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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7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转往发射塔架途中。 新华社发

1992年 9月

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确定了并确定了““三三

步走步走””的发展战略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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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艘太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第一艘太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

功发射升空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

技术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技术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

飞船飞船，，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

飞行飞行。。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载载

人航天工程人航天工程““三步走三步走””战略迈出第战略迈出第

二步二步。。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航天航天

员翟志刚完成第一次空间出舱员翟志刚完成第一次空间出舱。。

神舟八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完神舟八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完

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

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搭载航天员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搭载航天员，，成成

功实现多人多天飞行功实现多人多天飞行。。

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太空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太空

““牵手牵手””，，航天员首次进驻天宫一号航天员首次进驻天宫一号。。

神 舟 十 号 载 人 飞 船 在 轨 飞 行神 舟 十 号 载 人 飞 船 在 轨 飞 行 1515

天天，，并与天宫一号分别进行了自动并与天宫一号分别进行了自动

和手动交会对接和手动交会对接。。

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

室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室天宫二号成功发射。。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

对接形成组合体对接形成组合体，，航天员在天宫二航天员在天宫二

号进行了为期号进行了为期 3030 天的驻留天的驻留。。

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天宫二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天宫二

号成功完成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号成功完成首次推进剂在轨补加

试验试验。。

长征五号长征五号 BB 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首飞成功发射场首飞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拉开了我国空间

站建设的大幕站建设的大幕。。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

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实施阶段。。

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

二号货运飞船二号货运飞船，，这是空间站货物运这是空间站货物运

输系统的第一次应用性飞行输系统的第一次应用性飞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飞天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飞天，，开开

启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启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

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天和核心舱

及天舟二号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及天舟二号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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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辽阔，夜幕低垂。

午夜时分，戈壁深处，东风航天城

亮如白昼。

楼宇之间，身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城区外的发射场上，

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静静伫立。

乳白色整流罩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图案下方，“中国航天”的蓝色标识异常

醒目。

东风航天城，这座中国航天的梦想

之城，即将又一次见证历史。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将搭乘长征二号 F 遥十三运

载火箭在这里发射升空。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等 3名航天员即将在中国空间

站度过长达 6个月的太空生活。

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梦

想与现实的距离。中国人的飞天之梦

跨越千年，直到 2003 年航天员杨利伟搭

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才实现。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也是梦想与现实

的距离。从杨利伟飞天开始，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大跨步前进。如今，中国已经在太

空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太空家园。

从“神五”巡天的 21 小时，再到“神

十三”即将度过的漫漫 6 个月，我们跨越

了什么？

这其中，是梦想，是拼搏，更是中国

航天人孜孜不倦的探索。

关键词 问候

遥远的太空第一
次传来中国人的问候

神州大地上，什么样的声音最动人？

在 1970 年，是来自遥远太空的一首

《东方红》。在 2003 年，则是从电波中传

来的一声“飞行正常”。

200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神舟五

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浩瀚的太空第一

次迎来了中国航天员。数分钟后，航天员

杨利伟报告：“飞行正常。”

这是太空中第一次传来中国人的

声音。

神州大地上，什么样的画面最动人？

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运行到第 7 圈

时，杨利伟对着镜头，举起一面鲜艳的

五星红旗和一面蓝色的联合国旗。杨

利伟用中、英文两种语言问好：“向世界

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

们问好，向祖国人民问好，向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问好，感谢全国人

民的关怀。”

这是第一次在距离地面 343 公里的

太空，传来的中国问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之际，

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度过了21个小时。

这 21 小时，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

人飞船，绕地球飞行 14 圈。这期间，杨

利 伟 在 太 空 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第 一

次”——第一次在太空进餐、第一次在

太空休息、第一次天地通话、第一次从

飞船上拍摄地球……

这 21 小时，对于中国航天来说，来

得格外艰难。

1979 年 2 月 2 日，邓小平同志在访

美期间，在休斯敦附近参观了林登·约

翰逊航天中心。

邓小平幽默地对美国首批宇航员

约翰·格伦说：“你成了神仙了。”格伦笑

着回答：“人们什么都称呼过我，就是没

叫过我神仙。”

那时候，对于中国，载人航天还是

一个遥远的梦想。

在美国登上航天飞船模拟舱时，和

邓小平同行的方毅感慨：希望能有一天

登上我们国产的飞船舱！7 年后，他的

愿望实现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航天

飞船模拟舱。

随着“921 工程”公之于世，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开始“启航”。

1999 年，中国第一艘太空试验飞船

神舟一号成功发射，飞船运行了 21 个小

时；2001 年，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

功 ，飞 船 运 行 了 7 天 ；2002 年 ，装 载 着

“模拟人”的神舟三号无人飞船成功发

射，首次向世界敞开了窗口；2002 年底，

中 国 载 人 飞 船 发 射 的 最 后 一 次“ 彩

排”——神舟四号无人飞船成功发射，

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信心……

2003 年，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

到来——

10 月 16 日 6 时 23 分，神舟五号返回

舱搭载着航天员杨利伟安然落地。杨

利伟走出返回舱说：“飞船运行正常，我

自我感觉良好，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这一刻，距离杨利伟进入太空 21 小

时 23 分，距离中国第一艘太空试验飞船

发射 3 年多，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

项已经过去了 11 年。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之前，

国 内 大 多 数 普 通 民 众 对 航 天 了 解 甚

少。而“载人航天”这个词，往往只会出

现在科普书籍中。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后，无

论耄耋老人，还是垂髫儿童，几乎无人

不知杨利伟，无人不知神舟五号，无人

不知中国载人航天。

神舟五号成功飞天后，欧洲航天局

局长让·雅克·多尔丹说：“中国已成为

第三个独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这

表明它的太空技术已经非常可靠。中

国载人航天取得的成功将开启国际太

空合作的新时代。”正如他所说，中国人

的太空生活从此开始了。

神舟五号发射 2年后，神舟六号载人

飞船成功发射升空。遨游太空的 5 天 5

夜，费俊龙和聂海胜 2名航天员给国人创

造了一个个难忘的经典时刻——太空过

生日、太空刮胡须、太空翻筋斗……

他们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次——第

一次脱下航天服进入轨道舱、第一次进行

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第一次进行压力

服穿脱试验研究……在这些“第一次”中，

中国航天开启了新的篇章。

关键词 足迹

航天员的一小步，
中国飞天的一大步

梦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首

次出舱活动，是中华民族在太空中的一

个新的里程碑。

2008 年 9 月 25 日 21 时 10 分，随着 0

号指挥员一声令下，发控台操作手果断

按下“点火”按钮。

霎 时 ，烈 焰 喷 发 ，巨 龙 腾 空 而 起 。

首次搭载 3 名航天员的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划破大漠苍茫的夜空，渐渐化为一

个很小的亮点，直至消失在云层里。

在轨飞行 43 小时后，万众瞩目的那

一刻终于来临——飞船的舱门打开了！

2008 年 9 月 27 日 16 时 41 分，航天

员翟志刚迈出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

的第一步。

从此，茫茫太空“印”下了中国足迹。

“神舟七号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

好。”翟志刚一手扶着舱外把手，一手将

五星红旗高高举起。此刻，深邃的宇宙

里，每一颗星星都在深情凝视；广阔的

大地之上，亿万双眼睛正含泪仰望。

太空中，翟志刚步履缓慢，像是一

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在航天员刘伯明

和景海鹏的协助下，这次太空漫步持续

了 19 分 35 秒。

相对浩瀚宇宙来说，翟志刚在飞船

舱门口移动的距离，实在微不足道。然

而，他打开舱门迈出的那一小步，是中

华民族飞天探索的一大步。

当翟志刚成功完成太空行走，一个

以 中 文 为 词 根 造 出 的 英 文 单 词“Tai-

konaut”（太空人），在世界各地关于“神

七”的报道中频频出现。这个专指中国

航天员的英语单词，被西方接受并收录

到主流英文词典，折射出中国日益增强

的科技实力。

在全球媒体的镜头下，太空漫步时，

翟志刚身穿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备受关

注。这件凝结着中国航天人智慧和汗水

的舱外航天服，集合了实现太空行走所

需最关键、攻关难度最大的新技术。

舱外航天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

件衣服，而是一个小型的太空飞行器，

不仅飞船的功能都要具备，在重量、体

积和功耗上的要求甚至比飞船更高，堪

称航天尖端科技集合体。

按 照 国 际 航 天 界 通 行 惯 例 ，一 个

全新航天器成熟产品的研制周期平均

至 少 7 到 10 年 。“特 别 能 吃 苦 、特 别 能

攻 关 ”的 中 国 航 天 人 只 用 了 4 年 。 令

人 惊 叹 的 中 国 速 度 背 后 ，是 他 们 日 夜

以赴、奋力投身科研创新的追梦姿态。

透过“飞天”舱外航天服可以看到，

翟志刚在太空中“印”下的足迹，象征着

中国载人航天技术迈上新高度。神舟

七号载人飞行任务，为中国发射空间实

验室、建立永久性空间站做好了准备。

“行百里者半九十。”信步九天的千

年梦想实现了，中国足迹也将迈向更广

阔的未来。

关键词 家园

“天宫”迎来自己
的“主人”

2011年9月29日晚，伴随长征火箭那

耀眼的尾焰，天宫一号高高“挂”在星空之

中。太空里，有了中国人的第一个“家”。

天宫一号在轨飞行 260 余天之后，

中国航天员首次入驻“太空家园”。神

舟 九 号 飞 行 任 务 开 始 ，航 天 员 们 进 入

“天宫”、在“天宫”生活的一个个瞬间，

构成了国人的共同记忆。

在一次次熟悉的“点火”声中，我们

见证了这些伟大跨越。

“好比一场太空接力赛，前面选手

拿着绣花针，后面高速飞奔的选手要把

一根丝线从针眼里穿过去。”2012 年 6

月 24 日，中国航天员完成了首次真正意

义上的“太空驾驶”，实施极具难度和风

险的手控交会对接。

7800 米/秒的绝对飞行速度，航天

员刘旺驾驶神舟九号，完成了一次令亿

万人心跳加速的特殊“打靶”。

在一片柔和的光晕中，神舟九号打

开蓝色翅膀，飞向天宫一号。10 米、5

米、3 米……人控 TV 里，“天宫”扑面而

来，越来越逼近十字靶标的中心点。

飞船与天宫之间的角度严格控制

在 1 度以内，横向偏差不超过 0.2 到 0.3

米，否则两个重量超过 8 吨的飞行器就

有可能发生碰撞和剐蹭。如果碰坏了

对接机构，那就意味着中国“太空家园”

将被迫报废……刘旺镇定自若，一边控

制手柄，一边观察仪表。地面超过 1500

次模拟训练让他举重若轻。

千钧一发之际，神舟九号对接环准

确捕捉到天宫一号。两个“十字”轻微晃

动一下，严丝合缝地重合在一起。“对接

完成！”“天宫”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主人”。

此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们在中国“太空家园”天宫一号开始

了工作与生活。

“太空授课”令人记忆犹新。

2013 年 6 月 20 日 10 时 11 分，太空

传来甜美的声音：“我是王亚平，本次授

课由我来讲……”

在距离地面 300 多公里的太空上，

“太空教师”王亚平通过质量测试、单摆

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 5 个实

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

液体表面张力等物理现象，并回答了学

生们关于航天器用水、太空垃圾防护、

失重对抗和太空景色等问题。

神舟十号飞行时间 15 天，是中期太

空飞行的起点。紧接着，从 15 天到 33

天，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实现了“飞

得更高、实验更多、时间更长”。航天员

出征的脚步变快了，全新的挑战在等待

着他们，中国空间站梦想触手可及。

关键词 天地人和

天上一个家园，地
上一个家园

初秋夜晚，当摄影爱好者抓拍天和

核心舱组合体掠过上空时，在距离地面

约 400 公里的太空，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汤洪波也正在拍摄地球。

从北京到胶东半岛约 670 公里，驾

车需要大概 7.5 小时。而汤洪波从两地

上空掠过，一分钟都用不了。

坐 地 日 行 八 万 里 ，巡 天 遥 看 一 千

河。这颇具浪漫主义的诗句，此时正是

天和核心舱里航天员们的真实写照。

从 太 空 望 去 ，地 球 静 谧 而 美 丽 。

夜晚，陆地上的灯光亮起，宛如璀璨的

满天繁星 ；清晨 ，太阳从眼前升起 ，光

芒万丈。

2021 年 7 月 4 日，中国空间站阶段

首次出舱活动成功实施。在讨论技术

创新之前，每个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太

空带给人类如梦如幻的美感。以至于

航 天 员 刘 伯 明 第 一 次 出 舱 后 ，不 禁 感

慨：“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航天员拍摄的照片和 Vlog（视频博

客）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网友热议。众

多网友纷纷表达对航天员的羡慕之情。

其 实 ，这 只 是 他 们 生 活 的 一 小 部

分。太空生活 3 个月，足够漫长、足够精

彩，也足够艰辛。

3 个月他们做些什么？3 个月，神

舟十二号完成了在轨组装建造、维护维

修、舱外作业、空间应用、科学试验以及

空间站监控和管理等一系列任务，进一

步验证了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

能性能，全面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保

障技术，在轨验证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共

同完成出舱活动及舱外操作的能力。

3 个月太空生活，我们身处地球的

观 众 又 能 看 到 什 么 ？ 巡 天 太 极 、筷 子

夹茶水、太空动感单车、空间站折叠厨

房……一系列新奇而有趣的太空生活

细 节 ，将 遥 远 神 秘 的 深 空 拉 近 至 普 通

人的身边。

如果说当年神舟五号杨利伟飞天

是中国人的“圆梦之旅”，那么神舟十二

号 3 名航天员太空生活 3 个月，则为中

国人延伸着更加新奇又有吸引力的美

好梦想。

9 月 3 日，“时代精神耀香江”之仰

望星空话天宫活动在京港两地拉开帷

幕。天地通话中，航天员们将他们的中

国梦传递给了香港青少年们。“中国梦，

航天梦，有你有我。”刘伯明说。

今 天 ，神 舟 十 二 号 的 故 事 已 经 结

束，而神舟十三号的故事即将开始。3

名航天员将搭乘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在

最恰当的时机与天和核心舱组合体相

会。在即将到来的 6个月太空生活里，更

多新技术会被验证。

“天和将至。”2000 多年前，中国哲

学家庄子以一种穿越时代的口吻，诉说

着“天地人和”的美好寓意。

天上一个家园，地上一个家园。中国

航天员又将从一个家园奔赴另一个家园。

地上的家园，是神州大地的亿万双

手创造出来的；天上的家园，正在等着

无数中国人一起去开拓。

神州一心，征途如虹。

从1天到6个月，我们跨越了什么
—中国航天员太空生活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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