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师友

清华校友通讯126

2020年9月7日，曾研制了中国首部激

光雷达的导弹专家陈定昌院士走了。

陈定昌是我国武器系统总体、防空反

导及制导雷达技术专家，我国精确制导领

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防空体系研究

和三代防空装备的实践者、拓新者和谋划

者，取得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国

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是站在时代前沿具有超前思维的陈

定昌，用一生推动着我国空天防御体系能

力建设，为信息化条件下新质杀手锏装备

研制，形成制衡强敌的战略威慑能力，做

出了历史性贡献，掀开了我国空天防御力

量建设的新篇章。

回顾几十年的航天生涯，他说自己并

不是思维超前，而是在考虑问题时喜欢从

全局出发，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我一

生的最大追求，就是在实现中国梦上多做

一些工作。”

“让国人不再受欺负”

从少年时代起，遭受国破家亡之痛的

陈定昌就立志报国，下定决心“长大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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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投身国防，为国家研制精良武器，让

中国人不再受欺负”。

1955年夏季，陈定昌即将完成高中学

业。同学都在热烈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问

题，谈论该报考什么样的大学。在选择专业

这件事上，陈定昌的内心曾有过斗争。老师

看到他的写作之长，建议他报考中文专业，

将来可以从事写作，当作家、当记者……

可真到了眼前，他犹豫了。自己的祖

国贫穷、落后，科技生产力低下。他深爱

的这片土地，曾经被外夷欺辱、掠夺。寒

窗数年知回报，此刻，“科技强国”成为

陈定昌的心愿和夙求，他放弃了自己的文

学梦想，毅然选择了理科。

1957年，陈定昌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

北京留苏预备部，随后，因苏联单方面取

消了留苏名额，500余名学员直接进入国

内大学，其中300余人进入清华大学，200

余人进入北京大学。按照报考志愿，陈定

昌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

陈定昌被分配至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

从此陈定昌与航天结缘，开始了逐梦航天

的传奇人生。

以创新为利刃披荆斩棘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技术开始出

现。钱学森提出：激光能不能做一个信号

源，像无线电一样，也能做各种各样的探

测和制导应用？这个“激光之问”最终交

到了陈定昌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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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资料调研与分析，陈定昌拿

出两份报告，肯定了激光确实是一个发展

方向。钱学森听完报告后当场决定，“在

航天里面，要把激光与无线电放在同等位

置来发展。”于是，先期调研任务变成了

预研项目。

因为激光雷达在国际上刚刚起步，事

关重大，钱学森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七机

部、中国科学院等3家单位联合攻关，20

多岁的陈定昌被任命为项目组长。为了项

目早日能够实验，陈定昌一天跑五六家单

位，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这项工作使陈

定昌深深感到：科学就是要创新，要不畏

艰难，才能有所作为。

“创新”对于陈定昌，如同手中的一

把利刃，他用它披荆斩棘、点石成金，剑

锋所指，形成的是战斗力和生产力。其

间，他收获了无数的喜悦，也吞咽了无尽

的孤独与寂寞。

在当时条件下，尽管研制工作困难重

重，“激光雷达项目”仍然取得了可喜成

绩。该项目建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激光雷达

样机，用详实准确的实验数据，突破了

“四个科学原理”的限制，发展了中国第

一部全反射式激光雷达，比美国林肯实验

室领先多年。

激光雷达项目，只是陈定昌前瞻性眼

光和创新胆识的初步显露。1996年他担任

首席科学家后，牵头深化了领域发展战略

研究，提出新的目标。他一方面深入一

线，带领团队运用航天系统工程的办法，

理出目标，梳理关键技术，通过试验不断

缩短与目标的差距；一方面竭力争取各方

的支持，甚至签下“军令状”。有关领导

对于他科学的设想，以及他和团队卓有成

效的研究和攻关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技术上是可行的，很重要”。

陈定昌认为，创新集中在关键技术、

途径、方法的创新上，要瞄准十年二十

年，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要有前瞻性，

紧抓关键技术的攻关、集成，才会形成更

加精良的设备。这种指导思想直接维持了

技术优势，推动了专业的发展，让他所从

事的空天防御事业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无私无我的战略科学家

所谓战略，是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

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陈定昌就是一位

致力于前瞻性地策划、布局、引领方向的

战略科学家。

“20年前走得不对，20年后就没有结

果。”他曾说。

他有几大特长，在工作中发挥得淋漓

尽致。一是紧密跟踪国内外新知识、新技

术发展，捕捉新信息速度之快，对趋势之

敏感，令人敬服。其二是擅长对信息进行

真伪和优劣的鉴别，对事物判断准确，善

于抓住重点。其三是擅长超前思维，物理

概念强，善于做顶层策划。

陈定昌的前瞻性思想是出了名的。

1992 年陈定昌院士 ( 左 1) 在试验基地与黄

纬禄院士 ( 左 3)、型号总指挥徐乃明 ( 左 2)、

王尚虎 (右 1) 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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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他出任二院二部主任，全面规

划和未雨绸缪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在二院

研制第二代防空导弹的同时，以陈定昌为

代表的一些专家开始前瞻性地提出第三代

防空导弹的设想。该设想得到了包括任新

民、梁思礼、陈怀瑾等航天系统领导的大

力支持。第三代防空导弹系统的成功，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俄罗斯后第三个

具有自主研制同一水平装备能力的国家，

标志着我国导弹研制、试验能力跨入了世

界先进行列。

但是陈定昌并不满足于此。在第三代

研制的同时，他又将眼光瞄向了第四代。

当年他提出的发展规划设想，已被事实证

明富有先见之明，他提出的空域和体系思

想一直沿用至今。

进入新世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成立。担任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的

陈定昌和科技委专家们，带领相关人员

完成了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等多项重大任

务，为我国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出谋献

策，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精确制导技术的大

跨度发展。

近年来，从陈定昌任组长的第一届原

总装备部精确制导专业组，一共走出6名

院士。陈定昌与该组其他专家，成为我国

精确制导技术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步

入晚年的他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一线，他

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航天科技集团有关科

技创新项目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有人不解：陈定昌为什么能做到眼光

超前，思维超前？答案是，这些都源于他

站在更高层次，置个人荣辱于度外。陈定

昌总能站在国家层面、战略的角度，保持

着一种大视角，在为国家的安全谋划。

陈定昌是国防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也

是中国科技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转自《科技日报》，2020年9月10日）

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

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南联大哲学

系校友张世英，于2020年9月10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100岁。

张世英，1921年5月生，湖北省武汉

市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

经济系、社会学系、哲学系学习。1946—

1952年先后任南开大学哲学系助教、教

员，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2年起在北

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任讲师、

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

术委员会委员。1959—1966年负责《光明

日报》哲学副刊。

张世英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

著名哲学家张世英逝世 享年 100 岁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学术委员会

委员，北大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

全国西方哲学重点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

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英国剑桥国际

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名

誉顾问，国际“哲学体系”研究会会员，

《德国哲学丛刊》主编，南京大学、河北

大学、河南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主

要著作有《论黑格尔的哲学》《欧洲哲学

史稿》（合编）、《天人之际——中西哲

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

学导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