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
中，构建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知识体系，是我们对总书记讲话
的最好回应、最好回答。五年来，
围绕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知识
体系建设，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一
些工作：

一是建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
系创新团队。创新团队围绕中国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的重大理论
命题、标识性概念、核心逻辑等进
行分工研究，近几年在国家理论、
政府理论、民主理论、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和中国制度体系等方

面，取得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基础
性原创性成果，引起国内外学界
的关注。

二是积极将党的创新理论、
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最新理论
成果，转化到教学教材中。学院
以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教学法
研究为抓手，结合课程思政实践，
将知识体系和“教什么、怎么教、
为什么这么教”这个教学基本问
题，贯彻到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
中，增强学生的政治自信。

三是重视中国政治学和公共
管理知识体系的海内外传播。学

院2018年开始举办了三届中国
制度体系讲习班，讲习班面向海
内外青年学子，讲授中国制度体
系知识，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
近年来，这个讲习班作为暑期课
程，还向全校留学生开放。学院
还与海外大学合作，选择学院代
表性、原创性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理论著作，进行外译传播。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
索提供复旦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知识，进而提升中国政治学在世
界政治学知识格局中的地位，是
复旦政治学的追求。

着力提升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世界影响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苏长和

复旦文科学者重温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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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

语体系、教材体系、评价体系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5·17讲话”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命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引起强

烈反响。在“5·17讲话”五周年之际，复旦文科科研处日前组织文科学者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回应好、回答好总书记讲话

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个命题。本期校报摘要刊登五位学者的学习体会。

一个学科的出现或形成，是
以能够构成学科的学术话语、特
别是标识性概念群的出现为标志
的。中国新闻学科的形成，以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举办
新闻学研究会为起始，至今已有
一百余年历史。由中国人际交往
及国人与外人交流活动而积累起
来的传播作品和传播词汇，新闻
学教材提炼、创新的新闻词汇，成
为中国本土新闻学最初的一批新
闻学科话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
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
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
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新闻话语的第一个来
源，是祖国5000多年积累下来的
传统文化的承传。我们考察新闻
学的标志性概念“新闻”和“舆论”
历史形成的脉络，就可找到中国
古籍文献为之提供的富有涵养的
最初的语汇。中国传统文化还应
该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百
年形成的新闻文化，比如政党与

新闻传播、新闻与宣传话语、党的
新闻政策及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
活动的引领及规范，这些既是中
国5000多年传统文化承传发展的
一部分，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
的新闻话语，它们是祖国优秀文
化传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
中国新闻话语的重要来源。

中国新闻话语的第二个来
源，是由西方国家传入的诸如新
闻传播、新闻媒介一类的新闻话
语。这些话语，同国人自己的新
闻传播行为、新闻生产消费相关，

“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就自然而
然地被接纳并逐渐成为国人自己
的新闻话语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话语体系的第三个
来源，是中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
学研究工作者直接从长期新闻生
产、消费和新闻科学研究工作中
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一些新概
念、新体会、新认识。他们经过反
复和深入的思考，经过继续不断
的讨论争议，逐渐将这些体会、感
悟和自己教材中的研究成果，提
升为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

中国新闻话语的三个来源
●新闻学院教授 童 兵

重温“5·17讲话”，联系近年
来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理论创新方面的工作实践，谈
几点体会。

第一，实践是理论创新研究
工作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
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
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谋
求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经历了可
歌可泣的实践历程，尤其是改革
开放40多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稳定这人类历史上的

“两大奇迹”。
第二，“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

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了“以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工作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风格特点，同时
也是马克思主义保持与时俱进旺
盛活力具有对于实践指导能力的
根本原因。

第三，如何才能发现问题，需
要找准发现问题的立场和视角。
要回答中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
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这是作为
研究工作的根本立足点，也是研
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扎实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
●经济学院教授 张晖明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是一项艰巨的时代任务。这项任
务之所以艰巨，是因为它只有经
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才能达到自
己的目的。这个决定性的转折
是：我们的学术将摆脱它长期以
来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
张”。

中国学术取得自我主张的决
定性标志是：它不再仅仅依赖于
外部获取的抽象原则，而是能深
入到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之中，特

别是能够深入到中国的现实之
中。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学术的
指导意义首先就体现在对于“现
实”的理解和把握中。因为正是
唯物史观最坚决地要求“科学的
抽象”在现实中的具体化，也就是
说，通过这种具体化来分析和描
述全部历史现象。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乃是获得自我主张的学
术，唯其如此，它才能真正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构建任

务虽然艰巨，但却是时代的使
命。“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
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
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
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因
此可以说，正是当今时代、特别是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将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重
任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所有志高
存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
●哲学学院教授 吴晓明

我是专门研究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的，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
提到“古文字研究”这一冷门学
科，让我备受鼓舞和鞭策。

狭义的古文字是指从甲骨文
到汉代初期的汉字。古文字记录
了中华民族童年期的历史，载体
多样，内容丰富。要想了解中国
古代的历史、文化及思想观念，主
要需通过文字这一途径，而古文

字又是传世典籍之外最主要的信
息来源。古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包
罗万象，有很多都具有现实意
义。甲骨文既是汉字的源头，又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研
究古文字，就要深入提炼和展示
其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努力创造
中华文明的新辉煌。为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追寻揭示
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深入发掘
蕴含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
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
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

我将致力于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打造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贡献力量。

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斗终生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刘 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