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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王秀梅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也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从事科学研究中不断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与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核

心、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世界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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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发展。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一

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并没有把科学技

术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

往反而错误地去批判这些新理论，将其定位为反

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的发

现，化学键理论的共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电子

计算机代替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等等都曾受到过

某些批判。这些批判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

的”⋯。钱学森根据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

的新发展，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核

心、研究对象、其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关于世界的本

质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没有为其哲学建构一个

体系，也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我们

教科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观点并不

完善，并没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要素之间的

内在关系，不能称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起初，钱学

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看成是“一总三分”的

结构，即，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辩证

法(历史唯物主义)和思维辩证法(辩证法、认识

论、逻辑学三者的统一)旧J。钱学森认为，科学技

术发展了，作为其理论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

必然会发展。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结

合其自然科学研究和实践参与，钱学森首次提出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次结构。他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桥梁两个层次。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属于最高层次；通往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桥梁是其下属层次。一个核心，十一架

桥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这样，

钱学森紧扣时代前沿，抓住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症

结，突破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的禁锢。

为我们思考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向。

以往，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由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认识论四

大部分组成，并没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核心是什么。钱学森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

科学技术发展并不迅速的时代，“这种看法是有

道理的，是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但从现代的、展望

未来的观点来看，它又是陈旧的，应该革新。”1317

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

不断发展。他还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有

层次的，都是需要一层一层概括的，概括了人类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原理的就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核心，即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认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能并列，而

且历史唯物主义处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下属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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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如下：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研究大量

的社会历史现象，就是为了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

正确性。第二，我国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李达在

《法理学大纲》中明确地把“科学的世界观”定位

为最高层次，下一层次才是“科学的社会观”，由

于当时他不得不避开马列主义的这个名词，所以

用“科学的世界观”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用“科

学的社会观”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辩证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

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哲学是自

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有的学者则认

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些观点都

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给予准确具体

的回答。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钱学森结合其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研究，

科学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他认

为哲学是所有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把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最终归结为各科学技术部门。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指出，由于自然

科学的兴起，自然哲学逐渐被踢除了。在此基础

上，钱学森进一步指出，“由于科学技术体系的形

成，只有同全部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哲学才能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其它的所谓‘哲学’也将‘最终被

清除了’。”【41在这里可以看出，钱学森把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全部科学技术部门。钱学

森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根据研究问题的角度

不同，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十一大部门，即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

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和文艺理

论，(1996年7月新加上了建筑科学)而且，这些

科学技术部门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在钱学森看

来，自然科学的研究角度是物质运动；社会科学的

研究角度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数学科学的研

究角度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系统科学的研究角

度是系统与要素的统一；思维科学的研究角度是

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人体科学的研究角度

是人体在整个宇宙环境中的运动和发展；军事科

学的研究角度是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行为

科学的研究角度是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个人行

为的规律；文艺理论的研究角度是美感口1。与传

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相比，

钱学森定位的研究对象更直观、更易懂。这对以

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和看法

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三、人类知识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途径

钱学森在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及研

究对象后，开始探讨全部的科学技术怎样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的问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

东西不能直接地联系，中间需要中介给其拉线。

他认为，每一个科学部门都通过自己的桥梁通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自然

科学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桥梁是唯

物史观；数学科学的桥梁是数学哲学；系统科学的

桥梁是系统论；思维科学的桥梁是认识论；人体科

学的桥梁是人天观；地理科学的桥梁是地理哲学；

军事科学的桥梁是军事哲学；行为科学的桥梁是

人学；建筑科学的桥梁是建筑哲学；文艺理论的桥

梁是美学【6J。就是这些扎根于各门具体科学技

术的桥梁，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正确概括

科学技术的途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

学对十一大科学技术部门的指导作用不是随便

的，而是通过十二架桥梁起作用的。同时，十一大

科学部门也是通过十一架桥梁来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一切

知识的概括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间几个环节，

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一步一步逐渐概括、提升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长期

在学术界争论但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历史上曾出现过“代替论”和“无用论”两种极端

的形式。“代替论”以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为借口，

忽视科学自身的评价标准，用哲学去横加干涉科

学研究，实际上是主张取消科学的理论。无用论

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科学无禁区，有禁区就

不是科学，就没有科学”为理由，完全拒绝马克思

主义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可见，“代替

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区

别，把二者混为一谈，而“过时论”则极端地贬低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通过其对现代科学技

术体系的构造，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回答。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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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联系表现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从人类实践中

提炼出来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使马克思主

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他讲过：“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一定要指导一切科

学技术工作，这是从原则到具体的指导Hj9。十一

大科学技术部门通过十一大“桥梁”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紧密联系，共同

构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有机的系统。马克思

哲学不断吸取科学技术的养料，是科学的哲学。

其区别在于，十一大科学部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层次不同，如果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比作金字

塔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金字塔的顶

端，而各科学技术部门则处于金字塔的底端，是基

础。各门具体科学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机制和评价

标准，因此，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取代

科学技术理论。它是凌驾于科学技术部门之上的

从各科学部门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并通过十一架

“桥梁”上升到的层次，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五、关于世界本质的探讨

钱学森通过其对物理学和天文学前言科学的

研究，深刻地感觉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往

对于世界的本质的理论已经远远难以概括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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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ian§contribution to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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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IAN Xue-sen is not only a famous scientist，but a well—known Marxist philosopher．when engaged in scientific re·

search．he constantly studied of Marxist philosophy，and closely integrated it with scientific rese眦h．He made a closer study of

the architecture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core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subjects of Marxist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

twc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and the nature of the wodd，made all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rich and de·

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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