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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 11 月，有一个青年在由巴黎步行到瑞士伯尔尼的

途中写了一篇文笔优美的随笔。在这篇随笔中，他把巴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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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觉醒 *

2018 年 3 月 16 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周林同志驾鹤西去。这是中国城市科学

研究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饮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悼念和追思周林同志，因为他和他所在的中国科协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是我国城市科学研究的发动者，也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的主要倡导者

和推动者。曹洪涛同志曾经在一次谈话中满怀深情地指出：“从源头说起，城科会的成立，

真正起倡导作用，从思想上垫底的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于光远、钟林和周林这三

个人，没有这三个人，城科会不可能很快建起来”。1981 年 6 月开始，在于光远同志的

指导下，钟林和周林同志连续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学术座谈会，吴良镛等著名专家参加了

讨论，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研究城市发展战略。1982 年年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

了全国城市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得到了全国城市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得到

了中央的认可。会后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开始筹备并在 1984 年 1 月正式成立了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建设部的有关领导和吴良镛教授等成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领导。

城科会的成立适应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在这个过程中，

周林同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5 年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的第一本理论学术论文集，填补了学术界

城市发展研究的空白。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林同志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的发展，在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还专门撰写了《城市的觉醒》一文，重申了城市问

题的重要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需要辩证法等观点。

城市科学研究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认识城市，指导城市按科学规律规划建设管理。中国的现代化，是对城市认识从不自觉

到自觉的过程，我们还远沒有完成这一过程。城市科学所担当的全社会城市启蒙的任务

仍远未完成，仍任重而道远。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城镇化和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中央深刻

指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

这是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与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在改革与发展中认真体现。

周林同志走了。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思想者、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我们要学习他的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续大力发展城市

科学，奋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今天，我们重新刊发《城市的觉醒——为纪念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而作》

一文，以是纪念！

饮水不忘挖井人
——深切悼念周林同志

——为纪念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而作

周  林

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城市作了极富感情的描写，说它是“城市

中的珍珠”。这个青年就是恩格斯。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和著名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谈到城

市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进步中的重大作用时，无不由

衷地感到欣喜。  
* 本文首次刊发于《城市发展研究》2007 年增刊，本次重新编

辑刊发

[ 编者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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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问题的提出

我是一个政策研究工作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先

是研究农村政策，以后是工业、科技问题。一生中很大一部分

时间是在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度过的。1980 年我从核工业转

入中国科协系统，调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开始进入

学术工作的历程。当时研究会正处在初创时期，已在医学辩证

法和农业辩证法等领域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

正准备开辟新的领域。在一次研究自然辩证法学术活动年度工

作安排会议上，当时主持研究会工作的钟林同志要我负责组织

开展工程技术辩证法的学术活动。由于我刚到研究会工作不久，

对自然辩证法学术领域的许多问题都不太熟悉，感到工程技术

问题涉及的学科面太宽，主题最好集中一些。正好这时报上报

道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北京城市规划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

要求，城市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我建议先组织开展

关于城市辩证法学术研讨，这个建议得到钟林同志和研究会其

他同志的赞同。具体组织工作钟林同志分工由我负责进行。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方法的科学，一向受到

中国学术界的崇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在“文革”之后，

拨乱反正时期，经于光远、周培源、钱三强三位著名学人建议，

邓小平同志批准建立的学术组织。研究会在开展学术活动中有

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研究工作者和专业工作者相结合。自然辩

证法的研究队伍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专业研

究人员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学人员所构成，有一定研究基础。

但是要使这一课题的研讨能够紧密联系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实

际，有一定深度，在现实工作中能够发生作用和影响，很重要

的是要加强同城建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的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解决的又是同城建系统领导部门的联系和沟通问题。当

时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领导机关是城市建设总局。这时我想起

城建总局有一位秦仲方副局长，是一位老同志，解放初期在川

北地区工作，任行署副主任。我那时在川地区党委工作，后来

在参加川北地区党史工作会议时又与他有所接触，便给他写了

一封信，并到他家中拜访，争取城建系统领导的支持。城建总

局领导对开展城市辩证法研讨很热情，包括局长邵井蛙和主管

城市规划的副局长曹洪涛，不仅亲自参与，还从多方面提供支

持和帮助。当时国家机构正在改革，撤销总局成立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部。部长李锡铭和副部长廉仲、储传亨对城市学术活动

的开展也是热情支持的。还有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局长周永源等

领导同志，他们对城市学术活动也是大力支持的。没有他们的

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城市学术活动那样迅速开展起来，是不

可能的。那时全国改革形势已经形成，各方面工作都出现新气

象，社会上出现一种说法，要取得改革的胜利需要权力和智力

的结合。改革是如此，在繁荣学术中，我们也深感领导机关和

部门支持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城市文明的国家。在经历了农村包围

城市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

的前夜，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就指出：“从现在起，

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

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

建设城市。”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一关系到国

家未来发展富有远见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消灭“城

乡差别”被理解为城市应当向农村看齐。“人人都有两只手，

不在城市吃闲饭”，城市被认为是吃闲饭的地方。建设方针是

“先生产，后生活”，市政建设项目往往排不上队，乃至被生

产性项目挤掉。在“左”的干扰严重时期，甚至一度发生城市

建设领导机关被撤销，城市规划工作被停止的情况。这种情况

以后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特别是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车轮已经启动，并滚滚向前的时候，

城市发展、建设、管理的严重滞后，日益突显出来。一些先期

进入改革的城市，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涌现。如何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思想深化认识和理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唤起社会共识，推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学术

工作的社会责任。经同各方面洽商，决定这项学术活动分两步

进行。先召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城市发展战略座谈会，再

召开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并在两会准备过程中举行

几次小型座谈，加以推动。

2. 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 

一个新的学术思想的提出和发展，需要形成相应的学术氛

围。除了运用学术思想座谈外，还要充分发挥相关报刊的作用，

包括先期的《自然辩证法通信》和后来的《自然辩证法报》，

对一些有启示性的重要思想，采用专访形式，尽先择要发表，

以供相关学者、专家和社会人士参考。这些做法，对一定学术

氛围的形成，起了必要的推动作用。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城市规划专家钮德明是城市建设需要辩

证法向我吐露心声和感受的第一人。他说：“多年来，由于‘左’

的思想影响，城市建设积累的问题太多，现在百废具兴，矛盾

成堆、成山。城市规划工作现在是掉在矛盾的坑里头。怎样从

一堆矛盾中理出头绪来，不致有病乱投医，甚至越治越乱，这

就需要辩证唯物论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多年来研究、传播自然辩证法的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的问题很多，有许

多实际问题，也有许多认识问题。现在是工作上欠账，研究上

也欠账。什么是城市？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城市起什么作

用？城市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要用唯物辩证

法搞清楚。不仅要研究，还要搞普及；不仅对一般人，也要对

决策者。”

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城市的建设和

发展要立足于国情。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但城市化的水

平很低。这与经济发展的落后有关。城市的问题不能低估。城

市的建设和发展要靠科学，但又是长期被忽视的一门科学。鉴

于城市问题研究的迫切性，要提高认识，大力宣传，迅速建立

我们的城市科学。”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长费孝通教授说：“研究中

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必须注意民族性和时代性这两大特点。要

从实际出发。要把宏观研究和具体调查结合起来，不仅要有定

性描述，还要有定量分析。要把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同‘四化’

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顾问，即原城建总局副局长曹洪涛说：

“城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

发展战略研究应当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涉及

面广，综合性强，需要有关学科、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城市建

设环境保护部领导将积极支持这一学术活动的开展。”

著名雕塑家、全国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教授说：“城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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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物质文明程

度愈高，精神文明愈要跟上去。”

著名自然辩证法和科学理论学者李宝恒说：“科学要真正

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关心城市发展这样的综合性

问题的研究。”

在各次座谈会上，各部门、各系统的同志纷纷联系各方面

工作发言。国家体委研究室主任张彩珍在发言中谈到我国城市

规划中严重忽视体育设施的建设，已有体育设施被破坏和占用

的情况严重，呼吁重视建设体育文明城市。公安部政策法律研

究室主任张之轩在发言中讲到城市建设中严重忽视治安、交通、

消防等方面的设施问题，亟需有关方面的关注。文化、商业、

交通、邮电、环保、人防等方面的同志，都联系相关工作领域，

谈到城市这个综合体建设和发展中需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与

此同时，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福州和哈尔滨等也先

期开始了学术座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感人

的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教授，早在 1981
年初，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刚开始酝酿这个问题，看到《自然辩

证法通信》上刊登“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对钮德明同志的专

访文章后，就主动来信，对如何深化认识这一问题提出意见。

这种先期活动，对逐步深化主题认识，吸引社会广泛参与，推

动各有关方面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都是有益的。这就为大

会的成功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扩展对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的认识，我们还在《自然

辩证法通信》上发表了为国际建筑学界推崇的著名的“雅典宪

章”，即国际现代建筑学会于 1933 年在希腊雅典拟订的《城

市计划大纲》。这个重要文献的出现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

其中许多原理对今天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还有重要的启

示作用。更可贵的是在文件“引言”中，把“互相联系的”和“不

断变化的”这两个基本观点，作为观察和认识城市问题的基本

指导思想。这同辩证法“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辨证唯物主义思想

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客观内在规律的必然联系，这种认识是中

外学者相通的。

3. 开展城市发展战略思想的研讨

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是 1982 年 12 月 19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的。在此之前的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城市建设

辩证法学术座谈会，是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筹委会联合召开的。这次会议就成为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部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召开的

大型全国性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位委、各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

组织的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学者共 180 多人，云集了多年

来在我国城市建设、管理、发展及相关领域辛勤耕耘的著名学

者和专家，费孝通、于光远、张光斗、任震英、吴良镛、周永源、

廖季立、秦仁山、郑孝燮等出席了会议。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因故未能参加会议，送来了他多年来研究古

都北京历史变迁和改造发展的学术论文。许多专家学者在会上

大声疾呼，要重视城市科学，发展城市科学。城市发展中的许

多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包括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在现代化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长期被忽视了。应当迅速

改变我国城市科学研究的落后面貌。城市是一个广阔科学领域，

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门类。城市科学的发展应

列在国家科学发展的重要地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

建设、环保、卫生、体育、市政、治安、人防等各界各业的学

术理论工作者要联合起来，紧密合作，加强理论研讨。要大力

加强城市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要积极开展与国外城市科学研

究的沟通与交流。“柳暗花明又一春”。各有关方面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新兴的城市科学。

这是各级领导和专家相结合，共同研讨城市在国家现代化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家和一些重

要城市城建部门的领导人、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包括城

市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正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既是城

市规划和建筑专家又是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还有 5 位市委书

记——武汉市委书记吴官正、沈阳市委书记李铁映、贵阳市委

书记朱厚泽、重庆市委书记于汉卿、福州市委副书记袁启彤主

动报名参加会议，这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新亮点。作为主管

城市全局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学习城市、研究城市、参与现代

城市问题的学术研讨，开展思想交流，提高城市理念，这标志

着城市工作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城市是人

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

教育、商贸、交通、信息中心，是国家和地区前进、发展的动力。

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结构体系，在国

家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领导农村。没有

城市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没有经济、社会、

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四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目标，

没有城市现代化，“四化”目标就不能实现。

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探讨城

市建设和发展的会议。整个会议洋溢着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城市、

研究城市、认识城市、探求城市发展规律和战略的热情。全国

政协城市建设组副组长曹言行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为题，论述了城市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城乡建设环保部部

长李锡铭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指

出只有搞好综合，才能提高城市的效能，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吴良镛教授用丰富的古今中外材料论述

了城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城市是人文荟萃之

地，是变革的中心。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晚年隐居乡村，

断绝了参与学术思想交锋和人文社会交流的条件，哲学思想也

枯萎了。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浙江、重庆等地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学者关于“城市的本质”、“城市的特色”、“城

市的效率”、“城市的质量”、“城市的体系”等主题的论文 ，
用深湛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现实材料研究了认识城市和发展城

市中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深化了对城市的认识，展示了辩证

唯物主义哲学分析认识城市这一人类创造的复杂巨大的人工自

然综合体的新的境界。辩证唯物主义推动了城市科学，城市科

学也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这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同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管

理第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我国城市发展的会议。感谢

中共中央研究室于若木同志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

干峙同志，是他们的信息沟通，使这次会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关注。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城市建设部部长，时任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一位是在主持天津市委、市政

府领导工作期间就着力抓城市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

书记的胡启立同志。为了便于座谈和对话，根据中央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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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参加。接见和座谈在中南海勤政殿

举行。由于有的同志，如任震英、周永源、周干峙等同志，他

们多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岗位上工作，万里同志同他们很相

熟，因此座谈会开得气氛亲切热烈。座谈开始，按照会议领导

小组经城建部领导提议的安排，由我首先汇报会议情况和大家

关心的问题。接着由与会同志发言。中央领导同志仔细听取了

大家的发言，并不时提问和插话。最后中央领导同志讲话。

万里同志首先深情地回忆起北京城市早期改造的情况。长

安街扩宽工程是大家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当时确定街宽为 40
米，有人提意见，说太宽了，现在看来并不宽，时代在前进啊！

万里同志在讲话中重点讲了党和国家的城市政策。他说，城市

的地位很重要。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领导农村。

要更好的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中心的作

用。大城市要控制发展和进行改造。中等城市除了要建设和改

造外，也有一个控制发展问题，要更好地发挥地区中心的作用。

小城镇建设要跟上去，要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现在农村商

品经济发展很快，必然形成农村的经济中心、商品加工中心、

服务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办事。

计划工作要重视城市，要使城市规划和国家计划密切结合。城

市建设要有群众观点，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改善生活环境、防

治污染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启立同志说，万里同志接见这次学术会议代表，就是表

示对会议的支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发起研究城市在“四

化”建设中的作用，我非常赞成。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如何按

照中国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改革

的精神来对待这个问题。

参加接见和座谈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和国家计委、

国家经委领导吕克白、马仪等同志。由学术团体发起，与国家

机关联合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明确表示

支持，并且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有这样明确肯定的答复，是很少

有的。这次会上还研究了组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筹备机构

问题。建立全国性城市科学研究促进机构的航程，在多方企盼

下开始起步了。在新华出版社支持下，会后不久就编辑出版了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的第一本理论学术文集，填补了理论学术界

长期缺乏城市发展研究的空白。现在来看，这本文集在理论学

术上也是有深度、有价值的。

4. 一个城市重大发展的时代来临

这次城市学术会议能够成功召开，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集体，

有几位同志的工作是必须讲到的。一位是吴良镛教授，他是会

议筹备组的领头人，他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知识渊博，思想非

常开阔。他对城市科学的开展有许多新的思想，筹备会议上几

次启示性的发言，把大家的思想带到新的境界。一位是钟林同

志，他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实际工作负责人。他有丰富的学术

组织工作的经验，是他组织团结了一支自然辩证法研究队伍，

为这次辩证法与城市科学结缘，使会议成功召开做出了贡献。

一位是多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里潜心研究的陈为邦同

志，他熟悉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善于从学术深度归纳思考城

市问题，在会议进程中几次发言对人们了解认识城市问题的全

局提供了帮助，并为这次战略思想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许多工

作。还有许多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是十分感人

的。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我对每一个热爱科学、热心学术的人，

由衷地表示敬意。

在各方支持和积极参与下，1984 年 1 月 20 日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宣告成立了。这一期间，许多省、省会城市和地区中

心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地区性城市科学研究会。国家举办的“市

长学习班”也正式开学。许多城市领导把学习城市、认识城市

和更好地发展城市纳入议事日程。相关高校扩展了城市科学研

究教学内容，扩大了城市建设人才的培养。我国城市科学进入

了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公众、研究与普及相结合，在更

加广阔的基础上走向繁荣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所有这些都与新

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多方面要求相联，预示着一个城市重大发

展的时代来临。

为建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催生而召开的全国城市发展战

略思想学术讨论会，已经过去 20 多年了。中国城市出现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城市的崛起，上海这个东方商贸

城市在十多年中迅速发展成为对世界经济发生影响的“全球城

市”（Global City），在环太平洋西岸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

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一大片高质、高效、极富发展竞争潜力的

城市群团的兴起，不仅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战略的格局。这启发人们深思，

使我想到城市这个高度集约化的人工自然体是有高度生命活力

的。它不仅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且凝聚、扩展、升华了人类

智慧，回报人类，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灿烂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据最新考古发现，中国城市出现已有 7000 年历史，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进程，现在又赢得了新的重大

发展时期，这标志着中国城市的觉醒。

由现代城市发展带动和推进的全国城市化进程，离不开乡

村发展提供的鲜美丰富多品种食物及其他生活物质资源、受到

良好保护的大自然源源供给的清新空气、青山绿水稻麦飘香的

田园风光、鸟语花香禽畜游栖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一个田园荒

芜、民生凋敝的乡村是不利于现代城市发展的。现代城市意识

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进程。城

市在有序地吸纳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

同时，又在知识、科技、资金、流通等多方面回报乡村，支持

乡村发展。城市领导乡村，城乡互助，协调发展，这是城市觉

醒的重要方面。

（2003 年 9 月 30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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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同志生平

周林，原名周龙龄、周龙林，

1929 年 5 月 17 日出生于四川广

元，1950 年 5 月参加工作，1952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

共川北区党委组织部、中共中央

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二机部（核

工业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研

究所等机构工作，2018 年 3 月 16
日，周林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

89 岁。

周林少时天资聪颖、志向高远，虽家境贫困，但酷爱读书，

因为家中无力支持他继续上学，他十几岁离家，带着他读过的

书沿途贩卖，靠打工和给人刻铜板，饥一顿饱一顿勉强维生，

在短暂上了小学、初中之后，依靠不断自学，考入川北大学土

木工程系学习。四川解放后，他万分欣喜，积极投身革命建设

事业，并于 1952 年入党，在胡耀邦领导下的川北区工作，先

在川北日报，后调中共川北区党委，再后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农

村工作部担任部长秘书，其间经常随部长下乡调研，写调查报

告。工作中周林十分注重实地调查，实事求是，关注农民利益。

1955 年，周林调北京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工作，

后赴二机部（核工业部）任副部长秘书，从事政策研究等工作，

曾为部领导起草多份文稿。周林后在核工业部办公厅的政策研

究室工作，并编辑《跃进报》，其间他多次到工厂调研，撰写

核工业发展政策相关报告，二机部工作条例（草案）初稿即是

他主持完成的，同时他也是二机部关于“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

事业九条经验”的主笔之一。他重点研究科技攻关，技术政策，

推出了厂所结合的思想，为我国两弹技术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

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政策研究室撤销，他被下放到陕西合

阳五七干校，1972 年他恢复工作回到北京二机部的“工业学大

庆”办公室做调查研究组织等工作。

1978 年周林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任副秘书长。其间，

他与人合作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历史和现状》三辑文献，合

作主编《科学家论方法》两辑，并邀请到钱学森破例为此书作

序。此外他还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报》，亲自撰写了包括《不

能让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等十九篇科学家专访文章，聚焦科

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1982 年，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他以中国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名义着力倡导推动城市研究，当年 12 月

19—24 日，研究会和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联合组织召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

周林对这次会议从筹划，参会人员到会议组织倾注了大量心血，

讨论会非常成功。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以及许多著名学者参会，

这次会议明确了城市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影响深

远。随后周林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发展战略文集》，

促成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部分地方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

这些机构成为研究城市发展、城市政策，宣传、推广城市知识

的强大力量。

1986 年 12 月，周林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历任办公厅副

主任（主管调研室工作），中国科协研究中心代主任（正局级）、

研究员，长期为中央领导和中国科协领导起草讲话稿以及撰写科

协重要工作的调研报告，并负责主编《科协通讯》、《科协情况》

等科协机关内刊。周林是江泽民主席在中国科协“四大”讲话的

起草小组人员之一，并参与起草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和

李鹏总理在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

这一时期，周林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他经

常深入调查，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他学术涉及面广，思

维活跃，立意创新，有些文章曾经被中国创新与发展研究所收

入文库，也有些被中国人文科学当代改革丛书的专家评为一等

奖，《人民日报》和《瞭望》杂志也发表过他的署名文章。宋健、

钱学森、朱光亚等领导都曾对周林的文章专门写信表示过赞赏

和关注。周林著文众多，代表性作品包括：《实现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发展》、

《城市的觉醒：记二十年前中国城市大发展前夜的一场辩证唯

物主义哲学思想研讨城市发展的学术盛会》、《一个深远意义

的变革——产业从这里兴起》、《科普兴县——一个又治穷，

又治愚的大道》，《科技创业呼唤微小银行》、《科学技术与

精神文明》、《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普工作》、《中国农业

的三环结构》，等等。

周林头脑活跃，喜欢思考遇到的各种问题。他长期为科协

等部门起草重要文稿，这对执笔人的知识积累、概括综合能力、

笔底功力都要求很高。周林一心扑在工作上，长年累月加班加

点至通宵达旦，不计报酬、任劳任怨。1991 年退休后，仍然牵

挂工作，关注社会，他不辞辛劳多次外出到农村调查，笔耕不

辍。他关于科普兴县、农村专业协会的文章就写成于这个时期。

他的许多文章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显示了他

思想认识的前沿性，反映出他一生思考和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周林在工作中是个勤奋的人，在生活中，则是一位慈祥的

好父亲好祖父，他喜欢为家人细致地做家乡小面，对儿女事业

的发展给予建议但从来不乱插手，并始终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鼓励和帮助，一贯宽厚温良。他退休后多次到美国探亲，在享

受与儿孙的天伦之乐时，饶有兴致地走访了美国许多地方，保

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好奇心。周林关爱家乡亲人，他生病期间，

还多次回四川老家探访。也有多位亲友从四川前来看望他。高

龄之后他虽然听力、记忆力丧失多年，依然温存有礼，努力配

合家人。每次客人来访他都很高兴，虽然阿尔茨海默病后期的

他已经不认识访客，但还是非常礼貌，关心客人的起居饮食，

直至生命最后。

周林的一生，是一心一意、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一生。他

毕生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涉猎面广、知识渊博，

在核工业、中国科学方法论、城市、农业、科技、科普政策研究、

科技史等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斯人虽去，风范犹存，

周林同志光耀的人格魅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