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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一位在“文革”中下放在萍乡市建筑

设计所工作的技术干部交流，一提起方科

长，二人都盛赞他突出的技术水平及为人。

他在退休后回到上海家中生活，到

1994 年时，他还只是 71 岁的年纪，便早

早地立下遗嘱，要求在身后将遗体捐献做

医学解剖用，并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办好了

捐献手续。2012 年方祖望学长逝世后，家

人遵照其遗愿，没有开追悼会，将遗体交

给有关单位做研究用。

更使人感动的是，家人在整理方祖望

学长的遗物时，才发现他向云南师范大学

捐款的证书。实际上当时江西省发给他的

退休金不多，他的夫人为照顾家庭和几个

孩子，没有上班，家里就靠他一人的收入。

在省吃俭用下，他不吭声地捐出一千元。

这可能是方祖望学长对抗战时云南人民情

结的继续吧。

方祖望学长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

生，是热爱人民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他是我们清华人的骄傲！

2015 年 5 月

周燕生学长在工作中

周燕生学长是我国火炮专家，去世已

经两年多了。他与我在初中、高中、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上学时都是同班，总共有

10 年同窗之谊，所以我至今仍很想念他。

我们是清华机械系 52-3 届毕业生，我们这

一届是 1949 年入学，本应于 1953 年毕业， 

但因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急需各种建设人

才，所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叫我们提前一

年于 1952 年毕业。他毕业后先到沈阳兵工

局，入速成俄文班学习，同年 12 月分配到

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当技术员。

该厂是我国重点火炮厂，一直受到国

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1954 年 9 月他们

试制成功 122 毫米榴弹炮并报告中央后，

毛主席曾发去亲笔嘉勉信并观看了送京展

出的火炮。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门大

炮。几十年来，大多数中央领导到黑龙江

视察时，都会到和平厂去看看。朱德、周

恩来、董必武、陈云、邓小平、彭德怀、

贺龙、陈毅、薄一波以及改革开放后的领

导人等都来厂视察过。

1954 年周燕生升任总装车间副主任、

助理工程师。1962 年任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他有幸见到或接待过上述这些人，例如

1962 年他就向到厂视察的周总理汇报过产

品和车间情况。然而他的人生境遇却非一

帆风顺。虽然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由

经冬犹绿林
○赵彦枢（1952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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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领导上念他出身还好，表现尚可，出格

的言论不多放了他一马，使他得以逃过一

劫，但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却未能幸免 ,

他被扣上“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国

民党残渣余孽”三顶大帽子挂牌批斗。这

期间他当过羊倌，做过泥瓦小工。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周燕生于 1972 年

得以回设计所重操旧业，其后又屡有建树。

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产品更新

改造工作继续冒雨顶风前进。技术人员与

工人密切结合，以独立自主精神把笨重且

操作不便的 59 式 130 毫米加农炮改造成

59-1 式新炮，全炮重量减少两吨多而威力

不减，而且改善了操作性能。该炮在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是兵

器系统所获的两个金奖之一。

他不仅负责设计和研制，并且要负责

处理试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由兵器部

委托他为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的火炮均

曾获奖，并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其中以

他为总设计师的 152 毫米加农炮曾在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以较长的射程、较大的弹重，

压制住了对方使用的过去由我方在抗美援

越时提供的火炮，帮助我军提振了军威。

在解放军凯旋时，受到群众夹道欢迎。在

周燕生学长夫妇

该炮设计过程中他与另一位所长一起提出

的在行军状态下炮身回转以减少全炮长度

的方案当时在国际上还属首创。该项目于

1988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注意引进西方技

术，同时决定由原来的无偿对外援助改为

有偿军贸。在我国原有经济技术基础上引

进西方技术确非易事。 在引进西方一种

155 毫米加榴炮时，他被兵器部任命为总

设计师。他们在兵器部领导下，明确了指

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步骤，调动职

工积极性，找准目标，集中主要技术力量

予以攻克；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试制出了完

全合格的、国产化的 155 毫米加榴炮。该

炮批产后，于 1995 年获兵器工业总公司部

级技术进步二等奖，于 1999 年国庆 50 周

年阅兵时受阅，并曾到多个国家进行过表

演，以拓宽军贸渠道。

在对外有偿军贸中，他也以科学的精

神、扎实而艰苦的工作解决了技术问题，

满足了用户十分苛刻的要求，赢得了用户

的信任、尊敬，为我国的产品挣得了声誉，

并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

他曾多次获奖，并荣获国务院（终身）

科技津贴、兵器工业功勋奖等殊荣。记得

有一年在看新闻联播时，我惊喜地发现周

燕生正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领奖。

作为老同学，我真替他高兴！                  

1978 年周燕生任援外办公室主任、工

程师，1980 年任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83 年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1989 年任厂长；1992 年离

任，1993 年退休。

他肯于向老工人学习，赞赏和依靠一

线工人的创造力。他待人宽厚，担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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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之后，对在政治运动中冲击过自己的

人不计前嫌，依然量才使用。退休之后每

天清晨和其他退休职工一起骑车健身。

出人意料的是，多年以来，直至他不

幸离世的那一天，这位曾经当过厂长的学

长竟然一直囊中羞涩。1997 年 9 月 27 日我

们中学同学聚会，当主持人叫每人介绍一

下自己的近况时，燕生说道：“……我们

厂今年的工资发到4月份了……”落叶归根，

2002 年燕生与老伴按政策获准迁回北京居

住。要买房，钱却主要依靠女儿和老伴出。

他老伴张丽云原来是眼科医生，收入无几，

改行做医疗整形美容手术后，收入远超燕

生。他人住在北京，但工资和公费医疗关

系却仍在齐齐哈尔。他每年能报销的医药

费少得可怜，与北京职工的待遇无法相比，

燕生因此熟知北京的最便宜的药店。他临

终前的退休金每月仅有 3000 余元。想到这

样一位国防工业战线上的功臣在医疗保健

上如此拮据，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退休后仍极

振奋，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博览群书。

他极爱买书，买书必读。他身后遗存的书

装满了书架和几十个纸箱。他精通电脑。

他从电脑上查出我西沙、南沙群岛有多少

个岛屿被人抢占，发送给同学。打字，则

可以“盲打”。同学聚会，他是积极分子。

谁也没想到这位一向精力充沛的人的

生命竟然会于 2012 年戛然而止。当年 8 月

份他开始感到胃部不适，但对于最后时刻

的突然到来却毫无思想准备。10 月 7 日他

还买了一台新电脑，打算用它来完成自己

的回忆录。谁知仅在 41 天之后，在 2012

年 11 月 17 日，他便溘然长逝了。

301 医院查出他患肝癌之后不敢动手

术，因为是弥漫性的。晴天霹雳！家属和

亲友都傻了。

当年年初他曾回齐齐哈尔本单位参加

过体格普查，一位热心的老同事带着他“转”

各个检查室，却漏掉了 B 超。燕生本人也

疏忽了，从而失掉了更早发现病情的机会。

周燕生生性风趣幽默，退休后见到老

同学时依然爱开玩笑。他的功课很好，尤

其是到高中后，不但门门功课棒，而且是

体育健将。他精力充沛，在相同的时间内，

他能做出比别人更多的事。到高三，老师

给三个班所发的物理、数学补充题卷子大

半是他刻的蜡板。一笔隽秀的小字，为同

学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课外，他偏爱

地理。他遭受过日寇的恐吓和侮辱，因而

更加热爱祖国。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他

至少从高中开始，便踏上了一条不断追寻

政治真理的道路，一直到老也未曾停歇。

他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十分难得的是，他不但是个好工程师、

好干部，而且在家里还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好爷爷、好外公。他用自己对每个家庭成

员的关爱，团结和潜移默化了一家人。周

燕生夫妻恩爱，子女孝顺。他有二女一子，

他们在燕生去世后，无微不至地关照母亲，

把她从意外医疗事故中抢救了回来。他儿

子写了一篇长文悼念父亲，题曰《来世，

我们还做一家人》，读来感人至深。

最后，用一首诗结束此文。

痛悼燕生

噩耗传来魂梦惊，十年同窗故人情；

青春醉心德和赛，耄耋期盼公与平。

战争阴云压天际，和平大炮震地鸣 ;

建功立业苦寒地，振翅奋飞雁留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