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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第4辑）》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发挥老中
青科研专业人员的传承作用，鼓励奋发上进和理论创新，2004年6月10日第七次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
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
编辑出版委员会由李锦坤院长任主任，荣长海、易明、项新、张健、赵建秀、王立国为成员，具体编
辑出版事宜由院科研处、出版社、老干部处等分别负责。
　　入选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的作者，为在我院获得或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人员
（含已离退休者，不包括调离我院者），其入选作品由作者自定，总篇幅为三至五万字，一般为公开
发表的论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每集收入10人，按其获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时间排序。
陆续结集出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已于2006年、2008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出版发行。
现出版《天津社会科学院专家论文选集》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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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门岿（一）作者自述（二）学术成果目录（三）代表作品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十五周年巡礼千锤
骨难柔--李欣，活跃在当代政界的一位杂文家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大元帝国的儒教大宗
师--忽必烈二、张景荣（一）作者自述（二）学术成果目录（三）代表作品邓小平运用矛盾理论的高
超艺（摘要）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文化观（摘要）论文化的力量（摘要）邓小平改革思想与新世纪改革
实践论化解矛盾总体布局的哲学意蕴三、李超元（一）作者自述（二）学术成果目录（三）代表作品
略论虚拟性实践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论虚拟的含义及虚拟性实践的多种形式略论我国转型期道德建设的
几个难点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价值取向素质转型--世纪之交中国素质建设的飞跃老子非文化
观剖析（摘要）略论名家的衰没及其历史教训（摘要）四、张健（一）作者自述（二）学术成果目录
（三）代表作品石桥湛山的经济思想及其在战后日本的影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外交
浅谈日本的战后赔偿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五、濮文起（一）作者自述（二）学术成果目录（
三）代表作品兼容·杂糅·愤世·抗争--中国民间宗教的特殊性格羊宰论宝卷学发凡民间宗教与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关注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民间宗教调查琐记六、刘锡钧（一）作者自述（二）学术成
果目录（三）代表作品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
价值观儒家"诚"说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传统道德正负价值辨析论“耻”⋯⋯七、刘立均八、张利民九
、韩士元十、王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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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入新的领域，适应新的要求，解决新的问题，增强当代杂文的时代服务性。
”他认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无所评议，就难以视作杂文。
他在《老声新弹·前言》中明确说：“文章合为时而著’，现代杂文有明显突出的时代性，它紧密切
实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社会的风气，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利害而抒发好恶，议论得失，漫谈见解，
杂评正邪。
褒贬扬抑，皆成文章；短长隐显，随变适会。
百花齐放，各具色彩；统一要求，社会效益。
”这些论说皆发人深省：是对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对那些灰色阴暗、乌七八糟、只凭
个人好恶、信口雌黄一类杂文的挑战；也是为所有革命的、把杂文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工具的杂文作者吹起的响亮号角。
在文艺界，曾有人打着“写真实”的幌子，贩卖不健康的货色，李欣针对那些杂文逆流，对于杂文的
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论说，他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认识。
他说：“打算使文章有内容，就要反映有意义的经验和思想，要使你写的东西别人喜闻乐见，就要能
够提出并且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
归根到底，离不开革命实践和实事求是。
”（《老生常谈续编·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说从实践经验中我懂得了：一、讲真话并不完全等同于
讲真理，不同的立场观点有不同的真情实话；二、讲真话并不等同于实事求是，离开了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的调查研究，脱离了客观社会实践的检验，真情实话也可能是盲人瞎马；三、个人真实感受并
不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及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反映⋯⋯如果以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那就可能犯程度不同不同的错误。
“写真实”是文艺界的老话题，但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写真实，李欣之论出，才可谓透彻洞达。
这三点足以使所有杂文作者“茅塞顿开”终身受用。
关于杂文的服务性，李欣是和杂文的社会作用一起来论述的。
他认为“人民生活需要杂文，决定了杂文发展应贴近人民生活，不背离国计民生的需求。
杂文理所当然要满足人民生活的一定需要。
他又认为“社会时代给予杂文的任务，使它具有时代社会的特征。
”“杂文是社会时代的脉搏”，杂文就要为我国当前艰巨复杂、任重道远的经济改革披荆斩棘，摇旗
呐喊；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同时他还认为杂文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工具，杂文应起到为振兴中华、为人民服务而发挥的思想政
治工作的作用。
因而从根本上说，杂文是党的战斗武器。
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建党初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瞿秋白，以及后来一些党的
领导干部，像陶铸、王任重等等都写作杂文或提倡写作杂文，他们都是把杂文当作为党的战斗武器和
工作工具之一来对待的。
但是杂文毕竟不是党的理论报告，不是政治文件，它的本色仍是一种文艺作品。
所以李欣也指出杂文是一种文艺性论文，“缺乏文采趣味，不是杂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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