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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0月底，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正处于经历有关部门的审片和修改阶段，这时传来了
一代科学家钱学森仙逝的讣闻，我顿时不胜哀恸。
《钱学森》一片从筹备到正式开拍直至进入后期制作，历时三年多，这中间钱老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差
，并数次入院救治。
我们一直期待能采访钱老，拍摄到他的镜头，但最终这成为了我们的遗憾。
钱学森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人生近百年。
而这100年，是中华民族废除封建帝制，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艰苦探索与浴血奋斗的100年，钱学森和无
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一样，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尊严，奉献了他的一生。
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一直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激情。
钱学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血管里一直流淌着爱国主义的热血。
在他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登上离开美国的轮船时，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
生活！
”其后，他再也没有踏上这块他曾生活了20年的土地。
“除非美国政府正式向我道歉”，他说。
这是何等的气节！
当钱学森投身“两弹一星”的研制，用他的智慧、心血和汗水铸造出共和国的利剑和坚盾时，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才有尊严可言。
作为负责任的纪录片工作者，在尽情表达我们的情感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理性的思考。
诚然，钱学森是影视纪录片的绝好题材。
他的生活经历曲折跌宕、他的性格个性独特复杂、他从事的工作充满神秘而不为人所知，但我们必须
执著地发掘钱学森一生所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启示。
我从事科学教育电影和纪录片工作已近30年，科学研究是人类发现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过程，我们科
教电影是通过解读科学发现的过程，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那么，钱学森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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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的同名图书，全书呈现了大量珍贵资料和有关
人士的深情回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科学巨匠钱学森传奇而光辉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
导演手记和后记等相关内容揭示了拍摄中的幕后花絮和感想，“告诉你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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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物传记片《钱学森》摄制组成员从上到下，从前到后达百人之多，而真正见过钱学森并采访
过他的，却仅我一人。
那是1997年，我担任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执行总导演，负责全片一百多位当事人的采访。
由于周恩来生前是中共党内与知识分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领导人，加上他一直担任领导“两弹一星
”研制的最高机构——中央专委会的主任，钱学森与周恩来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因此他是《周恩来》
一片中的重量级采访人物。
我们摄制组负责联络采访对象的统筹告诉我，钱学森办公室说，钱老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要向
钱老请示。
有一天，钱办打来电话，跟我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当时的国防科工委面谈。
纪录片《周恩来》的上百位采访对象中，上至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下至普
通工人、农民，我们均通过电话或传真联络就能约定，要求面见汇报才能决定进行采访的，钱学森是
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
经过层层的哨卡，呈递介绍信、填报会客登记、查验证件，我来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一位
声音洪亮、面色红润、伟岸高大的军人接待了我。
他自我介绍，名叫涂元季，是钱学森的秘书，也是他的学术助手。
涂秘书告诉我，钱老退休以后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尤其是电视采访，老人家几年来一直闭门谢客
。
但钱老对周恩来有特殊感情，考虑到本片乃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之作，所以他破例答应接受采访。
商量采访具体细节的时候，我提出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屋子，而且要提前一小时为采访布置灯光。
涂秘书听后皱起了眉头，他告诉我，钱老家的房间都非常小，而钱老腿脚不便，无法出门，希望我们
不要搞得太复杂，尽量缩短准备时间。
对于我们采访提纲中关于钱老被美国当局扣押五年而最终回国的一段，涂秘书说，钱老不愿提起这段
往事，我们可以采访钱老的夫人蒋英。
由于当时我们主要是拍摄周恩来的生平，对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本人并未有太多的研究，涂秘书指出
了我们采访大纲中大量的常识错误，其中他谈到，我们理解的“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
星，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包括原子弹、氢弹在内的核弹和导弹、卫星，称为“两弹一星”，而这中间
最重要的是导弹。
如果没有导弹，原子弹相当于没有枪的子弹，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攻击武器。
人造卫星能否上天，主要取决于其运载工具——火箭，钱学森作为中国导弹之父，其在中国国防尖端
武器研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
这次谈话，是我了解钱学森的第一课，也开启了我对钱学森的兴趣。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到国防科工委的宿舍，几排红砖三层家属楼，钱学森的家就坐落在此。
一楼是警卫战士的住处，钱老一家住在二楼。
进门后，发现这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民居建筑，每个屋子都非常窄小。
我们选择了钱老的书房，但由于屋子太小，我们原来准备布置的十个灯，减成了四个，幸亏当天阳光
明媚，我们更多地使用了自然光。
当我们布置完毕，钱老面带笑容，坐着轮椅被推到了书房。
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钱老时年八十有六，由于骨质疏松：基本上已离不开轮椅。
但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看到钱学森肤色白皙，脸上并没有很多的皱纹，他目光敏锐、明亮有神
，不像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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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拍摄纪录片《钱学森》前后三年多的日子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去探望一次钱老，亲身领略一下这位
传奇人物的样貌神态、举止言谈。
然而，2009年10月31日早晨，钱老去世的消息传来，震惊了我们这些摄制组的创作人员，同时，也给
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纪录片《钱学森》成了一次与主人公未曾谋面的纪录！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
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
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这是若干年前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篇文章对钱学森1955年9月回国的文学化描写。
事实上，这段文字背后隐含的历史是钱学森异常曲折的归国经历。
这段经历于2006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开办三周年特别节目——《克利夫兰总统号》中得以
呈现。
节目播出后，很受好评，并在中科院力学所、北京海淀实验中学、武警北京某中队等单位进行了巡映
。
我们也因此结识了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先生。
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萌生了拍摄纪录片《钱学森》的想法。
今天看来，当年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仅仅掀开了钱学森波澜壮阔的人生的一角。
纪录片《钱学森》创作之难、过程之艰均超出我们起初的想象，也难以在这里细表。
记得策划之初，总导演薛继军、陈真带领主创人员与康健宁、蒋樾、段锦川等纪录片创作的资深人士
数次专门开会，商讨该如何更好、更专业、更艺术地表现钱老的人物形象。
对于很多人来说，钱学森是个谜。
他所从事的工作长期处于保密状态。
即使到了晚年，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1984年，钱老在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个人的历史都在档案中，留在那里最好。
我的功过，我死后人民自有评说。
”总导演陈真十余年前创作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时对钱老的采访，是我们现在掌握的对其最长的电
视采访，也成为通过本片首次披露的珍贵影像。
钱老长期工作在国防科技战线，其个人化的内容非常少，只能通过他的同学、同事、学生、家人等人
的回忆，通过各种回忆录、文献等等才能“建立”起他丰富的个性形象。
因此，摄制组确定了纪录片的创作方向，即努力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众多的人物采访、丰富的实
拍镜头、纪实的手段、朴实的语言叙述钱学森先生非凡的人生经历，力图形象地展现钱老的爱国情怀
、科学贡献、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尤其要展现出百姓眼中钱学森德高望重的人民科学家形象。
历时三年，在总导演薛继军和陈真的领导下，摄制组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
难，最终完成了本片的创作。
2009年年底，有关部门审看了影片，给予充分肯定，评价这是一部思想l生、艺术性很高的人物传记片
精品。
作为创作者，我们深知这部传记片展示的仅仅是钱老华彩人生乐章中的几段动人旋律，我们更深知正
是在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下，这部纪录片才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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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学森: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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