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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寄予着中华民族亘古不灭的航

天梦。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

成功。从人造卫星到载人航天，从月球探测到火星计划，从天宫到天

舟，中国航天事业一步步走向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

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16年4月24日，设立“中国航天

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引导青少年热爱航天事业，增强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此，我们为青少年朋友编写了本书。

人类从具有思维的那一天起，就对蔚蓝天空怀有无限的遐想。人

类渴望着有一天可以翱翔天空。这种对飞行的渴望演绎出一个个美妙

动人的传说，也激励着后代科学家为了实现飞天梦想而努力。

随着天文学的发展，相继出现的太空幻想小说体现了人类对太空

飞行进一步的思考。通过哥白尼、第谷·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等

科学家的不懈努力，确立了近代日心说的天文学体系。这使人们意识

到，地球仅仅是浩瀚宇宙中一颗普通的行星。人类开始借助于自己的

想象以及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的知识来设想宇宙中其他的星球。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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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星球是什么样的？上面是否有生命存在？这些问题都推动着人

类不断地发生幻想。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镌刻着我们祖先千年的飞天梦想。嫦娥奔

月的美丽传说，动人的故事鼓舞着中华儿女探索宇宙的勇气；万户飞

天的勇敢尝试，拉开了人类征服太空的序幕。

天空的深邃和悠远，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于是才有了那么多动

人的故事和传说，于是就有了天上的神仙，有了令人神往的飞天神

女，也就是敦煌壁画中在佛前抛撒鲜花、演奏音乐的飞天形象。

飞天，是我国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文学主题之一，对天空的向往

和探求，流淌在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

相传，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后羿从西王母处请来不死之药，嫦娥偷

吃了这颗灵药，身不由己飘飘然地飞往月亮。这个“嫦娥奔月”的古老

神话传说流传了几千年，表达了我们人类对月球充满了向往和好奇。

明朝初年，一个受封官职为万户，名为陶成道的官员，曾让人将

火箭和自己一起绑在椅子上，两手各拿一只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

推力和风筝的升力飞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可称得上是人类第一

个用火箭作动力飞行的人，并为整个人类向未知世界探索的进程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人类从诞生以来，一直都有一个梦想，梦想着能够像鸟儿一样飞

翔，梦想着冲出地球，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

着向往飞行的美丽传说。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更是由来已久，从嫦娥

奔月到万户飞天，留下了中国人不懈追寻的足迹。直到“神舟”飞船

一飞冲天，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终于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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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上九天揽月”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梦想。这个千年梦想引领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迈开征服太空的脚步。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了火

药，也发明了古代的火箭。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探索宇

宙奥秘的壮举前赴后继。而在今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神舟飞船，中

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终于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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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飞船”是个大家族

我国从开始研究人造卫星到成功地进行载人飞行，几十

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艰难，成功与失败。

2003年 10月 15日，我国发射了第一艘载人飞船——

“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在太空飞行21小时23分钟后，成

功返回地面。由此，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开

展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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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不变的人类飞天梦

德
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在 1634 年出版的 《梦想》

中，第一次对去月球的旅行展开了幻想。稍晚出版的由

英国主教、历史学家歌德温所作的 《月中人》 以及英国人威尔

金斯所作的《月球世界上的发现》，也对月球的情景进行了幻想

和推测。

由法国人切拉诺·德·贝尔热拉出版的《月球之旅》是 17
世纪太空幻想小说中的典范。在书中，作者用近于科学的态度

讨论了太空旅行中的各种飞行方法，尤其提到了用烟火爆竹作

为推进动力，其原理正是后来的航天飞行中所用的反作用推进

方式。

进入 19世纪，一系列科学的重大发现与发展，如生命体与

非生命体物质元素相同、太阳系非唯一性、进化论、元素周期

律的提出，逐步揭示了地球生命的非唯一性以及太阳系的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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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随着科学发现和科学技术地位的日益提高，太空幻想作

品进入了黄金时代。

法国人儒勒·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是近现代太空科

学幻想小说的代表作。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凡尔纳通过科

学的推理，结合大量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对小说中

的宇宙飞船和发射装置进行了大胆的设想。书中对航天活动中

许多基本状况的预言，都同航天科技发展有着惊人的吻合，如

火箭发射场、飞船密封舱、失重、火箭变轨道飞行、制动火

箭、海上降落等。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幻文学奠基人

的库尔德·拉斯维茨的科幻小说《在两个行星上》描写了有关

火星人的故事。与《从地球到月球》同样杰出的是，这部作品

对光电感应器、光电池、轨道站、反作用发动机、变轨控制的

设想和描述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的太空科学幻想小说

中，科学性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个原因，他们的

作品与当时的科学探索发现是紧密联系的，既不同程度地受到

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发现的影响，又对航天科学的发展起到了

相当大的影响。

后来的许多火箭专家和航天先驱者都受到了这些作品的启

发和激励，俄国航天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美国航天先驱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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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都曾在早期受到过这些作品的

影响。德国航天先驱奥伯特和法利尔还曾对儒勒·凡尔纳在

《从地球到月球》中设计的火炮及用这种装置发射飞船的可能

性，进行过认真地研究。

对太空的幻想激励着人类不断地对太空进行探索，去实现

翱翔太空的梦想。在对太空的无限遐想中，人类逐步建立起太

空飞行的思想和观念，这就为航天梦想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

础。因此，当新的时代来临时，在这种原始动力的推动下，真

正的航天理论和实践得以迅速发展。

伴随着戈达德博士的液体火箭的升空，人类揭开了航天时

代的序幕。

20世纪 20～30年代，在航天先驱的影响和激励下，欧美许

多国家自发成立了有关火箭和太空飞行的研究协会及相关组

织。这些火箭协会和研究组织在成立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得到

官方的资助和支持，但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

的火箭研制和航天理论的研究工作，为液体火箭的发展作出了

很大贡献。从航天学基本理论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

达到液体火箭技术高峰这一段时间内，这些组织起到了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用。

1927年，一批热情的支持者成立了星际航行协会。协会在

德国布雷斯劳的一家啤酒店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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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的宗旨是要开展震惊世界的火箭研制工作，而协会本

身则成了培养打开宇宙大门的人才基地。协会中人才济济，第

一任会长是谦虚诚恳的温克勒，还有克里斯·里迪尔。年轻的

天才冯·布劳恩在他 18岁的时候也加入了该协会。

星际航行协会的成员们在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他

们的火箭研究工作。早期的试验很粗糙，也带有一定的危险

性。冯·布劳恩曾对他们早期的一次发射有所描述：“里迪尔担

当了这个颇有危险的任务，即把泡在水桶中的小喷管点燃。在

火箭的冲力达不到的地方设置了一个挡板，里迪尔需要把一块

浸过汽油点燃后的布片扔到喷着气体的锥形喷管上去。接着，

在发动机发出震耳的怒吼声前就迅速隐蔽在挡板之后。这需要

相当的敏捷，但是对于里迪尔这样一位超过 196磅的大个子来

说，他当时表现出的敏捷简直是奇迹。”

火箭发射成功也是一个奇迹。1930年 8月，奥伯特成功运

转了他的锥形喷管发动机。此后，协会致力于建造一枚最小型

火箭，它被称为“米拉克”。“米拉克”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

注意，协会会员于是设计了一系列“推力器式”火箭。1931年

5 月，推力器式火箭试飞成功。火箭升高 61 米，飞行距离为

610米。

尽管获得了这些成功，但星际航行协会的火箭飞行场却面

临被关闭的危险。当时的德国陷入经济萧条，协会成员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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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落千丈。能使火箭研究得以继续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军方

的雄厚资本和独特条件，而陆军当局出于战争上的考虑，对火

箭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从此，火箭研究逐步转入陆军控制之

下，而星际航行协会也就逐渐瓦解了。

德国星际航行协会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及其造就的火箭专

家，最终对德国战时火箭研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战时德

国的火箭研究和远程火箭技术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

世界最高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由于 《凡尔赛和

约》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发展作战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枪等军

事装备，对陆军装备的限制尤其严格，这就促使德国军队寻找

不受和约条款限制的新的武器系统。

因此，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德国陆军就开始筹建官方的火

箭研制组织，抽调专人研究火箭的未来发展潜力和用于战争的

可能性。有了政府的支持，就有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

性。同时，德国陆军多方寻求研究人员，从研究机构调集技术

骨干，最终促成德国火箭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陆军炮兵局卡尔·贝克尔少将的大力支持下，1930年，

陆军部召开了正式的火箭武器研制会议，这标志着德国官方军

事火箭计划的开始。在具体负责火箭研究工作的多恩伯格上尉

的努力下，德国星际航行协会的一批研究人员，如冯·布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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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鲁道夫·内贝尔、克劳斯·里德尔、瓦尔特·里德尔等纷

纷加入该计划，在 1932年底组成了由多恩伯格、冯·布劳恩、

瓦尔特·里德尔和海因里希·格鲁诺所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

并于 1936年至 1938年建立了著名的佩内明德火箭基地。

该研究小组成立后，设计和生产了“集合体”系列火箭

（A-1～A-12）。其中A-4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所使用的

V-2导弹。

导弹与火箭是有区别的，我们平常所说的火箭是指以火箭

发动机为动力的飞行器，而导弹则是指带有战斗部（如各种弹

头）的可控制火箭。

“我们证明了利用火箭原理进行太空飞行是切实可行的，这

在科学技术史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除了陆地、海洋和空中交

通外，现在还可以加上无限广阔的宇宙空间作为未来洲际航行

的一个中介。这是宇宙航行新纪元的曙光。”1942 年 10 月 3
日，多恩伯格在A-4火箭发射成功庆祝酒会上如是说。

在研究A系列火箭的过程中，冯·布劳恩等人以科学家的

态度同时在进行着认真的太空探索，他们利用军队的拨款，进

行了大量的空间飞行尝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冯·布劳

恩、多恩伯格等人曾制订了有关载人宇宙飞船的机密计划——

“小组计划”，即A-9和A-10计划。在该计划中不仅希望设计大

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探索了载人飞行运载工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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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家还设计了航天运载火箭，他们曾经设想在A-9基

础上，加装一个大型火箭，从而使火箭达到 3级推进，估计就

可以将一个驾驶员舱送入轨道。虽然这些设想由于战争的变化

都未能实现，但为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

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由于看到V-2导弹在战争中

的威力，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洲际导弹的研究计划，尤其当时

美苏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在导弹和航天领域展开了激烈

的竞争。

苏联战前的火箭技术在各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也拥有

了一批火箭专家，这就为战后苏联的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的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冷战”格局的逐渐形

成，苏联所制定的战略部署中，对当时各项具有军事意义的新

技术，包括火箭技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发展核威慑力

量，苏联制订了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通过对德国V-2导

弹的研究和仿制，苏联开始研究设计自己的洲际导弹，最终于

1957年 8月 21日成功发射了P-7（P为俄文“胜利者”第一个字

母）洲际导弹。洲际导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火箭技术

的发展，所以它的成功在客观上也为发展航天事业直接或间接

地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接着，为了发射人造卫星并达到第

一宇宙速度，由科罗廖夫为主的研究小组对 P-7 导弹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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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成功研制了斯普特尼克（Sputnik）号运载火箭。1957年 10
月 4日晚，这枚火箭携带着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

特尼克 1号”在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标志

着人类航天时代的真正到来。当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这次洲际导弹发射

试验虽然失败了，却还是把一颗直径 580毫米、83千克的小卫

星送入了太空。这颗卫星在轨道运行了 92天，给苏联带来了无

比的荣耀。

人造地球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

器，简称人造卫星或卫星。通信及广播卫星、对地观测卫星和

导航定位卫星，都是开发相对于地面的高位置空间资源的航天

器，这类航天器一般又称为应用卫星。应用卫星是直接为国民

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服务的人造卫星，是当今世界上发射

最多、应用最广泛的航天器。

在苏联开展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计划的同一期

间，美国也在进行着航天技术的探索。国防部、陆海空三军以

及一些科学机构开展了多项导弹、火箭及卫星计划，先后就人

造卫星的运载火箭研制的可能性和潜在的科学技术及军事价值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及军事机构

在发展战略武器思想上的失误，致使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究

长期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另一方面由于各计划的开展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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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部门或部门间开展的，没有一个高度统一的部门负责，

造成人才、资金、设备等资源的分散和浪费，所以美国在运载

火箭及人造卫星的发展中落后于苏联。直至 1958年 1月 31日，

才在卡纳维拉尔角，由“丘比特-1”火箭将“探险者-1”卫星

送入太空。

美苏两国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技术的发展虽然是两国军备

竞赛的产物，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在航天领域所取得

的每一项进展，作为世界科技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是对人类历

史的贡献，谱写了世界航天史的新篇章。

继美苏成功发射各自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其他一些国家

也开始根据各自的国情制订航天发展计划，并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航天技术也由最初的军事目的逐渐转向民用。各国相继发

展了通信、气象、资源等应用卫星，并相应地改进、发展了运

载火箭，提高了它的可靠性和运载能力。

航天技术的出现，使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实现千百年以来的梦想——载人

太空飞行的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我们最终实现了这个梦

想，在宇宙中留下了中华民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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