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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１９９６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新编增订本。
所谓增订，就是较之原书，增加了自那以后到２００４年间的文章十五篇，保留了原书中的十八篇（
删去五篇）。
所谓新编，就是把原书的两大部分，重新编辑为三辑：第一辑讲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在苏联、在北大
的历史，为历史篇；第二辑讲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论述，为毛邓篇；第三辑是其他
文章，为时论篇。
     在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方面，我编自己的文集，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编《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这本文集，１９６２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前多次印刷，“文化大革命”结束
不久还出过增订本，累计印数超过十万册。
全书分为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生产、科学家与群众、科学与哲学四辑。
不过，那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以前的事了，收在那里面的文章，如果还有一点
意义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那时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的一个侧面。
     第二次是编《科学·哲学·社会》。
这本文集，１９８７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三辑：“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论”为一辑，“科学前进中的肯定和否定”为一辑，“中国
共产党的科学政策史”为一辑。
其中小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章。
     第三次就是编《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这是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历史经验教训的书，是《科学·哲学
·社会》之后我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文章的结集。
１９９６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新编增订为三辑。
 第一辑的第一篇长文，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一篇，所以就以这篇的题目为全书的书名。
它原来是为《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而写的一个条目，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连载过。
搜集材料，梳理线索，花了不少功夫。
１９９６年又根据在刊物上发表后听到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第二篇长文，讲的是苏联过去在这方面的历史。
由于苏联这方面历史在一段时间中对我们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又由于这篇文章反映了我们过去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状况，把它同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历史联系起来读一读，我想是有益处的。
     第三篇《自然辩证法在北京大学（大事记）》，则是从这所大学来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它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同志编写的一份史料。
承蒙他们的好意，同意把它收到这本书中。
     遗憾地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和在北大的历史只写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联的历
史更是只写到五十年代末，这次新编增订也没能继续写到现在。
好在讲历史也可以只讲一段。
新近这些年的历史，就留给别的研究者了。
     第二辑为毛邓篇。
包括原有的四篇文章，加上后来写的四篇文章，独立出来列为一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工作转到了专门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岗位上。
由于历史的缘故，我仍保持着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联系，并且还担任了两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
事长，现在还担任着名誉理事长。
这样，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对科学和技术的论述，成了我特别关注的课题。
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已经收在《科学·哲学·社会》中，自那以后还有一些更有系统的研究，包括毛泽
东逝世十周年时的研究、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研究、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的研究，都收集和
增补在这个新编增订本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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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辑为时论篇，则收集了围绕这些年来党的历次纲领性文件、围绕捍卫科学尊严和发扬科学精神
、围绕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这些主题所写的文章。
其中保留了原来的文章十一篇，新增了十一篇。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通过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之
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确立前后，我都撰文联系科学技术工作分析了这些方针、理论
和决策的意义。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两届理事长和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两届主任的任
期内，我所参与和推动的一项较有影响的工作，就是组织和坚持了持续多年的“捍卫科学尊严、反对
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系列座谈会。
从酝酿开始，到多次会议上，到围绕这个系列座谈会而进行的许多活动中，我都发表了或短或长的演
说和文章。
这些大都收集在这次的新编本中，成为这次增补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呼吁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
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本来就是科学与人文结合和交融的研究领域。
五四以来，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欢迎德同志和赛同志，两先生、两同志携手
合作，本来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的生动体现。
但是，在提倡科学精神、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现在，不时听到的“反科
学主义”的声音，我以为是同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不相谐和的一种声音。
把提倡科学、崇尚科学，一般地贬斥为“科学主义”，我以为是没有根据和没有益处的。
反－科学主义（也许是要把“科学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来反对），同反科学－主义（即把反科学
作为一种主义来提倡），很容易混同。
如果不愿意引起这种混同，那就应该慎用“反科学主义”；如果意在通过“反－科学主义”来宣扬“
反科学－主义”，我认为那就不能不予以质疑。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最初是在１９８７年两科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和１９８９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的时候。
以后又多次讲过，特别是２０００年在上海科技论坛的长篇演说《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和２
００４年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的长篇文章《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这篇东西曾经
在纪念邓小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和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讲过
），比较充分地论述过我的观点。
我期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我国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和科学文化学界的注意，引起我国思想理论界
的注意。
 这次新编增订，无论是旧版原有的文章，还是新编增补的文章，都有一些作了一点文字或标题的变动
。
为了减少重复，作了一些删节。
但还是难以把重复之处统统删削干净，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科学·哲学·社会》有一篇长跋：“走过来的道路”。
这是一篇自述性质的文章，叙述了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侧面和一个时期。
这次补上“牛栅”一节，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新编增订本中再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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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育之：男，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原籍长沙。
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
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
务副主任等职。
  
    1953年开始发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文章。
1956年协助于光远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的《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
二年研究规划草案》。
1955确定“控制论”一词的汉译名称，1957年合译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代表作《控制论》。
1961年出版建国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第一部论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与吴江等人一起参加谈话。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前身)成立，成为该
组兼职研究人员，1962年起兼任副组长。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二批自然辩证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1962年起任北京大学兼职教师，开始在北京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
1984年起，任北大兼职教授，在北京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1年起，在北京大学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7年起，在中央党校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与政策的研究。
在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主要著作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1961年第一版、1978年增
订版)、《科学·哲学·社会》(1987年)、《自然辩证法在中国》(1996年)、《龚育之文存》（三卷
，2000年）、《科学的力量》（2001年，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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