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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揽月 筑梦苍穹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点燃梦想 再启征程
□本报记者 韩萌萌

从古至今，月亮与星辰不仅寄托着文人墨客的思绪，更激发了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
求知欲。面对宇宙，我们从不掩饰好奇与向往。

从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到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发射升空、2011年神
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到2020年探月工程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
回到地球，实现我国航天史上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带样返回等多
个重大突破，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发展规划画上了圆满句号。就是这短短
几十年，中国航天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进程。

如今，一颗颗飞向天际的卫星，一代代令人瞩目的神舟家族、长征家族，以及嫦娥六
号探测器开启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之旅，更让中国人的探月之梦从向往化为现
实，而一本本与航天探索相关的图书也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航天知识、航天技术搭建了
一座座桥梁。

伴 随 着 每 一 声 “ 北 京 明
白”，每一次激动人心的倒计
时，以及那句沉着有力的“点
火，发射”，即使已经看了许多
次发射现场的直播，屏幕前的我
们内心依然澎湃，那种发自内心
的喜悦有增无减。可很多人也许
并不知道，国之重器的研发之路
充满着困难和艰辛。在《大国航
天：卫星·探月》（中信出版集
团）这本书中，记录着一代又一
代航天人无论寒暑、无惧风霜的
忘我工作。书中既有搭乘载人飞
船远赴太空的航天员们，也有在
不起眼的西苑操场甲1号院研究

“东方红”系列卫星的“航天卫
星十八勇士”，还有提出要独立
研制、独立制造、独立实验，打造
探月工程的“三巨头”，一件件生
动有趣的故事串联起我国“通天
盖地”的卫星路；回顾探月计划

“绕、落、回”三期工程，全面解读
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的核心技
术，让我们看到了“嫦娥”探月工
程让嫦娥奔月不再是神话，这是
中国深空探索的第一步，也是人
类太空探索的重要一步。更重要
的是，该书让我们在了解中国航
天发展成就的过程中读懂了什么
是载人航天精神。

作为《大国航天》系列的其
中一本，《大国航天：卫星·探
月》 经中国航天博物馆官方授
权、专业领域专家学者严格审
定，不仅有各类示意图、结构
图、模拟动画图，很多地方还设
置了问答及分析小贴士，通过互
动补充知识细节。值得一提的

是，书中收录了许多重要历史时
刻的实拍图，以及航天前辈们当
年“白手起家”时的罕见图片，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中国航天
走过的这几十年伟大征程。

用科普的方式来讲述探月工
程的故事，离不开权威作者的支
持与保障。《星耀中国：我们的
嫦娥探月卫星》（人民邮电出版
社） 由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北京空
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研究员、嫦
娥五号探测器总体主任设计师张
正峰，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研究员张哲等牵头组建

“嫦娥探月卫星”的作者团队撰
写。全程参与探月工程的科技工
作者，在繁忙的科研任务之余，
以“大家写小书”的严肃态度
和学术标准完成了这本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奥的科学道
理的科普作品，从书中可以深
切感受到探月之路的艰辛与伟
大。读懂探月工程中的创新理
念，有助于理解“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
赢”的探月精神，见证一代又一
代探月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航天报国的初心。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
深奥的科学道理，将科学性、知
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适合对
深空探测感兴趣的中学生、
大学生和大众读者阅读，
激发公众的科学探索热
情 ， 提 升 公 众 科 学 素
养，助力中国航天逐
梦星辰大海。

确保作者团队权威性

“一位哲人说：一个民族，有
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
望。孙家栋就是一位仰望星空的
奋斗者。”《仰望星空——共和国
功勋孙家栋》（浙江人民出版社）
的作者黄传会在回顾创作初衷时
这样写道。

翻开这本书，走进这位“两弹
一星”功勋科学家、“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孙家栋为中国航天事业、
空间事业发展奉献 60 余年的人
生。书中呈现了孙家栋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遇到的不同考验和挑
战，讲述了他“造星探月叩苍穹，
赤子之心铸传奇”的一生。他是一
位可亲的邻家老人，一位普通的
退休工程师，给人留下朴素、随

和、谦虚、慈祥的印象，正如孙家
栋院士跟作者一再强调的，“航天
事业是集体创造的事业，首先是
党中央正确决策，全国大力支持，
你一定要多写写航天群体，多反
映航天精神。至于我个人，就是一
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书中的一
个个细节，让孙家栋的形象立体
丰满起来，也让我们看到了航天
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从不同角度讲述“欲上青天
揽明月”探月工程的图书，还有
《探月工程》（广东教育出版社）。
该书以我国探月工程为主线，详
细介绍了从探月工程启动，到历
经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
号、嫦娥四号等月球探测器的成

功发射，再到嫦
娥五号成功月
球采样返回所
面对的挑战和
采取的措施，
特 别 是 对 我
国 探 月 工 程
中 的 人 物 、
事 迹 、 知 识
原理和先进
技术等进行
了 详 细 介
绍，全面展
示了我国探
月工程的辉
煌历程和伟
大成就。

精神一脉相承

当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
也许很少意识到，亿万年来，月
亮的“图案”从未变化，我们总
是只能看到月球固定朝向地球的
一面。在嫦娥四号探月之前，人
类的探测器还从未成功在月球背
面着陆。《月背征途》《北京科学
技术出版社》忠实记录了这一前
无古人的科学探险。我国成为世
界上首个成功实施月球背面软着
陆和巡视探测的国家，不仅具有
科学意义，更是人类航天史上的
重大突破，让我们跟随凝聚着中

国航天人的勇气和智慧的玉兔二
号，直面月背的孤寂与神秘，勇
敢进发，探索未知世界。

地球上的我们时刻关注承载
着中国航天科技多项创新成果
的月球车和火星车。你想知道
月球车和火星车这两位跨星球
出差的“伙计”如何兢兢业业
地工作吗？想知道它们的设计
师是谁吗？设计过程又发生过
哪些有趣的故事？《月球车与火
星车》（中国宇航出版社） 是月
球及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

阳 的 作 品 ，
讲 述 了 月 球 车
与火星车的诞生
过程，还原了一
群有理想、能吃
苦、爱攻关也爱生
活的中国航天人形
象，首次公开了多幅
月 球 车 珍 贵 设 计 手
稿，为人们揭开了航天
科技的神秘面纱。

勇于探索追求

中国在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成为公众持续关注的热

点。越来越多的孩子对月球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而一些相关领域的图书恰好可以满足他们

的求知欲，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孩子们能够逐步体悟科学精神。也许多年以后，阅读收获

的感悟依然鼓舞他们敢于创新，勇攀科学高峰。

纵观与探月相关的图书，很
多都已打破了传统科普书创作，
体现出“新、专、深”的特色，
且很多图书作者均为一线科研人
员，他们对当今快速发展的科学
技术了然于心，孩子们能从书中
读到这个门类的最新知识。

《中国探月工程科学绘本》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是一套
全景式揭秘中国探月工程的科学
绘本，内容科学严谨，大跨页全
景加上超写实风插画，复刻真实
航天场景和设备，150个有趣有
料的航天知识点结合航天小课
堂，致敬自力更生的航天人的同
时，弘扬探月精神。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科学绘

本》主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85
后”火箭设计师钱航，多次参与
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他介绍，中
国探月工程是一项难度大且复杂
的航天系统工程。由航天一线专
家亲自执笔编写的这套科学绘
本，加入了根据权威的图片和视
频资料创作的插画，书中既有宏
大场景，又有科学细节，很好地
将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充分表
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接续奋
斗的精神。

《“嫦娥”探月》（辽宁少
年儿童出版社） 作为《AR全景
看·国之重器》 系列的其中一
册 ， 深 入 浅 出 地 讲 解 了 “ 嫦

娥”探月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
的高新科技成果，并借助增强
现实 （AR） 技术，使国之重
器 以 三 维 动 态 的 形 式 跃 然 纸
上 ， 让 复 杂 的 科 学 原 理 动 起
来，让孩子们系统认知中国新
兴领域的巨大成就。

《探秘月球》（北京少年儿
童出版社） 作为“讲给孩子的
科 学 大 师 课 ” 系 列 的 其 中 一
册，作者石磊曾为中国航天报
社总编辑，参加和采访过 30 多
次火箭卫星发射，书中内容基
于与孩子们互动过许多次的科
普 报 告 ， 从 孩 子 的 兴 趣 点 出
发 ， 以 他 们 听 得 懂 的 方 式 讲
述，触发孩子的好奇心。

点燃探月梦想

贴合少年儿童年龄和阅读
习惯的文学作品，无疑是打开
想 象 力 大 门 的 一 把 金 钥 匙 。
《宇宙的梦想》（晨光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是一部
讴歌我国伟大航天事业、书写
新时代少年励志成长的儿童文

学作品。小说将故事背景设
置为航天城子弟小学，从
一个航天工作人员的孩
子肖宇宙的视角娓娓道
来，在父辈的耳濡目
染 下 ， 小 主 人 公 从
四岁起就在心中种
下 了 “ 宇 宙 的 梦
想”。故事将少年
成长与中国航天
发 展 史 穿 插 叙
事 ， 讲 述 了 几
代 人 的 航 天
梦，展现了中
国航天人踔厉
奋 发 、 勇 毅
前 行 、 舍 己
为 国 的 精 神
风貌。

“很久以
前 ， 中 国 人
就想像嫦娥
一样奔向月
亮，看看月
亮 上 有 什
么。如今真

有一支年轻的团队把神话变成
了现实——他们就是‘嫦娥’
团队。”儿童文学作家葛竞在
写孩子的“宇宙梦”之前，就
写过《“嫦娥”团队：月球探
宝》（接力出版社），她在书中
带着小读者跨越 38 万公里，看

“嫦娥”团队如何不断探索创
新，设计出奇妙的玉兔号月球
车，架设起鹊桥号中继星。她
希 望 有 更 多 孩 子 在 品 读 作 品
后，仰望星空之时，“看见”
中国探月的光芒。

不妨再大胆一点，想象一
下 2070 年 的 月 球 上 会 发 生 什
么？《月球上的盛会》（浙江教
育出版社） 开 篇 就 是 在 2070
年，中国在月球上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盛会。在月球上表演
水兵舞，可简单多了，由于月球
上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1/6，即
使是非专业的演员都能做出蹲
着踢腿这种高难度动作，可也
是因为月球引力，表演小提琴
独奏的女孩丽声遇到了一点小
麻烦，但很快在老师的帮助下
机智地解决了问题。书中用一
场别开生面的晚会，将科学知
识讲透彻，让小读者喜欢上月
球上发生的故事，也明白了其
中的科学原理，更带给他们科
学的启迪、文学的熏陶、想象
力的培养。

让想象力插上翅膀

作为老师和
家长，如何帮助
孩子构建系统的
思辨能力？越来
越多的人尝试以立
体书或者互动的方

式，把孩子的视野引
向航天与探月工程。

在《嫦娥探月回来
了》（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本书里，小读者将化身项目总
工程师，手握“图纸”，从嫦娥
五号的组成开始，跟随它一步步
升空、绕月、分离、取样直到成
功完成任务返回。书中将每个环
节提炼出简明的步骤，配合画面
讲解示意，方便孩子们理解。每
个环节还会写明具体的时刻，增
加身临其境之感。

《月球在前 火星在后：科
学家给孩子的深空探测立体
书》（化学工业出版社） 的创作
团队成员来自中国科学院空天
飞行科技中心的科学家和知名
的航天科普作家。该书从月球
和火星的星体介绍开始，到地

球上可见的自然现象与它们的
关系，再到航天员如何探测月
球和火星，建设火星基地需要
哪些技术储备，太空探索能够
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全书
用了 8 个章节，为孩子们讲解
了月球和火星的探索，内容丰
富，趣味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封面是一款
特别为小读者设计的星际漫游小
游戏，只要右手扭动左上角的小
把手，“小火箭”就起航了。面
对宇宙中埋伏的陨石、外星飞船
等危险，左手摆动把手就可以巧
妙地躲避，一上手就会发现，原
来这还是一款左右脑训练游戏。

动手动脑有趣有料

■本期关注：探月主题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