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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与谈家桢》一书，把我带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过往岁月中。
尽管往事如烟，人故物非，但不少事情，至今忆来，仍历历在目，譬如我和毛泽东主席的那段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56年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
后不久。
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
针)。
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
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
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
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毛泽东主席本人对青岛遗传学会议
的关注，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
坦白地讲，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
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
“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
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毛泽东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宽广、学问渊博、平易近人。
从1956年3月后，我前后四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其中，会晤时间最长、谈话内容最丰富的是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
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过人的才学、博古通今的知识面和精辟犀利的见解。
    毛泽东主席待人是十分随和的。
就以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而言，他无论对周谷城，还是对我和赵超构，都显得十分随和。
毛泽东主席谈话不是教条式的，很幽默。
那次杭州西湖谈话的前后，他正在思考着一些大问题，在跟我们的谈话中也表露出来，譬如，他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强调的走群众路线、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再譬如，他在谈话中反复提到的九个
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几天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他都提到了。
    毛泽东主席教育人，很讲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当的。
譬如，在那次西湖会晤时，他希望我们注意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经过他的譬解，我们心服口服
。
后来，赵超构就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嘱托，去了自己的家乡，写出了很好的文章。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文章，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其中最令人感到信服的，就是他的《矛盾论
》和《实践论》。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的“两论”，也是我们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南。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了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他指出，实践(包括生产和科学实践)相对
于理论而言，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
当前，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注重加强基础研究，就涉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一定的温度下，鸡蛋能孵化出小鸡；在这里，“温度”这个外因是必须的，但是，温度不可能让鸭
蛋孵化出小鸡来。
这是毛主席对内外因关系的生动的譬解。
可以说，当年，正是毛主席的“两论”，使我掌握了理论的武器，具备了与李森科之流斗争的力量和
勇气。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令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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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大会，被郭沫若誉为“科学的春天”。
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嗣后，又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小平同志的话语，小平同志的思想，对于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确确实实，是春天，是及时雨，
是旱天雷，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艳阳天的发端！
    坦率地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前的近三十年问，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没有
大的发展，而且是明显地落后于世界各科技先进国家。
中国科学技术真正上去，应该是从1978年才开始。
诚然，毋庸讳言，由于欠账过多，差距太大，对于世界各先进国家而言，我们在科学上还是处在跟的
阶段，殊少创新的东西。
但有一点必须看到，我们毕竟是赶上来了！
    创新需要基础研究。
“根深始能叶茂”，这个道理是人尽皆知的。
    五六十年代盛行浮夸风，诸如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之类的荒唐口号。
这股浮夸风对科技界也有影响，例如，忽略和不重视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要花大力气，关键是人才的投入。
科学技术是要靠人去搞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跟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科学救国”，我个人也确实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现在提“科教兴
国”，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一起，就全面多了。
    应该说，从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的这二十年，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一个大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远不适应于当前发展的需要
。
未来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管理要知识化，生产要知识化，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教育体制丞须改革，科技体制丞需改革。
    1995年10月，我曾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书中央，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
志的关注和支持。
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例如高等教育，50年代初，我们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学习
苏联”，结果使我们自己的教育体制，无论在教学思想、教学管理，还是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
面，都成为苏联模式的翻版。
1956年，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就高校究竟是单一的教书还是应该成为
教育和科研中心的问题发生争论。
毛泽东主席为平息这场争论，风趣地比喻，说是就此画上一条“三八线”。
这条“三八线”延续了几十年，使高校和科学院这两大系统产生了鸿沟，其结果是各自都不能发挥最
大的优势。
2l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代。
如何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教育部门所面临的严峻问
题。
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其指导思想是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兴国之本，并坚
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和超前发展的战略地位，我认为，可以用“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八个字来概
括。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具体加以实施和贯彻。
在原有的体制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
    高等教育要将大学和专科学分开，大学要进行通才教育，加强基础训练，培养复合型人才，进入研
究生院后才讲“专”。
    基础教育要加强素质教育。
对于学生来讲，要提倡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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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是集体主义，凡属大的科学创造都靠集体的作用，一个人聪明有什么用？
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看不起别人，不能团结合作，结果是妨碍自己有更大的作为；科学创造要动手
，要劳动，要手脑结合，所以要提倡“劳”。
将来的社会要讲语言美、行为美。
群、劳、美是要从小养成。
    提“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的质量是由人的质量来决定的。
德、智、体、群、劳、美的重要性可知。
    知识经济不同于过去的工业经济，是靠人的脑力。
因此，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关键在教育，在引导。
    高新技术产品，首先要有高新技术。
高新技术的形成，则在于高新技术理论。
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天的理论，明天的技术，后天的产品。
”    再好的产品也总是感觉存在着不足，于是就需要不断加强基础研究。
事物发展的根本的原因是内因，外部条件、外部环境是第二位的。
你的基础研究上不去，你的高新技术产品就出不来。
毛泽东主席的“两论”对于今天搞知识经济同样有着指南作用。
    建国以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今天由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一切。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的这二十年，一个重点是抓改革。
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科技体制的改革。
在这个二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谈突破，谈超越。
    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真正腾飞，前前后后，总需要六十年的时间吧！
也许，以我个人而言，已不可能看到那么一天，但我充满热望地期待着那一天，因为，那一天，也正
是我穷尽毕生精力以追求的目标哪！
    1998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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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家桢少年有志，学有所成、回国后致力于我国遗传事业的研究；毛泽东关心我国的生物科学发
展，与科学家经常来往。
本书通过毛泽东和谈家桢一段交往，表现了毛泽东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和科学人才的重视和关心，展现
了谈家桢等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学术情操，同时也展示了我国建国初期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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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物传记系列>>

第三节 家破人亡
第四节 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
第五节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
第六节 坚持真理
第七节 “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
”
第八节 相濡以沫的慰藉
第九节 大难不死
第五章 一个没有画上句号的故事
第一节 科学的春天
第二节 夕阳无限好
一、一个严峻的事实
二、抓住机遇与国际接轨
三、三个到位
四、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五、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第三节 宝岛之行
一、初访受阻
二、再访成行
三、谈家桢重晤蒋纬国
四、台岛人民的心声
第四节 NE×TSTOP——WHERE？
——北京
一、回忆与思考I
二、智珠在握赢得成功
第五节 跨越时空的对话
第六节 心系教育上书中央
第七节 民族之光
第八节 保护人类基因资源再度上书中央
第九节 总书记的关心
尾声
再版后记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物传记系列>>

章节摘录

而后，他们被告知将去杭州，并被安排上了车，直驱机场。
当他们登上飞机时，紧张的心情渐趋于放松，因为他们得知：所乘坐的专机，竟是毛泽东主席坐的！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也许，是毛泽东主席要召见他们。
专机平稳地穿行在云海里，他们已无心观赏座舱外的景致，原本放松的心情复又变得激动起来。
    下了飞机，一辆轿车又把他们直接送至刘庄毛泽东的下榻处。
    车抵刘庄，已过晚上十点，毛泽东竞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
领袖的破格举动，令三位新知旧识大为感动。
    “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
”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毛泽东轻轻地为客人们卸去了拘谨和不安。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
进入室内，一张方桌，四把椅子。
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
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
，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凡人之所不及，进而引发了三位学者的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1958年1月6日冬夜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毛泽东约见三位党外朋友的那一幕，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
乐道，将之喻为“坐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并与昔之汉文帝夜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
神”相比照，更显现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风范。
  ‘又有人将谈、周、赵三人称为毛泽东的“西湖三友”。
    毛泽东的“西湖三友”中：    谈家桢，著名遗传学家。
1909年9月15日生于浙江宁波。
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
谈家桢30年代起为创设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他关于异色瓢虫色斑的基因镶嵌遗传和果蝇
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遗传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谈家桢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成归国后，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
学院院长。
50年代起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周谷城(1898—1996)，著名历史学家。
湖南益阳人。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
1921年后，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
1927年后，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译书。
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在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领域中均有建树。
    赵超构(1910—1992)，著名新闻工作者，笔名林放。
浙江文成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
1934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朝报》编辑、重庆《新民报》主笔，并为报刊写小言论和杂文。
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写下长篇报告文学《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人写的《西行
漫记》(《西行漫记》一书系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斯诺也因写成此书而声名大振)。
1946年任上海《新民报》总主笔。
1949年后继续主持《新民晚报》工作。
曾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较早地提倡社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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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新民晚报》时，在该报撰写《未晚谈》、《时事随笔》、《随笔》等专栏杂文，笔力雄健，雅
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
    毛泽东一生，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除章士钊、郭沫若、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外，周谷城也是一
位。
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友谊，从20世纪20年代两人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同事时起，至1976年毛泽东逝
世，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中国历史上，跟毛泽东保持这么长时间友谊的，恐怕鲜有其人了。
历史学家周谷城，自然也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综观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从章太炎开始，做学问的人，往往跟革命有过一段或长或
短的因缘。
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广，内容太丰富，且留给历史学者们慢慢地去想，静静地去做，本文不待细说。
早年的周谷城，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他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同事时，同是神系华夏，
忧心国事，彼此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相知相交颇深。
    其时，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
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
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谈古论今，彻夜长谈。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
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三卷，就笑着问周谷城：“看这个，你不
怕惹乱子吗？
”周笑而不语。
自此，彼此益发引为知己。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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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是本社列入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图书。
初版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亲自作序，并指出：“编撰和出版这套丛
书，既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更可以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
”丛书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
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
，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
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特别是为满足今日青少年学习历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长的需要，本社决
定修订再版此书。
在此，我们向给予此书诸多支持的作者们、读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华文出版社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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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自出版以来，不仅成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案头书，更受到众史学工作者和读者
的欢迎。
从统一战线的视角、采用纪实的手法，聚焦钩沉老一辈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历史交集、人生交往
，以丰沛的细节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演进历程，本套书属于首创，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
的一项富有开拓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这本《毛泽东与谈家桢》(作者张光武)是其中一册，通过毛泽东和谈家桢一段交往，表现了毛泽东
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科学人才的重视和关心，展现了谈家桢等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学术情操，同时也展
示了我国建国初期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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