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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谢拉苗尼科夫(也有译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1933年1月7日
出生于俄罗斯的北部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
作者的童年生活充满坎坷，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艰难岁月，是“战争中长大的孩子”。
战后，作者与家人结束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终于在莫斯科市郊的波德利普基定居。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的安排，这里恰恰是苏联航天事业起步并走向辉煌的圣地。
1950年谢拉苗尼科夫被俄罗斯著名学府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录取，进入仪表制造系计算仪表专业学习
。
195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不远的第一设计局，这个单位的总设计师就是俄罗斯航天
事业开创人科罗廖夫。
从此谢拉苗尼科夫投身航天机电设计并迅速崭露头角，他先后参与了运载火箭、第一枚人造卫星、“
东方号”和“上升号”飞船、“联盟号”和“进步号”飞船、“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以及苏
联月球计划、“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等研发工作。
    谢拉苗尼科夫最突出的贡献是开创了航天对接技术中的新学派。
对接机构是载人航天或深空探测任务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高效、可靠的对接机构可以将各种功能舱
段或不同航天飞行器在太空拼装成一体并联合飞行，也可顺利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分离，然后安全返回
地球或登上星球。
他领导并研制的异体同构周边式对接机构最初目的就是为实现“联盟号”跟美国“阿波罗号”飞船首
次太空对接，现在已被国际航天界广泛接受，成为经典的设计基础，国际空间站以及所有飞往空间站
的飞船上安装的对接机构大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的。
    谢拉苗尼科夫勤奋钻研，不断扩展知识面，在职期间他曾学习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夜校部工程数学
专业，之后又考取科学院机械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他先是于1968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又于1979年通
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机械学博士学位。
由于他在航天机电技术领域的独特成就，谢拉苗尼科夫被推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
    此外，谢拉苗尼科夫还兼任鲍曼技术大学等多处高校的客座教授，编写过许多教材。
他拥有120件发明和专利，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有170多篇。
    本书俄文原稿的书名是“关于太空对接的100个故事”，另有个副标题“及其他太空和地球的联结”
，而英文译稿的副标题改为“及其他太空历险”。
这里的数字100可能是暗指全书上下两册的章节总数(实际为103节)。
我们根据翻译中的感受，把中文译稿的书名改成“太空对接故事”。
这是一本可以当作故事来读的太空对接科技史料，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苏联体制下从事航天技术的
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20世纪70年代冷战正酣时，作者作为“联盟一阿波罗”联合飞行试验项目的积极推动者和技术领导人
之一，与美国NASA专家们广泛交流、合作，共同解决苏美航天飞船在太空轨道对接问题。
书中涉及许多严密精细的组织计划以及艰难曲折的研制试验过程，也描述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双方
工作人员互访时因不同生活习惯和理念而引发的有趣碰撞，尤其对许多官员、专家、宇航员和航天员
的个性也不乏生动刻画。
本书是作者以自传体形式撰写的，内容都是亲历亲为，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其中有鲜为人知的内情
趣事，也有深入浅出的技术探秘。
    这套书分为上下两册：“前20年”和“后20年”。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第一部分，书中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航天活动，那时太空对接机构刚
处于新兴期，重点是飞船之间实现对接并组队飞行。
苏美两大国在卫星、空间站、环月登月、多次往返空地的航天飞机等领域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整体
而言当时是美国占了上风。
但从1975年“联盟号”跟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太空对接成功后，实际上已确立了苏联对接机构流派
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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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谢拉苗尼科夫生前曾与我们有过多次接触和会晤，他本人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非常赞赏，特
别是看到我国从事对接机构研制的大都是年轻专家时更是感叹不已。
经过协商，他同意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太空对接故事》在中国的翻译权和传播权授予我们，还承诺
在中文翻译稿付印时，亲自写一篇“致中国读者”，为此我们就着手翻译此书。
可惜成书太晚，已无缘读到他的“致中国读者”了。
    2006年9月20日，莫斯科俄塔社发表专稿宣布：“太空对接技术的奠基人，俄罗斯杰出的航天设计师
弗拉基米尔·谢拉苗尼科夫于今天凌晨去世，享年73岁”。
这条新闻很快被欧美各媒体转载，中国的《参考消息》报也在9月22日作了报道。
一位技术专家的逝世能引起世界各国如此关注，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航天界传奇人
物。
    作为一名苏联和俄罗斯的知名航天专家，谢拉苗尼科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投身于苏联航天事业，
经历了苏联和俄罗斯航天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这部书中，作者在记述大量史实的同时，也对许多事件及人物进行了评论，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
感受，这些文字或许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成分，相信睿智的读者们能够对此表示理解，毕竟这是一部
自传体的著作。
    最后，要特别感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在他们的热心关注和大力支持下，我们
才得以把这部译著奉献给广大有志于航天事业或对航天技术有兴趣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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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空对接故事》是一本自传体的科学史料，原著作者弗拉基米尔&middot; 谢尔盖耶维
奇&middot;谢拉苗尼科夫是世界著名的航天专家、杰出的航天设计师、太空对接技术的奠基人。
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视角，描述了20 世纪苏联宇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运载火箭到第一颗卫
星，从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从太空对接到空间站，其中重点记录了载人航天和对接机构的研制过程
。
书中还从另一个侧面记述了美国和当时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激烈竞争以及后来在太空对接上的首度合作
，涉及许多著名的航天计划及其艰难曲折的研制历程，既有鲜为人知的内情趣事，又有深入浅出的技
术探究。
作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苏联航天人的工作和生活，其中有像科罗廖夫这样
的航天巨擘，也有与作者共事过的许多苏联航天专家，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专家以及宇航员的轶事。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迅猛发展，尤其在载人航天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根据我国载人航天计划，首次太空交会对接于2011年进行。
《太空对接故事》不是太空对接技术的科学专著，但书中包含了许多与技术相关的内容：参与重大航
天项目的回忆，苏联航天领袖和技术专家们的工作情况，技术方案从创意到飞行试验的过程描述等等
。
希望我国广大的航天工作者们可以从本书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而那些关心航天事业的普通读者也可以
借助此书增进对航天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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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航天世纪的开始  1.1  成为工程师以前的岁月  1.2  工程教育  1.3  进了设计局——到科罗廖夫身边 
1.4  我们的卫星是全球第一颗卫星  1.5  设计师：理论与实践  1.6  太空首位地球客世上掀起宇航热  1.7  
第一个对接计划：“联盟号”和“双子星座号”  1.8  对接：探索，研制，试验  1.9  太空中的摩擦学 
1.10  地球上空的“闪电”  1.11  人造重力  1.12  奔月，登月  1.13  灾难：科罗廖夫去世  1.14  第一艘“联
盟号”飞船宇航员卡马洛夫牺牲  1.15  第一次对接成为一件大事  1.16  最初的科技贡献  1.17  进入英语世
界  1.18  去英国，去美国去月球  1.19  内部通道对接系统(SSVP)促进了轨道空间站计划  1.20  重新探索-
研制-试验  1.21  1971年4月：“礼炮-联盟-10”  1.22  1971年5月、6月：“联盟-11号”大喜大悲第2章  20
年前：“联盟一阿波罗”  2.1  “联盟-阿波罗”试验计划引言  2.2  美国人来了  2.3  为什么是异体同构对
接机构(APAS)  2.4  第一次去美国：布舒耶夫教授，罗纳依博士等  2.5  APAS顺利起步  2.6  从界面接口
开始对接到“联盟一阿波罗”试验计划结束  2.7  缩比模型  2.8  在家里，在中性地带，在国外  2.9  1973
年金秋  2.10  1974年——最后的冲刺  2.11  “能源”科研生产联合体，瓦连金·格鲁什科  2.12  1974年盛
夏  2.13  家里出了麻烦事  2.14  对接检验  2.15  重赴洛克威尔和NASA  2.16  最后一次准备  2.17  使命  2.18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19  为了我的余生  2.20  一本书——《联盟和阿波罗》  2.21  “联盟-阿波罗”试验
计划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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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成为工程师以前的岁月    20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千年以来最多的动荡，其中与法西斯德国的战
争可谓是20世纪所有事件之最。
对于国家来说，这场战争既是最惨痛的灾难、最严酷的考验，同时也意味着最辉煌的胜利。
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国家却完成了一项奇迹——规模空前的技术革命。
    我的同龄人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童年的，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饱尝战
乱之苦。
是战争锻炼了我们，战争把当年的稚童造就成了意志坚强的一代人。
在老一辈军人和政府机关的带领下，我们积极参加了这场技术革命，开创了航天纪元。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前、战时和战后。
    1933年1月7日，我出生在俄罗斯北部城市阿尔汗格尔斯克，这天恰好是东正教的圣诞节。
我的外祖母玛利亚·安德列耶夫娜·伊万诺娃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她称我为圣诞男孩。
她从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孙辈，但是她的言行举止却令我们对宗教产生敬意，使我们以基督的精神
面对世界。
    我们在阿尔汗格尔斯克住的时间不长，对于这个时期我几乎没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
在一个三岁男孩的生活中，能够记得的场景寥寥可数：父亲拎着兔子打猎归来，我第一次“尝试”220
V电压的滋味，我们乘摩托艇沿北德维纳河去京克岛⋯⋯好像，就这些了。
    战前的岁月说不上平静。
肃反时期差点给我们的家庭酿成悲剧。
我始终没搞清楚，我的父亲谢尔盖·阿尔卡基耶维奇·谢拉苗尼科夫是如何免于被捕的。
好像由于一场灾难，才让这位35岁的阿尔汗格尔斯克林学院副校长躲过一劫。
1936年，肃反政治运动正值白热化，作为一个交游广泛的活跃人物，父亲无意中为两名莫斯科和阿尔
汗格尔斯克的“阶级敌人”传递了一封信。
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并赶出学校。
父亲英明而果断地离开了阿尔汗格尔斯克并重新开始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余生将在坎坷中度
过，因为他已经变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而在苏维埃时代这个烙印将伴他终生。
    父亲和母亲去了列宁格勒，而外祖母带着我和大姐到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
我不能不再次提及我的外祖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与这位不同寻常的俄罗斯妇人相依为命，她是如此善良、虔诚和忠实。
我们在莫斯科古老的市中心住了两年，在普列契斯金卡(当时叫克拉伯金斯卡娅)的清洁巷，靠近“苏
维埃宫”地铁站，确切地说，靠近当时已被拆除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这个地方原打算建一座新的殿
堂。
地铁站的名字令人想起这个计划，这个名字沿用了很久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开始了另一场变革，
大教堂重建，恢复了原来的旧名⋯⋯    战前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地铁里的气味，列宁墓，红场的石板
路，文化公园，这一切都永远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此外，我还记得与人合住的公寓，我们那昏暗的小房间，有一个黑乎乎的储藏室，窗户对着院子里的
一个石墩，对面是邻居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长长的走廊，公用的厨房，大人们曾在那里严肃地谈论西
班牙内战。
记得1939年早春的时候，有人说了句：“马德里陷落了”，姐姐当时就吓哭了。
隔壁院子里有一群英武的男孩子，街心公园里少先队员们正在列队，外祖母带着我们在公园里玩。
父亲来过两次，有一次居然从西伯利亚森林的某个地方带来了一只装在笼子里的活蹦乱跳的松鼠。
松鼠不甘心被囚禁，把笼子门咬破，弄了个“地下道”。
它甚至学会了在天花板上行走，有一回我一觉醒来竟然发现它就在我的头顶上。
于是松鼠被关在一个更牢固的笼子里，不久它就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同样令我终生难忘。
    父母把我们接到了列宁格勒郊外，离红村不远的沃洛达尔斯卡娅车站附近，父亲开始在这里造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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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用结实的圆木建成的木结构房子。
我在郊区和乡下住了20多年，可是对大城市的怀念却总是挥之不去。
房子没有最终完工，我记得只造好了一个温暖的小厨房，我们姐弟俩和外祖母合住的小卧室，父亲宽
大的办公室，沿墙有一排大书架，剩下的部分都没有造好，黑乎乎的地板上堆满了建筑垃圾。
    我清楚地记得几次列宁格勒之行，去剧院和澡堂，第一次乘电气火车，后来我的生活与它结下了不
解之缘。
第一次乘雪橇和滑冰，第一次在河里游泳，还差点被淹死。
浑浊的河水又灰又黄，妈妈把我从水里拉上来，这个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还有彼得宫的大公园和喷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学一年级很快就使我接触到了社会的残酷现实。
尽管我从不惧怕深海和太空，但街上的恐怖景象却让我永生难忘，连我的第一批贴有前红军元帅照片
的课本也遭到了大清洗。
    我开始努力学习，但好像只有第一学年是平静的。
    战争的第一天。
当我和姐姐还在床上的时候，妈妈和外祖母已经陷入忙乱：12点钟莫洛托夫要发表演说。
我们在院子角落挖“壕沟”作为自己的防空洞。
土地很坚硬，越往下就越难挖，石头也越多。
一架德军的侦察机出现在地平线上，空中落下圆形的炸弹。
高射炮在轰鸣，但在防空洞里却看不清楚，我挣脱了几个女人的手，跳上了地面，看到被击中的飞机
正从空中坠落，旁边出现了降落伞。
    父亲几乎没在家待过。
他被征人铁道兵部队，不过没被编人作战部队。
从西部撤退的铁道兵人数众多，而工业正需要林木。
1941年的整个夏天，父亲都忙于建设列宁格勒周围的防御工事。
母亲非常焦急，必须逃离。
她也毕业于阿尔汗格尔斯克林学院，父亲安排她去高尔基地区的一个林场工作。
    7月底我们准备上路了。
在包围圈形成之前及时开出到大平原的火车非常少。
父亲独自留在了列宁格勒，他一个人能够活下去。
但如果在封锁时期我们和他一起留下，大家也许很快就同归于尽了。
    我们随身只带了最贵重的东西，我手里拿了一包心爱的玩具，外祖母拿了一个装着面包干的枕套。
电气火车已经停了，我们步行了两三公里到有轨电车站。
在列宁格勒一位熟人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上火车了。
父亲始终没有露面，我们挤在争抢上车的人流中，姐姐喊着：“咱们乘下一班吧。
”然后我们被推到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先是纸袋破了，接着枕套也破了，掉落的面包干一下子就被踩
碎了。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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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太空对接奠基人，俄罗斯航天界领军人物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谢拉苗尼科夫亲笔回忆录
。
    《太空对接故事》以鲜为人知的内情趣事，深入浅出的技术探秘。
本书揭秘苏美联盟-阿波罗太空对接背后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本可以当作故事来读的太空对接科技史料，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苏联体制下从事航天技术的
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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