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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

对于气功，我是完全外行，但我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气功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刚筹建时，我就写信给张震寰、李之楠同志，同他们商量：研究气功科学，是不是先从建立气功的唯象理
论作为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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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研究唯象气功学，有几个基本观点必须加以明确，这是个出发点，非常重要。

一个观点涉及到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现代科学？对什么叫现代科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只要
是根据实际存在的事物所总结出来的东西都叫科学。比如，中医理论究竟叫不叫科学？中医理论是经过几
千年的实践而概括上升到理论的，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对于中医的实践是能起指导作用的，但这样的中医
理论能不能叫科学？能不能叫现代科学？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现代科学所指的，已经不再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个别知识，而是整个形成为一门现代
科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部门能够互相沟通，而它的最高概括，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
的一切成果，必然反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得到发展。那么，是不是所有从实
际存在的事物中所总结出来的东西都能纳入到这个科学体系中去呢？看来并不是。

目前除了这个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的结构之外，还存在有很多实践经验的总结⋯⋯比如在工厂中的老师傅
干活，会干得很好，他的徒弟就不行。徒弟问师傅：“你究竟是怎么干好的？”老师傅会说：“你就跟着
干，到时候就会了。”这种不用语言说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医类似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医实
践中包含的道理也是很珍贵的。

但是这些东西还未纳入现代科学体系中去，可以说，这些宝贵实践经验的总结，构成了现代科学体系这个
结构的外围，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前科学，是科学发展所必要的营养、素材。这样并没有小看它，无非
是要说明它和科学体系间的关系而已。这些还没能纳入现代科学而又自成体系的学问，只能叫前科学。

从这看，中医理论是前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还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中的东西来
阐明，中医自成体系，是前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现代科学。

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了，既用科学二字，责任就重大，任务也是很艰巨的，要有步骤地来实现
它，先把大量的分散的经验系统化，建立唯象气功学就是第一步。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基本观点：什么叫唯象的学问？它也是前科学的性质，但是唯象的学问又比经验的学问
向前走了一步，它比较系统。

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一旦从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大道理上知其所以然，就上升到
现代科学了，但唯象科学是第一步，必不可少的一步。



基本观点中的第三个，是对人的特点应该怎样认识。

人是一个系统。

在这一点上，过去几百年发展起来的西医有不完整的地方，西医过去是从分解的角度或还原论的角度来研
究人体，把系统分解为器官，器官再分解为细胞，一直到构成细胞的分子。这种方法，一直到现在还是起
很大的作用的⋯⋯事实上，生命现象比这要复杂得多，分子加电磁场都还是不够的。分子生物学者们的主
要缺点是没有从整个系统来观察问题。人这个系统不但是大系统，而且实质上是个巨系统，极其复杂。这
个巨系统可以有简单系统所不具备的功能，光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不能认识它的全貌。

当然，在研究人体时，还原论还需要不需要？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了，不追根到底不行，所以分解
还原的方法还是需要的。但仅有还原论是不行的，还必须加进去把人当做一个整体从总的方面来观察。只
有如此，才能解决西方医学和生物学所碰到的一些困难。人这个巨系统，又是个开放的系统，人和环境有
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人这个巨系统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宇宙是一个超巨系统，人又受这个超巨系统的制约。

这样看，研究人这个巨系统就非常复杂了。其中和气功研究有关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科学是唯物主义的，但有点过头，转到机械唯物论上去了，不承认大脑的反作用。事
实上，大脑是可以反作用于它以下的层次的，包括各个器官和器官的组成部分。就是说，精神是物质(大
脑)的运动，精神又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人体的器官)，这样一个观点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才真正符合马克
思主义的哲学。

对于我们来说，除了哲学之外，还有没有在现代科学之中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比如，现代科学中的系
统科学，是最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可以为我们所用，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再讲一点：在气功过程中，对人这个系统的变化到底怎么个看法？我觉得李约瑟在给《周易参同契》这本
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几句话，可以参考：气功即生理炼丹学，是想用人体内本来就有的各种体液，器官
和身体产生出的东西来炼就长生不老的“丹”。

我认为李约瑟所说的这几句话，用我现在的概念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利用人体内固有的东西，把它
调顺了，产生人体的系统的一种功能状态，这种状态是健康的，是能够抵抗疾病的。

也就是说，结合系统科学的观点，练功(炼内丹)无非是让人的身体进入一种特别健康的功能态。

我要讲的基本观点就是以下这样几点：

第一，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整个形成为一门现代科学的体系；

第二，研究气功的途径，可以先建立唯象气功学，作为气功真正形成为科学的第一步；

第三，怎么个做法？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系统科学。

以上这些基本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划清界限，才能同封
建迷信和封建宗法划清界限。但究竟对不对? 需要大家认真讨论一下，统一一下认识。在基本观点上统一
了认识以后，才能进一步做好研究工作，所以说这是一个基础。



第二个问题——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就可以形成我们的战略，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实事求是，这里可以提出
一些轮廓。

第一，研究气功的出发点，要立足于练功人的实践。对这种练功的实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科学仪器
能加以显示，主要是靠练功人的内省。我看到的一些练功过程的记载，都是练功人内省的结果。同时，气
功可以治病，而治病是客观的东西，对病情的发展可以做客观的观察。因此，研究气功的出发点，一个是
靠练功实践中的内省，再一个是立足于气功治病过程中病情的客观变化。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

第二，再提高一个层次，气功师总结练功实践的经验，写成教功法的书。这方面的材料已经非常之多，功
法方面有几百种。这是对实践的初步加工。

第三，更上升一个层次，是气功的理论书籍，比如《周易参同契》。这些书由于时代的限制，写得很深奥，
对它的内容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它表达的方式有一定的模糊性，古代人善于用模糊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中国的文人就喜欢讲高山流水，讲究意境。气功理论的书也有这种情况。而且免不了有各种人的看法
加上去了，最高级的层次就最虚玄，最不好理解。

怎么办？办法就是建立唯象气功学⋯⋯

就是从上述第二层次出发，用初步总结出来的东西，利用各种功法的书，把它汇集起来，这是必要的素材。
对这些素材，首先还要找第一层次即气功实践的材料来核对，看它是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采用实事求是
的方法来进行这项工作。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恐怕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不一定完全一致。怎么办？这就
需要进一步研究，怎样把这些材料的相互关系理清，建立一个模型，比原来各种功法书上考虑的因素还要
周到，这种建立模型的方法，就是系统科学中经常采用的方法。

对建立起来的这个模型，还要用气功理论的书籍来衡量，看对不对。这样，就会带着问题去看这些书，也
就容易理解这些理论书的内容，看这些书也就有了实际意义了。再提高一步看，这样一个模型和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原理违背不违背？和系统科学的理论违背不违背？同时，也还要看一些基础知识，包括生理学的
基础知识，是不是合拍。经过这样反复推敲，再找搞系统模型的专家一起来参谋，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型建
立起来。

总之，先把各种功法的书整理并系统化，建立起一个模型；再考核这个模型和气功理论、和哲学、和系统
科学、和生理学等等是否能对得上号。我想，工作就应该是这么做法，至于具体的工作方法，整理、收集
资料的步骤，有可能，就利用现代化的方法。对于实践的记录、功法的收集，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的档案
库，利用电子计算机检索。

在以上工作中涉及的技术性问题很多，我们都可以找各方面的专家来帮助，例如，关于系统模型就有系统
辨识专家。

还有个具体问题，现在气功功法的书中，对于练功的对象讲得比较少。对于不同的人，应该用不同的功法。
我是个老年人，用少林寺的功法恐怕就不行吧!对于练功对象的年龄、性别、生活方式乃至不同的地理环境
等，都应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以求取得更好的效果。



至于研究气功的意义，就不必多讲了，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了，这的确是
一件大事⋯⋯去年我曾接到安徽省宿松县中学吴一老师来信，说是教学生练气功，可以增加他们的智慧。
前几天又接到另一个材料，说兰州市安宁区第二人民医院杨运良医师在小学生、中学生中间教他们练气功，
结果是数学、语文的成绩都提高了，经统计学处理，确凿无误。这件事可是太重要了。

21世纪将是世界范围内的智力战，如果气功能提高人的智力，那对我们将有何等的意义？最后，还有一个
尖锐的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把这几个方面的事情综合起来看，气功可以提高
健康水平，这是肯定的；它又可以提高智力，这也有数据作证；特异功能也和气功有关，气功可以调动人
的先天潜能。如果我们推动气功研究使之变成科学，就可以大大提高人的能力，提高人改造自身的有效性。

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工作，我们要奋力去做，由整理材料入手，建立唯象气功学，有了这个体系，然后再
变为真正的科学，那就是科学革命了。

到那时，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将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该闻名于世了。

（ 文章选自《创建人体科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