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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在现场：亲历改革开放30年》收集了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其决策过程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者的见闻实录和亲身经历。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也是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要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事件出发，沿着这个方向，迈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
书中涉及的面很广，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回顾，有参加林彪、江青案审判
的追忆，有深圳、海南调研追记，有关于包产到户、城市发展、宗教研究、区域经济、土地与房地产
改革、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服务经济、国企改革、企业属性、全民低保制度、民营经济、逻辑与语
言函授大学、生态经济学、“汉藏语系”、人口政策、国际交流、民族调查等方面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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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伟志，男，汉族，1931年1月出生，研究生，中共党员，潍坊市潍城区人。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1947年暑期至北京，考入志成中学读高中。
当年冬返回潍县，筹划赴解放区，并在当地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
1948年7月，入华东大学学习。
1948年11月，随校自潍坊迁济南，并接受组织安排，在华东大学工作。
1950年冬，随校迁青岛。
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历任山东大学教育科助理、教育处秘书。
　　1951年11月，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读研究生。
1953年2月，入马列学院，修读哲学专业。
1955年夏，完成研究生全部课程，毕业。
同年7月，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在哲学组从事研究工作。
1964年秋，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后，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哲学组从事研究
工作。
1973年10月，调至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参加范文澜著《中国通史》新版的编撰。
1975年9月，调至《历史研究》杂志社，任副主编。
1980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总编辑。
1985年7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1988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1995年底离休。
先后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顾问。
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从事研究工作四十年来，代表性著作有《儒学的变迁》、《张载理气观析疑》、《马克思主义与
宏观历史研究》、《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论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论历史的暂时性、变
罕性和阶段性》、《试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重评"文化调和"论》、《中西体用之间》、
《无树有巢》（文集）、《桑榆槐柳》（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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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忆一个座谈会和《未定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附录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
谈会上的书面讲话“大”、“洋”、“古”是罪名吗？
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客观真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战斗一定要
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坚持实践标准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邢贲思回忆“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我在哲学所经历的几件事参加林彪案江青案审判二三事
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前进－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艰苦创业的回忆对两次史学规划会议的回
忆乘风破浪走向国际－记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争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经过农村第
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在这里诞生《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回顾“
改造振兴上海调查研究组”工作回顾集中各方智慧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忆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八
单位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结缘经济特区互动改革开放－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深圳、海南的调研
和咨询区域经济研究30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点滴回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一个既简单又难缠的问题：什么是企业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社会调查要沉下去，沉得住－私营企业调
查的体会民营经济研究十二题亲历生态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30年中国第一家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建立
的前前后后－记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我在改革开放中亲历的几件事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回忆片
断服务经济的曙光土地与房地产改革30年的重点回顾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城市发展理论从“导游”到“
导师”的嬗变中国人口政策：艰难困苦的合理选择努力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服务开创社会指标
新领域，为改革开放服务中国全民低保制度创建纪实法治征程的足印我与中国反垄断立法我在改革开
放30年中的宗教研究工作情系西藏－藏东南边境民族调查的片断回忆为建设“汉藏语系”大厦添砖加
瓦回忆文学战线思想解放的几件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史诗－田野调查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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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忆一个座谈会和《未定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历史时
期30周年。
在纪念这个历史伟大的转折之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少老学者都谈到我院当年在这方面所起的促
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便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了，翌年5月，经中央决定，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由胡乔木同志任院长，邓力群同志和于光远同志任副
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便着手恢复、充实完善机构，制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划。
1978年2月20－21日便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座谈会。
“两个估计”就是“四人帮”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17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说成漆黑一团，把广大的
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都说成是所谓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这样的污蔑，其意图就是要欺骗人民，篡改马克思主义，以便更顺利地实行封建专制主义。
为开好这个会，胡乔木同志指示说，揭批“四人帮”应该多下工夫，应该讲得深些，要鼓励大家解放
思想，大胆讲话，要在要害方面多提建议。
　　我于1978年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院写作组副组长，因此有幸参加这一盛会。
这次座谈会是由邓力群同志主持的，在主席台就座的除已任副院长的于光远同志外，还有将任副院长
的周扬、许涤新等学术名家。
到会的也多为本院的名学者。
会议开得很隆重，发言热烈而深刻，耳闻目睹使我深受教育、鼓舞。
事后新华社发了电讯，《人民日报》还两次以整版篇幅摘登了多位到会名学者的发言，并发表了评论
。
在这里，我首先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我的回忆作些介绍，谈谈我的肤浅感受。
　　一、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便宣读了郭沫若同志的书面讲话，题目是《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
这位德高望重、身体有病、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学术文化大师说：“开这
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
‘四人帮’千方百计毁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想搞垮我们这支由老中青三部分组成的理论队
伍。
他们全面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都散布
了许多谬论绝不能低估，我们要认真地从理论上对他们的各种谬论进行深入的彻底批判，在批判中把
我们的队伍整顿好，建设好，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推向前进。
”　　郭老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加以坚持。
我们要勇于探索，“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
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
　　郭老的这一书面讲话，更加鼓励了到会者勇于大胆发言。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黎澍同志便发言指出，“四人帮”是社会科学的敌人，“文化大
革命”以来相继暴露出来的林彪、陈伯达乃至王、关、戚之流是“四人帮”的同伙，他们都是用“两
个估计”来对待科学和文化工作的。
陈伯达对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说：“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
”甚至还说：“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
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
戚本禹则说：“知识越高可能越不革命。
”张春桥说得更露骨：“宁可全国都变成文盲。
”1966年，“四人帮”还偷偷摸摸地撤销了我国有名的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样重要的理论研究机构，“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就指使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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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之流盘踞在这里，煽起打砸抢的歪风，从而大大损害了学部的声名。
这就表明他们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威力深为恐惧，必将这些理论文化机构加
以破坏而后快。
在哲学研究上很有成绩的中年学者邢贲思同志也在发言中揭露“四人帮”及其党羽公然禁止科研人员
搞业务，致使许多课题的研究因此中断了十多年，造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必然要推行愚民政策、蒙蔽主义，扼杀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的事业，以便欺骗
愚弄人民。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同志有深切的体会。
他在这次座谈会上以《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为题发言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
动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
其影响遍及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方面，语文工作当然也不能幸免。
”高等院校的语文教学就遭到了严重摧残，中文系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课都被取消了。
这样闹腾的结果，毕业的学生多数知识缺乏，文理欠通，难于工作。
教这些课的教师则被迫改行，有的去打杂或下放，有的被勒令退休。
他又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以我国情况而论，中文的科技资料很不够，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外语不好，不能利用外文资料，就不
能好好工作。
我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很多，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外文不过关是原因之一，而“四八帮”却给钻研外语、
外国科技的研究人员戴上“洋奴哲学”的帽子。
　　“四人帮”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压制学术文化的发展，还颠倒是非，给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制造了种种“罪名”。
文学名家冯至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即以《“大”、“洋”、“古”是罪名吗？
》为题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他说，“四人帮”怕人有哲学思想、历史知识和革命实践经验，使他们的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不能为
所欲为。
为此，他们给我们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加了不少罪状，有两大条是“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
蒂固”。
他们用这两条罪状把学部的全部工作都否定了。
其结果使人不敢碰“古”，因为“古”是“封”；也不敢碰“洋”，因为“洋”是“资”；甚至现状
和理论也不敢碰，因为这都会涉及“修”；也不敢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大”也是罪名之一。
最后是什么也不能搞。
我们要问：“古”要不要研究？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研究整理，使人民熟悉历史的本来面
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很有益的，这和宣扬封建主义有
什么共同之点？
“洋”要不要研究？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是封建时期的愚昧
。
我们对外国的知识少得可怜，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相比，大不相称。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加强对外国事物的研究。
不要被“洋”、“资”两个字吓得不敢前进一步。
搞好现状研究与理论研究也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有这样的言论说：现状不好研究，因为现状复杂，怕分析错了；理论更不好研究，措词稍有不当
，就会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这是“四人帮”在混淆是非，使人思想混乱。
惟其如此，我们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现状与理论的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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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要问，“大”是不是有罪？
我们说，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以大小来衡量。
精辟而深刻的研究，写得短一些，是更受人欢迎的；相反，内容空洞的大书往往被人厌弃。
但是写一部以丰富资料为基础、总结本学科成就并有所发展的著作，或者写一部综合性的、范围比较
广泛的多卷本的大书，这种“大”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
因为这样的著作，或能为本学科打下更好的基础，或可供本学科的研究者参考使用，这是研究所的一
个重要任务。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则沉重地指出，经济学界是陈伯达等下手最早、摧残最
狠的对象。
他们首先抹杀的就是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工作。
比如1958年，陈伯达、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经济所曾会
同其他有关单位召开了讨论这些在当时说来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
同时也对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带头刮起来的这股“共产风”表示强烈地异议。
于是就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怀恨在心。
1964年，在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陈伯达就全面否定了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经济所搞
的是修正主义，说孙冶方同志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更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
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
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经济所掀起烧书、卖书的恶浪，搞得人心惶惶，致使经济所瘫痪长达12年之久
。
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孙冶方同志则被捕入狱。
孙冶方同志在1951年就查出患有肝部疾病，而狱中的艰苦生活更使他的身体深受摧残，但他坚持科学
真理，不屈不挠。
为了那些还留在自己脑子里的学术观点能见天日，在长达7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先是以要写大的揭发
材料为名，向监狱长要了好多张纸，以《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为总标题，写下的洋洋3万言
的科学论述。
后来要不到纸张了，他就以默念的特殊方式，为他的经济学重大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85遍腹
稿，这是何等惊人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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