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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国
社会科学构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20 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就是它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
起，面对种种历史性与世界性的挑战，努力探索、努力创造的过程。在这一百年
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大飞跃。每一
次重大飞跃，不仅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而且带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 
      第一次重大飞跃，是对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
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康有为曾用进一步神化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
通天教主的办法，来否定两千年来所尊崇的经学、儒学。章太炎则用“订孔”的方
法，将孔子定位为功勋卓著的古文献整理和保存者、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将
“经”定位为由孔子整理和保存下来的一批古文献。他们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对传
统经学及传统儒学重新加以审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这一次对传
统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和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相配合，
结束了“读经”为教育首要甚至最高使命的历史，解放了因“独尊儒术”而长久被
压制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包括被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古
代科学技术成就、被视为不可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以及内容极为丰富的佛学
思想资源等等。通过这次重新估定，儒家学说本身也得到较为客观的梳理，特别是
孔、孟、程、朱之外各派儒家学说，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价。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由
此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经传注疏”式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获得了了解东西各国学
术、思想、文化成果，独立进行探索、思考、创造的广阔空间。当然，经学的影响
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在重新估定各种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资源时，粗疏和形式主
义之处甚多，甚至使用新的“经传注疏”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传注疏”方法。尽
管如此，这一次重新估定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却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次重大飞跃，是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 17、18 世纪以来西方学术、
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当中国人开始以西方为师时，资
本主义的各种内在矛盾已经明显暴露。20 世纪初，一批立志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在规划中国未来发展时，已考虑避免
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后，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成了更多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在中国的传播，1929 年世界
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稍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肆虐，都使西方资本主
义思想文化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以及这些国家发展道路所曾燃起的热情进一步破灭。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除了翻译介绍 17、18 世纪以来启蒙思潮的一
批代表作外，有很多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正是这一番对西方学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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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对待西方资本主义
各种成就，从而思考如何从东方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合乎中国特点的中
华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即是这一阶段思考和实践的集大成
理论成果。 
      第三次重大飞跃，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
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物的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解放
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
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由于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误导，对于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片面的、教条式的理解或解释，一度占据了学术、思想、
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而不少马克思、列宁所坚持的、包括毛泽东曾坚持的观点，
反而被当作错误的或过时的见解被抛在一旁。这就使人们的思想，使社会科学的发
展，套上了新的桎梏。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
展迎来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一思想解放，形成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标志的新的理论成果。由此，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
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中国社会科学立足于中国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努力使实践上升为理
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同时，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
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各学派的研究成果，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不断丰富自
身。这一切成果又推动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及 17、18 世纪以来西方学
术、思想、文化的再估定，即对前两次重大飞跃的全面检讨，对先前学术、思想、
文化资源的新发掘。这样，就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局面。一百年来三次
重大飞跃，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一个新的范畴、概念乃至范
式体系，这都从不同程度上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华民族的
复兴，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
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变迁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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