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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清海哲学思想与我们的时代”座谈会在吉林大学召开。

2017 年 10 月 14 日，为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 13 周年，传承先生所开创的吉

林大学哲学学科传统，由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

院、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高清海哲学思想与我们的时代”座谈会在

吉林大学东荣大厦召开。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等 20 名高校

学者与会，就如何对待高清海先生留下的哲学遗产，如何把握变化了的中国，如

何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脉络中理解和推进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中心主任孙正聿、副主任孙利天为大会并做主题发言。

2.“作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

2017 年 10 月 21 日，由吉林大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

院主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协办的“作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美学的历史唯物主

义”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匡亚明楼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心主任助理张盾主持。

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社科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就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美学、历史

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艺术与宗教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心主任孙正聿，副

主任孙利天及中心研究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3.“新时代的哲学需要和哲学研究”论坛暨 2017 年吉林省哲学学会

年会召开。

2017 年 11 月 25 日，由吉林省哲学学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共同主办的“新时代的哲学需要和哲学研究”论坛暨 2017 年吉林省哲学学会年

会在吉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哲学学会工作。

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社科院、吉林省委党校、延边大学等省内

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7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吉林省委副秘书长

杨长虹出席了会议。

4.首届高清海哲学思想论坛暨“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学术研讨会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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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2 日，由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吉林大学哲

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

哲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高清海哲学思想论坛：“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学

术研讨会召开，中心主任孙正聿，副主任贺来，主任助理张盾，研究员邴正、王

天成、王福生、韩志伟、白刚、程彪、王庆丰参加了并作会议发言。

5.孙正聿为教育部党组理论中心组作报告。

2017 年 10 月 10 日，教育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以纪念《实践论》、《矛

盾论》发表 80 周年为契机，召开“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孙正聿应邀作

《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专题辅导报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

生主持讲座并发表重要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及全部司、局级干部听取了孙正聿

的专题辅导报告。

6.孙正聿出席吉林省社科理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

谈会并发言。

2017 年 10 月 24 日，孙正聿出席了由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吉林省社科理论界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颖出席会议。孙正聿

为会议作了题为“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主题报告，

报告从五个方面阐释了如何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

本方略，即明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承担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坚持新时代的行动

指南、落实新时代的基本方略、展现新时代的真理力量。

7.孙正聿、贺来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

2017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公布了《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的通知》，中心主任孙正聿主持的课题《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项目批准号：17JJD720002）、

副主任贺来主持的课题《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项

目批准号：17JJD720003）被批准立项，获得项目经费共计 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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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来、邴正获“吉林大学术名家自由探索计划”项目立项。

2017 年 10 月 10 日，吉林大学社科处公示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名家自由探索计划”评审结果，中心副主任贺来主持的课题《作为生活方式的哲

学》、中西研究员邴正主持的课题《中国文化的多元复合性及其当代发展》通

过评审，获得立项，项目经费共计 40 万元。

9.“反思与奠基”公众号获“第二届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活动”

工作案例三等奖。

2017 年 4 月，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央网络信息办公室网络社会工

作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和“全国大

学生网络文化节”两项活动在全国展开，中心公众号提交的《“反思与奠基”公

众号——“吉大七十·哲林人物”系列人物访谈采访案例》获工作案例三等奖。

本次访谈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艰辛而灿烂的发

展道路，显现了老一辈的学者们深厚的人文涵养、学术风骨和家国关怀，必将激

励着年轻学者以更大的理论自信和学术勇气投身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事

业当中去。中心已将“吉大七十·哲林人物”系列访谈结集，并交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

10.孙正聿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获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

秀成果奖。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公布了“第五届马克思主

义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结果公告，中心主任孙正聿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智

慧》获二等奖。

11.曲红梅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入选“中国伦理学 2016

年度十本好书”。

2017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的“2017 中国伦理学大会”公布

了中国伦理学会与《博览群书》杂志联袂组织评选推荐的“中国伦理学 2016 年

度十本好书”，中心研究员曲红梅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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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从“历史的观点”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做出解释。作者提出马克思成熟

的唯物史观不仅体现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表达，也体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生存论

哲学解释原则和全新的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历史中解释

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独特视角，这不仅是我们消解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的

立足点，也为当代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立场。

12.曲红梅被授予“第二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荣誉称号。

2017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的“2017 中国伦理学大会”召开，

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参加会议并被授予“第二届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的

荣誉称号。

13.王福生获评吉林大学第五届师德先进个人。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表彰吉林大学第五

届师德先进个人和师德标兵的决定》，中心研究员王福生被授予吉林大学师德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14.韩志伟当选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2017 年 11 月 18，中心研究员韩志伟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黑格尔/费希特哲学翻译与研究”研讨会暨德国哲

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当选为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15.贺来、王庆丰当选吉林省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2017 年 5 月，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推荐吉林省学位委员会第四

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候选人的通知》（吉学位〔2017〕2 号）。近日，吉林省学位

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中心副主任贺来当选学科评议组

召集人，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当选学科评议组成员。

16.王庆丰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发表于《哲学动态》2017 年第 8 期的论文《资本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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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三副面孔》被《新华文摘》2017 年第 24 期全文转载。

本文指出，资本形而上学作为同一性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领域里的复活，具

有三个本质性的特征:主体形而上学、欲望形而上学和权力形而上学。作为主体

形而上学，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就是“抽象成为统治”，在这种统治下，资本具有

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作为欲望形而上学，资本

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资本的增殖本性不仅决定

着资本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并且把整个人类的物质欲望放大到极致。作为权

力形而上学，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最终演化成资产阶级社

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形而上学的三副面孔构成了现时代的理论表征，对资

本主义的批判在哲学意义上首先是要从这三重维度对资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

17.孙正聿、姚大志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

中心主任孙正聿在《哲学研究》2017 年第 9 期发表论文《超越人在宗教中

的“自我异化”》。

文章指出，宗教的本质在于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宗教的“神

圣形象”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本体”，对宗教的“虔诚的信仰”是通过确

立、信仰和内化“神圣形象”而实现的。人创造宗教，是为了从宗教的“神圣形

象”中获得存在的“神圣”的意义；然而只有从“神圣形象”中才能获得存在的

意义，又只能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

我异化”的基础上，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新的哲学理

念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是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心研究员姚大志在《哲学研究》2017 年第 10 期发表《我们何以负有服从

规则的道德义务？》一文。

本文指出，每个人都有服从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义务。但是，对于我们何

以需要承担这种服从义务，目前的道德理论还没有给出逻辑融贯的合理解释。对

于该问题的合理解释应该同时包括制度规则与个人行为这两个层面。我们可以把

对这两个层面的解释分开，用后果主义来解释制度规则，用公平原则来解释个人

行为。通过理论的这样一种分层使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遵守规则的道德义务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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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白刚、韩志伟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中心研究员白刚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期的论文《<资本

论>如何证明了唯物史观》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7 年第 10 期转载。

本文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揭示了唯物史观所“唯”

之“物”不再是旧唯物主义抽象的“自在之物”，而是具体的商品、货币和资本

等“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及其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主

义的社会关系绝不是天然的、普遍的、永恒的和非历史的，它必然会随着生产方

式的变革而逐渐走向消亡。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剩余价

值”而揭开了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历史秘密”，真正把“唯物主义”

和“历史”结合了起来，既历史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又历史性地解

释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前途，从而实现了对“历史之谜”的“政治经济学解答”。

中心研究员韩志伟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期《超越分配正义：

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的前提批判》被《中国社科科学文摘》2017 年第 12 期全文

转载。

本文指出，“分配正义”是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多年来

通过分配正义来切入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成为许多理论工作者未经反思就基本予

以接受的理论前提。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正义

是两种异质性的理论范式，前者是以市民社会的等级制和私有制为基础的补救性

正义，后者是以市民社会批判为基础、以人的自由个性与自我实现为目标的超越

性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把分配正义作为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实际

上是一条走偏了的道路。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的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进行前提

批判，以此来澄清“分配正义”在马克思正义理论中的地位及其限度，推进马克

思正义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

19.孙正聿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

中心主任孙正聿在《光明日报》2017 年 11 月 27 日第 15 版（理论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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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极富洞察力地提出，“我们的时代”的根本特征

和基本标志，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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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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主题化”，最为根本的就是深切地把握和切实地展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

20.孙正聿参加全国“马工程”教材修订会。

2017 年 11 月 3 日，孙正聿在北京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研讨会，并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修订工作。

21.孙正聿参加“长江学者”评审会。

2017 年 12 月 8 日，孙正聿在北京参加本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评审会，

并作为哲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主持本学科评审工作。

22.贺来参加哲学学科博士点评估。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心副主任贺来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上海交通大学学

科点评估；12 月 23 日，作为专家参加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点学科评估。

23.王庆丰开设公益性哲学课堂——辩证法专题讲座。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主讲的公益性哲学课堂——辩证法

专题讲座的第一讲:辩证法的旨趣与使命在匡亚明楼 434 会议室开讲，此次公益

性课程吸引了百余位来自长春各高校的老师及同学前来参加。

王庆丰所主讲的辩证法专题讲座系王庆丰教授自愿开设的公益性哲学讲堂，

旨在在更大的范围内讲述哲学理论内涵，彰显哲学思想魅力，从而发挥出哲学理

论的“无用之大用”。辩证法专题讲座计划设置六讲，除本次所讲授的辩证法的

旨趣与使命之外，此后还将陆续开设四讲:重思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资本论》与辩证法的高阶问题、“辩证法就是

认识论”的涵义与意义，并开设讨论课:辩证法三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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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哲学基础理论学术工作坊第一次研讨会召开。

2017 年 10 月 15 日，哲学基础理论学术工作坊第一次研讨会在匡亚明楼召

开。本次会议共设四场主题发言，主题分别是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

主义与现代社会，《资本论》与马克思的新哲学，马克思与政治哲学。来自吉林

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就相关问

题展开深入探讨。

哲学基础理论学术工作坊是由中心研究员王庆丰所牵头创办的，旨在促进青

年教师及研究生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讨为目的的学术工作交流平台。通过对哲

学问题，尤其是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运用思辨的力量，致力于提供

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从而探索人类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本，撑起人类的精神殿堂。

25.中心“学术心得大家谈”系列活动第五期开讲。

2017 年 12 月 10 日，由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心得大家谈”

系列活动第五讲开讲，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心主任助理张盾，讲座题为“我读过的

书和我走过的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孙正聿主持了本场讲座。哲学社

会学院书记全华、院长田毅鹏、副院长朱文君、曲红梅、王庆丰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讲座是庆祝吉林大学哲学系建系 60 周年第二场学术报告。

26.中心举办“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坛”第四讲。

2017 年 12 月 23 日，由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主办的“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坛”第四讲开讲。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海波教授受邀做题为“人与哲

学的未来憧憬——高清海先生哲学范式变革与创新的生命思旅”的学术讲座。中

心副主任贺来、主任助理张盾，中心研究员、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王福

生参加本次讲座。中心研究员、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志伟主持了本

次讲座。

27.中心主办青年学者讲坛系列讲座。

（1）2017 年 10 月 24 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与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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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的青年学者讲坛第一期开讲，哲学社会学院青年教师盛传捷做了题为

“‘道德需要形而上学吗？’——对《理想国》的一种探讨”的学术讲座。

（2）2017 年 10 月 26 日，青年学者讲坛第二期开讲，哲学社会学院青年教

师高超做了一场题为“简答：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讲座。

（3）2017 年 11 月 9 日，青年学者讲坛第三期开讲，哲学社会学院青年教

师李聪做了题为“佛陀的教育”的学术讲座。

（4）2017 年 11 月 26 日，青年学者讲坛第四期开讲，哲学社会学院青年教

师张霁雪做了题为“留守儿童青春期‘双重叛逆’的发生机制与应对策略”的学

术讲座。

（5）2017 年 12 月 25 日，青年学者讲坛第五期开讲，哲学社会学院青年教

师高玉林做了题为“认知心理学的前世今生”的学术讲座。

28.中心主办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

（1）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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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开讲，中心主任孙正聿受邀为师生做题为“学会研

究”的专题讲座。

（2）10 月 31 日，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二期开讲，中心副主任孙

利天作了题为“怎样学习哲学”的讲座。

（3）11 月 7 日，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三期开讲，中心研究员邴正

作了题为“读书破路度人生”的学术讲座。

（4）11 月 21 日，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四期开讲，吉林大学哲学

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研究的魅力——以费孝通为例”的讲座。

（5）11 月 28 日，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五期开讲，吉林大学哲学

社会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董才生教授作了题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关键”

的讲座。

（6）12 月 12 日学术教育提升工程系列讲座第六期开讲，吉林大学哲学社

会学院心理学系葛鲁嘉教授作了题为“本土研究的多重涵义——中国心理学发展

的选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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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心主办社会科学名家系列讲座。

（1）10 月 22 日，由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哲学

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暨学院长江学者名家讲座第一

讲开讲。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李佃来教授应邀做了题

为“政治哲学构建的四条路径”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系学院长江学者名家系列

讲座，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主持讲座。

（2）11 月 3 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暨学院长江学者名家讲座第二

讲开讲。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大学哲学系书记仰海

峰教授应邀做题为“商品哲学：以《资本论》为基础的探讨”的讲座。此次讲座

系学院长江学者名家系列讲座，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主持讲座。

（3）12 月 6 日，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南湜受邀做吉林大学哲

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讲座题为“人是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之第一

原理”。本讲座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庆祝建系 60 周年首场报告会。讲座由

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主持。

（4）12 月 16 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伦理学学科首席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道德与文明》杂

志副主编孙春晨教授，此次讲座作题为“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中心研究

员曲红梅主持本场讲座。

30.中心主办哲学社会学院名家讲座。

2017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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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此次讲座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蓝江教授，讲座题为“数字资本主

义与当代反思”，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主持讲座。

31.中心研究员参加一系列学术会议。

10 月，中心研究员白刚参加南京大学第七届“政治哲学论坛”。

10 月 14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由吉林省社会学会主办，长春师范大学政

法学院承办的“吉林省社会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全面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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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讨会”，并致开幕词。

10 月 26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的 2017 中国医院质

量大会，并作题为“当代文化发展与医院文化建设”主旨演讲。

10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

主题为“社会变迁与治理：东亚国家的经验”的第十五届东亚社会学论坛，并作

会议发言。

11 月 4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参加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新时代社会

治理的中国道路”高端论坛。

11 月 4 日，中心副主任贺来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武汉大学哲学

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并作题为“哲学与哲学史：划界

与统一”主题发言。

11 月 18 日，中心研究员韩志伟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黑格尔/费希特哲学翻译与研究”研讨会暨德国哲学专

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作题为《论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结构》的发言，并在德国哲

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11 月 30 日，中心研究员白刚、王庆丰参加了南开大学哲学院主办的“马克

思与近现代哲学”研讨会，并作会议发言。

12 月 15 日，中心研究员白刚、王庆丰参加了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举办的“《资本论》哲学对话会”，任会

议主持并作会议发言。

12 月 16 日，中心研究员白刚、王庆丰参加了由青年哲学论坛、《哲学动态》

编辑部、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十

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

12 月 23 日，中心研究员曲红梅参加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的“2017 中国伦理

学大会”，并参与“中国伦理学第五次青年学者与知名专家对话会”，就 2017

中外伦理热点同台下专家和观众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大会闭幕式上，曲红梅作为

“伦理学基础理论”分论坛的主持人，代表分论坛的五十余名老师做了总结报告。

32.中心研究员做一系列学术报告。

10 月 25 日，中心副主任贺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名家讲坛”做题为“辩证法



15

的批判本性”的学术报告。

11 月 5 日，中心副主任贺来为武汉大学“长江论坛”第三十讲作题为“现

代性反省与新型现代性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结合

点”的学术报告。

11 月 24 日，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论道终南读书会第 48 期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举行，中心研究员王庆丰为读书会作以“现代性的边

界”为主题的报告。

11 月 28 日，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参加了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主办的“龙鹏

吉大”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第 4期（总第 37 期）做了题为《海德格尔听

的现象学》的学术报告。

12 月 12 日，中心主任助理张盾在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作题为《怎

样研究马克思——“马哲”研究的模式选择》的学术报告。

12 月 15 日上午，中心主任助理张盾在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作题为《走向政

治美学：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的学术报告。

12 月 15 日下午，中心主任助理张盾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系作题为《狂

欢之后是失落：从哲学观点看当代消费社会》的学术报告。

12 月 28 日，中心研究员王庆丰参加了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主办的“龙鹏

吉大”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第 5期并发言。

33.张盾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会议。

11 月 12 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日本社会思想史研

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广松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骏河台

纪念馆召开。国内多家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同包括广松邦子在内的二十余位日方学

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心主任助理张盾受邀参加会议并发言。

34.邴正赴韩国首尔参加国际会议。

11 月 23 至 25 日，中心研究员邴正受首尔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邀请作为主讲

嘉宾出席在韩国釜山市釜庆国立大学举办的“2017 未来社会更替研究国际论坛，

致辞并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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