭飞行速度高达每秒两公里。
急于在战场上挽回败局的德国军方看中了火箭的军事价值，将A-4改名为V-2，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前共生产了6000多枚。
　　与此同时，戈达德也受雇于美国海军，将火箭用于军事。
　　德国法西斯投降前，布劳恩带着l20多名专家，连同100枚V一2和上千吨的研究资料来到美国。
1946年，美国用V-2火箭拍摄了第一张紫外光谱照片。
1948年，美国首次用火箭测量到了太阳x射线。
　　雄心勃勃的美国人一心想在这一尖端领域成为世界第一，没想到出尽风头的却是前苏联人。
　　1957年10月，苏联用一枚由战略导弹发展而来的火箭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号送上了天
。
这颗直径为58厘米的小卫星在太空运行92天。
尽管是超级大国竞赛的结果，这颗卫星却历史性地宣告，人类进入了一个空间探索的新时代。
　　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一条固定的轨道运行了3个月，在重返地球途中，因与大气层发生强烈摩擦而
被烧毁。
　　第一颗卫星上天不到一个月，前苏联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就载着小狗莱伊卡”进入太空，仅仅两年
之后，前苏联的月球2号成为到达月球的第一个人造物体，月球3号则成功拍摄到了第一批月球背面照
片。
　　不可否认的是，纯洁的飞天梦因为承载了超级大国的政治野心而变得沉重，但这种军事竞争也让
人类积蓄了数千年的能量得以瞬间爆发。
　　从1957年至今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型号的6000多枚火箭争先恐后地
射向太空。
　　最初的火箭几乎采用同一种模式，那就是用导弹改装，美国还直接用“民兵”、“大力神”等洲
际导弹当作火箭的芯级。
目前世界各国正在服役的火箭大多都是专门研制的，但从技术角度来看，仍然与洲际导弹存在近亲关
系。
　　世界上最大的火箭是40层楼那么高的美国土星-V运载火箭。
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139吨，这意味着能把100辆家用小轿车的重量送到国际空间站目前运行的高
度。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仅能够在规模庞大的航天发射场里发射火箭，还能在海上和空中发射火箭
。
　　今天，火箭已经成为一种商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商业发射场逐渐繁荣起来，西欧10国联合组成的欧洲航天局，成功研制出商
业市场最成功的火箭“阿丽亚娜”，如今它占据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截至2008年4月共飞行105次，因其价格实惠、可靠性较高，在商业市场上也有一
定的地位。
　　英国科幻小说家阿瑟？
克拉克1945年曾设想，在地球赤道上空放置3颗地球同步定点卫星，就可进行全球通信——到那时，地
球就变成了一个村。
　　就连想象力最强的科幻作家也没有想到，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1960年8月12日，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回声1号，这一年距第一颗卫星上天不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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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世界已发射卫星35颗。
此后，人类每年发射的卫星都在100颗以上。
　　原本冷清的太空突然热闹起来，对地观测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气象卫星等密密麻麻地飞
来飞去。
　　特别是赤道上空距地面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如今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毫不夸张地说，新发射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必须要排队等位置，即使等到位置也要特别小心，才能避
免与邻居们相撞。
　　此时此刻，数千颗卫星中的大多数已经停止了工作，还在运行工作的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繁多
，外形千姿百态，广泛应用于经济、军事、社会、科研各领域，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深刻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飞出地球的本领，在茫茫太空中延伸着人类天文观测的目光。
　　1960年和1962年，美国先后发射太阳辐射监测卫星系列和轨道太阳观测台系列，对太阳短波辐射
进行有计划的长期探测。
仅为了解太阳，世界各国就发射了上百个控测器。
　　被称为20世纪人类伟大科学工程之一的，是哈勃望远铳的升空。
1990年4月24日，发现号航习飞机将重述11吨的哈勃望远镜放置在距离地球600公里的轨道上，十多年
过去，哈勃望远镜有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发现。
　　它拍摄了数万个地球上看不见或看不清的星系，发现了距地球1亿光年之远的100多个造父变星，
看到了120亿至140亿光年远的星系。
　　对于太阳系，它也有地球上不曾有过的发现：1996年拍到“木卫一”上的火山爆发，1999年4月拍
摄的火星北极，能够清楚看到北极冰帽大小。
　　人类不仅把望远镜送上太空，还将可见光之外波段的观测器送上太空。
1995年欧洲航天局发射了“红外太空天文台”卫星，2003年美国也发射了太空红外望远镜。
如今，太空天文观测扩展到包括红外、紫外、X射线和Y射线在内的电磁波各个波段，形成了全波段空
间天文学。
　　受“眼见为实”传统思维的影响和对寻找地外生命的痴迷，人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尝试让各种
探测器越飞越远。
　　苏联在1961年之后的近20年里，向金星发射过16个探测器，向火星也发射了7个。
美国1972年向木星发射的先驱者10号11年后飞出太阳系，成为第一个飞出太阳系的人造探测器，由于
它的信号已经过于微弱，美国在1997年与它中断了联系。
　　欧洲、日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中国于2007年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后，也将火星探测列入了航天计划。
　　目前为止，人造探测器已经成功探测太阳系的8大行星，成功着陆金星、火星和土星的卫星。
遗憾的是，并没有任何一个探测器发现过生命的迹象。
　　美国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和2号探测器，已经飞到离太阳150亿公里以上的地方，这是迄今为止
离地球最远的在用航天器。
　　有意思的是，这对兄弟各自携带一张镀金声像盘和一枚唱针，唱片的一面录制了90分钟的“地球
之音”，包括35种自然声响、55种语言的问候语和27首古今名曲。
55种问候语中有厦门话、广东话、客家话3种中国方言，名曲中有我国古乐《流水》。
唱片的另一面，则录制了115张反映地球文明的照片。
　　根据数据分析，这两个探测器正在脱离太阳系，真正进入银河系的空间。
唱片据说可在宇宙中保存10亿年以上。
　　人类不愿相信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总是希望在茫茫宇宙中寻找一两个朋友。
那两张有10亿年寿命的唱片，希望总有一天会皱地外生命发现。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现代航天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俄国的康斯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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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尔科夫斯基1911年写下了这句话。
　　但，当人们真的走出摇篮时，才发现看上去美丽的星空其实充满艰险。
高纯净的真空，高达数百摄氏度的温差，以及迥异于地球的微重力环境，让人类最起码的生存也变得
十分艰难。
　　直到2001年俄罗斯媒体才披露，早在第一位宇航员上天之前，有3名试飞员在1957、1958、1959年
先后牺牲。
　　地球人首次太空之旅的前一年里，前苏联的6次飞船试验中，3次完全失败：一艘飞船发射时爆炸
；一艘飞船因为定位系统故障未能返回地球；还有一艘在返回地球时与大气层剧烈摩擦而失火。
　　当邦达连科被前苏联确定为登天第一人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1961年3月23日，飞船舱内燃起大
火，训练中的邦达连科被烧伤致死。
　　19天后，代号为“朝霞1号”的加加林登上宇宙飞船。
当他关闭舱门时，密封显示为不正常，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几分钟内重新拧紧舱盖上的32个螺栓。
　　与之前牺牲的同事相比，加加林无疑是最幸运的。
火箭成功发射，飞船绕地球成功飞行108分钟。
尽管返回前飞船翻滚达10分钟之久，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加加林还是如约返回了地球。
　　近年披露的秘密档案还显示，当航天专家设计让返回舱降落在公海时，赫鲁晓夫坚持飞船必须在
前苏联国土上降落。
专家们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让加加林在返回舱着陆前跳伞降落，而此前用动物做跳伞试验时，曾
有过失败。
　　无论如何，人类第一次太空之旅就在这样一种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完成
了。
前苏联人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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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众多表现中国载人航天题材的作品中，《载人航天》以记者的感性观察和理性思考带领读者走
近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视角独特，文字优美，解读权威，值得一读。
　　——国防科技大学校长，原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
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育林　　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之
一，在于激发了更多普通民众对航天的兴趣。
《载人航天》既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与现实的凝练记录，又是一部集中了人文性与科普性的优秀作品
。
我相信，读完此书，在关注“神舟”的人群里，又多了许多双热切的眼睛。
　　——神舟一号至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神舟六号、七号火箭系统顾问组组长，著名火箭专家黄春
平　　内容权威、准确，并且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对同一信息进行全方位延伸，是《载人航天》的特色
。
你能从中找到关于中国载人航天的丰富信息，并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
　　——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　　翻开书页，我回想起了执行首次载
人航天飞行任务时的一幕幕。
在出征仪式上，当我走出问天阁、回头挥手的时候，眼睛里是含着泪水的。
我真切地感到，国家给了我力量，让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载人航天》所传达的，正是这种力量。
我想，这也是神舟七号、以及未来更多的航天员们飞向太空最强大的助推力。
　　——“航天英雄”杨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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