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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科技哲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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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的科技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对自然本身的思考、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对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部署。他的科学认识论揭示了科学理论与实践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的

科学真理观阐明了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的科学方法论突出表现在用非常规思维方法走出了一

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这一系列成果与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高度契合，对推动以新质生产力为内在要

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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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科技哲学思想对中国科技事业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影响了

国家的科技政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我国加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指明

了方向，是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哲学基

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导原

则和创新动力。

一　毛泽东的科学认识论
（一）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

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

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

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

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

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

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

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

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

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

的一致。”①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认识的来源、过

程、规律及所能达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在批评

“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的错误观点时指出：

“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

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

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

一个体系罢了。”②这些话呈现了毛泽东在自然观

上辩证的、唯物的、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知识源于

生活，源于实践，源于与自然界的交流和对自然的

改造，源于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人们

的衣、食、住、行等生产和生活活动都离不开自然

界。正是在这种日常的交往中，人们从大量的生

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规律，从而

达到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践而发

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

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

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

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

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③这就是毛

泽东的知行统一观和科学认识论。毛泽东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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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生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生产实践发展

到一定的阶段，才会发生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

飞跃，理论的正确与否还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

和修正。

为了进一步阐述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

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

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

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

的关系……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

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

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①

生产实践是产生科学知识的源泉，是科学理论发

挥作用的基地，是产生科学理论的充分条件，也是

检验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必要工具，它构成了毛

泽东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同时生产实践不仅能

提供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且在实践中形成

的社会关系又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政策供给、制度

保障、智力支持等必要条件。

（二）真理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一直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１９７３年，
毛泽东在接见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肯定了科学实验

的重要性②，并由此提出科学实验是一项独立的

社会实践，这种实践作用于人的大脑产生第一次

感性认识。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

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包括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智慧成果，正是

人们走向自由的阶梯，“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

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

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

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

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③。“自由是必然的认

识和世界的改造”，“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

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④在毛泽东看来，

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必须经过认识和改造两个

过程。认识就是从初次实践而来的粗略知识，先

用这种粗略知识去改造自然，在自然中得到检验，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再认识，多次循环而逼

近真理。认识自然规律掌握科学技术，只有具备

科学技术这种思想和物质武器，人类才更有能力

达到对科学规律的再认识，运用再认识的科学规

律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有能力摆脱各种自然的

束缚，从而实现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作为科

技创新成果的新质生产力，能够摆脱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和旧生产力发展模式，并以这种先进生产

力质态改造世界，这就是毛泽东的真理观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诠释。

马克思认为：“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

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

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作用的社会原因

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

预期的效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的飞跃。”⑤马克思表达了只有控制“异己力量”

（科学规律）才是进入自由王国的必然途径⑥。由

此，毛泽东提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

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

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

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⑦在这里，

毛泽东强调学习和把握科学知识与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说明他不仅重视对

马克思理论的挖掘，重视理论来源，而且重视实用

技术的学习，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只有掌握客观

世界规律才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

主义建设。同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也需要我们发现客观规

律、掌握客观规律和运用客观规律。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科学理论不完全等同于

客观规律。一方面，科学理论虽然能够反映客观

规律，但是“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

条渐进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

是永远不能相交”⑧。毛泽东认为，任何一种科学

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是相对真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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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真理，需要不断地修正、纠正，“达到与客观

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①的认识，既是绝对的，又

是相对的。之所以绝对，因为这一认识已（近似）

符合此时、此地、此条件下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然

而，在漫长的宇宙长河中，这一认识只是相对于某

时、某地、某条件下具体过程的规律性的反映，因

而是相对的。这样，对绝对的整个宇宙发展过程

而言，人们的认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分。

对某一具体过程的真理性认识，在绝对真理的长

河中只具有相对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

成绝对真理。由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

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

永远没有完结”②。毛泽东对真理问题的认识与

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时所阐释的真理

观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同时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

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

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

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③

著名科技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１９６９年发表的
《猜想与反驳》，用了“逼真度”来表达这种观念。

他的“证伪主义”理论就是通过“猜想—反驳”来

获得逼真度高的科学理论，成为科技哲学史上具

有突破意义的转折。可见波普尔的理论与毛泽东

１９３７年撰写的《实践论》中的观点基本一致，这表
明毛泽东的这一科技哲学思想超越了时代。在

此，毛泽东不仅阐述了科学认识的规律、真理的相

对性，而且对人的思维能力的无限性和一定时空

内思维的有限性进行了辩证地论述。人的认识能

力是无限的，可以有机会把握绝对真理，然而对具

体历史阶段、具体时空中的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有

限的，因而我们只能发现相对真理。

（三）哲学、科学哲学与自然知识的辩证关系

自然科学同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列宁指

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

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

不同的部门中间。”④这就说明，自然科学是科学

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来源，离开了

自然科学，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

东指出：“必待自然科学的初步发达，有了知识的

基础，才能据之找出一种普遍必然的因素，才能形

成自然哲学。”⑤毛泽东阐述了自然科学是自然哲

学的基础、源泉。两位经典作家共同阐明了自然

知识、科学哲学、哲学之间的层级结构，科学哲学

是建立在自然知识之上的，哲学又是建立在科学

哲学和自然知识之上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

义包含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

础”⑥。这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最

高层级，因而追溯自然知识则具有基础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包

含对自然科学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当然，这

只能是“包含”而不是“代替”，是指对自然科学成

果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的部分。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

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

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⑦所以，“大家要来研

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

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⑧。自然科学的研

究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

近代科学发展史表明，很多重大科学成果的取得，

实际上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结

果。毛泽东非常重视科学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作用，一再号召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

提倡科学家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自

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在科学研究中少走弯路。

二　毛泽东的科学方法论
（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谈到：“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

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

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看世界，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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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

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

论，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

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

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①这是毛泽

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他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阐述了其科学方法论，“辩证法的宇宙

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

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

矛盾的方法”②。恩格斯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

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联系和互

相转化的运动形式，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

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矛盾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

排列。”③毛泽东在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又前

进一步，提出由于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是由各自

的特有矛盾所决定，因此要以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作为科学分类的依据。毛泽东分析了恩格斯、列

宁对矛盾普遍性的阐述，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了科

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科学研究要从质的特点认

识入手。什么是“质”呢？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

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

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

象。”④这说明，各门科学赖以确立的根据就是各

自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

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

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

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

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

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

的领域。”⑤

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

东强调，作为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从

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

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矛盾。

“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

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

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

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

矛盾。”⑥只有通过分析和研究，才能达到“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⑦。毛泽东非

常重视概念的区分，因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

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

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

事物的内部联系了”⑧。毛泽东认为概念实际上

指明了该事物的特定范畴，明确了我们的研究

对象，指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对概念的研究、对新问题的研究和对解

决方法的研究同样重要。当我们开始对一个新

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概念。

概念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

工具”，“科学地认识和界定一事物的概念，是科

学地认识该事物的前提”⑨。毛泽东倡导，把握

科学规律要分清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由现象

到本质。对当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就要从本质

入手，弄清楚新质生产力之何以为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

态”瑏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就是

从创新这个核心问题入手，抓主要矛盾，找出矛盾

的特殊性，以点带面，进而达到对整个新质生产力

理论的把握和认识。

（二）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认识

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延续，不随人的阶级意志为转

移，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

可以共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具备相同的实验条

件，就可以重复验证，只要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条

件，就可以开发利用。毛泽东则辩证地理解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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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八路军军政杂志社１９３７年版，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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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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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８５页。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９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２０２４年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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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科学技术与阶级的关系，他在《做革命的促进

派》一文中表达了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

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人是有阶级性的观点。科

学技术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方式，这些规

律具有客观自在性，不会随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

化，也不随国家性质的改变而改变。就自然本性

而言，所有人在自然和自然规律面前都具有相等

的地位。但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人是有阶级性

的，因而具有阶级性的人掌握科技知识的多少以

及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不一样，作用的领域不一

样，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科技知识掌握

在觊觎、窥视人民及我国政权的敌对势力手里，就

会形成对我国人民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就会变成

打压我国的筹码。“落后就会挨打”“东亚病夫”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已成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

耻辱和隐痛。科学技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就会成

为战胜敌人、战胜自然的有力武器。早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

力就无法提高，并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

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１９５５年在全国党的
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

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

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

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

新时期。”①毛泽东充分认识和把握了科学技术的

阶级性，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

兴的高度。１９５８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
又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国务

院立即制定了火箭和卫星发展规划，集中力量攻

坚克难，取得了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的壮举。

这一壮举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带动

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科

学技术服务能力的大小、强弱，与技术的发展水平

有很大的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中，苏

联专家曾建议毛泽东应在中国大上低技术，建造

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毛泽东拒绝这样做。毛泽东

深知科技能力的大小对一个国家能力大小的正相

关作用，倡导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不

仅要有实用技术而且要发展尖端技术。他充分把

握了科学技术自身的无阶级性与掌握科学技术者

的有阶级性的辩证统一，并巧妙地把两者结合

起来。

三　毛泽东对中国科技发展模式的辩
证思考

毛泽东对中国科技发展模式的思考不拘泥于

已有框架，不屈服于国外强势政治的压力，走出了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

（一）注重非理性因素

相信科学方法的合理性，遵循自然规律，是毛

泽东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原则，但毛泽东并没有

局限于此，他充分认识到了科学规则、科学方法、

科学理性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全部，必然性和偶然

性总是相伴而行，此起彼伏。他重视科学发展中

的非理性因素，不拘泥于已有的形式，集中力量搞

原子弹，创造条件爆破氢弹，突破常规发射卫星，

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使不可能变为可

能，这些科学壮举既震惊了世界，震慑了强敌，也

提振了国威。科学中划时代的发现大多都是自觉

或不自觉地打破了看似显然的方法论规则而成功

的，不仅科学内部不存在固定的合理性规则，而且

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可能划一条区分合理性

与非合理性的绝对界限。今天，我们突破重重封

锁，实现了“墨子”传信、“神舟”飞天、“北斗”组

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天眼”巡空……

这些无不是打破常规，由不可能变为可能，正是非

常规思维在新时代的最好呈现。

毛泽东从来不受制于固定思维和方法程式，

在众多非理性的因素中，重视激发人的精神力量，

并把这种非理性的力量发展到了极致。他领导的

新中国有太少的土地、太少的资本、大量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但他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

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②“美帝国主

义是纸老虎”③的大无畏精神，使这些有可能成为

负担的劳动力转化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

量，成为真正的国家财富，不仅把非理性力量用于

阶级斗争获得成功，用于生产斗争取得成效，而且

用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同样取得重大突破。在

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和感召下，邓稼先、钱三强、

４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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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翟源静：毛泽东的科技哲学思想研究

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任新民、王大珩等老一辈

科学家，舍小家顾大家，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

几十年如一日，固守沙漠，献出终生。毛泽东的科

技哲学思想是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理论

在实践中浴火重生的成果。

（二）寻求非常规发展模式

常规的方法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只有

采取非常规的方法。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道路问

题，他始终认为，我们不能走他国技术发展的老

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要坚持走独立自主的

发展道路。他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

点决定方针、政策”，“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

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

经验”①。“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

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②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们的科技事业曾经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之

后不久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让中国饱

尝了受制于人的痛苦。为此，毛泽东在第二个科

技规划中明确提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两

弹一星”的伟业就在这一时期铸就，高亚音速喷

气式歼击机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四　毛泽东对世界物质性的辩证思考
从古希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始，原子是物

质结构的最小单位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随着卢瑟夫发现质子，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后，科学

家们再度认为人类对物质的认识达到了顶峰，并

断言质子、中子和电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所

有物质都是由它们构成的。

（一）物质的无限可分思想

１９５５年初，毛泽东与钱三强探讨原子的内部
结构问题时，认为“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

限可分的。质子、中子和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

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的实验条件

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

们不信，反正我信”③。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

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

东的预言。日本名古屋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坂田

昌一根据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提出“两种介子”

理论，其中预言的新介子（即π介子）和新中微子
（即ν子中微子）都为其后的实验所证实。１９６１
年４月坂田昌一在《日本物理学会志》第１６卷第
４号发表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支持了毛泽
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毛泽东非凡的科学洞

察力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能力令科学家信服。

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对微观物理学界

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他去世后，１９７８年在夏威
夷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

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将新发

现的亚夸克粒子命名为“毛粒子”（Ｍａｏｎｓ）。他
说：“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有联系。按照他的

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

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着。因此，我想

取用他的名字来为我的这一成果命名。”④格拉肖

的话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毛泽东智慧的赞赏和

敬佩。

（二）无限宇宙模型

１９５５年，坂田昌一又提出了强相互作用粒子
的复合模型。他把基本粒子看作构成自然界的有

质的差异的无限个阶层之一，所有基本粒子不都

属于同一层次。１９６４年 ８月 ２４日，毛泽东会见
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和中共中央宣传

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他直接谈

到：“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

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

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

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

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

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

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

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

去。”⑤根据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中国

科研人员朱洪元和胡宁于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
６月创建了“层子模型”。按照这种模型，所有已
知的基本粒子都是由三种更为基本的粒子“夸

克”组成的。从此以后直到１９７４年以前，物理界

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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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所有的粒子是由三种夸克所组成，也就

是说三种夸克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但毛泽东

却不认为三种夸克就是基本粒子。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１６日，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在中国科协年
会开幕式上作特邀报告中讲到：“我是学实验物

理的，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没有实验

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当实验推翻了理论以后，

才可能创建新的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

的。……两年以后，我们果然发现了一种新的粒

子，它们是由新的夸克组成的，我们把它命名为

Ｊ／ψ粒子。Ｊ／ψ粒子的发现，改变了物理学界长
期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夸克的观念，改变了人类

对于物质基本结构的认识。继 Ｊ粒子之后，人们
又找到了新的粒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至

少存在六种不同的夸克。”①丁肇中的报告再次印

证了毛泽东科技哲学思想的伟力。

五　毛泽东的科技战略思想
毛泽东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提高到自然辩证

法的高度，并用他所获得的科技哲学思想指导实

践，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高表现体现在他的科

技发展战略上。

（一）奠定基础，制定科技发展规划

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独立

的支撑作用。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 １日，新中国刚刚建
立一个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全国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解决国民

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

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强调革命实践本

身是一种科学，合乎辩证法，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

界的目的，必须学习辩证法，它是改造自然与社会

实践的武器②。毛泽东从工具、实践和效用的层

面上谈科技哲学的重要性，很适合当时大部分中

国人的理解能力和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
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指出“我们国家大，人

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

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

家”③。毛泽东认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仅表现

在物质层面，更表现为人的能力。“社会主义革

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

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

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

上的先进水平。”④他着手制定第一个科学技术发

展规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

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

方针，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学

技术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时期，毛

泽东通过分析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深刻体

会到中国加快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在毛泽东加快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思想指导下，

１９６３年我国又制定第二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即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

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

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

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

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

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⑤

由于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工作亲自部

署，千方百计吸引海内外顶尖科技人才，从国家层

面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开展科学研究，我

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科技成果，稳固了新生

的人民政权，也为新时代深化改革与开放事业、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打下坚实基础。

（二）迎头赶上，用科技装备强大国防

面对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毛泽东总结出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规律，指出“如果不在今

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

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

的”⑥。在这里他阐释了科学技术对国防的重要

意义，认为只有科技装备的强大国防，才能有效维

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他强调“国防不可不

有”，“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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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翟源静：毛泽东的科技哲学思想研究

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①。“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

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

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②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明确表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

军”。当年，我国造出了第一架飞机，开启了中国

自行研制现代国防武器的先河。１９５５年，毛泽东
指出我国的原子能工业“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

候了，该抓了”。他于 １９５６年发出了“中国必须
掌握尖端国防科学技术，先进武器必须要搞”的

时代强音。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再次作出“搞一点原
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

在１９６４年 １０月 １６日、１９６７年 ６月 １７日、１９７０
年４月２４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

一颗氢弹，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

是在毛泽东“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建设强大国防”

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集

中精力实施一系列重大国防计划，实现了重大武

器装备研制工作一个又一个突破，极大地巩固了

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地位，为中国赢得了较长

时间的和平发展环境，为新时代耀眼的航空航天

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防科技事业建设、发展

和我国国防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

强则国家强”③。毛泽东的科技发展战略正是站

在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的大局上制定的，一个用高

科技武装起来的强大国防，既保卫了我国的领土

安全，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对安稳，也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科技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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