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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特尼克”之梦：俄国的技术情怀与大战略
石靖

4 月 12 日是俄罗斯的宇航日，今年恰逢人类进入太空 60 周年纪念。在每年初春，回顾和庆祝在太空探索方面的成就都是

俄罗斯的国家主题之一。太空探索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带有浪漫情怀的寄托，但不论是具有前景意义的国家战略，还是可被

个体分享的浪漫和美好，作为内核的技术“不言自明”。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Yuri Gagalin) 乘坐“东方 1 号”

宇宙飞船飞入太空，标志着人类首次进入外层空间。60 年后的今天，在这片曾经的苏联故土，“卫星 V”新冠疫苗正活跃在俄罗

斯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宇航英雄的后人们仍坚守和传承着俄国的技术情怀、前赴后继地追寻着超越代际的“斯普特尼克”1 之梦。

“斯普特尼克”是俄语音译，释义是卫星。苏联研制并成功发射的人类首颗人造卫星以“斯普特尼克”命名，不带华丽名

称的修饰，展现出的是制造者对于技术的专注和自信。当今时代，俄罗斯的强国内核是技术，硬核技术则依托于艰苦卓绝的

付出和宽广的视野 ；全球层面，科学技术仍是随时代持续“奔跑”的前沿，“斯普特尼克”的含义仍在不同国家在技术层面感

知的交互中被打磨和推演。

一、作为梦想时代开端的“斯普特尼克”

1957 年 10 月 4 日，人类的历史因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 1 号”(Sputnik I) 被改写。这一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绕地

球椭圆轨道运行约 98 分钟，自此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被冠以大国“太空竞赛”的开端。2 在首次

人造卫星发射之后，苏联又紧锣密鼓安排了后续计划，伴随技术打磨和进展的是与日俱增的竞争因素，因而苏联的“斯普特尼克”

之梦在高效率被安排进入“轨道”的同时，不乏强调竞争因素和操之过急的案例。人类的太空征途正是在大国政治关系的“低

温”状态下开启，并在相对短暂的文明史片段中不断带来振聋发聩般的震撼。

在莫斯科市东北部的和平大街上，伫立着一座具有典型苏联设计特征的“太空征服者”纪念碑 ：在厚重的底座之上，宇

宙飞船一飞冲天、划出优美的弧线，载着苏联的宇航之梦奔向深空。在纪念碑基座前，是苏联宇航事业乃至人类航天历史的

重要奠基者——康斯坦丁 ·齐奥尔科夫斯基 (Konstantin Tsiolkovski) 。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于 1903 年被正式提出，即在

不考虑空气动力和地球引力的理想情况下计算火箭发动机工作时获得速度增量的公式。他的重要贡献在于阐释了“地球是人

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3

另外一位对苏联卫星之梦作出重要贡献的功臣是谢尔盖 ·科罗廖夫 (Sergei Korolev)。这位来自右岸乌克兰的少年，曾经

在鲍曼求学，与图波列夫、齐奥尔科夫斯基以及灿德尔等知名人物都有过交集。在经历种种挫折之后，他成功研制苏联首枚

洲际弹道导弹，为苏联在 50—60 年代先于美国实现卫星梦的跨越做出了重要贡献。鞠躬尽瘁的科罗廖夫长眠于莫斯科克林姆

林宫的红墙之下，而他的名字是在 1966 年去世之后才被公布。

在距前辈迈向太空的 60 年后，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在今年 4 月 18 日表示，该国将于 2025 年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并

着手建造自己的空间站。4 作为目前在轨运行的最大空间平台，因技术时效等问题，俄罗斯深度参与建设和运营的这一空间国

际合作项目即将进入终章。国际空间站的设计服役时限以及目前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是俄罗斯“另起炉灶”并延续航天优

势传统的逻辑缘起。再次追求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人类共有的飞天梦固然美好，但现实国际环境以及在技术领域的保守化趋势，

使得复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团结”显得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

在协商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中，俄罗斯所负责的技术研发任务和实体在轨舱建设整个工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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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赫鲁尼契夫国家航天研制中心 5 建造了国际空间站的首个组件——“曙光”号功能舱 (Zarya)，并由“质子―K”火箭装载从拜

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启航送至预定轨道。2000 年 7 月 26 日与“曙光”号组件对接的“星辰”号服务舱 (Zvezda) 是国际空间站

的另一核心部分，同样也是俄罗斯制造。以上两部分俄制组件都基于本土技术并存在实际技术设想雏形 ：“曙光”号功能舱源

于俄罗斯当年为“礼炮”号空间站 (Salyut) 研制的 TKS 飞船 6；“星辰”号服务舱的基本框架结构为“DOS-8”，是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苏联计划建造的“和平号―2”空间站的核心部分。7

据美国航天局的描述，多国的空间机构合作伙伴关系为国际空间站提空了组件以及运行管理支持。俄罗斯作为 6 个主要

参与方之一，参与并为“迄今为止在政治层面最为复杂太空探索项目”8 付出智慧和精力。根据公布的信息，俄方为保障国际空

间站操作和管理提供的设施包括 ：位于莫斯科市的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Roskosmos)、位于科罗廖夫的国际空间站任务控制中心、

位于莫斯科附近星城 (Zvyozdny Gorodo) 的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以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9 在 2011 年美国

航天飞机退役之后，俄罗斯载人飞船成为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转运航天员的最主要方式。10

起步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航天工业，在大国竞逐的冷战时期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塑造了囊括多个领域的苏

联重工业体系，奠定了大国的技术基底，的确也为莫斯科带来了在技术层面之外的荣光。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斯普特尼克”

的未竟之路遭遇了意外挫折。可是，特殊时代也为俄罗斯的航天梦提供了新的机遇，曾经的美苏“太空竞赛”被美俄引领的

太空国际合作所置换，也成为俄罗斯重启国家技术战略的内容之一。当前，技术因年久失修暴露问题不断，而曾归功于突破

政治实现的合作也因“年久失修”而疲软，甚至负面因素迅速反扑。对于在航天技术领域面临二次困境的俄罗斯，是时候为

自己的“斯普特尼克”之梦进行抉择了。

二、承载当代俄罗斯技术情怀的“卫星V”新冠疫苗

从“斯普特尼克 1 号”到 2020 年“卫星 V”新冠疫苗的注册，已经过去了充盈太多世事变化的 63 年时间。时间的演进

真实可感，而对于时间承载的内容却有不同解读。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文化、理念等软性指标是超越国家历史演进阶段而始

终存在的，另外作为国家和民族硬核骨架的技术能力也同样如此。对应苏联时代作为高光内容的太空探索，以及苏联为“斯

普特尼克”之梦付出的辛劳和技术主导的思维，正映射到当前“斯普特尼克时刻”俄罗斯坚守技术投入、延续技术荣耀的逻辑。

4 月是俄罗斯漫长冬季的尾声，在似乎还不能完全验证气温与新冠肺炎病毒流行关系的当下，俄罗斯的日新增感染人数

正逐步下降。或许相比季节变化，俄罗斯本土制造的“斯普特尼克”疫苗则更代表了知识、技术以及理性的力量。截至目前，

全球各国已经历了一年有余的疫情考验，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疫苗研制和普及接种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重点工作。特别

对于大国而言，突如其来的全球严重疫情除考验治理和应对能力，同样更是对技术实力的大考。不出所料，“底子硬”的俄罗

斯以事实说话，再次走在了强国前列。

不知在俄罗斯有过生活经历的人是否赞同，俄制药剂虽然包装普通，但的确对症且疗效显著。对于有些信息源渲染出体

现“简单粗暴”特点的医疗，正确的理解方式应当是医者仁心的俄式表达 ：医药承载的是治标治本的目标指向，蕴含的则是

传承并发展的科学技术基底。作为全球首个注册的新冠肺炎疫苗，“卫星 V”在 2020 年 8 月被公布相关消息时引起了不小轰

动和关注，甚至也包括质疑。回头来看，俄罗斯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方面以技术实力做保障，但在未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情

况下抢先注册，是否也与美苏竞争时代的逻辑一致？

选择“卫星 V”进行新疫苗命名，当代俄罗斯寄托着明确的希望 ：再次开启属于自己的技术时代。值得庆幸的是，不仅

俄罗斯抢先欧美国家首先注册了世界首支新冠疫苗，而之后的实际临床结果也证实了俄国人的技术自信和底气。从 2021 年初

开启境内居民疫苗接种工作，俄罗斯以疫苗的实际疗效有效抑制了境内新冠肺炎病毒的流行以及疫情的反复，整体疫情形势

也反映出了普及疫苗接种的成效。

研制“卫星 V”疫苗的机构是俄罗斯卫生部伽马勒国家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研究中心 ：成立于 1891 年，经历超过一个

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领域的世界级领先科研机构。111966 年开始，研究所以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伽马勒

(N.F.Gamaleya) 命名，当代俄罗斯继续沿用此命名办法。研究所的发展跨越了俄国多个历史发展阶段，也汇聚了大量在相关领

域的杰出专家，伽马勒院士作为俄国医学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为流行病学的发展、微生物变异学说以及抗原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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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卫星 V”研制成功的技术来源于俄国厚重的科学技术基底。此次首支注册新冠疫苗的研发单位伽马勒国家流行病

学和微生物学研究中心，就是俄国在技术领域体现历史积淀关怀现实需要的生动佐证。数个世纪前，俄国领导者选择相信技

术是强国战略实践的开端。18 世纪初，首所以西方教育机构模式兴办的大学以及国家科学院在圣彼得堡成立，与同时期兴建

北方首都、彼得称帝以及更改国号等一系列重要且密集的历史事件一道，成为俄罗斯开启近代化发展之路的重要内容。被世

人熟知的彼得大帝，却曾拥有一段隐姓埋名在西欧学习造船技术的经历。在西方先进于东方的时代，精准把握现实的彼得，

抓住了强国的技术要害。13 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同时善于学习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俄国铺就了成为欧洲强国乃至再后

来具备世界级科技实力的最初道路。从彼得时代至今的 4 个多世纪，俄国历史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技术细节。如果说“理智

不能理解俄罗斯”的话，何不仔细品味亚历山大三世的名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14，就能更容易理解这位“技

术控”和少有言语表达的技术情怀。

接纳“卫星 V”疫苗的国家不断扩展，俄制生物医疗工业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施加影响”。事实上，在疫情出现之前，“恐

俄症”早已在一些国家认知中根深蒂固，因而对于一些源自俄国的“输出”都存在由怀疑、恐惧到反制不同层次的态度和实践。

疫情之下，俄制“卫星 V”疫苗也难以避免被政治化的命运，“不友好”国家因政治考量进行抵制，在自认为疫情和政治的天

平能勉强维持动态平衡的情况下，政治因素仍旧活跃。尽管面对的是不太尽如人意的抗疫团结，但俄制疫苗已成功在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阿根廷等国注册，在俄境外的疫苗接种带去了实际疗效。15

结语

4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大篇幅阐述了疫情背景下国家和国民生活的成就、

挑战以及应对工作。除在抗击疫情工作方面强调了技术研发，国情咨文还特别提出在被定为“科技年”的 2021 年，开启适应

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多年科研工作计划。普京强调，科学是当今世界的绝对关键，俄罗斯正在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启

动创新计划。在举例说明中，普京提及了卫生和生物安全、新能源综合开发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内容都

将获得国家重要性项目的地位。16

从“斯普特尼克 1 号”到 2020 年“卫星 V”新冠疫苗，是俄国技术情怀的延续和当代体现。如此大体量的国家也正因坚

守基础技术，在经历世事变化中始终有存量可用，在失序甚至无序的世界中坚守定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五年计划的

开启和实施显著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使外界真正看到了技术情怀的实践，也奠定了苏联后期乃至当今俄罗斯大战略的基础。

俄国时期，从彼得远赴西欧学习技术到亚历山大一世 1814 年进入巴黎的荣耀时刻，长达一个世纪的近代化历程纵使存在曲折，

但彼得堡对先进技术的认同从未存疑。由近及远，俄国的技术情怀绵延数个世纪，夜以继日地塑造和打磨着罗斯的强国之梦。

未来是星辰大海，“斯普特尼克”之梦也还将继续。卫星的视野是俄国大战略的一个缩影，绵延数个世纪的技术情怀也必

将给俄国以及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多惊喜。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区域为高加索及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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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第二代空间站。“礼炮”号空间站是苏联历时最长的一项载人航天计划。之后，苏联开始进行“和平”号空间站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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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кадемика Н.Ф.Гамалеи,  https://gamaleya.org/about/istoriya-tsentra, April 27, 2021.

13 【英】帕特里克 · 贝尔福，栾力夫译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25-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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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1.6% ！俄“卫星 V”疫苗有效性远超阿斯利康与强生，应该怎么看？》，《环球时报》2021 年 2 月 3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
690688545817401772&wfr=spider&for=pc，2021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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