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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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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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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sien Huse － shen's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Based on Analysis of Tsien’s Manuscripts

LV Cheng-dong
( Tsien Huse － shen Library，Shanghai Ji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 In 1955，Tsien Huse － shen returned to China． Since then，he began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Mao Zedong Though and practice it all his life． Tsien Huse － shen not only read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in
abundance，but also understood the main contents of Mao Zedong Thought，and analyzed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the main sources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Tsien Huse － shen profoundly compre-
hended the esse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However，Tsien Huse － shen did not rest content with this，he
tried his best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contents of“technology revolution”of Mao Zedong Thought with his
own enrich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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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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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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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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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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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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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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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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9 年 1 月 25 日钱学森致萧延中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