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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继续坚持中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继续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最高价值目标，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和实践问题，来开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建构；继续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坚持开放性的思维取向，跻身

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努力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乃是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基本

经验。认真总结和践行这些经验，创新性地凝聚新的经验，是我国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时代建构具有中

国智慧、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实践体系和传播体系的历史使

命，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我们民族应有贡献的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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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不断深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熔铸人类优秀文化的理论

精华，立足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

开拓进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

域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极大的拓

展，推出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队伍日益壮大，涌现了一批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

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

益彰显，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等等。这些都把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

水平。回顾四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广大人文社会科学

工作者满怀豪情，决心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

思想先声，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潜心研究的科学成果，

回应时代的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四十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的发展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有不少短板，

例如各学科发展不够平衡，对现实问题研究的穿透力

和引导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

不相适应等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科

学研究从来没有平坦的道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

只能在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中前进。使命在肩，我们

没有理由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沾沾自喜，我们更没

有理由在遇到的困难面前止步不前。总结经验，再接

再厉，克服困难，迎难前进，这是当代中国有作为的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历史担当。为此，认真地

反思、科学地总结四十来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

基本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要

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与时俱进是

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

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

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是指导我们

前进的明灯。历史和现实反复地证明，那种背离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错误作法，只会导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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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错误，实践挫败，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

巨大的损失。在当前思想和价值多元化的形势下，我

们尤其要警惕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或者把马克

思主义歪曲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倾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

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当代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指导，特别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推动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坚

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坚持创造

性的马克思主义，它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

荣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

的纲领性文献，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试想，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

作者如果不能自觉地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

难免不会误入歧途，成为“狐鸿哀鸣”。 

第二，要继续坚持中国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自信是创新的精神基础和主体前提，可以说没有

自信就不可能有创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更需要增强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的民族创造了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自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只是到

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外来列强的侵略，我

们才落后了，降落到了挨打和备受屈辱的地步，因而

一部分人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虐”“文化自残”的扭曲

心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才彻底

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况，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民

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使我们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

民族文化之林。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创造

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一跃而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有足够

的理由克服残余的“文化自虐”“文化自残”的病态心

理，充满自信地迎接新的时代挑战。尽管在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里，有一些学科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还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充满

自信地建构具有中国智慧、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

国风格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各个学科领域里的理论体

系、话语体系、实践体系和传播体系，以回应一些人

所提出的我国经济虽然上去了，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还缺乏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底气的责难。在这里，我

们必须认真贯彻我们党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的方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担当起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就是这样启示我们的。 

第三，要继续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为最高价值目标，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来开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

建构。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是被人类

文明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

经验也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只要离开了实践的

需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文社会科学

工作者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失去动力，无所作为，

甚至误入歧途。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

说到底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绝不能把学术标准、

艺术标准和实践标准对立起来，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反

复强调的要以问题为导向原则的真义所在。习近平同

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举旗帜，聚人

心，育新人，兴文化，树形象”的论断，科学地概括

了当代我国社会实践的需要，它是我们发展和繁荣人

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发展和繁荣人文社

会科学的正确方向和不竭动力。作为一个有幸从事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我们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

体认人民的需要，把我们的聪明才智聚焦于在社会实

践中所涌现出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我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资源和理论支持。这

一点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尤为重要。那种急功近利

的浮躁之风，那种只讲功利，甚至把自己的工作和研

究当作商品待价而沽、唯利是图的错误倾向，既是对

人文社会科学的亵渎，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这种庸

人的哲学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要继续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坚持开放性

的思维取向，跻身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努力增强我

国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各种不

同质的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无法回避的，反映在国内，

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这里，我

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拓展文化视域，坚持开

放性的思维取向，既不能抱残守缺，拒人于国门之外，

也不能盲目跟风，拾人牙慧。我们讲要增强文化自信，

其中就包含着要有坚定的文化定力、尊重文化发展规

律的应有之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是始

终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原则的胜利。因此，我们要坚持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对于有利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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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文化因

子，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和认真借鉴；对于西方文化霸

权、文化侵蚀的东西，要坚决抵制，努力提高人们的

文化免疫力。同样，对于国内由于多元化所造成的文

化冲突，要认真贯彻党的“在尊重差异中达成价值共

识，在包容多样中实现道德认同”的方针。社会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不能搞“独白”，要避免话

语霸权，倡导“对话”“交流”的交往理性，努力实现

价值共识和价值多元的辩证统一，实现人们思想的自

主和社会引导的互动协调，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

发展和繁荣建立在继承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

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是一个需要思想、需

要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产生先进思想、先进理

论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

伐，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机遇，用自己的

坚守和努力，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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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tepped into a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It is now time to continue with insistent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especially guidance of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reinforce our theory confidence, 

path confidence, system confidence and culture confidence, and to uphold China’s rejuvenation as the highest goal of 

Chinese Dream, focusing on major issues in real lif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o as to study and construct CSS. It 

is time to further extend our cultural horizon, to establish open dimensional orientation, and to conduct glob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s so as to enhanc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ll these are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SS. It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for all the practioners and 

researchers of CSS to summarize and practise these experiences, and to agglomerate new experiences in a creative way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discourse system, practice system and dissemin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wisdo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temperament and Chinese style. 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shoulder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at we ought to shoulder in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past 4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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