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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
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9月，他怀着 科学救国和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以优异成绩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 系。
他在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 运。
1934．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
1935年9 月，他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此前 曾到杭州笕桥飞机场
和南京、南昌飞机修理厂实习一年。
1936年9 月，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 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
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先后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天资聪慧、受过严格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勤奋好学、勇于开拓的钱 学森在美国显示出令人瞩目的才华
。
他在冯·卡门工程科学思想的 影响下，自己总结二战中雷达、原子弹等提高综合国力的经验，从中看
到了技术科学是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关键。
在美国长达20年 的时间里，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设计两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始 终如一地以推动
航空和航天新技术的发展为目标，努力探索科学与技 术最前沿的问题。
早在1937年从事博士论文研究的同时，他就参加 了由同学弗朗克·马林纳组织并得到冯·卡门支持的
火箭技术研究 小组，他对火箭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如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 想效率、燃烧
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的影响、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计算等，进行了成功的研究，解
决了火箭设计中的许多理 论问题。
该小组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中坚力量，即当今世界 遐迩闻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参加了由冯·卡门为团长的 美国科学咨询团，并于1945年5月赴
欧洲考察，特别了解德国在航空 和火箭方面的新进展。
他作为咨询团的核心成员，在哥廷根大学见到 了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并与冯·卡门一起代表战胜
国方审问代表 战败国方的普朗特及冯·布劳恩等，掌握了当时德国飞机和火箭技术 已经走在美国前
面的准确情况和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若干颇有 见地和深度的考察报告，全面展现了他的过人才
华。
回到华盛顿后，咨询团写出了著名的《迈向新高度》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共九卷，其中 3、4、6、7、8卷中的部分出自钱学森之手，它成为美国导弹发展的规划 蓝图，
并为美国后来20～50年空军发展指明了方向。
美国专栏作家 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 事强国的科学
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 在20世纪30年代，火箭在技术和理论上都是很不成熟的，并且 由于常常和科幻小说中的登月和宇宙
航行相联系，而被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外衣。
当时还很年轻的钱学森勇于向未知挑战，选择它作为严肃 的科学研究对象，这些都需要有持之以恒的
动力，和献身于科学工程 与技术创新的精神。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他始终心系祖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变 化，希望能早日报效祖国。
1948年，他为了准备回国，退出美国空军 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 的心情更加迫切。
1950年夏，为了顺利返回祖国，他向加州理工学院 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
遭受无理羁留达5 年之久。
他不屈不挠地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关怀下，经过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
国际友人的热心帮助，冲破 重重阻力，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并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 潮中。
1956年，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积 极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长期科技
发展的规划《1956年至1967年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纲要》的工作，将喷气技术火箭导弹事业纳入 
了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勾画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对推动航天 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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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10月任国防部 五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国防部
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1月，钱 学森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火箭技术（1965～1972
） 发展规划》；1968年2月，他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钱学森指导并开创了中国的空间事业，主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 研制和发射工作，培养了我国第
一代人造卫星技术专家，规划了我国 空间技术的发展，推进了我国空间事业成功起步和快速发展。
中国的 空间科学技术成就举世瞩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一 步一个台阶，跨过了
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轨道三个发展 阶段。
东方红卫星太空奏乐，神舟飞船返回大地，嫦娥奔月成功，实现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
钱学森，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空间事业这座丰碑上，与日 月同辉，与祖国同在。
他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 家”、“两弹一星元勋”，其经历岂止是不同寻常，
更多的是给人们以深 刻的启示。
他的名字与中国航天的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名字 的背后，有主席、总理、元帅和将军们强有
力的支持，他还有一个伟大 的名字——人民科学家。
水有源，树有根。
今天中国卫星的基础是靠老一代科学家用心 血、青春奠定的。
钱学森在中国卫星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中国航天 事业靠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勇气和智慧，铸就了今日的辉煌。
作为亲历了共和国航天事业从艰难起步到今日腾飞的航天工作 者，我们每当回首钱学森与中国卫星时
，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历历在 目。
用文字去追忆钱学森，听到的是进军的号角；用语句去叙述钱学 森，看到的是春天的绚烂；用阅读去
触摸钱学森，感到的是民族精神。
钱学森，携着科技的雷霆，挟着创新的电光，一路驰骋。
历史留给我们 的不仅仅是钱学森在中国卫星上的光辉成就，更是他的无穷智慧和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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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学森：中国星》是“钱学森与中国航 天”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是曾经长期在钱学森身边学习和工 作的老科技工作者。
本书通过大量的采访和个人回忆，搜集了有关钱学森 与中国卫星事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完整记录了
中国卫星事业在钱学森的 指导、关心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不凡历史历程。
《钱学森：中国星》有助于普通读者了解钱学森与中国卫星事业发展的 那段光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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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照德，研究员，1936年5月生，江苏省东台市人，1961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
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从事星际航行、控空火箭、人造卫星、空间科学研究等的组织管理工作。
1968年后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空间技术规划、预先研究、卫星型号研制的管理工作。
开展航天技术政策、航天系统工程、航天史研究。
主要菱有《开发太空——21世纪航天技术》，发表60余篇论文及科普文章300余篇。
所从事的航天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获航天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熊延岭，副研究员，1936年7月生，江苏省南通市人。
1960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
毕业后在北京化纤学院工作，从事教学、化学纤维工艺研究等工作，多次获国家、部级科技进步奖。
1986年后在航天部512所工作，从事空间技术情报研究与编辑工作。
先后发表空间材料学、空间生命科学、卫星减灾、月球探测、空天飞机等方面的多篇论文，曾获航天
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
主要科普著作有《神秘的空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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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9月，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拟定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三 条是：“努力发展自然科学，
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 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第四十四条是：“提倡用
科学的、历史的 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 科学著作
”；第四十二条上还把“爱科学”规定为国民公德的“五爱”之 一。
这些实际上为新中国发展科学确定了基本方针。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和大多数爱国 的中国留学生一样，
深感中国有了新的希望。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历 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中
国科学院院长的决议。
10月31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郭沫若颁印。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 正式成立，归政务院领导，它标志着中国科学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
。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性机构，不仅领导本院科学家，而且担 负着关心和指导全国科学工作的任务；此外
，还要积极争取和协助在 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
1949年12月21日晚7时，竺可桢、陶孟和以及涂长望夫妇，到中 南海参加中苏友好协会举行的庆祝斯大
林七十华诞晚会，郭沫若夫妇 也来到了会场。
晚会中间，竺可桢、涂长望和郭沫若商量，怎样吸引海 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涂长望说，在美、英、法等国的留学生 中，有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分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留学生
参加了 这些组织。
涂长望进一步提议：可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工作。
郭沫若 表示赞成，并说，我们可以以领导机关负责人的身份，向他们发出号召 书，算是有凭有据的
邀请。
此后，郭沫若便以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 学院院长的名义，写了致各国留学生、学者的号召书，涂长
望亦以气象 局局长的名义写了号召书，号召海外学子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 业。
郭沫若还采纳了涂长望的建议，与教育部领导商定，由教育部授 权在各国的中国科协分会代发回国证
件，英国领事馆根据这些证件签 发经香港入境的手续。
这样，就为留学生回国安排了具体而可行的通 道。
然而，由于美国法律限制外国团体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因此，留 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中国科协
无隶属关系，但尚有工作联系，实 际上也起到了分会的作用。
他们通过聚会和办刊物等方式，介绍新中 国情况，发动留学生、学者回祖国参加建设，并出具介绍回
国的证明，在协助留学生回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地质学家李四光经过艰 苦历程，终于在1950年5月回到祖国；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葛庭 燧、曹
日昌、李薰以及叶笃正、谢义炳、王希季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 重阻挠，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回到祖
国的怀抱，参加到新中国宏伟事业 的建设中。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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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学森：中国星》介绍了钱学森，上海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1956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导弹，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70年代初，他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被誉为“航天之父”。
让我们一起打开本书，走进钱学森的世界，领略他的传奇一生。
相信一定会激励大家像邓稼先那样，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无私地奉献给祖国，使我们的祖国早日强盛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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