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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上午，复旦大学政

治学学科建立100周年志庆大会

在相辉堂举行。

“踏上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复旦政治学使命在心、责任在

肩，应当继续走在回答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

问的最前列。”复旦大学党委书

记裘新现场寄语复旦政治学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

述，发扬优良学风、光大政治学

脉，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

和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

拔尖创新人才，在推进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发展中奋发有为、再建新

功，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

政治学科和政治学院而砥砺奋

斗、勇毅前行。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以下简称“国务学院”）教授、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23年“学术

贡献奖”获得者孙关宏，复旦大

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许征，

以及来自全国兄弟院校和政治

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联盟外国院

校的领导和代表，来自世界各地

的院友，关心、支持复旦政治学

学科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离退

休教师和学院师生等出席。

国务学院院长苏长和作学

院发展报告，国务学院党委书记

刘季平主持。

持续一周多的复旦政治学

学科百年志庆系列活动以“展、

志、文、会、友”为主轴，用学术之

魂串联学科百年发展历程，是学

校 11 月“文化校历”政治学学科

周的重要板块。

发轫于党的诞生地上海

1923年，国内国际政局风云

变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

运动高潮兴起，复旦政治学学科

发轫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

彼时，作为西方知识体制进

入中国的结果，初期的复旦政治

学既将国外较新社会科学研究

介绍进来，更从观念和实践上呼

应中国在内外交困中艰难推进

的社会改造和进步思潮。

留美归来的郑觉民挑起创始

重任，讲授政治学、国际公法、宪

法与公民学等课程。同样留美归

来的何葆仁、刘芦隐加入队伍，三

人一同增订课程、添募款项、扩招

学生……师生一德，于中国现代

政治学教育发端处，以政治之学

问，探寻民族复兴之道。

1937年，抗战爆发。复旦政

治学系一分为二，各处沪渝两

地，师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投

身革命事业。孙寒冰，复旦北碚

时期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政治

学系系主任，编辑出版《文摘》杂

志，发表抗战文章，37 岁时因日

寇飞机突袭遇难；费巩，一生与

专制独裁斗争，40岁时遭国民党

特务秘密杀害；1945 年，复旦政

治学教授梅汝璈就任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法官，全程参与东京审

判，维护了民族尊严，使战犯受

到应有惩罚……

建国初期，百废待举。复旦

政治学学科赓续红色基因，响应

党和国家号召，适时进行学科调

整。1952年，复旦政治学学科虽

然作为政法学科的重要系所并

入新组建的华东政法学院，但学

脉犹存。先后成立的马列主义

教研室、社会主义教育研究室，

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开展

教学研究，不仅仍具有鲜明的政

治学专业特征，且奠定了复旦政

治学学科的新传统。

1962年，经教育部批准，复旦

大学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为政治

学系。1964年，为适应中国对外

关系新局面、培养国际问题研究

人才的需要，根据毛泽东批示，复

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立。这为后

来复旦政治学大发展乃至大政治

学学科格局打下基础，开创了复

旦政治学学科国内、国际政治研

究紧密结合的独特学术风格。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复旦

大学 1980 年在全国率先恢复政

治学专业，在国际政治系建立政

治学教研室，次年即开始招收改

革开放后的全国第一届政治学

专业本科生。

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学

科“赶快补课”的呼吁下，复旦政

治 学 学 科 再 次 站 在 了 历 史 潮

头。1982年，复旦主办了全国政

治学第一届讲习班，为22个省市

培养了60多名学术骨干，点燃政

治学学科在全国恢复、发展的

“星星之火”，被称为“新中国政

治学的黄埔一期”。

大政治学学科融合发展

如今，复旦政治学学科稳固

根基、守正创新，形成了以政治

学为主体，国际政治、公共管理

为两翼的大政治学学科融合发

展格局，继续稳居全国前列，引

领政治学发展潮流。

“卓越为公”是复旦政治学

精神品格的最佳诠释，贯注于悠

悠百年发展长河。服务人民、服

务时代、服务国家的社会责任感

与学术使命感，根植于每个复旦

政治学人内心。中国政治学学

科发展的重要节点，他们上下求

索，未曾缺席。

《资本论》是著名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家陈其人一生中

的关键词。立志“为穷人摆脱贫

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他，在殖民地理论、帝国主义理

论和南北经济关系研究领域建

树颇丰。

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主

要奠基者王邦佐，对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性阐释

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作出开拓

性贡献，被称为“政治学家里的

政治家”。

通过主持翻译《比较政治

学》等项目，曹沛霖在比较政治

制度、中国政治等领域做出了开

创性研究，主持翻译的《比较政

治学》影响几代政治学人。“‘比

较政治学’这个名字，就是我们

定的。”他说。

孙关宏在中国政治学学科

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致力于政治学本土化建设，

与时俱进编写多部政治学原理

教材，是改革开放后复旦政治学

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扎根中国，亦联通世界。复

旦政治学学科始终保持开放视

野，推进国际化办学战略，引进、

吸收和借鉴国外政治学研究的

优秀成果，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复

旦政治学学科的最强音。正是

在此意义上，复旦政治学学科在

知识体系上多元一体，在精神气

质上中正平和、兼容并包。

作为全国百家党建标杆建

设院系之一，在建设世界一流学

科的过程中，复旦政治学学科始

终将教书育人摆在核心位置，并

形成一个共识：发展政治学学科

不仅是为治国理政、巩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更重要的

是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从最初只有数名学生的小

系，发展至如今每年录取近千人

的规模，百年之间，复旦政治学

学科培养了大批具备全球视野、

国家意识、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的各领域顶尖人才。

以课程为起点，复旦政治学

学科注重建设本土政治学教材

体系，将政治学理论与中国实

际、中国经验相结合，深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内

涵，不断对政治学教材进行修

订、扩展，使之体系化、完整化，

迄今出版教材超过 100 种，覆盖

主干课程80%以上。

进入新时代以来，复旦大学

大政治学学科格局基础更为坚

实，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

治、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

多学科融合发展。

以国务学院为学科建设主

体，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

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全球

公共政策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

球治理研究院等参建单位共同

组成大政治学机构群，形成了教

学、科研、咨政、传播为一体的学

科体系，成为了复旦园中独特的

学科生态。

复旦政治学学科担当使命、

主动作为，将建构中国特色政治

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知识体

系作为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

第一个重点方向。“在国际传播

中讲好有学理支撑的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故事，需要社会科学工

作者将概念化、体系化、系统化

知识，提炼、概括、总结中国式现

代化的知识体系。”苏长和认为。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张菲垭李昂
本报记者 黄文发摄

百年复旦政治学学科薪火赓续谱发展新篇
1923年秋，风雨飘摇中，复

旦政治学学科正式创立。“政

者，正也。”从引进借鉴西方政

治学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

系，一代代复旦政治学人薪火

赓续，传承“国箴务实”之政心，

坚守“卓越为公”之正气，问道

政学之经纬，作育海内外英

才。走过百年峥嵘岁月，见证

民族荣辱与国家繁荣，复旦政

治学学科迎来百年华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复

旦政治学学科将继续服务中

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

化，风起帆扬，续写辉煌。

本报讯 11月18日，王邦佐
教授学术人生展揭幕。常务副
校长许征等出席揭幕仪式。以
1980年复旦恢复政治学专业作
为起点，本次展览全面展现王邦
佐教授毕生秉持的为学、为师、
为人之道，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改
革开放后以王邦佐为代表的老
一辈复旦政治学大家的人格魅
力和科学精神，感受他“高徒出
名师”、甘为人梯的教育家精神。

四十多年前，时任复旦大
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邦佐在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会上，
主动请缨开办全国政治学讲习
班。这一“试”，就“试”出了新
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王
邦佐教授笔耕不辍，毕生共计
出版教材、专著、工具书等近
30 本著作，发表论文 150 多
篇，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
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建
立了不朽功勋。

王邦佐生前曾说：“年轻人
的成功就是对老师的回报，‘高
徒出名师’比‘名师出高徒’来得
更贴切些。”他的学生提到，他对
学生的影响早已超越学科知识，
对学生的处事态度、行事原则都
设立了规范和界限。

本报记者李怡洁

领略大家风范

本报讯 11月18日，第四届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联盟
（USPIR）院长论坛在复旦大学
举行。全球治理面临着怎样的
挑战？理想的全球秩序应当如
何发展？各国在全球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塑造中将充当怎样的
角色？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主
要国家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
系学院院长、系主任围绕论坛主
题“政治世界的治理与秩序”作
交流发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务学院）
院长苏长和致开幕词。国务学
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郑宇、院长助
理张平分别主持两场讨论。各
国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系主任立足本国发展实
际与当前国际形势，从不同视角
分享了对于政治世界的治理与
秩序的思考。论坛最后，苏长和
作总结发言，并对政治学与国际
关系学院联盟（USPIR）今后工
作作了简要报告。

本届论坛是第七届“一带一
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分论
坛，由国务学院和一带一路及全
球治理研究院共同主办，同时也
是复旦大学政治学建立一百周
年系列学术文化活动和学校

“文化校历”政治学学科周活动
之一。 本报记者 汪蒙琪

聚焦全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