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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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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文化自信紧密相关，文化自信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条件和思想前提，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支撑和重要依托。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推动了

人文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文化自觉和文化选择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生长和发展，文化自信与文化整合助推

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与振兴。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进一步推

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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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人文社会

科学发展与文化自信紧密相关，二者相互促进，相互

为用，呈正相关的关系。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

有文化的繁荣兴盛，也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

既是一个由恢复重建到生长发展，再到提升与振兴的

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文化自信

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条件和思想前

提，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

支撑和重要依托。二者在良性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交织，

构成了 40 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逻辑和

基本图谱。 

 

一、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推动人文 
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信”，就是对人文社会

科学怀有重大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本质上是

一种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

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也使人们重拾文化自信，

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大转折。开

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冲 

破“左”的束缚，带来文化的反思和觉醒；同时也解

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精神枷锁，使他们重新投

入科研工作，推动人文社会科学走上正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这一时期，人们从

政治鼓动的虚幻 “自信”中惊醒，开始变得思想迷茫

和文化焦虑。焦虑经济文化的落后，焦虑科学技术及

教育的落伍，也焦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耽搁和停滞。

“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文化的断裂与危机，

对人文社会科学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学科荒芜、学术

异化、学者四散，人文社会科学急待恢复和重建；打

开国门，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纷涌入，令人眼花缭

乱、目不暇接。这时重拾“文化自信”集中表现为文

化觉醒：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 

文化自信作为主体意识的范畴，是主体的一种积

极的文化特质和精神状态，体现和反映了一个民族、

国家和政党对文化的清醒认识和坚定信念。实际上，

敢于和善于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恰恰也是

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表明敢于正视问题，纠正失误，

放下包袱，开拓前进。文化自省即文化的自我反思和

觉醒，对极左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精神损害进行清算和

清理，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重新纠正过来，让理论还

原理论，学术回归学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重新有

了用武之地。文化自省和反思，离不开文化批判。当

一种文化出现问题或面临危机时，必然伴随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是澄清是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最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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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意识形态最前沿和主阵地，

当时的文化批判主要是批判极左思想歪曲的理论命

题、对学者的压抑、对繁荣学术方针的破坏等。正是

在这种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中，人们思想获得解放，

精神振奋，着眼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而为我国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赢得了重要机遇。 

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使人文社会科学重拾“文化

自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学术修复机制建立起

来，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恢复、补课和重建。在学

科建设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过正本清源，得到

恢复。一些如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得到

修复，获得生机。有的学科则由于多年被忽视耽搁而

需要“补课”。邓小平当时曾大声疾呼“补课”，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

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3]。不少学

科则由于受到破坏和停顿，需要重建，还其本来面目，

如刑法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还有一些学科适应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需要重点发

展，如经济学、管理学等。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指出：

“必须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不断

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的经营管

理水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写

入党代会的报告。在学术研究上，改变和调整学术与

政治的关系，学者有了潜心研究、学术争鸣、自由探

讨的空间。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检验也建立在“实

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基础上，一些重大成果相继推

出，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学术条件

的改善上，坚持“二为”方向，恢复“双百”方针，

出台了一些推动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措

施，改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国

家和地方制定了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设立了社会科学

基金等。这些战略和措施的推出，使人们真切感到，

科学的春天来了，这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

社会科学。 

 

二、文化自觉和文化选择促进人文 
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建立

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巨变

急需做出理论探索和学理阐释，人文社会科学适应和

服务经济社会的需要日益强烈。改革每前进一步，都

需要思想解放向前推进一步，实践中的每一次探索和

尝试，都需要理论的引领和先导，每项新政策和措施

的出台，都需要学理和智力的支撑。邓小平南方谈话

后，人文社会科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江泽民

做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四个同等重要”

以及“两个不可替代”“五个高度重视”等重要论断。

同时还明确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

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和

功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加

大，投入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进入快速成长和发展的

时期。 

人文社会科学的恢复和发展，反过来提高了文化

自信，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视阈和文化选择扩

大。20 世纪 90 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

概念，所谓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

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

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4]。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

思想依据和认识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价值提

升和信念强化。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可能有坚定

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建立在文化认同、文化反省的

基础之上。此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化自信突出

表现为文化自觉和文化选择，即自觉地在认识自己和

他人文化的基础上，对各种文化及其因素“辩证取舍，

择善而从”。在文化自觉方面，自觉检审学术与政治的

关系，建立新型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既看到学术与

政治紧密联系，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同时又要看到学

术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学术追求真理，不是政治简

单的注解，要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自觉

进行学科与学术的研究和探讨，遵循学术自身的发展

规律，构建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和学术体系：主

要是加强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

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

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各种行

之有效的方法也得到借鉴和运用。自觉关注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通过学术探讨和研究，推进理论创新、

知识创新和学术创新，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

新学科。自觉运用理论和学术成果为社会服务，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选择方面，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呈现出交

流日频、交融日深、交锋日烈的态势。面对日益复杂

的文化选择，我们党及时提出了“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的方针和原则，无论对传

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人

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充分汲取传统优秀文化

的营养，形成对古典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另

一方面要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甄别和选

择。西方的理论著作、学术思想、概念范畴、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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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大量介绍到开放的中国，在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选择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借鉴了国

外许多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了学科构建与学术研究。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文化选择是文化自

信的实践形式，二者相互结合，有力推动了人文社会

科学的建设和发展。 

在文化自觉和文化选择中，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一路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导向上既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又解放思想、扩大视野、立足前沿，吸收

各种思想营养，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

侵入，端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一大批重点学

科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得到快速发展和提升，

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如系统科学、领导科学、生

态环境学、未来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传统的

文、史、哲的相关学科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

上，展开了对主体能动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

法治、精神文明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提出了一

些新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学术观点，为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舆论和智力支持。在管

理机制上，以重点研究基地为代表的社科研究平台迅

速建立、社科普及制度化、社科管理机构的职能进一

步明确和完善，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科管理网络，使

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三、文化自信与文化整合助推人文 
社会科学的提升与振兴 

 

跨入 21 世纪以后，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全面发展

的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为我国实现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指导，也对人文社会科

学思维范式的转换和思想理论的创新产生了深刻影

响。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作出战略部署，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

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和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

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专门就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重

要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

求。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全方位推

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潮正在掀起。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我国

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与此

同时，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在内的文化软实力极大提升，显著增强了国人的文化

自信。文化自信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将文化自信视作国家发展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层的自信，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

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的大问题。这时，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有了真切实在的自信：不

仅有思想资源、制度条件的自信，而且有理论创新和

学术繁荣的自信。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

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

论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

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此过程中，人文社

会科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

学科的研究，为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作出了贡

献；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为揭示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贡献了力量；人类学、文化学、人口学等，为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出了努力。人文社会科学的

发展，表现出积极健康的文化心态，“自信而不自负，

自豪而不自满，自尊而不自傲”[5]。此时其发展也进

入了一个空前的文化整合时期。文化整合就是按照一

定的原则和标准，对诸种文化要素、特质、形式进行

拮英集萃的综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包括

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整合，又包

括对人类普遍性、共同性、通约性文化因子的整合，

同时也包括对不同制度、不同传统、不同地域和民族

各种有益文化成分的整合。由此而产生的学术研究和

探讨，带来了生动的学科分化与整合、学术交流与争

鸣、话语权的建立与竞争的繁荣景象。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文化整合，

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升和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专家学者对其时代背景、科学内容和重大意

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进行了广泛研究

和深入探讨，岀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

论文。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方面，2009 年新出版了

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

集》，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性的经典   

文本。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观点研究，在新

的实践基础上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表现在学科建设上，学科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此

时我国已建立了 20 个一级学科、400 多个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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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学科体系。中

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和确

立：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历史、

军事和党建等方面；囊括了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

沿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等诸多领域。在学术研

究上，专业性、学理性、系统性明显增强，有自己的

概念、范畴创新和学术用语，研究方法大大改进和创

新。学术成果不仅数量空前，质量也有很大提升。实

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推出优秀研究成果，

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为代表，一大批反

映各学科前沿研究水准的扛鼎之作陆续推出，彰显了

各学科的研究实力和水平。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

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等关系现代化事业全局的

重大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都有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的贡献和支持。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决策咨

询和智库工作也卓有成效：一批批应用研究和决策咨

询成果转化成了政府的政策措施，成为人文社会科学

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在语话体系上，主流意

识形态牢牢把控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权，营造了良好

思想舆论环境。国家高层论坛和全球智库峰会等频繁

举办，提供了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和研究成果。中国的

话语越来越响亮，“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热词，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与此

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体系也进一步科学化和现

代化，提高了人文社会科学投入和产出的效能。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由最初每项几万元增加到后来

的 20 万元、80 万元不等。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

全要素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搭建各类社科理论普及

平台，形成了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党政部门、党

校行政学院、军队院校几支理论大军，共同创造了人

文社会科学全面提升与振兴的新局面。 

从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

不难看出，文化自信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

精神动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是增强文化自信的

重要依托。人文社会科学是从事创造性的事业和工作，

它的繁荣发展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只有具有高度文化自信，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深刻揭

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彰显人文社会科学的

科学性；只有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独立思考，创造创

新，才能突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原创性；只有具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一往无前、艰苦探索、潜心研究、

铸造精品，才能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动性。新

时代呼唤新担当，要有新作为，尤需新状态，更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高度的文化自信，立时代潮头、

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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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at cultural 

confidence serves as the essential spiritual condition and ideology premise propelling CSS forward, while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SS works as a necessary and vital support to boost cultural confidence. Over the pa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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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ultural in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have pushed the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S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hoice have facilitated 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tegration have motivated its advancement and revitalization as well. In the new age, we need to breed 

new responsibilities and new accomplishments,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host a high level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SS.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编辑: 游玉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接第 5 页)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SS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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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forceful measu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lusion that 

"pract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has provided the essential and major premi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SS. 

The constant launch of the projects from National Planning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other major 

initiatives have implemented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SS. A series of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strengthening CSS's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have guarantee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rxist Project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ioneering of the research system of C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jor premise; major initiatives;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Marxis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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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which must have followed certain inherent logic, presen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ime, space and practice. 

Time logic embodies the unific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SS, space logic represents 

the unity of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practice logic discloses the unity of its political nature and 

technicality.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e logic is the un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time logic and space logic.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SS); 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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