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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歼教1和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发动机——喷发1A首飞成功50周年
之际，在徐舜寿同志离开我们整整40周年的日子里，在一代又一代航空人传承梦想、我国航空工业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以全新姿态冲击更高目标的今天，编撰出版《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一书，以纪念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著名的航空工业专家徐舜寿同志的重要历史贡献，弘扬
他的科研设计思想、道德风范和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徐舜寿同志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体育学校—
—中国体操学校。
哥哥徐迟，著名作家，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和
《地质之光》体现了科学与文学交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夫人宋蜀碧，在翻译领域有所建树，与徐迟合译了《托尔斯泰传》等名著。
徐迟的报告文学让中国人了解了哥德巴赫猜想，而徐舜寿则怀揣着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奋力问鼎我
国航空工业的“哥德巴赫猜想”。
徐舜寿同志于20世纪40年代就从事航空事业。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参与航空工业的组建工作。
1956年8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并担任主任设计师，同时担任歼教1喷气飞机的总
设计师，他呕心沥血，把整个身心投入到飞机设计事业中。
1958年7月24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歼教1顺利飞上了蓝天，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从仿制
走向自行研制的先河。
1961年，他组织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所——中国航空研究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并担任该所
第一任技术副所长。
1964年，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大型飞机设计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并担任该所技术副所长兼
首任总设计师。
他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忠诚，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我国航空工业建设，他组织和亲自
设计的飞机有歼教1、初教6、歼8、轰6、运7等。
徐舜寿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不仅在于他组织和参与了多个飞机设计、飞机机构创建和航空科研基础设施
的建设，培养了大批航空科技人员，编写了大量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飞机设计
息想，为后人树立了高尚的为人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徐舜寿同志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敬佩。
建国初期，在没有专门的外国专家援助、没有充足的经费、没有飞机设计人才和专家奇缺的条件下，
他带领立志为发展我国飞机设计事业的一代热血青年，在异常简陋的环境中，创办飞机设计室。
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三个月就完成了歼教1的全部设计图纸，两年内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全部使
用国产材料、成品件(包括发动机)的喷气教练机，速度惊人，前所未有。
徐舜寿同志求真务实、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铭记。
在“浮夸风”劲吹、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年代，他不盲从、不迎合，举出大量技术上的论据，反复说明
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循序渐进。
在飞机设计室，他首创了保证科学决策的技术委员会，这种开放、民主的技术组织形式，不仅使决策
过程透明、民主，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也为提升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他倡导“熟读唐诗三百首”，要求大家苦练基本功，把“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和钻研业务，他
似父兄那样对待年轻人，鼓励年轻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技术尖子，决不做“技术
官僚”。
徐舜寿同志高瞻远瞩、开拓创新的治学态度，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景仰。
面对“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要求，他敢于“不唯米格论”，在研制歼教1过程中，大胆摈
弃苏联飞机机头进气的气动外形设计，采用两侧进气布局，同时对原准机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动。
作为飞机设计事业的领军人物，他明确提出不能仅靠牛顿三定律来领导和指导飞机设计工作，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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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科技领导者应有的敏锐和远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钻研高速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室创建后，迅即开展气动弹性专业的组建；
在电子计算机技术刚刚兴起的50年代末，又在设计室组建了计算站，引进了当时国内能获得的模拟和
数字计算机；60年代初，便在六院一所设置自动控制专业；1965年，开始关注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
飞机疲劳问题。
徐舜寿同志襟怀坦白、正直无私的高尚品德，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折服。
他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向领导直言相谏，为领导当好参谋，即使遇有不同意见，也直言不讳，
据理力争，从不随波逐流。
从大学时期到参加革命；从建国之初在航空工业局机关工作，到1956年主持组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
室；从六院一所到十所；他始终想着怎样为国家研制设计高性能飞机。
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身处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仍利用对他进行错误批判的机会，认真总结创办飞机
设计事业的经验教训，而对投身我国航空工业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作为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同志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不愧为航空报国的楷
模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让我们牢记徐舜寿等老一辈航空人的丰功伟绩，学习、继承和发扬他们爱国、拼搏、奉献和创新的精
神，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在新世纪、新时代，激情进取，奋力拼搏，为祖国航空工业的跨越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林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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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舜寿是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在他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飞机设计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书荟萃大量由他本人提供的珍贵文字及历史资料、回忆、纪念文字等，内容丰富、翔实，生动感人
。
其中所记述徐舜寿的历史功绩和他的科研设计思想、对事业的奉献精神以及人格魅力，对于今天从事
和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人们，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作者简介

顾诵芬，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江苏苏州人。
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历任中国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所副总设计师、副所长、所长兼总设计师，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
，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航空工业总公司研究员，中国航空工业第一
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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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8年夏，徐舜寿出差去台湾解决铝材问题，回来时途径上海，住在大姐家里。
三姐徐和从大连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陶立鹤(化名，真名姜松涛)来与徐迟兄弟见面，商谈徐舜寿的去
向。
徐舜寿要去解放区的决心已定，表示绝不去台湾。
陶答应回东北请示上级后再做决定。
1948年冬，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要搬迁到台湾去。
徐舜寿以送妻子宋蜀碧回成都为托词，向工厂请假，到上海做去解放区的准备。
这一段时间里，徐舜寿曾回过一次南浔镇，看望在南浔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哥哥徐迟。
徐舜寿的同乡，后来分配到飞机设计室的吴铁民，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48年春，徐舜寿一
心向往解放区，从四川来寻找小哥徐迟时，恰逢初三物理老师生病，就由他临时代课，就这样他给我
们上了几次课，下午课外活动时，在学校排球场上支起了网球架，临时划了线，进行了网球赛。
我记得，有单打与双打等，徐氏兄弟俩人进行了一场单打表演赛，在当时条件，网球赛比较新鲜，所
以吸引了不少的观众鼓掌助威。
”1949年2月，陶立鹤再次来到上海，告诉徐舜寿，经请示上级，同意他去解放区，并安排他们从香港
走。
后经徐迟与地下党组织有一些关系的朋友曹石峻帮忙，决定改道从青岛到解放区。
曹石峻认识地下党组织的李小姐，真名王月英，当时的身份是小学老师。
上海解放后，她是进驻中国民航公司的代表。
宋蜀碧后来回忆说：“1949年初，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忽然传来飞机的声音。
舜寿正轮到值星，立即要了辆吉普车往机场赶去。
原来是淮海战役败下阵来的人路过南昌。
随后便看见一些从头到脚一身新(连高跟鞋的鞋底都是崭新的)的飞行员家属从我们门前那条土路走过
。
打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工厂要往台湾搬了。
人们开始卖东西，开始打点行装。
这时工厂出了一条规定，可以请假送家属回家。
舜寿便以送我回成都为由请了假。
这时火车尚未通，我们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提前离开南昌，乘飞机去了上海，住在舜寿的大姐
家。
舜寿的三姐徐和，抗战时期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
回上海不久，去了解放区。
1948年的一天，一位自称叫陶立鹤(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家的表兄弟)的人，带着徐和的亲笔信到
大姐家，他说三姐已经去了大连，并且结了婚。
陶立鹤是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
过去他认为舜寿不一定要去解放区，留在这家飞机制造厂里，可以做的事也不少。
这时到了非决定不可的时候了，他同意了，并安排我们从香港走。
于是我们先到吴耀宗家，找他妻子杨医生给我们种牛痘、打防疫针，办好入境免疫证明。
然后又找舜寿的二姐夫杨树康，请当地的一个卢保长给办了身份证，舜寿的身份改成了西药商。
还得赶着给女儿取名字。
舜寿拿起当天的报纸翻了翻，找到个汎字，给她取了个徐汎的名字，也给她办了身份证。
决定从香港走了，舜寿大姐赶着叫裁缝给我做了两件短袖旗袍，到香港好穿。
我整天兴致勃勃地照顾孩子，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
有时也趁她睡着的时候，上街去买买东西。
金元券出来还不到半年，人们已经在直接使用袁大头了。
记得我买了一双皮鞋，竟然花了十块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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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生日那天，舜寿买了一个蛋糕，也是用袁大头买的。
军事上的溃败，经济上的崩溃，再加上全国的人心所向，国民党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
我沉浸在对新生活的向往中，想象着一到解放区，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就可以工作了。
我给在北平的三姐写信，告诉她不久我们将在北平见面，说今后的世界是我们的，是自食其力的教师
、医生、工程师⋯⋯的。
我从未想过带着那么小的婴儿，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
脑子里想的只是苏联的模式，共产主义的蓝图。
这期间，舜寿每天去车站，看南昌搬迁的火车到了没有。
以便尽可能地劝说熟悉的技术人员留下来，等待解放。
火车等到了，取下了行李。
过一天，刘定模来访，但他执意要跟工厂一起走，认为不久仍可见面，台湾终究要解放的。
我们在上海已一个多月，也曾去舜寿二姐家住过一阵，既然南昌工厂的人已到上海，舜寿觉得这里再
也不能久待了，唯恐出外遇见厂里的人，会出什么问题。
这时，徐迟从南浔镇到上海，见我们还在等着去香港，便说他的朋友曹石峻认识一位地下工作者李小
姐，是一个小学教师(她的真名是王月英，据说她是策划重庆号起义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解放后我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还见过她)。
她那时正要找人护送一位起义飞行员的家属去北平。
曹石峻听说我们要去解放区，便提出让舜寿护送，说是可以从青岛走，比走香港更方便，穿过一条公
路就是解放区。
陶立鹤(他的真名是姜松涛)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决定改道，从青岛走。
办好了船票，确定了日期，记忆中是3月29日。
走之前，陶立鹤给了舜寿一本《经济行情杂志》，说第13页上有密写的介绍信，到了北平即可到军管
会，找马子青联系。
舜寿把他的军帽、军衔、军装和军人身份证等包了一包，放在大姐处，等他走后，陶立鹤会取走，这
些东西以后派人去台湾是很有用的。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徐迟不便去送我们，告别大姐和他之后，我们抱着孩子径直去了码头。
李小姐已经等在那里，她瘦高个子，穿一件深蓝色的长毛绒长大衣。
上船之前，她给了舜寿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了青岛要找的傅同玉的地址。
一起走的有王玉琴(起义飞行员的妻子)，她的八九个月大的小女儿和她的十二三岁的弟弟，一共6个人
。
我们3人带的东西不多，一床被子，一个棕色手提箱，里面是我们的衣物和一些西药药品，那本《经
济行情杂志》就在里面。
但是给孩子带上了一大堆尿布，都是头一天晚上用大姐找出的旧床单、旧枕套做的。
”徐舜寿一行6人，两位尚在哺乳期的少妇，两个襁褓中的婴儿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今天看来，这样一行人，要完成那样一次艰难的行程，简直不可思议！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舜寿奔赴解放区决心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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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飞机首飞成功。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史上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飞机上安装的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喷
气发动机——喷发IA。
这是航空工业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在那一段激情燃烧、创造辉煌的历史中，歼教1飞机的总设计师徐舜寿有着突出的贡献。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而且是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飞机设计人才的一
代宗师。
时间过去了50年，为纪念歼教1首飞、纪念徐舜寿同志，中国一航科技委同中国一航沈阳飞机设计研究
所、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从2006年底开始编写徐舜寿同志的传略和这本纪念徐舜寿同志的
文集。
这项工作得到了集团公司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林左鸣总经理对中国一航科技委“关于编写徐舜寿传略的请示”做了批示。
他指出：“此事办得很好，也很重要”，表明了“集团应全力支持”的态度，并要求“对徐舜寿传略
的编写工作，要认真组织”，“保证出版质量”。
在历时一年多的编写工作中，编写组得到了中国一航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
究院及航空工业档案馆的大力支持。
除提供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外，两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型号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抽时间阅读
书稿，给予编写工作以指导。
同时，还安排了徐舜寿同志生前的同事、好友和年轻一代技术人员审阅书稿，提出意见。
在初稿形成以后，我们又请李泽藩、管德、屠基达、马承麟等与徐舜寿有长期共事经历的同志给予审
阅。
编写组还访问了刘鸿志、李在田、苏安生等老同志、老领导，他们对书稿都提出了宝贵的补充和修改
建议。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舜寿同志的家属给予编写工作极大的支持。
徐舜寿夫人宋蜀碧将她尚未完成的回忆录初稿和精心保存的家信、照片、文革残稿无保留地提供给编
写组，并同意公开引用；长女徐沉、长子徐汶都抽出大量时间与编写组进行讨论，提供大量鲜为人知
的照片并花费很大精力仔细审阅书稿。
小儿子徐源远在异国他乡，但仍认真地阅读了书稿，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人员通过一次次研读徐舜寿同志留下的各类文稿，包括在文革中的残稿和仅存
的57封家信；一次一次对老专家、老前辈进行访谈，直接感受他们对徐舜寿的怀念、钦佩和深厚的友
情。
在记述他短暂而坎坷的人生历程、梳理他在飞机设计和航空科研方面思想的同时，深深体会到了他为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良苦用心，了解了他对飞机设计事业的杰出贡献。
编写的过程成为我们深入学习徐舜寿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即担任航空工业领导职务的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徐昌裕，在他的口述回忆——《为祖
国航空拼搏一生》中回顾“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干扰和破坏时说道：“‘文化大革命’还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损失了很多有才干的人才⋯⋯技术人员中，徐舜寿、昝凌、虞光裕、董绍镛
等也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徐舜寿死时才51岁！
现在看起来，七机部那一批人如任新民、梁守槃等，当时和我们这些人的水平都差不多，后来他们都
已成为院士，都是很出名的专家，他们那时候都被保护起来了，没有受到冲击。
我们死了这么多技术骨干、尖子，很可惜。
”一句“徐舜寿死时才51岁！
”道出了所有熟悉和了解徐舜寿的人们的痛惜之情。
徐舜寿的生平际遇，是历史、民族和国家的悲剧；徐舜寿的功绩，是一代航空人奉献精神的丰碑；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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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寿的科研设计思想，是中国航空工业前辈智慧的集成和结晶。
在我们细心品味徐舜寿的人生、品德、思想和命运时，应该想到他遭遇的悲剧不应该重演，而他的精
神应该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应该传承和发展。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编辑推荐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