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工作简报
2019 年第 4 期（总第 62 期）

目 录

1.“坚守与引领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

纪念活动隆重举行。

2.“高清海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15周年”学

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举行。

3.孙正聿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4.“新时代哲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东北三省哲学学术年会在齐

齐哈尔召开。

5.中心主办吉林大学2019年“美道慎行”哲学夏令营。

6.白刚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7.孙正聿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结项并

被评审为“优秀”。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2019年10月15日



2

8.孙正聿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9.王庆丰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10.孙正聿、贺来被聘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

会委员 。

11.孙正聿入选“新中国70年·长春70人”。

12.孙正聿出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会议并作大会

发言。

13.贺来参加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2019年年会。

14.孙正聿出席吉林省委“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并作主题发言。

15.贺来参加吉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国家“万人计划”推荐和遴选工

作。

16.《光明日报》刊发中心主任孙正聿等关于“新文科建设”三人谈。

17.《光明日报》《学术研究》刊发孙正聿、贺来著作书评。

18.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发《走进中南海的人民教师：吉

林大学孙正聿教授》。

19.《吉林日报》《新文化报》等媒体发表报道中心主任孙正聿优秀

事迹。

20.中心主办学术名家讲座。

21.中心研究员参加一系列学术会议。

22.中心研究员做一系列专题讲座和报告。

23.中心研究员应邀访问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



3

1.“坚守与引领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隆重举行。

10 月 14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吉林大学匡亚明楼第一会议室隆重举行。中共吉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颖，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蔡立东，吉林大学哲学社会

学院院长田毅鹏分别代表省委宣传部、吉林大学和哲学社会学院向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创建 15 周年表达诚挚的祝贺和殷切的期待，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主任吴晓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代表兄弟院校研究中心

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的成长历程和未来发展予以

总结和指导。来自全国 30 余所高校、科研单位、出版机构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

参加会议，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贺来主持，中

心主任孙正聿作《以标志性成果引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结报告。

2.“高清海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 15 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吉林大学举行。

10 月 13 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和高清海哲学

思想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高清海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

1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顺利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长

沙、武汉、南京、西安、兰州、沈阳、哈尔滨等全国各地及韩国首尔的三十余家

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出版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会议高度评价了高清海先生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构建当代意义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所作的学术贡献。中心副主任贺来主持大会开幕式，吉林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利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中心副主任孙

利天为大会致辞，邴正进行大会总结。

3.孙正聿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

国庆前夕，中心主任孙正聿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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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纪念章颁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并健在的人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因参战荣立一等功以上奖励并健在的军队人员（含退役军人）；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4.“新时代哲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东北三省哲学学术年会在齐齐哈尔召

开。

7月 12-14 日，由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主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齐齐哈尔大学哲学与法学学院、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黑龙江省哲学学

会承办的新时代哲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东北三省哲学学术年在齐齐哈尔大

学隆重召开。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齐齐哈尔大

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哲

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孙正聿、副主任孙利天、贺来，中心研究员姚大志、王

天成、王庆丰、白刚、李大强、韩志伟、王福生、王立、李慧娟、晋运峰等 15

人受邀参加本次会议。中心主任孙正聿，中心副主任孙利天、贺来，中心研究员

姚大志、王天成作主题报告，中心研究员王庆丰、白刚、李大强、韩志伟、王福

生、王立、李慧娟、晋运峰等参加学术讨论并进行主题发言。7月 14 日，会议

闭幕，中心主任孙正聿进行大会闭幕致辞。

5.中心主办吉林大学 2019 年“美道慎行”哲学夏令营。

7月 10 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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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美德慎行’哲学夏令营”顺利开幕。中心研究员

王福生、曲红梅参加了开幕式。中心副主任孙利天为营员和学院师生作主题为“建

立起自己的开放性概念框架”的学术报告。

7月 11 日，夏令营组织全体学员参观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中心综合

办公室主任郭夏向营员们介绍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的发展历史、队伍建设、

获奖情况等，并展示了中心成立 15 年来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就和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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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刚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7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名单公布，中心研究员白刚的课题“《资

本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探究”获批立项，项目编号为 19AZX001，项目经费 35

万元。

7.孙正聿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结项并被评审为

“优秀”。

9月，中心主任孙正聿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顺利结项，并被评审为优秀。

该项目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十三五”规划主攻方向“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哲学理念创新”的 5个重大项目之一，于 2017 年 11 月立项，可支配

经费 80 万元。项目组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权威刊物发

表阶段性成果十余项，两项成果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最终形成了 60 万

字的书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

8.孙正聿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中心主任孙正聿发表在《哲学研究》2019 年第 4期的论文《构建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9期全文转载。

该文指出，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和实力

的象征，而且是该门学科的特色、优势和自信的体现。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

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要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以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活的灵魂”，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的理念、视野和担当，致力于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

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用富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哲学理念、哲学命

题和哲学思想照亮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和塑造

新的时代精神。

9.王庆丰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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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丰教授、苗翠翠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4期的论文《“产

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8期全文转载。

该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产业

后备军”是与“现役劳动军”相对应的概念，是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

的“剩余物”。把这种“剩余物”称为产业后备军，意味着所有的“剩余物”都

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秩序中，表明资本主义统治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所有人

的全方位控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逐渐被遮蔽并转化为“现役劳动

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虚假的对抗性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对当代产业后

备军的新型治理，产业后备军逐渐被精简化为“人才储备军”。剩余的产业后备

军则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

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与彻底的赤裸生命之间的对抗。现代社会对整个人

口的规训与管控最终得以形成。

10.孙正聿、贺来被聘为“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

10 月，中心主任孙正聿、副主任贺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南开大学合

作成立的“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聘为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

11.孙正聿入选“新中国 70 年·长春 70人”。

9月 25 日，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委网信办、长春广播电视台、长春

日报社、大众卓越控股集团联合举办的“新中国 70 年•长春 70 人——致敬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评选表彰活动颁奖晚会在长春广播电视台 1号演播厅举行。中心

主任孙正聿入选并受到表彰。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明，市委常委、纪委

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长久等出席晚会并为获奖者颁奖。

12.孙正聿出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9月 20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心

主任孙正聿出席重点基地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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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基地加强政治建设、深化改革协同、提高研究质

量，奋力谱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奋进之笔”。

13.贺来参加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年会。

9月 21-22 日，中心副主任贺来赴清华大学参加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年会，作为副主任委员主持大会“哲学本科一流专业建设交流”环节，并参与

了国家”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的遴选和推荐工作。

14.孙正聿出席吉林省委“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并作主题发言。

10 月 8 日，吉林省委召开“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心主任孙正聿教授受邀出席

并作“为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力拼搏”的主题发言。

孙正聿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为人类作出更大

的贡献，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要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走在世界前列，

让世界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力拼搏，这

是我们共同的心声，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担当。

15.贺来参加吉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国家“万人计划”推荐和遴选工作。

8月 28 日，中心副主任贺来作为评审组组长，参加吉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

国家“万人计划”推荐和遴选工作。

16.《光明日报》刊发孙正聿等关于“新文科建设”三人谈。

7月 23 日，《光明日报》刊发题为《新文科“新”在哪儿？并非“科技+人

文”那么简单》的文章。中心主任孙正聿、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云南大学党委

书记林文勋分别谈了对“新文科建设”的构想。孙正聿指出，新文科的“新”，

首先应当是文科的教育理念之新，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培养目标上，努力实现

培养“人”与培养“某种人”的统一；教学内容上，努力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的统一；教育观念上，努力实现提升能力与人格养成的统一；人才评价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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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得去”与“下得来”的统一。新文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双重的：既

要培养“上得去”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又要培养“下得来”的应用操作型人才。

为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知识储存型的人才培养模

式。

17.《光明日报》《学术研究》刊发孙正聿、贺来著作书评。

7月 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题为《辩证法：不是工具，而是哲学本身》

的书评，对中心主任孙正聿著作《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深

入的评论。述评指出，该书立足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现代社会生活和

现代哲学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出发，集中论述了辩证法与现代哲学

思维方式的一致性。这是孙正聿先生花了十年时间研究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

式关系的力作，是作者关于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专题研究，既在现代哲

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推进了辩证法研究，又在辩证法理论的意义上深化了对现代

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辩证法与现代哲学思

维方式》是国家“十三五”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由

长春出版社出版。

2019 年第 3期《学术研究》发表作者为赵亮的“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

蕴”的学术性书评，对中心副主任贺来的著作《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中

央编译出版社，2018 年版）做了肯定性评价。

18.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发《走进中南海的人民教师：吉林大学孙正

聿教授》。

9月 5日，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发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撰写的《走

进中南海的人民教师：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文章认为，孙正聿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学者，他撰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理论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引领和推进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在马克思

主义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撰写出版的《哲学通论》等一系列著作引领

了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为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哲学并让世界

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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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吉林日报》《新文化报》等媒体发表报道孙正聿优秀事迹。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广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评选表彰“新中国最美奋斗者”，中心主任孙正聿作为教育战线的先进模范，入

选吉林省 20 位推荐人选之一。《新文化报》《吉林日报》《城市晚报》等多家

媒体进行宣传报道。8月 8日，《新文化报》发表题为《孙正聿：哲学点亮人生》

的文章，报道了孙正聿潜心钻研、立德树人的优秀事迹；8月 9日，《吉林日报》

发表《追求崇高的理想 献身崇高的事业》；8月 9日，中国吉林网发表文章《最

美奋斗者孙正聿：哲学点亮人生 用理论去照亮现实》对孙正聿的先进事迹进行

报道。

20.中心主办学术名家讲座。

8月 7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济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孙周兴应邀做名家系列讲座第 56 场，讲座题目为“当代哲学的主题

和任务”。

9月 4日，冈山大学全球人才培养学院副院长、教授田中共子应邀做国际化

示范基地学术讲座第 15 讲，讲座题目为“在日留学生的跨文化社交技巧”。

21.中心研究员参加一系列学术会议。

7月 5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国际关系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7月 6日，中心副主任贺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语语体系”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的大会发言。

7月 7日，中心副主任贺来赴山西大学参加“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并受

聘为山西大学哲学学科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

7月 12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赴昆明参加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成立大会暨

纪念“魁阁”80 周年学术演讲会。

7月 18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东北亚学术会议。

7月 30 日－8月 2日，中心研究员王庆丰赴厦门参加“空间政治经济学与新

时代中国”专题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城市的生命政治学话语”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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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数字时代的媒介传播与文化演进”学术会

议。

8月 8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全球知识创新服务业发展高峰会议，并作题

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高校新使命及创新服务新需求”的主题发言。

8月 17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东亚社会发展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

8月 22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受吉林松江河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邀请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报告。

8月 23 日，中心副主任孙利天赴北京参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体系”专题研讨会。

8月 23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昂尼德吉林大学名誉教授聘任仪式暨“俄

罗斯对外政策和新时代中俄关系”主题报告会。

8月 31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赴阿尔山参加阿尔山论坛。

9月 7日，中心副主任贺来赴湖北大学参加“新中国 70 年中国文化发展的

回顾与前瞻”学术论坛，并做“从人的发展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转向”的

专题学术报告。

9月 7日，中心研究员邴正赴北京参加“学科自信：走进世界的中国社会学”

研讨会。

9月 15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国学研究会学术论坛。

9月 19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省烟草集团做“不忘初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主题报告。

9月 20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省委党校第三学期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教

学科研骨干进修班学员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专题报告。

9月 20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 2019 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做“东北现象与东北

振兴”专题报告。

9月 21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生活方式与美好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

9月 21-22 日，中心研究员王庆丰赴北戴河参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

的发展”研讨会，并作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的主题发言。

9月 23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全体党员干部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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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作“不忘初心使

命 坚定理想信念”专题讲座。

9月 23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青年大学习”主题报告会，为 370 名省

学联代表作专题辅导报告，为大会作参加“青年大学习”主题报告会，并做“不

忘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的专题报告。

9月 24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为全总干校骨干教师培训班作“东北振兴与东

北文化”专题报告。

9月 25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诚信长白山高峰

论坛。

9月 27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学术 70

年回顾与前瞻”专家座谈会。

22.中心研究员做一系列专题讲座和报告。

7月 1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为吉林省委党校做主题报告，报告题目“西方

生态文明的危机与生态伦理中国化”。

7月 14-19 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参加“吉林大学—昆士兰大学”哲学社会

科学跨学科青年学者论坛并作主题发言，发言题目：“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Wisdom in the New Technology Era”。

7月 26-28 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赴东北电力大学参加第四届“生态文明视

阈下东北亚科技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发言题目“环境问题的

理论与实践”。

8月 15 日，中心主任孙正聿为吉林省广播电视总台做讲座，题目为“读书：

与文明为伴”。

8月 23-25 日，中心研究员李大强赴兰州参加“西方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问

题”专题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发言题目为“同一性、实体与本质”。

9月 20 日，中心主任孙正聿应邀做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作主题为“思想

的前提批判：一种可能的哲学活动或哲学方向”的学术讲座。

9月 16-20 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赴天津城建大学参加“天津市基础课教师

学术研究额能力提升培训会”并做主旨报告，题目为“伦理学：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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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22 日，中心研究员王福生赴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2019 年年会暨全国哲学院（系）院长（系主任）联席工作会议”。

9月 21-22 日，中心研究员白刚赴山东大学参加“第十六届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论坛”并作主题发言，发言题目为“提出和构建一种‘《资本论》学’何以

可能”。

9月 24-26 日，中心研究员王福生赴成都参加四川省委组织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发言题目为“坚持把初心和使命建立在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23.中心研究员应邀访问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

8月 25-30 日，中心主任孙正聿应邀率团访问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代

表团成员包括中心副主任孙利天教授、中心研究员王庆丰、曲红梅。代表团首先

访问了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莫斯科校区。中心主任孙正聿重点介绍了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并将自己最新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1978-2009）》一书赠送给 Boytsov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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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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