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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林大学举行孙正聿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捐赠仪式。

3月 12日，吉林大学孙正聿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捐赠仪式在中心校区鼎

新图书馆隆重举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将其获得的全国“杰

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学校，设立“吉林大学孙正聿教育教学改革

奖励基金”，专项用于奖励支持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和通识教育方面作出突

出贡献的青年教师。校党委书记、学校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姜治莹出席仪式并讲话。

孙正聿教授给青年教师作了一场精彩报告。

姜治莹代表学校和张希校长对孙正聿教授为吉林大学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

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向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崇高敬

意。姜治莹指出，40 余年来，孙正聿教授以蓬勃昂扬的人生理想、严谨勤奋的

治学氛围、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感染了一代代吉大学子，影响了一批批吉大教师，

他的哲学课一直都是吉大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理讲理、铸魂育人，再树师道尊

严，引领吉大学派，让晦涩的哲学不再遥远，让做人的道理留在心间。

孙正聿教授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为题，从改革教育理念、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教科书四个方面与青年教师分享了自己的为师、

为学和为人感悟。

2.吉林大学“哲学通识课”在东北师大附中开课。

3月 16日，“哲学通识课”作为吉林大学与东北师大附中人文社科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项目，落户东北师大附中青华校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孙正聿以及吉林大学副校长蔡立东、社科处处长姚毓春、副处长张晓萌、哲学社

会学院教授李龙、社科处刘坤老师出席了此次开课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东北师

大附中校长邵志豪，党委副书记、青华校区校长姜远才以及高中部各学科的部分

教师。

“哲学通识课”第一讲由中心主任孙正聿教授开讲。他围绕“追问哲学”，

提出“三个非常”的理念，整体而多维地阐释了哲学的构成与意义，以探求“人”

的意义为线索阐述了哲学所表达的内涵。孙正聿教授严谨而生动的讲授使同学们

明白：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应当在学习哲学中不断反

思与完善，最终借助哲学的力量“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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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通识课”采取专题讲座式授课方式，哲学系八位教授每周各讲一个专

题，即：追问哲学（孙正聿）、哲学与思想（孙利天）、什么是正义（姚大志）、

浅说逻辑（李大强）、什么是好生活（曲红梅）、哲学与美：诗与思的澄明之境

（李龙）、哲学与科学（高超）、通过哲学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贺来）。

该课程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

多个学科方向，内容涉及哲学观、哲学经典问题、哲学的发展演进、哲学前沿问

题、哲学的修养以及哲学未来趋向等。

3.曲红梅获吉林省本科高校思政课程建设项目。

3月 31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主持的吉林省本科高校思政课程建设项目通

过了吉林省教育厅项目审批。

4.孙正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期发表论文。

中心主任孙正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 1期发表《制度优

势的理论根基》。文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具有深

厚的实践底蕴，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优势的理论根基

上系统地阐发中国之治的理论支撑、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

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具体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和经验

总结之上，建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和价值

目标之上，建立在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制高点上。在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

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就会不断地强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撑、提升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

论自信、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根基。

5.张盾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哲学研究》2021年第3期发表论文。

中心研究员张盾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 2 期发表《马克思唯物史观

视域中的法治问题》。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

反思法治概念的法哲学内涵，追溯现代法治的历史性演进，期待以此为建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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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的法哲学基础提供一个概念背景，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提供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支持。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一体化建构，必须

吸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和资本主义法律观的深刻批判，引导我国法治建设

向着以社会正义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目的的方向发展；同时又要努力超越陈旧的意

识形态分歧，把马克思关于法的崇高理念和当代国内国外法哲学研究的最新学术

成果结合起来，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法治的实然形式，建设

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中心研究员张盾在《哲学研究》2021年第 3期发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

认识论问题》。作者指出，马克思对近代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影

响，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认识论。为了发现和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

问题，需要依托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遗产。康德用“综合”概念来说明人在认识

过程中如何建立起主客关系的统一性形式，借助康德的这一“综合”概念，我们得

以建构起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问题，即“通过社会劳动实现的综合”。黑格尔则开

启了对认识论问题的历史分析，并提出了主客同一性概念，借助黑格尔的这些理

论遗产，我们得以理解马克思“劳动综合”的独特内涵，即在劳动中，认识的主体

不是先验的意识主体，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活动，由此产生的认识是人在与自然

的综合中发生的、人作为同一性主客体对自己历史性存在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认

知。

6.姚大志在《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发表论文。

中心研究员姚大志在《哲学动态》2021年第 2期发表《罗尔斯的哲学遗产》。

文章指出：五十年前，罗尔斯的 《正义论》出版，引发众多学者共同关注正义

问题，开启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新领域，改变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作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罗尔斯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他提出了系

统的平等主义思想，深化了自由主义理论，恢复了契约论在政治哲学中的原有地

位，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观念，树立了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推动了政治哲学

的当代复兴。同时罗尔斯也遗留了一些需要我们思考和回应的问题，如平等主义

的理想、义务论的道德立场、不同的效率观念、稳定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以及来

自其他各种派别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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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正聿赴京出席教育部教材局工作咨询会。

3月 24日，教育部教材局举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哲学社会科学”咨

询会在京举行。中心主任孙正聿受邀出席会议并做重要发言。

8.孙利天参加“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4月 17日，中心副主任孙利天参加“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学术研讨

会，并作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中西马哲学的理论资源”的主题发言。

9.韩志伟参加“第四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

3月 26日，中心研究员韩志伟参加“第四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并作了

“论马克思的现实概念”的主题发言。韩志伟教授认为：马克思关注历史中的社

会现实问题，他的“现实”概念是在与哲学、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中得以呈现的，

从中产生的一 些内容也是我们熟知的东西。当我们对这些关系和内容进行深思

熟虑的考察的时候，会发现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概念，需要对哲学与现

实的同一关系、社会与现实的具体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总体关系进一步加以思

考。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概念，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

的基本前提。

10.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刊登《哲学之光：走进孙正聿》系列报道。

3月 4日，吉林大学新闻中心网站刊登了《哲学之光：走进孙正聿》系列报

道。该报道陆续推出了三篇文章，分别是《追寻崇高：乐于每日学习》、《得其

所哉：志在终生探索》、《其道一也：无愧立德树人》。文章撷取孙正聿教授生

活工作学习中的点滴小事，以一个真实自然的“人”的形象，展现其教书育人的

品格与情怀、为人治学的风骨与境界，并以此向吉大学术之经典、中国学人之楷

模致敬。

11.《中国青年报》刊登报道《孙正聿：追问哲学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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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报道《孙正聿：追问哲学的思想者》。文

章从求学经历、工作往事、日常生活等角度对中心主任孙正聿进行了报道，为读

者展现了一位思想者的哲人风采。

12.中心主办学术名家系列讲座。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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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场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

哲学学院周可副教授主讲，中心研究员李慧娟主持，讲座的题目为“重估《大众

哲学》的理论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的争议说起”。

13.中心主办国际化示范基地海外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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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ratic

Philosophy in Plato's Early Dialogues，课程主讲人为美国罗德岛大学哲学系助理

教授 Doug Reed。课程共分为五讲，课程内容如下：4月 9日 Socrates’ philosophical

mission (in Plato’s Apology)；4 月 16 日 The Socratic Method in practice；4 月 23

日Wisdom, Virtue, and Happiness；4月 30日 No one does wrong willingly；5月 7

日 Is virtue teachable?。

14.中心研究员作一系列讲座。

3月 4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邀担任大连理工大学哲学讲坛主讲嘉宾，讲

座的题目是“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4月 7日，中心副主任孙利天受邀担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日新系列学术讲座第

一讲主讲嘉宾，讲座的题目是“学术研究的风格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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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送：校领导、校长助理、学校相关部门、相关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张盾 电子信箱：zhangdun@sina.com

孙祺 电子信箱：sunqi0916@jlu.edu.cn

mailto:zhangdun@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