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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才能自由飞翔”

○   工程力学系    陈梓钧    薛 楠   林艺城   王子宁   李兆涵   施炯明

王翔皮肤略带古铜色，

标准的板寸儿头，讲话时常

常发出爽朗的笑声。他非常

平易近人，自己开车带着我

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办

公室的圆桌前，王翔对我们

带去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耐心

的回答，讲述了自己这些年

来的独特经历。

 “我也是一字班的”

在我们自我介绍后，王翔笑着说：“我是

91 级的，也是一字班的呢！”对于大学本科

的那段时光，王翔记忆犹新，大一时候的课程、

讲课的教授都能脱口而出。得知我们正在进行

金工实习后，他还笑着告诉我们他也参加过同

样的实习，也做过同样的锤子。

“在清华上学与之前的生活有了很大不

同。”王翔在谈及母校时，表情之中流露敬意。

“清华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周围的牛人特别多，

如果你不使点劲，很快就会被落下。”

从本科到博士，王翔在清华一共待了九

年。他说，这九年以及此后的留学经历，对

他的人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问起对他影响最大的学科是什么

时，王翔回忆道：“我们当时是力学系，对数

学的要求虽然不如数学系，但相对其他工科院

系较高。记得当时用的数学分析教材是特别印

刷的讲义，白皮的，学起来特别费劲。”“并

不是现在会每天用到当时学的，但是我觉得，

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数学。数学影响

的是人的思维，影响你看问题的态度。这种思

维体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虽然当时课程难度大，但王翔说，自己也

没怎么“挑灯夜战”过，“头悬梁、锥刺股”

那种事更不可能发生。学习要讲究作息规律，

讲究方法，持续不懈，打的是一场“持久战”。

他说，自己并不属于那种智商超高的天才，个

人成长经历也并不算传奇。

“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新疆兵团的学

校里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在班级里很少调

皮捣蛋。”他说。和我们身边的很多同学相

似，少年时代，王翔在学校里守规矩，并没

有做过“出格”的事情，是老师眼中的“好

学生”。课堂外，王翔和许多男孩一样有着

同样的爱好。也许是受到工程师父母的影响，

他自小就对航空、汽车、机械类知识感兴趣，

也爱看侦探类和科幻类小说，还特别喜欢收

集《航空知识》、《兵器知识》、《世界军事》

——神州八号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王翔访谈纪实

王翔

1991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
学系，1996 年本科毕业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导师姚振汉教授。1996
至 1998 年担任辅导员。2001 年 1
月赴德国马普金属学研究所从事博
士后研究。2003 年 5 月回国，同
年底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
部工作。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飞船
系统副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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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的杂志。

步入清华园后，王翔对什么都好奇，什

么都想做，并没有集中于某个特定领域的兴

趣；偶尔也会迷茫，不知道自己今后到底会

干什么。今天的他，回望那段时光，觉得低

年级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以后的从业等问题。

“本科期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把所学

习的科目学得深一些。离开学校后，就远没

有这么好的系统学习的机会了。有过系统学

习的经历，以后无论做什么，学习相应的知

识就会轻松很多。”王翔反复强调，大学的

时光是极其宝贵的，希望同学们一定不要浪

费了这么好的资源，不要虚度了这人生中最

美好的青春年华。

人生抉择：理论还是工程？

完 成 博 士 学 业 后， 王 翔 选 择 了 出 国 深

造——进入德国马普协会金属学研究所，继续

博士后研究。马普协会在德国就像国内的中科

院，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王翔所在的研究所位

于斯图加特市——德国的“汽车城”，“奔驰”、

“保时捷”等知名汽车品牌都是当地的骄傲。

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学成之后留在经济、科

技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如今这个年代并不

稀奇。然而，王翔选择了回到祖国，从事航天

事业，进入航天五院工作。

其实，回祖国、进航天单位工作的念头

很早就在王翔的脑海里萌发了。在清华读研

期间，他曾跟随导师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一院有过项目合作。回忆起这个重大人生

选择，他只说了一句非常朴实的话：“我想

我更适合从事这份工作，也想为祖国航天事

业干点事。”

在那时，除了对工作地点的选择外，王

翔还做了自己事业方向的选择。德国留学的两

年中，王翔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同时，

他渐渐坚定了不再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想法。

“每个人的性格是有差异的，干工程还是做

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科

学家需要的是创造力，也就是所谓的‘仰望

星空’；而工程师需要的则更多是‘脚踏实地’，

要严谨、规规矩矩地做事。就我自己来说，

并不是很适合理论研究。做理论太过自由，

写论文也不是我的强项。我还是更适合从事

工程类的工作，和团队一起合作，一步一步

地做出一个具体的东西。”王翔说。

的确，王翔作为一名工程人员的严谨踏实，

在五院内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同事们都说，在

王翔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这个词儿，无论

大事小情，只要他经手，一定得弄个明明白白。

经他审核的文件，他必会不厌其烦地把错别字

都挑出来，以至于同事们给他“较真到极点”

的评价。

王翔对待文件细致，做起试验更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做飞船着陆冲击试验时，他带领大

家一条一条地分析试验结果，“你的这个冲击

曲线是什么？”“响应时间是什么？”“峰值

是什么？”“对应的产品设计特性是什么？”

点点滴滴的问题，他丝毫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投身航天，自由飞翔

如今，王翔在航天领域的工作时间已近九

年。“神八”也已在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

务中圆满完成使命。九年来，王翔一直在为“神

八”默默贡献着。从总体主管设计师到飞船系

统副总设计师，他和他的团队陆续完成了返回

舱海上漂浮试验、综合空投和交会测量设备联

合校飞试验、飞船总体方案、飞行方案，直到

任务实施及总结……王翔经常要在不同分系统

设计团队之间协调工作，拿出大家都能认可的

解决办法。

“工程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关键是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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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王翔如是说。“我会叫大家把自己的观

点亮出来，在信息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在他看来，作为工程师最核心的素质就是责任

心。真正具备了责任心，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

而在决策当中，经验或是直觉扮演了不可替代

的角色。

谈及“领导艺术”的问题，他说自己不

懂什么“领导艺术”，但关键时刻还是能拿

出“魄力”的。“有时候各部门的分歧大了，

大家拍桌子吵架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这个

时候，我就得站出来，让各自拿出数据来。

我们这项工作技术性很强，没有数据，一切

都免谈，哪怕我因此要得罪人。” 但是，王

翔随后话锋一转，“因为工作而争论是不可

避免的，但毕竟都在为‘神八’而努力，都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争完后还是会亲如

一家。”

更大的权力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随之而

来的就是更大的压力。载人航天工程极其庞大、

复杂，任何一点隐患都可能导致人员、财产的

巨大损失，而作为重要技术骨干，王翔的压力

可想而知。对于我们所问的“这么大的压力如

何缓解”，王翔只是淡淡一笑：“这些年慢慢

走过来，压力一点点增大，也就习惯了。”

压力大了，身心疲劳，容易导致健康的下

降。和许多传承了清华体育传统的清华人相似，

总是忙得“昏天黑地”的王翔，一直信奉“身

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可无法抽出时间运动怎

么办？他便“独创”了自己的锻炼方式：在单

位，只要是能走路就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

不坐电梯，抓住各种机会活动筋骨。所以在工

作生活中，他总能保持着高效率与一种属于年

轻人的朝气。

王翔所在的团队里年轻人很多，平均年龄

只有 30 岁左右。“我挺喜欢这样的氛围，一

群人在一起干事，朝气还是第一位的。”王翔

说。不到 40 岁的他在团队里已经是“老将”

了，当今我国航天人才队伍的年轻化趋势可见

一斑。

在谈及清华毕业生在航天领域的表现时，

王翔表示，在航天系统中，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毕业

生的确占了大多数，但并不代表清华的实力在

这块就比较差，也不代表清华的就业导向比其

他院校浮躁。

最后，对于想进入航天系统的年轻人，

王翔表达了他的殷殷期待：“本分一点、踏

实一点。航天系统的容量和对各方面人才的需

求量都很大。甚至包括纺织部门，都与航天工

业有关系。只要我们都踏实做事，把该干的事

干好。”

辅导员：热心的师兄

关于辅导员制度，王翔觉得，辅导员作为

师兄的角色，对于本科生，尤其是刚入学的新

生会有不小的帮助。“辅导员都是刚刚本科毕

业的，对同学们正在经历的有着切身的体会。

和老师的角色不同，辅导员更能对学生的问题

感同身受。学生的想法拿来和辅导员交流交流，

是会有不少收获的。”

对于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您选择

当一名辅导员的”，王翔谦虚地说，自己最初

也没有打算当辅导员，只是因为比较踏实，又

希望能为大家做点实事，于是就当上了。

谈到自己的两年辅导员经历，王翔觉得这

段经历对他本身也有一定的影响。“做辅导员，

就必须要认真地去对待别人。也许，这让我处

理事情更加完善，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增强了

责任感吧。”

如此认真负责的王翔，扛起了中国载人航

天的重担。他说，自己还会在航天干上很多年，

未来的故事还会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