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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于1956年1月, 恰好在

钱学森先生合家从美国回到祖国3个月之后, 至今已

40年了. 钱先生当时关于力学所的建所思想不仅对这

个所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依我看在今天仍

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在这篇短文里, 仅依我个人的体

会, 谈谈我对他建所思想的理解, 以表示对他85岁寿

辰的热烈祝贺.

在他的建所思想中, 关于技术科学的思想占有主

导的地位.

他认为技术科学始于本世纪初. 德国哥廷根大学

著名数学家 Felix K lein 在参观芝加哥举行的万国博

览会后, 深感资源贫乏的德国只有依靠将自然科学的

理论用于工程, 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 才可能同资源丰

富的美国相竞争. 因此便在哥廷根大学延聘了当时曾

是工程师的 L udw ig P randtl 从事应用力学 (ange2
w andte M echan ik) 的研究. 在那之前, 力学研究与工

程实际的联系不多, 而且往往被当作纯数学的一部

分. P randtl 本人发展了流体力学的边界层理论, 成为

飞机机翼阻力理论的基础, 而且培养了在本世纪起重

大作用的许多著名的应用力学家, 形成了有重大影响

的应用力学学派. 在国际上20年代初便成立了定期召

开的国际应用力学大会 (50年代后演化为国际理论与

应用力学大会). 这个学派先是在欧洲, 后来又在北

美, 对推动航空工业的发展, 使其成为一个以科学为基

础的工业, 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火箭技术, 原子武器, 雷达技术, 也遵循相同的

发展道路.

钱学森先生受教于这个学派, 并且在这个环境中

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 对这个学派的精神有深刻的理

解. 我想, 这就是他于40年代后期提出关于技术科学

的系统思想的背景.

他在1947年短期回国访问时, 曾分别在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技术科学为题做了报告,

宣传了它的作用与重要性, 并于次年在美国发表了题

为“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Science”的论文[1 ].

1955年回国后在东北参观访问时又做了进一步的阐

述[2 ]. 1957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技术

科学”的论文[3 ].

根据我的理解, 钱学森先生关于技术科学思想的

要点是:

1. 技术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工程之间的一门

独立的科学, 也可以称之为桥梁. 这里所讲的自然科学

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 数学则是技术科学的不可缺少

的工具. 技术科学要应用和发展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理

论和手段, 解决工程面临的实际问题. 技术科学不是工

程, 它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业的发展. 就是说, 从战略

上讲, 它应以新的概念, 新的理论, 新的技术, 新的方

法来武装工业, 带动工业前进, 并促使它不断发生质的

飞跃. 反过来, 这就要求从事技术科学的科学家根据

自然科学与工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有远见地选定超

前的研究课题, 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技术科学也要解

决工程当前面临的问题, 但与前者相比, 对科学院的

研究所来说, 这个任务是第二位的.

2. 既然技术科学的对象是工程, 那么它就不能

象自然科学那样设法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 以研究其

精确而又普遍的客观规律. 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工

程环境下的复杂系统, 它追求的是虽不十分精确且带

有一定经验性的实用规律, 但必需是最大程度上建立

在自然科学和数学基础上的. 一个好的技术科学家应

当有能力从复杂的实际问题中捕捉住主要矛盾, 提炼

出清晰物理机制, 建立数学模型, 通过计算, 得出与观

测或实验相一致的结果, 并可以据此得到工程上有用

定量的预测. 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个过程往往不

是一蹴而就的, 必需充分掌握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事

实, 运用自然科学的规律作精密细致的思考, 经多次

反复才能完成. 物理机制, 数学模型都是主观的东西,

要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 必需作出艰苦的努力, 没有

别的途径. 技术科学既然带有一定的经验性, 那么它

所给出的结论就有局限性, 技术科学工作者对此必需

十分警惕.

3. 技术科学的目标不是一个具体工程中的个别

问题, 而是一类或几类工程中带有共性的“一般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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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在这个意义上讲, 它是关于工程的基本理论. 本世

纪初, 工程上最急需或首先要用到的是力学, 所以应

用力学首先得到发展, 成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和样板. 到

了本世纪中叶, 已经可以看到, 除应用力学之外, 技

术科学还应当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 例如, 1948年到

1957年钱先生曾在不同场合下提出, 凝聚态物质、电

子学、核反应、核能和核工程、燃烧、金属的塑性加

工成形、运筹学、工程控制论、计算技术、工程光谱

学、工程经济学等作为技术科学应该包括的内容. 他

极力主张学科交叉, 提出了化学流体力学, 物理力

学, 电磁流体力学, 流变学等. 这就是说, 技术科学的

内容不仅在内涵上要不断深化, 在外延上也决不可固

步自封.

4. 技术科学的性质既然如此, 对科研人员的素质

自然也就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他认为, 技术科学工

作者作为自己的工具应很好地掌握数学, 要有坚实的

自然科学基础和熟悉工程技术中的方法和问题, 能把

工程技术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到自然科学规律的水平上

来研究. 在开发一种新的工程技术时, 技术科学工作

者首先要能对其可能性、可行性和克服困难的主要途

径作出判断.

基于这个基本思想, 早在1956年11月, 钱先生就

明确了力学所先成立的4个研究组和它们的研究方向.

这4个组是:

弹性力学组. 研究抗 (地) 震的力学问题, 其主要

科学问题是非平稳随机载荷下的结构动力学. 应用背

景十分明确, 我国是多地震国家.

塑性力学组. 研究描述物质塑性行为的本构理

论, 其主要科学问题是如何将物质的微观行为, 如位

错, 与宏观行为结合起来. 应用背景很广泛.

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组. 研究叶栅流动, 主要科学

问题是叶栅引起的复杂旋涡运动, 这与提高喷气机中

压气机和涡轮机的效率有密切关系.

自动控制理论组. 研究工程控制论.

1956年初力学所成立之后, 又陆续按照技术科学

的思想, 建立了化学流体力学组, 物理力学组, 运筹

学组, 激波管组, 等离子体动力学组等.

那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未成为讨论的焦点, 因

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技术科学的本意也如此. 根据

我的回忆, 讨论得最多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从哪里起步的问题. 既然对多数人来说,

方向和任务都是新的, 那么首先是了解和掌握情况,

特别是国内外文献情况. 那是我们的起点, 只有这

样, 才能避免走老路, 以最快的速度前进.

其次是开设各种专题讨论班, 在那里, 不论资历

深浅,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发扬学术民主. 这在

从哥廷根大学起源, 由 P randtl, von Karm an 创建的

应用力学学派里,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只不过,

在 Karm an 主持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 GAL C IT (Gu2
genheim A eronau tics L abo rato ry) 里, 讨论早已超越

了经院式的了, 工程目标, 工业界的参与已经是这类

讨论班的一个重要特色了. 在力学所, 这种做法受到

宣传、鼓励和推行.

干部培养是建所初期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由于应

用力学和技术科学的特色, 力学所从理工科的多种专

业吸收毕业生. 进所并分配到研究组后, 就按指定的

方向学习, 参加讨论班并参与一定的研究工作, 同时

强调要在干中学. 为了加速干部培养, 力学所与清华

大学联合举办了力学研究班, 从理工科青年助教, 应

届毕业生, 高班大学生中抽调学员, 在应用力学方面

进行专门训练, 以达到研究生水平. 此外又在中国科

技大学创办近代力学系, 按照理工结合的精神, 培养

新一代的专业人才.

技术科学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应用力学既然是要

为工程服务, 并领导工业前进, 那么就必然要强调研

究工作联系实际, 发扬合作精神, 研究成果必需经得

起实践的考验等等.

以上这些措施所体现的建所思想, 我认为是和钱

学森先生关于技术科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如前所

述, 它对力学所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由于

种种原因, 许多方面未能如愿以偿. 他的这些思想既

是对一个历史上重要学派的继承, 也是他自己多年科

研和教学宝贵经验的总结. 从根本上来说, 这是一个

不断前进, 不断开拓, 始终带动事业前进的思想, 因

而是十分值得珍惜和重视的. 汲取他的思想精华, 找

到加速发展我国科学和工业的道路, 是我们向他表示

85寿辰热烈祝贺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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