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任航天局長規劃探月

從2007年嫦娥一號探測衛星成功發射升空，
到2009年撞上月球預定地點，作為嫦娥工程的
打頭衛星，嫦娥一號震驚世界。提起這段時隔
5年的往事，欒恩傑仍激動不已，而他講述的
中國航天人的智慧和勇敢更令人肅然起敬。
自1998年起，欒恩傑先後任國家航天局局

長、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嫦娥工程總
指揮。他甫一出任國家航天局局長，就面臨一
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年中國正式啟動了探月
工程的規劃論證。之後的日子裡，欒恩傑為此
做了大量前期數據和實驗的準備工作。

挑起探月總指揮重擔

2004年，「嫦娥」探月工程被批覆並正式啟
動。欒恩傑把對探月的深厚感情和那一瞬的感
慨用一首詩來表達，他揮筆寫下「地球耕耘六
萬載，嫦娥思鄉五千年。殘壁遺訓催思奮，虛
度花甲無滋味。」這一年，已64歲的欒恩傑擔
負起探月工程總指揮的重任。
欒恩傑請來了一批各個領域資深的老科學

家，組建了一個近萬人的龐大工作團隊，在3
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嫦娥工程」的三個大步
走。
欒恩傑回憶說，當時工程師們提出以月球為

切入點進行深空探測活動，得到了各方面的支
持，「最核心的當屬中央抓住這個機遇做出重
大決策，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幾次親自聽
匯報，做決策，到現場指導。」

從「零」起步 眾志成城

當時中國並沒有一個專業的深空隊伍，探月

任務下達後，由欒恩傑所領導的探月團隊即在
研製過程當中組建隊伍。「所有參研參試的人
員，包括運載、測發控、衛星、地面應用以及
相關配套人員，約有上萬人、幾百個單位，這
樣一個龐大複雜的系統卻能在起步之初就做到
團結、凝聚、共同奮鬥。」
讓欒恩傑記憶深刻的是，「那時經費沒有完

全落實，有的單位為了能提早啟動項目，自行
貸了兩千多萬元。這其中的風險不言而喻，但
這種放眼全局的犧牲精神對我是很大的鼓舞。」

開發太空 助圓「航天夢」

作為航天戰線的「老兵」，欒恩傑常常思索
中國航天活動的核心價值，那就是開發太空，
造福人類。「這四個字是我主持工作過程中一
個非常重要的內涵。」
欒恩傑更把這個理念帶到了聯合國太空大

會上，「當時我的演講題目就是《開發太空
造福全人類》，要實現太空無武器化，讓全
世界的人民都能享受到科學技術進步和開發
太空帶來的利益，這是我們中國航天人的航
天夢，也是中國參與國際航天活動一個非常
重要的目標。」
2006年，欒恩傑和建築大師吳良鏞、藝術大

師喬羽、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一起站在人民大
會堂，獲頒中國十大系列英才獎，頒獎詞稱讚
欒恩傑是「我國著名的導彈控制技術專家和航
天工程管理專家」。這句頒獎詞，概括了他一
生在航天事業上的兩大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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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國詩篇 上太空
他是中國的探月工程總指揮，統領中

國最高端的航天團隊，實現了國人千年

來的探月夢想；他是「耕天」的詩人，

創作近百首詩詞並已結集出版；他擔任

政協常委十年，為國家科技發展積極獻

計獻策。嫦娥工程的奠基者與組織者、

深空探測「繞、落、回」三步走戰略的

提出者和倡導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中

國探月工程總指揮欒恩傑接受本刊專訪

時表示，中國探月機器人將於今年12月

登陸月球，「我對嫦娥三號工程的成功

完成充滿信心，開發太空，造福人類是

中國航天人永遠的追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王曉雪、凱雷

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
當前，中國已可以建60多米直徑的深

空測控天線、能夠擁有數據的接受網
絡、有固定化的深空探測隊伍。
此次嫦娥三號探月對中國是又一次極

大的考驗，科技能力、理論水平、控制
的準確性、系統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都面
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欒恩傑表示，「以
嫦娥一號和二號為前提，我們有信心成
功，但航天是高風險的，作為航天大國
的中國一定要有承受能力。」
中國的航天事業，從仿製開始，到獨

立研製，再到創新發展，如今更是走上
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欒恩傑認為，
在研究發展的時候，除了要加大中國參
與國際太空活動的能力，還要在空間進
入能力上有大的提升。
「所謂進入能力，就是有能力進入太

空並且能帶㠥有用的東西去。將來中國
將帶㠥人去、帶㠥有效載荷去、帶㠥科
學家去，去開發太空、認識太空、理解
太空。進入能力的提高需要研發重型、
大型火箭，這些工程我們正在進行。」

欒恩傑解釋說。

構建衛星系列化平台

與此同時，中國的衛星也需要發
展，由以往的單顆獨立衛星變為衛星
系列化發展去研究，構建一個衛星標
準化、系列化、公用化的平台系列。
衛星的系列化發展使中國的平台能
力、有效載荷能力、科學實驗能力、
太空的活動能力都得到進一步加強。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資格談我們參與
了國際太空活動，為人類的太空活動
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才能說中國有造
福全人類的能力。」
2000年，中國發表航天白皮書，除提

到增強進入能力和平台能力外，更特別
強調要抓空間的應用，即利用太空資源
為人類服務。
欒恩傑指出，中國的航天事業不斷成

熟，其標誌就是不但要提高成功發射
率，還要提高有效載荷科學探測，使空
間的基礎設施得到充分的應用，使之能

在國民經濟建設、人類社會發展和生活
當中得以體現。

把凱歌奏在應用上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把應用做好，
把凱歌奏在應用上，不只是奏在成功
上。這十幾年來，我們國家在空間應用
上做了非常有效的工作，人們的生活已
經離不開航天科技所創造的各類基礎設
施就是最好的佐證。」欒恩傑的語調充
滿自信。

欒恩傑的的航天事業，從普通的技術人員起
步。
1968年，欒恩傑在成為七機部第四研究所一

名普通的技術員，此後的幾十年他再沒離開過
航天。從技術員到研究院副院長，再到中國工
程院院士直至中國嫦娥工程總指揮、國家航天
局局長。
欒恩傑還是一個喜歡用詩表達情緒的人。成

功完成發射任務時，看了一篇好文章想抒發情
感時，甚至在街頭看到城管查抄小販，他都要
寫首詩，表達情緒。欒恩傑說：「閒暇時，我
看一些書，什麼書都愛，也時常有感而發地寫
上幾句，詩為心聲，且有聲外之意，我於詩詞
並不精通，只是一個愛好，特別是填詞，總存
一種樂趣。」
2005年，他創作的近百首詩詞，由宇航出版

社結集出版，四弟欒新智稱哥哥是一個「耕天
的詩人」。

關注港澳 結緣文匯

這位嚴謹且感性的航天人也與香港《文匯報》
結下整整15年的航天緣。在接受本報專訪時，
欒恩傑讚《文匯報》對中國嫦娥工程有㠥發自

內心的熱情與事業心，尤其是關注內地與港澳
台科技界的交流，實屬難能可貴。他更讚《文
匯報》的工作不僅「有益」，也十分「有效」地
為兩地航天科技合作牽線搭橋。
自繞月工程啟動後，許多港澳科研機構、專

家學者紛紛表示希望參與到工程中來，時任香
港理工大學校長潘宗光是其中最熱心的一位。
經本報牽線搭橋，潘校長在2006年三月兩次率
團到訪探月工程，向欒恩傑與探月辦主任胡浩
當面表達參與工程的強烈願望，並匯報理大在
此方面的實力，得到欒恩傑的讚賞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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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國政協常委，欒恩傑十

年的政協履職生涯成為他一筆寶

貴的財富，「我在政協的十年，

可以說是我在對國計民生決策

事宜學習、建議、討論的十

年。政協的環境非常好，政協

委員之間開誠佈公，坦誠相

待。大部分委員都是各界知名

的專家、學者、領導和骨幹，經

驗和閱歷都很豐富，因此他們都

是我學習的榜樣。」

作為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

會副主任，他嚴謹、重視實踐和

調研的作風一以貫之。每年欒恩

傑都組織一批科技界的委員和對

科技事業發展感興趣的委員赴各

地走訪。

「我最近比較關注國防科技人

才和國防科學技術的問題，還有

科技資源的共享問題。」欒恩傑

說，事實上，

就科技資源

共享，他還

曾專門在人

民大會堂做

過報告。

欒恩傑

每年都會

提出建設

性的提案，而每次

都能引起業界和媒

體的極大關注。

2012年10月，全國

政協為欒恩傑頒發了優

秀提案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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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號12月發射 落地虹灣

探月工程確定初期，欒恩傑就遇到了當時最大的難題：我們要到月亮上做什
麼？「這個問題很難答，但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很樸素，也是最關鍵和直接的。
我必須要認真回答。」欒恩傑表示。
欒恩傑更看重的是表徵中國人的進入能力，表明中國人航天活動的能力，「從

這個意義上說，我更關心的是工程目標，而科學目標則需要進一步研究。」
因此，從嫦娥工程開始，深空活動中有了一項重大的論證內容就是科學目標論

證。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當時中國的天文學家、地質學家、有關的科學工作者

都參與了科學目標的論證活動。最終，探月團隊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確定
嫦娥一號主要必保目標是收集地月空間的環境，並在繞月探測的過程中獲取中國
關於月亮的第一個三維影像資料。

「備份」變「先導」探月工程上正軌

然而，在世界上的航天國家中，能夠探月首發成功的非常少，首次發射幾乎都
以失敗告終。「對於中國人的探月工程來講，一切都是嶄新和陌生的，我們要經
歷新的控制過程、新的軌道設計過程、新的軌道實現過程以及新的測發控的要求
過程。我們沒有太多的經驗。在這種局面下，溫家寶總理建議預備一個備份星，
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嫦娥二號。」
2007年，中國「嫦娥一號」繞月衛星長袖一舞，自華夏航天月亮城西昌扶搖直

上，首發成功。而原先作為「備份星」的嫦娥二號便化身嫦娥二期工程的「先導
星」，於2010年成功升空。

用嫦一影像做出首個月球儀

「在嫦娥一號拿到影像圖之後，我就說，從此之後我們中國人描述月亮的教科
書再不用別人的圖了，可以用我們中國人自己獲取的圖。」欒恩傑自豪地說，他
特意向記者展示探月團隊根據該影像圖做出的中國第一個月球儀。
這個擺在欒恩傑辦公室裡的月球儀比旁邊的地球儀足足大了一圈，上面清晰的

標注㠥嫦娥一號、嫦娥二號的落月點。欒恩傑轉動月球儀，披露了將於今年12月
發射的嫦娥三號的落月點，「地點是虹灣。」

■2007年8月13日，欒恩傑出席嫦娥一

號試驗隊出征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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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號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2006年11月3日，欒恩傑參觀長征七十周年

展。

■2006年4月，香港

文匯報專訪欒恩傑。

■2003年，欒恩傑在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寫

■2007年12月1日，欒恩

傑在香港理工大學榮譽工

程學博士頒授儀式上。

■2006年7月26日，欒恩傑

出席月球大會並講話。

■2013年，欒恩傑接受本報專訪，向記者指出

今年12月發射的嫦娥三號將降落於虹灣。

凱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