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上，顾诵芬堪称科
技领军人物。他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
之一，是我国飞机气动力学的开拓者，是在国内
外有着很高声誉的飞机设计师，是我国航空领域
唯一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江南沃土自古人文荟萃，顾诵芬双亲顾廷龙
和潘承圭出身自“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苏州
唯亭顾氏、“天下无第二家”———苏州巨族“贵
潘”。曾外叔祖王同愈先生为顾诵芬取名自晋代
陆机《文赋》：“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先
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顾诵芬曾说：“我受父亲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就
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拆烂污’。”

自江南走出的
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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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 8月，顾诵芬从上海交通大学毕

业，被分配到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工作。那
时，航空工业局组建仅四个月。

1956年 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 112厂
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顾诵芬在

徐舜寿、黄志千等老一辈航空科研专家带领
下承担起开创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重任。

设计室甫一成立就开始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

上第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
1的设计。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

技术封锁，作为气动组组长，26岁的顾诵芬
为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创

建了属于中国人的气动力设计方法，圆满完
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形式选择、进气道参数等

计算。继而，又利用哈军工从没有在工程实际
中应用过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最终取得

飞机设计所需的全部数据。经过全体参研人
员努力，1958年 7月 26日，歼教 1飞机在沈

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考虑到当时的国际
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

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
们做无名英雄”。那年，顾诵芬 28岁。

他曾向当时回国不久的著名空气动力
学家郭永怀请教，也曾与钱学森面对面探讨

疑难问题，在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有人向领
导告他的状，“罪名”是说他不问政治，“连晚

上洗脚都看书”。但他坚信，要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必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1963年 7月，顾诵芬在六院技术报告会
上全面阐述了自己对构建飞机气动力设计

体系的见解，他所作的学术报告成为中国飞

机设计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第一份在气动设计

方面堪称规范和标准的技术文献。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机歼-8

的研制历程中，顾诵芬作为 601所总设计师，

主持完成了歼-8飞机的设计定型，同时解决
了飞机超音速方向安定性等气动力设计中的

一系列科学技术难题。
1969年 7月 5日，歼-8完成首飞。在指

挥车上观看首飞的空一军军长、朝鲜战场上
曾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空军英雄张积慧

连声称赞：“一所了不起，飞起来啦！”张积慧
的话，深深激励了顾诵芬。歼-8虽然首飞成

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
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

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
引起振动的原因，所内专业人士的看法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

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
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在当时没有空测

条件情况下，顾诵芬提出亲自上天观察歼-8

飞机后机身流场。这对年近半百，又从未接受

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
但他决心已下，瞒着爱人，登上了试飞员鹿鸣

东驾驶的歼教 6飞机。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

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 5米左右。这

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
险。凭着他们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

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
过后期的技术研发和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

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在歼-8定型的庆
功宴上，从不喝酒的顾诵芬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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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家人三上蓝天的“歼-8”总师2

    近期，苏州美术馆一个名为“清芬可

挹”的文献展，全面呈现了顾诵芬从江南
文化望族走向我国航空科研尖端的砥砺

行程。1930年 2月 4日，顾诵芬出生于苏
州严衙前（今十梓街）的一所大宅院里。祖

父顾元昌擅长书法，自幼致力于书法研
究。顾诵芬三岁的时候，祖父写对联就把

着手让孙儿学写。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

的国学大师、图书馆事业家、书法家、古籍
版本目录学家，一生为祖国的古籍版本研

究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为世人瞩目的贡
献。他的母亲潘承圭出身苏州潘氏家族。

1924年 7月，父亲顾廷龙考入上海南
洋大学，就读机械系，翌年转学到章太炎

为校长的国民大学，后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国文系，毕业后又考取北平燕京大学研究

院国文系。后任职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兼任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

访处主任。1939年，顾廷龙应叶景葵、张元
济盛邀，携全家从北平来到上海，参与创

办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并担任总干事。自
此，顾诵芬在位于长乐路（旧蒲石路）的图

书馆（现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中度过
了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成长过程。

合众在筹备时期概不公开，因此该馆
自建成后，正门一直没有打开过。顾诵芬

读书的房间紧挨富民路（旧古拔路）后门，
来客及邮差按门铃后都由他去开门。往来

于合众图书馆的多为文化名人，如叶景
葵、张元济、顾颉刚、胡适、钱锺书、秉志、

冯其庸、刘厚生等。顾诵芬从这些前辈身
上获得了很大教益。

在上大学一年级时，父亲曾专门带他

向钱锺书先生请教怎样学好英文。钱锺书
对顾诵芬讲，要多看像《大西洋》等英文原

版的杂志和各种剧本，要达到能在国外听
懂像上海大世界唱滑稽的水平。那一次，

钱锺书送了一本英文的现代剧剧本给顾
诵芬。

1949年 3月，胡适先生来沪，经常到
合众图书馆阅书。一天午饭，胡适与顾廷

龙全家同桌，胡适问及顾诵芬在大学学习
什么专业，答为“航空工程”。他颔首称

许———“这是实科。”
父亲顾廷龙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

人，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为事业不能为
个人利益矣”。顾廷龙在燕京大学研究生

毕业的论文是《说文废字废义考》，著作等
身，本可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但他毅然接受邀请南下，在给叶景葵的信
中写道：“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

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他又是一
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在合众图书馆创办

之初就树立了要与日本的东洋文库比高
低的目标。

父亲最初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
业，尤其是在大儿子诵诗不幸因病早夭

后，更是寄厚望于诵芬。然而，顾诵芬从童

年开始就对机械、航空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

军飞机肆意轰炸，一个最初的梦想便暗暗
扎根于他幼小的心里———“设计飞机，保

卫祖国的领空！”1947年高中毕业，顾诵芬
同时参加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

江大学的考试，所选专业均为航空并均获
录取，因母亲舍不得他远离，他选择了上

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合众图书馆培养了顾诵芬重视学习、

热爱图书、博学强记、善用资料的良好秉
性，这些使他受用终身。

朴实无华的
两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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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的办公室在北京北苑 2号院一栋

建于上世纪 60年代的二层小楼中，这里原来
是国防部航空研究院（六院）的领导机关，现

在属于中国航空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这间
办公室，顾诵芬已经用了三十多年。靠窗摆着

的是从他搬进来就有的老式办公桌和一把木
椅。除了一张小小的电脑桌、两张为客人准备

的旧沙发外，全为书柜、书架所占。地上堆放

着一摞摞书刊和装着资料的纸箱。就在这样
一个狭小简陋的环境里，顾诵芬敏锐地关注

着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思考着中
国航空工业下一步发展。获得殊荣的顾诵芬

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在工作第一线，对设计
方案中的每一个重要数据都要亲自进行复

算。在重大技术决策中，他从不独断专行，而
是虚心向一切有知识、有专长的人请教。曾有

记者采访他以后写下一句感慨：“没架子的院
士像个邻家老伯”。

如今，年届九十的顾诵芬，还承担着繁忙
的课题研究任务，他简陋的办公室里，经常可

以看到来自业内外院士、专家的身影。顾诵芬
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简洁明快地对问题

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
但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

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讲述
者，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顾诵芬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
品德。他敢于直言，即便面临来自学术权威、

高层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从不
隐讳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心无旁骛，专精

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
深恶痛绝。

1981年，经过长达 22年的努力，顾诵芬

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已近耄耋之年的顾廷
龙，亦光荣入党。父子二人，一个为存民族精

神而担当，一个为强国家基石而奋斗，穷尽毕
生心血。

顾廷龙平生最为服膺的古语是：“澹泊明
志，宁静致远”。他一生收书、编书、印书，专为

前贤行役，并不为个人张本。
顾诵芬院士在航空事业耕耘近七十载，

由于国防与航空工业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原
因，直至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

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
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

功成不必在我，他总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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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有多少

型号含有顾诵芬的心血，有多少专家从他的
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无法统计。经

常会听到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们说，“有顾总在
场，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担当。顾氏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代，

选择了不同术业，一脉相承的，却是一颗积家
成国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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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诵芬致《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