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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国家体育总局
原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原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书记伍绍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2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伍绍祖同志遗像

伍绍祖同志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30周年会上讲话

https://fhyuan.net/?p=6185


伍绍祖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伍绍祖原籍湖南耒阳，1939年4月生于陕西西安。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7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核物理专业学习，1964年7月考取本专业研究生。1965年4月
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1972年4月后，任国务院办公室秘书。1975年6月后，任解放军国防科委司令
部二局参谋、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副局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纪委
书记等职。1988年12月后，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并任中国奥委会
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2000年、2008年奥申委执行主席。2000年5月起，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书记，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伍绍祖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18届、19届全国学联主席，第4届全国青联常委、第5届全国青联副主
席。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提示：沉痛悼念伍绍祖同志，感谢他对人体科学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

2009年3月8日“人体科学研究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伍绍祖同志的讲话还历历在目。他的讲话，对人体
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本着求真务实
的精神，“祝愿在新的三十年里，人体科学更加健康地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让我们再次转载这篇文章，
以此来缅怀伍绍祖同志。】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促进人体科学研究科学健康发展

（2009年3月8日）
伍绍祖

 

这一轮的人体科学研究已经30年了，这是怎么计算的呢？一种算法是从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第一次
报道唐雨会用耳朵认字开始算起，另外一种算法是1978年11月发现唐雨有用耳朵认字的功能开始算起，这
两个算法时间都差不多。这三十年正好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合拍的。

回想这三十年，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我算了算有“四起”、“三落”。首先是
从1978年11月开始掀起了第一轮高潮。对此事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而且还是重量级的人物，所以又冷



下来了。我最早是从1979年接触这件事，但是真正被拉到这个行列是1982年3月，张震寰同志叫我观看了张
宝胜的表演。震寰同志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想叫我和聂力同志来一起给当时党的主席胡耀邦同志和科
技界的泰斗聂荣臻同志反映情况。这样我就参与进来了，还真的给胡耀邦同志反映了。后来胡耀邦同志在
一份钱学森同志的报告上有个批示，批示得非常好，中宣部也发了文件。

第二轮是从1982年开始兴盛起来。在这一轮中，除了耀邦同志的批示和中宣部的文件之外，还有中国人体
科学研究会成立了，中央还批准成立了人体科学工作领导小组，贾春旺同志、腾藤同志（后来是李彦同
志）、郭树言同志，还有我一共四个人是小组成员。这一阶段仍然有不同的意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
到体委，树言同志调到湖北，慢慢又冷了下来。

第三轮是在1990年末，贾春旺、郭树言、李彦和我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党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李鹏同志
让李铁映同志和宋健同志抓这个事，成立了“六人小组”，后来又发展成为“十人小组”，又开始兴起来。
这个阶段，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1995年出了个“张宝胜败走麦城”事件，和1999年的事件，慢慢地
这个事又进入了低潮。

进入新世纪后，新一届党中央思想更加解放，我们这些人经常在议论这个事怎么继续坚持下去，这可以说
是第四起了。现在党中央提出了自主创新，我还注意到，现在党中央的文件和法律的修改中都把“伪科
学”三个字去掉了。我本人非常反对“伪科学”，我们是搞科学的，“伪科学”当然要反，但有些人
把“伪科学”和伍绍祖等同起来，说我是“伪科学”的头子，这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研究工作，而且范围更加地广了，比如最近我们在搞健康健美长寿国际论坛，也是与此有关系的。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为什么还能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讲科学。要有科学的
精神，勇于探索，敢于怀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要有科学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绝对
不搞封建迷信，不搞欺世盗名；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刚才同志们讲了很多科学的方法。总之，怎么样把人
体科学研究纳入到科学的轨道上去。

 

我们从事的人体科学研究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第一、它有伟大的科学意义。

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核物理专业读了八年，这件事是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解释不了的，所以需
要去研究。科学发展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力学，到量子力学，现在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比如零点
能是怎么回事，真空能是怎么回事？挠场、低温核聚变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同学在搞低温核聚变，我还专
门就此事给刘延东同志写了封信，我说搞成了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搞不成也最多花五十万元钱。过去
美国是反对低温核聚变，现在他们也改变态度了。还有水转化为油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我亲自去了王
洪成那里三次，非常仔细地看了。我自己拿瓶子接了自来水，喝了一口，然后一直拿着这个瓶子，让人往
里面放了一滴催化剂，最后全部变成了油，全部烧掉了。这些都是问题，都没有解决，也许这里面蕴藏着
一个巨大的科学领域。所以我非常赞成钱学森同志说的人体科学研究“会引发一场科技革命”、“是科学
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

第二、它有伟大的哲学意义。

到底怎么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如何坚持唯物论，如何坚持辩证法？只有用发展的理论才能坚持住，不发
展就不能坚持住。举个例子，二十世纪初，发现了正负电子对碰撞湮灭了，有一些庸俗的哲学家就说物质
消灭了，只剩下方程式了，但是列宁却根据这个现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物质就是独立于意识之外
的客观实在。这就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它有非常的大的实用价值。

一般来说，科技革命会带来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会带来社会革命。过去发明蒸汽机，发明电都是这样。

第四、它有伟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为世界人民做出较大贡献？这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熟视无睹这件事，就会丧
失了这个机会。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应该自我提出这么几个要求。

第一、一定要有韧劲，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到底。

要看到事物出现曲折的必然性，要看到每个成功都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西游记》这本书讲出
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要想取得真经，就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唐僧经历了八十难取得了真经，但回来
的路上过河的时候还是掉到了水里，因为还差一难。

第二、一定要有求实的态度。

掌握了事实就什么也不害怕了，我们是高举反伪科学旗帜的。

第三、一定要冷静，不要去感情批判。

今天我们就要求在座的同志不要去说别人的坏话，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第四、一定要低调。

今天我们特意没有让新闻媒体来，我们也不要去报道。现在的条件比较好，因为这个事是真的，越是条件
好，我们就越不用去宣传。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这个事业进行了30年，要有新的开始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开个会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非常重要。中
国文化有一个内容就是讲对立统一的，我今天也借用这个对立统一，来讲一讲这30年来我们的经验教训。

第一、要处理好真和假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求真务实，绝对不能搞假的，一定要把实验做确实。刚才黄老讲，钱老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也
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明白。

第二、要处理好正确和错误的关系。

正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扎实地去搞科研。错误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借用政治语言，一个是“左”
的错误，有的人也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思想保守落后，老是用过去的观点来批判我们。如果他有个人
企图，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也是不对的。另一个是右的，有的人是自己不懂，瞎吹，把有些事情说得
非常邪乎，搞封建迷信，搞唯心主义，这也不对。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

第三、要处理好现在和将来的关系。

现在过去了30年，年龄都大了，新一代怎么搞，我们搞研究的同志也需要找年轻的同志接上来。

 

第四、要处理好原理和实验的关系。

目前我主张首先把实验搞得更清楚、更广泛，当然也不是不搞应用和原理，这都可以搞。但现在的重点在
事实方面，在实验基础上搞应用，再进一步探索原理。

第五、要处理好民间和官方的关系。

我现在完全退了，是纯民间了，以前我还是官方。但我一直认为基础和希望在民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研
究都是这么搞起来的，我们要把基点放在民间。当然，官方我也希望能支持，但怎么支持，我希望搞管理
的同志想点办法。

第六、要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我们特异功能者也好，研究这个事的同志也好，领导同志也好，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研究上。没有
钱，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外因，是条件。过去我在体委工作的时候，发展体育也是没有钱，



我就想办法搞体育产业。我原来不重视钱这个问题，现在认识到，钱还是很重要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
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搞一些活动，适当地收点钱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不能掉进钱
眼里。比如召开健康健美长寿论坛，参加会议、作报告是可以收一点成本费的。

 

第七、要处理好革命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关系。

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还要发扬我们“两弹一星”的精神，无私奉献，不计报酬。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给研究
工作者和特异功能者提供适当的补助，争取找一些企业赞助我们的事业，严格地管理人财物。

第八、要处理好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说得绝对点：大的真理永远先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然后再慢慢地传播开
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六个人懂，当时全世界有20多亿人。是不是真理，不是领导说了
算，也不是群众说了算，而是实验说了算。所以不怕当“少数”，就怕我们没有掌握真理。

第九、要处理好派别和派别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国家对我们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次，派别与派别之间也要实行“双百”方针。
都不能说自己就是绝对真理，对不同的理论要互相尊重。

 

第十、要处理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物理研究就相对比较简单，而我们从事的研究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有自己的生
理要求，还有社会性，我们搞自然科学的同志还要尊重社会科学的规律。

第十一、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我在体委工作的时候，在每年举行的人体科学工作报告会上，有个同志讲了个观点，现在新的理论要建筑
在过去相对论力学的基础上，要建立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它们有其局限性，牛顿力学只适用于低速、宏
观的情况，相对论在高速、微观的情况下也有用，离开了它们应用的范围就会出错。新的理论不是绝对否
定过去的理论，而是发展过去的理论。

第十二、要处理好保密和交流的关系。

虽然人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在座的各位人体科学工作者和特异功能者都是有祖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
部分，要为中华民族争光，这才有动力，才有归属感。美国也有专门的局负责这件事，他们也很注意保密。

我看，有了以上这些，我们的人体科学工作就能走上科学的、正确的道路。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我建议在会后是不是可以出个小册子发给大家作为纪念，不公开发行。另外，我们是
不是还可以写个会议纪要来反映这次会议的情况。我的发言完了，祝愿在新的三十年里，人体科学更加健
康地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文章来源：解放军报2012年0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