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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从钱学森手稿分析其对毛泽东思想的

学习与领悟①

吕成冬
（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钱学森自１９５５年回国之后，就开始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并践行终身。他不仅大量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

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来源进行研究分析。在此过程中，钱学森对毛

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产生了深刻领悟，并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深化和充实了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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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６日，钱学森在给“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的回信中写道：“我对毛泽东
思想没有研究，所以没有资格去参加今年秋季将召开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讲习班’；当然也作不了报告。”［１］１５１然而，通过分析钱学森手稿所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手稿显示，他

不仅对毛泽东思想有着长达５０多年的学习过程，而且还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来源进行过深
入研究分析。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３ＡＤＪ００４）
作者简介：吕成冬（１９８５－），男，江苏盐城人，硕士，馆员，主要从事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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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致的研究发现，钱学森在１９８０年以后，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根据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技

术革命及其发展趋势，对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内容进行深化和发展。由此推断，钱学森在信中提

出“没有研究”和“没有资格”，其实是谦辞。

一　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过程
可以说，钱学森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是比较长久的，贯彻其回国后的整个人生。从整个过程来

看，大抵上分为三个时期：回国初期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文革”前后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

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系统总结与反思。

（一）回国初期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研究

钱学森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从研究毛泽东经典文献《矛盾论》和《实践论》开始的。据钱学森秘

书张可文回忆：“在力学所的时候，我经常见到钱先生和郭永怀先生两人，利用晚上加班的时间学习、讨

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有时候，我还偷着笑，觉得他们讨论的问题‘太有意思’，因为他们在

美国没有学过，是初学者。”［２］这是最早可见钱学森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资料。

正是基于对这两本著作的学习，钱学森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从事的技术科学，包括应用力学、喷气

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在本质上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所论述的内容，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就

是说，此时的钱学森通过总结在美国２０年的实践经验，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并且自称“回国后

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３］。

（二）“文革”前后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

钱学森从１９５６年底被委以重任，领导国防科学研究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阅读和研究毛泽

东著述。直到“文革”前后，钱学森再次有时间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较之回国初期的学习，此时的理

解更加深刻。

钱学森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曾担任“四清”组组长，这项工作对他教育很大。１９６６年５月

８日，钱学森在给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马兴孝的信中透露，自己在担任“四清”组组长的过程中，

“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感到更加亲切，学习报纸上有关突出政治的社论也似乎更能领会些”①。而“文革”

开始后，钱学森学习毛泽东的著述已经不再局限《矛盾论》和《实践论》。例如，１９６８年９月７日至１３

日，仔细研究毛泽东著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做了大量注释。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

思想的主要内容，钱学森开始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及其它相关著作。

（三）改革开放之后的系统总结与反思

钱学森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１９８４年退居二线后，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系统地总结学习毛泽东思

想的体会和经验。此时，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已经不再满足对经典文献的阅读，而是思考毛泽东思

想的形成过程和来源。为此，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

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下

了一番苦功夫。

此外，钱学森还注意到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也是其重要的来

源。例如，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８日，钱学森在给胡孚琛的信中就提出：“人类到今天的实践证明了只有马克

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概括，但真理也没有止境，还要发展和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对中国古代思想不可能了解很多；是毛泽东同志在他著述中倒常见有中国古代思想的闪光。”②

９２

①

②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钱学森致马兴孝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８日钱学森致胡孚琛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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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持有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经过长达２０多年的学习，钱学森不
仅全面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著述，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过程和主要来源也有了清晰的认

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学习过程中逐渐领悟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使其能够践行终身。

二　对毛泽东思想核心要义的领悟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７日，钱学森在给沈大德和吴廷嘉的信中强调，做学问只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

能够“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①。钱学森之所以如此自信，与他对毛泽东思想核心要义的领悟密

不可分。事实上，由于钱学森将毛泽东思想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其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通

过梳理钱学森手稿，可以概括出钱学森对毛泽东思想核心要义的领悟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内化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学森对此有较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在回国之

后不久，就领悟到在美国从事的技术科学研究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共通性，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１９６４年１月６日，钱学森在参加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学习张履谦同志的事迹报告会上，就重点指

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这种切身感受使钱学森在某种程度上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坚

定信仰，并将其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作为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在１９８１年６月１日的一次讲话中，钱
学森即兴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时，还现场引经据典背诵了其中一段内容，由此可见钱学森对

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熟悉和深刻领悟程度。

（二）看待问题要运用辩证的方法

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矛盾论》中有充分论述。钱学森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

断加深对辩证法的认识，并将其用于指导科学研究工作。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３日，他在给中国科学院成都分
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叶峻的信中就写道，“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很必要的。”②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他
在给董树君的信中又重申：“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其核心是辩

证唯物主义；辩证在于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即实践。”③

而至于钱学森为何会对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如此重要的认可，与其所从事的科学实践有直接关系。

钱学森曾说：“我是学科技的，我的体会上，搞科学技术最易出现机械唯物论。我是在研究中经受多次

失败教训后，在实践中才悟道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４］１３５－１３６早在１９５７年，钱学森在《技术科学中的

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以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们都是自发的辩证唯物

论者，他们研究方法是值得总结的。而有了辩证唯物论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科学的研究上去，提高研究

的效率，少走弯路！”［５］

（三）看待问题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钱学森在参与领导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过程中，对于毛泽东所主张的实事求是有着深刻的体

会。“两弹一星”事业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工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行的。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４日，钱
学森在给林志群的信中就指出，在工作中“光喊口号是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④，只有实事求是的

态度才能解决问题。这鲜明地反映了钱学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问题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钱学森审时度势地分析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
和世界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认认真真地

０３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７日钱学森致沈大德和吴廷嘉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３日钱学森致叶峻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钱学森致董树君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４日钱学森致林志群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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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国情，包括自然条件、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思想文化以及国际形势，只有如此实事求是，才能

“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工作效率，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把高度的科学性、革命性、纪律性有机地统

一起来，让如同异己力量一直统治着我们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逐渐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处于

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能自觉地按照预期的目的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

飞跃。”［６］

三　对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钱学森在晚年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在其中占

据着重要的指导地位。钱学森在继承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充实、丰富和发展。

“技术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毛泽东思想

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提出的“技术革命”思想主要是在分析１８世纪的蒸汽机、１９世纪的电力以及２０

世纪的核能的基础上形成的，指技术上的巨大变革，它对生产力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１９５５年回国之后，钱学森便注意“技术革命”思想的重要内涵。１９８０年，他在修订版《工程控制论》

的序言中对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技术革命乃是生产力发生飞跃变

化的技术根源，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又必然推动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变化。是蒸汽机技术革命带来了产

业革命这一生产力的飞跃变化，推进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电力技术革命却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历史

进程，促使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７］序言

显然，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事实上，钱学森也注意到，随着时代和科

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思潮，技术革命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所例举的三个

例子。早在１９７９年，钱学森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就明确提出正在发展的电子计算机也是一项技术革

命，其理由是电子计算机将大大推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而且还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代替人的一部分脑

力劳动，从而对整个现代社会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因为在他看来，“电子计算机不是毛主席讲的能与蒸

汽机、电力和核能并列的一项技术革命吗？”［８］

钱学森还针对此时出现的新技术，例如航空技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技术、核能核技术、航

天技术、海洋工程、系统工程，提出了“新的技术革命‘群’”的概念①。例如，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国农

业科学院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钱学森在会议上做报告时就提出系统工程也属于技术革命，并解释

说：“我们很多领导同志，在说搞好组织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时，常常提到系统工程。可见系统工程很重

要，应该也是一个技术革命。对于复杂的系统，不论是一个工厂，或者是一项事业，大至整个国家，要组

织管理这样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复杂系统，现在不是靠思考、设想、估计就行了，而是要靠定量的科学分

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所以系统工程也应该作为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也是技术革命。”［９］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钱学森对“技术革命”内涵的认识有了进

一步的深化。他高瞻远嘱地指出软科学也是属于技术革命：“软科学又是社会科学的应用，所以也可以

成为社会技术。这就是软科学的性质。同时，发展软科学也是一项技术革命，是软的技术革命，不是现

在提得很多的硬的技术革命。”［１０］

钱学森之所以在此时不断地对技术革命思想内涵提出新的认识和观点，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积极渴望新知识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需要从思想上进行指导，这正

如钱学森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当前出现的几项技术革

命的涵义，探索正在酝酿、即将出现的技术革命，能动地推进技术革命，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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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学森手稿，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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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７］序言在这里，已经明白地表明了钱学森发展“技术革命”思想的动因，即始终关心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发展，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和社会的高度繁荣。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日，钱学森在一次讲话中更直接地表明：“我认为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这一段
论述，很好地领会所提出的技术革命的概念。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整个国

家发展都是有计划的。我们确实需要一些锐利的思想武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规划、计划。而这些思想武器中，技术革命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１１］５０

四　余　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钱学森在１９５５年回国之后，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以及对

毛泽东思想的领悟。而钱学森有如此持久动力的原因，正如其所言：“回国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

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

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１２］而通过研究也可见，钱学森在学习过程中不再满足对毛泽东著述的阅

读，而是提出发展和丰富“技术革命”思想的内涵，给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及刚刚兴起的新技术革命

思潮以思想上的指导。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陷入到本本主义的教条中。他对毛泽东和毛

泽东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在给毛泽东研究专家萧延中的信中，就表达了毛泽东在科学

技术方面“懂得太少”而吃亏的观点①，这也表明了一个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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