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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内容概要

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界经历了哪些风雨苍黄与五味杂陈？
十六位科技知识分子于耄耋之年对中国当代历史集体发声
不同身份、地位的历史见证者从各自角度回顾他们的“私历史”，思想的碰撞，观点的冲突，让历史
鲜活而有温度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终于
圆了中国人的诺奖梦。为何建国66年才摘下科学桂冠？66年里，中国科学怎么了？中国科学家做了什
么？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内容涉及广泛，中国科学界的大事小情均有涉及，尤其当事人说当时事
，让读者从科技知识分子的角度认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切身感受中国科学所遭遇的是是非非，
理解当下中国科学遭遇困境的原因。

相比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人数更多，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
纪，也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关键当事人。但很
少有科技知识分子来书写自己的故事。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访谈，系统记录他们的话语，是保存他们
的经历、见闻和见识的最佳途径。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精选对邹承鲁、郑哲敏、施履吉等科学家以及对薛攀皋、罗登、李毓昌
等科技管理者所做的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近二十篇访谈，让科学家自己说话，重点介绍20世纪50—70
年代的中国科学界，是一本既具较高史料价值，又有很强可读性的口述史作品。
一部有趣味的现代科学史 ，一本讲真话的时代备忘录
以赛先生的目光打量人性，以德先生的标尺审视过
樊洪业  姚蜀平  王作跃  丁东  饶毅  刘兵  吴国盛  傅国涌  倾情推荐
只习惯于通过堆砌文献来研究当代科学史的人们，不妨像本书作者那样直接面对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在访谈互动中深入挖掘保存在他们头脑中的记忆。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考察历史事件中追寻人的
真实观念和具体活动，是读懂历史的有效途径。往事因亲历而鲜活，历史因细节而生动。我相信，中
国当代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能够从本书中获得阅读快感。（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由于战乱及政治运动等原因，20世纪的历史书写相当偏颇。口述历史以抢救记忆、探求历史真相为目
标，正是对其最好的弥补。这类工作既要求客观、严谨，又需高超的采访艺术——真诚、理解和敏锐
的鉴别力，这些在熊卫民教授的书中都一一体现。阅读此书，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可贵信息，还是学做
口述历史的极佳机会。（姚蜀平，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

熊卫民教授的这本科学家口述访谈集，不仅为学者提供了丰富、多方位、珍贵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料
，而且为公众展示了当代中国科学家求学成才、参与社会的坎坷经历，读来既趣味横生又令人深思，
是一本兼具历史性和故事性的难得佳作。（王作跃，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教授）

这是一本因讲真话而难能可贵的书。书中所记载的一些历史错误、教训或灾难从反面表明，让有专长
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参与公共决策是多么的重要！法治健全的社会才能容许、保障、鼓励知识分子独
立，讲良心，并提出专业意见。（饶毅，北京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熊卫民教授通过人物访谈记录下来的是一部活的中国现代科技史。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那些惨痛的
教训，都有无穷的教益值得后人记取。“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现代科
学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吴国盛，清华大学教授）

熊卫民长期进行当代科学家的口述采访，他善于挖掘通向体制机理的重要细节，展示了一幅令人深思
的中国科学史画卷。（丁东，文史学者）
科学家的声音淡出公众视线已久矣，这本访谈录是当代中国科学家对往事的回顾，不仅具有史料价值
，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与时代的互动，以及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承担的命运。（傅国涌，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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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卫民，1974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科技史、教
育史研究，代表作品有《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邹承鲁传》、《从合成
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熊卫民教授堪称我国科学口述史第一人。十多年来，他以记者机敏锐利的触觉和学者寻根究底的执着
，孜孜不倦地追寻和打捞历史，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让他们说出积淀在心中的故事，总是能
挖掘出闻所未闻的史实，为读者揭开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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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为远去的历史留下鲜活的证词
前言
郑哲敏：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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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我和钱学森只是师生关系
傅君诏：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
党组织决定我赴美留学
学成后艰难归国
恢复组织关系
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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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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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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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邹承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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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从哪里来
对学术腐败说不
中国科学发展存在问题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大批老浙大人调入中国科学院
我在《科学通报》的工作
我所知道的丁瓒案
钱三强入党
许良英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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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卫生处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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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稼夫强调学术领导
张劲夫更能干
“超声波化运动”内情
秦川和赵沨
钱学森和于光远之争
巴延年、桂世茂：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以学习为主的“三反”“五反”
思想改造是重头戏
学习苏联
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科学家如何“大跃进”
神仙会和《科学十四条》
贯彻八字方针，出现新生机
王仲良调离，分院被撤销
罗登：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
帮科学家分忧
保护朱洗们“过关”
大炼钢铁、超声波和深挖洞
谈庆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建立力学研究所
我有“右派嫌疑”
“上天、入地、下海”及火钻
钱寿易深得钱学森重视
“超声波化”和“除四害”
爆炸力学的诞生
核爆炸波与爆破堆山
李毓昌：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
钱学森入党
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
晋曾毅无为而治
杨刚毅和钱学森之争
乱糟糟的“大跃进”
林鸿荪、林同骥等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
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
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
薛攀皋：追忆广州会议
领导干部带头检讨
科学家大提意见
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大会总结和遗憾
薛攀皋：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会议的背景和主题
会上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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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的评价与思考
薛攀皋：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
丁瓒与心理研究所的筹建和降格
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周恩来等：心理所的任务要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胡乔木对批判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否定
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薛攀皋：中国科学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建立学部与学术领导
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
“夺权”与撤销学部
重建学部与加强学术领导
学部变为咨询机构
科研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
宋振能：我与中国科学院（1965—1977）
科学院的三线建设
科学院机构改制
“文革”后砸烂学部
黄淮海办公室的工作
“五七办公室”
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业务一组、二局、一局
“三志”会议、植被会议、环保会议
整顿科学院
“百家争鸣”座谈会
胡亚东：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
科技资料进口工作做得相当好
与东欧国家的学术交流
重新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恢复中国科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中的地位
蔡德诚：钱学森和《科技导报》
“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
勇于刊登不同意见
朱光亚的一封信
马克思与马赫
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
附录  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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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新书发布会的现场看完
2、很多八卦
3、写出了科学史的人性深度，也反映了历史的深度。
4、很有意思⋯当然，历史上那些事现在也正在发生
5、由科学家讲述、经史学家考证，原汁原味的科学史。或者说，是科学家眼中的20世纪中国历史。赤
裸裸的真相，教训总结很多，沉痛之处很多，绝非常含虚假成分的宣传品，或者常含虚构场景的报告
文学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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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先来谈谈这本书吧。这本书应当算是一部介绍上个世纪中国当代科学界人和事的选集。前四章讲
述的是留学归来的青年俊才在一穷二白的情形下开展科研工作的故事。其后十三章则是科研干部对科
研管理的回忆与思索。
      坦白说来，在读之前我有些害怕，这本书对我这个文科生而言会不会难度颇大？起初这本书吸引我
的无非两点：其一，个人对科学家学术情怀的仰慕；其二，口述访谈史的特殊历史价值。其中人物虽
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突出学术成就一方大家，然而我实在是孤陋寡闻哎，他们的名字我鲜有耳闻，实
在惭愧。作者熊卫民教授也说这些作品之前大都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面并不算广。可，读罢我
才发现，其实无妨，他们也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啊：学生时代正值抗战，怀抱着对知识的追求在战火中
刻苦学习，努力通过层层选拔争取赴美留学的奖学金资格，学成之时只因一腔爱国热情便要回国建设
，更不必说其后经历的艰难险阻⋯⋯
      这些尘封的往事，描绘了他们求学，工作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中国科学的成长与曲折，使我读来，
饶有兴致且发人深思。就像王扬宗先生写的序言标题一样：“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昨夜，当
下，终归成为是往事，可一脉相承的东西却愈发的成为了未来的见证。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这种平易近人的对话访谈形式
时时的引导我思考：科学与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通行的学术规则又为何会遭到扭曲？未来又将如
何重塑或者说推动学术体制的建设？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科学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科学创新同
时又深受社会稳定，社会需求的影响。读着读着，越觉得科学总该有它独立于其他（包括政治）的原
因，可我找不到答案。带着这个问题，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又翻阅了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
。故将所得一并记下。韦伯认为随着科学(广义地说，是学术)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
统已经分裂。正如托尔斯泰的提出的那个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
么?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换句话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用来为人类生活提
供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科学知识不仅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
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就更难以证明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科学的“除魅”
——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无限“进步”和理
智化过程，已使人类生活就“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有个终结”。所以，价值应当从知识
中剥离。在马克思韦伯之前，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构成了西方人求证价值确定性的基本方式，柏拉图《
理想国》中的“洞穴观影”之喻，那个在洞穴中转过身去的人是哲人，他所看到的阳光代表着的是科
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人才不会为幻觉和影子所惑，努力达到真正的实在即“知识”。而对于近
代西方人来说，科学则是“通向上帝之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
”，无论是奥古斯丁和斯宾诺沙的宗教理性还是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理性，都在作着相同的努力，那
就是用知识(神的或世俗的)来寻找意义。在既往的西方文化史上，知识与价值、意义基本上是同义词
，然而韦伯对此却摇了摇头，“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
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科学知识中的两个伟大工具：观念和理性实验，已丧
失其“通向真正的实在”的原初预设。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使科学变成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
的”一种东西，科学于是与真理不再关联而仅仅是一些事实知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
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
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韦伯如是说。   与
解构知识相伴而生的是解构价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价值的统一性来自于知识的统一性，在柏拉图
眼里，知识是真正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当然只会是一元，是知识与价值、意义的同构，既然知识的
统一性已不存在、价值已无法从知识中得到证明，那么价值和意义便没有了标准化的参照可供验证，
价值便只有从普遍转向独特。韦伯因之主张起价值“多神论”，他说：“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
相互冲突的立场。我不打算赞同詹姆斯·穆勒的哲学，但他在晚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
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科
学地’做出判定。”这种价值“多神论”意味着对单一化信仰的诉求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如一些现代
性理论者所主张的普适性价值，也便构成信仰的僭妄。 
      知识的“除魅”，知识中神性和诗意浪漫的退隐，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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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套在知识发掘者身上的光环随之一起消失。韦伯在解构完知识和
价值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解构起那些“以学术为业”者，他说：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
应与政治分离。故而，知识人不应继续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而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实
行价值中立，因为，“一名科学(学术)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
解的终结之时”，“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合上书的那一刻，不由得想到之前看过的清华特奖答辩会上陈立杰的一段话。特摘录如下：“这
么多同学在科研上前赴后继，不禁让我想起姚先生说的一句话，现在是计算机科学的黄金时代，也是
全人类的黄金时代，能够站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梦想能够成为黄金时代大潮
中的一朵浪花，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 多么直率执着的热爱啊！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件事情的结果
被轻描淡写甚至略带轻佻地叙述的时候，过往那么多的困境中的挣扎、长夜里的无眠，实不足为外人
道。但是对于清华特奖的天才们来说，可能反而是那份对科学的纯粹和热爱才“不足为外人道”。（
好像有点跑题了唉）
       透过那些科苑往事，这本书无愧被称作“灵魂纪念馆”。我时常想：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人，可能
一辈子都无法达到他们学术成就的千万分之一，但我仍要全力以赴地去寻我的热爱，找到真正的自己
呀！
---------
      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
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此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
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愿你我共勉~
2、翻阅熊卫东先生的新著《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内心五味杂陈。感谢作者历经十余年的采访
整理，为大家呈现了一段鲜活的中国当代科学发展史；同时，又为科学家在政治起伏的波浪中难以自
保所震惊。感想其一：口述历史的鲜活价值把口述史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是近六七十年的事情，口述
史的兴起代表着史家审视历史视角更加多元，个人的经历成了正统历史的有益补充抑或是修正。当然
，口述史有其主观因素存在，可是谁又能说所谓正统历史或官方历史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呢？好在，
口述史也可以就一段史实采访多人以求互相佐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卫东先生的这本书保存了很
多科学家对中国当代科学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关键细节的记忆，有十分宝贵的文献价值。感想其二：
再次确信“读史使人明智”人类对于自身所知甚少，这可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无法摆脱的局
面。我们不单没有从生理或精神上很好的认识我们自己，就连过往的记忆在每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呈
现，这点我们也很难把握。所以，不管你是在社会中从事什么职业，又不管你是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
，了解一下历史总能让人意识清醒不致糊涂，决策明智不致愚昧。就本书而言，从事科学研究相关工
作的人阅读一下，至少可以对科学家的“独立思想　自由精神”（完全可以纳入科学家的职业操守）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所谓傲气与傲骨。感想其三：怎样处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没有那一寸土地能独善其身。当时代的大潮夹裹着明枪暗箭时，谁又能确保自己不被射中？在那个
特殊的历史年代，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一颗脑袋顶成百上千颗脑袋聪明智慧的人很难摆脱政治大潮的
洗礼。你可以选择蝇营狗苟顺风打旗，你可以选择宁死不从对抗到底，你还可以选择逆来顺受保存实
力⋯⋯当然，如果你是手握重权可以左右局势的要员，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你应该汲取决策的智慧以及
清晰的理解“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在做出每一个决策时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感想其四：怎样处理我们和同类的
关系书中采访的每一位科学家都提到了在遇到政治风波时人与人之间可怕的冷漠。美国波士顿犹太人
屠杀纪念碑碑文上写着：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
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的感想，也都在这碑文中了。感想其五：我们要感谢和致敬的
人很多很多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影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那些卓越的科学家板凳甘做十年冷面壁
十年图破壁的付出却如开在野外的小花，长期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为了政治的考量或其他的需要，我
们总是乐于树立典型以至于提到科学家我们想到的只有袁隆平、钱学森等为数不多且光辉无比高大鲜
亮的形象。再者，生活中很多平实的人也在服务着我们，比如快递员、环卫工，比如菜农、渔民，我
们给予他们的关注和感恩都太少太少。这本书是熊卫东先生采访了耄耋之年的十六位科学知识分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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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成的。这十六位知识分子是：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沈善炯、邹承鲁、范岱年、何祚庥、巴
延年、桂世茂、罗登、谈庆明、李毓昌、薛攀皋、宋振能、胡亚东、蔡德诚。让我们再一次向科学家
们致敬，感谢他们替我们承受了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感谢他们为了我们生活变得更好付出的辛劳。
3、中国科学发展的风雨历程——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有感就在看到本书前几天，我看到
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终于造出圆珠笔头，有望完全替代进口”。当时看到这消息时感到异常激动
，但等稍稍冷静一点的时候不免有点小感慨，想我们泱泱大国，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偏偏是那
样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难住了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我们的技术还是不够成熟，这个中原因到底是什
么，值得我们去好好思索一番。读了本书《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后，多少有了点自己的感想。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副标题为“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是一本对十六位资深科技知识
分子进行采访编制而成的口述史。一提到科学家，想必大多数人印象中就会出现厚瓶底片眼镜，不苟
言笑的形象。他们严肃认真，不像人文知识分子一样能说会道，但他们同样是中国发展史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不善言辞令他们大多都不为人知，只能在幕后默默奉献，如今这本《对于历史，科学家有
话说》将他们的艰辛历程展现给了我们，读过本书的我对此深表感动。本以为关于科学的一定是十分
艰深难懂的，可是本书采用对话访谈的形式，语言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轻松阅
读下来。书中提到的十余位科技工作者现都已是耄耋之年，他们大都经历过出国留学，大跃进，文化
大革命等等历史大事件，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这丰富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部鲜活的20世
纪中国科学发展史。出国留学即便是在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对当年的知识分子
来说更是吸引人，国外先进的技术引导着大量的求学者前去，但是国外的求学生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有人坚持有人放弃，但相比当时的中国的来说，国外的先进技术，优良
设备是科学工作者的温床，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然而历史不是一直那么一帆风顺，国内政治
的波动影响到了他们的回国问题，国外政府对人才的苛求以及生活的影响也让他们陷入了种种僵局，
有人回国有人留下，想必当时也是流失了一部分人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政治运动对文人学者的
冲击一直非常巨大，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的动荡把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卷入了
历史的漩涡，难以安心做研究，这也是十分可叹的，这些历史对很多科学家的影响足见中国现代科技
发展的兴衰历程。历史已成为过去，无论我们再怎样评价都已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继续前行。近年来我们国家科学进步迅猛发展，慢慢地已跟上世界的脚步，众多学者已不需出
国就能学到先进的知识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2015年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证明，和成
功制造圆珠笔头一样，虽然晚些，但是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科技大
国。
4、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　　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大家也许想不到，在“除四害”
的时候，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要完成分配的任务，出去轰麻雀、除苍蝇；留学归来的冶金学家傅君昭，
对土法炼钢只能不置可否。前苏联专家参观钢铁学院时，面对土法炼出来的一堆东西，专家质疑他：
“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傅先生回答：“这个是群众运动的产物。”思想改
造运动中，高级研究人员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被批判为学院式的“理论脱离实际”，生物学家朱洗一
气之下把所有的实验材料都倒掉了⋯⋯这些鲜为人知而又荒诞的事，就真实地发生在在不久的过去，
而且是在理性、严谨、科学素养水平高的科学界。这未曾远去的历史，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更不应
被忽视和遗忘。　　这些生动的历史记录，出自《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这本书，是关于当代中
国科学界的一部口述史。此前对于科学界的前尘往事，业内人士鲜有诉诸于笔端者，而记者或作家的
笔墨，囿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对事件人物的隔膜，难免曲解事实。在当下核心档案大多难以读到的情
况下，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的口述，无疑成为鲜活的证词。作者熊卫民教授，以他独特的优势，不但
拥有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熟悉了解众多科学家和科学管理干部，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而且能与他们
进行平等深入的对话，又具备足够的文字能力准确地整理记录访谈，方才诞生此书。这本书无疑是填
补了一个空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了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历史冰山一角的重要入口。　　书中收
录的访谈对象，既有留学归国的大家，也有本土成长的科研人员，还有科研院所的科技管理干部，处
于不同位置的多位当事人，对同一时期的事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剖析，他们的言论互相甄别
、互相印证，既体现了历史真相的多层、多元，又让人信服，足以反映当时科学界的面貌。作为读者
，思考分析之后，对彼时的真相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相比于人文类历史，
这部科学史有明显的不同，更为严肃、严谨。所有的事件，相关的人物、时间、过程、数据力求准确
无误，对于事件的记录更为客观，极少感情色彩，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也提高了说服力。同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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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者读起来，也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因为许多历史事件，我们有所耳闻却不得其详，如“超声波化
运动”、“特异功能”、“珍奥核酸”事件、“水变油”事件，对它们好奇探究的心理会吸引我们一
睹为快，而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是最可信任的。这些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
他们的经历读来既可敬又亲切。另外，通过访谈我们看到，在特殊年代的背景下，形形色色不同人物
的不同反应，使我们洞见了人性的复杂：崇高、猥琐、坚定、堕落、聪明、愚蠢，充分感受到时代大
潮中跌宕起伏的人生况味。　　值得重视的是，了解科学界的历史，不应只是专业人员的兴趣，和普
通人也息息相关。以史为鉴，直面曾经的失误教训，让历史告诉我们，现在和未来都要尊重社会发展
的自然规律。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唯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健康发展，每个人
才能幸福。　　
5、我很高兴能够在机缘巧合之下能有幸拜读熊卫民教授历时十年撰写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书中所呈现的内容恰如其分地被书名概括，书如其名。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科学界历经风
雨，科学家们也在政治风云的影响下体味着五味杂陈的人生。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整体宏观性，落实
到各领域，可分化为政治发展史，文学史，科技发展史等，各领域的发展进程也可具体到个人，而从
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个时期的领域发展，会让我们对其发展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该书被称为一部活
的现代科技史，不仅仅是一本口述访谈集，也为十六位科技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历史集体发声提供了
一个平台。为什么要翻开这本书？以前看书，大都出于兴趣，喜欢就看，不喜欢就将其晾一边。现在
看书，开始逼自己看不同领域的书籍，不再局限于一些偏文学类书籍，以扩展自己的视野。作为一名
和科学界八竿子打不着的文科生，我的确对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知之甚少，对于20世纪的科技知识分
子能叫上名来的也只是邓稼先，钱学森，钱伟长这些人人都知的科学界名人。翻开这本书后，我不得
不承认自己的孤陋寡闻，以及对我国科技发展的一无所知。这本书主要围绕政治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
系介绍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大体可分为郑哲敏、傅君诏、施履吉等科学家们成才之路的讲述
和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们对所在机构一些人和事的回顾两部分。自清末明初，中国有志青年多赴西
方先进国家留学，并掀起出国留学的热潮，而这股热潮延续到21世纪，有增无渐。如今，出国留学已
不是新鲜事，学成归国绝非难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各种原因，我国5000多青年学子选择赴美
留学。这批留美学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历史教育，有着强烈的爱
国救亡意识，所以他们大都期望能够学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力量。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中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美国政府给欲归国的留学生设置了重重障碍。但即使如此，很多留美科学
家依然决定冲破麦卡锡主义的阴霾，绕过美方的层层阻拦回到祖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颗拳拳
爱国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就拿郑哲敏教授来说，留学前通过北京扶轮社奖学金考试然后一步步
打败竞争对手以优异成绩争取到全国唯一留美名额，在美学有所成后，申请回国之路异常坎坷，虽绕
道欧洲回国后不被重视，但回首往事仍不悔当初归国决定。丰富的人生经历的确是一种人生财富。在
有关20世纪科学界人和事的讲述中，我深刻意识到政治对科技发展的强大影响。历史怎容遗忘？文革
之痛须铭记！邹成鲁院士可为了维护科学尊严，与政界，商界乃至科学界一些不良人员多次论战，勇
气可嘉。而现在，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文学界等各领域，我们都需要这样高风亮节的斗士。书中提到科
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学术腐败，奖惩不明等，至今仍存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人心浮躁，能
沉得下心来搞科研，并能有所成就的人少之又少。至此需要反思的方面太多，往深里讲，可延伸至我
国的教育体系。的确，我们不得思考现有教学体制下给科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最后我还是觉得很高
兴能够有机会看了看这本书。历史不容遗忘，科技仍需创新。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而科
技创新的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一辈子的努力。谢谢那些心怀家国，一心科研的科学家们。因为你们，
我们国家才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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