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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开题论证会召开。

2019年 3 月 30日，中心研究员王庆丰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8年度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开题论证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中心主任孙正聿、副主任孙利天、中心研究员邴正出席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南

开大学杰出教授王南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森林，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书记隽鸿飞教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董汉良，中心研究员白刚、

李慧娟作为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参加开题论证会。另有其他子课题负责人、课

题组成员以及期刊媒体代表等 30余人参加了会议。论证会开幕式由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处处长董汉良主持。专家组充分肯定了这一课题的重大意义和总体研究思

路，并对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重点难点等方面进行评议，提出了具有建

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在专家组对课题开题报告进行评议和指导后，王庆丰教授感

谢各位专家对项目研究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最后，王庆丰教授表示在项目的

推进过程中热切希望各位专家莅临，持续帮助、指导项目的研究工作。

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结项。

中心研究员白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于

2019年 1 月 29日获准结项（结项号：20190090），项目经费 20万元。该项目

于 2014年 6月 15日立项（立项号：14BZX021）。

3.《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出版。

由中心主任孙正聿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晓、丁宁合作撰写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于 2019年 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

会科学网于 2019年 2月 14日“新著评介”栏目向广大读者推介了该书。

孙正聿教授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比较系统地思

考了这一历程的演进逻辑。该书的撰写基于三个基本理念：“问题导向”“史论

结合”“重在反思”。基于这三个基本理念，孙正聿教授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当

代中国哲学史(1978-2009)》设计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伟大的开端：解放

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中篇，“范式的转换：返本开新的哲学与哲学

的返本开新”；下篇，“共同的关切：创建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与塑造引导新的

时代精神”。该书把一部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呈现给了读者。

4.孙正聿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中心主任孙正聿发表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 5 期的论文《哲学何以具有

思想力》被《新华文摘》2019 年第 3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 2
期全文转载。文章指出，哲学之所以具有思想力，主要是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具

有深厚的文明史内涵，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去把握和洞察自己的



时代；二是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内涵，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去审度和回

答自己时代的重大问题；三是具有巨大的逻辑力量，以“术语的革命”和理论的

“彻底性”而变革人们的基本观念；四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对既有文明的

“否定的理解”中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在

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哲学的思想力之所在，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之所在。

5.曲红梅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发表于《齐鲁学刊》2018年第 4期的论文《从“分析的

观点”到“历史的观点”：当代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方式的转变》被《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2019 年第 1期全文转载，转载题目为《当代马克思道德解读方式的

转变》。作者指出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的主流是以“分析的观点”

重新审视和框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道德内容。一批亲欧陆哲学的学者认为“分

析的观点”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真实内涵，主张回到黑格尔哲学的框架

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为我们从马克思自身的

思想中寻求理解道德理论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

“历史的观点”，不仅可以消解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更能够提供给我们

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和伦理观。

6.孙正聿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人民日报》2019年 3月 19日刊发了中心主任孙正聿的论文《领航新时代

的理论思维》。该文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饱含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饱含推动改革发

展的辩证思维，饱含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创新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其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回答时代性问题的理论创造力、

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新境界，必将引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人类文

明发展新的更大奇迹。

7.《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刊登关于《哲学通论》出版 20
周年系列论文。

值《哲学通论》出版 20周年之际，吉林大学召开“时代精神的哲学表征”

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系列研讨论文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和《山东社

会科学》分两组刊发。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于 2019年第 1期发表了中心研究员李慧娟的《论

哲学的理论想象——以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为例》、黑龙江大学高云涌教



授的《尚“通”尊“理”：〈哲学通论〉的教育理念与学术精神——基于受教者

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海锋教授的《彰显“历史的内涵逻辑”——基于对

〈哲学通论〉方法论的考察》三篇文章；《山东社会科学》于 2019年第 1期发

表了中心研究员白刚的《作为“新大众哲学”的〈哲学通论〉》、南开大学王时

中教授的《“哲学”何以不是“科学”——由〈哲学通论〉引发的思考》、北京

大学张梧教授的《后教科书时代的哲学自觉——兼论孙正聿先生〈哲学通论〉的

当代价值》三篇文章。

8. 孙正聿受“求是网”专访解读辩证唯物主义。

为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心主任孙正聿于 2019年 1月 8日
接受“求是网”专访。孙正聿教授围绕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原理是什么、

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无用论”怎样回应以及当代青年人又该如何更好地理

解马克思主义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看法。求是网是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求是》杂志主办的理论宣传研究平台。该访谈已于

2019年 1月 16、17日播出。

9.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重播《立德树人·孙正聿》。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人物》栏目于 1月 4日、3月 21日两次

重播了系列片《立德树人·孙正聿》。

该片于去年 9月 11日在该频道首播，片中介绍了中心主任孙正聿的生活经

历和学术经历，展现了孙正聿教授在学术上的突出成绩、潜心敬业的优良学风以

及对学科发展的卓越贡献。孙正聿以研究和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终身志业，在

专业的学术追求上严谨专注，在面向大众的哲学教育上注重因材施教，在治学方

面的优良操守体现的大师风采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10.孙正聿为全国宣传干部培训班讲座。

3月 26日，中心主任孙正聿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为全国宣传思想干部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培训班做专题报告，并做主题为“提高本领的哲

学智慧”的讲座。在讲座中，孙正聿教授指出宣传干部要有增强“四力”的哲学

智慧，要具备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最后，孙正聿教授与学员共同探讨了理想信

念的理论支撑的重要性。

11.邴正参加教育部思政司研讨会并发言。

3月 24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教育部思政司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座谈研讨会，并做题为“旗帜

领航，铸魂育人”的发言。

12.贺来赴陕西师范大学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审会。

1月 19日，中心副主任贺来赴陕西师范大学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审会。

13.孙正聿出席“张世英美学——哲学基金评奖会”。

3月 17日，中心主任孙正聿受邀赴北京出席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张世英美学——哲学基金评奖会”。

14.孙正聿、贺来科研论文影响力和传播力统计位居哲学学科前列。

知名公共号《今日头条》整理了近十年人文社科领域顶级学者排行榜，致敬

21个学科被引频次前三甲，其中，哲学学科孙正聿教授位列第 2，贺来教授位列

第 3。
《学术志》对 2006-2018年全国哲学学科高校学者科研论文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进行统计和分析，中心主任孙正聿论文被引频次为 856，排名全国第 2位，中

心副主任贺来被引频次为 733，居于全国第 4位，二人的论文影响力和传播力的

综合排名位于前十位。

15.孙正聿出席吉林省第十二届社科颁奖会。

3月 22日，吉林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吉林省社会科

学院召开。中心主任孙正聿受邀出席会议并为获奖代表颁奖。在本次颁奖典礼上，

中心研究员共获得七项优秀成果奖，分别为：孙正聿的著作《哲学：思想的前提

批判》获得著作类一等奖；孙利天的论文《现代性的追求和内在超越》、贺来的

论文《重建个体性：个体的自反性与自由个性》获论文类一等奖；张盾的论文《马

克思与政治美学》、王立的论文《论应得的基础》获论文类二等奖；曲红梅的著

作《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获著作类三等奖；白刚的论文《自由的历险——

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获论文类三等奖。

16.孙正聿为吉林省宣传工作培训班讲座。

2月 27日，中心主任孙正聿为吉林省全省宣传工作培训班做题为《掌握“看

家本领”，提升理论思维》的专题讲座。孙正聿教授主要从宣传工作要“有理”

“讲理”、宣传工作者要掌握“看家本领”、宣传工作者要提升“理论思维”等

三个方面阐述了宣传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以及提升理论思维的方法和途径。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的 180
余名宣传干部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班。

17.邴正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作报告。

3月 13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受邀为吉林省委党校作“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1.21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的专题报告。

18.中心成员参加“文明形态：传统与未来的现代张力”学术研讨会。

3月 17日，中心副主任孙利天、中心研究员元永浩、韩志伟、王福生受邀

参加由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主办的“文明形态：传统与未来的现代张力”

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题发言，孙利天教授为大会作会议总结发言。

19.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森林受邀作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

2019年 3月 30日，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和吉林

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1036
场）在东荣大厦 904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

学院院长刘森林教授为吉林大学师生作了题为“物化：文化之思还是经济社会整

体之思？”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心研究员白刚教授主持，中心研究员王庆

丰教授、李慧娟教授及哲学社会学院田冠浩副教授、刘雄伟副教授、高超副教授

等出席了本次讲座。

20.邴正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

1月 12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开题报告会。

2月 15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吉林出版集团建国七十年主题出版选题策划

报告。

3月 2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出席由中央党校主办的改革开放论坛“半岛前景

和东北亚合作内部研讨会”，做题为“半岛前景和中朝合作”的发言。

3月 23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成立大会暨中国社

会学与人类学重建 40年高端论坛，做题为“改革开放 40年来社会发展观的变迁”

的发言。

3月 25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银行理论中心组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政

治建设的意见》的解读报告。

3月 29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论证会。



3月 29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了由吉林大学国际处承办的国家汉办出国汉

语教师志愿者培训，并作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重要讲话讲座。

21.邴正赴日本参加东亚社会学会第一届国际学术年会。

2019年 3月 8至 9日，东亚社会学会（East As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简称 EASA）首届学术年会在东京日本中央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 EASA主办，

日本秘书处承办。中心研究员邴正率团与会，并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演讲，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充分好评。

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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