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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顾诵芬：：
让中国让中国““雄鹰雄鹰””
振翅高飞振翅高飞

70年间，顾诵芬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我国

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

的设计，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人物简介

◎本报记者 矫 阳

尽 管 已 年 逾 九 旬 ，只 要 身 体 状 况 允

许，顾诵芬仍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持续敏锐地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

动态，思考未来的发展。

他的办公室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

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空工业）科技委员会，从家出发步行约

500米。此前是来去匆匆，需要步行十几分

钟；慢慢地，如今则需要近 40分钟。

1951 年，21 岁的顾诵芬投身新中国

航空事业。70 年，在“一张白纸”的背景

下，他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

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

的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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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荣获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这一至高荣誉时，早已收获诸

多荣誉的顾诵芬，一如往日地保持着冷

静和自持。

“炸”出的飞机梦

1930 年，顾诵芬出生于有着“江南第

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顾氏家族。因

排行为“诵”，他的父亲——著名国学大

师 顾 廷 龙 先 生 取 西 晋 陆 机《文 赋》名 句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为其取

名“诵芬”。

生 长 于 这 样 一 个 溢 满 书 香 的 世 家 ，

顾诵芬是如何与航空结缘的？

“ 轰 隆 隆 —— 轰 炸 机 从 我 家 上 空 飞

过，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

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时

隔 80 年，顾诵芬对日军轰炸的那一幕仍

记忆深刻。

那一年，顾诵芬 7 岁，是燕京大学附

小的一名小学生。

那一天，“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

个念头，深深扎根在顾诵芬心中。

随 父 母 来 到 上 海 后 ，顾 诵 芬 便 开 始

自己看着书做航模。从科学杂志中，他

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

法，慢慢对“搞飞机”有了兴趣。考大学

时，他同时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录取，后遵母愿，

1947 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 年 6 月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接 到 命

令，航空系全体应届毕业生 3 天内赶到北

京报到。告别依依不舍的母亲，顾诵芬

和同学一起奔赴北京，投身中国刚刚起

步的航空事业。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

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作为首批核心成

员，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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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

这批平均年龄不到 22 岁的青涩设计

师团队，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设计一架亚

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该机被定名“歼

教 1”，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临

界马赫数 0.8。顾诵芬负责其中的气动布

局设计。

顾诵芬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

设计基础课程，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

难题，他要从头学起。他跑去北京找资

料，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骑车到北京

航 空 学 院（现 为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查

找、抄录有用的资料，买硫酸纸把图描下

来，收集废针头组装仪器进行测量……

在没有路灯的土路上，足足跑了一个星

期。

在 所 得 资 料 基 础 上 ，顾 诵 芬 思 考 出

一套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方法，

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

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

计算。

1958 年 7 月 26 日 ，我 国 第 一 架 自 行

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 1”首飞成功。

随 后 ，顾 诵 芬 又 接 受 了 研 究 超 音 速

飞机气动力布局的任务。

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

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依靠扎实的理

论功底，顾诵芬首次建立起超音速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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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顾诵芬的

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院

院长孙聪说。

冒险升空解决战机隐患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已拥

有两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

抗衡的装备。因国际形势突变，引进途

径被堵死。

形势逼人，唯有独立研发。1965 年，

歼 8 战斗机项目启动，这也是中国自主研

发的首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

项 目 启 动 初 期 ，总 设 计 师 黄 志 千 执

行公务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

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

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 那 时 候 ，大 家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信

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

高速歼击机。”中国航空研究院原党委书

记刘鸿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为尽快

完成飞机设计，技术人员工作在简陋的

车间地下室，睡在临时搭成的双层通板

铺，饿了啃口凉馒头，困了趴在图板上打

个 盹 儿 ，醒 来 继 续 干 。 就 这 样 ，将 全 机

11400 多个零件、1200 多项标准件、几万

张 A4 图纸一笔笔画出。

1969 年 7 月 5 日，歼 8 首飞成功。但

这 只 是 一 个 开 始 。 在 随 后 的 飞 行 试 验

中，歼 8 出现强烈抖振，能否解决这一问

题，关系到歼 8 能否实现超声速飞行。

顾诵芬知道，这是气流分离的问题，

但不知道症结的具体位置在哪。当时没

有 高 清 摄 像 设 备 ，他 想 出 一 个“ 土 办

法”——把毛线剪成十几段，贴到飞机后

机身和尾翼上，当颠簸发生时，让飞行员

拍照观察是哪些毛线在动，但拍出的照

片还是看不清楚。

顾 诵 芬 急 了 。 1978 年 ，已 接 任 总 设

计师的他决定，亲自乘坐歼教 6 上天，对

歼 8 进行等距离、等速度的观察。“他丝毫

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

机风险，毅然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

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让所有在

场同志十分感动。”当时驾驶歼教 6 的试

飞员鹿鸣东回忆说。

3 次飞行后，顾诵芬终于发现了歼 8

抖振的症结所在，并带领团队“干掉”了

问题。此后，他又接连攻克了跨音速机

体振动、发动机频繁停车、机体温度过高

等技术难题，为歼 8 的最终设计定型作出

了突出贡献。

1979 年 底 ，歼 8 正 式 定 型 。 庆 功 宴

上，滴酒不沾的顾诵芬喝得酩酊大醉。

很快，顾诵芬又被任命为歼 8Ⅱ飞机

总设计师，他也因此成为航空工业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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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领导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

高效协同工作，仅用 4 年时间，就让歼 8

Ⅱ飞机实现了首飞。

1985 年 11 月 ，歼 8 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特等奖；2000 年，歼 8Ⅱ飞机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歼 8 系列飞机共衍生出 16 种型号和

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 20 世纪的主战

装备，捍卫中国领空长达半个世纪，成为

中国航空人自主研制的一代传奇。

歼 8 系列飞机的研制，共选用新成品

185 项（占整架飞机成品的 40%）、新材料

41 项、新工 艺 20 项，诞生了大量创新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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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眼中的“活图书馆”

顾诵芬是众人眼中的“活图书馆”。

“他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简直不亚于

计算机，一些期刊甚至都‘印记’在他脑

海里。”谈到顾诵芬的博学强记，中国工

程院院士杨凤田钦佩不已。

在航空工业系统，几乎所有请教过顾

诵芬的科技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每

当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不用去

资料室查阅资料，只需请教顾诵芬，就能

准确得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或 AGARD 杂志的报告号。

“大家之所以称他为‘活图书馆’，一

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

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就全记住

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说。

早 在 几 十 年 前 ，顾 诵 芬 惊 人 的 记 忆

力就在航空系统传开了。

1965 年 ，从 清 华 大 学 毕 业 的 孙 卿 被

分 配 到 航 空 工 业 沈 阳 飞 机 设 计 研 究 所

（601 所）工作。尽管已过去几十年，孙卿

至 今 仍 对 第 一 次 听 顾 诵 芬 讲 课 记 忆 犹

新，“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

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令所有

听课的年轻人都震惊不已”。这样的授

课，孙卿此前仅遇见过一次，那是钱学森

先生的课，此后再未听过第三人这样讲

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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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顾诵芬唯一的

爱好就是读书，连睡前洗脚的工夫都不

忘阅读。

曾 与 他 同 住 一 间 宿 舍 的 冯 家 斌 回

忆，顾诵芬回来后先用热水冲一杯奶粉，

再把热水倒入脚盆，兑上凉水，“双脚放

进盆里，然后翻开桌上早已准备好要看

的 书 ，这 些 书 大 部 分 是 英 文 版 的 技 术

书。上边翻看着书，下边双脚相互搓洗，

不时用汤勺搅拌一下杯里的奶粉。当书

翻得差不多的时候，脚也泡好了，牛奶也

冷热适口，便一饮而尽”。

“可以说，除了读书，顾总对生活的

要求极其简单，甚至吃饭也仅是对工作

学 习 的 一 种 保 障 。”601 所 的 王 恩 泉 说 ，

1986 年 8 月，他利用顾诵芬午休时间，赶

至其家中汇报工作。“当时，写字台上是

一本已翻开的英文专著，旁边放着一块

啃 了 几 口 的 面 包 ，没 有 菜 ，连 杯 水 都 没

有 ，桌 子 右 手 端 杂 七 杂 八 堆 放 着 许 多

书 ，有 些 还 打 开 着 ，一 看 就 是 经 常 翻 阅

的。”航空界公认的“大家”，学习还如此

废寝忘食，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恩泉的

内心。

除自身的气动力专业，担任歼 8 系列

总设计师后，顾诵芬又很快掌握了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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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总对这些技术并非简单了解，

而是深入研究。”孙聪深有体会。

在航空科技人的眼里，“顾总的英语

水平，无论口语、笔译，在全行业都是首

屈一指的。”601 所专务、型号总设计师赵

霞说。

除 了 英 语 ，为 了 便 于 直 接 参 考 国 外

相关资料，缩小与他国航空技术的距离，

顾诵芬先后自学了俄语、日语和德语，亲

自翻译和校对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如今，年届九十的顾诵芬，仍承担着

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简朴的办公室，

如同一座“书的森林”，各种外文期刊随

处可见，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

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

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倾听，并简洁明

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

稍显蹒跚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

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对来者

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紧盯世界航空科技前沿

“到航空工业科技委员会工作后，顾

总高瞻远瞩，紧盯世界航空科技前沿。”

孙聪说，他注重理论研究，为重大项目的

决策、实施建言献策，推动了我国航空装

备和技术的发展。

顾 诵 芬 对 我 国 发 展 大 型 运 输 机 、加

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

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

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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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国家采纳。2007 年，国家批准设立

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在 C919、运 20 等

多个型号的研制中，顾诵芬陆续担任技

术顾问、专家组负责人及成员，为解决设

计与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作出了重要

贡献。

1988 年 ，顾 诵 芬 荣 获“ 全 国 劳 动 模

范”称号；1991 年和 1994 年，先后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诵芬十分重视人才培养。

当孙聪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年

级学生时，听过顾诵芬一次演讲，毕业后

便义无反顾地投身航空。“顾总有一种航

空报国情怀，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一

心扑在飞机设计事业上，是年轻人学习

的楷模。”孙聪说。

自 2017 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
航 空 ”活 动 ，每 年 一 期 。 在 第 二 届 活 动

中，时年已 87 岁 高 龄 、刚 动 过 手 术 的 顾

诵芬来到活动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

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树立正确的革

命 人 生 观 ，建 议 熟 读 并 牢 记 毛 泽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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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荐 给 科 研 人 员 的 ；同 时 ，

要 向 榜 样 学 习 ，研 读 徐 舜 寿 先 生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管 德 以 及 美 国 凯 利·约 翰

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

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

断创新的精神。

桃 李 不 言 ，下 自 成 蹊 。 顾 诵 芬 的 学

识 与 品 德 ，影 响 着 一 代 代 航 空 后 来 人 。

伴随着一架架新型战机飞上蓝天，在航

空报国的跑道上，一代代航空人不断传

递着手中的接力棒。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群星璀璨——诞

生出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三位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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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而广泛的影响。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 2 号院，大门两侧

林林总总挂着多个白底黑字的牌子——

航空工业科技委、中国航空研究院、航空

工业档案馆……自 1986 年奉调进京后，

顾诵芬就一直住在其中一套极普通的单

元房里。从家到科技委办公楼，两点一

线 ，这 段 走 过 35 年 的 路 ，顾 诵 芬 仍 未 止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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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的“飞翔人生”还在延续。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顾诵芬在操纵系统试验室

顾诵芬（后座）与鹿鸣东在歼教6飞机上

工作中的顾诵芬

顾诵芬小学时期最喜欢的玩具

顾诵芬（右）与鹿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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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顾诵芬
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飞机空气

动力学研究的开拓者，是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望的飞机设

计大师。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

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研制歼击

机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并培养了

一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

1986 年至今，先后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

长、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方案论证委员会

主任委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主席

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