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以
下简称哲学所），历史悠久，学风浓厚，建树颇
丰。之所以说它历史悠久，是因为它与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同龄。1958年，
自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成立之日起，就有哲学
研究所和东北文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
这是哲学所的前身。197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
院建立，下设哲学研究所；1993年，哲学研究所
更名为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这样算来，哲学所
同社科院一样，有着60年的悠久历史。

哲学所学风浓厚。社科院在过去被称作
“老文史所”，第一任院长“佟冬”老先生制定的
要求是：确立为党的社会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
志向，养成实事求是、刻苦奋斗、埋头苦干、踏实
朴素的学风，具有健康体魄、遵守纪律、敬老尊
贤、团结互助的优良品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
氛围下，哲学所学人心无旁骛地搞学问，不骄不
躁，踏踏实实推进科研工作。经过几代学人的
努力，营造了哲学所严谨治学、精诚合作的浓厚
所风。

哲学所建树颇丰。1978年以来哲学所历
任所长：刘延勃副研究员、张念丰研究员、张秉
楠研究员、邵汉明研究员、陈一虹研究员、刘辉
研究员。现任所长周笑梅研究员。自建所以
来，先后有六十余人在所内从事过科研与行政
工作。历史上，哲学所先后设有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研究室、美学研究室、易
学研究室（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综合（西方
哲学、美学）研究室。40年来，全所人员勇于探
索，辛勤耕耘，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曾先后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美学、中国哲学、儒学、道学、
易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
在苏联哲学研究，孔子研究，审美经验与审美文
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周
易》经传及某些问题的探源研究以及西方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恩斯特·布洛赫哲学著
作中译和理论研究等均在学界占有极为重要的
位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前苏联哲学研究方面
成果突出

哲学所先后推出了《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
（张念丰、郭燕顺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版），《斯大林哲学思想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
版社1983年版），《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斯大林思
想述评》（张念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斯大林哲学思想概论》（张念丰、王育民
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第五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
联的传播和发展，张念丰等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6年版）等一大批研究著作，发表了一系列
研究论文，被同行评价为“起步最早，研究深入，
成果丰硕，影响较大”。这一系列关于前苏联哲
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当时我国哲学工作者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苏联历史和苏
联哲学发展史，研究斯大林哲学思想，有着重大
的理论意义。其中，《斯大林思想评述》是我国
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评介斯大林思想
的学术著作，获吉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二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获
1997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1997年
度吴玉章学术基金一等奖。

美学研究成绩显著
师从朱光潜先生的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丁

枫先生出版了4部力作。其中，《美学浅谈》（辽
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以书信的形式，
通俗简明地介绍了美学的一般知识，在内容上
熔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对于促进美学知识
的普及，增进人们对美学这门学科的了解做出
了贡献。该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曾3次再版，
并获全国首届（1979-1983）通俗政治理论读物
评选一等奖，且以朝文在韩国出版发行。《美学
导论》（与张锡坤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获1986年度全国图书“金钥匙”纪念奖。第
一本研究高尔泰美学思想的学术著作《高尔泰
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获
第二届北方15省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
书奖。《西方审美观源流》（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一书被学界赞誉为自朱光潜先生的
《西方美学史》之后我国西方美学专题研究的又
一可喜创获。著名美学家杨恩寰先生评价道，

“《西方审美观源流》是中国学人第一次对西方
审美理论演变的历史做了发掘、整理和叙述，就
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来说，或叫做领域拓展，或叫
做填补空白，均恰如其分，并不为过。”《西方审
美观源流》获1987年、1993年北方15省市自治
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除了上述经典力
作，丁枫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丁枫先生
十分注重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高质量

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我国城乡少
年审美观念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和吉林省社
科规划项目《审美与人生境界》，受到好评。

继丁枫先生之后，陈一虹研究员潜心研究
美学，出版了《中国新时期学术思潮：美学卷》
（与裘方心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新时期学术思潮：美学卷》是《中国新时期
学术思潮》其中的一卷，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自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学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在
学术思潮的发展演进中把握了学术思想的交流
碰撞以及发展方向，对我国美学理论研究的进
一步推进起到开创性的引领作用。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优势明显，
反响良好

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著名易学家徐志
锐先生的《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
版）受到海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张秉楠研究员
的《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和《商
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其
优美的文字和独到的见解得到张岱年、杨宽、陈
鼓应等海内外著名学者的称赞；王育民研究员
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与吕希晨合著，吉林人民
出版社1984年版）被列入国家教委高校文科哲
学教材，并获北京15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
书奖；邵汉明研究员的《儒道人生哲学》（吉林教
育出版社1992年版）、《道家哲学智慧》（与张松
如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儒家哲
学智慧》（与刘辉、王永平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有限
公司2000年版）、《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
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大众儒学》（与刘辉、王
永平合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受到学界同
仁的较高评价。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评价《道家
哲学智慧》“是一本颇具新意和理论深度的全面
论述道家学说的新著”。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
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先生称赞该书：“把以老庄
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智慧刻画、勾勒出来，其论述
的全面性自不待言，其论述的深刻性尤让人回
味赞赏。”该书获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图书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获第
六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
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邵汉明研究员发表了《现代新儒学评估》《儒
学的未来》《“和而不同”：儒道释和谐思想分疏
及其当代启示》等一系列文章。现代新儒学研
究专家方克立先生评价《现代新儒学评估》一文
是他所看到的“评述国内新儒学内容最全面、观
点较稳妥的一篇好文章”。《“和而不同”：儒道释
和谐思想分疏及其当代启示》获吉林省第八届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儒学的未
来》获吉林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
类一等奖。同时，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三纲五常与现代生活》和国家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大众儒学》两项国家级项目。

曹福敬研究员的《大易阐真》（吉林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对《周易》经、传加以系统研究，
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见解，该书获吉林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发表《易经贞率折义》
《周易卦父辞编作年代新考》《论易卦符号的阴
阳寓义》等论文，为推动中国易学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刘辉研究员的《金代儒学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梳理了金代儒家思想的
形成背景、发展阶段及主要内容，凸显了金代儒
家思想的独特理论价值，对于展现金代儒家思
想的整体风貌、获得中国儒家思想的完整理解
有着重大的学理意义。在金代儒学领域的研究
中，刘辉研究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
儒家思想研究》，发表了《金代儒学特质》《金代

的孔庙和庙学述论》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对我国
金代儒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金代
儒学特质》获第十届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论文
类二等奖，《金代儒家思想研究》获第十二届吉
林省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成果颇丰
本研究方向以思想史为背景，以文献解读

为基本研究模式，重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希
望理论问题。特别是对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理
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成果颇丰。
恩斯特·布洛赫在流亡美国期间（1938-1947）撰
写了三卷本《希望的原理》，表达了他对一个没
有剥削、压迫和异化的世界的希望。《希望的原
理》一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人类梦
想和希望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传
统的创新之作，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唯物主义
思想，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研究领域。
该书的中译工作由金寿铁研究员推进，《希望的
原理》第一卷已于201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
版。金寿铁研究员以其诗意般优美的语言为我
国学界再现了布洛赫艰深的哲学思想，该书的
中译必然将丰富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
读视角的多样性。除此之外，金寿铁研究员主
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恩斯特布洛赫艺术研
究》，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恩斯特·布洛赫与希
望的原理》《恩斯特·布洛赫生态马克思主义及
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数余项项目，出
版了《希望的视域与意义——恩斯特·布洛赫哲
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在《中国社会
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高水平
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恩斯特·布洛赫
与其著作〈希望的原理〉》获第八届吉林省社科
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及
其文化遗产》获第九届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论
文类二等奖，《希望的原理》（第一卷）获第十届
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希望的视
域与意义——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导论》获第十
二届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数篇
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论点摘
编、全文转载。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研究积极开展

本研究方向从理论阐释的角度探讨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问题，同时
秉承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理念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周笑梅研究
员承担了中宣部马工程项目《以中国梦促进多
元社会价值观整合》，省社科基金十八大重点项
目《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参与政策研究》，
马工程项目《中国梦与价值观培育》数项项目，
出版学术著作《文化及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副主编，长春出版社2014年
版），在《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社会科学战
线》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新华文
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数篇；撰写研
究报告十余篇，获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数篇。
其中，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以典型培育城市
价值取向》获吉林省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论文
类三等奖，《以中国梦促进多元价值观整合》获
吉林省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长
春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扎实推进
本研究方向重点研究了马克思思想的理论

渊源、理论创见及现实启示问题，特别是对马克
思与卢梭理论关系作出了独到的阐释。吴永华
副研究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与
卢梭自由观的关系研究》，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卢梭自由观及其现实启示研究》，在《社会科学
战线》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为卢梭自由观正

名》《论卢梭〈爱弥儿〉的美好生活诉求》《卢梭论
两性平等》等一系列论文（译文），《论卢梭〈爱弥
儿〉的美好生活诉求》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科院（社科联）坚持“开
门办院、合作办学”方针，与全国多家省市社会
科学院、社科联和部分高校建立学术交流和合
作关系，参与共建多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并
于 2016 年与吉林省教育厅签订全面合作协
议。在这一背景下，哲学所先后与吉林师范大
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开
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其中，与吉林师范大学合
作共建了吉林省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
地“吉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与吉林
省高校“十二五”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哲学省级
优势特色重点学科”。2011年9月26日，中心
主办了题为《创新与发展：中朝学者“当代哲学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研讨会，这一研讨会是哲
学所历史上主办的非常重大的一次学术活动。
来自朝鲜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师范大学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
讨会就两国哲学及现实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讨论，对“中心”在社会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中国文化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促
进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是“中心”近
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全书围绕“回到马克思
与发展马克思”这一主线，既深入研究了马克思
经典著作，真实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全貌，又
探索了马克思经典语境和当代语境融合的途
径，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胸襟和视野构
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活的灵魂。

哲学所积极顺应社科院（社科联）以构建吉
林省领先、东北地区一流、全国范围有较大影
响、东北亚区域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新的发展形
势，努力开展智库建设。2018年3月，周笑梅研
究员以“吉林省公共文化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方式及效果研究”为题开展了调研。
调研选取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院、吉林
省群众艺术馆三家省级公共文化机构和长春市
图书馆、长春市群众艺术馆两家市级公共文化
机构，并最终形成了《吉林省公共文化机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方式及效果研究报告》。
调研报告获吉林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大调研优
秀调研报告。由周笑梅研究员承担的省社科联
十三五智库委托课题《吉林省新时代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研究》于
2018年7月赴上海、杭州、南京、哈尔滨等地展
开调研。通过调研，借鉴其他省市地区在新时
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积极经验，形
成调研报告《吉林省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其中的对策建议
获相关部门的肯定。

哲学所现有科研人员6人。目前主要致
力于4个研究方向的探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现实问题研究；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研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三是
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四是西方
政治哲学研究。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
理论深化与现实关注紧密结合，未来一段时
期内，哲学所将以吉林省级哲学优势重点学
科这一研究平台为依托，既扎实推进哲学基
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贡献力量，又积极拓展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献言献计。回顾以往，
展望未来，哲学所全体科研人员充满信心，努
力在优秀历史传统积淀的基础上，继往开来，
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为吉林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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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部分成员合影

吉林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部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