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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盾

今 年 是 《江 海 学 刊 》创 刊 六 十 周 年 ，作 为 它 的 一 个 老 作 者 ，我 也 已 年 过 花 甲 ，真是岁月 

如 梭 。借 此 时 机 ，我愿把自己深深的感激和祝福献给这本我一生钟爱的学术刊物。

就我所从事的哲学专业而言，《江海学刊》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图景 

中占有一个特别夺目的位置。它的哲学栏目以其创意、设计和内容编排上的学术性和前卫 

性 ，以 及 扶 持 奖 掖 年 轻 作 者 的 选 稿 取 向 ，广 纳 国 内 英 才 佳 作 , 吸引了众多优秀学者成为它 

的 作 者 ，把 自 己 的 精心之作投给它发表，故此能够在国内学术期刊界一直保持其精品形 

象 。多年来扶持培养的一代代优秀作者,其中许多人今天已成为名家。总体 上 ，《江海学刊》 

的形式风格简约而稳定，发稿内容厚重而坚实，在内容与形式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美好的 

平 衡 和 对 称 ，在几十年默默的坚守和执着的努力中，《江海学刊》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 

展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

我对〈(江 海 学 刊 》印 象 最 深 的 有 两 点 :第 一 ，它 着 力 提 携 了 一 大 批 中 青 年 作 者 , 我这一 

代 人 当 中 ，许多人在年轻时代都是把自己初试锋芒、同时也是最具激情与创造力的哲学论 

文送到《江海学刊》去 发 表 ，并从这里被学界同行知晓和接受。比 如 ，我的导师孙正聿教授 

还在读博期间就在《江 海 学 刊 》发 表 了 谂 文 (题 目 我 记 不 清 了 ），那篇论文立刻引起高清海 

教授和他师门同学的关注，争 相 阅 读 ，并一时成为谈论的话题。如今孙老师已名满天下，有 

时仍和我提起那篇论文。第 二 ，《江海学刊》开 设 的 “原 创 学术空间”栏 目 ，在我看来是它最 

具特色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栏目。据 我 所 知 ，国内学术刊物只有《江海学刊》开设了这样一 

个 栏 目 ，为 那 些 志 存 高 远 、心 怀 原 创 梦 想 的 作 者 提 供 了 一 个 展 示 才 华 和 勇 气 的 园 地 ，把他 

们最用心也最富创意的论文在这里推出，在我们这些做哲学的人心目中堪称一道亮丽的 

风 景 线 。我自己也在这个栏目发表了《论存在的平凡本质》( 2002年2期 )一 文 ，那是我最用 

心也最在意的论文之一。

说到我个人与《江海学刊》的 关 系 ，我 想 说 我的学术生涯与它相伴始终，留下了无法磨 

灭 的 印 记 。:我 一 生 研 习 哲 学 ，先后从事过分析哲学、现 象 学 存 在 论 、马 克 思政治哲学、政治 

美学四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其中每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有论文在《江海 学 刊 》发 表 。年轻 

时 我 迷 醉 分 析 哲 学 ，尝试用分析哲学 的 方 式 和 笔 法 处 理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哲 学 问 题 ，曾在《江 

海 学 刊 》上 发 表 了 《现 代 哲 学 中 的 “历 史 性 ”概 念 》（1991年 3期 )和 《绝对价值—— 对伦理学 

的一个构想》( 1996年5期 ）。要 知 道 ，在我初出茅 庐 进 入 哲 学 界 之 际 ，那样的机会和经历对 

我 来 说 何 等 珍 贵 ,以 至 终 生 难 忘 。后来人到 中 年 ，我苦修存在论而写成《道法自然》一 书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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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书中 的 两 章 拿 到 《江海 学 刊 》发 表 ，分 别 是 :《从 思 想 批 判 到 存 在 批 判 》(2000年 6期 )和  

《论存在的平凡本质》( 2002年2期 ) 。这 两 篇 文 章 的 重 要 性 在 于 :前 一 篇 是 我 《道法自然》̂  

书 的 最 后 一 章 ，讨 论 “构 成 分 析 的 方 法 ”，这是 全 书 唯 一 具 有 “反 思 ”色 彩 的 部 分 ，崔平读后 

认 为 ，这一章决定着《道法自然》全 书 的 思 想 高 度 ;后 一 篇 关 于 “平 凡 ”的探讨受到赵汀阳的 

高 度 重 视 ，就此和我展开了长久而深入的对话交流，为学界称道。再 往 后 ，我到吉林大学哲 

学 系 师 从 孙 正 聿 老 师 研 究 马 克 思 的 政 治 哲 学 和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这 个 阶 段 我 在 《江 海 学 刊 》 

发 表 了 《重新阐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传承关系》(2006年 第 5期 ）、《论黑格尔对财产权 

的批判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黑 格 尔 〈法 哲 学 〉的秘传教诲》( 2010年第6期 ）、《财产权批 

判 与 〈资本论〉的主题》(2011年第6期 )三 篇 论 文 8 近 年 来 ，我 又 转 人 美 学 研 究 ，这个阶段我 

在 《江海学刊》发表了论文《评艺术的自律性》(2017年第4期 )。“事 如 春梦了无痕”, 若非应 

璞 庚 和 赵 涛 之 邀 写 这 篇 纪 念 文 字 ，我 自 己 甚 至 都 不 曾 意 识 到 :我 研 习 哲 学 30年 ，发表论文 

百 余 篇 ，其中有8篇论文是在《江海学刊》上 发 表 的 ，其内容涵盖了我所有的四个研究领域， 

它们见证了我与《江海学刊》的 不 解 之 缘 ，也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份记忆。

就我个 人 经 验 来 看 ，《江海学刊》的新老几代哲学编辑都是有明确编辑思想、有深刻学 

术 见 识 、又 有 良 好 人 格 修 养 的 知 识 分 子 ，在 多 年 的 工 作 交 往 中 ，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个 

人 友 谊 。我在《江海学刊》发表第一篇论文的责任编辑是沈建国先生，后来他调离杂志社去 

其他单位 工 作 。1993年 5月 ，在 西 安召开的一次学术期刊哲学编辑会议上，当时还是《社会 

科学战线》哲编的我结识了《江海学刊》的 新 任哲编韩璞庚，以及《天津社会科学》哲编赵景 

来和《人文杂志》的哲编张蓬等人,从此结下了我们几个人的终生友谊。我们这些人当时风 

华 正 茂 ，璞庚作为哲学编辑视野开阔、思 想 成 熟 鬼 ”点 子 很 多 ，再加上他身上所具有的侠 

气 、幽 默 感和诗书才情，给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璞庚在那个会上就《江海学刊》哲学 

栏目的设计谈了一整套想法，我 个 人 感 觉 ，后来《江海学刊》哲学栏目的真正特色和成就都 

出自他手。十年后的2003年 10月 ，我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又结识 

了《江海 学 刊 》的 新 一 代 哲 学 编 辑 赵 涛 ，其 哲 学 专 业 的 功 底 、对 各 种 社 会 问 题 的 见 识 、从容 

练达的交往能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我已转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工作，从那以后 

专以作者身份与赵涛保持联系。《江海学刊》哲学栏目在赵涛手上继续保持其优良传统，并 

与时俱进地在内容与形式上呈现出种种新的闪光点。

《江海学刊》已经走过了六十年。这 期 间 ，岁 月 飘去又来，世事迁变 不 迭 ，我们这一代作 

者 渐 入 老 境 ，而《江海学刊》作为一份学术刊物的学术生命却依然鲜活年轻 a.最 重 要 的 是 , 

我与《江海学刊》近 30年的哲学情缘也成为我生命中极为宝贵的美好记忆。衷心祝《江海学 

刊 》越 办 越 好 ！

( 张 盾 ，吉 林 大 学 哲 学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