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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部成立一周年之际，《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一书出
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长发展的30年，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阔步前进的30年，是不断开
拓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的30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来贺信，明确要求中国
社会科学院要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
，努力建设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
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诸多前辈大师的丰富学识和他们对年轻人才的培养
，是几代学者和全院同志共同奋斗的结果。
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学术大师，以他们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
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被学界同仁尊为楷模。
展望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责任更重大，必须培养出更多的学术领军人
物和科研骨干，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一条通向学术大师的成长之路，培养新一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是
党和国家的要求，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需要，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
愿望。
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长期酝酿、反复比较和慎重决策，于2006年8月组建学部，推选首批学部
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优化科研管理体制和人才激励机制、提高学术水
平和创新能力、培育学术大师为目标的一项重大改革。
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47人）和荣誉学部委员（95人），都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相关
学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学术水平为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专家学者。
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洽学之道各有所异，成长之路各有千秋，但在他们身上，热爱祖国、
追求真理，潜心学问、勇于探索，淡泊名利、垂范后世的精神和风格却是共通的。
青年同志要想跻身学者的行列，首先要学习、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德。
今年3月，院青年中心在院学部主席团的支持下，组织青年学术骨干与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开展
“一对一学习访谈活动”，《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一书，就是这次学习访谈活动的成果。
它力求真实记录142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的人生之旅和治学之道，生动展示
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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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部成立一周年之际，《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套装
上下册）》一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长发展的30年，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阔步前进的30年，是不
断开拓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的30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来贺信，明确要求中国
社会科学院要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
，努力建设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
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诸多前辈大师的丰富学识和他们对年轻人才的
培养，是几代学者和全院同志共同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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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委员方克立 为人治学崇平实王叔文 光明磊落 风范长存王家福 潜心法学研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史金波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须向险峰叶秀山 学无止境田雪原 用知识和汗水，播撒学者正
义良知刘庆柱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刘国光 改革要让最大多数人利益共享刘树成 潜心治学 锲而不舍
吕政 中国经济学家的理想汝信 真理之树长青江流 从爱国少年到共产主义者江蓝生 她把学术看得很重
余永定 我的一些治学感受冷溶 围绕党的理论创新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张卓元 锁定目标 笔耕不
辍张晓山 为了弱势群体的福祉张海鹏 对中国近代史的不懈探索张蕴岭 怀报效国家之志 走务实研究之
路李扬 理性 严谨 平和李京文 热爱 追求 勤奋 诚信 创新 奉献李崇富 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李景源 基于实
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李静杰 终生奋斗 不辱使命杨义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圣明 坚持真理开拓创新
汪同三 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专家沈家煊 世界眼光 中国立场苏振兴 安于平凡 成于勤奋陈佳贵 大家风范 
朴实人生陈祖武 为人为学 浑然一体陈高华 业精于勤卓新平 以真求学 以善待人 以美为鹄周弘 真诚于
心 努力在我 学无止境 以精求博周叔莲 严谨执著的本色学者 解放思想的大家风范林甘泉 历史的追索郑
成思 著书立说 治学济世郝时远 博学慎思 明辨笃行耿云志 揭示真实的历史 使人们变得聪明梁慧星 为
权利而斗争 为民法而斗争黄长著 学习无止 探索无尽黄宝生 超脱处世 执著梵学景天魁 兼容贯通程恩富
为强国富民和人类进步而思想裘元伦 为国家利益而工作靳辉明 坚持、发展、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
廖学盛 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荣誉学部委员丁伟志 路漫漫兮，上下求索丁守和 从“小木匠”到荣
誉学部委员于光远 海纳百川 矢志不渝于祖尧 身不由己 生由己仇士华 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孔繁 
仰山铸铜 煮海为盐王仲殊 汉唐考古与中日交流史研究的专家王庆成 王庆成与太平天国研究王贵宸 淡
泊名利 德研双馨王耕今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邓绍基 孜孜以求 见微知著刘世德 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创立者
刘克明 苏联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刘海年 术攻法史兴法治 心系家国倡人权刘起钎 考辨经籍 承先启后刘楠
来 筚路蓝缕 献身中国国际法事业刘魁立 我选择了民俗学吕大吉 一代文章必有宗 十分沉实见精神朱寨 
心存感激 笔耕不辍朱大渭 治史者应追求“德、才、识、学”的完美统朱绍文 苦读人类经典寻求救国
救民真理何方 刻苦学习独立思考何遁维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何振一 潇洒天地间：辉煌与淡泊的人生何
龄修 思精写佳作余绳武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之路余敦康 饮之太和佟柱臣 神州踏遍觅新知 史前边疆均
立言吴元迈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吴宗济 析调论音七十年吴承明 求知不懈 笔耕不辍吴家骏 冷静 严谨
认真 热诚张炯 学术的反思与希望张长寿 商周考古纵横谈张守一 用定量化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的先行者张泽咸 勤读原著考竟源流张振鹍 历史贵在真实张椿年 学问求真宽厚朴实李琮潜 学砺志 求索
不已李奇 倾力做人治学 一心为国为民李步云 与时代共舞的法学家李道揆 “我确确实实是爱国者”杜
荣坤 居高自远 恬淡人生杜继文 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杨天石 漫卷风涛入史篇杨绛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
者”杨曾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汪海波 执著于中国工业改革与发展的不懈探索汪敬虞 真理总在下一句
谷源洋 爱党 爱院 爱事业邵荣芬 认认真真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陆学艺 脚踏实地 胸怀全局陈桑 “人生最
恨是虚生”陈之骅 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陈乐民 研究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陈启能 把史学理论当作一
项事业来做陈宝森 求真务实做学问陈栋生 循理求道 春华秋实陈筠泉 哲学的天地和哲学所的天地陈毓
罴 曲径通幽处桃源苦觅寻周定一 学者气度诗人情怀巫白慧 构筑中印学术研究交流的桥梁庞朴 传中华
之慧命 探古历之幽光金宜久 研究宗教要关注现实柳鸣九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胡庆钧 在比较中探求奴隶
制社会的规律与特点赵人伟 书山无顶真为途学海无边勤作舟赵凤岐 一位求是进取的哲学家姚介厚 走
上西方哲学的治学之途⋯⋯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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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张天行（以下简称张）：您的父亲方壮猷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早年在清华研究院受业于王国
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后留学日本、法国，回国后长期在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您的学术工作是否
深受家学的影响？
有些什么影响？
方克立（以下简称方）：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在知识和教养方面自然要受到家庭的影响，但在我
成长过程中，给我影响更大的是历史时代、学校的集体生活、老师和党团组织的教育。
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但他并不希望子继父业，而是鼓励自己的子女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
我高中毕业那年也是准备考理工科大学的，有天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提
前招生，你是学生干部，文理科基础都较好，最适合学哲学，学校已决定推荐你报考。
我想多一次应考机会也无坏处，赶紧复习了几天历史、地理就上了考场，结果在统考前收到了人大的
录取通知书，并告知不得再参加统考。
我就是这样带着很大的盲目性进入人大哲学系的。
父亲后来说：家长多年教育引导不如学校老师的一句话。
我从事的学术和教育工作与父亲的学科专业是有联系的，但由于他过早地辞世，我直接从他那里得到
的学术资源并不多，无形中受到影响的倒是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一是对史料特别重视。
我从有关父亲的资料中知道他过去治学特别刻苦勤奋，在我直接同他接触的那些年月里，他已主要从
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但回家一有时间，就伏案披阅史书，摘抄文献资料，思考和研究学术问题，所
以仍不断有史学成果发表。
历史学家的勤奋和严谨特别表现在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上，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是重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父亲所受教育无疑还是唯心史观，抗战时期他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兼课时，与赵纪彬、杨荣国等教授
共事，初步接触到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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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朝著名词人陈廷焯有句名言：事非经过不知难。
从开始策划、组织这次“青年学者与学部委员学习交谈”活动，到现在定稿付梓，回想几个月来的曲
折辛苦，的确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这次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参与规模大。
142位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当然是这次活动的“圆心”，围绕他们，共有150位青年学者参与了访
谈活动；为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共有22位同
志承担了组织联络工作；院报编辑部作为支持单位，组织精干力量，积极参加编辑、审核工作；与此
同时，几乎所有相关研究所的所领导都对这次活动给予了热情支持，各所办公室、科研处同志为活动
提供了大量帮助；院学部工作局、院办公厅、直属机关党委的领导及有关同志对活动提供了直接的指
导和支持；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这项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院领导的关怀，陈奎元院长为活动成果题写
了书名并欣然作序，冷溶副院长不但对活动给予具体的关心和指导，而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了
近2万字的访谈稿件，并对稿件内容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李慎明副院长多次指示，要切实搞好访谈活动。
可以说，这次访谈活动，就是在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这一个个“圆心”之外，建立了无数个“同
心圆”，大家一起围绕这些“圆心”来完成工作。
粗略统计，这次活动所涉及的人数几近500人，这个规模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二是组织难度高。
由于各位委员的学科不同、单位不同，甚至由于学者的性格、志趣等原因，在活动组织过程中碰到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难题，特别棘手的是，有两位学部委员和一位荣誉学部委员已经过世，有个别委员
因年龄或身体原因已不能参加访谈，因此，我们的活动还具有“抢救”或“挽救”的性质。
为此，我们动员了几乎所有可动员的力量，有关单位领导、学者家属及学生弟子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个别年逾花甲的老同志、个别所领导还主动承担了与老师的访谈写作或回忆整理工作，保证了此次访
谈活动的完整性。
三是活动时间紧。
从这次活动正式启动到成果出版面世，只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由于各位委员的访谈进度和资料提供
的情况参差不一，有时要来回反复好几次才能最后定稿，这给最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为赶在学部成立一周年之际顺利出版，院报编辑部、院网络中心、院图书馆及有关同志提供了相关图
片资料，由于时间紧迫，这些图片未能一一署名，在此谨表歉意，同时致以谢忱。
方志出版社领导亲自督促，负责组稿、审稿、校对、制版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体现
了极强的敬业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说，现在展示给大家的活动成果集，除了凝结了学部委员、学术大家们的心血、智慧
外，也凝结着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心血和智慧，是大家的合作、奉献、敬业精神保证了这次活动的圆满
成功。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我们也在老一辈学者的人生经验和治学经历中感悟着，在全体同志的积极协作和
无私奉献中感动着，这是一段难忘的、快乐的经历。
由此，再来回想“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句话，或许可以再加一层理解：难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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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套装上下册)》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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