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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谦，人如其名，温厚而谦和。从

事航天工作七十载，他的传奇经历早已在

时光的淘洗下，悉数沉淀为心底那份从容

和恬淡。

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军委

通信部，从事雷达与抗干扰工作；1957
年，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航天事

业创建，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工作；

1965年，任七机部二院23所副所长，进行

防空反导技术攻关和新型雷达研发；1979
年，调七机部450工程办公室，从事我国

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微波测控系统

研制……

显然，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简历，寥寥

数语间的轻描淡写，无法掩盖文字背后承

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由此造就的功

勋卓著的人生。

从黑暗走向光明

1939年9月至10月，中国第九战区部

队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

本军队进行防御战役，张履谦被迫四处

逃难。路途中，日本飞机从头顶呼啸而

过，机枪肆意扫射，他得了流行疫病，几次

休克。

“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富兵强，才

能不受外国欺凌。”苦难的岁月磨砺了张

履谦顽强的意志，即使在炮火连天的逃难

岁月甚至身患重病之时，他都挎着书包，

一有喘息的机会就如饥似渴地学习。

日本战败投降后，张履谦在老师的帮

张履谦：履行谦逊，心向蓝天
○张  蕾

张履谦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助下念完高中，并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

电机工程系。

这是一段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岁月。1948
年，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灭亡前夕猖狂镇压学

生运动的时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张履谦被分配到

军委通信部，从事雷达与抗干扰工作。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

持阶段，美国B-29飞机对鸭绿江两岸狂轰

滥炸，并施放电磁波干扰，使我国前方防

空雷达不能发现目标，指挥雷达不能引导

空军作战。危急情况下，张履谦奉命奔赴

前线，提出雷达收发设备同时快速变频、

使用瞬时自动增益控制和多站雷达交叉定

位等解决方案。“战地器材短缺，形势又

紧迫，我就用罐头盒制作电容器，用拉杆

麻绳作联动装置。设备虽然简陋，但思路

正确，很能解决问题。”张履谦说。

时隔60多年后，当初张履谦采用的解

决方案，至今仍然是各种现代雷达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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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手段。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委通信

部成立了全军第一个电子对抗组织——雷

达干扰与抗干扰组，张履谦任组长，领导

研制了多种雷达抗干扰电路，送往前线部

队试验使用。他还总结前线抗干扰经验，

写成操作规程颁发给全军，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电子对抗的首个条例。

在此基础上，1956年，总参通信部又

成立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研究室，张履谦任

主任，领导研制多种雷达抗干扰电路和侦

察干扰设备，培养技术骨干30余人。“如

今，他们大都成为我国电子对抗领域的技

术领军人才，比如做干扰机的俞德生，搞

接收机的任德骥，还有研究反干扰的何武

城……”说到这儿，张履谦的话语中满满

都是骄傲与自豪。

一举打下五架美国 U-2 飞机

1957年，张履谦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参加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

为了构建地空防御系统，我国从20世
纪50年代末开始了“红旗一号”地空导

弹的仿制工作。1960年8月，中苏关系恶

化，一夜之间，苏联就撤走全部在华专

家，带走关键的设计图纸。

一没人才，二没器材，三没设备，怎

么办？“没人才，自己培养；没设备，自

己造；不懂，就搞反设计。中国人硬是白

手起家，仿制出这枚‘争气弹’并打靶成

功。”张履谦回忆道。

1962年，“两弹一星”研制进入关键

时期，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进入我

国领空刺探军事情报，并干扰地空导弹雷

达站。张履谦向军委总部献策，亲临现场

改装雷达。1965年1月10日，我国首次使

用“红旗一号”击落美国U-2飞机。

“第一架打它个措手不及；第二架、

第三架带有侦察接收机，只能近打快打；

第四架发假信号抗干扰，我们也改变了雷

达的工作体制；等到我们研制出‘红旗二

号’后，第五架自然就有来无回了。”张

履谦说。

“电子对抗是战斗力的表现，雷达若

无抗干扰能力，就是一堆废铁。”在张履

谦看来，雷达和电子对抗事业对于国家安

全和民族生存意义重大，“即使在和平时

期也有来自外部的干扰，需要随时警惕”。

天上要稳，必须在地面下功夫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研制试验通

信卫星，与原子弹、导弹一道列为“两弹

一星”的“三抓”工程。试验通信卫星的

测控系统由一部微波统一测控（雷达）系

统和一部超远程跟踪引导雷达构成。张履

谦担任总设计师，负责研制这两部雷达。

在高端仪器缺乏、器材无法引进的情

况下，他率领研制团队克服畏难、浮躁情

绪，自力更生，研制出全部国产化设备。

1984年，超远程跟踪引导雷达在地平线处

捕获卫星目标，成功对其进行测轨和姿态

调整，使我国在地球赤道轨道拥有了位置

资源。而微波统一测控（雷达）系统的研

制成功，为我国建立载人航天和空间站的

空间测控网、研制月球和太阳系行星的深

空探测网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我国第一代卫星

导航系统的策划者之一，张履谦同其他专

家论证后提出：可以利用微波统一测控

（雷达）系统作为地面站，再利用地球同

步通信卫星的成熟有效载荷，配以大型计

算机，在我国建立双星定位系统（即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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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卫星导航系统）。这一建议最终得到

中央批准并实现，由此揭开了我国建立北

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履谦的角色

开始发生变化，由科研领军人物转向航天

工程的科技战略顾问。

那段时间，他牵头撰写了《提高我国

应用卫星研制水平的研究报告》，提出卫

星研制的需求、差距、发展型谱、关键技

术、解决途径、措施等具体建议，得到原

国防科工委的采纳，我国迎来卫星研制的

崭新局面。

“一辈子同蓝天打交道，其实，我就

做了两件事——学习和实践。”如今，93
岁的张履谦一有空就来到办公室，眼望窗

外蓝天，心中思考着还能为航天强国做些

什么。

（转自《光明日报》，2019年9月11日）

唐宋以来，江右文脉律动，俊采星

驰，中华传统学术的每一个分支，都在这

片大地上流行。中华传统学术的核心精神

在于成德之教，即通过读书穷理来养成君

子美德。江右“文章节义之邦”的盛名即

契合于此。姚名达就出生和成长于这片土

地上。

1905年3月，姚名达出生于江西兴

国，父亲姚舜生，精通经史，工于诗文，

学问十分渊博，曾任江西第一、第四和第

九区专员公署科长以及秘书主任等职；母

江右名仕姚名达
○张新国（2013 级博，人文）   ○左勇华（2015 级博士后，深圳研究生院）

亲徐才琳是兴国县国子监生徐英明之女。

姚舜生夫妇为人耿直与追求进步的品格，

对于姚名达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姚

名达，字达人，号显微。在中国文化中，

“达”不止是指社会地位高，最重要的指

的是通达、豁达、达观的人生境界追求。

《中庸》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指

的是传统士大夫明善诚意、正心修身功夫

的谨慎。这些寓意无不在姚名达后世的为

人处世实践中得到印证。

姚名达5岁起就入私塾识字学习。19
岁时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学习。

20岁考到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中国

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梁任公是

清华国学院的主心骨，精通经史哲，在政

治和学术上都有重要建树。姚名达在校期

间，发愤专治史学，曾参与编辑《国学月

报》，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部学术主

任一职，他的生活可谓清华国学院立足中

华学术、面向世界前沿思想办学宗旨的

写照。

姚
名
达
学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