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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之一，主要内容包括：钱学森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历史
背景、基本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科学技术发展新时期
——从分化向综合化、整体化转向时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大创新
：对科学方法的创新，提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它是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工程实践的创新
，提出系统工程方法，它是组织管理大型工程的科学方法；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根据时代的要求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进展，围绕提高人的潜力，特别是人的智能，提出新的科学研究领域—
—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与大成智慧学，它融合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
  本书适合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及社会人士、高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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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培根（1561～1626年）进一步把归纳方法和实验方法结合，从此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
科学便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因此马克思誉培根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
培根的目的是要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推进科学的发展。
他的科学分类一方面是从人的理性能力着手，认为科学是人类的理性活动，它的任务是要在人的理性
中创造出一个符合于世界本来面貌的模型。
所以，他把人类理性能力的区别作为科学分类的依据，并把这种能力划分为记忆力、想象力和悟性，
相应地把科学划分为记忆的科学——历史、想象的科学——诗歌、悟性的科学——哲学。
另一方面培根又认为，科学的源头不仅是人的理性，而且是事物的性质，因此他又进一步把科学划分
为：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的存在和运动；“人的哲学”（人类学、逻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
—研究人和人类社会。
近代科学前期主要是分门别类的研究，在积累了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基础自然科学的分类初步完
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以牛顿（1642～1727年）和林耐（1707～1778年）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最
基本的自然科学，如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及数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②。
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相对成熟的情况下，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分类基本上完成。
物理学在牛顿的观点与方法指引下，明确地划分出力学、光学、热学、磁学和电学。
生物学在博物学家林耐的分类中，根据植物的用途或形态特征进行分类，首先将自然界分成三个界，
即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在界的下面，依次是纲、目、属、种、变种。
实现了分类范畴的统一。
对植物界他以种为分类的最小单位，再根据花的数量、形状和位置分成属，并以雌蕊的数目决定某一
植物应归的目，以雄蕊的数目确立应归入的纲，另总括隐花植物为一纲，构成所谓“林氏24纲”。
他把动物界分为六个纲，即哺乳纲、鸟纲、两栖纲、鱼纲、昆虫纲和蠕虫纲。
林耐将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甚至包括矿物）统一在自己的分类体系之中，建立了经典分类科学。
林耐在生物学中的最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人为分类体系和“双名制命名法”。
即用两个拉丁字构成生物某一物种的名称：第一个字是属名，第二个字是种加词，两者组成一概学名
，后面还附有定名人的姓名。
林耐的分类法和命名法，使已知的各种生物可以排成一个有规则的系统，结束了过去生物学在分类命
名上的混乱现象，这就为生物进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恩格斯说：“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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