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神舟十四號任務「滿
月」之際，採訪到正在「太空家園」

工作的陳冬、劉洋、蔡旭哲。
「我們很快適應了太空環境，先後完成
了物資轉移和整理、載人環境建立、艙
內設備安裝和調試等工作，還進行了在
軌專業性訓練，在太空站工作是累並快
樂着」，神十四乘組表示，「太空出
艙即將到來，問天和夢天兩大實驗艙
交會對接隨後展開。有偉大祖國和全
國人民的鼎力支持，有地面團隊的全
力保障，我們對迎接挑戰充滿信
心。」

最深印象：新家寬敞舒適
「首次進入天和核心艙，我們非
常興奮。印象最深的是太空之家十
分寬敞，我們每個人都有獨立的
臥室，環境也非常舒適，」陳冬
說，與2016年執行神舟十一號任
務時入駐的天宮二號相比，天和
核心艙已經全面升級，「一切都
和我們期待的一樣，或者說超出
了我們的期待」。
陳冬和劉洋屬馬，蔡旭哲屬
龍，神十四乘組被稱為「龍馬精
神」乘組。「作為同批加入航天
員隊伍的戰友，我們乘組3人朝夕
相處、並肩戰鬥，共同經歷12年
的學習訓練，特別是入選飛行乘組
後，我們更是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相互信任」，神十四乘組說，
目前在軌工作生活感覺良好，對完
成後續任務信心滿滿。

最驚喜：拆開「美食盲盒」
「太空吃播」是網友們最愛的環
節，網友們經常「拿着放大鏡」來找
航天員們的航天美食。「這次任務期
間的航天食品口味豐富，地面為我們
準備了青提等水果，鮮美可口。」蔡
旭哲說。在入駐核心艙後，蔡旭哲還曾
開啟了神十四任務的第一個「美食盲
盒」。他首次揭秘，這個畫着愛心、繫
着蝴蝶結的盲盒食品裏面有山楂糕、小蛋
糕等美食，既美味又驚喜。
「進入太空後，我們面臨着許多考驗，
首先就是適應問題。」劉洋表示，在執行
任務之前，乘組已在中國航天員中心完成專
業化的嚴格訓練。根據任務的需求變化，訓
練手段和形式不斷豐富和創新。乘組曾進行
為期一個月的組合體模擬艙訓練以及多次模擬
失重訓練，為了練就飛天本領，鍛造飛天翅
膀，訓練從難從嚴，貼近實戰。「當然天地差異
不可避免，比如我們剛上太空時，由於失重環境
的影響，有些不適感。但是，扎實的地面訓練基礎
以及地面團隊的支持，讓我們很快適應了太空失重
環境，」劉洋說。

最期待：太空出艙工作
神十四乘組表示，太空出艙是他們最期待的任務，因為
那是真正地進入太空。「我們在地面進行了很多次的水下訓
練、出艙程序模擬器訓練、虛擬現實訓練等針對出艙任務的訓
練，可能還有一些地面想不到的天地差異帶來的影響，但我們
做好了充分的預案和準備，」指令長陳冬說，相信天地同心，乘
組一心，一定能順利完成太空出艙任務。
神十四乘組在軌「滿月」後，將迎來更繁重的太空站建造工作。
劉洋表示，神十四任務和以前任務相比，有傳承更有發展，挑戰更
多。「6個月的工作非常繁忙，我們要將太空站由單艙組建成三艙三船
構型，其間要經歷9種組合體構型，5次交會對接，3次分離撤離和2次轉
位任務，」劉洋說，乘組期待着首次進駐問天和夢天實驗艙，首次利用氣
閘艙和小臂進行出艙工作，開展大小臂的聯合操作等等全新的任務，還將完
成三個實驗艙大量的科學實驗，開展科普和公益活動等等，相信為期半年的在
軌生活一定會飽滿而充實。

2016年的神十一任務中，景海鵬和陳冬在天宮二號太空實
驗室完成了三個由香港中學生設計的實驗項目——「水膜反
應」「太空養蠶」和「雙擺實驗」。在繁忙的太空任務中，
為實現孩子們的科學夢想，航天員變身成為蠶寶寶的「太空
鏟屎官」，景海鵬和陳冬逗弄蠶寶寶的有趣場景，是載人航
天工程的經典畫面之一。在神十一任務結束後，乘組2017年
受邀訪港，並參加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慶典活動。

訪港趣事滿滿 難忘港人熱情
訪港期間，曾有小朋友問陳冬，在太空工作會不會很累？陳冬回答
說，「太空工作每天任務安排得很緊，休息時間很短，有點累，但

累不算什麼，過得十分充實」。他還告訴小朋友，在太空中最有
趣的事情就是失重，他曾經與景海鵬玩吃花生的遊戲，兩人互

丟花生米，張開嘴等着，讓花生慢慢飛進嘴裏，他則給景海鵬
增加難度，一下子丟出5顆花生米，景海鵬就一顆接一顆吃

掉。憶起訪港時的趣事，陳冬說，「最難忘的就是香港同
胞對祖國載人航天事業的關注和支持。」

劉洋是中國首位女航天員，在2012年神舟九號任
務圓滿成功後，她多次應邀訪港，向香港同胞普

及航天知識，傳播航天精神。「香港同胞喜愛
航天員的這份真誠，支持國家航天事業發展

的這份熱忱，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
象」。談及印象最深刻的細節，劉洋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訪港期間曾參

加過一個活動，一位5歲的小男孩在活動結束時跑過來，拉着我的手問，
『劉洋姐姐，我想去火星，你能帶我去嗎？』我說，你要好好學習，鍛
煉身體，將來你帶着劉洋姐姐一起去火星，好嗎？」劉洋笑着回憶起這
段趣事。香港小朋友們期盼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真摯願望，讓她掛念於
心。

蔡旭哲是首次執行任務的航天員，在神十四發射任務前夕才公開露面。他
歷時12年艱苦訓練終於圓夢太空的勵志故事，令很多香港市民深受感動。蔡
旭哲說，很高興知道很多香港青少年都想成為航天員。目前，中國航天員大隊
已進行了三批航天員的選拔，未來會選拔更多的航天員，「我們期待與香港同
胞一起進駐太空站，在太空自由翱翔」。

訓練艱苦卓絕 必須身心健康
不過，成為航天員絕非易事，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意志，需要進行艱苦卓

絕的訓練。神十四乘組對懷抱航天夢的香港青少年說，想成為一名航天員需
要過很多關。簡單地說，候選人必須身心健康——不僅要求身體素質要好，
對航天環境要有很好的耐力和適應性，而且心理素質要好，年齡、身高、體
重、教育經歷和職業背景等也必須滿足要求。

目前，中國航天員的訓練有八大類、百餘個科目，每個科目又有很多
訓練單元。這就意味着，要成為航天員進入太空，必須經過醫學、生
理、心理，還有科學理論和工程技術等數千個單元的訓練。比如，野外
生存訓練、水下訓練、低壓環境下出艙活動等訓練是存在風險的。青少
年們如果想成為航天員，從小就要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和堅強的意志品
質，要有強健的體魄和不斷學習的能力，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探索太空、
實現航天夢想的恒心。

香港文匯報天地連線專訪

2012年6月28日，完成中國首次太空交會對
接任務的神舟九號飛船撤離天宮一號太空實驗
室。飛到艙門口時，劉洋返身向着天宮一號鄭
重地敬了一個軍禮。「當時，我心裏默念：再
見了，天宮一號，我一定還會再回來的。」十
年後，劉洋再次返回太空，與乘組擔負起建造
中國太空站的重任。

神九後重新受訓
神九飛天歸來後，鮮花和掌聲並沒有讓劉洋

失去方向，她深知神九只是她職業生涯中的一
個小目標。劉洋迅速清空成績，重新以拚搏勁
頭對待每門課程，一步一個腳印前進。2019年
12月，她入選神舟十四號乘組。
劉洋的體能成績並不出眾。神十四任務備戰

中，太空出艙對體能特別是上肢力量要求很
高，劉洋為此拚盡全力。體訓時，她來得早，
訓得長，走得晚。回宿舍還要「加餐」，舉槓
鈴、練握力器，不斷給自己加碼。每次練臂力
時，師兄甚至開玩笑地說：「你可別練了，再
練就超過我們男人了。」
航天員48小時沙漠生存訓練令劉洋難忘。

在訓練任務快結束時，劉洋又累又渴，頂着烈
日、在發燙的沙子裏背着背囊徒步行進5公
里。兩位戰友體恤她是女生，讓她少背點。劉
洋堅決不幹。她認為，自己是一名戰鬥員，要
跟大家一樣，必須貢獻力量，而不是添麻煩。

不拿性別當藉口
劉洋記得：從當飛行員的第一天起，教練就

和他們說，要漠視自己的性別，不要拿性別當
藉口，得和男性戰友一樣飛。當航天員也一
樣，太空不會因為你是女性就予以優待。
在劉洋看來，神十四任務最大難點在其複雜

性，一艙變三艙，學習和訓練的內容成幾何級
增長。艙內設備、管路連接、出艙活動、機械
臂、科學研究等等，從早到晚，課程安排得滿
滿當當，訓練完還得加班加點去學習，消化一
天的課程。從小到大都是「學霸」的劉洋，在
任務學習中也遇到過困難，她堅持「別人學一
個小時，我學兩三個小時，只要足夠的努力，
一定可以達到」。
十年磨礪，劉洋終於以優秀的成績通過考

核，以完美的狀態迎接神十四飛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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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不爽？」「爽！」6年前，神舟十一號任務，當飛船的整
流罩拋開，浩瀚宇宙出現在眼前，時任指令長的景海鵬與新人航
天員陳冬的這番對話至今仍被人們津津樂道。如今，曾經新手陳
冬，已成長為神十四任務乘組指令長，他將帶領乘組，天地協調
完成中國太空站的建造。

任務更多更複雜更難
與神十一任務相比，神十四任務的工作量、複雜性和難度呈指

數增長。除要完成長達6個月的太空駐留，乘組還要完成「三艙
三船」的太空站組裝建造、出艙任務和大量的科學實驗等。當考
核官問陳冬有沒有信心時，陳冬毫不猶豫地回答：「沒問題，我
有信心帶領乘組完成任務！」

各有分工又能互補位
陳冬根據任務要求和乘組三人特點將任務進行分工。他是指令

長，主要負責抓總和出艙活動；劉洋工作細緻，負責物資管理和
機械臂操作；蔡旭哲理論功底深厚，操作熟練，主要負責環控設
備運行與維修。經過兩年半的磨合，乘組間協作越發默契。作為
團隊的每個人都能獨當一面，其他人作為備份，也能隨時進行補
位。
據介紹，一向低調隨和的陳冬在訓練時特別愛「找茬」和較

真。「在太空中，我們是終端用戶，要從我們的使用出發，結合
太空失重的經驗，去檢驗程序、產品是否合適合理，需要我們結
合實際操作去驗證。」陳冬說，「『找茬』是去掉安全隱患的
『茬』，『較真』是確保安全的『真』。」
陳冬結合自己的經驗和思考，在訓練中不斷提出質疑和建議。太
空站關鍵技術驗證階段的4次出艙活動，陳冬也都認真觀摩過，並
針對相關設計向科研人員提出了幾條改進意見，均被採納。
正是經過前期富有針對性的訓練，神十四乘組三人才能很快適

應好太空站的環境，順利完成系列工作。後續，神十四乘組將在
陳冬的帶領下，開展太空出艙活動，並迎來問天、夢天實驗艙段
與核心艙的交會對接，完成太空站建造階段的關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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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劉洋、蔡旭哲是代表中國征戰太空站的航天員。在全國人民
心中，他們是航天英雄，在生活中，他們是愛人、是父母。在太空飛
行期間，他們對地球上的親人們滿懷思念和牽掛。

陳冬自嘲「檢查作業的爸爸」
在神舟十四號升空之前，陳冬調侃自己，待執行完任務返回地面，就

是「檢查作業的爸爸」回來了，一時間成為「網絡爆紅梗」（梗，網絡
用語，即笑點、橋段的意思）。由於航天員訓練非常繁忙，陳冬陪伴孩
子的時間並不多。不過，在有限的休息時間裏，他會與雙胞胎兒子開心
玩耍，也會嚴格管理孩子的學習。據陳冬的妻子汪小燕說，她帶孩子出

去吃飯時，儘管爸爸沒空陪，他們還是經常會念叨哪個菜是爸爸愛吃
的。爸爸一段時間沒回家，孩子們就會問：爸爸啥時回來？陳冬原以為
他們是想念爸爸，後來才知道是怕爸爸回來，好日子又到頭了。
讓孩子們又愛又怕的老爸陳冬，在神十四任務出征前曾給孩子們寫
下一封深情的家書。「爸爸媽媽要求不高，上學以前，你們只管健康
快樂、瀟瀟灑灑。上學後，你們要學知識，更要學會誠實、勇敢、堅
持、善良，學會從很小的事情做起」，陳冬在信中說，希望孩子們學
會照顧好自己，成為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

劉洋把祝福寫進滿天星辰
在外人眼中，劉洋是「使命必達」的航天女英雄；在一雙兒女心中，

劉洋是有着無盡溫柔的媽媽。「有孩子之後，我柔軟了很多，這樣情緒
和心態的改變，讓我對待工作更加平和，也更有韌性。」談及執行神舟
九號任務和現在的不同時，劉洋說，當上母親後每當工作壓力特別大的
時候，只要回家看到可愛的兒女，心中就充滿了愛的力量。這種力量激
勵着她在工作中做得更好，讓孩子們看到一個更好的媽媽。
在執行神十四任務前，她與孩子之間有着這樣一次對話。「媽媽是航

天員，你感到驕傲嗎？」劉洋問。「是的，很驕傲！」孩子答。「媽
媽也很驕傲，但讓媽媽驕傲的是，媽媽為了工作、事業、夢想努力拚搏
的態度。媽媽希望你能夠好好學習，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讓媽媽也為
你感到驕傲！」在長達180天的任務期中，劉洋計劃每天在彩紙上寫下
一句寄語，再疊成一個幸運星。她說要把祝福寫進滿天星辰，等寫滿
180句話，疊滿180顆星星，就意味着可以凱旋返回地球了。任務「滿

月」時，劉洋疊下的星星，已有了30顆。

蔡旭哲妻女全力支持圓夢
首次執行太空任務的蔡旭哲，為飛天夢想已經準備了12年。

「每個人都像一片樹葉，不可複製，你在我眼裏就是獨一無二的。」
妻子王顏晴曾這樣鼓勵蔡旭哲。十多年來，蔡旭哲一心一意地準備着
飛天，哪怕孩子參加高考，他都沒請過假。對此，王顏晴沒有任何怨
言，全力支持。
蔡旭哲入列神十四任務，王顏晴認為時機剛剛好。父母身體安好，
孩子已經上了大學，丈夫可以輕裝上陣了。在蔡旭哲作為神舟十三號
任務備份航天員奔赴發射場前，上大學的女兒跟爸爸談心：「在我眼
裏，您是一個好爸爸，我非常愛您。」家人們用愛陪伴蔡旭哲，在夢
想的太空，展翅翱翔。
家人們愛的力量，溫暖着神十四航天員們，讓他們在太空站迎接一次

次的挑戰。在太空出差的一個月裏，只要有空閒時間和條件，航天員
們都可以通過電話和家人聊天，周末還可以進行視頻聊天。「雖然
天地相隔，但我們和家人的心始終密切相連。請家人放心，我們
在軌工作生活一切都很好，雖然工作任務重，但每一天都過得
很充實。有空的時候，我們喜歡透過舷窗觀賞地球美景，
找找我們牽掛的祖國和家。時間過得飛快，有工程全線
的支持和配合，我們一定會完成好各項工作安全回
家，你們也照顧好自己，期待回家和你們團
聚的那一天。」神十四乘組說道。

飛行骨幹首秀
蔡旭哲：不信有完不成的任務

蔡旭哲曾任空軍某訓練基地某團某飛行大隊副
大隊長，被評為空軍一級飛行員，他是能夠勝任

所有飛行科目教學任務的飛行教員和四機帶隊長機，
是團裏的飛行骨幹，2010年入選中國第二批航天員。
在12年備戰中，蔡旭哲經歷了脫胎換骨般的淬煉。他
要重新走進課堂學習枯燥的基礎理論，還要完成包括
體質、心理、航天專業技術等上百門科目的艱苦訓
練，每個科目挑戰的都是生理和心理的極限。

沙漠48小時歷四季
2018年，在巴丹吉林沙漠參加48小時沙漠生存訓
練是蔡旭哲印象深刻的經歷之一。當時最高氣溫達到
40多度，為防中暑，他所在的乘組等到太陽快落山時
搭建掩體。接着，他們遭遇了沙塵暴，颳起了8級大
風，第二天又趕上了沙漠中難得遇到的大雨。到了晚
上，氣溫一下子驟降到零度以下。好在搭建的帳篷特
別牢固，經受住了風雨的考驗。第三天，他們負重徒
步5公里，整整走了三四個小時。短短48小時像是經
歷了春夏秋冬四季，蔡旭哲每每回想起來依然覺得苦

中有樂。他說，「想起電影《長津湖》裏楊根思的三
個『不相信』：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務，不相信有克
服不了的困難，不相信有戰勝不了的敵人。我對此產
生深深的共鳴。」

堅守12年終圓夢
雖然所有航天員都通過了考核，全部具備了執行任

務的能力，但為飛行任務次數所限，蔡旭哲一直沒有
機會征天。曾經也是空軍飛行員中的佼佼者，來到航
天員大隊十幾年間，看着戰友們陸續飛天，蔡旭哲心
中也有遺憾。
經過艱苦的備戰，蔡旭哲於2019年12月入選神十

四飛行乘組，2022年6月5日首次進入太空。在神十
四飛船整流罩拋開的時候，陳冬、劉洋兩名已有飛行
經驗的航天員淡定地看着操作手冊，而蔡旭哲則好奇
地緊緊盯住窗外浩瀚星空，他輕輕拋起手中筆，首次
體驗着真實的失重感。這一刻在網絡上引發熱議，網
友們為蔡旭哲整整12年的堅守感動，為他的首次太空
之旅加油。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神十四三傑
在軌一月回顧

◆◆中國太空站中國太空站「「三艙三船三艙三船」」示意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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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六月十三 廿五大暑

自6月5日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陳冬、劉洋、蔡旭哲乘坐載人飛船從酒泉出發抵達中國太空站，開啟太空

站建造階段最繁忙、最複雜的飛行任務，在軌飛行至今已經一個多月。

神舟十四號飛行乘組在太空站通過天地通信模式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講述他們在「太空家園」的工

作、生活及全新感悟，提到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那一天，他們在太空中通過電視新聞觀看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大會，收看了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的報道。在此之前，他們還收到了來自香港小朋友的信，並在軌

回信。採訪中，陳冬、劉洋、蔡旭哲向香港市民送來祝福，向香港同胞長期支持載人航天事業表達謝意，並為

有志成為航天員進入中國太空站的青少年帶來了「秘笈」：「夢想其實並不遙遠，只要我們努力踮起腳尖。」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楊帆 北京報道

太空慶香港回歸25周年 勉勵青年築夢航天：

夢想並不遙遠 只要努力踮起腳尖

福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