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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在结束 33 天太空遨游后，两名航

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区返

回祖国。四子王旗，在蒙语中意为“平安”。

当返回舱进入大气层，由摩擦力产生的熊熊火

焰发出机关枪一样的轰鸣。自 2008 年“神七”任务

开始，这已经是景海鹏第三次看到这个场景了，他

既不感到紧张，也并没有初见的新奇。

返回舱朝目的地迅速逼近，地球人都翘首等待

着着陆的那一刻。

时间倒退回 13 时 11 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向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轨道舱和

返回舱分离，指令长景海鹏发出报告口令：神舟

十一号报告，已顺利返回。01 感觉良好。坐在景海

鹏身边的搭档陈冬紧接着按照口令指示回应：02 感

觉良好。

大厅内响起如雷般的掌声，所有人紧绷了几十

天的神经得到暂时的放松。北京神情舒朗，回答道：

北京明白。神舟十一号辛苦了，祝贺你们凯旋！向

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北京再见！

几秒钟以后，景海鹏再一次回应：再见！

这一声“再见”气势如虹，不少人听到之后，

不禁露出会心的笑容。

就在 10 月 24 日，景海鹏刚刚在太空度过了他

的 50 岁生日。网友们发出了这样的祝福语：太空

老司机，生日快乐！神舟十一号任务过后，景海鹏

已成为中国飞得次数最多、时间最久、高度最高的

航天员。

从互联网上输入景海鹏和陈冬的名字，可以得

到如下简单的人物介绍：

景海鹏，男，汉族，籍贯山西运城，党员，

硕士学位。1966 年 10 月出生，1985 年 6 月入伍，

1987 年 9 月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少将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司令部

领航主任，安全飞行 1200 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

飞行员。1998 年 1 月，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

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完成了基础理论、航天环

境适应性、专业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的训练任

务，通过了各项考核，综合评定成绩优异。2005 年

6 月，入选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梯队成员。

2008 年 9 月，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

11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

航天员”荣誉称号。2012 年 6 月，执行天宫一号与

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担任指令长，同年 10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二级航天

功勋奖章。2016 年 6 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担任指令长。

陈冬，男，汉族，籍贯河南郑州，河南洛阳出生，

党员，大学本科。1978 年 12 月出生，1997 年 8 月

入伍，1999 年 4 月入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三级航天员，上校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

飞行大队大队长，安全飞行 1500 小时，被评为空

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正式成为我国第二批

航天员。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完成了基础理论、

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技术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的

训练任务，通过了各项考核，综合评定成绩优异。

景海鹏、陈冬：
出征太空

□徐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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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

任务航天员乘组。

几百字的内容远远涵盖不了职业航天员生涯所

面对的复杂性。不少人感到好奇，为什么首批航天

员中尚有人没有执行过任务，而景海鹏已是“三度

飞天”。这实在是极高的荣誉。也有人感兴趣，陈

冬作为二批航天员中的一员，为何能够从 7人中脱

颖而出，成为首个执行神舟任务的男航天员。而这

两个人能够成为“生死搭档”，其中又有什么原因

呢？

2016 年 10 月 17 日 7 时 30 分，随着零号指挥的

倒计时口令，神舟十一号飞船伴随着巨大的橘色火

焰腾空而起。仅在第二天早上，两位航天员的“太

空私房话”便刷爆了朋友圈。

当两名航天员进入太空，整流罩打开时，第一

次亲眼看见太空的陈冬发出了感叹。景海鹏问：爽

不爽？陈冬：哇！很漂亮！景海鹏：我问你爽不爽？

陈冬：爽！

这几句颇富戏谑幽默色彩的对话让普通百姓们

感受到了景海鹏的成熟自信和陈冬的“憨萌”，两

人配合堪称新手与老手的“无缝对接”。

“‘神七’结束以后，我感觉我们要订另外一

个目标，因为神八是无人的，所以说我下个目标我

肯定要盯着神九，当时我记得你问我的时候你说，

下次还上不上天？我笑而不答，我没回答你，那么

神九结束以后，也是把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又投入

到紧张的训练当中去了，好多人不可思议，说你都

上过了，你为什么还要训练？我又是笑而不答，今

天你可能知道答案了，我在准备什么呢！”

这是景海鹏在出征前回答媒体记者采访时的一

段话。两次“笑而不答”，似乎可以回答年届 50

的景海鹏为何能够三次执行任务。在漫长的职业生

涯中，他从不允许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中断对事业孜

孜不倦的执着追求。在他看来，人的一辈子每个时

期有不同的梦想和目标，把小梦想串联起来的过程，

就形成了人的一生。每次执行完任务，短暂的调适

期过后，他便再次沿着自己设定的梦想轨道出发了。

当记者提及何来的动力去不停奋斗时，他说：“我

不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我也没有机会接受你的采

访。我的职业就是航天员，宁可备而不用，但不能

用而不备，时刻做好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接受

任务的挑选。”

对于能和景海鹏组成乘组，陈冬用“非常幸运”

四个字来形容。这个第一次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在面

对任务时并不紧张，更多是兴奋和激动。用他自己

的话说，所有的操作早已烂熟于心，长达六年的努

力在得知入选神舟十一号乘组时有了回报。“我记

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开始训练就已经没有休息日

了，加班加点来学习我们的航天基础理论。”从飞

行员成长为航天员，不只是一个过程，其中还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涉及航天的诸多理论都要从头学习，

平均一到两周就要完成在正常学习范围内几个月才

能消化的课程。“那怎么能把它学好，学扎实呢，

只能利用业余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白天上完课，

晚上就待在宿舍里面，大家自己翻书，然后不会的

大家聚在一起，相互讨论讨论问一问。”

陈冬特意提起了一个训练中的细节。一次他和

景海鹏参加航天员、飞船、地面指挥系统的联合演

练，其中一个程序是戴手套进行压力服气密性检查。

在戴手套的过程中，他的一个动作环节卡壳了，当

看到景海鹏已经顺利完成动作，心里不免着急，一

下子就有点慌，越是心慌手上动作就越没准，感觉

做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动作操作完。训练结束后，景

海鹏找到他说，以后两人之间的动作尽量做到同步，

每个操作步骤前用余光瞄一下对方的进度，再去配

合，一快一慢反而容易给人造成压力。景海鹏的话

缓解了陈冬的焦虑，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默契。“他

的手一指，我就明白他指那个是想干什么，然后我

就给他竖个大拇指，意思就是我明白了。接下来他

会对我有反馈，如果他要求我做什么他会再指一下，

如果他也不指了，说明我明白了。就是一个简单的

动作，我们就会明白对方想干什么，心里怎么想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默契

度。”

在提及和陈冬的配合时，景海鹏给出了这样的

答案。“他比我还细，这样我就更放心了，所以我

们两个人可以互补，这是性格特点，包括他对事业

的理解，包括他的操作品质。如果让我评价 2号，

第一句话是很满意，第二句话是相当满意。我们两

个在一起，绝对能达到 1加 1 大于 2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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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此“相当满意”的两个航天员在 10 月 19

日 3 时 31 分共同进入“天宫二号”。陈冬在出征前

曾对自己的两个孩子说：“晚上你们有时间，抬头

看看天上的星星，说不定爸爸就在那颗最亮的星星

上跟你们打招呼，你们也朝那颗星星挥挥手，我也

能感觉得到。”这是父子之间浪漫而美好的约定，

而父亲口中的“星星”，便是太空中航天员们的家

之所在，情之所牵。早在 9月 15 日，天宫二号就已

经成功发射，这个在太空中漂浮的“航天之家”，

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遥遥等

待着即将入驻的两位主人。

成功进入“天宫二号”之后，景海鹏和陈冬的

行动安排十分饱满。景海鹏强调，虽然任务执行的

次数多了，航天员的一些基本操作、飞船的结构并

没有大的变化，但每次任务的项目和内容都是新的，

都需要从零点重新掌握和学习。

神舟十一号的主要任务是验证航天员中期驻留

的各项实验项目，在“失重 33 天”之中，两人身

兼工程师、医生和菜农，“你种菜来我养蚕”，总

共进行了三十多项的实验项目操作，医学实验占到

16 项。景海鹏曾在飞行期间展示一件并不鲜亮的实

验服，内含多个粘扣，可以随时打开需要的扣子进

行 B超、血压和心电的测量，这是我国首次在天空

进行航天员自主医学指标测试，科研人员将根据航

天员在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的数据对比找出其

中的变化规律，从而更好地研究航天员在轨的身体

指标变化。而备受关注的“蚕宝宝”计划则是香港

中学生设计比赛的获奖项目，从 70 多个项目中脱

颖而出。蚕的居住环境十分“奢华”，带有独立的

卧室和卫生间，在蚕居住屋顶层还特意采用了无纺

布设计。在天空日记视频中，蚕宝宝和航天员一同

扭动身体。

此外，为了保障在轨期间航天员的身体健康，

天宫二号首次将“太空跑台”运送至太空，景海鹏

和陈冬在束缚带的保护下，互相帮忙，研究门道，

经过一定时间的适应，二人终于可以在“太空跑台”

上运动自如了。两人还利用天地视频通话技术在 10

月 21 日晚天地同步收看新闻联播。11 月 9 日，景

海鹏和陈冬与习近平主席进行天地通话。

11 月 17 日 12 时 41 分，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

号成功分离，景海鹏和陈冬即将踏上返回之旅。他

们在天宫二号生活和工作了 30 天，刷新了中国航

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临行前，两人一步一

回头，告别了“太空之家”。

于是时间又回到文章开篇的那一天。11月18日。

在过去的 13 年里，作为主着陆场，四子王旗

所属的阿木古郎大草原敞开怀抱，5次拥抱了从太

空返回地球的 10 名航天员。这一天， 8 架搜救直升

机和大批地面搜救人员在草原上严阵以待，橘色救

援服在茫茫沙漠中格外显眼。

返回舱离地面距离越来越近，指挥部计算出的

着陆点也越来越精确。在返回舱拋防热大底后，第

一批的 5架直升机向返回舱慢慢靠拢。地面搜救分

队在得到指令后，也开足马力朝着陆点驰骋。数十

辆车一路疾驰，在茫茫草原腾起阵阵尘土。返回舱

离地面越来越近了。飞船在与大地接触的一瞬间，

一团尘土随之升腾，降落伞随之扑在大地上。时间

定格在 13 时 59 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

侠随后宣布，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飞船平稳着陆后，景海鹏自主打开了返回舱的

舱门，这在中国载人航天史上还属首次。随后，医

监医保人员进入返回舱，对两名航天员进行身体检

查。

“航天员健康状况良好，可以出舱。”报告声

传来，任务总指挥部下达“出舱”指令。景海鹏、

陈冬在搜救队员的协助下，依次顺利出舱。

当晚，景海鹏和陈冬在专机护送下，回到北京

航天城。城内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科研人员夹道

欢迎载着航天员回归的车队。这一天，是所有中国

航天人的节日。当景海鹏被抬向航天员公寓之时，

一位工作多年的科研干部禁不住高声喊了一声“景

大哥”，眼中早已热泪盈眶。

在航天员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飞船返回舱也

乘专列从呼和浩特返京。

内蒙古大草原上，仍然保留着返回舱燃烧的焦

灼气息。一切都已经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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