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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理论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7月21-22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编辑部和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共同主办

的“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理论研讨会”以线上会议和线下会议

相结合的方式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南大

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吉林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30位专家学者

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与会学者们围绕“构建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这一主题，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三个大问题：一

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本原则”问题；二是“构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重要课题”问题；三是“构建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维度”问题。

2.“康德道德哲学与未来社会（Kant’s Moral Philosophy and Future

Society）”国际化示范基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9 月 19 日，由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与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

办的“康德道德哲学与未来社会（Kant’s Moral Philosophy and Future

Society）”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线上形式顺利举行。来自英国基尔大学的 Sorin

Baiasu 教授、牛津大学的 Mackenzie Graham 博士、牛津大学的 Roxana Baiasu

讲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管成鹰博士、牛津大学的 Amna Whiston 讲师、中心

研究员曲红梅分别就会议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探

讨了康德道德哲学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多个方面，推动了中外学界在相关议题

上的进一步交流。

3.“电影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主题论坛在长春召开。

9月6日，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集团联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长春

电影节“电影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主题论坛在长春举行。来自国内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编剧、作家等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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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曲红梅、晋运锋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9月2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

项目立项名单。中心研究员曲红梅申报的项目“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术定

位研究”通过评审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项目编号20AZX016，立项经费

35万元；中心研究员晋运锋申报的项目“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分配正义理论研究”

通过评审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项目编号20BZX125，立项经费20万元。

5.贺来被遴选为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第3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中心副主任贺来被遴选为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哲学学科）成员。

6.吉林电台播出《吉林之子·首期人物孙正聿》

2020年8月19日，吉林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播出《吉林之子·首期人物孙

正聿》。《吉林之子》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出品的一档全新广播人物专题栏目。

节目聚焦吉林时代人物，讲述吉林故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孙正聿作品系列》出版。

《孙正聿作品系列》全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9 月出版，包括

《哲学通论》《哲学观研究》《辩证法研究》《生命意义研究》四部作品。

《孙正聿作品系列》既涵盖作者对哲学观研究、辩证法研究、生命意义研究

的思考与探索，也包括哲学通识类理论著作，是作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与教学代表性成果，其长期以来对哲学基础问题的关注，对哲学教育的关心，

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构成了本作品系列的主旨与灵魂。

8.《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英文版出版。

近日，中心主任孙正聿的著作《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英文版《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ought》由施普林格•自然新加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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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出版。目前，该书的电子书已经出版，

纸质版将于年底正式出版。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文版于 2016 年 3 月 1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该书入选 2015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书的主要内容

是阐述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活动方式，并通过具体论证哲学对构成思

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展现哲

学发展的自我批判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理论空间。

9.《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研究丛书》出版。

2019 年 12 月，《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总主编为中心研究员邴正。该丛书包括 15 部著作，即《孤竹·东胡·令支·屠

何史》《箕子朝鲜史》《卫氏朝鲜史》《夫余史》《高句丽史》《前燕史》《后

燕史》《北燕史》《渤海史》《契丹史》《东丹史》《金史》《东夏史》《北元

史》《后金史》，总字数 500 万字。2019 年 11 月 1 日，该书的出版发行暨学术

座谈会在长春市召开。

10.贺来在《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发表论文。

中心副主任贺来在《哲学研究》2020 年第 7期发表《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

重转换——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变革意蕴》一文。

文章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

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

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

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

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

“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

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

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真正的辩证变革，从而实现

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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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利天、贺来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中心副主任孙利天发表于2020年3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论文《哲学

如何构建美好生活的理想》被《新华文摘》2020年第13期全文转载。文章指出，

现代哲学如何提出并构建美好生活的理想？马克思的名言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

现新世界”。在迅速变化的生活世界中，再不能从容地直观和凝练永恒的真理、

正义和至善，而只能在变幻不定的现代性中，在拒斥、反思和批判中去发现美好

生活的可能性。哲学作为最普遍、最抽象的人类思想既是最重要的公共学术价值，

也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表达。问题是，抽象的哲学思想如何才能实质性地参与

和推进丰富具体的美好生活的演进？这不仅是一般意义的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

题，而且是对当代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能力的根本考量，甚至关系到哲学存在

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中心副主任贺来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期的论文《当代中国

哲学形态如何可能——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前提性反思》被《新华文摘》

2020 年第 15 期全文转载。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如何可能,这是我们面

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应做的是努力营造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生态。这种哲

学生态包括三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焕发哲学的批判意识，避免哲学的非批判

的实证主义；二是焕发哲学的论辩和说理意识，避免哲学的话语霸权，推进哲学

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建立良性的哲学创新机制；三是进行充分的学

术积累，以自觉的现实感为基础，批判性地吸取外来哲学学术和思想资源，为当

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夯实基础。

12.韩志伟译文被《新华文摘》2020年第12期全文转载。

中心研究员韩志伟与陈俊昆博士合作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的译文《新帝国主义的结构》（作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被《新

华文摘》2020 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

文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统治着世界

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是它们赋予这种体系的名称。通过这种体系，这些垄断企

业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系统。这无非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这

种新帝国主义结构中，财阀与买办商人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而作为被统治阶级

的无产阶级陷入普遍的分裂。这造就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新形式。然而，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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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前，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瓦解。一方面，这是由当代资本主义无法

克服其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造成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垄断国家的外部，正在崛

起的新兴国家构成了对这一制度本身的挑战。对于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一切问

题而言，只有把它们置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论域中，我们对其的理解才能够

取得进展。

13.韩志伟、王庆丰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中心研究员韩志伟与陈俊昆博士合作发表于《理论探讨》2019 年第 3期的

论文《马克思<资本论>为什么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0 年第 6期全文转载。马克思《资本论》是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的，而在

作为《资本论》手稿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是以“货币

章”为开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既是因为商

品概念是马克思《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端范畴，而对商品的分析亦是《资本论》

唯一可能的开篇之章，也是因为“商品章”作为《资本论》的开篇之章所具有的

“外部性”，使得《资本论》的整体文本结构与文本逻辑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顺序展开。

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 年第 3期的论文

《工厂的生命政治学分析——以<资本论>为核心文本的考察》被《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2020 年第 8期全文转载。文章认为，“工厂”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

权力发生的典型性“装置”。工厂基于机器大生产形成了以“流水线”为标志的

工厂体系，这一工厂体系进一步延伸到公司制度中，最终渗透进整个社会体制结

构；工厂体系的技术支撑是马克思所谓的“工艺学”，现代管理学就其本质而言

就是管理的工艺学，科学管理学的目的是塑造有用且驯顺的主体，其理论底色则

是“奴隶制”；工厂法表面上看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生产秩序的正常运

转，然而资本家正是在工厂法典中完成了对工人的合法专制。工厂通过机器生产

所形成的工厂体系、以工艺学为架构的科学管理学以及维护生产秩序的工厂法共

同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发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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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刊登《孙正聿教授：以科研支撑教学，用理论铸魂育

人》。

9月 23 日，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刊登《孙正聿教授：以科研支撑教学，

用理论铸魂育人》一文。文章记录了孙正聿关于“师德学风”的三点切身体会：

一是“有理”才能“讲理”，二是“育人”重在“铸魂”，三是“钻研”而不“钻

营”。这就要求大学教师以科研支撑教学，用理论铸魂育人，恪守为人为学之道.。

15.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刊登贺来、张盾专访。

7月22日和8月4日，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分别刊登了中心副主任贺来的专访

文章“贺来教授：在‘祛蔽’中探求真理”和中心研究员张盾的专访文章“张盾

教授: 此生自许无他事，长与文章秋水期”。

16.孙正聿、孙利天参加“论剧求本”论坛。

9月17日，第11期“论剧求本”论坛在长影电影院第12放映室举行。中心主

任孙正聿、副主任孙利天参加了论坛。孙正聿以“国家记忆的心灵震撼”为题，

谈了电影《八佰》的艺术特点，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该片带来的心灵震撼：一是选

择了国家记忆的宏大主题，唤起了观众的集体记忆；二是塑造了国家危亡之际以

身殉国的群体形象；三是再现了当年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四是呼应了观众英雄

主义的心理需求。同时，他还从“观察渗透理论”视角分析了精品电影创作的途

径。孙利天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肯定了电影《八佰》，认为该片无论在电影视听语

言呈现上或是票房表现上都证明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影片塑造的那些在民族危亡

时刻，不惧牺牲个体生命抵抗倭寇入侵的鲜活形象，以及他们表现出的舍生取义

的“生死观”，说明了“民族不可辱”是渗透到中国人骨子里的民族记忆，随时

会被唤醒。影片直面复杂的人性，揭示各色人物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选择，同时通

过民族精神的一些隐喻符号，像白马、小湖北口中的“我太爷爷”、银枪白马的

赵云等，深化了影片的思想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该片体现了历史进程中民族精

神的“范畴”意义。

17.中心研究员参加第三届高清海哲学思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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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由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部哲学院、吉林大学高清海哲学思想

研究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高清海哲学思想论坛在长春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文化、文明与人”。中心

主任孙正聿、副主任孙利天、贺来，中心研究员王天成、王福生、白刚、韩志伟、

元永浩出席论坛并发言。

18.中心研究员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

7月12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参加由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太原师范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伦理与生活——生活方式变革下的伦理反思”青年

伦理学者对话会（网络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发言的题目为“当代中国人的‘好

生活’”。

7月18日-19日，中心研究员白刚受参加南开大学第三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

论”论坛（网络会议），并作发言，发言的题目为“有理讲理：哲学之超越表象”。

8月19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邀主持由《齐鲁学刊》杂志社和吉林大学公

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历史与现在”

学术会议（网络会议）。

9月16日，中心副主任贺来受邀参加中山大学哲学学科一流学科评估会议。

9月22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邀参加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主办的青年学

者午间英文论坛“General Eudc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并作发言，发

言的题目为“Gener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10月21日，中心副主任贺来受邀参加东北师范大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论证会议。

19.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开讲。

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哲学社会学院国际化示

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近期将于线上开讲，本期开设的课程名称为 Hume's

Empiricism and Skepticism，课程主讲人为美国爱欧纳学院助理教授 Galen

Barry。课程共分为五讲，课程内容如下：Hume’s Empiricism（11 月 5 日）；

Hume’s Problem of Induction（11 月 10 日）；Hume and Causation（11 月



10

13 日）；Hume and Free Will（11 月 16 日）；Hume and the Self（11 月 18

日）。

20.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名家系列讲座。

7月 10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90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国际哲学院院士、华东

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主讲，中心副主任贺来主持，讲座的题目为“广义视

域中的人类认识”。

9月 11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94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南开大学杰出教授王南

湜主讲，中心研究员王福生主持，讲座的题目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新解”。

10 月 15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98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方

向红主讲，讲座的题目为“现象学运动的零点时刻”。

10 月 16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99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

水法主讲，讲座的题目为“人的性质之演变”。

10 月 22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第 105 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

主讲，讲座的题目为“再论第三种自由概念”。

21.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

10 月 5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0 年吉

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一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

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做一个偏斜运动的原子——马克思哲

人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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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0 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二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

由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为什么是哲学修辞？”。

10 月 15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0 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三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

由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从经验到经典——略谈哲学的研

习”。

10 月 20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0 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四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

由吉林大学芦恒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月 22 日，由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0 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

由吉林大学田冠浩副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问题意识 理论思维 布局谋篇—

—学术论文写作浅谈”。

22.白刚为陕西师范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作线上讲座。

7月10日，中心研究员白刚受邀为电子科技大学作线上讲座，讲座的题目为

“《资本论》的‘源’与‘流’”。

7月19日，中心研究员白刚受邀为陕西师范大学正学论坛（第70期）讲座，

讲座的题目为“从劳动的观点看——斯密、黑格尔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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