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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鸣

上海航天人戚南翔的家国情
我国航天事业

的飞速发展，引发了
人们对于航天的关
注。早就听说资深的
航天人———原上海
航天局副总经济师
戚南翔先生，几经辗
转相约，终于采访到
了他。

父亲的革命精神
深深感染着他
一见面，戚南翔先生就爽朗地

告诉我，他!"#$年生于浙江上虞，他
是家中长子。父亲戚铭渠曾在杭州
浙江一中就读，这期间他就开始阅
读进步书刊，后在老师的指引下在
镇海龙山走上革命道路。戚南翔回
忆说，父亲虽然常年奔波在外，但一
有机会就回上虞老家看望家人，还
带着他到河里学游泳，有时故意让
他呛水。父亲告诉他，男子汉要在风
浪中成长，呛点水没关系。
抗战期间，因为父亲是新四军，

家中就常有伪军来骚扰，他们以查
户口为名了解父亲的动向，这让戚
南翔从小就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练。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部队参加了孟
良崮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后来
又赴朝参战，%"&'年底从朝鲜归来，
之后又回到宁波驻防。!"&(年，父亲
转业到上海。父亲为国奉献、为民服
务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戚南翔，
亦成了他献身航天事业的动力。

突然被借调到“上
海机电设计院”

%"&(年%)月至!"&*年+月，苏联
和美国相继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
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
卫星”的号召，于是以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为主筹建了第一设计院，
领军人物就是当时的力学研究所所
长钱学森。由于上海人才荟萃、协作
条件好、工业基础强等有利条件，
!"&*年!!月，第一研究所迁到上海，
并启用了“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新名
称。这是研制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
专门机构。
戚南翔清楚地记得，那年!,月

初的一天，当时他还在上海水力发
电设计院任技术员，院党委领导通
知他要借调到一个新单位去，什么

单位却秘而不宣。直到他拿着介绍
信报到，才知道这个门口不挂牌子
的保密单位是上海机电设计院。从
“水电”到“机电”，虽一字之差，却有
天壤之别。戚南翔从此走进了航天
队伍，直到,))*年退休，为祖国的航
天事业奋斗了整整五十年。

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起步，
处于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实践
的状况。戚南翔好不容易买到了一
本苏联科学家写的《火箭技术导
论》，在空闲时阅读钻研。钱学森逝
世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
馆办了一个展览，特地将这本《火箭
技术导论》借去，作为中国航天事业
艰难起步的见证。

第一枚火箭在南
汇一飞冲天

戚南翔进入航天领域时才,)

岁。当时有位大学生在办公室的黑
板上即兴画了一枚大火箭，在旁边
写下了誓言：“今天画在纸上，明天
拿在手上，后天放到天上！”
研制起步艰难，除钱学森等少

数专家外，许多人并无航天专业知
识。要做实验，既无场地，又缺设备。
因此，设计人员便与空军%-厂、上海
柴油机厂等单位协作。根据我国的
实际情况，当时研制大型火箭尚有
困难，于是在%"&"年下半年，研究院
党委决定硏制一个直径).$&米、长
%)米、飞行高度%))公里的探空火
箭，代号为/—(。为了积累经验，准
备先研制一个直径).,&米、长&.-米、
飞行高度%)公里的缩小型火箭，代
号为/—(0。
为了注入推进剂，戚南翔和同

事们用自行车打气筒加压；为了控
制点火时间，他们用!元钱买来小闹
钟改装成延时机构，用手电筒里的
小灯泡裹上硝化棉做成点火装置。
青年们的敢想敢做终于成就了梦
想。%"1)年+月%"日，在上海南汇老
港的一个试验场里，小火箭一飞冲
天，我国航天系统最早的飞行器在
航天人手中试验成功了！

%"1)年&月+*日傍晚，毛泽东来
到了上海延安西路+))号文艺会堂，
这里陈列着/—(0探空火箭的实

物。当毛主席知道第一枚火箭升空
达*公里时，高兴地说：“*公里，那也
是非常了不起呢！以后我们要+)公
里、+))公里地搞上去！”听了毛主席
的话，戚南翔和他的同伴们十分振
奋。果不其然，就在四个月后，飞得
更高的/—!火箭在安徽广德发射
成功，从而揭开了上海航天大步前
进的序幕。

钱学森的鼓励至
今难忘

%"1)年春季的一天上午，戚南
翔接到院部通知，北京来的几位专
家和领导要来参观控制系统环境实
验室。不一会儿，在上海机电设计院
领导的陪同下，钱学森院长（时任国
防部第五设计院院长）身穿米黄色
风衣，快步向实验室走来。在振动实
验室的门口，戚南翔第一个迎了上
去，对钱学森说：“请钱院长把手表
摘下来吧！”钱学森有点不解，戚南
翔解释道：“由于电磁振动台是自己
研制的，漏磁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故
在做振动试验时，磁场会影响到手

表。”钱学森微笑着脱下手表放在工
作台上，认真地观看了电磁振动试
验。随后，钱学森说：“你们自己动手
造设备很不容易，这种精神要发扬
光大。”钱学森的话给他以极大的鼓
励。如今虽然钱学森已驾鹤西去，但
当年他务实的工作作风让戚南翔至
今难忘。

为上海争取到飞
船部分研制任务
戚南翔在航天部门工作长达半

个世纪，从技术员做起，到试验组
长，再到大平台组长，技术部门负责
人。有的时候下辖四个科室，管理着
+-)名各种门类的技术干部。戚南翔
说：“我是和祖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
起来的，是上海第一代航天人。”

%""%年，航天工业部下发了载
人飞船方案论证工作的通知，要求
航天部五院、一院和上海航天局三
个单位在1月-)日+)时前，上报《总
体方案论证报告》和《组织实施方案
建议书》。因此，上海航天局积极投
入准备工作。此项任务关系到上海
在我国航天事业中的地位和今后的
发展。戚南翔也十分清楚，要和北京
的五院、一院竞争获得航天飞船的
全部研制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
经过努力获得某些分系统的研制任
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那
时，戚南翔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赴京
说明情况和拜访前辈专家。戚南翔
说：“当时还没有电脑，文稿全凭手
写，反复修改，工作量很大。”
经过一年多的论证，载人飞船

工程的分工方案揭晓了。上海航天
局承担推进舱及推进、电源分系统
和测控通信部分设备的研制。这是
上海航天人在中国航天伟业中迈出
的坚实一步。事情虽已过去了+1年，
但每每回忆起那一刻，戚南翔依然
激动不已。

!选自"上海滩#!"#$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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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老旧意外频发

为保证受阅飞行编队能在短时间内承担
检阅飞行任务，从 "月 +日开始，飞行中队在
南苑机场投入紧张的飞行训练。

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 $)+(

号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
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仍然操纵着
飞机正常起飞了。
飞机升空后，邓仲卿发现右轮胎破裂后

卡在起落架舱前，使右起落架既无法回收到
位，也无法放下来，不得不多次采用紧急处置
方案，最终才将起落架放下。着陆时，没有右
侧轮胎导致飞机侧斜，邓仲卿急中生智向左
压驾驶杆用左轮胎着陆，因此飞机落地后仍
保持正常滑行约 1))米，待飞机速度放慢后，
侧斜导致飞机急转 %*)度，冲出跑道右侧约
&)米，事故造成飞机螺旋桨弯曲、机身开裂、
起落架损坏、右翼和尾部撞坏、机枪压弯，所
幸的是邓仲卿未受损伤。
事后，人们在破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

片。华北军区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直
接原因是：国民党空军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
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之后，华北军区
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了
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了不少隐患。同时，飞
行中队也对飞机飞行前作认真检查，尽可能
发现和排除存在的问题，较好地保证了受阅
飞行训练的顺利进行。
一切都在紧张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可几

天后，又出了一个事故。
进入 "月了。这一天，飞行中队队长徐兆

文在河北霸县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一股浓
烟突然涌进座舱，不好，发动机故障———徐兆
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是一名老党员了，早在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月，受党组织派遣，徐
兆文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 %$期学习
飞行，执行长期潜伏任务。以后，赴美军学习
飞行。在美国学习期间，徐兆文没有忘记自己

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寄邮票的方式向中共湘
西党组织交党费。
徐兆文学成回国，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

团第 -大队任飞行员，他多次要求回到党组
织中，都被要求继续潜伏。%"$*年的一天，徐
兆文驾驶 23&%战斗机，奉命到东北沈阳执
行任务。结果，因为天气不好，加之飞机出故
障漏油，徐兆文只能驾机迫降在辽南解放区。
这一下，身份不得不公开，回到解放区。
再把视线转回之前的坠机现场，徐兆文

跳伞成功了，但他落地后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徐兆文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

这是 "月，丰收中的秋天，农民们刚刚收割了
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高粱茬子，这
些高粱茬子一根根笔直竖立，像一杆杆刺向
天空的长枪。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从高空
落下，他等于是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
象徐中队长那双可怜的脚掌。
他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

周围一圈老百姓，都握着镰刀，操着扁担，虎
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
霸县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
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
务，呼啦一下围了上去。
误会很快解除，得知是自己部队上的飞

行员受伤了，纯朴的老百姓们很激动，都围上
来，扶着他，抱着他，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
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的。老百姓很热
情，徐兆文心里却很着急，他知道领导和同志
们肯定都在焦急地寻找他。解放战争中，老百
姓们是推着独轮小车支前，这一回是送飞行
员，待遇不一样，老乡们专门找来马车，用了
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受阅飞行的计划不

得不再作调整，常乾坤再一次想到了邢海帆。
于是，由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
总领队兼第 %分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
-分队长，由赵大海接替。
徐兆文的脚被绷带裹了起来，但他人却

没被绑住，在家里只休息了几天，就拐着伤脚
到飞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开国大
典那天，他负责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
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做为一名飞行
人员，终于亲身参与到了这个大事件中。

雏鹰展翅
张子影

!"抵达南洋

经过数十天日夜兼程的海上航行，终于
到达了南洋海域。那儿又是另外一种海景，岛
屿星罗棋布，大海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水如
翡翠，似玛瑙，蓝得纯洁，蓝得透明，蓝得清
澈。阳光照射在海面上，金光闪烁，波光粼粼。
有时还能看到巨大的鲸鱼喷起高高的水柱。
途经的岛屿都被丛林所覆盖，青翠欲滴，

椰林密布，成群的海鸟在空中飞翔。
龙蛟和将士们被奇妙的景色迷住
了，想不到南洋的海面如此宽阔，景
色这么娇美，物产如此丰富。
郑和船队在南洋勘察了一些岛

屿，访问了一些国家，其中就有马刺
加王国。马刺加王国是大明的友好
邻邦。郑和的船一抵达，国王就率领
官员和百姓到码头迎接。

王景弘将郑和介绍给国王后，
郑和表示，自己奉大明永乐皇帝之
命，率领船队下西洋，途经此地，特
来拜访友好邻邦。此行主要有三项
任务：一是进一步开通海上商路；二
是开展贸易，互通有无；三是廊清海
道，消除匪患。
马刺加国王也表示，以陈祖义

为首的海盗在满刺加海峡乃至南洋海域打劫
了无数船只，残害人命，穷凶极恶。由于他船
多势大，附件小国难以应对，恳求郑和出手除
恶，还满刺加海峡和南洋一片宁静与太平。
郑和答应了马刺加国王的要求。
郑和代表皇帝陛下向马刺加国王赠送了

金镶玉带、金银制品、丝绸、瓷器、茶叶等礼
品。马刺加国王也赠送了回礼。
之后，郑和提出，打算在满刺加建立一个

交通中转站。马刺加国王当场表示同意，双方
官员可以随后展开洽谈。
当天晚上，郑和在天元号上踯躅沉思，副

使王景弘关心地问：“大人，我看你心思重重，
是否考虑如何缉拿陈祖义，歼灭以他为首的
一帮海盗？”
郑和点点头说：“是！今天国王的一番话

你也听见，陈祖义是汉人的败类，非除不可。”
“大人说的是！”
“这个陈祖义不缉拿，南洋海上贸易之路

不通。陈祖义不缉拿，南海诸国不宁，大明在

南海诸国的威信难以建立。陈祖义不缉拿，沿
海百姓的仇恨不消啊！”郑和捏紧拳头说。
“是！”王景弘附和说。
陈祖义，广东潮州人，纠集近万海匪，战

船百余艘，盘踞满刺加海峡多年，称霸周边海
域，对过往海商“辄便劫财物，甚至加害生命，
横行残暴”，被他抢劫过的过往船只超过万
艘，还曾攻打过五十多个沿海城镇，抢劫财物

无数，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十分恼火，
曾悬赏 &)万两白银捉拿这个海上
大盗“混海龙”。当年朱元璋决定闭
关锁国，实行“海禁”，海盗猖獗也是
重要原因。
陈祖义后来逃到三佛齐的渤泥

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了
一员大将，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
海盗，自立为王。永乐皇帝朱棣登基
后，陈祖义也假惺惺地去进贡，去时
是空船，一路抢劫，抢到什么送什
么，回国时也不落空，“满载而归”。

更令永乐皇帝朱棣受不了的
是，陈祖义不仅抢劫西洋、南洋诸国
的船只，连明朝的使船也抢，甚至实
现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他还经常带匪帮到南洋诸岛国打

劫，南洋诸岛国的国主对他恨之入骨，但军力
不济，难以将其剿灭。

为了尽快铲除陈祖义为首的海盗团伙，
以便赶在季风刮起时能及时起航赶赴西洋。
郑和经过考虑，给陈祖义下了一份招抚书。
看过招抚书后，陈祖义却只是轻蔑地笑

了笑，认为郑和怕了自己，对招抚不屑一顾。
甚至打起了郑和船队的主意，打算伺机夺取
宝船，活捉郑和。
招抚书没有回音。郑和心想，如果要立即

缉拿陈祖义，歼灭海盗，必然要花一段时间，
可能耽误下西洋的行程，不如回程时再收拾
他也不迟。副使王景弘、吴宣同意他的想法。
再说船队里的龙蛟。一到南洋，他就摩拳

擦掌要捉拿陈祖义，为兰香一家报仇，为被杀
被劫的闽南乡亲解恨。此时听说立刻下西洋，
待回来时再铲除陈祖义，不由心里一凉。

既然暂时搁下了消灭陈祖义的心思，大
明船队再次起航，从南洋直奔钖兰、印度西海
岸的柯钦以至古里（今科泽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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