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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文化使命与担当

■观点

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
台，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是促进理
论创新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如何
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 月
21日至22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期刊
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湖南长沙举办，其间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
学报研究会、湖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
岳麓书院具体承办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
文化使命与担当”分论坛同步举行。与会嘉
宾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应致力于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守正
创新，以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新时代文
化建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一级巡视员赵川东：哲学社会科学
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展示和传播的重
要平台，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把学术研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以我为主的文
化格局与气象。

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杜泽逊：
专业人员在从事古籍整理过程中解决的
学术考证和训诂问题，写成文章或札
记，文科学术刊物应当积极发表。目前
发表这类文章的刊物还很少，应当解放
思想，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积极服务
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主编、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孙
代尧：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应立足大变革
的时代，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
践、关注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中提出的
理论和实践课题，刊发体现中国主体性
的学术成果。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湖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肖永明：

“敢为人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大胆尝
试新的“传声”方式，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打破纸质期刊的局限，拓展数字化
的发展空间，让学术成果能够以更快的
速度、更广的范围传播，为全球的学术
交流搭建更为便捷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主编魏长宝：对
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好的学术论文应
该在解释复杂的情境、经验、变量关系
等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这些情境、经验
或变量关系，最终是为了回应什么学术
课题。要搞清楚经验故事或经验模型的
背后是什么理论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付海宴：学
术期刊必须找准发展定位，着眼中国式
现代化事业发展需要，积极促进不同学
科间的交叉融合，通过搭建跨学科研究
交流平台，推动学者们在更广阔的学术
视野下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
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
长、《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哲学社会科
学期刊要通过引领和服务学术创新，揭
示文化传承发展规律，延续道统、学
统；通过主题宣传和主题出版，延续政
统、治统，发挥智库作用，提供决策咨
询，自觉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扩大对
外交流和传播。

《高等学科文科学术文摘》主编洪
庆明：做学术期刊要反对一味地假大
空、一窝蜂，反对为了做刊物而做刊
物，而是要心怀家国、心怀时代，为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识资源支持。

《东岳论丛》主编王波：特色栏目
是一本期刊最有生命力的单元，它构
成了期刊的骨架，展示着期刊的魅
力。如何选择、办好特色栏目，是推
动期刊在行业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法宝。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秘书
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编委会副主任杜敏：学术期刊
处在知识生产的关键环节，通过发表高
质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推动知识
的积累和创新。

《学术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马
立钊：期刊业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行
业，要担负起增强文化自信、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重要责任，要服务
于新时代文化建设。

湖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理事、
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社长李文邦：
办期刊要坚持长期主义，应该以文章
质量的优劣作为取舍标准，而不是看
作者的单位、职称、名气等，避免功
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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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应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立足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本报记者 汤广花

“学术期刊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
体系的重要平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的构建又为学术期刊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良好机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副主任杜
敏认为，学术期刊人要把握机遇，组织
优质稿源，选择优质内容，以广泛深入
的方式传播出去；要通过打造学术交
流平台、孵化青年学者等路径，讲好中
国故事。杜敏还表示，学术期刊通过
发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术论文，
来促进学术界的交流和争鸣，推动学
术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优秀稿件外流、难以形成规模、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带来挑战……对
于当前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东岳论
丛》主编王波表示，学术期刊要突破

“单兵作战”传统，联合志趣相投的期
刊，推进“期刊共同体”建设；加强对

编辑人员的培养，不仅要专、精、透，
更要广、博、通，广泛涉猎跨学科领
域；重视特色栏目的打造和传播，

“因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好栏目，不仅
是国内学界积极关注的对象，而且
对于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
展示中国形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
意义。”王波说。

“高水平学术共同体参与的内容
生产是高水准学术论文的保障，期刊
运作离不开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离
不开编委会、审稿人、作者等学术共同
体通力协作。”《学术界》杂志社社长、
总编辑马立钊认为，推动人文社会科
学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学术生态
不可或缺，应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建
设。马立钊建议，期刊要完善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认真做好主流意识形
态的宣传和阐释；要充分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引领时代；要构建适应全媒
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加
快构建快捷、精确、互动的新型期刊数
字化平台，创新学术传播方式。

“一本优秀的期刊，是几代人接续
努力奋斗的结果，办好学术期刊，需要
坚持长期主义。”湖南省高等学校学报
研究会理事、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
社长李文邦认为，高校学报要找准自
己的赛道，从本刊实际情况出发，结合
本校的优势学科，挖掘独占性资源。

“既要深入传承和发掘地域文化，推动
地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又要构建良
好的学术生态，以文章质量的优劣作
为取舍标准，而不是看作者的单位、职
称、名气等，避免功利化。还要坚持办
刊宗旨，坚守初心，避免‘千刊一面’，
从而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期刊
繁荣。”李文邦说。

合力协作 建设学术共同体

“我们对知网进行检索统计发
现，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2024 年的
10月31日间，共有718种哲学社会科
学期刊累计发表了1993篇与‘习近平
文化思想’相关的论文，共产生下载量
达 1959806 次，篇均下载量为 383 次。
其中，开设有《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
栏目的期刊有155种。”全国高等学校
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刘
曙光基于翔实的统计数据，梳理了哲
学社会科学期刊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
研究阐释的现状。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应通过积极
主动的选题策划和主题宣传，发挥引
领学术的作用。”刘曙光认为，栏目
专题化是有效的组织形式，要继续以
有组织的科研，引领和深化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研究阐释，构建包含主管部
门、科研管理机构、作者、学术期
刊、评价机构等不同主体的合力共同
体，在相互讨论中明体达用、形成研
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合力。

“学术期刊是教育、科技、人才
的交汇之地，是推进中国学术繁荣与
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之
地、引领之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院长、《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主编肖永明介绍，《湖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积极推动转型
发展，坚持“传统人文”与“时代主
题”相结合，找准研究选题定位；坚
持“传统栏目”与“专题聚焦”相结
合，丰富期刊学术看点；坚持“名家名
作”与“新人新作”相结合，增强期刊学
术活力。他建议，通过发扬“敢为人
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容并
蓄”的湖湘文化精神传统，推进新时期
学术期刊的繁荣与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付海宴认
为，重点专栏建设为综合性学术期刊
深化跨学科研究搭建了新平台，综合
性学术期刊可通过开设专栏、组织专
题讨论等方式，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探索学
科交叉融合为综合性学术期刊紧跟国
家发展战略提供了新途径，综合性学
术期刊应与创新团队合作，进一步推
动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事实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开设的《中国
农村研究》 专栏，创办 20 年来，结
合我国国情和政治学学术研究前沿，
围绕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
现代化发展等核心议题，利用多学科
方法，以全面、系统、具有理论深度和
实践意义的视角关注“三农”问题，组
织策划了大量高水平的文章，切实发
挥了学术期刊重点专栏的引领作用。

“学术期刊必须正本清源，守正
创新，以真正的学术为初心，以推动
学术和思想的创造、传播为使命。”

《高等学科文科学术文摘》主编洪庆
明也认为，学术期刊要在栏目设置上
打破学科界限，以问题为中心，针对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设置专
栏；要鼓励跨学科发展，带有鲜明的
问题意识进行选题策划和组织，起到
学术引领作用。“我们要在知识上熟
谙中华民族久远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
史的同时，密切关切刚刚经历过的和
正在进行中的现实。更为根本的是，
欲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灵魂深处
真正做到两个‘绝不能’，即绝不能
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绝不能抛
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洪
庆明说。

策划专栏 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一级巡
视员赵川东在致辞中表示，哲学社会科学期
刊要始终把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组织引导专家学者从学术基础、
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方面着
力，揭示和阐发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
理。要坚持把学术研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同时，引导专家学者围绕党和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文化
强国建设目标，加强学术基础理论和重大现
实问题研究，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体系化
理论，做出学理性阐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学术期刊应当面向中国式现代化
的宏大实践、关注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中提
出的很多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刊发
体现中国主体性的学术成果。”《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北京大学博
雅特聘教授孙代尧认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关键在于构建体现中国主体性
的、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在知识生产和知识
传输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可以在议题
引领、国际传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走中
国特色期刊发展道路，应以中国问题为中
心，通过议题引领占领学术制高点，坚持改
革创新，从而推进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有的时候，我们把新发现、新诠释，
作为高品质论文的主要标准。除此之外，我
认为还要提高认识，高品质论文应该重点讨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途径、办法，把‘双创’成果作为重
点。”在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杜泽逊看
来，文科学术刊物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引领创
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承载
我国古代文明的典籍，既要扶持专业人员开
展古籍整理工作，又要鼓励专业人员深入阐
释典籍，以刊物发表引领学术发展。

“中国学术期刊要鼓励和引导学者多做
接中国地气的学问，多产出总结中国改革开
放实践经验的原创学术理论。”中国社会科
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主编魏长宝提出，新时代学术期刊要引领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
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同时，
从我国改革发展的丰富鲜活实践中，发现新
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让哲学社
会科学在充分发挥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中展
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设置议题
占领学术制高点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汤广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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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谈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