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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特稿

钱学森是一位在新中国历史上

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在《钱学森年谱》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朱佳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北京 100009)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衷心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邀请我参加《钱学森年

谱》的出版座谈会，并热烈祝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

由于时间原因，我没有来得及看这部年谱，对年谱的编撰难以发表什么

意见。我之所以应邀出席这个座谈会，主要是因为我所研究的专业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两弹一星”的历史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新

中国历史的亮点; 我现在仍担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工作，国史学

会中专门设有“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而钱老是“两弹一星”的元勋，是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一位在新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是国

史研究的对象。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所，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第一个

空气动力研究室，第一个空间技术研究院，都是他负责组建并担任主要领导

的。我国的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的制造，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的发射，第一

*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002 钱学森研究( 第 1 辑)

次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第一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

的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第一次为研制应用卫星和通信卫星积

累经验而进行的“实践一号”卫星发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制造，第一个远洋

舰基地的建设工程，第一颗返回式地球卫星的发射，第一次洲际导弹的全程飞

行，第一次潜艇水下导弹的发射，第一次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等

等，也都是由他或指导设计或牵头组织或参与组织指挥的。事实说明，钱老的

丰功伟绩和他创立的系统工程等理论，不仅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

且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应邀参加这个座谈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此机会表达我对钱老

的崇敬之情。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

谈会上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

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钱老正是这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

产党人中的杰出一位。他虽然不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上过硝烟

弥漫的战场，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但他为了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

仅毅然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且被美国政府无理拘捕，遭受

羁留长达 5 年之久，最终在他不屈不挠的斗争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国际友人的援助下，才得

以冲破阻力，返回祖国，投入国家最需要的尖端科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事

业之中，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团结带领

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联合攻关，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导弹研制等一系列重

大突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狠抓科研规划的

制定、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研制的质量。在改革开放中，他开创、推动面

向企业的“讲理想、比贡献”的竞赛活动，引导科技工作者把振兴中华的理

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开

展; 倡导科技兴农活动，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依

靠科技脱贫致富; 倡议建立中国青年科技奖，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脱

颖而出。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他治学严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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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名利，不以权威自居，不以名望压人，把人民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当成是最

高的奖赏。事实说明，钱老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知识分子的楷模，学术工作者的榜样。在当今社会理想信念缺失、

拜金主义流行、浮躁情绪弥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钱老的事

迹和精神显得尤其珍贵，特别值得大力宣传，认真学习。

我虽然没有看过《钱学森年谱》，但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用 9 年时

间主持编撰过《陈云年谱》，2014 年 4 月到 2015 年 5 月又用一年时间主持

了《陈云年谱》的修订，因此深知年谱编撰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

和编撰工作的艰辛。年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独特而优秀的文化传统，

有着区别于其他史学载体的严格体例。比如，年谱不像传记，不需要评论和

渲染，但需要每件事每句话都有确切的出处和可靠的依据，因此，在史料的

收集、考证上需要下极大的力气。年谱不像传记，搞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一笔

带过，相反，越是搞不清楚的地方越要搞清楚，这是因为，年谱以日系事的体

例决定了编撰者必须逐日排列谱主的生平史事。因此，为了弄清一件事情

的具体时间地点，往往要耗费大量精力，如果遇上谱主从事秘密工作或活动

缺少文字记录的时段，其难度就更可想而知。年谱不像传记，不需要文学笔

法，相反，需要文字简洁、表达准确，能少一字绝不多一字。因此，遇上几千

字甚至几万字的书信、文章、讲话、报告，要把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并编写

成几百字的条目，这对于撰写者的思想和文字水平，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

从《钱学森年谱》的编辑说明中了解到，这部年谱的编写前后花了 10 年时

间。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年谱编撰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到家的。

我从《钱学森年谱》的编辑说明中还了解到，年谱编撰者们在编撰期

间，发掘、收集、整理、考证、研究了大量资料，不仅看了公开发表的各类文

集、书信集，还看了尚未公开的书信、手稿、声像资料; 不仅去过中央档案馆

和解放军、外交部、科学院的档案馆，还两次前往美国，查阅了美国国家档

案馆，以及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档案; 不仅收集了大量

档案资料，还采访了 200 多位谱主的亲属、同事、学生、友人、身边工作人

员，获取了大量口述资料。要保证一部年谱的质量，上述工作虽然不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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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条件，但却是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这方面工作做得越扎实，年谱的

史料性、学术性、权威性就会越强。从这一点看，我认为《钱学森年谱》的

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另外，我还从编辑说明中看到，年谱加入了一些作

为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和谱主相关的事件; 在谱主上万件书信中注意

选择有思想性、学术性，特别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加以摘录。我认为这些

做法也反映出编撰者对自己的要求是精益求精的，心中是装着读者的，是

在想方设法为读者了解谱主的生平和思想提供方便。

我之所以认为《钱学森年谱》在质量上有一定保证，还有一个原因，就

是这部年谱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

对中央文献出版社很熟悉。它主要出版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集、毛周刘朱

任邓陈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党的十二大之后历届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年

谱、传记、画册等，是一家很有实力的中央级出版社。他们出版的领导人年

谱已经形成了年谱系列图书品牌，不仅在学术界得到较高评价，也使自身

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年谱书稿编辑出版经验。《陈云年谱》和《陈云年谱》的

修订本，都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体会到，他们的

领导和编辑人员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质量意识、责任意识，作风严谨，工

作细致，把关严格，每当接受分量重、时间紧的项目时，不仅总是提早与编

写组衔接，在编辑、排版、校对以及制作送审本过程中加班加点，不讲条件;

而且在封扉设计、用纸用料、印刷装订、宣传推广等环节上，能够做到各部

门配合密切，及时到位。所以，《钱学森年谱》交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是这部年谱编撰者的一个正确选择。

再有三天，就是钱学森同志诞辰 104 周年的纪念日。《钱学森年谱》

在这个时间出版，是对钱老纪念日的最好献礼; 年谱出版座谈会在这个时

间召开，也是对钱老的最好纪念。我预祝《钱学森年谱》的出版座谈会开

得圆满，《钱学森年谱》的发行获得成功! 最后祝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

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 2015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