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留声机留声机
◎本报记者 李丽云

K字里行间字里行间
◎叶 梅

近 日 ，我 国 自 动 控 制 及 系 统 仿

真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王子才教

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哈尔滨逝世，享

年 91 岁。

王子才 1951 年考入哈尔滨工业

大学，1957 年研究生班毕业后一直留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在校期间，

他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仿真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为学校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

巨大贡献。

王子才长期从事应用科学与工

程科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控制

理论方面，他发展了最优控制理论，

提出了采用状态线性组合反馈实现

次时间最优控制的理论方法。在电

动伺服系统方面 ，他 提 出 了 扩 展 频

带 、适 应 负 载 变 化 的 控 制 方 法 ，研

制 出 多 种 类 型 的 用 于 仿 真 和 测 试

的 高 性 能 电 动 伺 服 系 统 。 在 系 统

仿 真 技 术 方 面 ，他 提 出 了“ 模 型—

算法—评估”的仿真理论框架，研制

成功新一代工业过程仿真系统，促进

我国仿真系统进入技术先进、工程实

用的新阶段。

王子才为我国航天科技和教育事

业奋斗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国自动

控制与系统仿真领域的重大损失。

“扎实的功底始终是
最重要的”

“从读书到工作，如果说取得了

一些成绩的话，要感谢党和国家多年

的培养。只要身体条件还允许，我就

希望能为学校、国家多做点事。”2020

年初冬的一天，王子才在接受采访时

这样说。

1932 年，王子才出生于山东聊城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好好学习、报

效祖国”是家人对他的希望，也是王

子才一生的追求。

1951 年，王子才以优异的成绩，

考 入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自 动 控 制 专

业。大四那年，他被抽调到计算机专

业读研究生。两年后，王子才回到原

专业撰写毕业论文，并在毕业后留校

任教。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扎实的功

底始终是最重要的。只有每天都静

下心来努力学习，才能获得惠及一生

的知识储备。”王子才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

从毕业留校任教到进行科研攻

关，数十年来，王子才在系统仿真、现

代控制理论及其应用等领域成绩斐

然。由他一手创建的哈尔滨工业大

学控制与仿真中心，为我国的航天事

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001 年，凭借在飞行仿真转台、

复杂大系统仿真技术、现代控制理论

与应用 3 个方面的突出贡献，王子才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的”

系统仿真最初主要应用于航空、

航天、原子能等领域。20 世纪 90 年

代，相对世界先进水平而言，我国的

仿真技术，特别是航天仿真技术还存

在一定差距，缺乏高端的仿真设备。

高性能仿真转台的研制更是亟待突

破的难题。

针对这一难题，王子才毅然投入

到相关技术研究中。“关键核心技术

是要不来、买不来的，从‘两弹一星’

到现在，我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一点点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走到今

天。”王子才说。

自 1987 年以来，以服务国家战略

和重大工程需要为目标，王子才带领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与仿真中心团

队，创造了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个高

性能三轴电动转台、中国第一个水下

转台、中国第一个六自由度转台、中

国第一个用在交会对接的九自由度

转台……

“如今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与仿

真中心已得到业界广泛认可。中心

向国家输送了大批系统仿真和自动

控制方向的人才。我一直关注中心

的发展，这也是推动我工作的动力。”

谈及此，王子才曾说。

“在众多科研项目中，我最难忘

的是为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飞船在

太空首次对接进行技术可靠性验证

和风险评估。”王子才坦言。

“两个高速运行的飞行器对接，控

制稍有偏差就可能‘擦肩而过’。”王子

才说。历经几年科研攻关，王子才率

领的科研团队突破了机械结构设计、

高速实时通信等多项关键技术，研制

出了九自由度运动模拟系统。这套用

于模拟交会过程的地面仿真设备，验

证了交会对接的精准性。

为 确 保 交 会 对 接 万 无 一 失 ，在

发 射 升 空 前 ，项 目 成 立 了 专 家 组 ，

评 估 交 会 对 接 的 技 术 可 靠 性 和 风

险，王子才任专家组组长。专家组

建立了科学的评估方法，并依据多

年仿真实验的真实数据，进行了客

观评估。

2011 年 11 月 3 日 1 时 43 分，中国

自行研制的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在距地球 343 公里的

轨道“牵手”成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为我国建设空间站奠定关

键技术基础。

“把个人发展融入科
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

王子才不仅收获了一项项科研殊

荣，更育才无数。“我对人才的体会是人

第一、才第二 。团队选用的都是人品

好，能够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做事的人。”

王子才在选人用人上有自己的认识。

“真正的科学家，追求个人的东

西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我们现在要

特别注意培养青年人的奉献精神。”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的 2020 年度

人才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上，王子才

被授予“伯乐功勋奖”，以表彰他在育

才方面所作的贡献 。

2022 年 8 月 12 日 ，王 子 才 等 12

位老一辈科学家获“中国自动化学会

六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该奖旨在表

彰他们在自动化学科、产业繁荣学会

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成就，传承弘扬

他们的创新和奉献精神。

结合自己数十年科研生涯的感悟，

王子才这样勉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只有

把个人的发展融入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

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祖国

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科研目标。

“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科研目标”
——追忆我国自动控制及系统仿真领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子才

如果说起当今中国人最为自豪

的壮举，很多人一定会提及一次次

飞向太空的神舟。中国人自己研发

制造，中国人自己发射飞天，中国人

自己的航天员稳坐其间，飞向浩瀚

的太空、神秘的宇宙。还有什么比

这更让人骄傲自豪的呢。

但一般人对神舟飞天的了解仅

限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曾担任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的崔吉俊创作

的长篇纪实文学《天路飞舟》，则全景

式地呈现了从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

的发射过程，真实记录了中国载人航

天从无到有，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

天，从太空出舱行走到交会对接的飞

天历程。这是一部文学与科技兼容

的作品，也是一部科技人以广博的专

业学识、丰富的经历及长年积累的艺

术修养而成就的文学作品。

作 者 崔 吉 俊 为 资 深 科 学 家 ，曾

参与组织、指挥了从神舟一号至神

舟十号飞船发射任务的全过程，自

神舟七号起一直担任发射场区任务

指挥部指挥长。他曾获得载人航天

工程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载人航

天 突 出 贡 献 奖 等 多 个 奖 项 。 此 外

他 还 撰 写 了 多 部 科 技 专 著 ，如《火

箭 导 弹 测 试 技 术》《载 人 航 天 发 射

技 术》《航 天 发 射 试 验 工 程》等 ，译

著了《制导导弹》《卫星研究与开发

的最新成果》《“阿波罗”登月计划中

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等书。难能可

贵的是，他在繁忙的科技工作之余，

创作出版了诗集《大漠飞天歌》《西

风醉》《天梦》《苍山如海》《我在德令

哈数星星》等。由他创作的《天路飞

舟》是第一部真实再现中国航天科

技一路奋发的纪实文学，更是以诗

意盎然的文学描写再现科学精神的

生动文本。

《天 路 飞 舟》首 先 具 备 不 可 模

拟 的 真 实 性 。 长 期 工 作 在 航 天 科

技 第 一 线 的 崔 吉 俊 积 累 了 大 量 相

关资料，并打算将这些资料永远封

存。2016 年，他参加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发射任务时，著名科

学 家 潘 建 伟 认 为 这 些 资 料 很 有 意

义，并建议他把载人航天发射的全

过 程 写 出 来 。 一 席 话 点 燃 了 崔 吉

俊 灵 魂 深 处 的 创 作 火 花 。 于 是 他

沿着工作笔记的脉络，将载人航天

发 射 任 务 的 参 与 群 体 作 为 书 写 的

人物主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

了 载 人 航 天 发 射 中 的 感 人 故 事 。

书 中 的 情 节 大 都 为 作 者 的 所 见 所

闻，具有十分真实的现场感。甚至

书中人物的一些对话，也都是崔吉

俊从工作笔记中摘录出来的，未加

多余的修饰，保留了原汁原味。同

时 他 还 特 别 采 访 了 多 位 曾 一 同 工

作 的 科 学 家 、科 技 工 作 者 ，掌 握 了

翔 实 的 第 一 手 素 材 和 大 量 资 料 。

《天 路 飞 舟》所 书 写 的 内 容 就 发 射

任 务 全 局 来 说 ，只 是 一 个 侧 面 ，但

却是首部最具现场感，最为真实准

确的航天纪实文学作品。

《天路飞舟》一书具备特殊的科

学性。崔吉俊在创作时几经思考：

“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但是其内容又绕不开大量的技术事

件，我不得不用有一定深度的技术

术语来描述。虽然尽量写得通俗易

懂，但缺乏科技知识的读者理解起

来还是有一些困难。”为了让更多的

读者不仅能读懂，并且能理解这部

作品，崔吉俊希望他的书既不是回

忆录，也不是技术专著，或一本科技

报告或故障归零报告，而是一部具

有前沿科学性的文学作品。

他将航天科技巧妙地融入到人

物故事里。《天路飞舟》以十个章节

叙 述 了 从 神 舟 一 号 到 神 舟 十 号 的

发射过程，每个章节的标题简明扼

要却又颇具文采，体现了作者的深

厚情感和良苦用心。从第一章“一

飞冲天，初战告捷”，到“历经坎坷，

天 路 警 钟 ”，再 到“ 挑 战 低 温 ，飞 雪

迎 春 ”，最 后 到 第 十 章“ 凯 歌 高 奏 ，

十全十美”。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

神舟一次次飞向太空的历程，并从

中感受科技的发展，以及蕴含其中

的 科 学 精 神 。 科 学 发 展 的 道 路 上

充满险阻，航天科技的发展尤其如

此。书中以极为丰富的情节，再现

了神舟飞天并非一路高歌，一帆风

顺 ，而 是 每 一 次 都 充 满 艰 险 ，波 澜

起伏。如测控设备用错遥控码表；

B 码 终 端 故 障 成 全 一 次 手 控“ 点

火 ”；发 射 场 堵 住“ 漏 ”，止 住“ 散 ”；

飞 船 穿 舱 插 座 引 发 激 烈 争 论 等 。

大量鲜为人知的事件，让读者能够

深 入 细 微 地 了 解 到 神 舟 飞 天 的 科

技含量，同时认识到其中的艰辛和

不易。

曾 经 多 次 惊 险 ，都 在 科 学 家 们

的大智大勇之下化险为夷，而有过

的失败教训为中国航天界乃至世界

航天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

验。神舟六号不是神舟五号的简单

重复，发射场测试也不是出厂测试

的简单重复。一批慧眼独到、知识

渊博的航天科学家一丝不苟，避免

了灾难性的发射失利。历经坎坷，

时时敲响天路警钟。科学家们由此

形成航天产品研制和试验工作技术

问 题 归 零 的“ 五 条 标 准 ”：“ 定 位 准

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

举一反三”，同样发人深省。

书中涉及到一系列关于航天科

技的专业知识，作为科学家的崔吉

俊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书稿完

成之后，又特请载人航天工程总设

计师周建平院士酌正。周建平院士

以深厚的专业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 ，亲 自 作 了 多 处 修 改 ，补 充 了 不

足，避免了谬误。“越到最后越要注

重质量”，本书的写作和修订也体现

出航天人“问题归零”的科学精神。

《天路飞舟》同时具备富有感染

力的文学性。爱好文学并从事诗歌

写作多年的崔吉俊在创作此书时，匠

心独运，采用了多种文学技巧。全书

结构井然，情节丰沛，文字练达，并富

有力道和节奏感。他在描写紧张的

发 射 过 程 中 ，仍 不 失 诗 情 画 意 ，如

“雪夜寒灯一壶酒”“九天飘瑞，龙凤

呈 祥 ”，将 人 们 带 入 更 为 悠 远 的 意

境。作者倾注真情，强烈讴歌了航

天科学家们的爱国情怀。书中一次

次写道：发射场英雄辈出，青山脚下

崛起一支航天精英；火箭越“长”越

大，红旗越飘越高；载人首飞，千年梦

圆，双人多天，再探天宇，“中华圣土”

搭飞船遨游九霄，茫茫太空留下中国

人一串闪光的足迹，祖国、航天、永恒

的主旋律……这些饱含激情的叙述，

表现出中国航天人的定力与自信，中

国航天飞速发展的奇迹，彰显了中华

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科 学 家 崔 吉 俊 的 写 作 ，让 我 想

起 曾 经 因 为 采 写《大 对 撞——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建 造 始 末》（又 名

《粲然》），以及《北斗牵着我的手》等

作品时，我有幸采访的多位著名科

学家。在与他们交流期间，我发现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兴趣爱好广泛，

热爱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等，这让

人倍生敬意。笑靥如花绽放九重天

外，科学家兼作家的崔吉俊也正是

如此。他倾力创作的《天路飞舟》是

中国神舟飞天的真实记录，填补了

科 技 文 学 关 于 航 天 内 容 的 一 项 空

白，是爱国书、科普书、励志书，也是

应向当代读者推荐，特别是向青少

年推荐的应读之书。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神舟飞天的真实记录
——读崔吉俊长篇纪实文学《天路飞舟》

巧克力是以可可豆为主料制作的

食品，深受国人欢迎。在清初时期，巧

克力由欧洲传入紫禁城时，曾被康熙皇

帝误认为是一种特效药。而当康熙皇

帝知道巧克力的真实用途后，便将其拒

之宫外。

康 熙 帝 对 巧 克 力 的 初 始 兴 趣 ，很

可能与他患疟疾有关。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五月，康熙帝患上疟疾，高烧

不退，御医所开的药也无效。法国传

教士白晋、张诚等人，把金鸡纳霜（一

种原产于南美洲、治疗疟疾的植物）献

给 了 康 熙 帝 。 康 熙 帝 喝 下 金 鸡 纳 霜

后，高烧立刻退去，身体很快康复。金

鸡纳霜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加深了

康熙对西方医药的信任。而当时，部

分宫中传教士有吃巧克力的习惯，这

引起了康熙帝的好奇，认为巧克力是

西方的一种特效药。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六月，罗马

特使多罗一行从罗马抵达广州。此行

中，他专门带来内科医师一名、外科医

师一名，并带有土产药物等准备进献康

熙帝。康熙想到多罗曾经进献过金鸡

纳霜，于是下旨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

命他向多罗咨询是否有绰科拉（即巧克

力），如果有则索取些，看有何药效。

赫世亨根据康熙旨意，向多罗索取

了巧克力，并咨询了巧克力配料、食用

方法及药效。据康熙朝档案记载，康熙

四十五年（1706 年）五月二十四日，赫世

亨在呈报康熙的奏折中，汇报了关于巧

克力的系列事项。

赫世亨首先照康熙旨意，向多罗索

取巧克力。多罗给了赫世亨 150 块巧

克力，并告诉他不久还会从吕宋（菲律

宾古国）给他再送来一些。

赫世亨随后就巧克力的配方与来

源，咨询了意大利传教士保忠义。保

忠义回复说，巧克力源于阿美利加（美

洲地区）、吕宋等地，其配方有 8 种，包

含 3 种中国食料及 5 种外来食料。各

外 来 食 料 分 别 为（满 语 发 音）：噶 高

（ga gao）、瓦尼利雅（wa ni liya）、阿尼

斯（a nis）、阿觉特（a jiyo te）、墨噶举

车（me ga gioi ce）。关于上述配方，有

学者分析认为：这些满语发音类似于

英语发音 cocoa（可可）、vanilla（香草）、

anise（茴香）、agent（一种添加剂）、milk

（牛奶）。而从英文发音来看，当时巧

克力的配方组成以可可为主，配以牛

奶和各种辅料。

赫世亨接着向康熙帝汇报了巧克

力的食用方法。不料康熙帝看到奏折

后，对巧克力的药效仍很疑惑。保忠义

介绍巧克力味甜苦属热，但没有说有什

么用处，可以治疗什么病，巧克力的药

效并不明确。因此，康熙帝要求赫世亨

暂缓运送巧克力一事并明确其药效。

赫世亨根据康熙帝建议，向保忠义

咨询巧克力的药效，并于五月二十七日

奏报说明情况。奏报显示，巧克力并不

是药物，而是阿美利加当地的饮品。当

地人每天喝一到两次，犹如中国人喝茶

一般。但巧克力并不能治疗发热、腹

泻、痢疾等疾病。

作为巧克力的提供者，多罗来华后

排斥我国儒教，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满。

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多罗被软禁在

澳 门 ，并 于 3 年 后 病 逝 。 由 于 货 源 中

断，因而巧克力终究未能敲开紫禁城的

大门。而康熙皇帝之所以对巧克力不

感兴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认为巧克力没有药效，且还有食用忌

讳。而康熙帝对巧克力的误会，则体现

了古代东西方医药文化的碰撞。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巧克力：让康熙误会的“西药”

K博览荟博览荟
◎周 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孙明源）12 月 27

日，记者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召开了

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陕西

省宝鸡市下站遗址、陕西省西咸新区北

城村墓地、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墓地、

湖南省郴州市渡头古城遗址等四项“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此次会议聚焦于四项东周至隋唐时

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科研成果。

陕西省宝鸡市下站遗址为东周至秦

汉时期密畤遗址。考古发现祭祀遗迹

1400 余个，揭示了东周时期秦国、秦统

一后、汉代不同时期祭祀遗迹、器物的演

变过程，系统展现了中国古代祭祀制度

和我国传统礼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陕西省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是迄今

考古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

的独立墓园。考古发掘十六国时期墓葬

38座、北魏至西魏时期墓葬 101座、北周

至隋唐时期墓葬 146 座，整个墓地布局

清晰、规划有序，延续时间长，生动再现

了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

少数民族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

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 M1093 楚墓

是目前出土的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

的墓葬。其出土的 3900 余枚竹简，总字

数约 3 万字，内容包括先秦时期六艺类、

诸子类、辞赋类、术数类、方技类文献，对

于校勘传世文献、丰富历史资料具有重

要价值，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文化、思

想的珍贵资料。

湖南省郴州市渡头古城遗址是汉代

至六朝时期的“临武”县治所在地，考古

发现古城址（衙署区）、居址区、手工业遗

址、墓地，衙署区水井出土三国时期吴国

简牍近 1 万枚，内容涉及临武县行政区

划、赋税、户籍、屯田、矿冶等，为研究古

代中央政权对南岭地区的开发和有效治

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悉，国家文物局将在“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框架下，持续推进历史各时期

城市考古、建筑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

考古等专题性研究，推动加快成果转化，

协调加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

科合作，多纬度、多层次研究阐释考古遗

存的价值内涵，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

东周至隋唐时期

四项考古新发现公布

王子才院士在工作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供图

近日，2023圆明印象·皇家“游”礼文创设计展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集中展示
了基于圆明园文化的优秀文创设计作品 133件（组）。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创意产
品、设计作品及圆明园摄影作品，感受文化与创意碰撞的独特魅力。

图为观众观看圆明园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文创设计展现圆明园多元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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