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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博大精深，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内容涉及人类知识体系的各个方面，
有些科学领域他探索得很深，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前瞻性的预见和设想。
    他的科学理论体现着辩证的哲学思维，他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科学底蕴；他的科学思想来自实践
、为了实践，常常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有关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集成；他的科学观与
方法论不仅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而
且凝聚着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幸福。
    这本《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是在钱学森的督促、指导和帮助下，作者陆续写成并发表了文章的基
础上，进行编选、修改、补充而成。
由于成文前后相距近20年，因而各章间不免有些重复，也会有不少疏漏甚至理解不妥之处，作者不揣
浅陋把这块还没有烧透的砖抛出来，意在恭请读者批评指教，并望引出大批精品美玉。
    有一段往事至今思之仍历历在目，那就是1936年夏天，钱学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仅用一年时间就
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消息从太平洋彼岸乘着海风传到北京，令我们这个一向平静而安祥的书香之家立
刻激动起来，祖父和父母非常高兴，扬着笑脸引以为荣，时常津津有味地给我们兄弟姐妹讲述我们的
堂兄钱学森的故事，说他在家里时如何勤勉好学、如何聪明、有灵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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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学敏，1933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1961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马克思主义哲
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1989年以来，参加钱学森亲自领导的学术研讨班子，研究和阐述钱学森的科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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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钱学森的哲学探索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创
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的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与其科学技术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从工程技术到技术科学，又到社
会科学，再走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钱学森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高中在理科部。
学校教育注重理工结合，除一般数理化课程外，还学非欧几何学、工业化学、伦理学等，为他在科学
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深受鲁迅先生、林砺儒校长、董鲁安老师等的先进思想
影响，爱国忧民，立志报国。
　　1929年夏，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门），学的基本上是工程课。
但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等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理论根底，以及把严密的科
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方法，使年轻的钱学森懂得了理论必须为实际工程技术服务。
大学期间，他除学习专业课程外，还利用休假日自学了一些中外哲学名著，认为唯物论、唯物史观很
有道理，而唯心论则不切实际，从而初步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
当时，他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小型讨论会，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蔑视强大的帝
国主义，下决心为中国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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