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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远望”摇篮
纪录片揭开!远望号"与上海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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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9汇文 体

! ! ! !如今，已经退役的“远望 !号”就
停靠在黄浦江畔，江南造船厂原址 "

号船坞中，时光悠悠，风平浪静。曾
经，这艘“航天功勋船”头枕波涛，不仅是中国航天事
业的骄傲，也是中国造船人的骄傲。
而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故乡在上海，摇篮在南翔。

日前，纪录片《远望》在东方卫视播出，揭开了“远望
号”与上海的那段尘封的渊源。

设计!蓝图诞生在南翔
四十年过去了，参与设计的科学家戴林，和纪录

片的摄制组来到南翔的南华新村，他指着其中的一间
房间说，“这里就是当时设计‘远望号’的地方。”时过
境迁，戴林再遇老邻居，回顾往事，相谈甚欢，只是老
朋友们至今才知道，他们的隔壁原来曾孕育出“远望
号”。果真是，大隐隐于市！

毕竟四十年前，研制任务属于绝密，设计组搬到
南翔的民居里，周围是农田，办公室、宿舍是毛坯房，
食堂、厕所也都是最简易的。除了有几盏照明灯、几张
办公桌椅外，其余一无所有。夏天炎热，一套房里只有
一只台式电扇，各个屋轮流用。冬天，科学家们在水泥
地板上冻得直跺脚，因没有暖气，许多北方的科学家
手生冻疮、鼻炎发作。
也是出于保密，家人当时也都不知道科学家在外

忙些什么。当时参与设计的许学彦家就在上海，攻关
之际，很久不回家，以致有一次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家，
他的小女儿还以为来了客人，待到晚饭后，见他还不
走，要把他推出门外。
相比起生活艰苦，更难的是科研。航天测量船什

么样，只有几张从美国期刊中拍下的外观照片，文字

资料更是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经验可
借鉴。当然，最终结果证明，无论是生
活还是科研，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

中国人———“远望 !号”的蓝图诞生了！

建造!江南工人不退缩
“远望 !号”的建造，也在上海———原江南造船

厂。
时间紧任务重，加上缺少经验，整个团队加班加

点，饿了只有两个馒头吃。当时工人师傅热情高涨，只
要能参加就很满足了———说明自己是好样的。打造螺
旋桨的过程，工人要下水，晚上涨潮，江水会没及胸
口，可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坚守岗位。还曾有一位身强
力壮的工段长，在试航中负责设备调试，连续 #$天的
试航下来后，让他回家昏睡了三天。

时隔四十年，工人们已经两鬓飞霜，跟着纪录片
摄制组走在黄浦江畔，抚摸着已经退役的“远望 !

号”，一个个铆钉，一间间舱房……都凝聚着他们的心
血。他们的努力，让“远望号”在航行初期显得很神秘，
过往船只都搞不清楚它是什么船：装的燃油量像油
船，可供“海上科学城”续航 !%&&&海里；船舱像客船，
可载船员 $&&多人，储备着全员 !&&天的食物；甲板
上天线林立，像科学仪器船；供电能力像个中小城市
的发电厂；气象探测设备像一个地面气象站……
今年，“远望 !号”已经退役，荣归故里。但“远望

号”还在航行，纪录片记录下了，今年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发射后，“远望 '号”又一次在南太平洋出色完成
了“踏浪牧星”的任务。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之际，“远望号”的光影，饱含一代改革创业者的家国
情怀、澎湃激情。 本报记者 吴翔

1965年，钱学森等专家提出了运载火
箭的设想，要把弹头投送到万里之外，于是
以酒泉发射场为圆心，以一万公里为半径画
一个圆，锁定了一个理想的落点，南太平洋!
航天测量船的工作，就如张开的巨网，准确
捕捉目标，获取到完整的测量数据，才算任
务圆满完成。可是当时，中国还没有航天测
量船，自主研制“远望号”的工作迫在眉睫。

远望号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
国、前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能够自主建
造航天测量船的国家，实现了我国航天测量
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远望”二字采用毛泽
东主席手书，出自叶剑英元帅的诗名。

!远望 !号"的诞生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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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北极，成为旅行者
对于远方越来越热的向
往；白雪覆盖、北极熊的嘶
吼似乎是北极的经典图
标。昨天，在最新出版的
《斯瓦尔巴密码》上海书城
新书分享会上，作者段煦
以 !年实地综合考察的经
历告诉记者：“北极是一个
五彩缤纷的地方，尤其是
在夏季，那里是一片鲜花
盛开的海洋，有北大西洋
暖流流经的地方，地面上
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小狐狸在草坪上蹦跳、赛
跑，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鸟、
欧绒鸭、白颊黑雁等大大
小小的鸟类哺育它们的孩
子，是一片欣欣向荣，活泼
可爱，五彩缤纷的丰富世
界。”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

纬 (%"的北冰洋中，每年 '

月到 )月，来自全球数以
万计的游客，云集到此，他
们或者参加极地观光、冰
川穿越、极地峡湾皮划艇、
全地形车陆地探险等旅游
项目，或者登上极地邮轮，
前往北极熊栖息的冰海进
行更加深入的极地探索。
而我国作为 !)"$年就签署了《斯瓦
尔巴条约》的缔约国，我国公民在该
群岛拥有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
容易享受到的出入境自由及在主权
国挪威法律约束下从事正当工作、经
营等权利。

有趣而严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
段煦以“在极地或岛屿环境中，动植

物与地貌环
境对人

类生存发展的关系”为课
题，在斯瓦尔巴群岛连续
观察多年，把极地的动物、
植物与地貌，看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环环
相扣，息息相关，相互造
就，谁也离不开谁。他提倡
要“以博物的视角观察世
界，以博物的胸怀感受世
界”，希望大家有能力看到
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美丽
的世界。如此的视角，与那
些 !) 世纪、"& 世纪初的
众多博物学家们如达尔
文、法布尔等等何其相似。
以位于食物链顶端的

北极熊为例，段煦说起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自己
带领的团队曾经与北极熊
在陆地上相遇。“我们被两
头北极熊夹击，一头是熊
妈妈，在高地的下方，一头
是两到三岁的北极熊孩
子。我带着动物组地质组
原地待命坐在地上，用枪
声把小熊往上赶，把母熊
堵在一条冰川融水河的对
岸，我们往下撤。小熊上去
了，母熊回去了，船也开到
了岸边，我们才安全地回
到了船上。”

极地是地球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地
区。极地所保存的，是地球上未经人类
改造过的、保持了最原始的地形、地貌
的地区，那里是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
家园，那里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因
此，作者告诫，“让更多的人，正确了解
极地脆弱的生态环境状态，理解保护
极地对我们生存环境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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