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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是王适存先生从事航空教育事业62周年，也是他的85华诞之年
。
经《航空人物丛书》的策划组推荐，在中航工业科技委的大力支持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
院组织直升机专业师生参加，航空工业出版社从2010年开始组织编写王适存先生的传记——《中国直
升机泰斗王适存》。
初衷是为纪念航空工业辉煌60年的一份献礼，同时也是给王先生85岁生日的一份祝福。
    不幸的是，2011年年初，王先生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医院，虽经与病魔顽强斗争，暂渡险关并稳
定了一段时间，但因并发的肾脏问题叠之相摧，终致病情恶化，于6月7日凌晨2时溘然长逝。
    在编写组最初邀我担任该书顾问并为之作序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
当时的心情是作为王老师的学生和晚辈，我非常愿意能有这个机会，在序言中写下自己多年来对先生
的崇敬和敬仰，奉献一份祝他福寿绵长的心愿。
但在修改已经写完初稿的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无比沉重。
我为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前辈而悲恸，为南航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而痛心，更为我国直升机
事业失去了一代宗师而感到惋惜！
    记得南航校报上曾有适存先生的一篇文章——《南航的“三张”王牌》。
他在文章中写到南航三位张姓教授，我国航空科技领域的著名专家——张阿舟、张世英、张幼桢。
2006年，在校党委一次扩大会议上，胡海岩校长提到这篇文章时说：“王适存教授本人也是南航的一
张‘王牌’！
”    “王牌”之谓，与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大师”应属同义。
    1977年，当我进入西北工业大学的时候，王老师和直升机设计专业已经转到了南航。
1987年，我进入南航飞行器系读博士研究生，时任系主任的王老师年逾花甲，但他仍以似乎永无穷尽
的精力和热情活跃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从那时起，我得以与他相识。
1990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于2003年起兼任南航“直升机旋翼动力学国防重点实验室”主
任。
    回忆与王适存老师相识、相处的二十多年，我深深地为他的精神、道德、学识、人品所感动。
他不仅有着在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理论上创造性的贡献、深厚的学术造诣、丰富的学识和实践经验，更
有着老一辈优秀知识分子所传承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美德。
南航校歌中“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
”“智周万物唯创造，道济天下展经纶。
”既是对南航莘莘学子的激励之语，也是王适存教授奉献一生、成就卓著的真实写照。
    20世纪50年代末，他与众多的留苏学生一起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聆听了“你们青年人是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
四年之后，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发表的一篇题为《直升机旋翼广义涡流理论》的副博士论文奠定了他在
世界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理论的学术地位。
学成回国后，他在致力于南航直升机专业建设和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继续潜心于旋翼空气动力学的
研究。
    70年代末，在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技术人员配合下。
他撰写了《旋翼在挥舞平面内的气动载荷》系列论文，将旋翼诱导速度展开为傅里叶级数形式，这一
方法成为我国旋翼设计中气动载荷快捷计算的基奄手段，在直升机研制中沿用至今。
    80年代，他引入旋翼自由涡系概念，并创造性地采用圆弧涡元，使新的旋翼气动分析方法成果处于
国际先进水平。
    90年代前后，他转向旋翼桨尖形状——改造旋翼的研究。
他和学生们总结多年研究所得，汇集成《直升机旋翼自由尾迹分析和气动特性研究》一项成果，其中
对后掠、尖削、下反各种桨尖形状进行了深入分析，获得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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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
的顶点。
”回顾王适存教授在直升机教学科研领域留下的印迹，我们可以看到，他正是一位在科学技术上“不
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我自己也一直从事航空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几十年来，我最深的一个体会是：培养人才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始终是创建一流大学的重中之重。
而要完成这样的使命，教师是根本。
我们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古人也说过“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宋李觏《广潜书》)。
而在强调教师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教师的根本在于师德，也就是说，教师应当具有温家宝总
理讲的“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和“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
任的崇高境界”。
    回顾南航建校以来的发展历史，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批像王适存
先生这样具有崇高师德和极高学术造诣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王老师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无私奉献给祖国的直升机科学技术和航空教育事业。
从这本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人生经历，更可以了解到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直升机空气动力学
和航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他是直升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也是“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从青年时期就树立起“终身办学的志向”，而且真正做到了“不是干一阵子而
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温家宝《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在怀着敬仰和悲痛的心情追思王适存先生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想
到如何学习他的美德、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他未了的心愿——培养世界一流的直升机科学技术人才，
迎接中国直升机繁花似锦的春天！
    聂宏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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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直升机泰斗：王适存》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人生经历，更可以了解到他为中国乃至世
界的直升机空气动力学和航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他是直升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也是“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从青年时期就树立起“终身办学的志向”，而且真正做到了“不是干一阵子而
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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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适存，湖南邵阳人，直升机专家，航空教育家，中国直升机技术的先驱，直升机专业的奠基者之一
和学术带头人。

——《中国航空工业人物传·专家篇》
“王适存教授本人也是南航的一张王牌！
”
——中科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 胡海岩
爱国、爱专业、爱岗敬业，这三者在王老师这里自然而完美地融合于一体。

——直升机专家，南航教授 高正
我对王老师的崇敬和景仰，还因为我十分敬佩老师身体力行淡泊名利的人生哲学，能够在变幻莫测、
变化无穷的环境和形势下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直升机先进技术，全心培育传承直升机技
术薪火的接班人。

——直升机专家．中航工业航空装备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倪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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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直升机教研室成立初期，既无专业用教材，又无相应的教学实验手段。
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专业书籍仅有苏联布拉图欣著的《直升机构造与设计》和尤里也夫著的《直升机
空气动力学》，大家只能靠自学和讨论来理解有关直升机的基础知识。
 许侠农教授除肩负繁重的创建任务外，还亲自授课。
此时，第一届直升机设计专业的学生已在咸阳西北工学院原址入学，为了向学生们介绍直升机专业，
许侠农带领教研室全体教师带着一些木制的直升机模型，乘火车到成阳去看望自己专业的第一届学生
。
 1960～1961年夏，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直升机教研室副主任达林副博士应邀来校讲学，带来了大量的
苏联教学参考资料，其中包括有关直升机的构造图纸、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图纸资料等，这是苏联
专家第一次以“直升机构造设计”为主要内容的较为系统的讲学，为以后编写最初的直升机专业教材
和教研室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垂直风雷：中国直升机研发秘史） 最早的教研室成员郭士龙对直升机教研室创建初期的情况有深刻
的记忆： 1957年10月，学校对未来发展做出了规划和部署，在新专业筹建中，决定创立当时我国高校
唯一的直升机设计专业。
为此，相应成立直升机设计教研室，由许侠农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王克老师任教研室秘书，并从外语
教研室抽调杨顾行老师作为专业俄语翻译，准备迎接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后为准备给55161班（61届毕
业班）开课，又从飞机设计教研室抽调常瑨老师。
为了建立相应的专业师资队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王适存老师留学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攻
读直升机空气动力学副博士学位，导师为当时苏联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界泰斗维利德格鲁贝。
其二，在当时研究生班中选择二人攻读直升机专业，我有幸与张晓谷二人从师许侠农教授，成为以后
直升机专业教师队伍中的成员。
其三，在西航57届毕业生中选留陈秋铭、朱于、郭泽弘及应届北航毕业生孙之钊四人为直升机教研室
专业教师队伍中的成员。
此后，相继有58届的吕鹏、曹维沛；59届的徐桂祺、周志雄、胡茂范；60届的李汝夏、马兰亭、高正
等；61届的王慕强、刘守慎、杨惠琴；62届的汤瑞源、徐永林（后改名为徐直）；63届的汤德满；64
届的林国梁、甄德玉；65届的张呈林。
直至“文化大革命”初66届的肖秋庭留校任教。
虽然后来因各种原因部分人员先后调离，但他们都为直升机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共同努力过，做出了他
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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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完成一本书的编写工作后，作者或编写者大都要写一篇编后或后记，其内容无
非是记述该书的初衷、缘起、在编写过程中的感受、解悟以及对为该书给予帮助的人们的谢意，等等
。
在撰写编后语时，多数作者的心情应该是欢快、愉悦，或者起码是轻松的。
而提笔为这本传记拟写编后的此刻，我们的心中却充满哀恸。
谁也不曾料到，从为本书编写搜集资料到完成书稿的修改，8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王适存教授会永远
地离我们而去。
    回想2010年10月在王老师家中听他谈话，音容笑貌宛如昨日；2011年2月，在从南航返回的书稿初稿
上，见到他用红笔写下的批语，看得出阅批时的细心和严谨。
我们在认真领会王老师批语内容、对初稿进行仔细修改的同时，心中还在计划着9月份在他老人家85华
诞时举行该书首发式，以此作为学生、晚辈和从事航空事业的人对他的生日祝福。
但不久就听到王老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接着又传来病危，由于肾衰竭在做透析、在抢救的消息。
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王老师祈福，希望他能平安度过生命中的这一劫。
    6月初，北航张晓谷老师谈及对书稿(二稿)的意见时，说到他刚从南京回来，看望过王老师，情况不
是很好，希望编写组抓紧工作，让王老师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张老师的话何尝不是我们的意愿，我们多么希望能再有一次与王老师见面的机会，让我们双手捧着这
一本代表着许多直升机人心愿的作品，当面向他献上大家的祝福！
然而就在6月7日，编写组成员的手机上，几乎同一时间接到一条短信：王老师昨夜去世！
    逝者已矣，思者永殇！
    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将对王适存教授的崇敬和哀思倾注于尚未杀青的书稿中；我们唯有加倍努力
，使这本传记尽可能真实、全面地记述他的人生经历，展示他的人品、学问、道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
    2010年年初，中航工业集团科技委顾问曹竞南从南京出差回京，与航空工业出版社(现中航出版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副社长、《航空人物丛书》总策划王战航等谈到为王适存老师编写传记的事。
他讲到在南航见到航空宇航学院的几位领导、老师(其中有他在西工大学习时期的同学高正等人)，大
家在知道了航空工业出版社在组织力量编写王士倬、徐舜寿、许锡缵、刘鸿志、顾诵芬等我国航空工
业老前辈的人物传记一事后，认为王适存教授也应该列入编写计划。
曹竞南并将南航航空宇航学院在王适存老师80华诞时编写的一本纪念文集《我的直升机情结》转交《
航空人物丛书》的策划编写人员。
    《航空人物丛书》是航空工业出版社按照集团党组书记林左鸣“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指示和传
承、弘扬航空前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宗旨，在中航工业集团科技委、航空工业档案馆、《中
国航空报》、《环球飞行》等单位热心航空人物研究的同志支持下开展的专项编辑出版工作。
其宗旨是在弘扬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从“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的人文精
神。
该丛书总策划为王战航，策划、编写人员为师元光、曹竞南、王大伟、黄苏桥、常莉莉。
为保证丛书质量，出版社邀请《中国航空报》资深编辑荣为人、《环球飞行》杂志主编吴佩新为特邀
编辑。
    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
    在编写每一位人物传记的过程中，我们都在不断为航空前辈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对事业坚韧不拔的追
求所感动，不断受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的教育和淬炼。
认识在深化，境界在升华，我们愈来愈坚信做这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经策划组议论，认为王适存老师从事直升机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五十余年，是我国直升机事业的
先驱和主要奠基者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直升机旋翼广义涡流理论》被编人俄国经典文献《直升机》卷一中，且为美
国AD报告所译载，命名为“王适存涡流理论”，迄今仍在国内外直升机界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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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在国内倡导自行设计轻型直升机“延安2号”、编写我国第一部直升机方面的专著《直升机空
气动力学》，为我国直升机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研、教育、工程技术领军和骨干人才。
    大家一致认为王老师完全符合航空人物丛书编写对象的条件，很值得写，也有得写。
    经过与中航工业集团科技委、南航航空宇航学院领导协调，迅速成立了传记编写组并邀请聂宏(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高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孙卫航(中航工业科技委副秘书长)和王战航(航
空工业出版社副社长)担任顾问。
编写工作正式启动了。
    2010年10月，编写组曹竞南、师元光、责任编辑黄苏桥一行来到南航，在航空宇航学院李明成书记
、高正教授、梅卫胜老师等协助下，开始了对王适存老师的访谈和资料搜集工作。
    10月14～16日，曹竞南、师元光、黄苏桥等用三个半天听取了王老师的谈话。
王老师谈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不多，他着重谈的是在莫斯科留学时，毛主席接见留苏学生的情景；在
直升机科研教育领域，自己学生取得的成就；对发展直升机事业的见解、思考还有那些执着地为兴办
祖国航空事业不屈不挠地拼搏着的民营企业家    带着从档案中搜集到的资料和王老师谈话录音回京后
，编写组抓紧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组织出传记初稿，并由组长转寄南航的编写组其他成员
传阅。
    初稿是由执笔者提出的一个详细构想，供大家讨论、确定传记编写的形式、内容以及文字风格，原
意并没有想将初稿交王老师，而是打算在编写组对基本架构确认后，经过修改、完善再请王老师审阅
。
其中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在形成的初稿基础上，安排时间与王老师进一步交谈，以期对他的一生
有更深入地了解。
南航方面参加编写组的老师们非常仔细地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但同时也将还不成熟
的初稿交给了王老师和王师母。
    2011年1月，经王老师批阅的文稿转到北京，而随着就听到了王老师因病住院的消息。
2月11日，高正老师到北京参加会议，向曹竞南、师元光转达了王老师在病榻上对该传记编写的意见，
并带来了一幅由王师母书写的条幅，上面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地写着“竹蜻蜒光耀万代，直升机飞遍
全球”两行篆书。
这两句话曾写在王老师审阅书稿的最后，初看到的时候，我们还不完全理解王老师写这两句话的寓意
。
高老师说，躺在急救室病床上，王老师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急切地要王师母把他的这两句话写下来
，王师母写好，他亲自过目认可后，托高老师转交编写组。
我们明白了，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更多地就祖国直升机事业的发展述说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
将一生的体会、感受和愿望凝练成这样两句话。
他希望古代发明的竹蜻蜒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世代相传，更希望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直
升机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在国际直升机理论界、工程技术界居于重要位置，中国制造的直升机翱翔全
世界。
    这是一位将自己毕生精力献身于直升机事业的老人的最后愿望！
    高正老师讲，王老师因为多次透析，体能几近衰竭，但他还是一字一句地向编写组转达了他对书稿
的修改意见，他最重视的不是对他的评价、宣扬，他希望能更多传达他对祖国直升机事业发展的期望
，使更多的人(包括国家、政府高层的决策者)对直升机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为直
升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成就！
    王适存教授离我们而去了，他留给我们的谈话声像资料和他在初稿上的批语成为我们最为珍贵的纪
念，他始终充满激情、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和有着辉煌成就的精彩人生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在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编写的《中国
航空工业人物传·专家篇》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40位科研专家，在王适存的介绍中这样
写道：    王适存(1926．9—  )，湖南邵阳人，直升机专家，航空教育家，中国直升机技术的先驱、直升
机专业的奠基者之一和学术带头人。
    2011年9月，编写组再次召开会议，对书稿进行了补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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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编写组部分成员看望了王师母。
    在南航宿舍区王老师的家里，王韫明师母向我们叙说了王老师住院期间的情况，把她自己精心整理
的王老师留下的厚厚一摞笔记本拿给我们看，并带我们取出王老师从苏联留学回国时带回的一台手摇
计算机。
她将伤痛深深掩藏在内心深处，恬静的微笑传递给我们的是对人生的彻悟和坚强。
    简朴的客厅布置依旧，在靠近阳台的一角安排了一张小桌，上面安放着王老师的遗像和一束鲜花，
花丛中是王老师生前心爱的一个小小的竹蜻蜓。
    “写传记不比写小说，⋯⋯传记作家，要有学者有系统的治学方法，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要
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
象力，好赋予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
”(张振玉《苏东坡传·译者序》)    我们的一支拙笔，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难以准确传神地描摹王
适存老师的人生和精神，更难以挖掘出王老师思想深处的瑰宝和精华，我们所能做到的也许只是向读
者传递在编写过程中感受到的王适存老师那份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对社会和事业的责任心。
这份源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崇高道德和精神弥足珍贵，值得每一个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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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适存，湖南邵阳人，直升机专家，航空教育家，中国直升机技术的先驱，直升机专业的奠基者之一
和学术带头人。
    ——《中国航空工业人物传·专家篇》    “王适存教授本人也是南航的一张王牌！
”    ——中科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  胡海岩    爱国、爱专业、爱岗敬业，这三者在王老师
这里自然而完美地融合于一体。
    ——直升机专家，南航教授  高正    我对王老师的崇敬和景仰，还因为我十分敬佩老师身体力行淡泊
名利的人生哲学，能够在变幻莫测、变化无穷的环境和形势下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直升
机先进技术，全心培育传承直升机技术薪火的接班人。
    ——直升机专家．中航工业航空装备分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倪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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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适存，（1926．9-2011．6），湖南邵阳人，是我国著名直升机空气动力学家、航空教育家，是
中国直升机技术的先驱、直升机专业的奠基者之一和学术带头人。
　　196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获副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直升机旋翼广
义涡流理论》被称为“王适存涡流理论”。
　　曹竞南、李明成、师元光所著的《中国直升机泰斗：王适存》记述了王适存在直升机空气动力学
理论、实践和航空教育事业上的突出成就，可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不计名利、甘
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和“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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