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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科学思想———从工程科学到系统科学

谈庆明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钱学森 一 生 致 力 于 工 程 科 学 和 系 统 科 学 的 研

究，前半段研究工程科学，后半段研究系统科学，他

的工程科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

的．本文从钱学森的研究实践进程来探索和领会他

的科学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１　工程科学的实践和理论［１－２］

钱学森多次说过，他是从学习笨重的火车头转向

研究轻巧的飞机的．１９３４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交通

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大学的学习

大大拓宽了他的眼界，他的兴趣逐渐转向新一代的交

通工具———飞机．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本飞机轰炸上

海，我英勇战士在空战中驾驶的却不是国产飞机．钱
学森深切觉悟到，为了能抵御列强侵略，中国必须建

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因此，他考取了清华学堂庚款留

美，１９３５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专业是飞机设

计．虽然学习了一年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但是，美国飞

机工厂不让中国学生实习，钱学森只好决定改学航空

工程的基础理论，１９３６年西去加州理工学院，追随力

学大师冯·卡门（ｖｏｎ　Ｋáｒｍáｎ），学习空气动力学．他
开始钻研导师交给他研究解决高速飞行的难题———
“声障”和“热障”问题．就在此时，他师兄马林纳（Ｍａ－
ｌｉｎａ）和几个青年火箭迷正在进行的火箭试验吸引了

他的兴趣，钱学森敏锐地觉察到研究火箭的重要性，
一年后加入了马林纳的研究小组，参与试验，担任理

论家的角色，分析试验失败的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
尽管火箭试验很危险，出过几次爆炸事故，学校师生

戏称这个小组为“自杀俱乐部”．可是他们乐此不疲，
坚持研究，克服重重困难．他们第一个成果便是由阿

诺德（Ａｒｎｏｌｄ）将军建议将火箭用作飞机的助推器，用
以加快飞机的起飞速度，缩短机场的跑道．没有预料

到，当年他们那个位于阿诺约塞科的简陋实验室，发
展到今 天，成 为 世 界 闻 名 的“喷 气 推 进 实 验 室（Ｊｅｔ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１９５０年开始，钱学森把控制

论的思想运用于火箭技术，使火箭的行为可以通过反

馈和控制达到预定的目的，从而使火箭升级为可以控

导的导弹，１９５３年开设课程“工程控制论”，１９５４年发

表《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工程控制论）一书．
从上述钱学森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他并不满

足热门的成熟技术，总是敏锐地挑战崭新技术，从火

车到飞机，到火箭，再到导弹，跳跃式地探索前进，领
域越做越大，难度越来越高，勇于探索高新技术的科

学难题，从而成为成果卓著的工程科学家．
这里，应当注意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时，协助冯·卡门制定美国战后的航空科研发展规

划这件 事．１９４４年，美 国 上 将 阿 诺 德（Ａｒｎｏｌｄ）请

冯·卡门为第二次大战战后保持美国空中优势制定

一个发展空军的科研规划———“Ｔｏｗａｒｄ　Ｎｅｗ　Ｈｏｒｉ－
ｚｏｎｓ（迈向新高 度）”．作 为 这 份 规 划 的 主 要 作 者，钱

学森不仅总结了德国和美国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

经验和发展趋势，而且全面考虑了军事发展的需求

和可能，撰写了规划中的主要篇章．这项工作的研究

对象不是单一物体的运动，而是涉及航空甚至航天

的系统，而且适应现实的社会系统．历史说明，这一

规划确实为后来直至今日确保美国的空中优势奠定

了基础．所以，美国当局也公开承认：钱学森是他们

的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１９４７年，钱学森探亲回国，在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和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工程 和 工 程 科 学（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的报告，次年发

表 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ｓ》［３］．“工程与工程科学”是他对２０世纪前半叶

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经验总结，代表钱先生的基本

的科学思想．他认为：
“人们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无不

对技术和科学研究作为国家和国际事务的一个决定

性的因素的重要性，所受到重视程度的巨大提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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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印象．很显然，虽然在早期，技术与科学研究

是以未加计 划 的、个 体 的 方 式 进 行 的，可 是 到 了 今

天，在任何主 要 国 家，这 种 研 究 都 是 受 到 认 真 调 控

的．……研究工作现在是现代工业整体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既然工业是国家实力和福利的基础，
技术与科学的研究就是国家富强的关键．”

“也许没有什么比把战时雷达和核能的发展作

为更突出的例子了．雷达技术和核能的成功开发为

盟方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是

公认的事实．短短数年，紧张的研究工作把基础物理

学的发现，通过实用的工程，变成了战争武器的成功

应用．这样，纯科 学 的 现 实 与 工 业 的 应 用 之 间 的 距

离现在很短了．换 句 话 说，长 头 发 科 学 家 和 短 头 发

工程师的差别其实很小，为了使工业得到有成效的

发展，他们之间 的 密 切 合 作 是 不 可 少 的．纯 科 学 家

与从事实用工作的工程师间密切合作的需要，产生

了一个新的职业———工程研究者或工程科 学 家．他

们形成纯科学和工程之间的桥梁．他们是将基础科

学知识应用于工程问题的那些人．本文的目的是讨

论工程科学家能够做什么，也就是他们能为工程发

展做些什么工作，以及完成他们的任务需要接受什

么样的教育和培训．”
他呼吁３个大学的师生关注这门新生的科学———

工程科学．他认为工程科学对发展高技术、提升和改造

传统工程技术、开辟新的工程科学领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在他的晚年著作中更是把工程科学列为人类

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钱

学森在火箭研究中已经发现，无论是最大射程、航向

控制、燃烧稳定等问题，都需要解决优化规划和反馈

控制的技术 和 理 论 问 题．１９４８年，维 纳（Ｗｉｅｎｅｒ）发

表了《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控 制 论）一 书，开 创

了这样一门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一个系统的各个

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及整个系统的

运动状态．钱学森迅速认识到维纳开创的控制论的

重要性，很快便应用控制论的原理解决了一批喷气

技术中与系统的稳定性有关的制导系统的问题；并

且意识到，不仅在火箭技术的领域内，而且在整个工

程技术的范围内，几乎到处存在着被控制的系统．虽
然有关的系统控制技术已经有了多方面的发展，但

是很有必要用一种统管全局的方法，考察问题并有

效地解决问题，揭示广阔发展的前景．于是，钱学森

提出了一门新的工程科学———工程控制论，旨 在 讨

论和研究，在工程中实现自动控制与自动调节的理

论以及控制调节系统的结构原理．１９５３年底在加州

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控制论”一课，接着于１９５４年

出版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工 程 控 制 论）［４］

一书．该书的出版在世界科技界引起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钱学森敏锐地意识到，在火箭技术、核

能技术等重要领域，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超高温、超高

压及放射线作用等条件下介质和材料的性质．如果完

全依靠实验，会遇到很大困难．钱学森考虑到近代物

理和化学的发展，对物质的微观结构已有相当的了

解，有条件来建立一门新的工程科学，即物理力学．它
的目的是通过对物质的微观系统的分析，把物质宏观

性质的实验数据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得到所需数据；
而且可以进一步利用这些规律预见新物质材料的宏

观性质，为发展新材料和新工艺服务．１９５３年，钱学

森发表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一文，正式提出了物理力学这门新

的工程科学．从他倡导物理力学的研究到今天已有半

个多世纪了．近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研究和处理复杂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
无不遵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途径．

２　系统科学的实践和理论［６－８］

１９５５年９月，钱学森终于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

理阻难，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时隔近乎半个世纪后，当时受陈毅副总理派遣，

代表中国科学院去深圳迎接钱学森回国的朱兆祥回

忆说：“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请他和钱伟

长一起创建力学研究所，并建议他到新中国的工业

基地东北参观考察．在东北之行中，钱学森还应邀去

大学和研究所作学术报告，讲演的主题大都是关于

发展工程科学的问题．朱兆祥曾经把讲演内容和钱

学森后来提出的建设力学研究所的方案作过比较，
发现他回国时向往成立的研究所的内涵远比传统的

应用力学要宽要深，实质上是希望办成一个足以领

导工农业生产前进的‘工程科学研究所’．……经过

东北的参观、访问、讲学、讨论、思考和酝酿，在１９５６
年１月５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上，钱学森把力学

研究所的方案提了出来．这个研究所将成立弹性力

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
自动控制、运筹学等７个研究组．由于学科发展的紧

迫需要，自动控制研究组在半年内升格成为自动化

研究所，运筹学研究组则在后来演变为系统科学研

究所．这也说明钱学森早年卓越的远见．”
通过回国一年来对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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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各部门的全面考察，钱学森对工程科学如何服

务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建设有了切实的认识，发

表了“论技术科学”一文［９］（“技术科学”就是工程科

学，国内称之为“技术科学”）．该文向国人详细宣传

讲解了什么是技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的研究方

法；以及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该文详细开列技术科

学的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及其研究内容和应用领域，
这些方向是：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

学、流变学、土和岩石力学、核反应堆理论、工程控制

论、计算技术、工程光谱学和运用学（即运筹学）等．
在阐述运用学的部分，他说：“运用学专考究一个组

织、一个系统的运用效果，和组织间与系统间的消长

关系”；“这门技术科学是……研究最有效地使用人

力、生产工具、武器、物资等的方法和安排”；“运用学

对政治经济学会作出很大的贡献．把政治经济学精

确化，也就是把社会科学从量的侧面来精确化”；“精
确化了的政治经济学就能把国民经济的规划做得更

好，更准确，……，可以把整个系统放到计算机里面

去，直接把新的统计资料传入计算机，把计算机作为

经济系统的动态模型，不断规划，不断校正，这样一

定能把经济规划提到远超过于现在的水平．”这些论

断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发达国家不是已

经在成功地实践了吗！

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国务院组织了几百名专家学者，着
手编制第一个十二年远景科学技术规划．钱学森和钱

伟长分别担任综合组组长和副组长．钱学森向中央建

议采取６条紧急措施，立刻被中央采纳执行，当即成立

导弹、原子弹、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等

研究机构．这时的钱学森所面对的是整个国家这样一

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需要

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的引领，而工程科学的发展布局

又是发展科学和技术的重要关键和龙头．今天我们科

学界的老人们回忆起那段历史，无不感慨钱学森科学

思想的博大精深和规划布局的深谋远虑．如果从那时

起，我们国家不是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瞎折腾，而是按

照钱学森领衔制订的规划坚持科学实践的话，今天的

中国还只是“世界加工厂”吗？

说到系统科学的来源，可以引用钱学森在１９９５
年的一次与王寿云等人的讲话：“他（指许国志）呢，
跟我有感情，我们是在船（指回国时搭乘的轮船）上

碰到的．他 原 来 是 搞 数 学 的，在 美 国 听 说 有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运 筹 学），他 就 跟 我 讲 这 个．我 说，
这个很重要．我没有搞过，但是听说了，在二次大战

中，美国的参谋集体里有数学家，搞这个东西很起作

用．我们两个商量，咱们回去，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

设，恐怕这个东西很重要，咱们搞这个．我们回来成

立了力学所．我特别安排设立了运筹学研究组．许国

志就是组长．……道理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运

筹．所以说，系统学的开端是在那个船上．……后来

把马宾的一套东西系统化，跟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

来考虑，才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源就是这

么一个，很渺小的一个来源．说起来，四十多年了．”
力学所运筹组成立后，最早结合的两个实用领

域是交通和经济，希望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把运筹

学发展到经济、企业、工程的管理中去，形成又一门

新的工程科学．可是，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

动严重冲击科学研究．反右倾运动后，运筹学研究组

被调整到数学研究所去了，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又合并到系统科学研究所去，此是后话．
就在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的同时，１９５６年春

的一天，彭德 怀 接 见 钱 学 森，开 门 见 山 地 提 出 问 题

说，我很想知道，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

来？钱学森 胸 有 成 竹 地 介 绍 了 导 弹 原 理 和 国 际 情

况．接着叶剑英和周恩来也接见了他，希望他主持导

弹研制事业，周恩来并要求他起草一份“建立我国国

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在１９５６年２月

就交给了周恩来，是年１０月中央决定成立国防部第

五研究院，任命钱学森为院长．
那时，钱学森身兼两职，既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所长，又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权衡轻重，钱
学森把主要精力从领导和研究工程科学的工作，转移

到组织和领导导弹研制的事业之中，工作的性质有了

很大的变化，前者的身份是科学家，而后者则是领导

一个规模庞大、任务艰巨的研制系统的总工程师．
一切从零开始．首先是组织一个基本队伍．钱学

森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开列了

２１位高级专家的名单．意见书建议在国防部内设立

领导机构，领导研究、设计和生产３类单位：ａ．基础

研究单位，任务是探索新方向和进行机理研究，可以

设在中国科学院内；ｂ．设计研究单位；ｃ．生产工厂．
接着就是培训技术人才．钱学森亲自给分配来

五院的第一批１５６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同时，
他在中国科学院发起成立中国科技大学，为国家发

展工程科学和尖端技术培养人才，并亲自讲授“火箭

技术导论”、“物理力学”等课．
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程中，钱学森一方面指

导解决实验 室 以 及 现 场 的 诸 多 棘 手 的 科 学 技 术 问

题，另一方面则是组建一个完善的组织管理系统，按
照总体目标要求，把三类单位协调一致地投入研究、
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中去，高效有序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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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钱学森

的贡献，也证明了钱学森成功地经历了一次重大的

系统工程的实践，并从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这里值得提出两件重要事情：一个是钱学森在

组织和领导航天部门时，建立了总体部，任务是做到

整体优化，实现他倡导“工程控制论”和“运筹学”研

究的目标；另一个是指导他的助手王寿云在军队中

进行“作战模拟”的示范性试验．这两件事当然有着

内在的联系．正因为钱学森在组织和领导航天系统

工程的实践过程中，采用建模和计算机模拟方法，成
功地实现了整体协调和优化，他认为军队作战同样

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于是让王寿云去某部队做了试

点，针对不断变化的动态，设计多种模型进行计算机

模拟推演，发现薄弱环节，运用专家经验，修正模型，
选择 人 力 和 物 力 的 优 化 配 置，提 供 最 佳 决 策．１９７９
年７月，钱学森应邀在解放军总部的学习会上，作了

题为“军事系统工程”的报告，对作战模拟方法在军

内的推广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钱学森、许国志和王寿云在《文汇报》上

发表了题为“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８］一文，
第一次全面地阐述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的思想．文章明

确指出：“要在２０世纪末将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必
须大大提高组织管理水平．我国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但是，小生产的经营思想还根深蒂固，我们不懂

得用大生产的经济规律去组织生产，这就妨碍了生产

力的发展．所以，必须提高组织管理的水平，要使用一

套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这就是钱学森提倡的系统

工程的方法．文章把面对问题中的“对象称为‘系统’，
即由相互依赖和作用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

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

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例如，导弹武

器系统是现代最复杂的工程系统之一，研制这样一种

复杂系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把比较笼统的初

始研制要求，逐步地变为成千上万个研制任务参加者

的具体工作，以及怎样把这些工作最终综合成一个技

术上合理、经济上合算、研制周期短、能协调运转的实

际系统，并使这个系统成为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有

效组成部分．这样复杂的总体协调任务不可能靠一个

人来完成，而是需要一个专家集体进行协调指挥．”这
就是钱学森曾经在导弹研制部门组织指挥过的总体

部，实践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钱学森辞去了领 导 职 务，

又回到了 他 最 心 爱 的 科 学 研 究 的 园 地．在１９８６～
１９９２年期间，组 织 和 指 导 了“系 统 科 学 讨 论 班”，研

讨的内容主要是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讨论班始终

密切关注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注意国外

的研究动态和先进经验，并从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

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讨论班的一个

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提出了涉及多个层次的“开放

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开放

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是运用专家群体，对问题

进行定性分析判断和综合，并与计算机相结合．与理

论成果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果，就是向中央

领导多次建议，成立由有关的各类富有经验的专家

组成总体设计部，在国家一级的层面上研究和解决

社会系统问题．
２００５年，钱学 森 发 表 了《智 慧 的 钥 匙———论 系

统科学》［８］一书，汇总了钱学森后半生有关系统科学

的重要思想和文献．
钱学森的一生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后人留下了精粹而宝贵的科学思想．他临终把

萦绕心头的问题留给温家宝：“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

大师？”即网上热议的所谓“钱学森之问”．看来这个

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问题．有人认

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钱学森心里是明白的，所以，是

明知故问；也有不少人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却大

都属于答非所问．难道我们面临的不正是一个开放

复杂巨系统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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