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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同志

诞辰 １０５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６０ 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

的年份，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的有心人和慧眼者，经过充分挖掘、

多方搜集、精心整理，编辑了这一本体量厚重，蕴藏丰富内涵的纪念钱学森

诞辰 １０５周年诗词集《学森颂》。我以为，用诗词这一文学形式来歌颂钱学

森同志的丰功伟绩、丹心忠魂和家国情怀，应该算是钱学森研究和宣传的创

新和突破。目前在国内能够搜集到如此众多的专门歌颂钱学森同志的诗

词，并汇编成书的，唯有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相信该诗词集会成

为钱学森研究领域的一张文化名片。在此，作为一名钱学森的崇拜者和从

事党史人物研究的同志，对这一丰富钱学森研究的文学成果的问世表示热

烈祝贺。

钱学森同志是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他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宝

贵的科学品质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德高望重的人格魅力，高人一筹的聪明才

智，特别是他创造的以“两弹一星”系统工程学说为标志的辉煌成就，为共和

国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用诗词这

一方式对钱学森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进行歌吟和赞颂，甚好。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一部中国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

一部中国诗歌史。唐诗、宋词、元曲无不代表着中国古代诗歌的繁荣与辉

煌。而在中国历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中，诗歌往往起到冲锋号和风向标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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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歌是一个时代显著的文化标志。同时，诗歌是表达和抒发情感的，是

情感的境界和感情的工具。情感出诗人，没有情感出不了好诗。翻阅该诗

词集，品读吟诵一首首诗作者发自肺腑的心声，让人深深感到，广大人民群

众对钱学森的无比尊敬和无限爱戴之情，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都是言志抒

怀的表达。这也许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诗言志，诗缘情。《学森颂》诗词的作者，既有级别很高的领导人，也有

成绩卓著的科学家；既有与钱老同甘共苦的老航天人，也有与钱学森朝夕相

处的老军工人；既有社会名流或文坛作家，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每一

个作者将悼念、景仰、颂扬钱老化作心中的守望和凝视，或低歌浅吟，或放声

高唱。“兴邦伟绩留青史，熠熠生辉大写人”、“爱国精神垂万世，丹心永照后

人心”、“功德无疆民称颂，名垂千古一丰碑”、“博学丰功惊世界，浩然正气驻

人间”。像这样歌颂钱老的佳句，在诗词集中随处可见、信手可得。钱学森

曾经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

是钱学森的肺腑之言。他一生以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为祖国、为人民鞠躬

尽瘁，在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历史已经表明钱学森完美的

人格和为人楷模的高尚品德，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让我们在细细

品味诗词中来领略和怀念人民心中的一代伟人吧！

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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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２０１６年是钱学森诞辰 １０５周年。出版一本歌颂钱学森的诗

词集，是我们多年以来逐渐形成并随着时间流逝愈发强烈的一个愿望，也是

纪念和告慰这位享誉海内外杰出科学家的最好方式之一。今天，展现在读

者面前的这本纪念钱学森诗词集《学森颂》，算是部分了却了我们作为钱学

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一个长久的心愿。

十多年前，我们在整理馆藏档案文献时发现，很多钱学森生前友好、学

术同仁、亲朋好友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送给钱学森的生日贺卡、新年卡

片、书信和赠书时，多写有歌颂性诗词、楹联等内容，以表达和寄托对钱老的

感谢、赞颂、祝福与敬仰。这些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诗词和楹联作品，赋予

了我们结集出版这本诗词集的最初启悟，也触发了我们尝试以一种新的表

现形式宣传、纪念钱学森的工作热情。通过这些诗词，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认

识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心中的一代科学巨擘的崇高形象。

受这些内容的启发，我们随后有意识地查阅公开出版的个人诗集、诗

刊、报纸等出版物，以及通过互联网检索相关作品。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经

过日积月累的悉心整理，现已初具规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远

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期和估判。据不完全统计，社会各界人士历年来撰

写的歌颂钱学森的诗词和楹联不下千首。在当代中国，仅就某一位名人而

言，能够在全社会、在广大人民心中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赞誉和歌颂，客

观地说，这种现象实不多见，同时也足以说明钱学森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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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位和独特影响力，无愧于“人民科学家”之殊誉。

现就本诗集编辑与出版有关问题向读者作一说明。

() *+,-./0

在搜集、整理全部诗词及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既非常欣喜又不无惊

讶地发现，这些诗词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１． 体量丰富，内容厚重。截至目前，我们共搜集到关于钱学森的各类诗

词 ６００ 多首。经过仔细遴选，本着“去粗取精、优中选优”的原则，最终收入

本诗集的，共 ４４８首（阙），其中第一编《古韵新风》（古体诗类）３１９ 首，第二

编《长吟短咏》（古体词类）７９ 阙，第三编《时代放歌》（新体诗类）５０ 首。在

内容上，举凡钱学森的人生历程、科学成就、精神风范、爱国情怀等方面，均

有涉猎，可谓面面俱到、应有尽有。比起传统的报道类文章而言，诗词对于

人物的呈现更富有人文内涵和文化气息，古韵浓郁、格调高雅、富有品味，艺

术想象力丰富，读来能让人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

２． 来源广泛。共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下文

称我馆）馆藏，是经钱学森生前收阅、认可、珍藏的遗物，依托文献、实物而存

在，且其中绝大多数为首次公开，弥足珍贵；二是公开出版物，包括各类诗词

集、著作、报纸、杂志等；三是我馆征集的诗词作品，即我们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开

展的“关于面向社会征集歌颂钱学森诗词征集活动”应征诗词（选取部分优

秀作品入编）；四是作者为本诗集出版而专门创作的作品；五是特约稿件，即

我们向具有代表性身份的部分作者邀约为本诗集创作的稿件，如钱学森原

秘书李明、《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副组长王春河等；六是网络作品，即

通过互联网检索获得的诗词（佚名作品多属此类）。这六个方面几乎包括所

有可以查找、利用的资源，也基本代表了所有诗词的采集渠道。

３． 时间跨度大。从钱学森回国伊始，直至钱学森诞辰 １０５ 周年，搜集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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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时间跨度长达 ６０余年（诗集收录的最早一首作品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

长郭沫若于 １９５６年《赠钱学森》①一诗）。钱学森作为集国家杰出贡献科学

家、人民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于一身的标杆性科学巨匠，是诗词创作重要而

恒久的对象。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今天，对他的爱国情怀、丰功伟绩、精神风范、人格魅力等，

怎么颂扬都不为过，怎么讴歌都不过时。这本诗集主要体现了歌颂钱学森

诗词的三个创作高峰：一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钱学森退出国

防科研领导岗位，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此时的诗词以歌颂钱学森的丰功伟

绩为主；二是 ２００９年钱学森逝世之际，此时的诗词以缅怀纪念，歌颂钱学森

的爱国情操、精神风范为主；三是钱学森诞辰纪念日尤其是 １００ 周年及 １０５

周年之际，此时的诗词以回顾钱学森的辉煌人生历程、全方位歌颂已成为历

史伟人的钱学森为主。

４． 作者群体大。经初步统计，诗集共收录 ３７０ 余位作者的作品。这些

作者无论在区域分布、行业归属，还是年龄结构、文化层次等方面，分布范围

均非常广泛：既有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学术同行，也有航天、教育等领域的

专家学者；既有钱学森工作中的领导和同事，也有他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②，

还有他的学生和下属；既有部队、文化系统的诗词创作者和诗词理论工作

者，也有厂矿、企业的普通职工；既有文化素养、学历层次都很高的专业作

家③、大专院校教学与科研人员，也有在校大中小学生；既有党和国家高级领

①

②

③

该诗原为郭沫若手书并赠予钱学森，后发表于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３ 日《文汇报》。原作现由钱学森图

书馆馆藏。

如《贺钱学森》作者黎照寰，系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时期的校长；《祝贺钱学森学长荣获小罗克韦

尔奖章》作者戴中溶、王启熙、孙运昌、许缉纲、汪鑫、唐璞等，系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时期的 １９３４

级级友。

如绿原、阎肃、廖奇才、胡中行、纪学、梁桐纲、刘业勇、薛锡祥、韩倚云、石克、郭曰方、丹圣、周维

平、熊炬、陈斯高、杨学军、张统邦、方国礼、梁致祥、钱佐扬、邹吉玲、郭玉琨、王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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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也有草根阶层的老百姓，甚至地地道道的农民①；既有年近期颐的老同

志，也有年方及笄的“孩子诗人”②；既有全国各地（几乎涵盖所有省份，包括

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作者，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等地的海外华人华侨③。如

此等等，集中体现了人民的代表性。

５． 体裁多样。在我们所搜集的作品中，就体裁而言，包括古体诗、现代

诗、词、曲、赋、楹联、散文等多种形式。为便于分类，我们只选取了诗词类作

品，分为古体诗、古体词、新体诗三大类，并设置相应栏目。在数量上，古体

诗为主体，包括七律、七绝、五律、五绝及古风、新韵等各类体裁。

６． 感情真挚，深切动人。诗词是最能触及人们心灵，最能引起情感共

鸣，从而最能为公众接受的思想表达方式之一。我们所搜集的这些来自不

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度作者的诗词，无不折射出各行各

业的人对钱学森发自肺腑、出乎真情的高度赞誉、热情颂扬、深切爱戴和崇

高敬仰，读来不由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呼应。从这些诗词中，我

们不难发现，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殿堂里经久不息的最强音

符，成为引领和推动新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精神化身。

1) *+2345

１． 关于栏目设置与作品排序。如何设置本诗集的编排体例，是出版之

前一直困扰编辑人员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前期充分调研、反复权衡、合理

①

②

③

如《颂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作者莫其孝，现年 ８３岁，系湖南省桃江县石牛江镇上七里村

农民。

如《永远的丰碑———沉痛悼念钱学森》作者徐莎莎，１０岁即开始创作，创作该诗时年仅 １６岁。

如诗作《题钱学森先生》作者李航（香港地区）、词作《临江仙·观钱老终身展后书》作者陈治宏

（台湾地区）、诗作《悼卓越科学家钱学森》作者钟临杰（马来西亚）等。此外，还有“量性双悟智，

天人一贯才”作者潘受（新加坡）、“千秋德风，万世师表”作者吴耀祖（美籍）。两作品因属楹联

而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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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的基础上，结合诗词内容和专家意见，逐渐排除按专题、时间或作者身

份排序等选项，最终决定以古体诗、古体词、现代诗为版块（一级栏目）划分，

各版块内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的原则编排全部诗词，以求得体例合理性的

“最大公约数”。例如，我们发现，如果按专题或时间排序，则以悼念、祭奠类

诗词为主，时间也相对集中在 ２００９年 １１ 月（钱学森逝世之际）这一阶段，很

容易出现栏目内容比重失衡现象。而且，即便按照专题排序，多数作品并没

有明显的专题属性。很多作品在风格上集悼念、歌颂于一身，在内容上，集

成就、事迹、风范于一体，“专题”的定位与界限很难把握。如果按照作者身

份排序，似有“唯地位论”、“唯身份论”之虞，既不利于作品的宣传，也违背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诗集的初衷（即要体现“人民性”，不厚此薄彼），还与钱学

森本人一贯倡导的平等原则相悖。

当然，话说回来，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按照哪一种标准编排，都不可能

做到尽善尽美，也不可能让每一位读者都满意，只求做到具有相对合理性，

能为多数读者所接受。

２． 关于编辑体例。为便于读者了解并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内容和来

源，我们按照“题名—作者—内容—作者注—编者注—作者简介—出处”七

个方面，依次对作品进行统一体例编排，以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品的全貌。其

中，“编者注”、“作者简介”及“出处”为本书编辑人员的主要工作。面对数

百首诗词、几百位作者，编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查找、考证、比对、

联络，以确保全面准确、真实可信、万无一失。我们认为，这既是对作者、对

作品负责，也是对读者、对社会负责，同时也更能体现我们的编辑工作在诗

集中的价值所在。当然，不无遗憾的是，限于各种条件，并非所有作品在付

梓之前均具备上述“七要素”。尤其是诸多网络作品，因多数为佚名作者或

发布时作者只留有网名，我们虽已尽最大努力去查询、考证其信息，仍因无

法直接跟作者取得联系，从而无从获知作者的准确身份及作品的其他来源

（如出版或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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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作品因时代久远，作者职务变化较大，工作单位变迁较频繁，

有的甚至已过世，具体信息很难考证清楚甚至无从查考。对此，我们尽可能

利用现有资源，发挥团队力量，争取联系其以前或生前工作单位；有的作者

信息不完整或缺失（如已在报刊发表的诗词作品，通行体例只标注作者姓

名，至多再标注其所属省级行政单位名称，这给我们的考证工作带来了一定

的难度），且重名现象较普遍，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根据自身判断建立对应

关系，做到对号入座而不张冠李戴。如有错讹，还请作者理解，包涵。

6) 7*89.:;

１ ．诗集的出版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诗词

作者、诗词理论学者、航天领域的专家、钱学森家属及原身边工作人员、有关

单位领导等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应该说，诗集的顺利出版凝聚着他

们的一份关心、一份力量、一份情怀，是集体智慧的集成、友情支持的成果。

２． 作品的遴选原则。首先，为体现作者群体的广泛性，防止出现某位作

者作品“扎堆”现象，我们对入编作品数量作出每位作者最多不超过 ３ 首的

上限规定，这对其他作者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公平性。其次，只收

录诗词类作品。如前所述，受内容所限，楹联、曲、赋及散文类作品均不在本

诗集收录之列；再次，坚持作品信息“底线原则”。即作者姓名、作者简介、出

处等作品外三要素中，至少应有一个要素，否则不予收录。最后，坚持质量

优先原则。经过精挑细选、仔细打磨、反复斟酌，对钱学森为非叙事主体（如

以歌颂中国航天为主或钱学森仅只言片语式提及）的作品，存在价值导向偏

差（不够向上、向善、向好、向美）、格调不够高雅、内容存在争议（不够准确）

的作品，泛泛而谈以及“问题作者”的作品，一律不予收录，以确保本书成为

一部宣传钱学森、弘扬正能量、引领价值观的“红色诗集”。

３． 诗集的作品质量。本书收录的诗词，很多已在专业诗刊、报纸、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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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或文学著作上发表或收录，且有不少作者为市级以上作家协会、诗词学会

等专业学术团体的注册作家或会员。由此可以说，作品质量有可靠保障，具

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当然，由于部分作者并非文学科班出身，多数作者也

并非专业作家，作品未能严格遵循古体诗词的格律要求。为此，我们在编辑

过程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作品中的不实和不规范之处，并

本着“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原则，对全部古体诗词不进行体裁的具体类别

标注（如七律、五绝、古风、新韵等）。即便如此，我们唯恐仍然存在美中不足

之处。

４． 可能的疏忽和遗漏。客观而论，我们作为编辑人员，多数并非文学专

业出身，知识储备、职业背景、专业能力与诗集编辑的要求之间客观上存在

着一定差距。我们深知自身能力有限、人手有限、时间有限、检索手段有限，

书中难免存在遗漏和不足。何况，要全面收集数十年来社会上歌颂钱学森

的全部诗词，实如大海捞针，难免挂一漏万。说不定仍有很多优秀的诗词或

永久地遗存在那些已故作者的私人笔记之中，或静静地尘封在全国各地的

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里，或默默地沉睡在浩如烟海的网络数据库中。

最后，衷心希望本诗集的出版能够在更广泛和更长久的意义上搭建起

钱学森诗词作者进行文学交流与思想激荡的平台，凝聚钱学森题材文学创

作新的力量，进一步掀起关于钱学森乃至当代中国科学家群体文学叙事新

的高潮。若然，我们作为编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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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航天泰斗钱学森 ／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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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钱学森 ／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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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先生颂 ／ ００５

*,-

　 悼钱学森 ／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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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钱学森 ／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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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悼钱学森 ／ ００９

*45

　 钱学森 ／ ００９

*67

　 题钱学森 ／ ０１０

*8.

　 万代仰忠魂 ／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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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钱学森 ／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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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钱学森同志 ／ ０１１

*=>

　 痛悼钱学森同志 ／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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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 ０１３

ABC

　 钱学森同志荣获

　 　 “小罗克韦尔奖”有感 ／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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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钱学森学长荣获

　 　 小罗克韦尔奖章 ／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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