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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朵院士结缘， 要从朵氏家族

的寻根问祖说起。
目前甘青朵姓族人正在编纂

《甘青朵氏家族》一书，从谱系中追

寻得知，朵英贤院士是编委主任朵

权贵的爷爷辈。 2012年春节，朵权

贵偕妻子万春香去北京给爷爷朵

英贤祝贺八十大寿，并呈上了《甘

青朵氏家族》的初稿。 朵院士把自

著的2012年1月刚刚在北京出版的

《中国“枪王”》一书，送给了他们。
《青海日报》 记者魏兴国也有幸收

到有朵院士签字赠言的《中国“枪

王”》一书。 作为两个老报人，他们

在读完这本书后，被朵英贤院士的

传奇人生所感动，采访朵院士的愿

望更加强烈……
朵英贤院士今年已八十高龄，

一双慈祥的眼睛，睿智中闪着熠熠

的光芒。 和蔼可亲的面孔，更显出

精神矍铄的老者风范。在我们的要

求下， 他欣然接受了采访。 他说：
“我 的 祖 籍 在 永 靖 县 山 城 镇 朵 家

沟，紧挨着青海。父亲经常讲，我们

的祖先可能曾是羌族（藏族的北方

部落）， 经过元末明初动乱迁到青

海东部地区，明清时期曾是当地一

个藏族土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

们又不止一次地通过信件和电话

交流，怀着敬仰之情，开始走近这

位名震中外的老人……

一

1956年7月， 朵英贤这位从黄

河上游大峡谷一个山村走出来的

青年，论文被国家答辩委员会（以

国 务 院 名 义 请 来 的 专 家 组 成）通

过，他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工业学院

自动武器设计专业毕业， 随后留

校， 主要建设自动武器实验室，由

学生变老师， 仍生活工作在校园。
从此，他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用机枪研制项目是研制一

种新的机枪，来代替正在装备的两

种重机枪和一种轻机枪，而且要大

幅度减轻重量，技术要求和目标都

很高。由于当时我国的研制基础薄

弱， 机枪厂只仿制过两种轻机枪，
没有独立研制过重机枪。武器用的

材料只有仿苏产品所用品牌，国内

也仅仅有仿苏产品的工艺。如何破

解这个难题呢？ 只有在结构上突

破！朵英贤他们从最主要的心脏部

件枪机入手， 进入论证方案构思。
在朵英贤的主持下很快构思出一个

短枪机方案（揳铁上下闭锁）。 1959
年，他率领课题组去昆明协作厂，合

作完成了工程设计， 并进行了必要

的分析计算，便投入样枪试制。1960
年初， 此方案样枪在国家试验基地

进行了一系列摸底试验。 射击打响

打连都不错， 实验结果超过了他们

预期的目标，枪身重量明显减轻，但

这毕竟是尝试性的摸底性的样枪，
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1960年暑假前，在下两届学生

的参与下，一个新的枪身方案产生

了。这个方案保留了论证方案短枪

机的特点，构思了一个新的供弹机

构（另一个心脏部件），大胆地将双

程进弹系统改为单程进弹系统。这

一构思是出于进一步降低重量、简

化结构，还能降低加工成本。 朵英

贤带领全体人员攻克难关，在多方

案中筛选后确定了单程进弹的枪

身方案。 同年10月，他率领课题组

带着新方案第二次去协作厂，在这

里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研制工作，
近5年的时间， 他带领学生边实习

边设计，终于把两用机枪结构的方

案定了下来。这一项工作是创建性

的，使课题组的每一个人都提高了

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枪 之 魂
———记自动武器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朵英贤

□文 /魏兴国 万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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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在下届学生的参与

下，完成了新枪架方案的设计。 这

个方案的主要特点是创造性地利

用了浮动技术，这项技术在国内属

首创。 1963年，产品的结构已定下

来，进入正样机阶段，朵英贤因病

离开了工厂，由他的学生撑起了研

制的重担。经过努力，1967年，轻重

两用机枪的研制工作已出成果，并

由毛泽东主席批准设计定型。命名

为67式重机枪，1970年生产定型后

装备部队。 经军队大批使用67式，
在1975年和1979年作了两次重大

改进， 分别命名为67-1式和67-2
式。67式两用机枪获1978年全国科

技大会奖， 它的改进型67-2式机

枪获1983年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
单程进弹机构获省部级发明一等

奖和身管“四和一”技术获省部级

科技一等奖。67式机枪的技术含量

很高， 该机枪一直装备到20世纪

末，是同期研制的轻武器重点型号

中唯一长期服役的产品。

二

“文革”时期，34岁的朵英贤风

华正茂，正是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时

候，却受到了无情的打击。1970年，
妻子曹占英在学习元旦社论时，因

构思漫画专栏之事便信手在桌子

上涂画，不料被别有用心的人将有

些字硬串成一条“反标”，被残酷批

斗后抓进监狱。 他被牵连，批斗后

打入 “劳改队”。 灾难来得如此之

快、如此之猛，他甚至想到了死，但

一想到一双不到三岁的幼儿的将

来和妻子的遭遇，朵英贤抛弃了轻

生的念头， 坚强地面对残酷的现

实。 在被打入牛棚的日子里，他付

出了艰辛的劳动。拉沙子、搬砖头、
掏大粪、种菜、修炉灶、改锅炉等重

活累活他都干，并在劳动中想方设

法改进劳动工具，提高效率，以更

好的表现来保护自己。 在劳动中，
他学会了木工活、泥工活，还学会

了盖房子、做粉条、做冰棍。他做的

家具、修的炉膛在家属大院很有名

气。这些手艺提高了在艰苦环境中

的生存能力，但这终究不是他所追

求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这里他白

天被迫劳动，晚上帮人干活，前途

茫茫，只能为生存而挣扎，不经历

如此苦难，很难体会个中滋味。
因政治上的蒙难，为了一双儿

女和家人的团聚， 他离开学校，到

甘 肃 省 兰 州 油 泵 厂 工 作 近8个 春

秋。 在甘肃电影机械厂、油嘴油泵

厂一线的实践中，他学到了有色金

属和黑色金属、 冷加工和热加工、
毛胚精化工艺和超高精度工艺的

科技知识，油泵厂对喷油头进行了

改革，“小型柴油机通用喷油总成”
“螺 旋 弹 簧 最 小 体 积 设 计 法 ” 于

1978年获甘肃省科技大会奖，荣获

甘肃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开始拨乱反正，这年全

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

中国的科技事业迎来了又一个春

天。 朵英贤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

他终于盼到了实现人生理想的这

一天。 不久，邀请朵英贤归队的信

函接连不断地发来，有南京炮兵工

程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前身）、太原

机械学院，特别是接到第五机械工

业部二○八研究所的来信，信中转

达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领导田牧

希望他归队的意思。 1980年10月，
朵英贤一家四口回到北京。 有人

说，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应向上

提点什么要求，他想起三哥曾经讲

给他的一个印度谚语：“一个光脚

走路的人，痛苦难忍，可当他看到

一个没有脚而在地上默默爬行的

人时， 心中的难受和痛苦立刻消

失……”正因这样，才有了他以下

的内心独白和自勉诗，他说，“我从

1956年参加工作已23个春秋，半生

坎坷，半生蹉跎。有诗自勉：坐地行

空五十载，天公难老人易老。 少不

更事常跌宕，老来奋蹄赖痴熬。 浓

墨重彩绘改革， 我言秋日胜春朝。
就把我的秋日权当春日来利用吧！
能来到二○八所心里有说不尽的

感激之情，快50岁了，这个所应该

是我一生的最后一站， 也是新的起

点。命运把我跟她绑在一起，我要为

她的发展竭尽全力。”这使我们想起

朵英贤一生与枪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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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来，“老牛自知黄昏晚， 不待

扬鞭自奋蹄。 ”他不负重托，满怀激

情，争分夺秒，忘我工作……

三

自1980年到中国兵器工业二

○八研究所工作后，正值国外在发

展步枪小口径化和枪族化，这是步

枪技术发展的第四代（前三代是后

膛枪、机械装填枪及自动装填枪），
源 自1965年 美 国 诞 生 的5.56毫 米

M16自动步 枪， 是 一 次 技 术 性 换

代。 归队后，他见到了能与AK47分

庭抗礼的M16武器，重新踏上了追

逐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
我们与朵英贤院士的交谈和

采访中又回忆起了一段往事，作为

我国第一批自动武器设计研究专

业人才的他， 从20世纪50年代开

始，和这个几乎白手起家的“专业”
一起， 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

程。 1958年，当他第一次见到AK47
及它的发明者俄国人卡拉什尼科夫

时，仰慕不已，当看到1965年美国人

尤金斯通纳设计的M16在越南战场

上异军突起时，他又一次震惊。 美、
苏两大枪王暗中较量的序幕拉开，
而中国的轻武器行业却在“文革”中

受到重创， 他自己的事业也几乎夭

折。 他回忆说，我国起步不算太晚，
1971年3月就确定跟踪研制，但正值

“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极度缺

乏技术人员，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武器系统还未确定。
鉴于国外小口径枪族发展势

头很快、 国内进展缓慢的实际，中

央军委决定重新论证，重新组织研

制。 1990年，兵器工业总公司决定

组成全行业的团队，集中优势力量

进行研制，朵英贤被任命为“新5.8
毫米班用枪族系统”研制的总设计

师。 那时他已是58岁了，为什么请

他“出山”，上级领导认为，他专业

理论基础和实践知识扎实；有多种

产品研制的经验；熟悉工艺技术和

生产管理。 尽管如此，对他来说难

度仍然很大， 因为干枪械这一行，
研制系统不算复杂，但成功概率较

小。有句话“轻武器不轻”就是这个

道理。 产品换代的难度很大，苏联

的AK系列风靡世界60多年， 换了

几乎30年还是回到起跑线上。巴拉

贝鲁姆手枪弹已有100年的历史，
各国出了不少同类新弹种，终点效

应始终不能逾越。轻武器看似门槛

不高，一旦陷进去，出来却行囊空

空。67式机枪等三军使用的轻型主

战武器，从来都是换代难。 所以他

清醒地知道，这个研制团队必须有

较高的学术和技术素质，否则不可

能取得成功。当他主持的总设计师

系统的工作启动时， 国内只有4个

应急竞标方案，经过曲折的方案论

证、工程设计、技术攻关、系统工厂

鉴定、设计定型试验、部队使用试

验等阶段，产品终于在1995年被批

准设计定型，命名95式。 这个系统

是一次成功，从方案论证到设计定

型试验，有效研制时间只用了两年

零 八 个 月， 可 谓 创 纪 录 的 神 速。
1997年和1998年分别获得部级科

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级科技进步一

等奖。95式枪族的整体性能达到了

军方提出的要求。它的主要性能指

标， 堪与现在国外同类名枪相媲

美，其中，重量、尺寸、直射距离、终

点效能等主要指标名列前茅。1996
年装备了驻港部队。 1998年8月生

产定型，之后，陆续装备三军。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提供全系统

自行研制的步兵主战武器。
在他一生的研发工作中，以研

制95式枪族最为紧张。 众所周知，
兵器行业是仿制起家的，是拿着人

家二流产品的图纸、工艺技术文件

还有样品和提供的材料及设备建

起了自己的生产线装备了一批老

式武器。他认为，现在，我国的小口

径枪族化已经无路可退，不从“仿”
字上醒过来， 继续重复过去的老

路，仍将一事无成。 那么他和他的

团队是如何取胜和成功的呢？要不

“仿”，就得创新，而突破口又在何

处？要创新除了做力所能及的改进

以外， 只能从结构上找突破口，这

是“穷人”可以对“富人”叫板的唯

一途径。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

任技术主管时开始琢磨美、 英、法

等国的小口径枪族的结构，企图从

这里探索出突破方向，他和他的团

队终于成功了。朵英贤深深地体会

到，路在脚下，但道路并不平坦，所

有通往目标的路都是崎岖不平和

荆棘丛生的。 只有脚踏实地、实事

求是地分析和克服困难，才能实现

既定目标。
他还从世界上两个军旅出身

的著名枪王———苏联的卡拉什尼

科夫和美国的尤金斯通纳的交谈

中，得出两位枪王在战场上和实践

中获取了许多宝贵的设计灵感和

优势， 但他们在力学上有薄弱环

节。 苏联的AK47枪族以可靠性著

名，即使在风沙雨雪天气恶劣的环

境中，也能正常使用。 但其精准度

不够，耗弹量大。 美国尤金斯通纳

的M16枪族，弹道低伸、精准度高，
但比较容易出故障。前者顾了可靠

性，顾不了精准度；后者有了精准

度，却差了可靠性。 其原因在于力

学基础问题。朵英贤带领的团队恰

恰在力学基础上找到突破口，他博

采众长，注重创新，以力学优势同

时攻克了可靠性和精准度指标。
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

等军委领导实地检验了这种轻武

器， 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最具代表性的小口径枪族，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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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员，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勤劳勇敢，开拓奋进，民风淳

朴， 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兴旺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历史的长河中，
土族中涌现了无数仁人志士， 他们

名垂史册的功绩， 既是中华民族的

骄傲，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目光远大的

土族先民、政治家阿柴

阿柴（公元313—663年），也称

阿豺，是鲜卑族慕容氏在青海建立

的草原王国吐谷浑的第九世国主。
据史学家多方考证，吐谷浑是今天

土族的一个祖先，这已在史学界获

得共识。阿柴勇有谋略，才思过人，
使吐谷浑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兼

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 ”
吐谷浑王国在青海长达350年，在

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慕容

鲜卑，原居辽东，称为辽东鲜卑，其

庶出长子吐谷浑受内部排挤后举

部西迁，沿阴山入鄂尔多斯，后又

越陇山渡洮水， 驻牧甘青羌人之

中，逐渐征服羌人并形成强大的部

族结合。 至吐谷浑儿子吐延时，遂

以中国古代礼俗，以吐谷浑名字部

族结合称号，并以为国名，国势日

强。传至阿柴时，国势强大。为对付

强大的西秦，阿柴主动与南朝刘宋

政权联好。阿柴英年早逝，在病中，
他坚持大家务以国事为重，在他死

后不要立他的儿子为王，立其同母

弟慕璝为王。 临终时，他将20个儿

子召至榻前，让每人拿一支箭置于

地下。先教其弟慕利延拿起一支来

折，脆声响处，箭杆折断。他又分别

让其弟和20个儿子将剩余的19支

名垂史册的土族历史名人

□文 /滕晓天

合理，性能先进，结构新颖，使用可

靠，造型美观，总体性能和主要战

术技术指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这标志着我国轻武器研制发展已

实现历史性跨越。”1997年8月5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系统地展

示了装备驻港部队的轻武器，重点

报道了95式枪族的性能。 《解放军

报》也作了相关报道。同日的《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媒

体以《我国轻武器发展跻身世界先

进行列》《我国轻武器发展跻身世

界前列》等为题作了报道。
走过人生八十载的朵英贤，经

历了辛苦磨砺和无数次研制，终于

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成就。 “95

式枪族”的成功研制技术，承载了

他和他的团队的泪水和喜悦，也承

载着中国人的骄傲和信心。这一研

制的成功，为我国的富国强军战略

和国防建设增添了动力，为国防安

全增添了砝码，为中华民族增加了

自信。 这是中国人共同拥有的荣

耀，也是展现两代研制枪族人艰苦

卓绝的奋斗史。朵英贤作为我国著

名自动武器设计师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 完全可以同世界两位 “枪

王”并驾齐驱。不愧为中国“95式枪

族”之父———枪之魂。 2009年3月，
中央电视台CCTV-10《大家》栏目

以《“中国枪王”———朵英贤》为题

播出。 在采访结束时，朵院士对媒

体称他为“中国枪王”的赞誉不太

接受。 他一再强调，95式枪族的成

功是一个团队智慧的结晶，不是个

人所为。还说真正的枪王是要经过

战争的考验和血与火的洗礼，而他

并不希望战争发生。
如今，已八十高龄的朵英贤院

士兼任着南京理工大学、 厦门大

学、 中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

师。为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自动

武器技术做一次梳理，让后人认识

前人走过的路，积累经验，汲取教

训，他亲自挂帅，整理编著大型丛

书，以此来鼓励带动该学科的后继

者踏上巨人的肩膀在科学的道路

上再攀高峰。

土 族 史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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