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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钱三强晚年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从管理和体制的层面，推动中国科学规范

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推动中 国 软 科 学 事 业 的 建 制 化，亲 自 主 持 组 建 了 多 个 软 科 学 组 织。像 钱 三 强 这

样的科学精英，由于多种因素，其角色往往 由 科 学 家 转 换 为 战 略 家。由 科 学 精 英 挂 帅 推 进 科 学 的 社 会 建 制 化 工 作，

已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显著特点。钱三强等 中 国 科 学 精 英 的 角 色 重 构，不 仅 为 中 国 科 学 社 会 学 的 理 论 创 新 提 供 了

坚实的案例支撑，同时也为理解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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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因在核物理科学上的

成就以及在组织领导中国原子能事业上的贡献而誉

满天下。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其人生经历一般

被认为有三个主要阶段，即解放前在法国１１年从事

科学研究、建国后至１９６６年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及

领导我 国 原 子 能 事 业、“文 革”后 领 导 的 新 科 学 事

业。〔１〕前两个阶段，因“两弹”的巨大影响，学界的研

究较多，但对其“文革”后的科学活动与贡献，则鲜有

探讨。本文拟对此做深入研究。

一　推动中国科学规范制度的完善

“文革”时期，除个别涉及国防的科技项目外，我
国科技发展陷于停滞。“文革”结束后，打开国门，面
对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和新技术革命

浪潮，国家层面和整个科技界都开始反思我国科技

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谋求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对

策与出路。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
钱三强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从管

理和体制的层面，推动中国科学规范制度的完善，为
中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有

利的制度环境。

　　１．促进中国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

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有句名言：“承认是科学王国

中的基本通货”，〔２〕而承认的实现途径主要是发表出

版、被引用和获奖。由此可见，科学奖励制度对于一

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

科学奖还是在１９５６年颁发的，从此便中断了２６年

之久，这无疑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文
革”结束后，国家意识到科学奖励制度的重要性，于

１９７９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钱三强被任

命为该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负责其操作事宜。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２年颁 奖 的 三 年 中，钱 三 强 做

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晚上加班审阅材料、利用周末

主持听证会，随时接待反映意见的来访者都是很常

见的，还要在 科 学 家 中 做 协 调 工 作，组 织 专 人 作 调

研、征询各方面的意见，查看原始资料。比如，获得

一等奖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就
是他亲自组织多方面专家认真推荐的；他还亲自为

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推荐材料，
使其获得专家支持和评委通过，最后获得一等奖。〔３〕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委员会从跨越２０多年

数以千 计 的 研 究 成 果 中，评 选 出 全 国 自 然 科 学 奖

１２５项，其中 一 等 奖９项，二 等 奖４０项，三 等 奖４９
项，四等奖２７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评奖及

其成功实践，使中断了２６年之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奖

评审，从此得以恢复并成为制度施行至今。
对于这次评奖，钱三强也颇有心得。１９８２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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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４日，在全国自然科学奖颁发之际，钱三强接受

人民日报记 者 专 访，就 颁 发 自 然 科 学 奖 发 表 谈 话。
他说：“时隔二十六年，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把科学当作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今

天，我们颁发第二次自然科学奖。它的意义，放在历

史的背景下，就显现出来了。”“对两次得奖的项目作

一对比，可以从中看出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脉络。”
“我们有世界第一流的工作”，“我国科学工作有自己

的优势”。〔４〕这些都是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脉络的

深刻认识，体现了钱三强对我国科技发展状况全面

深入的把握。

　　２．促进新中国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人才。没有大批高素

质的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要

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要有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作

保障，学位 制 度 就 是 科 学 的 人 才 选 拔 制 度 的 核 心。
钱三强深刻认识到学位制度对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的重要性，并亲自参与其中。１９８１年他被任命为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钱三强早在１９５０年代就积极主张实行学

位制。１９５３年，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

团访问苏联，历时３个月。回国后，钱三强向中国科

学院常务会议作访苏工作报告，全面介绍苏联发展

科学技术的有关情况，特别强调了实行学位制度，培
养高 素 质 人 才 对 于 发 展 我 国 科 技 事 业 的 重 大 意

义。〔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位的事情一 拖 再 拖，
一直没有搞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建立了

我国的学位制。”这不仅使他个人的夙愿得以实现，
而且在他看 来，“自 己 培 养 研 究 生 授 予 学 位 这 个 问

题，实质上应该看作是在人才培养上消除半封建半

殖民地痕迹的一个内容。”〔６〕

钱三强不仅对建立学位制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

识，而且在坚持什么标准，以及如何操作上，他也有

着明确的意见，他的意见和建议对学位委员会的工

作起到了很好的定向与推动作用。针对实行学位制

的不同意见，乃至争议，钱三强于１９８２年６月２日

主持召开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位工作座谈会，
系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建立学位制应遵循

的三条原则：“（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学

位制度，促进又红又专 人 才 的 成 长。（二）必 须 强 调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就是既要在本门学科的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技术上达到相当的水平，
同时还要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必须坚持

质量，严格把关，但不要无限提高。”〔７〕钱三强还谈到

了我国学位制度的特点、实行学位制度初期应掌握

的标准，研究生的培养方式等。他的这些真知灼见

对于我国学位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３．开拓中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事业

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复杂，其发展离不开科学共

同体内部的交流，而交流的前提则是科学语言的规

范、统一。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伴随着科学的迅速发

展，一门综合了信息科学和语言学、专门研究术语订

名、概念、应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新型学科———术语学

在国际上兴起并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因原来

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没有得到统一，新的名词术语

又大量涌现，科学术语不统一的混乱情况日趋严重，
这给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科研、生产、教学工作等带

来了极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在钱三强等科学家

的推动下，经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报 国 务 院 批 准，于１９８４
年９月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

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钱三强被任命为

该委员会主任。〔８〕

钱三强对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要性有着

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５年４月，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

引用了郭沫若的著名论断：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

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

具备的 条 件，也 是 实 现 学 术 中 国 化 的 最 起 码 的 条

件”，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

的基础性工作。〔９〕１９９０年他在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大

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统一科技名词是一个国家发

展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之一，也是一个国家

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统一科技名词对科学知识的

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

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书刊和教材等出版物

的编译出版，科技情报信息传递等方面，都是不可缺

少的。”〔１０〕

在钱三强的亲自主持下，该委员会制订了《全国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全国自然科

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工作条例》，推动了审定工作

的开展。在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术语

学的理论和我国审定工作的实践，制订了《自然科学

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这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

科技术语学，奠定了基础。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２年，钱三强先后担任了第一、

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开创时期的７年里，在

钱三强的领导下，委员会不断壮大，审定工作也有很

大发展。“到１９９２年度，先后组建了包括理、工、农、
医和部分交叉学科等４３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及

一个外 国 科 学 家 译 名 协 调 委 员 会，形 成 了 一 支 近

１５００人有权 威、高 水 平 的 名 词 审 定 工 作 的 专 家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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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并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审定公布出版了２１个学

科的基本词，统一了一批混乱的名词。”〔１１〕这些学科

名词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科技术

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发展。

二　推动中国软科学事业的建制化

钱三强晚年不仅在推动中国科学规范制度的完

善上贡献卓著，而且在“软科学”上也成就斐然、贡献

突出。对此，龚育之有过这样的评价：“同三强同志

在物理学发现上的成就和领导原子能事业的成就相

比，他对软科学研究的关注和贡献，就不大为人们注

意了。其实，这也是三强同志科学贡献的一个重要

方面，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１２〕

钱三强积极支持和推动我国软科学事业的发展

和建制化，亲自主持组建了多个软科学组织。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促进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等三个组织的成立

与发展是较为典型的代表。

　　１．创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文革”后较早成立的专业

学会组织，在中国软科学事业发展的初期，发挥了重

要的孵化器作用，很多软科学研究都是在自然辩证

法的名义下进行的。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是在钱

三强等人的发起下成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

要组成部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成为新中

国科学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以《自然辩证法》为蓝本

发展起来的社会研究事业，开始担任某种政治角色，
行使某种政治功能，因而受到了格外的重视。”〔１３〕然

而，“文革”时期“四人帮”鼓吹哲学替代自然科学，歪
曲了自然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对此，钱三强深刻指

出：“‘四人帮’大搞‘代替论’，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研

究的开展，也败坏了自然辩证法的名声，破坏了自然

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联盟。……如果只是搞

自然辩证法的同志自己在一起研究、讨论，同搞自然

科学的不通气，就不那么切合实际。把自然辩证法

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 ，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１４〕

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亟需给“自然辩证法”
正名，新的形势也要求自然辩证法研究必须有组织

有阵 地，开 展 规 范 的、系 统 的 研 究。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１９７７年１０月，钱 三 强 与 于 光 远、周 培 源 等 人 联

名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由中国科协

上报中央。“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初，作为全国科学

技术规划会议的一部分，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自然辩

证法规划会议。会议期间，经邓小平副主席和方毅

同志批准，于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由于光远，周
培源和钱三强为召集人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

委会。”在钱三强等人的努力下，“制定了 《一九七八

年～一 九 八 五 年 自 然 辩 证 法 学 科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初稿）和编辑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方案（草

案）。拟定 了《中 国 自 然 辩 证 法 研 究 试 行 章 程》（草

案），创办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会刊。之

后，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宣传，就在全国范

围内更 加 广 泛 地 开 展 了。”〔１５〕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正 式 成

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于光远当选为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钱三强

当选为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于光远对此有如下

评价：“三强同志对于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对于中

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都作出重大贡献。他

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要创办人之一。”〔１６〕

３０多年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社秉持老一

代科学工作者踏实、严谨、求真的优良传统，为科学

技术哲学、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等软科学

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创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科学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是与钱三强密不可分，
对此，于光远也有总结性评价：“三强对我国科学学

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科

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１７〕

早在１９７７年 “科学学”一词刚刚在中国出现，
钱三强就以敏锐犀利的眼光，看准这是一门很有前

途的学科而投身到创建工作中去。当时，科学界对

这门学科还不熟悉，科学家的处境很艰难。据李秀

果回忆，当时他们搞科学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依

靠的台柱子就是钱老和李昌同志。”〔１８〕在他的大力

支持和亲自过 问 下，１９７９年７月，召 开 了 第 一 次 全

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幕时钱三强作了长篇

报告，后以《解 放 思 想，发 扬 创 新 精 神》为 题 公 开 发

表；会议闭幕时，他又作了总结讲话，后以《科学学的

研究对象和内容》为题公开发表。这两篇讲话都已

成为我国科学学的经典历史文献。
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之后，在钱三强

的倡议下，组建了科学学全国联络组，他亲自参与领

导，使科学学迅速在中国普及起来。此后，他又多次

出席科学学全国联络组召开的学术会议，每次都作

了重要报告，为 科 学 学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尤其是在１９８１年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的讲

话，他那句“可算找到老家了”的真挚话语，已成为我

国科学学界的一句名言，被广为传颂。他说：“三十

多年来，我干 的 基 本 上 就 是 属 于 科 学 学 的 工 作，不

过，当时还没有科学学这个名词。只是盲目地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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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学 的 工 作，是 一 个 不 自 觉 的 科 学 学 工 作 者。
……随着我国科学学研究一点一点地发展，现在可

算找到老家了，就是科学学这个范围。”〔１９〕

正是由于钱三强对科学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的

突出贡献，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

会上，他被选为理事会第一任理事长。当选后，钱三

强更是为该会的发展出谋划策，四处奔走。据田夫

回忆，“为该研究会成为中国科协的团体会员，他亲

自 找 科 协 主 席 谈 科 学 学 研 究 会 的 团 体 会 员 问

题。”〔２０〕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复，
经中国科协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７日第二届第１４次常务

委员会审议通过，接纳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

会等３２个学术团体为中国科协会员。〔２１〕

钱三强还十分重视科学学研究的阵地建设和学

科学位工作。１９８３年６月，研 究 会 学 术 刊 物《科 学

学研究》正式出刊前夕，钱三强被推选为刊物编委会

顾问。作为学术刊物顾问，他并未“不顾不问”或“只
顾不问”，而是“既顾又问”对刊物的学术定位发挥了

重要作用。对此，陈益升有如下回忆：“起初，刊物拟

名为《中国科学学》，三强先生认为刊名标志刊物性

质和内容，我们的学术刊物不仅要反映中国的科学

学研究水平，而且要反映国外的科学学研究进展，成
为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科学学界学术交流的桥梁。
鉴于三强先生的意见，刊物出版时定名为《科学学研

究》。”〔２２〕

科学学能在国家的学科体系与学位体系中取得

“法定”地位，也与钱三强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拟定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

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草案，决定

在理科类中设立“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的硕士与博士

学位。〔２３〕尽管这 一 学 科 后 来 几 经 调 整，但 毕 竟 在 国

家体制内的学科体系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这对

于推动科学学的学科发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３．创立“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

员会”

１９８０年代 中 后 期，随 着 国 外 新 思 想 的 不 断 涌

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交叉科学的热潮在我国知识界蓬勃兴起，钱三强就

是这一热潮的鼓动者与发起者。在钱三强等知名人

士的发起推动 下，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９日，中 国 科 协“促

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成

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钱三强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主

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

理科学、领导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

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促

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结合，为领导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２４〕

随后，钱三强以委员会主任身份，亲自策划并主

持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系列活动，钱三强的这一创

举得到了首都知识界的积极响应，钱学森、于光远、
郑必坚等纷纷表示支持，“从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５日首次

‘科学与文化论坛’敲响开场锣鼓，到１９８９年‘五四’
前夕结束，共举行了５次，每次都是少长咸集，高朋

满座，而且踊跃参与论谈。”〔２５〕这些活动极大地推动

了软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思想的传播，至今“促进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仍然在软科学的

发展建设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葛能全曾对钱三强支持软科学事业发展有过这

样的评价：“没有认真统计过那段时间钱三强兼有多

少职务，但可以肯定是个惊人的数字。许多慕名找

来又实在难以推却的头衔，他只当是尽一份名人效

应的义务，而有些虽然也是本职以外的兼职，他却很

看重，因为其中有他应该而且能够做的工作，做了有

意 义。大 凡 这 类 的 头 衔 他 往 往 当 成 正 业 去 履

职。”〔２６〕

的确，“文革”后的钱三强，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更是一位中国软科学的创立者、组织者、倡导者、推

动者。用 他 自 己 的 意 思 说，后 来 的 几 十 年，总 起 来

看，虽然工作内容比较“杂”，可是都还与科学工作有

关系，也就是软科学。〔２７〕

三　讨论：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

在中国，像钱三强这样的科学精英，其角色不仅

仅是从事高端、前沿科学研究及其组织领导工作，他
们还有着多重社会角色，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建制化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这一方面是

因为新中国科学事业从无到有，需要“内行”的领导；
另一方面也是时势造英雄，举国办大科学的政治任

务把他们推向了前台。同时，以“两弹一星”为代表

的新中国的巨大科学成就，在国家力量的宣传渲染

下，深入人心，大 大 提 升 了 中 国 科 学 精 英 的 个 人 形

象，由科学精英挂帅推进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工作，已
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显著特点。这样，中国科学精

英就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而转变为战略家，尤
其是在晚年，他 们 甚 至 已 经 成 为 社 会 贤 达、精 神 偶

像、全民榜样。
中国科学精英的这一角色重构，有着深厚的实

践基础，即他们白手起家在组织领导新中国科学技

术事业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教训等，这种经验在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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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专家治国”、“专家参政”一直是中国政策过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更多的是科

学共同体在国家政策过程发挥重要作用，〔２８〕而在中

国则更多地是科学精英个人在国家政策过程中发挥

举足轻重的影响。钱三强晚年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

的表现。
科学家的角色重构及其功能转换，一直是科学

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西方科学社会学的理论

阐释中，难觅中国科学家的影子，其理论体系也难以

很好解释中国的情况。钱三强等中国科学精英的角

色重构，不仅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

坚实的案例支撑，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新中国科技体

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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