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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林在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上指出： 继承先辈学风 创造学术精品    
本报讯（记者田垣） 11月4—5日，由我院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华大学思想文化
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
协办的“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王洛林副院长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    王洛林指出，侯外庐同志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
原著和西方学术经典的把握，为他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
学风。同时，侯外庐同志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郭沫若、范文澜、
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在新史学五大家之中，侯外庐同志对中国古代历
史特点的研究贡献特别大。正如胡绳同志《纪念侯外庐同志》一文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
的信念没有妨碍外庐同志在学术研究上独立思考，提出独创的见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没
有使他流于肤浅和教条主义。”对上下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传统，他做出了批判性的科
学总结，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丰富了历史学的宝库。    王洛林说，侯外庐同志离开我
们已经十多年，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思想通史》问世也已经半个世纪了，但他的思想与学术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磨、暗淡，反而显示出巨大的生命活力，激发了众多的海内外学人对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思考。他的巨大的学术成就是和他独特的理论修养、创新勇气、研究方法和
执著精神分不开的。侯外庐同志强调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来不得半点虚假。他
认为，“科学上的诚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毫无顾忌地”尊重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    
王洛林强调，我们正迎来一个改革开放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党和国家对从事社会和人文科学
研究的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聚集一堂，纪念侯
外庐同志的百年诞辰，总结他留下的丰厚的学术遗产和思想遗产，讨论他为之耕耘了五十余载的
中国思想史园地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更加需要缅怀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工作者，学习他们优秀的品格，发扬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学风，拓展他们的事业，创造
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学术精品和理论巨著。    历史所所长陈祖武在开幕式上说，侯外庐先生是
历史所的老所长，他一生为历史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
科，是历史所的一个传统优势学科。他为历史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专家。侯
外庐先生一生的卓著业绩还充分说明，他不仅属于历史所，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且也属于全
中国的学术界，是我国学术界的宝贵历史财富。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中国思想史研究做得更好，
将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继承发扬侯外庐
先生遗志，努力开拓进取，促进理论创新，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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