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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与科普

组稿人按: 科学家精神是当代科普的重要内容，科普是向社会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途径和形式。本专

题组织六组学者，分别着眼于弘扬科学家精神与科学技术传播普及相关联的不同维度，多层次分析科学

家精神的丰富内涵、科普的有效途径、通过科普实现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等重要议题，对进一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传播普及科学技术、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提出思考建议。( 组稿人: 任福君、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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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下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演变

任福君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1 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传承演进

中国科学家精神一直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其内涵也随着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 1919
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以“ 德先生”与“ 赛先生”为口号，让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 无数仁人志士分

别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踏上救国之路，前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终促成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者将科学救国作为信念，远赴海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传播科学思想，使其扎根于中华大地。 赵忠尧

带着 50 毫克镭辗转长征，西南联大师生流离漂泊，在日军轰炸下坚持学习研究，高士其忍受残疾千里奔

赴延安开展科普工作。 在黑暗的旧社会和战乱的环境中艰苦求索，用科学寻求报国之路，是这一时期爱

国科技工作者的典型精神风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励了无数海外学子纷纷冲破艰难险阻归国，将所学科学技术知识投入建

设祖国的事业中，推动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 老一代科学家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爱国奉

献的精神铸就了“ 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等精神丰碑，涌现出钱学森、 于敏、 邓稼先、 王大珩等光

辉典范，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者、 践行者和塑造者，激励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前进
［1］。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科学的认识又实现了从“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 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

转变。 1975 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

平同志又强调了这一论点。 1992 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 1995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2003 年 7 月 28 日，胡锦涛同志在

讲话中提出“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将科学发展观列为我国引领发展的思想。 中国科技界不断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将科技发展与国家发展

战略、 社会经济繁荣紧密结合。 中国科学家的精神风貌也越来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发展

的实际需求，涌现出一大批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浪潮中激流勇进的科技工作者群体，为中国的科技、 产

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自 2010 年中国科协“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至今

［2］，采集工程通过实物采集、
录音录像、 口述访谈等方式记录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资料，为记录共和国科技发展历程、 宣传老一代优

秀科学家典型、 弘扬科学家精神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原始素材
［3］。 其中发掘出许许多多优秀老一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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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典型事迹，包括高士其、 沈鸿、 谷超豪、 侯祥麟、 罗沛霖、 黄翠芬、 周廷冲、 梁思礼、 郭永

怀、 钱三强、 何泽慧、 彭士禄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以及“ 奔向延安”“ 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

什么”“ 太阳最红，祖国最亲”等一系列催人奋进的口号。 回顾中国科学家精神不断探索演进的历程，

可以看到，在理性对待科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家精神的塑造既有来自历史的不断传承，又有面对新时

代新要求和新挑战的新内容
［4］。 在当代，如何更好地凝练科学家精神，树立新时代中国科学家公众形

象，逐渐成为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5］。

2 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加强作风学风建设。 201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指出:“ 营造良好学术环境，

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氛围。 以科学家精神、 作风学风为核

心的科技共同体建设正在逐步开展。”2018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明确了

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具体目标。 2021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 更广泛地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

学风。”
2019 年 6 月 11 日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 简

称《意见》 ) ，对当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和作风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做了具体阐明。 科学家精神包含六

个方面: 一是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二是勇攀高峰、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三是追求真

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四是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五是集智攻关、 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六是甘为人梯、 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表明我国科技创新的价值观既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性

基础，又包含创新求实、 协同育人等科技创新事业特有的价值追求。 对科技工作者来说，近至通过科研

事业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中至推动整个社会的知识进步，远至服务于国家和人类的共同福祉，是科学

价值观的不同层面，并体现为上述六个方面的科学家精神。 此外加强作风学风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

研环境也是科技工作者精神建设的重要部分，主要任务包括崇尚学术民主、 坚守诚信底线、 反对浮夸浮

躁与投机取巧、 反对科研领域“ 圈子”文化。 在 《意见》指导下，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有了更加明

晰的边界，从科学家精神的弘扬到作风学风建设，涵盖了当前发展中应当面对的主要作风学风问题，并

对突出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神以服务国家和奉献社会为情怀，以追求真理、
开拓创新为价值导向，以协同合作、 培育后进为事业追求的特色。
3 对中国科学家精神时代内涵的认识和再思考

( 1) 中国科学家精神是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内化的精神成果。 中国科学家的成长与现代中国的命运

和发展休戚相关，研究中国科学家精神，不仅是对这一群体作为现代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知识传播者的观

照，更是将其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承者、 现代中国进取精神的实践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该

群体进行多方位、 深层次的观察和总结。 探索他们投身于科技事业发展、 投身于国家建设背后的思想

基础，更加清晰地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领导下，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艰苦奋斗历程，如

何引领中国科技界踏上新的征途 。
( 2) 中国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在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中的实践成果。 中国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体现

在每一时代、 每一学科、 每一位科学家具体的人生成长经历、 科研创新经历、 学术传承经历的科学实

践中。 通过对中国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培养模式的剖析、 学术成长经历的梳理、 科技创新经验的挖

掘、 团队合作模式的探究，以及对科学家科技创新成果的深度解析，从更为具体的层面提炼科学家精神

的独特创造性、 真实性和生动性，印证科学精神在国家、 社会、 公民层面的价值体现和人格关怀，充

分展现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时代风采和人格魅力，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自信。
( 3) 中国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随时代不断演进的成果。 科学精神是对现代科学诞生数百年来的高

度概括，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价值。 自现代以来，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科技创新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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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和运行模式推陈出新。 在科学救国和科学强国使命的指引下，中国科学家群体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气

质。 凝练和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工作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中做出更大贡献。
( 4) 中国科学家精神也是科学精神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相结合的成果。 近代以来，从科学救国、

科学兴国到科学强国，中国知识阶层对科学的理解也不断深入。 随着近些年来对科学文化的逐步重视，

以及对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不断挖掘，对科技界作风学风建设的不断加强，对科学的理解更是上升到了文

化层面。 随着对科学的认识不断深入，科学精神在中国扎根、 开花、 结果，并不断引发社会的深刻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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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价值传播的再认知与讲好故事的探讨

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1 “ 科学家拥有的科学”与“ 大众共享的科学”
科学家精神毫无疑问要建立在科学家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约之上，概要而言，它包括“ 心”与

“ 行”两个方面。“ 心”的内涵是求真、 求善以及求美的信念，特别是追求真理、 造福人类的初心;

“ 行”的内涵是坚守信念、 持之以恒的言传身教和个人操守，特别是面对权与利纠缠时“ 求真向善”的

操守。 并非凡是科学家都有良好的科学家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理念环境和机制设计的不同，

科学家精神的议程构建与传播方式也会有不同的演化走向。
1. 1 传统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及其价值取向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斯图亚特·霍尔提出: 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 一个集团的成员间的

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 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等于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

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
［1］。

传统的科学家组织即科学共同体起源于近代英国，并逐渐扩展成一种全世界追随的职业圈子。 这类

圈子虽然组织形式多样，但都以探索科学知识和工程化实践为工作目标，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 1) 内向化特征突出的共同体。 科学家们自成系统 ( 圈子)、 自定规制和平台“ 玩”，在一定程度

上并不倾向或不认为需要向其他社群开放交换、 交流自己擅长的科学内容，倾向于认为在圈子内交流、
交换及共享才具有实质意义。

( 2) 并不怎么重视向外 ( 多社会阶层和泛民众)“ 交代”与“ 说明”科学研究工作。 认为科学家工作

需要的是符合科学规律，即求真和印证，作为职业目标不是很赞同直接介入社会运行与治理、 国家和民

生工程、 科技和产业资本，而是认为这些工作应该交给“ 别的圈子”的人去做。
综上得出结论: 科学家进入社会民生和国家治理、 科学团队创新资源直接参与产业与资本运行，在

这一阶段没有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主流价值诉求，科学家精神的立足点在于探索求真、 求证和技术实现，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奉献与求善。
1. 2 当代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及其价值取向

当代 ( 或称现代) 科学共同体的新特征是社会属性显著强化，打破内向化圈子并跨界发展，促使开放

性大大增强。 新圈子在科学社会学的表达中被概括为“ 后学院科学”［2］。 这类新的科学共同体也有多

种组织形态，除了坚持探索科学真实和实验化、 工程化实践的宗旨之外，跨界参与社会多行业的强关联

性与融入开始凸显。 按照当代中国的一种经典说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然需要责无旁贷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