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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辉明：新中国社会科学六十年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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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中经历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共和

国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投写了重重的一笔，她的伟 大业绩，为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古国的重新

崛起，为在21 世纪再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曲折，当人们回忆20世纪下

半叶新中国所创造的奇迹时，无不为之而自豪！与此而相伴随的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历尽半个世纪的

风雨沧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更是迅猛。它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

造和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同时，在这个过程

中，也推动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谈及新中国六十年所取得的光辉成绩，社会科学功

不可没。今天，认真反思新中国社会科学六十年走过的道路，正确地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

训，对于面临新世纪的社会科学开拓前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 建国前的中国社会科学 

  谈论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也不应该不忘记旧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况和取得的进展，因为思

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一种延续性，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割断历史，不是科学的态度。新中国的社会科学

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它毕竟是从旧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而来的。 

  在建国前，我国社会科学的思想纷争，派别林立，但从性质上来讲，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是与

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相联系的旧的社会科学；二是“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新的社会科学。这两个方面，在

某些领域都有所建树。而后者直接为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奠立准备了充分条件。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千百年来都以灿烂的东方文明而著称于世。近百年来虽然落后了，但

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优秀文化、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特别是文史哲方面，依然成绩斐然。20世

纪上半叶，尽管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生活清苦，但仍然有大批科研成果问世，有

些精湛之作迄今还在发生着它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

括殷墟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清的明清档案，以及考

古学的其他发现，这为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个时期，在甲骨文、

金文、青铜器铭文和古典文学，以及在商周史、秦汉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边疆地方史和宗教史

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了一批像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和胡适这样的学

术大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甚至有的学者已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越来越多。 



 

  “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

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现实在，观察历

史，重新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

动的原因》，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行史纲》等，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

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著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方

法研究中国古代史而得出的结论，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同时，中国学术理论界开展了一场中国社会

史问题论战，各派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

生产方式等问题，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接着，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

国社会》两书中，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阐明西周是封建社会，从

而为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30、4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学

领域，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

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

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在哲学领域，有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胡绳的《理性与自由》、剪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

要》等。此外，关于法国哲学思想家的著作和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也开始翻译出版并向我国学术界进

行介绍。在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学兴起，短短几十年间，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各种文学作品出版

量尤其巨大。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闻一多、田汉、夏衍、老舍、巴金、

丁玲、曹禺等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家。毛泽东称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

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在回顾建国前我国学术界理论发

展时，决不能忘记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过

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

会矛盾。写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此外，还

谱写了气势恢宏的诗词。这些著作，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

其知识广博，思想精深，具有极高的学术理论价值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在建国前，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已经有

了相当的发展，它们是当时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又极大地作反作用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我国资本主

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软弱无力，它在外国帝国主义

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无所作为。只有“五四”后在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文化、新的社会科学，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

旧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

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

和社会革命论。” “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

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 …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

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要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

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②这里，正确地阐述了“五四”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中国社

会科学发展的形势及其在当时所起的革命作用。建国前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新中

国社会科学的奠立了准备思想材料，并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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