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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哲荣 　 车辆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５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 １９６２年毕业于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 。 长期从事特种车辆理论 、设计
的研究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防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中国兵器工业功勋奖
等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 的 童 年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５日（农历）我出生在河北省
高阳县一个农民家庭 ，父母都是勤劳朴实 、没有
文化的农民 。 自幼受到家庭纯朴的教育和影
响 ，为人忠厚老实 ，尊敬老人 ，与人为善 。 童年
阶段 ，我生活在晋察冀边区 ，饱受了日本鬼子的
侵略 ，记得距我们村不远的几个村庄都修建了
日军炮楼 ，我亲历目睹了日本鬼子经常下乡抓
人 、扫荡 ，实行烧 、杀 、抢 、掳等惨无人道的罪行 。
我的一个堂姐夫是村里的小学教师 ，在一次扫
荡中没有跑掉 ，被抓到了 ，当时从他身上搜出教
学用的书本和材料 ，说他是抗日分子 、游击队 ，
当时就在我们家附近被砍掉了头 … … 那时老百
姓过的是昼不安夜不宁 、每天担心害怕的日子 。
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 ，大人们一听到日本
鬼子要来了 ，弃家到处逃难 ，我也跟着父母跑到
外地亲戚家避难 。 在那种饥寒交迫的年代 ，在
我幼小的心灵深处 ，激起了对日本鬼子和汉奸

的极大仇恨 。 同时 ，我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边区人民 、游击队 、八路军为抗击日本鬼
子不怕牺牲自己 、家人 、亲友 ，奋勇抗敌的情景 。
电影枟地道战枠 、枟地雷战枠 、枟新儿女英雄传枠就是
对我们那个地区人民抗日的真实写照 。 这在我
的幼小心灵深处也牢牢地扎下热爱党 、热爱游
击队 、热爱八路军的根 。童年的环境 、经历使我
过早地懂得了爱和恨 。

求 　 　 学

１９４３ — １９４９在河北老家读小学 。 由于日
本鬼子对晋察冀边区的疯狂侵略 ，边区人民精
神和物资生活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儿童的就学
时间和条件没有保障 ，我 ８ 岁才开始读书 。 那
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 ，没有固定像样的教室 ，
老师就在没人住的破房子里讲课 ，码上两堆砖 ，
中间搭条板 ，就是我们的课桌 ，学生自己从家里
带着小板凳就是我们的坐椅 ，没有正常的上课
时间保障 。我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为数不多的
同学坚持着学习 ，直到日本投降后进入高小阶
段才逐步走入正轨 。 日本投降后 ，学习条件虽
仍艰苦 ，但教师们都很敬业 ，同学们有了正常的
学习机会 ，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我是在这样的环
境条件下 ，于 １９４９ 年冬算小学毕业了 ，１９５０ 年
春离开家乡 ，投奔大哥来到北京 ，在北京崇文门
外南岗子小学学习半年 ，为报考初中做准备 。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３年在北京国立师大附中上初
中 。 因为师大附中是国立中学 ，学习好的学生
都首选报考这所学校 ，所以生源好 。 那时能考
入这个学校自己感到很自豪 。学校的老师教学
水平都是一流的 ，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师范大
学毕业的优等生 。 学校的教学设备好 。 记得当
时苏联教育部送给中国的唯一的一套教学设备

就给了师大附中 。 学校把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
发展作为教学宗旨 。 在这所有优良传统 、雄厚
师资队伍和良好教学设备的学校 ，三年的初中
学习 ，为我高中 、大学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学习
基础 。 在校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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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团 。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６ 年在北京 １１ 中上高中 。 这所

中学是 １９５０ 年成立的 ，学生大多数是工农子
女 ，校风朴实 ，教师责任心强 。 在上高中的三年
里 ，供我念书的大哥一家生活很困难 ，他们的生
活来源靠大哥 、大嫂给人家扎鞋垫 、扎毛巾边或
自己家去卖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 。 那
时 ，我每天放学回家后要帮大哥家干活 ，经常骑
着自行车 ，把他们扎好的鞋垫和毛巾送出去 ，再
把下面需扎的活带回来 。 我知道 ，即使我非常
节省 ，不花一分零花钱 ，大哥供我吃饭 、念书也
太不容易 ，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们 。 我自觉努力 、
刻苦学习 。 根据我自己的情况 ，制定一套好的
学习方法 ，抓住上课时间 ，集中精力 ，认真听讲 ，
听懂老师讲述的每一个环节 、要点 、定理 、定义
基本概念 ，通过作业加深理解和掌握 。 每个单
元讲完 ，自己认真做好小结 。 这一套行之有效
的学习方法 ，一直保持到我读完大学 ，收到良好
效果 。 三年的高中学习 ，我多次获得学校品学
兼优学生奖励 。 体育方面 ，我从初中开始就爱
好打篮球 ，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２ 年入伍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简称哈军工）学习 。 １９５６ 年高中毕业那年 ，
哈军工来校选学员 ，经学校推荐 ，来人找我谈
话 ，向我介绍了哈军工的情况 ，讲述哈军工的培
养方向 、要求和终身为国防服务 … … 我当时听
了非常高兴 ，表态愿意报考 ，心想一定努力 ，争
取考上 ，到哈军工去上大学 ，学好军事技术 ，强
大我们的国防 。 那时 ，这种简单朴实的思想愿
望 ，除党的教育 ，还由于我的童年在家乡遭受日
本侵略留下的仇恨 ，认为国家落后 、不强大 、没
有先进的武器 ，就挨打 ，为国当兵 ，学好军事技
术本领 ，将来为强大我国防贡献力量 ，上军事院
校是我理想的选择 。 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文
化考试 ，８ 月份我如愿被哈军工录取入学了 ，在
装甲兵工程系学坦克专业 。 哈军工从建院开始
就得到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 。 ５０ 年代
初期 ，中央派陈赓大将任院长 ，在全军选干部 、

全国选优秀教师任教 ，是一所涵盖海 、陆 、空武
器系统全方位高等学府 。 学院建有国内一流的
教学大楼 、各种教学设备和体育设施 ，有室内游
泳馆 ，篮 、排球练习馆和比赛馆 、体操馆等 。 毛
主席为哈军工题写训词 ，确立哈军工的办学方
针 。 我在哈军工学习期间 ，朱德 、彭德怀 、邓小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到校视察 ，深入教育
一线 ，关心学校教育和培养学员的情况 。 记得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 ，学员参加大炼钢铁 ，邓小平来
院时指示 ：“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 ，你们的
主要任务还是学习 。”在这样好的一所高等学府
学习 ，我深深地感到学习任务的艰巨而光荣 。

回顾哈军工六年的军校生活 ，有三点主要
体会 ：一是学院重视政治教育 ，始终把政治思想
教育放在首位 ，思想上真正提高了我为保卫祖
国 、强大国防而努力奋发学好军事技术的思想
认识 。 二是重视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理论教
育 ，哈军工设预科 ，学员入学后 ，用一年时间 ，在
高中学习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 ，提高深度和广度
的语文 、数学 、物理 、军用化学 、战术学等基础理
论教育 。 转入五年的专业课后 ，课程紧 ，强度 、
深度大 ，作业多 ，绝大部分同学经常晚上加班加
点做作业 。我仍坚持了课堂上拼命集中精力听
讲 ，课后概念搞懂 ，及时完成当天作业 。 我是副
班长 ，还要配合班长做好班务工作 ，尽量抽出时
间锻炼身体 ，保持课堂上有充足的精力听好老
师所讲的课程 。 那时我经常去的地方是院内的
文庙图书馆 ，那里有供学员学习阅览的一流设
施 、安静优雅的学习环境 ，新老学员聚精会神 、
鸦雀无声的学习氛围 。 每天大课后 ，我都到那
里独自刻苦地消化理解老师讲的课程 ，真是一
个定义一个定义 、一个定理一个定理的抠 ，直到
真正弄明白 、理解了 ，完成作业为止 。 三是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 。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学院安排
了部队实习 、工厂实习和模拟条件下的战术演
习 。 部队实习到吉林胶河坦克独立一团 ，这个
团装备的是苏式 T ３４ 中型坦克 。 我亲身在
丘陵山地完成实车驾驶 、实弹射击 、无线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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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实习内容 ，经考试达到三级坦克驾驶员
水平 。 工厂实习是在内蒙一机厂完成的 。实习
前对坦克这么一个复杂的武器系统是怎样制造

出来的 ，在概念上是抽象的 ，走进工厂 ，我以极
强的求知欲 ，在完成要求的实习任务情况下 ，不
怕苦 、不怕累 ，跑遍了工厂各个车间 、工种 ，看到
了炼钢 、铸造 、焊接 、喷沙 ，车 、铣 、刨 、磨 、热处
理 ，部件装配调试 ，整车总装调试 ，原地试车 ，工
厂试车等各个环节 。 我深深地感到 ，这次实习
如鱼得水 。 作为坦克专业学员 ，能够在学习阶
段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一辆坦克生产的全过程

是难得的 ，加深了我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的理解 ，
能力进一步提高 。战术演习是模拟核生化条件
下 ，坦克对冲击波 、光辐射 、放射性粘染效应的
防护力 。通过实习 ，我认识到现代战争条件下
对武器装备的要求及对现代战争特点的认识 。
军校六年大学阶段的刻苦学习和实习锻炼 ，为
我终生献身国防打下了扎实的思想 、理论基础 。
１９６２年 ，在大学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献 身 兵 器

１９６２年哈军工毕业 ，我分配到装甲兵科学
技术研究院 ，从事坦克总体研究 。 １９６３ 年 ，装
甲兵和五机部并行研制“１２１ 中型坦克”（后简
称“１２１”） 。 １９６４ 年上级决定研制工作合二为
一 ，装甲兵把研制成果交给五机部 ，只派一名总
体技术人员参加 “１２１”的全过程研制 。 记得
１９６４年的一个晚上 ，总体室主任兰焰找我谈
话 ，他语重心长地说 ：组织决定派你去参加
“１２１”的研制工作 ，你是代表装甲兵去完成这项
艰巨而光荣任务的 。 并说 ，你能有机会参加从
战术 、技术论证开始 ，到完成项目全过程的总体
研制 ，在我国是第一个 ，希望你要抓住这个机
会 ，把自己锻炼成有真才实学的坦克专家 ，为推
动我国的坦克装甲事业发展做贡献 。 那时 ，政
治运动 、“四清” 、“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 ，
我受命去包头 ，一心从事“１２１”研制工作 ，不参
加派性活动 ，在包头的八年多很少回家 ，就是每

年一次的春节 ，只要工作需要也不回来 。 为了
完成任务 ，我克服了极“左”思潮的干扰 ，有人说
我“只专不红” 、“只促生产 、不抓革命” ，要求把
我从包头科研一线调回北京 ，参加政治运动 ，是
战志昌主任坚持科研任务不能停 ，顶住了极
“左”思潮干扰 ，未回北京闹革命 。 我长期出差
在外 ，家庭的实际困难很多 ，孩子没人照顾 、经
济不富裕 ，爱人在外单位上班 ，离家十几公里路
程 ，没有公交车和像样的公路 ，居住又偏僻 ，每
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家庭的全部负担落在她的
肩上 ，困难可想而知 。 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新一
代知识分子 ，为党的事业牺牲了个人利益 ，时刻
牢记领导的嘱托 ，以强烈的责任感 、事业心投入
到研制工作中 ，圆满地完成了三轮车的研制 。
其研制成果为我国坦克外贸做出了突出贡献 ，
获得了重大经济效益 。 １９７８ 年我荣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 。

７０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 ，我承担并主
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燃气轮机试验坦克 、新部
件试验坦克 、引进项目“６４ 式坦克”复装 、试验
和对其设计思想 、技术特点的分析 ，并主持编译
出版枟６４ 式坦克技术说明与使用指南枠上中下
三册 。 上述工作为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研制做了
技术储备 ，积累了论证 、设计 、试验 、修理使用资
料 ，为新一代坦克的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 。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承担我国主战坦克项目
研制 。 该项目是中央专委主抓的项目 ，是国家
重点装备项目之一 ，是我国主战坦克从仿制 、改
进型跨入到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其研
制水平与国外同期装备的新型主战坦克相抗

衡 。 邹家华部长请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祝榆生任
项目总设计师 。 经祝总师推荐 ，科工委任命我
为副总设计师兼总体组长 。 在祝总师主持下 ，
为实现主战坦克的研制目标 ，根据我国国情提
出“系统取胜”的设计思想 。 其内涵是 ，在我国
的技术基础 ，如 ：材料 、工艺 、元器件 、大部件 、试
验测试手段技术储备等不如发达国家条件下 ，
通过多学科技术的高综合 、系统匹配 、优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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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研制出具有同国外同期新型主战坦克抗衡
能力的主战坦克 。我专职主持全系统的技术工
作 ，以“系统取胜”的创新思路主持了主战坦克
总体方案论证 、总体设计 。 严格控制总体研制
质量 ，即部件台架功能 、性能试验达不到规定要
求 ，不能上系统 ；系统台架匹配试验达不到规定
要求 ，不能上整车 ；整车装配调试 、原地试车 、工
厂试车达不到要求 ，不能进入试验阶段 。 这种
严格的质量控制 ，为复杂武器系统研制一次成
功打下了基础 。 该项目研制过程中 ，我自始至
终工作在第一线 。 该项目研制出第一轮样车
后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重视 ，军委副
主席刘华清亲临现场 ，观看试验并为该车剪彩 ；
同年 ，在河北某地军事演习试验中 ，党中央总书
记江泽民 、国家主席杨尚昆 、国务院总理李鹏等
党政军领导观看主战坦克和光电对抗新技术试

验车 ，并专门听取我对主战坦克研制情况的汇
报 ，江总书记 、杨尚昆主席 、李鹏总理边看边问 ，
我一一回答 。 首长对主战坦克研制工作给予肯
定 ，汇报后同我一一握手 。 主战坦克研制过程
中 ，科工委谢光副主任 ，装甲兵部陈本延 、蔡康
生主任 ，兵器部来金烈部长集中到厂 、所现场办
公 ，听取汇报 ，检查工作 ，协调解决问题 ，确保了
研制质量和进度 。该项目完成了正样车研制后
交定委进行了常温 、低温 、高温 、高湿 、高原 、沙
漠适应性试验考核及武器系统定型考核 。试验
中我带领技术保障队赴试验现场主持了技术保

障工作 。试验结果表明 ，各项指标达到研制任
务书要求 ，并通过设计定型审查 。 同年参加了
天安门国庆 ５０ 周年阅兵 ，新型主战坦克以威武
的雄姿通过天安门 ，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
阅 ，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

该项目研制成果得到了国家 、军方的肯定 。
国务院 、中央军委设计定型委员会结论是该项
目是“我国自主开发研制的大型复杂武器系
统” ，“综合性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它的研制成
功 ，是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研制能力和水平跃上
新台阶的重要标志 ，是我军武器装备中新的杀

手锏” 。 该项目获国庆阅兵装备项目金奖 ，国防
科工委型号研制金奖 。 我个人获国防科技奖一
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主战坦克定型后 ，我主持了 × × 国家重点
项目研制 ，任总设计师 ，现已圆满完成了该项目
研制任务 。获国防科技二等奖 ，同年获兵器工
业科学大会兵器工业创新突出贡献奖一等奖 。
除科研工作外 ，我被聘为国务院 、中央军委军工
产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委 ，国家
青年奖评委 ，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委员 ，国防
科学技术奖评委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技
委委员等职 。

我进哈军工学的是坦克专业 ，毕业后干的
是坦克总体研究 ，５０ 年来从未离开坦克研究工
作 。 曾先后担任 ２０１所总体室副主任和 ２０１所
总工程师 。多年来 ，我克服了许多难以克服的
困难 ，有个人的苦和累 ，也牺牲了对子女的关
怀 、照顾和教育 ，全部的家庭负担落到爱人肩
上 。 我是一名工程科技人员 ，我酷爱我的工作 ，
我知道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基

础 ，不管工作条件多么艰苦 ，始终坚持在工作第
一线 。 从第一代中型坦克研制开始 ，到 × × 国
家重点项目结题 ，我先后搞过 ５ 个整车 ，取得一
定成绩 。 多年来 ，国家给了我多项荣誉和奖励 。
除获科技成果奖外 ，１９９１ 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
和中国兵器工业功勋奖 ，１９９６ 年获中国兵器工
业优秀管理者称号 ，１９９９ 年荣立中国兵器工业
“ × ×工程”一等功 ，２００２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技进步奖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２００４ 年国庆 ５５ 周年在北京北海公园作为 ５ 位
科技界专家之一 ，受到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的亲
切接见 ，同我和家属一一握手 。 荣誉和奖励是
对我的鞭策与鼓励 ，成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
大家干出来的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 今后 ，我要
更加努力工作 ，培养 、带好后备人才 ，为强大国
防多做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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