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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家讲缘。
我不是佛门弟子，却与中国飞船有着非常微妙、无法割舍的某种情缘。
　　三十五年前，我当兵走进西昌发射场，有幸成为中国航天创业队伍中的一员。
那时的西昌发射场严格说来还不能叫发射场，因为一切尚在初创之中。
我所在的工兵团三连的具体任务，是每天每夜打山洞。
我第一次相遇“飞船”，就是在第一次打山洞的那个夜晚。
那天晚上班长带我来到一座光秃秃的大山面前，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就领着我钻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山洞。
一进山洞，我便看见一群老兵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抱着风钻，像老鼠似的趴在那儿，正“吭哧吭哧
”地打着山洞！
我的任务是把石渣装进一辆小推车，然后把小推车推出山洞，再将石渣倒在山下。
我推着上千斤重的小车，犹如推着一座大山，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
这对年少青春的我来说，简直如同炼狱！
后来我实在推不动了，便一屁股坐在洞口的石头上，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
那天晚上的月色很美也很温柔，我的心却一片冰凉。
后来，班长坐在了我的身边，班长是1969年入伍的山东兵，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却有一副女人般的
似水柔肠。
我问班长，为什么非要在这儿打个洞？
班长很神秘地对我说，这儿将来要发射飞船，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天！
听到“飞船”二字，我大吃一惊。
有关飞天的神话，我从小就在小人书上看过。
然而，当这个“神话”突然从老实巴交、满嘴大葱味的班长嘴里说出时，我却怎么也不敢相信。
班长却很认真，又说，真的，我刚当兵时，我的老班长就告诉我，这个山洞就是将来发射飞船的地下
指挥所，我们已经打了整整四年了！
　　此后，“飞船”成了支撑我和我的战友在原始的大山沟里坚守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成了我的
一个美好梦想——我梦想着有一天能亲眼看到中国的飞船载着中国的航天员，从我们亲手建造的发射
场飞向太空！
然而，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梦想中的飞船却如同天边的星辰，高挂云里雾中，永远可望而不
可即。
后来我听说，载人航天工程下马了，西昌发射场不再发射飞船了！
从此，我便有了抬头望天的习惯，发射场成了我的精神牧场，飞船则成了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
　　这一梦，便是整整二十年。
　　我第二次相遇飞船，是在1995年。
这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白拜尔。
那天一进他的办公室，我便看见各种图纸资料堆积如山。
我问他在忙什么，他告诉我说，中央已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过几年就要发射飞船，这事儿我们已
经悄悄干了十年了！
我非常兴奋，当即提出采访飞船的事。
可他说，不行，载人航天是绝密工程，中央有令，搞飞船要关起门来悄悄地干！
所以现在对外不能说。
我问什么时候可以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等着吧！
　　这一等，又是整六年。
　　我第三次相遇飞船，是在2001年。
这年春天，我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航天城，接待我的是航天员系统负责人吴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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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要发射飞船的消息在外界虽已流传甚广，但航天城尚未对外开放，未经特殊审批，任何人
不得进入。
甚至航天城的一草一木，都在严格的保密之中，就连中午的饭桌上都充满了神秘。
这次我观看了航天城的相关设施、航天员的训练场地和宿舍，也与几位航天员见了面。
遗憾的是，这次我依然只是听人反复谈起飞船，而未能亲眼见到飞船。
因为上级有令，飞船此时不能露面。
　　我第四次相遇飞船，是在2002年。
这年冬天，“神舟四号”飞船将在酒泉基地进行最后一次飞行试验。
顶着狂风大雪，我从北京匆匆飞到酒泉发射场，终于亲眼看到了梦想了二十九年的飞船！
发射之夜，戈壁滩的气温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温——摄氏零下二十八度，发射现场气氛十分紧
张。
尽管此前二十年中国所有重大航天发射我几乎都在现场，但观看飞船发射却是第一次，因此除了紧张
，还有几分激动，内心充满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期望。
果然，在点火发射那一刻，冲天而起的飞船带给我的震撼与惊喜非同往常！
　　我第五次相遇飞船。
是在2003年。
这年春天，经有关部门特批，我正式人住航天城，走进飞船总装车间，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了“神舟
五号”的“五脏六腑”、“毛细血管”。
之后，我对“神舟五号”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采访，有幸成为见证中国首次飞天全过程的一个作家
。
其间，我走进载人航天工程所有重要现场，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所有重要会议，听到了各种相同的和
不同的声音，采访了上百位航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发射官兵，获得了数百万字的第一手采访资料
。
比如，在北京协和医院，我采访了躺在病床上的原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
在“非典”期间，我采访了刚刚出院养病在家的载人航天工程大总设计师王永志。
在航天城，我利用每晚散步之机采访了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
在航天城，我采访了十四位航天员以及十四位航天员的妻子。
在酒泉发射场，我采访了总指挥李继耐、副总指挥沈荣骏、胡世祥和基地司令员张建启、火箭总指挥
黄春平、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总指挥袁家军以及无数火箭和飞船专家、发射
官兵等。
在那无数个兴奋而紧张的白天和夜晚，我与中国航天人同忧同乐，同悲同喜，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动
，血和他们一起奔涌，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作家，而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完全融进了中国飞天的
百万大军中。
　　我第六次相遇飞船，是在2003年10月15日，即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这一天。
这天上午8时，我来到离发射塔约两百米的地方，成为离发射塔架最近的一个目击者。
我这次看到的飞船与前五次都不相同，因为里面坐着一位活生生的航天员！
而且，我将用我自己的相机，亲手拍下中国人第一次飞天这伟大的一瞬。
戈壁滩的太阳这天起得早，当万道霞光洒落在火箭、飞船身上时，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温暖。
然而，当离发射还有最后一分钟时，我手中的相机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一丝恐惧竟然掠过心头！
是的，重达479.7吨的火箭就要从我头顶飞过，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但此刻的我好比一个已经跳进战壕即将冲锋的战士，就是想当逃兵也没机会了。
火箭起飞后，我望着烈焰熊熊的火箭从我的面前缓缓升起，再从我的头顶隆隆飞过，那一刻我的心跳
骤然加快，什么也顾不上了，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把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定格在了我的镜头！
　　直到这时，望着万里长空，我才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该写一部书了，一部关于中国人第一次
挣脱地球、离开人间、飞向宇宙的书。
当然，这部书的著作权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我的祖国，属于我们这个拥有追梦精神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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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古一梦》描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由造梦、追梦到梦圆的曲折历程。
作为当代中国航天报告文学的首席作家，李鸣生就此完成了他“航天六部曲”的精彩华章。
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艰难历史进程、讴歌伟大的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
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深厚的意蕴启人深思。
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载人航天史，表现出可贵的史诗品格。
     一个充满传奇的神秘领域！
一位二十年打造航天文学的军旅作家！
一部惊现中国载人航天壮伟历程的民族史诗！
     本书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翔实而生动地记叙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和举世
瞩目的成就，展示和讴歌了伟大的航天精神。
本书是作者“航天六部曲”中最为精彩的华章。
为创作此书，作者长期深入载人航天工程一线，采访有关领导、专家、航天员及各方人士上百人。
该书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评论家们认为，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艰难的历史进程、讴歌
伟大的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予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深厚的意
蕴启人深思，表现出可贵的史诗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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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鸣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航天六部曲”《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
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千古一梦》和《震中在人心》、《中国863》、《中国大事》
、《全球寻找“北京人”》、《与智者聊天》；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花太阳》；电影记录片
《东方“神舟”》，电视剧《长征号今夜起飞》，电视专题片《血印》、《筑起空天长城》、《撼天
记》（合作）、《祖国不会忘记》（合作）、《军旅人生》（合作）。

    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报告文学大
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当代》优秀作品奖，冯牧文学奖，全军文艺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优秀作品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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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曙光”飞船　　第一章 中国猴子的遗憾　　人类的梦想始于何年？
飞天之梦起于何时？
今天的我们恐怕已经很难考证了。
不过从我查阅的大量国内外史料来看，说飞天梦起源于中国，并最早被中国人付诸行动，应该不是一
个问题。
　　但问题在于，尽管全世界都说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族最早怀有飞天的梦想，
全世界也承认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嫦娥奔月”的浪漫神话，六百年前中国就有“万虎登天”的真实
故事。
但历史却从不在乎什么神话不神话，也不管你什么梦想不梦想，而只认一样东西———事实！
　　事实是，第一个把人类飞天梦变成现实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苏联人。
苏联的加加林上天这年，中国的航天员杨利伟还没有出生。
美国宇航员谢泼德遨游太空时，中国航天人还在一边捂着饥饿的肚子一边画着飞船的草图。
因此，如果说人类的飞天梦源于中国，那么人类的飞天史就始于苏联。
而中国真正追梦的旅程，从严格意义上说，则起步于1958年。
　　195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政治热潮高涨、民众情绪几近疯狂的一年。
这一年，“反右斗争”刚刚过去，“大跃进”的旋风又骤然卷起，中国人像被灌了一桶大剂量的兴奋
剂，除了拼命地“大炼钢铁”，就是疯狂地“大放卫星”，拼命地制造谎言！
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老大哥”，不仅一年前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且紧接着
又将一只名叫“莱依卡”的母狗送上了天。
于是母狗上天再次成为轰动世界的又一特大新闻。
苏联发生的这两件事———一件是没有生命的卫星上天，一件是有生命的母狗上天，对世界的震动都
很大，对中国的震动同样也很大。
在这种背景下，或者说在这种压力下，中国航天人自然就开始考虑中国人上天的问题了。
而作为新中国领军人物的毛泽东，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也大手一挥，用气
吞山河般的湖南话说了一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于是，中国航天人从此踏上了从陆地走向太空的漫漫征程。
　　然而，先驱者总是孤独而寂寞的。
　　1958年8月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即后来所谓的“581小组”。
“581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的起步。
由于这个时候苏联已经开始着手研制载人飞船了，所以中国飞船的问题也就纳入了“581小组”的议程
之中。
几天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当时很有名望的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
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中国要搞飞船的意向。
　　这位科学家叫赵九章。
　　赵九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钱学森齐名的一位气象学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就是
他最早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的。
但这位科学家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中连连惨遭不幸，后来被迫服药自杀。
1979年中国科学院为他###昭雪时，连一个骨灰盒也找不到，只好将他生前戴过的一顶帽子放在桌上。
十年后，即1989年，当我第一次采访到赵九章的故事时，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后来便将他的故事写进
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通过《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公布于世。
一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的一家图书馆读到后，感动得泪流满面，特意写信向作者和出版者致谢。
2003年，赵九章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可见这位科学家的影响之大。
　　赵九章提出搞飞船不久，即1958年8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了高空生理研究组，
开始进行动物实验。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指定“九人小组”负责，开始实施早期的宇宙生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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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则分别成立了宇宙医学专业小组和宇宙医学研究室。
而为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经赵九章牵线搭桥，中国相关代表团于1960年参加了分别在捷克斯洛伐克
和爱尔兰举行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航空宇宙医学会。
　　但就在中国航天人考虑如何把老鼠、小狗之类的小动物送上太空时，苏联、美国却将高级动物—
——人送上了太空！
应该说，苏、美宇航员上天，对中国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刺激。
尽管中国航天人多少有些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1961年的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死去活来的折腾后，接着面对的就是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
家、五亿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偿还贷款的严峻现实。
也就是说，当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进航天的大门时，被誉为“火箭故乡”并诞生过人类“登天始祖”万
虎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却还是生存问题：年仅十二岁的新中国还有许多百姓没有饭吃，甚至身居
北京的航天人也同样填不饱肚子。
由于饥饿，中国航天人营养严重不良，体力极度透支，有的视力下降，有的出现贫血，有的患了夜盲
症，有的全身浮肿，连穿衣走路、上床下楼都很吃力。
饥饿在撕咬着中国航天人肠胃的同时，难免也会压迫着他们的大脑。
　　尽管如此，中国航天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尤其是苏联的加加林上天后，原本就不甘落后的中国航天人更是加快了追赶的步伐。
1961年6月，中国科学院在著名科学家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的主持下，举办了第一次星际航行座谈
会，开始具体探讨包括载人飞船在内的有关宇宙飞行的诸多问题。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在理论上对中国的载人飞船问题展开研究。
1965年10月20日，国防科委主持召开了“空间技术论证会”———史称“651会议”，正式提出载人飞
船问题。
同年11月16日，著名科学家蔡翘给赵九章写信，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发展中国载人飞船的步骤
问题，得到了赵九章的大力支持。
1966年1月，国防科委主持召开了“宇宙医学、宇宙生物学规划会议”，讨论修订了《载人宇宙航行规
划医学、生物学部分》草案，并建议成立宇宙医学和生物学专业组，建立航空宇宙医学和宇宙生物学
研究中心。
同年3月，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等部门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宇宙飞船规划会议，蔡翘、贝时璋、
沈其震等几位著名科学家还参与了该规划草案的制订。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国防科委等部门的另一批专家也在秘密进行探空火箭和生物火
箭的发射试验，即用火箭把老鼠、小狗等一些小动物发射到天上，看高空飞行中的失重会给它们带来
哪些生理影响、哪些生理反应，通过分析搞清高空环境和大气环境二者有何不同，具有什么特性，适
不适合人的生存，然后再对人上天后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展开研究，从而获取科学试验数据。
　　这种试验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
因为这些上天的老鼠和小狗必须先从很多种类的老鼠和小狗中严格筛选出来，再进行训练培养。
筛选这些老鼠和小狗的过程与后来选拔航天员相类似，除了要考虑它们是否聪明、勇敢、灵巧之外，
还得考虑它们的大小、高矮和重量。
因为火箭头上装老鼠、小狗的密封舱空间有限，所以上天的老鼠、小狗太肥胖了不行，太瘦小了不行
；傻头笨脑的不行，太调皮捣蛋的也不行。
　　现在回过头去看，从1958年到1966年的八年间，从事探空火箭、生物火箭发射以及生物研究的中
国航天人，对载人航天的前期探索与研究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其主要实绩是：　　———1960年2月，首次发射了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研制的试验性液体探空火箭
。
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八公里，却迈出了中国探空火箭的第一步。
　　———1964年7月，首次发射了中国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这枚火箭不仅将大白鼠发射到了七十公里的高空，而且安全返回，同时还测量、拍摄了大白鼠在超重
、失重环境下的生理状态，取得了宝贵的试验资料，掀开了中国宇宙生物学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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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6月，连续发射了两枚生物探空火箭，再次将另一批大白鼠送到太空。
　　———1966年7月，连续发射了两枚高空生物火箭，把一只叫“小豹”的雄狗和一只叫“姗姗”的
雌狗成功地送到了太空，其发射高度达一百公里！
这两只上天的小狗均来自从全国精选的三十只优秀的小狗，除了要求它们的体重在六公斤左右外，还
必须身体健康、反应灵敏、性格温和，并能忍辱负重、善解人意。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小豹”和“姗姗”作为动物的代表，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最早进入一百公里
高空的生物，我们不妨把这两只小狗称作中国载人航天的“先驱”。
苏联在加加林上天之前，虽然也是先发射载有动物的生物火箭———从1949年到1959年，苏联向太空
发射了四十四只小狗和一只兔子，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是，苏联的第一只母狗“莱依卡”上天不久，
便命丧太空。
而中国的“小豹”和“姗姗”上天后却安然无恙，并双双携手把家还，以至于成为当时万人瞩目、争
相观看的“太空英雄”、“动物明星”。
而且，“小豹”和“姗姗”从天上返回人间再运到北京后，专家们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它们受
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接见。
此后，“小豹”和“姗姗”相依为命，生活幸福，不久居然还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为科学
家们常年沉闷的实验室增添了不少情趣。
因此，当三十七年后杨利伟飞向太空时，对三十七年前就已经上天的这两只小狗，我们理应心怀敬意
。
　　———1966年8月，在安徽广德县实施了“猴子上天”的计划。
这是继“小狗上天”计划之后又一个开创性的举措。
因为与大白鼠、小狗相比，猴子算是更高级的动物，比大白鼠和小狗更接近人类。
对猴子进行试验，就能更准确地了解将来航天员上天后的真实生理状态和反应。
美国航天员上天之前，曾用飞船发射过一只黑猩猩，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然而，正当中国航天人全身心地追逐飞天的梦想并为之积极努力时，史无前例的“###”却开始了
！
北京搞载人飞船的专家们很快跌入政治灾难的深渊，正在安徽广德县准备把猴子送上天的专家们也被
匆匆召回北京，而后在极“左”政治皮鞭的驱赶下，迅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
　　于是，当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一下从课堂蹦到街上，继而又以“革命小将”的名义登上中国
政治舞台时，已经在树上蹦跶了千万年的中国猴子却失去了一个从树上一下蹦到天上的绝好机会。
　　这是中国猴子的遗憾，更是中国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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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研讨会在京举行　　李继耐上将发贺信　　江西日报记者黄锦军报道
：5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在北京举行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作品研
讨会。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为研讨会发来贺信。
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部队代表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飞船总设计师
戚发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建功在会上致辞。
　　李继耐在贺信中写道：“这几天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被
其深刻的思想、精彩的内容、动人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和感动。
这部洋洋40多万字的大作立意高远、脉络清晰、叙述生动、细节精彩、思想性和文学性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是一部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文学精品。
”据了解，该书于今年3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自问世以来受到读者和
专家的广泛好评。
　　李鸣生是国内最早以文学形式书写中国中国航天历史的作家，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亲切关注着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的进程，是我国历次重大重大航天发射的目击者和采访者。
《千古一梦》是他“航天六部曲”中最为精彩的华章。
为创作此书，他长期深入载人航天工程一线，采访有关领导、专家、航天员及各方人士上百人，前后
耗时五年。
该书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评论家们认为，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艰难的历史进程、讴歌
伟大的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予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身后的意
蕴启人深思，表现出可贵的史诗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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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千古一梦》是一部有关太空之旅的揭秘之作，千古一梦的重温之作，民族精神的弘扬之作，政
治社会的思考之作。
我更重视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哪怕你只是翻开此书，读上开首结尾两段文字，也可看出它与普通长篇
报告文学作品成色不同。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胡平　　《千古一梦》在大量信息和传奇故事的解密叙
述与激情描绘中，将中国航天人跌跌撞撞、矢志不移的脚步痕迹和作者的感受理解作了文学的呈现。
中国航天人曾经艰难的历史和辉煌的收获；曾经智慧无私的追求与纯粹高尚的成功实践，在民族利益
担当过程中表现出的国家精神和自觉牺牲奋斗精神，使得中国航天历史在形而上的钩沉中显示出沉雄
、壮阔、伟大和高妙。
　　——评论家　李炳银　　《千古一梦》以其恢弘的气度、全景的幅度，使得其他作品难以逾越和
替代。
尤其是既注重发展过程的勾勒、重要决策的揭秘，又讲究航天专家的刻画、辉煌时刻的渲染，使得这
部作品充溢着历史感与文学性桴鼓相应和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论家　白烨　　《千古一梦》既有纪实文体的平实客观，又有小
说叙事的摇曳多姿，因此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李鸣生将深沉的历史感、理性的科学精神与热烈的诗情融为一体，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中华民族震古
烁今的飞天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论家　李建军　　这部作品叙写重大题材，传扬科学精神。
意蕴深厚，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艰难历史进程、讴歌伟大的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
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深厚的意蕴启人深思。
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载人航天史，表现出可贵的史诗品格。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赖大仁　　《千古一梦》描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由造梦、追
梦到梦圆的曲折历程。
作为当代中国航天报告文学的首席作家，李鸣生就此完成了他“航天六部曲”的精彩华章。
作品给予我最深刻印象的不仅是锗踪复杂、荡人心魄、带有解密特点的事件，还有性格鲜明、大智大
勇、富于牺牲精神的航天员、指挥员和专家学者，以及绵密的细节、灵动诙谐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和
极具激情的深沉抒发。
我为作品的史诗气象所打动，更为作者的执着而感动。
可以说，《千古一梦》是新世纪报告文学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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