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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已出鞘雷鸣电闪，从来是狭路

相逢勇者胜，向前进，向前进，向前

进……”这是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有这样

一个群体，在为守望和平而时刻眺望未来

战场的雷达领域里将剑高高亮起。这个群

体的领路人，就是被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

任聂力将军称为“难得的帅才”的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

1992年初春，上一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伴随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名单的赫然公布，一个

剑眉朗目、脸上透着英气的中年男子，气

度不凡地走上领奖台，他就是时年55岁的

刘永坦。

“新型雷达”，被俄罗斯人称为“21

世纪的雷达”，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而

言，不仅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

更是为祖国的领空领海安全加上的一把

“安全锁”。因为，这成果，打破了国外

在这种雷达方面的技术垄断，使我国成为

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欲犯我者隐于空天之间——这便是新

世纪摆在我们国家安全面前的战略高地！

刘永坦及其团队“逢敌必亮剑”，为人民

铸就出一面“照妖镜”！

1981年金秋，刚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

刘永坦，在一颗拳拳报国心的催动下，来

不及洗去远足的征尘，便匆匆赶到哈尔滨

工业大学实验室。因为他心中有个大胆的

设想——他要开创一条中国新型雷达的新

路，他要让“文革”后百业待兴的祖国快

步跻身于世界雷达先进行列。

当时，在全世界研制的千余种雷达

中，新型雷达不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

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都有

重要作用。

刘永坦根据当时世界上探测雷达的最

新技术信息，运用自己在国外取得的科研

新成果，采用了独特的新式信号与数字处

理技术，提出了我国新型雷达方案。经过

不懈努力，他最终促成了项目的启动，并

趁热打铁组成6人科研小组，开始了长达

十个月的方案论证工作。经过大量理论分

析和实验研究的刻苦攻关，一份20多万字

的《新型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呈现

出来，并于第二年夏天，通过专家论证。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

刘永坦——亮剑天下的雷达“帅才”
○赵明地  蔡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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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最艰苦的时候，刘

永坦和课题组的成员常常因赶不上吃饭而

用面包充饥，常常因挑灯夜战无法走进招

待所早已关上的大门，而不得不悄悄地从

窗口爬进住处……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付

出，疼痛难忍的腰间盘突出曾让刘永坦几

个月不能行走。即使这样，他还躺在床上

与同事们研究技术难题。

捷报频传，技术堡垒纷纷告破。1986

年7月，航空航天工业部在哈工大举行了

新型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来自各方

面的五十多位专家认真审查、讨论和评

议，一致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掌

握了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

已经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新型雷

达研究”终于被列为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

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此时，好比马拉松赛跑到了极限点，

困难更加具体而尖锐。建立实验站时，经

费发生了困难，有的人灰心了，但刘永坦

却没有退缩。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自

筹资金并争取到海军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开始建站，终于在1990年初建成了我国第

一个新型雷达站。1990年4月3日，刘永坦

及其团队的新型雷达技术终于使舰船目标

出现在屏幕上，当时很多人都流泪了，为

的是成功后的狂喜，也为八年来不为外人

知晓的艰辛。

之后，由国防科工委、海军、国家航

空航天工业部联合在北京举办新型雷达鉴

定会，众多肩上金星闪耀的将军和一大批

德高望重的专家，作出了“居国际先进水

平”的高度评价；不久，时任党和国家领

导人江泽民、李鹏及各军、兵种领导在参

观国防预研成果时，对这种新型雷达研制

成功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再度亮剑必显威

没有想到，如侠士一般剑指长天的刘

永坦却是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欢听贝多

芬的交响乐。他常常感到，交响乐的音符

和雷达发射出的波束相融在一起，是他生

活的交响曲。

当“新型雷达技术”划上圆满句号

时，难得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陶醉

一下的刘永坦，又在谋划着将“新型雷达

成果”变成型号装备海军。这一次，他知

道至少再需要八年。弟子们在得知他的决

定之后，全部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全力支持

的决定。

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继续提高雷

达性能的要求，新型雷达不仅要探测更远

的海上目标，还要探测低空的飞机目标。

于是，刘永坦和他的同事们又承担了国家

863计划和国防预研计划的新型雷达研制

工作。从此，新型雷达的研究进入了新阶

段。随着项目的进展，刘永坦院士在哈

尔滨、威海、上海、北京等地奔波，越来

越忙。

历经五年鏖战，刘永坦率领“逆合成

孔径实验雷达”（即ISAR）重大项目攻关

团队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实验ISAR，并

通过大量外场实验，获取了大量珍贵数

据，完成了对飞机目标的雷达成像，为我

国ISAR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

目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

199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另外，他负责的多项重大科研项目获

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部级科技进步

二等奖5项，以及首届光华科技基金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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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

宝剑锋从磨砺出

在一个又一个八年的奋力搏杀中，

“雷达”已被刘永坦当作生命词典中最重

要的名词。是什么能够将这个知识分子的

命运与保卫祖国海疆的使命紧密相连？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

南京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充

满苦难的年代，他幼小心灵深处早已种下

科技救国的种子。1953年，他以第一志愿

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三年后，正赶上李

昌校长要建无线电工程系，派6人去清华

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他作为其中一员进

入清华大学就读。清华两年时光，让他受

益匪浅，与雷达的“缘分”也从此有了基

础。1958年，学有所成的刘永坦回到哈工

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后来走上大学

讲坛，成为这所大学向科学进军的“八百

壮士”的中坚之一。

1964年春，刘永坦参加了科技攻关第

一战，承担了国防科工委下达的“单脉冲

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

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刘永坦还没有

来得及完成这第一项研制任务，“文化大

革命”就爆发了。他插队到黑龙江省五常

县，积肥、种地、插秧，与无线电暂时

隔绝。

1973年回到哈尔滨以后，刘永坦忧虑

地发现哈工大乃至整个中国的科学研究和

教育仍然处于停滞状态。当时他所在的专

业正从事新雷达器件的研究，由于研究需

要大量数字计算，他经常一个人往返三四

个小时的路途赶到哈尔滨计算机研究所，

利用那里的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与

此同时，他还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有关电

子、雷达的新知识，充实自己，准备着、

期待着……

异域锻造壮国志

1978年8月的一天，刘永坦正在修抗

洪江堤，他接到了一纸去北京语言学院参

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的通知，没有任何准

备他就来到了北京，走进了阔别已久的考

场。“祖国终于记起了我们，多年的知

识积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1979年2

月，他被委派作为进修学者到英国埃塞克

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

英国，雷达的发源地。在那里，聚集

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拥

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实验设备。伯

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饮誉世界的雷达

权威，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教授就是其中

最优秀的一个。刘永坦一心扑在学习上，

顾不上参观这座陌生而又有人文传统的英

国第二大城市。

刘永坦来到这里，很快就从自己的现

状了解到过去对中国留学生的安排，心里

很不是滋味。可是他不但没有气馁，反

而暗暗使劲，用心去学。很快，他的勤

奋、刻苦和才华得到了谢尔曼教授的信

赖和赏识，让他参加了一种新型雷达的

核心部分——高频雷达信号处理机的研

究课题，这属于难度很大的雷达关键技术

领域。

刘永坦深知此课题的艰巨性。他常常

提醒自己：“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

与否代表着中国。”设计——试验——失

败——总结——再试验……无数个日日夜

夜就在刘永坦的拼搏中这样走过。终于，

清芬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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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多后，刘永坦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研制工作。

谢尔曼教授评价说：“由刘永坦独自

完成的工程系统，是一个最有实用价值、

工程上很完善的设备，其科研成果无论在

理论上与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他的贡献

是具有独创性的。”进修期间，伯明翰大

学授予他名誉研究员称号，并以诱人的待

遇和优越的条件聘他留校工作。

“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在英

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了多大

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事。回到自

己的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

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心情是何等舒畅

啊!”于是，刘永坦婉言谢绝了伯明翰大

学的留聘，他觉得祖国辽阔的海疆在等

待自己。

众剑齐显耀锋芒

回想自己从1998年新春伊始，冒着早

春的寒流，奔赴座落在渤海湾一个僻静海

岸山脚下的雷达实验站，与研制组的每个

成员研究实测中的问题，刘永坦院士的

声调明显高了起来：“由于新型雷达项目

任务下达时打破了型号历年常规的研制过

程，由原来的初样、正样、设计定型、生

产定型几个阶段一下子压缩为两步，正样

研制出来时即要达到设计定型，直接交付

使用。因此，时间紧、任务重就显得特别

突出。”

可是，从实验场地搬到实际监测地，

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差异，又产生了许多新

的问题和困难。各种各样的电台，广播

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

磁干扰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难题。“一

个一个研究，一个一个排除，可以说，这

十年我们是在解决强大的电磁干扰中成

长的。”

“这些家在哈尔滨的队员，每一次去

基地常常要干两三个月才能回来休整几

天。”刘永坦说，大家默默地用实际行动

为国家的国防建设作贡献。到了现场看一

看军人们期待的目光，没有人内心不被激

励，他们太希望赶快装备海军，强大我们

的国防了。

从2001年起，已经不再担当所长、总

指挥、总设计师的刘永坦院士，将接力棒

传递到了年轻人手中。作为电子工程研究

所所长，刘永坦是成果卓著的雷达技术专

家；作为系主任，刘永坦是善于把教学和

科研紧密结合的教学领导者；作为教授，

刘永坦更是一位善于教书育人的优秀教

师。他被师生盛赞为“航天科技之星”、

“学府教学明星”。1992年、1993年被国

家航空航天工业部评为“人才培养先进个

人”，1993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并获人民教师奖章。

“雷达发展得很早，跟我一样，有

七十多岁了。经过了“二战”及其以后各

时期的各种实战演练，其功能已经很完善

了。但它分各个频段，我们研制的新型雷

达所处的频段开发得就比较晚，所以说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

看不到滚滚硝烟，听不到震天锣鼓，

刘永坦却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命

感。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埋首于耕耘、

执著于理想的刘永坦院士和他的雷达团队

用智慧征战沙场，用坚定搏出了一条通往

真理的大路。

（原载《黑龙江晨报》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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