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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正聿被聘为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顾问。

1月 29日，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召

开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心主任陈宝生同志出席会

议，向专家委员会顾问、主任委员及委员颁发聘书，并发表讲话。中心主任孙正

聿等 4人被聘为专家委员会顾问并接受陈宝生部长颁发的顾问证书。会议由教育

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主持。陈宝生部长以经验的总结、理性的思索、学

理的梳理、理论的说明、方法论的提炼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心的主要工作，从人

民性、革命性、斗争性、政治性、时代性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希望中心成为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排头兵”、“领头雁”和“桥头堡”，发挥中心的“前排效应”。

2.孙正聿著作《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获国家出版基金立项。

2018年 1月 30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布了“2018年度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公示”，孙正聿著作《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入

选，公示期满后该著作已正式获准立项。

3.孙正聿、孙利天项目顺利结项。

2017年 12月 8日，中心主任孙正聿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

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顺利结项，并被评为优秀项目。2018年 3月 19日，

中心副主任孙利天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顺利

结项。

4.孙正聿出版专著《有教养的中国人》。

中心主任孙正聿专著《有教养的中国人》于 2018年 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该书分三编十四章，另有三个附录，探讨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和审美意识，全面阐述现代人应该具有真善美修养。每个人都需要塑造一个现



代的、有教养的自我，塑造一个“尊敬自己”、“自视能配得上高尚的东西”的

自我。该书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图书。

5.《我们为什么看好中国》出版，孙正聿为主要撰稿人。

《我们为什么看好中国》于 2017年 12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旨在在西

方社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和挑战、西式民主日益失灵，而中国依然保持着和

平崛起态势、稳步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大背景下，探求对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

的理解。中心主任孙正聿等六位专家学者通过对比中西方社会状况，揭示西方社

会存在的问题，论述中国模式的优势，以中外制度对比的形式，以理性客观的语

言，为读者呈现世界政治制度演变脉络，以便读者通过观察世界而更好地理解中

国、读懂中国。

6.贺来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3期发表论文。

中心副主任贺来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3 期发表《伦理信任与价值

规范基础的转换》一文。

贺来教授在文中指出，“伦理信任困境”是典型的现代性症状，它并非局部

的、表层的危机，而是暴露了人的自我理解以及由这种自我理解所引导的人的生

存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缺陷和深层困境，体现了价值规范基础的危机。要有力地回

应这一课题，必须转换和重建哲学价值规范基础，从而实现新型伦理关系的自觉。

马克思把“社会的人类”或“人类社会”确立为新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从人与

他人的“共在”与“互依”关系出发，为伦理信任确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马克

思所开启的这一理论视野既与哲学史上许多伟大哲学家有着深层的一致性，并昭

示着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7.孙正聿论文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 3期全文转载。

孙正聿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年 11月 27日第 15版的论文《时代精神主



题化——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被《新华文摘》2018年

第 3期全文转载。

论文指出，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跃迁，人类文明

实现了空前的重大发展，人类自身也面对空前的重大挑战。这一重大跃迁、重大

发展和重大挑战的实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程度”上的重大飞

跃，从而构成了当今具有特定内涵的“我们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转变

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来把握“我们的时代”。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作为哲

学研究的“聚焦点”和“生长点”，洞悉时代精神，反思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创

新实践，这应当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具根本性的理论自觉。

8.孙正聿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中心主任孙正聿在《人民日报》2018年 1月 15日第 16版（理论版）发表

《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哲学》一文。

文章指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

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一重要论断，既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强起

来的根本标志，也指出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强起来的根本任务。这个根本标志和根

本任务，就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用现实活化理论、用

理论照亮现实，让源于时代的哲学思想和源于实践的哲学理论塑造和引导新时代

精神，这就是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哲学。

9.孙正聿赴京修改“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8年 2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修订工作推

进会在京举行。中心主任孙正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主要成员出席会

议并参加该教材的修订工作。

10.中心研究员参加国内高校学科评估活动。



2018年 1月 6日，中心副主任贺来参加西北师范大学学科评估，并为哲学

系学生作“如何学习哲学”的学术报告并座谈。3月 28日，贺来教授作为专家

参加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学位点评估。3月 30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

加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学科评估。

11.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述孙正聿的感人事迹和家国情怀。

2018年 3月 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央广演讲台》

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深情讲述吉林大学战略科学家黄

大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心怀大我，至诚报国”

的感人事迹和家国情怀。

杨振斌在讲述中心主任孙正聿教授的事迹时说，孙正聿老师是著名的哲学

家、教育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深教授，自 1982年留校任教以来，一

直坚守在东北大地，矢志不渝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近十年来

哲学学科论文被引率最高的学者之一。由于孙正聿教授在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

重要影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的高校常常以优厚的待遇盛邀他加盟。面对各种机

会，他首先想到的是培养自己的母校，特别是他所带领的团队。他经常说，搞学

术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学术成就，而是带领出优秀的学术团队。为了自己的母校

和自己的团队，他选择始终留在白山黑水之间。

12.省市领导看望中心主任、副主任。

2018年 2月 12日，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晓萍专程到吉林

大学看望寒假期间仍然坚持工作的中心主任孙正聿。王晓萍部长详细了解了孙正

聿教授带领下的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状况，高度评价了孙正聿教授在我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科研和教学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并祝愿孙正聿教授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孙正聿教授对省委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慰问表示衷心感谢，将自己最新

出版的著作赠给王晓萍部长，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为国家和我省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贡献力量。



春节前夕，长春市政协主席綦远方专程看望慰问中心副主任贺来。綦远方亲

切问候了贺来教授，并与贺来教授就哲学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景以及学科人才培养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綦远方希望贺来教授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推动研究成

果与国家政策对接，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13.中心举办学术教育提升工作讲座。

2018年 3月 16日，由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社会学院共同举办的“学

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研究生系列）在新学期继续进行。本场讲座邀请到

的是中心研究员姚大志，讲座题目为“如何做学术研究”。讲座由中心研究员曲

红梅主持，哲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全华、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出席了此次活动。姚

大志教授通过学术研究做什么，学术研究怎么做，如何做好学术研究等三部分系

统阐述了如何做学术研究。

第一部分对于学术研究做什么，姚大志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做什么的问题即是

如何进行选题,而个人的学术兴趣是进行学术选题的重要原则。他强调在选题时

大题与小题的权衡，史与论的兼顾，语言的水平和个人知识背景的结合都很重要。

第二部分怎么做学术研究，姚大志教授强调应当注意前沿性、清晰性和规范性三

个问题。第三部分如何做好学术研究，姚大志教授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个人性和

学术研究的社会性之间的张力问题。而在此张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学术

目的是什么，姚老师认为学者的学术目的是追求学术真理，应当在追求真理的道

路上锲而不舍。

14.中心举办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

2018年 3月 20日，中心举办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杨洪源受邀做题为“马克思《大纲》中的思想世界”的学术讲座。本场讲

座由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主持，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出席了本次讲座。杨洪源从文本

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的关系、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本批判”

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



品及其交换过程、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等多

个方面对本次讲座的主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15.邴正参加深圳校友会活动并讲座。

3月 31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受中山大学邀请赴深圳市民中心做“全球化背

景下中国文化的多元复合性”专题报告。他提出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多种文化

在此融合发展，在深圳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复合性具有更现实的意义。面对

全球化的挑战，邴正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解决文化自信、

文化承传、文化融合和文化依存的问题。两个多小时的专题报告深入浅出、观点

独到、生动有趣，赢得了在场 280余名吉大校友的广泛好评。

16.曲红梅受哈佛-燕京学社邀请参加圆桌会议。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3 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受裴宜理（ElizabethPerry）社

长邀请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题为“遇见中国——迈克尔•桑德尔与中国哲学”的

圆桌会议。曲红梅教授在会上以“中国哲学与今天中国的哲学”为题发表英文演

讲，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以及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两个方面阐述桑德尔哲

学与中国哲学产生对话的可能。曲红梅教授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人员和台下听众的

极大关注，她就“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桑德尔的社

群概念与儒家的共同体概念的异同”等提问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17.王庆丰赴北京参加“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四十年”论坛。

2018年 3月 24日，由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

四十年”论坛青年专场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成功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及

研究机构的十余位不同专业的杰出青年学者参会并做了主题演讲。与会学者均出

生于 20世纪 70、80年代，代表了当前我国思想界、学术界不同领域的中坚力量。

学者们从文化、哲学、经济、历史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切入，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思想与学术力量的发展变迁进行了主题发言和深入讨论。中心研究员王庆丰

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做了题为“邓小平如何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的主题演讲。

18.王庆丰参加吉林省电视理论宣传节目《好好学习》的录制工作。

吉林卫视于 2017年 12月 2日推出的“七进”纪录式理论宣传栏目《好好学

习》，在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的前提下，突出“群体关切”和“实践体验”，

让十九大精神和党的创新理论更接地气、更有生气、更有力量。中心研究员王庆

丰担任节目点评“好老师”，他提出“理论本身是五颜六色的，我们通过这样一

种形式，就是在展示广大人民群众多姿多彩的学习，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学习

理论。”

19.孙正聿为“哲学社会学院新时代传习所”做首场专题报告。

2018年 1月 5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在东荣大厦报告厅举办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召开。中心主任孙正聿为全院师生作辅导报告，报告题目

为《展现新思想的真理力量》。本次报告会也是“哲学社会学院新时代传习所”

举办的首场专题报告会。学院近 500名师生参加报告会。学院党委书记全华主持

本次活动。

本次报告分四方面阐释如何展现新思想的真理力量：一、用新思想照亮新时

代；二、用新思想指引新征程；三、用新思想建设新家园；四、用新思想塑造新

文明。孙正聿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是

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

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用理论

把握时代，才能显现时代最深沉的内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

不仅要做好“下得来”的理论宣传，更要承担“上得去”的理论研究使命。

20.邴正受邀吉林省委党校做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讲座。

2018年 1月 12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省省管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集中轮训班（第五期）做“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讲座。3月 13日，邴



正教授为长春市委党校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报告。3月 14

日，邴正教授受邀吉林省委党校宣讲十九大精神。

21.白刚参加“新时代学习雷锋精神再出发”主题座谈会。

2018年 3月 4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5周年，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吉林大学在鼎新

楼召开“新时代学习雷锋精神再出发”主题座谈会。中心研究员白刚受邀参加会

议并与参会学者交流学习雷锋精神的心得、分享对新时代雷锋精神的理解。白刚

教授认为学习雷锋不是一个任务，不应该只是“三月忙，忙三月”，而应该把学

习雷锋精神形成一种风气。

22.中心研究员在全国做一系列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2017年 11月 28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省省总工会进行十九大精神宣

讲；

2018年 1月 11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大连市东山集团做十九大精神学习辅

导报告；

1月 12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到吉林省编制办进行十九大精神宣讲；

1月 14日，中心研究员邴正赴吉林师范大学进行十九大精神宣讲；

1月 24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参加在安徽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学研讨会”，做题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主题报告；

2月 28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到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税务局做文化发展趋势专

题报告；

3月 1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做加强文

化自信报告；

3月 6日、14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四平市地税局做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专题报告；



3月 7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到磐石市进行十九大精神宣讲；

3月 14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省检察官学院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专题报告；

3月 12日、19日、26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银行中层干部做十九大辅

导报告；

3月 15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大学保卫处、离退休处、招标采购中心

宣讲十九大精神报告；

3月 21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化集团做“发展保障民生、创新社会治理”

专题报告；

3月 23日，中心主任孙正聿应邀为吉林省联通公司主办的“理想信念坚定

不移”主题报告会做报告。孙正聿教授讲述了“人的理想信念”、“以理论支撑

理想信念”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贡献力量”等问题；

3月 23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出版集团做当代文化发展专题报告；

3月 26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长春光华学院做十九大精神学习辅导报告；

3月 28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长春中医药大学做十九大精神宣讲。

23.邴正访问台湾逢甲大学、东海大学。

2018年 1月 3日，中心研究员邴正访问台湾逢甲大学，会见逢甲大学校长李

秉乾教授。1月 4日至 7日，邴正教授赴台湾东海大学出席海峡两岸社会学研讨

会、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会见东海大学校长

王茂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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