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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30 日，林宗棠学长在家中接

受校友总会采访

生于有“八闽首邑”之称的福建闽

侯，林宗棠先生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独立自

新的历程。“宗棠”之名，寄托了家人对

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热望。

1937年，11岁的林宗棠担任太行山下

西村儿童团团长，在这片革命根据地上，

对解放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产生了无限向

往。而后他立志报考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在新中国成立的元年毕业后，他将知识与

满腔热血投入祖国的科技建设中。

大半个世纪以来，从工业生产到重型

机器制造，从经济贸易到航空航天，从

教书育人到运筹国策，林宗棠老人的毕

生心血关乎国之重器，他始终以兴国强

国为己任。

记者来到林老家中，感受了这位年

届九旬的共和国科技功臣的执着探索与

家国情怀。

先锋创造，行动报国          
——从万吨水压机到 3D 打印技术

初次走入林老家中，很难想象到眼前

这间极其朴素的屋子里居住着一位昔日的

中国航空航天部长。

今年91岁的林老，尽管耳朵有点听不

清，但精神头很好。他的热情与平易，一

下子拉近了你和他的距离。但他那严谨求

实的气质，挥斥方遒的风范，科技兴国的

情怀，儒雅求真的个性，还有那眼神深处

的大道至简的执着、乐观与坚毅，都让

走近他的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告诉着我

们，眼前的这位长者，绝不平凡。

进门的壁柜里，摆放着几十件塑料或

金属材质的动物生肖和其他器物。旁边是

一张大桌子，上面堆放着林老的墨宝。走

进会客厅，小桌陈设着一盘巧克力和一百

多件形状各异的金属零件。墙上挂满了放

大的照片，有与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有林老子女的学位照和各自成家后的照

片，当然，还有老友相赠的题词。

了解情况才知道，原来，那些壁柜里

的生肖、器物，桌上的巧克力和各式零

件，都是林老自己打印的！它们是林老近

两年探索的“成果”，用的就是3D打印

技术！这位老先生，青年、中年时期就走

“集科技，聚智慧，夫子神遨越太空”
——原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的强国情怀

○刘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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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前沿，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如

今，他仍然走在时代的前沿。到了这个年

纪，还为深重的国家使命所驱使，林老的

人生境界与追求，令人高山仰止。

这间以今人眼光看来装修和陈设得近

乎简陋的老房子，因它的主人，而聚合了

墨香和科技气息，聚合了历史感与现代

感，聚合了家与国的情怀，甚至于兼具博

物馆和实验室的职能……这里就是林老探

索、沉思、试验、挥毫的一方福地洞天。

小小的屋子，写满了一位共和国科技建设

者的求索。它虽朴素，却因它的主人，而

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2013年8月，林老得知3D打印技术被

用于新机型生产上，便产生了浓厚兴趣。

凭借着多年从事高科技行业的触觉，88
岁的他开始了新的摸索学习。谈起3D技

术，林老兴致勃勃，“原来需要1到2年才

能设计完工的零件，现在用6到8小时就可

以制造出来了，这会给国家带来生产力的

重大突破啊！效率提升了几百倍。”林老

的心始终系在祖国发展上，他从没从日新

月异的科技领域中“退休”。他的身上总

是洋溢着一股积极进取的精气神。

事实上，这只是林老科技生涯的一抹

剪影。多年来，他在尖端领域领导与创造

了多个“第一”，为我国从倚赖外援到独

立自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担任上海重型机器厂总设计师与

总工程师时期，为了改变重型机械和国

防工业的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现状，林

宗棠作为副总设计师参与了万吨水压机

的研发制造。当时，面对资料匮乏、设

备短缺及经验不足等困境，他与设计人

员跑遍了全国工厂，克服制造过程中的

“电”“木”“火”“金”“水”难关。

在1962年6月，我国第一台1.2万吨锻压水

压机终于被成功制造，它的诞生为我国重

型机械工业填补了空白，也为重大装备制

造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突破夯实了基础。

著名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也是在林

老的组织参与下完成的，它是我国继实现

“两弹一星”及核潜艇之后的又一项巨大

成果。1984年上海先锋电机厂承担了其中

难度最高、批量最大的主环弯转磁铁建设

任务。林宗棠领导的团队积极学习借鉴国

外先进技术，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

外援为辅的方针，采取“嫁接”的方式吸

收消化经验，经过两年多的辛苦钻研，终

于生产出42台主环弯转磁铁，极大推进了

电子对撞机的研制。

随着各领域的科技突破，我国迈入科

技强国之列，这背后凝聚着一代代科技人

前赴后继的努力。作为亲历者与推动者，

林老的功勋难以指数，从上世纪60年代的

万吨锻造水压机到航空航天工业特殊设备

的突破，从80年代正负电子对撞机到世界

最大的电渣重熔装置的完成，从国际卫星

发射市场的进军到现在的3D打印技术探

索，一种先锋创造精神和爱国报国意识始

终流淌在林老的生命中。这也是他精力充

沛的源泉所在。

撸起袖子，迈出步子          
——从带头攻关到在家试验

1988年，林宗棠被任命为航空航天工

业部部长与党组书记。他常说的一句话

是：“国防现代化买不来，要靠我们自己

的实力，搞航空要一学，二用，三改，四

创。”尽管面临着美苏技术垄断、国内技

术起步晚与差距大等难题，林老始终坚信

只要脚踏实地、排除万难就能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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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构思、研制到创造，我国航空航

天一步步走出了中国道路。

在林老的带领下，我国完成了歼

8III、空中加油机生产，“亚洲一号”、

“澳大利亚”国际卫星发射，由内转外，

走向世界，并实现了“综合统筹，大力协

同”的重要转型。　

“五年中，我始终有一种高昂的开创

激情，感到大有可为、大有奔头，让我印

象最深刻的：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

大无畏的精神。”在林老看来，任何事业

的成功，都需要这种蔑视困难，敢于实

践，克难攻关的态度。纵使是困难重重，

只要撸起袖子，迈出步子，就没有跨不过

去的坎。

现在，年逾九旬的林老将目光投向了

3D打印技术。与传统的减材制造方式不

同，3D打印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它以

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材料，通过逐层聚合

的方式将数字模型文件“打印”出来，

具有快速高效的优点。2013年，林老用半

年多的时间走访了全国的3D打印相关单

位，足迹北起沈阳，南至深圳。他认真考

察了二十多家机构。

由于设备与经验仍不成熟，林老就在

家里的后院搭起实验室，借来设备亲手

试验。他还自己组装了两台初级3D打印

机，机器24小时不停地工作，他也不停地

工作。常常是早上拿到科学院设计的图

稿，下午就能够出成果。他在100天里完

成了相关技术的探索，证明了3D打印技

术应用的可行性。

在这个“最简陋的实验室”里，林老

进行着最前沿的技术探索。“条件不好没

关系，当年搞万吨水压机条件比现在苦多

了，没有钱就创造条件，我一辈子就是这

么过来的。”

思虑长远，勇于突围          

——从科技功臣到战略营国

虽然多年专注于科技尖端钻研，林老

的目光始终不离国家的综合长远发展。他

以开阔的视野与敏锐的眼光，洞察国家

发展需求，多次建言献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从1983年在国家经委主管国防到领导

航空航天建设，林老重视科技造福民用，

增加国家外汇，服务经济需求。5年里，

他推动军民结合，实现了300项科技转

化，得到了时任领导人的高度赞扬。80年
代初，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在林老

的建议下得以成立，奏响了中国科技产品

大规模走向世界舞台的进行曲。

新世纪之交，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中国制造”面临的外部竞争陡

增。林老指出，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赚取

微薄的加工费，他积极主张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他率领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

91 岁高龄的林宗棠学长每日的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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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航空航天事业中“严肃认真，周到细

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导方针推

广到生产中，提出“争取用10年时间创造

出1000个中国名牌与10个世界名牌”，

推动我国建设世界工业强国，让中国名

牌响遍世界。林老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

热烈回应。

近年来，走进世界各地的“中国制

造”被一些国家视为威胁，他们以产业

升级与转型为契机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企

图在世界市场打压中国。2012年，美国明

确把发展包括3D打印在内的新兴技术作

为应对“中国制造”的抓手。退休后，林

老本来不再管理出口事务，但他敏锐地看

到，“3D打印搞不搞，怎么搞，不是一

个简单的科技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发

展战略的重大课题。”

在广泛考察与亲自运用3D技术后，

林老弄清了它的优势与局限性，主张将

3D技术与传统技术结合：既要在“减

法”的传统制造基础上发扬优势，又要大

力发展“加法”的增材技术，实现“加减

共赢”，用3D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升

级版的实现。林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积

极支持、重点突破”的批示。

值得一提的是，林老也是较早关注

并推动我国环保事业进展的人。早在1995
年，林老考察了有着“花园城市”之称的

新加坡，在仔细对比我国与新加坡环保情

况后，他撰写了《新加坡经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的特色与启示》，提出“把经济与环

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贯穿于经济建设和

城市建设之中”。

1996年，林老主持制作了一套宣传片

《中国环境》，生动简洁地展示了加强环

保的急迫性，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在全

国巡回展示。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环境

问题，林老到访各地都会携带电脑与投

影仪，向接触到的人热情演播讲解这部影

片。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务院直

属的正部级单位，完成历史性的转变，这

离不开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的

林老的积极推动。

贤者夫子，忘我奋斗          

——从太空到生活

在会客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幅题有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书法，对面

是林老自己书写的“为民服务”等作品，

字迹苍遒有力。它们是这位一辈子在革命

与建设中忠诚于人民和信仰的实践者的直

观写照。

同是西南联大校友的李政道是林老的

好友，两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因研发正负

电子对撞机而相识，从此成为了彼此科研

与生活中的知音益友，这段高山流水的佳

音至今不绝。

提起李政道，林老对老友不懈奋斗的

实干精神赞不绝口。李政道先生曾亲笔赠

言林老：“贤者夫子，集科技，聚智慧，

夫子神遨越太空。”这句话勾画了林老一

辈子走过的波澜壮阔历程：他是推动科技

创新的先驱，是高瞻远瞩的共产党人，当

然也是立功立德的儒家精神的传人。然而

林老却常自诩，“我只是北京一名普通的

老人。”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

身。”杜甫的诗句，或许道出了林老的心

境，不论是仰望星空的尖端创造，还是脚踏

实地的当下生活，他都怀着乐观无畏的豪迈

精神，以满腔热血投入毕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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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老交谈的过程中，先生全程都热

忱地向我们介绍3D打印技术，发现我们

兴趣盎然，他到房间里寻找到今年新打

印的几只率真可爱、惟妙惟肖的雄鸡，

大方地赠予我们。我们离开时，他亲自

送到门口。

整个采访过程中，林老几乎不谈自

己，话语间都是科技如何发展、中国如何

赢。使命感早已与他融为一体，成为他的

一部分，无法剥离。

挥斥方遒行无止，激扬岁月道无声。

林老一生那厚重无华的沉淀，将继续泽荫

一代代祖国的科技建设者。

（转自《神州》2017/02下旬）　　　

陆建勋院士：
弄潮逐浪七十载  唯愿祖国海疆平

○王  健

陆建勋，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
系。无线通信工程专家，中国舰船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从高
频到极低频波段的无线通信与工程应用，
为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极低频探地（WEM）工程”首席科学
家、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无线通
信网络智能化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
学家。

痴迷无线电 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陆建勋，祖籍浙江杭州，1929年生于

北京。父亲常年在外谋生，母亲操持家

务，初时家境较为富足，“七七事变”以

后，生活渐显窘迫。1935年，陆建勋入北

京虎坊桥小学读书，两年后转入育英学

校。育英学校于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

会初建，薪火相传，桃李芬芳。

在育英，他最喜欢自然科学、国文两

门课程。他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科学知识，

课后就与小伙伴烧制泥捏的茶壶茶碗、做

模型飞机,用牛油火碱自制肥皂，复杂深

奥的科学理论经由亲身实践变为有趣浅显

的现实，小孩子爱玩的天性得到释放，善

于动手的能力也逐渐养成。在国文方面，

陆建勋也显示出较高水平，同学撰写的

《一九四一年高小毕业班班史》中特意提

到：“陆建勋同学为文章高手……皆令人

深切羡慕者也。”

但最令陆建勋着迷的还要算是无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