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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
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
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
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
特的精神气质。去年 5 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
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

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广大科
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这
里，我重点强调一下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技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

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
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
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
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
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
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
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习近平在科学

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

华社北京2020年9月11

日电）

为国励志献航空

顾诵芬，中共党员，1930年2月4日出生于
江苏苏州。顾诵芬出身书香门第，取名自晋代
陆机《文赋》：“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
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
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
炸不仅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
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顾诵芬不知所措，只能
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还有一次，炸弹爆
炸的声音直接把顾诵芬炸醒了。经历过这样
的日子后，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
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
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
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航空武器装备
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航空工
业涉及的技术领域多、创新难度大、设计要
求高，是国家科技水平和国防实力的集中体
现。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
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
愿。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提出要“建设
中国的强大空军！”1951 年，正值抗美援朝
的困难时刻，党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国家拿
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
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
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
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
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
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
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
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
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 1 的气动
力设计。他在大学学的是螺旋桨飞机，现在
需要设计喷气式飞机，而且当时提出要采取
两侧进气，不能用机头进气，国内没有先
例。当时，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
外文献，他便动身从沈阳来到北京，借一辆
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
因为怕白天影响学生使用资料。他买了硫酸
纸，把有用的图描下来，整整跑了一个星
期，在没有路灯的土路上骑行，后来发现自
行车前叉已经颠裂，就要断了！他潜心学习
研究国外资料，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
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终于
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此后，顾诵芬又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
机——初教 6 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
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初教 6 飞行品质
出色，为我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他
一刻不停，转身又投入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
计研究。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
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他依靠扎实的理论
功底，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
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
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
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
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64 年，我国开始研制歼 8 飞机，这是我
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
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 8 飞机气动设
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在研制中，他
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
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
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
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
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
为后来我国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
法。他还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鸣
等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了歼8飞机研制任务，结
束了我国歼击机依赖引进的历史。1985年，歼
8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0 年，歼 8Ⅱ飞机研制立项，其作战
性能要求远超歼 8 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
设计师，是航空工业第一位由国家任命的型
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
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
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
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
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首飞。2000
年，歼 8Ⅱ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成为当时空海军的核心装备。

歼 8系列飞机共衍生 16 种型号和技术验
证机，装备部队350余架，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
主战装备。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
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
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
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大飞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顾诵芬先后担任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
证组副组长和大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
员。2003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
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
建议》。他基于对军用、民用航空技术相通的
规律性认识，提出“军民统筹、大客大运并举”
的大飞机发展思路，并得到采纳。2007年，国
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2016 年，
运20列装部队。2017年，C919成功首飞。

为梦读书重传承

顾诵芬出生于苏州严衙前（今十梓街）的
一所大宅院里，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
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可这个
航模特别不结实。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就
在上海又买了一架小的飞机航模。但是玩的
久了便也坏了，小顾诵芬就自己修，拿电影胶
片用丙酮溶解了粘接，没有轻木条，就用火柴
杆，蒙皮就用父亲描摹古书用的纸，最初的航
空梦想，就是从小小的航模上升起的。他天资
聪颖，学业拔尖。年年学期成绩揭晓，一班
47人，他总能荣获全班之冠。

报考大学，顾诵芬坚定地在志愿上填写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

专业。这三所中国顶尖的大学，都发来了录
取通知书，但是母亲舍不得他远行，便选择
了上海交通大学！1949 年 3 月，胡适先生来
沪，经常到合众图书馆阅书。一天午饭，胡
适与顾诵芬全家同桌，胡适问及顾诵芬在大
学学习什么专业，答为“航空工程”。他颔首
称许——“这是实科。”钱锺书先生教导顾诵
芬学习英文，要他多看《大西洋》杂志和各种剧
本，这是学习英文的捷径。当顾诵芬为圆报效
祖国的航空梦远行东北，钱锺书先生曾写信给
顾诵芬父亲顾廷龙：“诵芬远行甚关切。”

书香门第的熏陶，养成了顾诵芬爱读书
的好习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除了吃
饭、睡觉、工作以外，没有别的爱好，唯一
的爱好就是读书，就连睡觉前洗脚的时候都
要读书。他大学学的是气动力专业，气动力
专业的驾轻就熟自不必说。他在担任总师
后，很快掌握了总体、重量、外形、结构、
强度、飞控、航电、环控、武器、电源电
气、仪表等各个专业的技术，并且对这些技
术都不是简单地了解，而是都作了深入的研
究。为了缩小航空技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
离，他尤重学习外语，他英语基础本就极
好，加上工作后仍然坚持学习，在口语、笔

译等方面在全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的，航空
工业出国考察交流必有他同行。为了更好地
开展工作，他又自学了俄语，亲自翻译和校
对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为了拓展知识，他
还自学了日语和德语。

年逾九旬的顾诵芬，在北苑陈旧的办公
室直到现在也仍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总
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能记得起每一本书
的内容。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环境里，
他敏锐地关注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
态，思考着未来的发展。

顾诵芬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带领的团
队走出了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
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
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 《飞机总体设计》 一
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
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 《现代武器装备知识
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
程》 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
都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顾诵芬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
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
记毛泽东同志的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
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

《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同志曾推荐给科研
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要读凯利·约
翰逊、费多索夫院士以及徐舜寿、管德院士
等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
新的精神。

为公忘我见真情

顾诵芬在航空事业耕耘70载，由于国防
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
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
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他的名字才逐

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功成不必在我，他总是
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
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
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
员。”有多少型号飞机饱含他的心血，有多少
专家从他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无法统计。经常会听到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们
说，“有顾总在场，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
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
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
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
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
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 8 飞机飞行中
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
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 8 飞机
后机身流场。这对年近半百，又从未接受过
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
且因为姐夫黄志千就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
个约定：谁也不再乘坐飞机。当时，试飞员
鹿鸣东得知后，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
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
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
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既下，就瞒着爱
人，登上了鹿鸣东驾驶的歼教 6 飞机。为了
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
一度仅 5 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
诵芬来说都是冒险。凭着足够的胆量和勇气，
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承受着巨大的身体
负荷的顾诵芬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
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
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
的战友。杨凤田院士在《我心目中的顾诵芬》
中写道，有一次顾总因为连日辛劳，不慎摔伤，
伤势很重，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7个多小时，
睁开眼睛跟我说了一句话“（会）我去不了，你
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管德院士）。”就又昏
了过去，顾诵芬总是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
位，引领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航空人。

顾诵芬从不渲染自己如何伟大和高尚，
即便是在 《顾诵芬自传》 里也基本都在写他
的同事，写他那一代航空人，用自己一点一
滴的小事诠释了“航空报国”的精神。他总
是惋惜歼 9 总师王南寿一生为国奉献，却没
有收获应有的荣誉；他总是挂怀在担任所长
时，大年初二病逝在办公楼旁的孙新国的孩
子是否得到妥善的照顾；他脑子最好，却总
是忘记别的同事因为生活困难找他借过钱；
他总是关心哪位老同事生病了，不顾自己身
体行动不便也要前去看望。最难忘90岁高龄
的他，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时，执意要
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
悼念，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
睛里闪烁着光芒。在他的心里有国家、有航
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
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
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地艰苦，哪位
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
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
过、不愿多提。说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
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
子过得苦，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提到他
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他说：“这
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
这样的，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
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用将近一个世纪
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
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
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1986年，顾诵芬离开了他工作30年的沈
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
委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航空装备的体
系建设、重点型号未来发展、国防事业的宏
观布局建言献策上。从大飞机专项设立，到
四代机技术预研，再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的探
索，他始终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前行的方向，
一直还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他简陋
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业内外院
士、专家的身影。顾诵芬神情专注地听来者
讲述，简洁明快地对问题作出回答。有时，
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准确无误地
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
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访者，你所说的
这里有论述！他敢于直言，即便面临来自高
层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从不隐
讳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心无旁骛，专精于
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深
恶痛绝。顾诵芬因患癌症，经过两次手术
后，身体非常虚弱，但他坚持要求继续上
班，平时10分钟的路程，他现在要花三倍的
时间，但你仍能看到他准时坐在那一把硬凳
子上，埋头书海，笔耕不辍。他说：“了解航
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
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
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工
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
者、参与者、见证者。如今，虽已鲐背之年，仍奋
战在航空科技战线。他践行了“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践行
了“忠诚奉献、逐梦蓝天”的航空报国志向，担当
航空强国使命，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1937年，他 7岁，亲眼目睹了侵华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从此幼小的心
灵埋下航空报国的种子。多年以后，新中国多款新型战机的设计出自他和同
事之手。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芬——

1937年，他 7岁，亲眼目睹了侵华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从此幼小的心
灵埋下航空报国的种子。多年以后，新中国多款新型战机的设计出自他和同
事之手。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芬——

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
本报记者 严 冰

11 月 3 日上午，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 91 岁的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顾诵芬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航
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
我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引领者、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
航空工业第一位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中
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中国歼击机从无到

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中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
他主持了歼教 1、初教 6、歼 8、歼 8Ⅱ飞机气动布局设

计，奠定了中国亚声速飞机和超声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
石，推动了中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他荣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20 余项，其中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曾获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

择一事，终一生。顾诵芬一生的职业生涯只写着 4 个
字：航空报国。

顾诵芬顾诵芬顾诵芬 顾诵芬顾诵芬（（后座后座））与飞行员鹿鸣东在歼教与飞行员鹿鸣东在歼教66 飞机上飞机上。。

19621962 年年 88 月月,,顾诵芬顾诵芬、、江泽菲结婚时与父江泽菲结婚时与父
母合影母合影。。

工作中的顾诵芬工作中的顾诵芬。。

顾诵芬小学时期最喜欢的玩具顾诵芬小学时期最喜欢的玩具。。

顾诵芬在操纵系统试验室设备顾诵芬在操纵系统试验室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