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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探讨钱学森系统科学的思想来源和形成发展过程，论述钱学森系统科学
体系结构，考察钱学森在系统科学的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中提出的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评价钱
学森对这门新兴科学的独特贡献，并且放在世界系统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中解读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对
中国过去三十年进行回顾和反思，探讨系统科学如何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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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还有社会学术气氛方面的原因。
其一，钱学森的研究团队内部思想交锋不足，他的弟子们不敢或不愿同导师争论，基本是按照导师的
思路思考问题，目标是尽量把导师的思想表达清楚。
一个要创建可以同相对论、量子力学比肩的新理论的学术团队，没有激烈的、高质量的思想交锋，是
不可想象的。
第二，还要到当时的国内学界大环境中寻找原因。
经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之风持续多年猛吹，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日益成为中国学界主流的行
动指南，原本在科学上颇有前途的学者纷纷走向官学两栖，或官商两栖，有的甚至官、商、学三栖；
一门心思做学问者被视为不能与时俱进的愚人，连基本的研究经费都拿不到。
系统学是有待创立的新学科，难度很大，前途难测，把主要精力投放于此，很可能是代价最大化、收
益最小化，精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称为系统科学界重量级人物没有一个再致力于
系统学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尚未建立起来，钱学森却决定系统学讨论班不再搞系统学，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就系统学本身而论，对于简单巨系统，既然判定协同学就是系统学（应改为“协同学就是简单巨系统
学”），创建系统学的任务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是对哈肯工作的改进和完善，钱学森不愿意再把精
力放在这里是正确的。
对于复杂巨系统，有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需要的是对一个个具体的开放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
，积累知识，提炼思想，为日后建立复杂巨系统学做准备。
钱学森明白，这绝非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年龄不饶人，他等不起了。
另一方面，国际国内的形势让他无法继续专心于纯理论研究，急于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之心又剧
烈地跳动起来，三个方面的事情特别吸引着他的注意力。
第一，改革开放中出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使他感到推广总体设计部思想和方法的紧迫性。
第二，国际上迅猛展开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浪潮强烈地吸引着钱学森，超人的工程技术直觉令钱学森感
到这是中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性机遇，他必须也能够为此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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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由苗东升编著。
可供关心系统科学的专家学者参考，也可作为相关学科的大学生和有兴趣的读者学习系统科学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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