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花池

清华校友通讯148

在欢庆母校建校110周年的时候，我

想讲一个为我崇敬的长者、我们艺术团的

骄傲——程不时老学长画像的故事，与大

家分享。

在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这个大

家庭里，我有幸结识了这位和蔼可亲、睿

智风趣的老者。因为我姓诸葛，他见到我

总喜欢说：和你一起可以沾点仙气。其

实，正是程老为我们艺术团增添了不少科

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仙气”。

程老今年已91岁高龄，是率领我们

“唱到九十”（艺术团愿景）的第一人。

近年虽行动有些不便，仍不时参加艺术团

的活动，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1947年

考入清华航空系，1951年毕业，不仅掌

握了工程技术知识，也是一位活跃的文艺

骨干。在清华时就是管弦乐队的第一位首

席小提琴，而且会作曲，能指挥，毕业时

已是清华管弦乐队的指挥；在工厂里，他

编写了歌唱新机飞行的四部合唱曲，以及

为“90 后”老学长画像
○诸葛镇（1961 届汽车）

自己作词作曲的《飞机设计人员之歌》，

并指挥大家在剧场正式演出；他还是八一

电影制片厂记录“歼教-1”研制电影的编

剧。2012年，他以82岁高龄参加了由李岚

清同志发起组织的“‘三高（高级干部、

高级军官和高级知识分子）’爱乐之友业

余交响乐团”，和艺术团几位团友一起赴

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演

出了弦乐钢琴五重奏，并被吸收加入中国

音乐家协会。有他在，我们艺术团的排练

总是既热闹又认真，他会不时出一些金点

子，提升我们的合唱水平。

他在航空事业上的成就更为国人所崇

敬。2017年艺术团在央视的一曲《我爱你

中国》激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其中，程老

的事迹令人动容。后来，在央视《开讲

啦》栏目，他向360多名青少年讲述了参

加航空建设的经历和感受。2018年，在

《朗读者》节目中，程老又与主持人董卿

侃侃而谈。他还是一位业余作家。他的作

品既有散文杂记、科学小品、报纸副刊上

的《作家与作品》专栏，也有科幻小说、

报告文学，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有

关“两航起义”的长篇连载小说《强行起

飞》，并出版了单行本，以及在上海广播

电台“当代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的长篇

小说《巨翼入云》。这些作品艺术地再现

了他在航空事业中获得的感知和体验。

2018年5月，他出版了一本自传，回

顾了自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航空事

业的感受见闻和所思所虑，书名为：《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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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之歌》。当我读完这本书，眼前浮现出

一幅壮阔的画面：程老拉着小提琴，天空

中翱翔着他参与设计的各型飞机，这就是

“腾飞之歌”啊！我为这个灵感而兴奋，

马上开始构思画稿。

主角当然是程老，他拉琴时的神情是

专注而振奋的，既沉浸于乐曲之中，又感

受着祖国航空事业的灿烂辉煌。而这一形

象正来自于我在《出彩中国人》录制现场

为他拍摄的照片。在他的身后我画上巍峨

的长城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这象征了

他为之奋斗的祖国。

天空中的两架大飞机，一架是大家熟

悉的“C919”，这是程老担任专家组成

员设计的我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

气式干线客机，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标

志，开启了21世纪我国喷气式商用飞机发展

的大道。

另一架是程老担任副总设计师的

“运-10”，是20世纪我国首次自行研制

的、起飞重量超过百吨的大型喷气客机，

最大航程达到8300千米。自1971年程老加

入“运-10”项目，便开启了他为民用飞

机建设奋斗的46年历程。这是我国的飞机

设计从十吨级向百吨级冲刺的机型。作为

副总设计师，他负责总体设计、气动力分

析、计算和试飞工作，对当时世界上的相

关成就进行深入探究，“博采众长，为我

所用”；同时积极创新，首次在我国飞机

型号设计中大面积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开发出相关的优化程序，编写了专著，他

主持的某试飞方法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

大会奖。经过十年辛劳，他迎着初升的太

阳，将“运-10”送上蓝天，经历了首次

试飞的考验，粉碎了外国某些人“中国

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的滥调。随后，

“运-10”曾飞赴乌鲁木齐、哈尔滨、成

都，并七进西藏，试飞完全成功，后因故

让位于在国内总装外国型号，项目无疾而

终。他还担任过多用途通用“运-12”的

适航审定委员会技术组长，在他的指导

下，“运-12”成为我国第一架通过国际

通行的适航标准的民用飞机，于1989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程老是主要贡

献者之一。

程老投入航空建设的前20年主要战斗

在军用飞机战线，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军

机。我在画中选择了程老最初设计的三种

机型作为代表。

蓝天上右下角飞行的是“歼教-1”，

是培养歼击机飞行员的喷气式歼击机教练

机。新中国第一次设计飞机就设计喷气式

飞机，赶上了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脚步；

而这也是程老在1956年26岁时首次参加

的飞机设计工作，从而开启了他魂牵梦萦

飞机设计工作几十年的征途。他孜孜不倦

地学习，厚积薄发，创造性地进行总体设

计工作，极好地磨炼和考验了他的设计能

力。1958年7月，银燕腾空而起，新中国

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

成功试飞！在设计了多种机型后，程老又

投入了将“歼-6”改型设计为“歼教-6”

的任务中，担任了主管设计师，为培养驾

驶超音速战机的驾驶员而贡献自己的智

慧。1970年10月，该机型首次试飞成功，

生产了600多架，作为我国第一种超音速

教练机，培养了上千名歼击机驾驶员，为

空军的人才建设立下了功勋。1987年，

“歼教-6”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奖”，

程老被列为主要完成人中的第一人。

“初教-6”是程老参与设计的第二种

机型，我把它排列在空域的左下方。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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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螺旋桨式初级教练机，程老开始单独

进行调研，广泛吸取各方意见，与同事们

一起，跳出苏式设计的框框，坚持独立

自主的设计路线，拿出具有自己的设计特

色、优于当时使用的外国同级教练机的机

型。该机型在1961年投产，直至20世纪末

连续生产40多年，约生产了2600架，并出

口国外，受到广泛欢迎。1980年，被航空

工业管理局授予“质量金奖”。有趣的

是，美国购买了“CJ（初教）-6”的“粉

丝”们组织了一个协会，并几经周折找到

程老，邀请他参加了2001年的飞行大会。

程老时年72岁，终于坐上了自己27岁时设

计的飞机，率领数十架“初教-6”组成的

飞行队掠过长空，美国人对中国飞机设计师

竖起了大拇指！在设计了“初教-6”后，年

轻的程不时又于1958年春带领沈阳飞机工厂

的青年设计了一种多用途民用飞机——“勤

工号”，并于当年12月完成了试飞。

在程老设计的多种机型中，我选择了

“强-5”（原名“雄鹰302”）为画中的

第三种机型。这是程老在28岁时设计的，

也是他三年中设计的第三种机型。这是

一种擅长于对地、对水面攻击的喷气式

“强击机”，是程老担任总体设计的第一

种战斗机。后转至别厂完成设计，大批投

产，装备部队，并成为我国第一种出口创

汇的战斗机种，在巴黎航展被誉为“亚洲

明星”。1985年，“强-5”获国家科技进

步特等奖。画中军绿色的“强-5”呼啸而

上，直刺长空，充满战斗激情。以后，程

老作为主管工程师参加了我国海空军主

力机型“歼-6”的“重新试制”工作，以

及负责全面设计技术工作的超音速歼击

机“歼-7”的引进、研制、总装和试飞。

“歼-7”共生产了2400余架，并出口到许

多国家。

我在网上搜寻了这几种机型的图片，

向程老咨询了其大体结构、轮廓尺寸、

升空高度等参数，并把空中的布局构图

发送给程老，得到首肯。我想，在老法

师面前，不能有技术上的瑕疵。有人看

了我的画后说，这真是科学与艺术的结

合。对了，这就是程老的“仙气”感染

的吧，为了让“仙气”更加浓郁，我让5

架“强-5”拉出5道彩烟：国旗的红黄两

色，加上我们的清华紫，五道彩烟幻化成

了五线谱，跳动着乳白色的音符“我爱你

中国”，这就是小提琴奏响的最强音，这

就是程不时老学长的心声啊！

2019年8月，程老的画像完成了。我

完成了一件心向往之的事情，安然等待

着2020年程老90大寿的来临。原打算在

艺术团的2020迎春联欢会上向程老“献

宝”（他并不知道我画飞机是为了给他画

像），联欢会的节目单都已列上了，不

料严重的新冠疫情袭来，联欢会被迫取

消……盼着中国控制住了疫情，国外疫情

又闹腾个不停，我团的练歌活动只能转入

诸葛镇学长（左2）向程不时老学长（右2）

赠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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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云端。眼看着2020 “程老大寿年”

就这样结束了，可喜的是， 2021年1月10

日（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廿七，农历鼠年还

没有过完），上海电视台在上海交响乐博

物馆为我们团录制《最美合唱团》栏目的

演唱。得知电视台也请程老到现场，这是

一个等待了16个月的大好时机呀，我赶紧

抓住庚子年的尾巴，经请示团领导，同意

我现场赠画。

我邀请严成钊和梁国光两位校友帮助

持画，邀请吴毓鸣校友主持，等程老步入

会场时，宣布“向唱到九十第一人程老赠

画”仪式开始。在艺术团合唱团队和上海

电视台主持人路灿洋的见证下，我把这

幅画亲手交到了程老手中，全体在场人员

齐唱《生日歌》，气氛极为热烈！程老是

新中国第一批飞机设计师，是科学技术与

文化艺术相结合的楷模，是清华校友的榜

样，是我们“唱到九十”的领头人。祝愿

程老健康长寿，永远高唱“腾飞之歌”。

2021年2月14日晚，被誉为“音乐诗

人”的清华校友李健，首度来到《经典

咏流传》舞台，把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唱成了歌。

同时，西南联大百岁老学长、著名翻

译家许渊冲先生也以“云观众”的身份惊

喜亮相，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

是要秉持“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不到绝

顶，永远不停”的态度砥砺前行。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几支曲、几首

歌，得意时可以助兴，失意时抚慰心灵，

甚至能在人生路上指引方向、震颤灵魂。

恰如贝多芬的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

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

音乐演绎古人智慧

被誉为“音乐诗人”的李健是《君子

行》的创作者，他以温情的歌声将清华大

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演绎成

歌，用新鲜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古代中国人

的生命观。

《君子行》的歌词朴素简洁，却内含

李健把清华校训唱成歌

乾坤，字里行间藏着无穷意韵。歌曲以探

讨人生追求起始，反复诘问“超越自我”

及其意义，审视了现代性语境下生命意义

的命题。

君子行 
词：（先秦）佚名/李健     曲：李健

一个人他要如何 才算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又如何 会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又如何 终是生命过客
纵然过客要磊落 自古有人说

李
健
在
央
视
演
唱
《
君
子
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