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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苍穹——沈荣骏访谈录》（浙

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逐苍

穹》），是一部以沈荣骏院士为第一人

称 ，采 用 访 谈 形 式 呈 现 的 纪 实 类 作

品。本书以航天测控技术发展为主

线，以重大发展成就为节点，通过丰

富的情节和生动的叙事，讲述了中国

航天测控事业的发展历程，带领读者

回溯那段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光辉

岁月。

沈荣骏院士作为我国航天测控系

统的奠基人之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便投身导弹航天测控技术研发工作，

直接参与过我国第一个导弹靶场测量

系统的建造。从西北荒漠中的导弹试

验场到“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从北

斗导航系统的组网到深空探测的不断

拓展，在长达 60 余载的工作生涯中，

沈荣骏院士亲历了我国导弹航天测控

系 统 从 无 到 有 、由 弱 变 强 的 伟 大 跨

越。正如“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

所讲：“我和沈荣骏院士是老同事、老

战友，他是我国航天测控技术领域的

著名专家，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几乎是

共同经历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辉

煌的历程。”

在接受访谈时，沈荣骏院士的讲

述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他从早期大

地坐标测量的基础工作讲起，详细阐

述航天测控系统的技术演进过程，每

一段回忆都紧扣航天测控事业发展主

题。这种层层递进的讲述方式，有益

于读者更加清晰地把握航天测控事业

的发展脉络。

沈荣骏院士的讲述，不仅饱含珍

贵 的 史 实 ，也 充 满 浓 厚 的 人 文 情

怀。书中讲到第一代航天人创业时

的艰苦。他们一头扎进人迹罕至的

戈壁滩，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为

了解决温饱问题，尝试了诸多办法，

比如，把骆驼刺磨成粉，掺到面里蒸

窝窝头，或是到沙枣林打沙枣充饥，

但食用过多又引发肠胃不适……沈

荣骏院士用朴实的语言讲述这些鲜

为人知的细节，既不回避挫折，也不

夸 大 成 功 ，虽 无 刻 意 渲 染 的 跌 宕 情

节 ，却 传 递 着 触 动 人 心 的 力 量 。 从

这 些 故 事 细 节 中 ，读 者 可 以 深 切 感

受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为了党和国

家的事业，无惧艰难、默默坚守的奉

献 精 神 。 沈 荣 骏 院 士 回 忆 道 ：“‘ 死

在 戈 壁 滩 ，埋 在 青 山 头 ’，现 在 看 来

像 是 豪 言 壮 语 ，那 时 确 实 是 我 们 这

批创业者的真实想法……大家都认

为 能 从 事 国 防 尖 端 事 业 ，是 党 和 人

民对自己极大的信任，非常光荣，非

常自豪。”

《逐苍穹》兼具科普与纪实。作品

中徐有智领衔的创业团队运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解航天领域的专业知识，

将深奥的技术术语转化为读者易于理

解的内容。这种深入浅出的表达，既

保证了科学内容的严谨性，又增强了

书籍的可读性，让非专业读者也能沉

浸其中，领略航天科技的独特魅力。

在笔者看来，本书不仅仅是一部

个人访谈录，更是一幅中国航天事业

的群英谱。某型导弹首射失败后，钱

学森身先士卒，冒着寒风在发射现场

附近的沙漠寻找导弹残骸碎片，并且

日夜围着残骸分析研究，总结失败原

因；为了攻克技术难题，黄纬禄带领

团队日夜攻关，多日未曾合眼……书

中通过沈荣骏院士的回忆，让我们看

到 了 钱 学 森 、陈 芳 允 、王 大 珩 、孙 家

栋、黄纬禄等一大批航天先驱的不朽

功勋，也看到了无数一线科技工作者

的默默奉献。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

民族的脊梁。

创 作 团 队 耗 时 6 年 编 写《逐 苍

穹》，历经访谈整理、专家座谈、文献查

证、事实甄别等诸多环节。为确保书

稿的科学性、准确性、可读性，创作团

队特邀航天及出版领域的专家，对书

稿进行了细致审阅，并依据专家反馈

意见，对书稿进行了两次重大修订。

年近九旬的沈荣骏院士也亲自参与，

对书稿进行了两次审慎的修订。这种

精益求精的态度，与航天人严慎细实

的工作作风一脉相承。

《逐苍穹》既是一部记录航天科

技 发 展 的 著 作 ，也 是 一 部 书 写 航 天

精神的作品。回顾中国航天科技的

发 展 征 程 ，每 一 步 都 充 满 着 艰 辛 和

挑 战 ，沈 荣 骏 院 士 的 讲 述 往 往 以 当

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开篇。正是

这 些 真 实 可 感 的 细 节 ，为 访 谈 内 容

增 添 了 引 人 入 胜 的 故 事 性 ，也 更 加

凸显老一辈科学家的深思熟虑与远

见 卓 识 ，以 及 航 天 人“ 特 别 能 吃 苦 、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逐苍穹》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更让我们读懂

了伟大成就背后的精神密码。它是对

中国航天人的崇高礼赞，也是对未来

的深情期许。正如沈荣骏院士在本书

首发座谈会上讲道：“个人不重要，重

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国家的振兴

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这本书记录

了我们的峥嵘岁月。我们这一代能做

到的，现在的这一代，还有将来的一代

又一代，他们都能做到。”

航天亲历者的奋斗足迹
■褚 银

一位老领导回到单位，与官兵畅

谈如今军队的变化。他看着众人斗志

昂扬，言谈间温文尔雅，不禁欣然赞

叹：“眼下的军营，既弥漫着战味，又洋

溢着书香，令人欣慰且安心。”

向 战 为 战 的 硝 烟 味 是 军 营 特 有

的氛围，它不仅体现在墙上的英模画

像、写在本子上的决心书，还蕴含于

边防线上的风雪巡逻、训练场上的摸

爬滚打、演习场上的无畏冲锋……每

一位军人都深知，自从穿上军装的那

一刻起，他们便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

和人民。

书 卷 气 是 军 人 应 有 的 气 质 。 当

年，毛泽东就断言：“没有文化的军队

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

战胜敌人的”，足见文化素质对一支军

队是何其重要。

历 史 的 影 像 常 常 在 我 们 脑 海 闪

现，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与激励。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先辈们仍然坚

持读书学习、开办学校，他们甚至在马

背上、坑道里也坚持学习文化知识。

长征路上，患病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

仍专心致志地读书；刘伯承军务繁忙

仍挑灯夜战，孜孜不倦地研读外国兵

书，并一字一句翻译出来，为大家学习

提供范本；粟裕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

总是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阅读，并

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战争实践……老

一辈革命家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读

书学习之于个人和事业发展进步的重

要性，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军人必须

具备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以适应科

技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在书香的

熏陶下，个人的视野和思维得到拓展，

对职责和使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高

海超、任一荣、周帅……这些“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尽管工作岗位各不相

同，个性特点也十分鲜明，但他们都拥

有一个共同点：热爱阅读，勤奋研究。

他们能够将学到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战胜敌人的有

效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书卷气是学识涵养、理论功底的

外显。保持学习习惯，善于从书本中

汲取营养，不仅能增强思辨能力，廓清

思想迷雾，陶冶心性和情操，还能提高

思维层次，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应对风

险挑战、履行军人职责。“自古能兵怀

远略，迄今善战更高瞻。”强军征程上，

新时代官兵，要既追求硝烟味，又涵养

书卷气，才能不断实现素质提升、积蓄

奋楫远航的能力。

富有书卷气，绝非一日之功，需有

攻坚的勇气、持久的坚持。叶剑英元

帅有一首《攻关》诗：“攻城不怕坚，攻

书 莫 畏 难 。 科 学 有 险 阻 ，苦 战 能 过

关。”在这里，叶帅别出新意地把读书

与攻城联系起来，把科学的险阻与战

场的关隘联系起来，启示我们在读书

中要有攻关的精神，舍得下功夫深钻

细研，从书本中获得真知。同时，读书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必须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方能在书山的攀登中

看到更美的风景。

书卷气不是书生气，富有书卷气

不是做“两脚书橱”、不能“掉书袋”，

而是要当一个实干家。从书本里获

得真知灼见，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

要联系实际读书，在训练场上锻炼本

领、深谋打赢；要在读书中把理论能

力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提升，融会贯

通，这样才能成为知识“多面手”、实

践“百事通”。要将书本知识转化为

破解难题、干好本职、建功立业的真

功 夫 、硬 功 夫 。 愿 战 友 们 都 能 爱 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书香的浸润中

厚植爱国情怀，培育战斗精神，争当

打赢尖兵。

硝 烟 味 与 书 卷 气
■向贤彪

军旅作家王树增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
人物为经纬，全景式再现了 1937年至 1945年的抗战历程。该书真实刻画了战
争的残酷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顽强不屈的抗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先烈的敬
仰和对历史的深思。作品获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本期，我们分享战友们对《抗日战争》的阅读心得。

——编 者

读书生活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经典诗歌

的 吟 诵 传 承 ，已 内 化 为 中 国 人 的

情 感 和 认 知 ，融 入 中 华 民 族 的 血

脉，成了我们的基因。《诗词中国》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凤 凰 出 版 社）

一书中，作者精选 200 余首经典诗

词，以诗化 、散文化的语言解诗论

词 ，对 诗 境 、诗 意 、诗 趣 等 展 开 论

述 ，让 人 们 领 略 经 典 诗 词 的 独 特

魅力。

《吾家吾国》（中信出版集团）采

访了 10 位在不同领域作出过杰出贡

献的知名专家、学者，通过一个个温

情故事，讲述他们见证国家发展与飞

跃的人生轨迹。在娓娓道来的故事

中，他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

寻跃然纸上，传递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激发读者对人生

价值的思考和对梦想的追求。

（均由田佳玉整理）

新书评介

沈荣骏（左三）在测通所（拍摄于 20世纪 70年代末）。 资料图片

中国国土广袤，她的每一寸山
河都需要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

——《抗日战争》第三卷

站在边关的哨位上，望着远方的群

山，我仿佛看到了 80 多年前那些在战火

中坚守着的身影。今天的边关风雪依

旧，但军人的使命始终未变。我们在寒

风中站岗，在烈日下巡逻，用脚步丈量着

祖 国 的 边 防 线 ，守 卫 着 祖 国 的 大 好 河

山。每当夜深人静，望着头顶的明月，我

常常想，这轮明月也曾照耀过那些抗战

先烈。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国土，如今交

到了我们这一代军人手中。边关的夜晚

很冷，但我们胸膛里的热血始终滚烫。

读着《抗日战争》，我更加懂得了坚守的

意义。我们守护的不仅是祖国的领土，

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传承。这份传

承，让我们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着战斗

的姿态，让五星红旗永远在边防线上高

高飘扬。

陆军某部战士 李 江

村民们在供给士兵所需的物资
时十分慷慨大方，而所有食品都是
按价付钱的。清晨，战士们离开村
子前清扫垃圾，把用作床铺的门板
放好，把东西摆得井井有条……

——《抗日战争》第三卷

抗日战争后期美军派遣观察组到延

安，这是其中一位观察员的感言，令他印

象最深的就是军民的团结一致。当看到

这句话，我心中莫名地被触动。大三那

年，我们赴西柏坡开展现地教学，在一所

放假的小学借宿一晚。第二天早上，我

们将教室恢复原样后，就把准备好的手

写信、纸船和糖果一一摆放在课桌上，并

在黑板报旁边留下祝福。几周后，我们

收到了小朋友的感谢信，他们很喜欢那

些 礼 物 ，黑 板 报 照 片 也 被 贴 在 班 级 墙

上。不同的时空，相似的场景，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军人

的责任使命永远不会变。正如那天我们

在信中写下的承诺：“你们安心学习，我

们守护平安。”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干部 管鹏赫

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被关
东军包围，正是乌斯浑河即将封冻
的季节，她们砸碎了枪支后，手挽
手向着冰冷的河水走去，直至被河
水淹没。

——《抗日战争》第一卷

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就在我所在部

队的驻地，那是我常去的地方。因此，在

读到关于她们的描述时，往昔参观纪念

馆时的那份感动，又在我心底翻涌。纪

念馆里只有冷云的照片，其他 7 位女战

士没有留下生前影像，墙面的画像是靠

后人想象而画出的。她们正值青春韶

华，那些没有留下照片的女兵们，也许笑

起来有酒窝，也许初有心仪之人，在那座

展现她们慷慨赴义的巍峨雕塑背后，也

许藏着她们青春秀美的模样。合上书

籍，耳边隐约听到江水的涛声，80 多年

前的她们，依然在教我如何以生命践行

使命。

陆军某部干部 王 毅

这是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
毅力的考验。

——《抗日战争》第一卷

读完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平型关伏击战的描

写。当时，六八五团二营五连在连长曾

贤生的带领下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他

们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

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直

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读到这场战

斗时，先烈们浴血拼杀的场景浮现在我

的脑海中。在装备落后、众寡悬殊的情

况下，他们正是靠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

敢 于 血 战 到 底 的 毅 力 ，取 得 最 终 的 胜

利。这种精神不仅是军人血性与勇气的

象征，更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新

时代，我们更应发扬这种精神，用顽强不

屈的毅力和拼搏到底的意志，去克服新

的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陆军某部干部 林章康

大迁移途中的课堂上，师生们
在山野茅棚下，阅读着中华文明史，
这部历史证明“纵使天崩地裂，民族
绵延不绝”。

——《抗日战争》第二卷

当我翻开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读

到 高 校 西 迁 这 段 历 史 时 ，内 心 深 受 触

动。在抗战的动荡岁月，高校师生为保

存文化火种而进行战略转移，大家沿途

风餐露宿、草鞋磨穿，在漏雨祠堂里讲

学，于牛棚草垛间著书……这不是简单

的地理迁移，而是有关尊严与理想的坚

守。作为一名军事新闻工作者，我所从

事的工作也是一种形式的文化传播，也

必须要有坚定的使命感、责任感。感悟

着革命先辈的精神，我深深感受到唯有

不怕苦、不怕难，方能不辱使命，讲好新

时代的强军故事。

火箭军某部文职人员 袁璐璐

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
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
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
这样，前赴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
剩下三十多位同志，依然顽强地与
敌人拼杀！

——《抗日战争》第一卷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 115 师

在乔沟峡谷设伏。战士们穿着单衣在泥

水中潜伏，枪管进水无法射击，就用刺刀

和手榴弹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拼杀。这场

战役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书中描写的不仅仅是一

场战斗，更是中国军人“人在阵地在”的

血性胆气。80 多年过去，这样的信念从

未改变。每当看到战友们在 400 米障碍

训练时膝盖擦伤仍咬牙冲刺、野外驻训

中被蚊虫叮咬仍保持战术姿势不变时，

我便读懂了书中“赢得战争的最可靠力

量，是中国军人不屈的意志”这句话的分

量。新时代官兵“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

血”的血性胆气，与抗战先辈们的牺牲精

神一脉相承。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 王雨欣

八路军出发了。正是收秋的日
子，沿途的大道两边，老百姓摆着茶
壶茶水和干粮鸡蛋。前方不断传来
日军向南推进的消息。

——《抗日战争》第一卷

这段文字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将

平型关战役前军民一家亲的温情瞬间

永远定格在历史长河中。那些装在粗

瓷碗里的茶水、粗布包裹的干粮，或许

是老百姓最后的口粮，可他们毅然决然

地送给八路军战士。在 80 多年后的今

天，这种军民鱼水情依然在中华大地上

传承。4 年前参加巢湖抗洪抢险，我们

奋战在一线，封堵管涌、加固大堤，当地

老百姓自发地为我们提供姜汤、饭菜。

人 民 处 于 危 难 之 中 ，第 一 时 间 赶 到 一

线，全力以赴救援，是人民子弟兵对人

民的忠诚承诺。

陆军某旅干部 韩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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