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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体现了该国居民对于自己寓

居的世界和实践创造活动的理解#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时

机$分类齐全的研究部门和学科体系$各级人才的有序培养都为新的研究趋势***文科研究综

合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章试图从自然科学研究的分工体系出发探讨文科体系建

立同样分工的可能性$从而为更好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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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3进一步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4的指导意见$ 作为面向二十一世

纪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时期的研究纲领!它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

面$ "!#哲学社会科学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历

史过程中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对于深化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出了

重要贡献$

鉴于当前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面临的新任

务!纲要也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界

定!其中!除了要继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增强传

统学科活力%适应时代的发展之外!还要注意新兴

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特别是推进哲学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

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为此!纲要还特别强调

要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研究项

目!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

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等

先进手段$ 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资料的整

理和研究工作$ 应该说!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这在新中国的建设史

上并不多见!它足以表明党和国家对这一领域建

设的关怀与重视$ 因此!提出和建设文科创新平

台建设的目标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

二%创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

意义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

为探索高校青年才俊培养%创新教学体系方法和

积极构建本科人才培养研究平台!先后出台了以

思考%研究与实践为导向且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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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专项培养机制$ 这项机制历经多年%不断改

进和提高!时至今日!已逐步成长为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科研组织和面向未来与全球化视野的人才

培养模式!并在理工科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取得了

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这充分表明了高校决策者

们!对于大学未来发展和规划!以前瞻性的眼光!

积极谋划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无缝对接$

不过!在高校学科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

能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经济类%理工类

和医学类专业由于实用性强%社会需求广泛逐渐

成为支配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

面!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却

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无法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等

原因逐步沦为边缘化学科$ 如果任由此种事态发

展下去!我国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面向 !# 世纪%建

设海内外一百所知名学府的目标!就会因人文社

会科学的短板而难以与综合类高校的名称相匹

配!并且!从各个高校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处!每年

主持召开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会和论坛的事实

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也绝不满足于仅仅在经

济类%金融类%自然科学%医学类等几个领域占据

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还希望在关系

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哲学人文科学类学科中崭

露头角并向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传

播&中国好声音'!铸造&中华民族级'学术航母驰

骋于世界学术海洋之中!展现出中国人孜孜以求

地为开天下太平以尚和%为济天下万民以崇贤和

为安四隅八方以化生的终极理念$

三%参与*文史哲+类研究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

众所周知!文史哲类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像物

化生类自然科学那样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

操作性%重复性的实验或可应用性数学模型的基

础之上$ 它只能凭借研究者本人所能驾驭议题的

能力以及那些分布在研究者周围%为他们唾手可

及的媒介平台上的数字化资源!作为自己描绘鸿

篇巨制的水笔和画布$ 其中!水笔勾勒出的线条

固然仪态万千%千头万绪且令人爱不释手!然而!

画布却在线条之先扼杀了画家本人的创造与狂

想!使读者永远只能体会到作者意犹未尽的画卷

残片$ 进而!也免不了!读者对作者不成熟的表现

手法与跳跃式的时空变换风格进行&横加指责'$

的确!每一本文史哲领域的&孤本'总是有着这样

或那样的缺陷!总是能够找到某一点%某个环节存

在的那些诸如论证不恰当%引证不充分等等此类

不完满的学术缺陷$ 读者们总是希望在一本书中

了解更多%更为详尽的内容!哪怕是一本刚刚交予

出版社付印的新书!也总能发现作者研究的不足$

作者也时常感叹自己有愧于他的读者!因而!期望

未来此书的再版能够抚慰他们内心中的愧疚与

遗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在课

题实施的物质性环境中!总能在互联网技术大范

围应用的背景下把自己的观察视域放置在云分布

的信息领域中!开展以多层次%跨地域和频验证为

特征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与研究$ 在这个过

程中!每个加入项目研究的参与者都是一个孤立

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参与

到项目实施和组织的过程中$ 甚至于!在某些开

放性的实验室中!他们并不需要直接与自己的科

研伙伴发生某种言语方面的沟通或理解性的协调

行动!而只是在自己关注的对象中!根据已经投入

使用的仪器设备!寻找着那些尚未被开发完毕或

有待探索的全新领域$ 与十七至十九世纪职业科

学家相比!今日的参与者!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

们那样!还需在仪器的选择方面煞费苦心地制备

合适的器材去适应自己的科研目标$ 这也就是为

什么我们每个人总能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频繁地

见到某个领域的专家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

仅仅凭借一人之力!便可从事复杂程度极高的科

研工作$ 以上诸如此类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鲜明特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并

不陌生!也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不应仅仅把实验室建设的成败与否作

为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创制是否成功的

唯一标志$ 这显然源于对于自然科学能够取得突

破性进展原因的误解!进而!盲目地设定各种与实

验室建设相关的评估指标来量化创新架构的完成

程度$ 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分裂!从而让人文关怀与文化育人的

功能与关于人的科学分道扬镳!折射出一种人与

人的文化毫无关联的假象$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的关键之处在哪里呢- 它在于,合理地把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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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即!广泛而有效的技术

分工使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从本科生到博士生#

能够在研究组织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

得一项科学研究能够从研究对象的某个点出发而

逐步形成一条渐进式地理论化的线索$ 其后!作

为&研究内容面'的丰富!较低学术层次的研究人

员能够迅速地介入到已经成型的&研究共同体'

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之中!帮助原有

的学科带头人将新的发现拓展到与研究对象相关

的各个领域$ 这种组织成长模式不仅有效适应了

不同层次研究人员水平不一的成长现状!最为重

要的是!它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化

为对新研究增长点的贡献$ 在准确地把握了这一

点之后!文科研究也可以遵从这样一种由点及面

的研究方式而不断拓展和完善$

四%面向问题创建文科研究大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文科创新研究的点!

在这个方面!孙正聿先生一番对哲学的解读或许

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他说,&我把搞

文科概括为 % 个字,功夫%学养%悟性%境界$ 没有

专业系统的6功夫.!没有广博知识的6学养.!没

有很高的6悟性.!没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和6境

界.!文科是搞不好的$ 现在存在一个巨大的误

解!好像文科人人都能搞$ 我觉得搞文科是有前

提条件的$ 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一套概念系统!

一套背景知识!一套研究思路!一套评价标准$

6概念.与6名称.是有原则区别的$ 就像黑格尔

所说的!名称不是概念$ 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为

什么你是专业的- 因为你操作的是一套概念+他

为什么是业余的- 他操作的是一套名称!或者说!

他是把专业性的概念当作常识性的名称来操作

的$'孙正聿先生大概梳理出一条人文科学发展

和研究的线索,人文科学的点便是概念本身$ 它

的线便是这一概念在人书写的历史中不断地再

现$ 而它的面只有在研究者本人那里才能实现!

也就是&悟'!也就是活着的精神!人!最终在他的

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那个通常存在于

哲学文本中解读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自己的外化$

&悟'!这个字在这里应用的十分恰当$ 它的字形

结构恰恰表明其指向便是自我的心!准确地讲!也

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 那么!&文史哲'这三

个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就好比一个人的祈望%实践

和对话这三个内容的统一!回答了人的已经完成

的历史何以得以显现$ 人的全部生活史便是一部

观念的外化史!便是一部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历

史$ 搞清了这个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启

示,#*没有历史的人是不完满的人$ 这就意味着

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究中的学生!因其阅历的

差异!在所能驾驭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

完满性$ !*没有实践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人的行

为意义的人$ 这就意味着参与到文科创新平台研

究中的学生应当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块理解其学

习内容的天地$ $*没有知行合一的人还只是学习

研究的门外汉$ 不管是语言研究!还是哲学研究!

没有人不会同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一判

断$ 正是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力量才把人从他私人

体验史中拯救出来而将自己的见解分享给他人!

并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寻找到共识!并使所有人为

了一个目标而共同迈向一个方向$ 正是语言的力

量!人的理想和人的生活空间才能在现实化的过

程中打上属人的烙印!使人在他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中找到了一个能够建立起&共鸣'与&争鸣'的

地方$ 到此!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已经梳理出

来!这就是!人在他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中以自身为

对象而反观那些仅仅以符号形式表现出的逝去的

人的事情和未来人的事情$ 研究的差异不仅仅存

在于人的生活史中!还存在于对于他人的事情!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以语言的力量组织在一起$

因此!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借鉴自

然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的成功经验!

组建跨学科的大文科创新公共平台$ 这一平台应

当围绕文科研究的关键性特点!合理分布架构层

级来适应不同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以四大模块!

即!调研数据共享中心%项目实施组织实践中心%

材料搜集与译介中心以及跨学科协同性分析作为

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主攻方向$ 这一新的平台架构

能够使每一个层级的研究者都能够在这个开发性

和流动性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方面!从

事调查研究的人员可以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探讨

自己研究的理论还有哪些不足和未尽之处!另一

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可以对调查出的事实

及时进行总结并使之上升为反映时代特点的精神

观念$ 在事实与理论的差异之间!在现实与理想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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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之间!研究者能够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不

同及时丰富或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还能够

在平台组织的各个模块中强化自己学到的技术性

操作规范与技能$ 技能是在反复熟习中掌握的!

理论是在与事实的亲密接触中被理解的!没有差

异就不会有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只能是对事实的

反映$ 而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每位研究者

都可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理解自己应当掌握

的技能并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技能基础$

五%小结

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每一所高

校或社会研究机构都希望能够抓住当前有利的时

机!提升本部门的研究实力!扩散自己的影响力!

从而为提升中国软实力添砖加瓦$ 但是!提升并

不等于催生!两者的区别便在于催生可以速成!可

以不计较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

问题!甚至于不必费尽心机地了解催生了什么%催

生出的将会是什么$ 提升则不同!要考察对象的

特点!及时总结!及时发现问题$ 它需要时间!也

正是如此!它不会立竿见影地收效出唾手可得的

成果$ 不过!只要能够把握住哲学社会科学的总

体特点!为它配备一个合适的成长平台!那么!中

华文明的璀璨之珠定会在研究平台中绽放出美丽

的灿烂之花$

&参考文献'

&#'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

若干意见 &A;IFU'*3??O+IIccc*),>*8.I),.)]/,I

8,.?7.?I!""$I8,.?7.?lH!#K#*3?P*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

见&A;IFU'*3??O+IIccc*835./<:.*,-)*8.I.#!&GMM"I

.#!&GK$GI##"#$$&M*3?P0*

&$' 马若水$钱虹姝$陈正发*文科创新实验平台与科技创

新&+'*实验室研究与探索$!""&!G"+#"#L#"$*

&&' 栾述文$王晓军+论提高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方略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K !%"+

#"!L#"M*

&M' 张国强*论文科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及培养&+'*中国

高教研究$!""H!H"+#KL!"*

&H' 龙志鹤*文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中国

高教研究$!""H!$"+H"LH#*

&K' 孙正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他

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学术界3学术探索$

!""M!!"+KL!!*

"责任编校!杨D睿$

F.8&21,")".*$#"7..&#+($&.>0+('&,28&.*(,C-($&.'&,>)$0&*&1): +.45&-$+05-$".-"

+_EQU5

"C,(D,*4(*506+*17! 9*,(;*( $"""##!:#*(,#

?9*(,+-(,

V350,<,O39/.: <,85/0<857.87! /</<9P],0,1./?5,./0<O5-5?/.: 8(0?(-7,1/8,(.?-9! 7P],:9?37(.:7-<?/.:5.),1

?37c,-0: /.: O-/8?587/8?5>5?57<,1?37O7,O07,1?378,(.?-9*2(--7.?09! ?37-7<7/-83 ,1235.7<7O350,<,O39/.: <,85/0<857.875<

(.:7-),5.)/. (.O-787:7.?7: ,OO,-?(.5?9! 80/<<5157: /.: ,>7-/00-7<7/-83 :7O/-?P7.?</.: <(]J78?<9<?7P</.: ,-:7-7: 8(0?5>/?5,.

,1:5117-7.?)-/:7<,1?/07.?<0/9?37>5-?(,(<]/<5<1,-.7c-7<7/-83 ?-7.:! ?378,.<?-(8?5,. ,18,PO-737.<5>7<9<?7P1,-<,85/0<85L

7.87-7<7/-83*635<O/O7-?-57<?,:5<8(<<?37O,<<5]505?91,-<,85/0<857.87-7<7/-83 ?,<7?(O ?37<9<?7P,10/],-:5>5<5,. ]98,PO/L

-5.)c5?3 ?37<9<?7P,10/],-:5>5<5,. ,1./?(-/0<857.87-7<7/-83! <,/<?,370O ?37O-,<O7-5?9,1O350,<,O39/.: <,85/0<857.87]7??7-*

@": %&,4*,

O350,<,O39/.: <,85/0<857.87+ /-?+ 8,PO-737.<5>75..,>/?5,. O0/?1,-P+ <9<?7P1,-0/],-:5>5<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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