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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复兴与科学家精神的形成

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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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在民族百年复兴路上，传承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践行科学

救国、报国、兴国、强国的初心理想，形成了与西方科学家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塑造出宝贵的中国科学家

精神。科学家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大力量源泉之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弘扬传承科学家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聚

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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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建党百年·青年说
Youth Perspectives on Centennial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100年来，党带领人民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中国科技事业也从无到有、由幼小到壮大；科技水平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目前已开始涉足
“无人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科学传播局、青年创新促进会与《中国科学院院刊》共同组织策划“建党百年 · 青年说”，
邀请青年学者畅谈他们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认知，对于科学家精神的理解与传承，以及对于科研导向变化、基础研究
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以此展现青年学者的态度、能力与担当。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是

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重要时间节点。100 年前，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个月后的 1921 年 9 月，任鸿隽[1]在

清华学校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道：“现

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

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是拿人民智识

程度的高低……。要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一切生活的程

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在这 100 年期间，中国

科学家在党的引领和领导下，立足祖国大地、根植中

华文明，以实际行动锲而不舍传播科学、发展科学，

在科学救国、报国、兴国、强国的奋斗中用智慧、汗

水和鲜血凝聚形成了中国科学家独有的精神品质。

1 科学家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规范

科学家，或者当时称为的“自然哲学家”作为一

种社会角色的出现，是科学革命带来的结果。英国

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推动了科学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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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19 世纪，分科学会的建立①进一步推动了科学

的体制化。1840 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惠威尔（W. 

Whewell）最先使用“scientist”（科学家）这个名

词 [2]。科学家的精神特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科学

革命时期逐步成型；相应地，科学也开始在西方文化

中占据较为核心的地位[3]。在科学体制化完成后，科

学家精神基本成型，呈现出求真唯理、增进福祉、协

同合作等特征，并形成与其他社会角色相比独特的精

神气质和价值规范。

1.1 求真唯理传统
从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开始，希腊哲学家就逐渐形

成发现自然、探索真理的传统。泰勒斯、阿那克西曼

德、阿那克西美尼等米利都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都勇于质疑老师和权威，坚持

真理至上的观念传统。苏格拉底追求的是公众认可

的、普遍有效的确定性知识，只有这种永恒的确定性

的知识才被苏格拉底认为是真正的知识[4]。柏拉图对

完美的理念世界进行探讨，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

不完美的摹本，力图去寻找理念世界中不变的、完满

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学中对名词、命题

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作为推理主要形式的“三段

论”。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

理”已经成为鼓励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不唯上、不

唯书，只唯真、只唯理，这种求真唯理传统始终成为

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义。

1.2 增进人类福祉
源于在问题、方法和传统方面对希腊科学的继

承，近代科学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解决了希腊

科学之后遗留近 2 000 年未曾解决的问题，呈现出波

澜壮阔的发展过程。哥白尼、伽利略通过对托勒密体

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新的天体力学。

1687 年，牛顿发表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被誉为科学革命的顶峰。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

培根思想和认为“与科学存在亲和性”的清教精神影

响下，1660 年皇家学会成立，科学家逐渐成为一种新

的社会角色。18 世纪，科学革命的成果被传播到空前

广泛的范围，被应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以期改善

人类的生活。正是意识到科学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科

学和科学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科学家精神在求真唯

理之外，增加了以勤奋的科学实践来提升人类生活状

态的内容。惠威尔提出，科学家“在尊严方面他享有

传统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的同等地位，在实用

性方面他比这些传统角色优越”[5]。科学家成为受到

社会尊敬的职业，也承担着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

1.3 独有价值规范
20 世纪 40 年代，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

ton）认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科学特有的精神气质有

着必然的联系。默顿[6]系统论述了科学具有的社会规

范，提出了以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

怀疑性为主要内含的“科学的精神特质（ethos）”，

“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

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表

达。它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

科学规范可以分为 2 个层次。① 基本规范，即与

其他社会规范的基本层次相同。② 特定规范，也可以

分为科学家所内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所

外化出的科学职业规范。内化的科学精神是规范中的

价值层面，从默顿首先提出的“科学的精神特质”到

后学院时期齐曼（J. Ziman）提出的归属性、局部性、

权威性、定向性和专门性的科学范式。外化的科学职

业规范是科学核心价值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论文发表和承认标准、科学奖励与评价体系、项

目申请制度等。科学家的这些特定的价值规范和职业

规范，与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的价值规范和职业

① 例如，1841 年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成立，1865 年伦敦数学会成立，1874 年英国物理学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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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存在很大差别，呈现出求真、求实、合作、协力

等诸多特征。

2 百年复兴路上塑造形成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中国广泛使用“科学家”这个词的时期，应与

“科学”广泛取代“格致”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有对应

的关联或者一定的滞后性。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科学”理念逐渐渗入到教育、政治、哲学等社会各

个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7]。与西

方科学家群体兴起时相比，现代中国科学家群体出现

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所承担的使命责任存在

很大差异；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观念也呈现

出显著的独特性。

2.1 科学救国的鼓与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
情怀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任列强欺

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亡国灭种”的压

力，中国仁人志士在考虑自身职业选择时，都以挽

救国家危亡和实现民族复兴为志向，其中一批仁人

志士选择了科学救国的伟大理想。起初以革命救国

为志向、曾在南京政府中担任临时大总统秘书的任

鸿隽就毅然弃官从学，以科学救国作为他终生不渝

的志业。他所领导创办的《科学》杂志第 2 卷第 8 期

刊登的《本社致留美同学书》，发出了“科学救

国”的呐喊：“科学为近世文化之特彩，西方富强

之泉源，事实俱在，无特缕陈。吾侪负笈异域，将

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

发达，其道莫由。”

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没有经历西方科学家

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定数量的

科学家群体开始出现，并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优厚

的经济收入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8]。但是，作为科学

后进国家，面临救亡重任，爱国始终是中国科学家

精神的核心标签。这是中国科学家精神与西方先进国

家的科学家精神在共时或横向尺度存在的显著差异。

此外，中国科学家群体在出现时还属于传统的“士”

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以及“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宏大志向和历史传统，都在激励他们以毕生从

事的科学事业挽救危亡、开拓盛世。这与西方科学家

更为重视求真唯理的传统，在历时或纵向尺度存在明

显不同。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领导了一场具有广泛

影响、蓬勃生动的自然科学实践活动，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事件就是领导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

科学院汇聚了陈康白、刘鼎、沈鸿、钱志道、李强等

一批红色专家。在党卓有成效的领导之下，他们以扎

实的科研工作支持了抗战和边区建设，为党全面领

导科技事业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

同时，党还领导着一批在国统区成立的进步科学社

团，如：1940 年 5 月在重庆成立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

协会、1945 年 7 月在重庆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等。可以说，红色基因已在中国科学家精神中打下烙

印。

2.2 怀揣科学报国梦想，“向科学进军”
1949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这是党中央全面

领导科技界抓的第一件大事。在党的感召下，一大批

杰出科学家回国效力，实现科学报国梦想。竺可桢[9]

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

中国科学翻了身，科学工作者多年来建设自己祖国的

愿望开始得到了实现。”党对国家建设的宏伟方略，

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团结与培养，

使新中国的科学家能够大显身手、为国效力。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8 年，党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重

大决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钱学森、钱三强、王

淦昌、邓稼先、朱光亚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以身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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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默默奉献，勇闯科研道路上的“娄山关”“腊子

口”；他们用自己的智慧、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铸

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

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和集体主

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创新自信和自立自强，

集中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艰苦朴素和坚忍不拔。这些

科学家“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为中国科

学家精神树立起一座不朽丰碑。

2.3 在“科学的春天”，践行科教兴国战略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中国科学

院院长郭沫若[10]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中提到，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讲

话发出了时代的呼声，充分反映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对

祖国科技大发展的憧憬和期盼，奏响了全国改革开放

的先声。伴随着陈景润等科学明星的出现，全国形成

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科学的热烈氛围。中国

科学家在“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

靠科学技术”的指引下，以实际行动勇于创新、开拓

进取，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

1986 年 3 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等科学家以对国负责的高度使命感，向中央提出跟踪

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得到中央采纳，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发展。1995 年 5 月，党中

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创新被视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和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中国科学家精神中的地

位愈发凸显。1999 年，对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人

物的隆重表彰，是向全社会宣传科学家精神的重大事

件。2000 年起，国务院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相

继有吴文俊、袁隆平、王选、屠呦呦等 20 余位科学家

获此殊荣，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容不断丰富、影响不

断扩大。

1998 年，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创新文

化建设被列为知识创新工程的五大目标之一，其目标

是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新文化，包括求真唯实、尊

重人才和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文化氛围。创新文化

建设为知识创新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精神

动力，指导并促进了科技创新实践。中国科学院涌现

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团队、管理者团队及优秀代

表。创新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鲜明特色，并越来越成为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容。

2.4 “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百年来中国科学家的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有

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

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的民族脊梁，也涌

现出了像南仁东、黄大年、李保国、钟扬等一批心中

有大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楷模，形成了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

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为

核心的科学家精神。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

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

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 2021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

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更需要继承

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

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语

重心长、催人奋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

针对性，为我们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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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伟大复兴提供创
新动力

老一辈科学家塑造形成的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

技事业过去发展壮大的精神密码，也是我们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动力源泉。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大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

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必将进一

步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争做重大科研成果的创

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

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

深度进军。

3.1 科学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在波澜壮阔的科技事业征程中，党领导下的几代

科学家通过毕生报国行动形成的科学家精神，如“两

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北斗精神、载人深潜精

神、探月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

分，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在

致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中国科学院几代科学家求真务实、报国为民、无

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现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爱

国情怀和高尚品格。正是这几代科学家的接续奋斗，

奠定形成了今天中国科学院唯实、求真、协力、创新

的院风和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体

现在中国科学院院属各单位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

的各富特色的科学家精神资源之中。例如，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牦牛精神”“骆驼

精神”，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几代科学家在青

藏高原科考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青藏精神”，以及中

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作为主要科技创新贡献者的

“南海精神”等，都是中国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参与

塑造形成的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

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情怀、视野格局、眼光学

识、治学修养。

3.2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刻感悟科学家精神
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史告诉我们，弘扬新时代科

学家精神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既是我国科技事业不断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也是弘

扬好、传承好科学家精神的根本保证。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要倡导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改变长期跟踪、追

赶的科研惯性，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

挑战科学和技术难题；宁要光荣的失败，不要平庸的

成功。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要接续传承中国科学院老一

辈科学家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为党分忧、

为国解难，攻坚克难、敢打硬仗的光荣传统；要始终

恪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以国家战略需求

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

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快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3.3 为科技自立自强汇聚强大精神动力
当今科技创新的竞争不仅是物质和智力的比拼，

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老一辈科学家塑造形成的宝

贵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在

党的百年华诞，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

经吹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

启，我们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认真学习、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加快

实现“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标，为我国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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