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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国家哲社重点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

《钱学森批注》导言

“钱学森批注整理与研究”子课题组

（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上海 　 ２００３０）

　 　 《钱学森批注》 （以下简称《批注》 ）是 ２０１３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 １９５５—２００９） 》的四个子课题之一，主要收录

了钱学森图书馆内保管的钱学森在其所藏图书、期刊、剪报及其他资料上

的批注。［ １］钱学森的批注是钱学森科学思想的源泉，也是钱学森科学思想

的缘起。 钱学森的许多思想火花都是在读书、看报、与他人的书信交流中

迸发出的，这些火花经过系统归纳、整理、升华，最终成为钱学森的论著、

讲话和文章。 钱学森的批注时间跨度长、数量多、分布广，涉及众多

学科。

《批注》收集的近 ６００ 件①钱学森批注，时间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年至

９０ 年代，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初，钱学森的批

注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力学等专业技术方面；第二阶段为 “文革 ”时

期，钱学森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进行了系统学

习，并做了大量批注。 这一时期钱学森也在自然辩证法、天体物理、哲学

等学科领域的杂志和部分党政文件、内参资料上做了不少批注；第三阶

段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这时的钱学森已退出中国航天事业的

技术领导人岗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关的系

① 本课题中我们将钱学森在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张剪报上的所有批注视为一件，一件批注可
能多达几百条，也可能只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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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经济建设等领域，在其阅读的书籍、期刊、剪报、

政府文件、书信和研究报告等载体上做了大量的批注，内容涉及系统工

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文艺理论、建筑科

学、软科学、人工智能等。 这一时期也是钱学森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

阶段，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学说，

并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钱学森

的批注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他治学之严谨、思想之深邃、思路之开阔、

眼光之高远。 钱学森不仅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更是一名

战略科学家和思想家。 因此，钱学森的批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

科学价值。

《批注》的遴选、整理、注释和编辑工作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开题后即开始启

动，历时 ２ 年多。 本课题涉及钱学森近 ６００ 件批注、２ ０００ 多页，其中关

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批注有 ９００ 多页，经济学科方面的批注有 ２００

多页，是体量最大的两个部分。 考虑到批注的学科分类和每卷的体量，

我们把《批注》分为五卷，第一卷为钱学森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自然辩证法》等三部著作上的批注。 第二卷为钱

学森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国家与革命》 ，斯大林的《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四部著作上的批注。

第三卷为钱学森在三十余份政治和哲学类著作、期刊上的批注。 第四卷

和第五卷则收录了钱学森在其他学科领域中（包括少量哲学中的思维科

学部分）的期刊、剪报、资料的批注，这两卷的排版是根据批注对象的学

科领域，按照中图分类法排序后编辑成卷的。 其中第四卷以钱学森关于

思维科学和经济学科方面的批注为主，第五卷为钱学森关于其他学科方

面的批注。 这两卷共收录了各类期刊、剪报、资料 ５００ 多件。 《批注》中

除 １９３ 篇钱学森在剪报上的批注已由国防工业出版社以《钱学森读报批

注》名义于 ２０１２ 年出版外，其他都是首次对外公开。 下面主要从编辑

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钱学森批注的主要内容及特点等方面作简要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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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工作基本情况

　 　 （一） 批注内容的遴选

《批注》中收录的内容，包括钱学森在其所藏的图书、书信、期刊、剪

报、资料等载体上的批注。 我们对钱学森的批注做了全文扫描，以影印本

的方式向读者直观地展示钱学森的批注原貌。 由于钱学森批注的图书、书

信、期刊、剪报、资料等载体的篇幅长短不一，为了确保读者尽可能了解批

注的全貌，又使展示篇幅不至于过长，我们对钱学森的批注采取了以下收

录原则：

（１） 凡是钱学森批注中的涉密文件、不宜公开的材料，以及涉及个人

隐私的内容都不列入本次收录范围。

（２） 非思想性批注不列入本次批注整理范围，如简单的文字订正、姓

名中英文翻译、记录出版时间等。

（３） 对于图书类的钱学森批注，画线部分都做了保留，只是对人名、地

名等无太多意义的画线做了删减。 同时对该类图书中没有批注内容的页

面（包括没有文字批注和画线等符号的） ，只要其内容涉及前后页批注的

也相应做了保留。 而期刊、杂志、资料、剪报等对只画线无文字批注的不列

入收录范围。

（４） 对于非图书类的钱学森批注，凡是批注书信和剪报类，全文保

留；未公开出版的政府简报、通讯、研究报告等，如篇幅较短 （一般不超

过 ８ 页） ，我们全文保留，篇幅较长的，我们仅保留首页和批注页；批注的

期刊或其论文，保留首页和批注页，这是考虑到读者可以从公开的图书

资料数据库查阅到这些著作、期刊的原文，如需要进一步了解可自行查

阅，而不至于出现钱学森的批注只有几个字而收录的原文多达几十页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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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批注内容的编排

批注内容的编排顺序也是本次整理工作的关键问题。 一般而言，批注

排序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按时间、载体（书籍、期刊、剪报等） 、学科（如钱学

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法） 、中图分类法等。 经过与各方专家和课题

组同仁多次讨论，我们基本确定采用中图分类法的排序规则。 之所以没有

采用时间排序，原因在于尽管有一些钱学森的批注明确标明了时间，或者

批注载体本身有具体的出版日期（或可作大体推算） ，但仍有不少批注的

时间是无法考证的。 而没有采用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方

法，主要原因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尚在发展和完善中，对于不熟悉的读者

容易产生歧义和疑惑。 而且有些批注内容无法准确地纳入他提出的现代

科学技术体系十一大部门。 而针对同一主题的批注可能分散在不同的部

门中，又不利于查找、利用。 例如，烹饪，按照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既可以从美学角度归属文艺理论，又可以从医食同源角度归属人体科学，

还可以从烹饪工业化的角度归属社会科学。

因此，经过反复比较和讨论，我们最终决定采用中图分类法排序。 一

级和二级类目都按照中图分类法分类，同一个二级类目下的批注则按时间

顺序排列。 在这一大原则下，我们又采取了“突出主要部分”的做法。 所

谓突出主要部分，即把钱学森批注体量占到课题近一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

著作以及哲学政治类著作、期刊上的批注单独成卷，分别组成卷一和卷二，

以便于集中展示钱学森在其中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

　 　 （三） 关于批注的注释

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使用，同时为了保证钱学森批注原文的清晰可

读，关于钱学森批注的注释我们采取了脚注和尾注两种方式。 尾注一般用

在钱学森关于图书著作类的批注中，这是由于在图书著作类批注中，钱学

森在每页上的批注内容较多，除了原文扫描图片外，批注的电子版对照文

本也在该页下方，如再把注释放在该页下方，则篇幅不够，而且原文件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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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更小，不利于观众查阅。 所以我们统一用尾注的方式，将注释放在这

一件批注（即某本书，而不是整卷）的最后，便于读者对照检查。 当然，图

书著作类也会有脚注，一般放在首页，主要是关于本书的版权信息和出版

背景等内容。

脚注则一般用在期刊、剪报、书信的批注注释中，因为这一类批注的文

字一般不会太多，以脚注的形式放在该页下比较直观。 而且这一类的批注

组卷中往往包括多篇文章，如放在整卷的最后则不利于读者查阅。 当然，

期刊、剪报、书信类也有尾注，主要是对批注内容的说明，如，钱学森在他人

来信上做了批注作为回信的提示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将钱学森的

回信作为注释，放置在这一份批注的尾注位置。

鉴于本课题的读者基本上是具有一定学术背景和知识层次的人群，或

者对钱学森有兴趣的研究者，因而对一般容易理解的内容均不作注释。 主

要是对批注中出现的不太常用的专有名词、钱学森专用学术名词、读者不

太了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不常用的翻译用词等做了解释、说明。 对

于同一名词，一般在一卷中第一次出现时给予注释。 批注注释尽量遵循客

观性原则，不做主观推测和臆断。 以书信为例，首先是对写信人的注释，对

写信人的简历、工作单位、与钱学森有何交往情况做简明扼要的介绍。 对

个别无法考证的人物暂时搁置，不加注释。

　 　 （四） 编辑成文

鉴于批注是反映批注者对原文的一种阅读、思考痕迹，因此同时将批

注内容和原文一并展示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们在编辑成文时采用了将

批注原文扫描后，按照原文的页数逐页在 ｗｏｒｄ 文档中展示。 除了以扫描

图片方式保留原文外，对原文中的钱学森批注（文字部分，画线部分直接

看扫描图片即可）都做了电子版的整理放在该页扫描件的下方，便于读者

对照阅读。 但对于某些页面上因批注文字较多，批注电子版无法全部放在

该页扫描件下的（考虑到扫描图片不宜太小，否则原文图片上面的字迹不

易辨认） ，均另辟一页单独排版。 同时，因为原书扫描时的页码一般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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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下方，为了和整理后的 ｗｏｒｄ 页码区别起见，编辑成文后的文档页码统

一放在了页面的上方中间。

同时，为了尽可能保持钱学森批注原貌，我们除了对原文扫描直接呈

现外，对于批注内容的电子版整理也尽可能和原文一致，只是对批注中钱

学森写的一些不规范的简化字、与现在翻译用词不一致的词语和明显的错

别字等在原文字后的括号中给予纠正。 一般而言，批注扫描件是在 Ａ４ 大

小的 ｗｏｒｄ 文档里纵向排版，但对于部分剪报因为原有横向版面和字体大

小原因，我们也做了横向排版，以便读者一窥原貌。

二、钱学森批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 批注充分反映了钱学森的知识广度、深度、高度和前瞻性

钱学森阅读的书籍、期刊、报刊，做的剪报等都是他思想的源泉。 在整

理批注过程中，我们发现，钱学森关注的学科和领域极为广博： 有人体科

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谋略学、脑科学、软科学、生命学、城市学、现代中

医等前沿学科问题；有关于信息产业、财税、银行贷款开发新技术、国企经

营机制、体育事业、烹饪美食等涉及社会主义科技、经济、文化建设等的具

体问题；还有关于少数民族、黄河问题、南海问题、青海湖等涉及区域发展

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 此外，钱学森还订阅报刊百余种，其中《文

艺理论与批评》 《文艺研究》 《百科知识》 《自然杂志》等十余种期刊订阅了

近二十年。 正因如此，钱学森的批注涉及了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

育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

钱学森始终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高度敏感，高度关注国内外科技的

前沿性问题。 如物体的超导现象①，早在 １９７４ 年钱学森就订阅了《高温超

导电性》杂志，开始关注这一科学发现的进展情况。 在钱学森收集的资料

① １９１１ 年由荷兰科学家海克·卡末林·昂内斯 （Ｈｅｉｋｅ Ｋａｍｅｒｌｉｎｇｈ Ｏｎｎｅｓ，１８５３—１９２６）等人发
现，是某些材料在极低的温度下，其电阻完全消失，呈超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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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高温超导的批注和剪报，如在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出

版的《世界高技术计划要览》一书中他批注：“未讲高温超导！”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科技日报》刊载《２０２０ 年世界超导市场将逾千亿美元》和《瑞典超导

研究有突破： １３３ Ｋ 高温超导体问世》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人民日报》刊载

《高温超导布基球被发现》 ，以及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参考消息》刊载《高温

超导材料进入应用领域》 （德国《经济周刊》 ） 、《高温超导体用于卫星模拟

装置》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 ） 。 由此也可以看出，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钱学森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它的发展前景。 《美国科学家》和《新科学家》等

代表世界科技前沿发展的专业性、权威性期刊，钱学森订阅了几十年，内有

许多他关于脑科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批注。

　 　 （二） 钱学森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自觉运用

从《批注》的整理中我们发现，钱学森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

习是贯穿始终的。 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批注特别集中，批注

内容也最多，特别是在“文革”时期。 从钱学森自己标注的批注时间以及

批注内容的时代性等来看，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批注大多是“文

革”时期。 钱学森此时先后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学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１９６８ 年 ２ 月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１９７０ 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

长） 。 １９６９ 年，钱学森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

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要读一些马列主义的原著①。 钱学森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应该是给予高

度重视的。 从馆藏的钱学森批注过的马列主义著作看，马克思的《哥达纲

①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
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
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法兰西内
战》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的《矛盾论》
《实践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３６６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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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批判》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国

家与革命》等书，钱学森都做了仔细的阅读和大量批注。 从钱学森批注中

可以看出，他看得非常细致，几乎每页都有画线、批注，有些内容和章节他

还看了不止一次。

而且，钱学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要学以致用。 钱学森晚年

曾回忆说：“我回国后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深思，也没有考虑知识体系

的问题，倒是‘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大的促进。 ‘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

到，不懂社会科学不行，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行。 我就自学了一点。

学了以后，就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的这些话对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确

实有启示指导作用。” ［ ２］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领导干

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他十分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

种问题，并希望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建立一套科学体系，最终构建一

个统一的知识体系，从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如在斯大

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 ４ 页的批注中，钱学森写道：“会不会

有朝一日，我们能像现代自然科学那样把各个学科的规律联系起来，成为

一个统一的体系，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规律也可以统一于一个

政治经济学之中？”

　 　 （三） 批注较为清晰地描绘了钱学森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发展

脉络

　 　 批注帮助我们进一步理清了钱学森建立建筑科学的脉络。 早在 １９８２

年，钱学森在《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论科学技术体系学》一文中，就将科

学技术体系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

体科学六大部门。 同年，钱学森在《我看文艺学》 （ 《文艺世界》１９８２ 年第 ５

期）一文中指出：“我想文学艺术也有六大部门： 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

艺术、书画造型艺术、音乐，以及戏剧电影等综合性的艺术。” “另一种艺术

的大部门是建筑艺术。 我想这不宜只包含土木构筑，还应把环境包括在

内，也就是园林艺术，他们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 因此，这个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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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称为建筑园林。”将建筑艺术作为文学艺术的大部门之一，对建筑艺术

的内涵做了进一步诠释。 １９８５ 年，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等六大部门基础上又增加军事科学、文艺理论和行为理论，成为

九大部门。 １９９１ 年，钱学森对建筑园林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

他在阅读了阎国忠的《对建筑的审美解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一文后做了批注：“可见‘建筑园林’是与‘文学艺术’不

同的文化部门” ，也就是说，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钱学森就考虑将建筑园林从文

学艺术大部门分离出来。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钱学森在给钱学敏的信中说：

“我们想到可能要确立一门新的科学技术———建筑科学。” “这是现代科学

技术体系中的第十一个大部门。 这是融合科学与艺术的大部门。”此封书

信标志着建筑科学大部门的建立。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钱学森在 ７ 月 ５ 日鲍世行

的来信上做了批注：“看来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建立建筑科学。”之后又

在 ７ 月 ２０ 日钱学敏的来信上批注：“创立建筑科学这一大部门，是为了总

结经验，能站得高，看清方向，走向 ２１ 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建立

建筑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明确了建立建筑科学体系的现实意义。 从这些批

注中可以看出，钱学森关于建筑科学的思想有个逐步演变、完善和深化的

过程。

又如，钱学森十分关注由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革命。 从批注中可以看

到，早在“文革”时期，他就考虑如何消灭“三大差别” 。 这一思考一直延伸

到他晚年关于第五次、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思想中。 如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初，他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 ２７ 页的批注中，钱

学森写道：“我们主张努力走消灭三个差别的路子，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扩大三个差别的道路。 因此不能等生产同科学技术大大发展了，再来搞消

灭三个差别，而且现在就得开始搞。 其基本原因是我们是主张最大限度地

调动一切积极性，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走资本主义老路，

不去着手消灭三个差别，不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此后，他创新性地

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产业革命理论。 在他的批注中，多处可以见到他关于第

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乃至第八次产业革命的观点和见解。 钱学森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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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信息业革命。 第六次产业革命，钱学森认为是利用阳

光的能源，通过生物（包括植物、菌物和动物）制造初级产品，然后再进行

加工，将产品投入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所以是创立一种农业型的

知识密集型农、林、草、海、沙与工、贸一体化的产业。 它将消灭工、农差别

与城乡差别。 农村将被消灭，变成小城镇。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他在《人民

日报》文章《论农业产业化》上批注：“是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内容！”１２ 月 ２１

日，他在《人民日报》文章《发展农业要生态科技效益三统一》上批注：“这

是为第六次产业革命打下基础，所以第六产业革命大约将于 ２００５ 年或

２０１０ 年起步，到 ２０２０ 年展开，还有 １５ 到 ２５ 年。”指出了实现第六次产业革

命的时间节点。 第七次产业革命则是人体科学和医疗革命。 如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７ 日，他在《光明日报》有关全科医疗站的报道上批注：“家庭医生？ 家庭

医学？ 这是第七次产业革命的一部分。”钱学森甚至还预测了第八次产业革

命： 纳米革命。 比如，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英国期刊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刊载了

“Ｔｒｉｃｋ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一文，钱学森看后在文章首页批注：“第八次产业革命。”

　 　 （四） 钱学森高度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

如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部思想，这是钱学森在开创我国导弹和航

天事业进程中，结合我国导弹研制的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出的宝贵经验

和科学方法。 周总理生前设想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我国经济建设中。 钱学

森为此也做了大量的宣传、推广和普及工作。 在钱学森批注中，我们发现

“总体设计部”出现的频率较高。 早在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科技日报》刊

载了一篇《国产化一条龙的构想与实践》的文章，钱学森在剪报上批注：

“谁是总设计师呢？ 总体设计部在哪里呢？ 还是缺总体系统概念！”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钱学森给于景元的信中简要回顾了总体设计部思想的发展历

程和特点，他指出，“我们对系统总体设计部的认识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

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模集团军的战斗经验。 如周总

理就提出‘三高’ （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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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 它实

施党的民主集中制。 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越性所在。 有了这样的中国

导弹卫星总体设计部的实践经验才使我们有可能提出社会系统总体设计

部体系。 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学不了的！ 您在信中讲到中国当前

研究工作的多头分散问题也就在于此。 所以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五） 批注反映了钱学森一贯的严谨治学态度，强调用数据说话

出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本能和知识积累，钱学森在批注中十分关注数

字，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对文中提到的数字进行了仔细计算，而且往

往从这些数字计算中发现有意义的比例关系和发展趋势。 如在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第 ８９ 页上钱学森的批注，他对一些数量

关系进行了换算：“我国目前是农业 ８０％人口生产 ２５％的（农业）产值，而

占 ２０％的工业人口，生产 ７５％的（工业）产值；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工业劳

动生产率为 ２５ ／ ７５２０ ／ ８０ ＝ １ ／ ３１ ／ ４ ＝ １ ／ １２。 故工业、农业差别基本消除

后，农业人口将为（８０ ／ １２）％ ＝ （ ２０ ／ ３）％ ＝ ６．６７％！ （这也就是说美国目前

具备了本书 １０ 页上所说到的情况） 。”又比如，钱学森对刊于 《自然辩证

法》杂志 １９７３ 年第 １ 期的 “论证等级式宇宙学”一文的批注中，就写道：

“银河星系的直径为 ２．６ 万秒差距，太阳距银心 ７ ２００ 秒差距。 这也是星系

的一般尺度。”同时，他还在边上批注道“ １ 秒差距 ＝ ３．２６ 光年。”在本文的

另一处，当文中写到室女座星系团是离我们最近的星系团时，他在“最近”

两个字处批注道“约 ２５０ 万秒差距。”而关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五分

册“资本与剩余价值”一章的批注中，钱学森在读到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

这一部分时，做了非常仔细的计算：“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工业总

产值大约是 ２ ０００ 亿，而工人大约有 ２ ０００ 万人，每人年产值为一万人民

币。 但工人年工资 １ ０００ 元，即工人每人每年创造 ９ ０００ 元的财富（为国

家） 。 农业总产值大约是 ６００ 亿，而农业劳动力约 １ 亿。 每人年产值才 ６００

元，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连家属）消耗约 ４００ 元，为国家创造 ２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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