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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固有风格不会改变
2021年岁末本报专访王学典，听他讲述一份老牌学报的坚守和引领

2022年1月3日 星期一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将在研究弘扬中华文明
这个方向上走下去

记者：《文史哲》杂志2021年
有哪些收获？

王学典：最大的收获当然是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编
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信中
对杂志70年来几代编辑的薪火相
传做出了表扬。总书记在信中表
扬《文史哲》杂志“在繁荣学术研
究、弘扬中华文明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
鼓舞。《文史哲》杂志是一个老牌
的纯学术期刊，因为其严肃性，
几乎是“不食人间烟火”。而这段
时间里，《文史哲》获得了整个社
会的关注，我们全体人员倍感荣
耀，备受鼓舞，同时也格外有压
力。

杂志过去的70年已经成为历
史，历史存在的价值就是给我们
未来提供借鉴，指导我们往哪里
走。在过去的基础上，面向未来，
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工作，总结
经验、汲取教训、反省不足。

总而言之，2021年对我们国
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对山东大
学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对《文史
哲》杂志而言更是意义非凡。对
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年是更为忙
碌的一年。《文史哲》承受了巨大
的荣耀，因此更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盛名之下，我们更要承担起
责任，不能辜负历史，更不能辜
负未来，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期
待。《文史哲》杂志的发展应该放
在国家和民族需求的层面上来
看待，和其他兄弟刊物一起，在
民族文化繁荣方面承担特殊的
使命，走在前列。

记者：《文史哲》杂志下一步
的风格以及约稿是否有变化？

王学典：这是各界比较关心
的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文史
哲》杂志在学术上的追求和党中
央对学术期刊的期待是完全一
致的。

《文史哲》的发稿重点是中
国古典学术，我们今天的民族复
兴建立在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

基础之上，我们的文化自信也主
要来源于此，因此《文史哲》不仅
不会改变风格，还会强化固有风
格。《文史哲》原来的重点就是研
究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明，研
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研究中
国的独特历史道路，将来我们也
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走下去，并
且更加坚定有力。

会重点扶持年轻学者
争取每期都有新面孔

记者：作为顶尖的学术期
刊，《文史哲》杂志长期以来有着
引领思潮的前瞻性作用，尤其是
如今在全世界的聚焦之下，《文
史哲》杂志下一步会有哪些新变
化？

王学典：总书记在回信中要
求我们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杂
志能起“引领”作用吗？这在学界
有争议。主流的看法认为，在创新
方面，学者是积极、活跃的，而期刊
的编辑是被动的，期刊只是一个平
台。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在
学术研究方面，期刊同样能起引领
和导向作用，积极主动地去引领学
术方向和学术风气，我们要走在
学术研究的前面，而不是总跟在
学术研究的后面。

此外，对于《文史哲》杂志来
说，从创刊到现在，我们掀起了
多次学术大讨论，期刊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百家争鸣的阵地，而通
过百家争鸣的方式能够将分散
的学术力量集中起来，对一些关
键问题、重大问题进行攻关和研
究，这样更有希望在短期之内将
问题解决。目前我们正在准备
2022年的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
在论坛上我们会挑出一些具体
论题，放手让大家去讨论。因为
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
学术繁荣。

此外，《文史哲》下一步还有
一个重点，就是扶持年轻学者。
总书记在回信中专门提到，要扶
持新生学术力量。我们未来扶持
的对象，主要面向40岁左右的新
生学术力量。目前我感觉学界的
代际交替已经完成，主力军已经
变成1980年前后出生的学者，这
个年龄段应是人创造力最旺盛
的阶段，也是需要杂志扶持的阶

段，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平台、提
供支持，争取每一期都有一张新
面孔出现。

总书记的回信中，提出要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现在中国的文
化要走出去，我们要向世界讲好
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崛起的故
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
程，中华五千年文明演变的历
程，怎么样把这些故事讲好，是
我们在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所以我们杂志在新的一年
里，会更加注重办好国际版。现
在的国际版一年出版两期，今年
将会出版三期，到2023年变成季
刊，并且稳定成季刊。

记者：《文史哲》作为一份专
业刊物，比较高深，对于大众来
说养在深闺人未识，有没有想
过用一些新工具新手段，进一步
做好传统文化在年青一代中的
传播？

王学典：说实话，这个问题
我们也在考虑，考虑做一个普及
版或者中学生版，让大家能够走
进经典。我们希望充分利用《文
史哲》杂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
及目前杂志本身的学术积累，把
严谨高深的学术普及到爱好者
中去。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
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和方

法，在此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
给我们积极的建议，共同找到这
个好的途径。

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未来路径已非常清晰

记者：您之前曾提过，因为
之前西方学科的影响，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化转型并
不算成功。进入到2022年，您觉得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
路径清晰了吗？

王学典：我认为，目前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的未来路径已经
非常清晰。上个世纪中国学界对
欧美学科体系自觉不自觉地全盘
接受，在40年的短时间之内，中国
依样画葫芦，完整地经历了从西方
文艺复兴之后几百年逐渐完备起
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这
套体系基本照搬到中国。

一方面这是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体系建立的极大进步，另一
方面，这些照搬过来的理论体
系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道路。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40多年
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
的，40年间，中国不但基本完成
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
向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用一
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三百
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
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
特工业化道路。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完全
是两个并行的文明形态。欧美学
科体系无法完整呈现中国的历
史和文明，无法完整呈现中国的
道路和经验。我们应该用欧美的

“工具”，去耕耘中国的土地。这
些年来，我们做出了巨大成就，
但是我们如何表达、呈现我们的
成就？我们做得不够好。准确地
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
阔用武之地。我认为中国主流的
研究力量应该进一步向研究中
国经验去集中，向研究中国道路
去集中，集结学术界的优质学术
力量，研究中国案例、研究中国
数据、研究中国的实践。

目前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已
经认识到了，同时主要力量也已
经开始向这方面转移，因此我们

的路径也已经很清晰。但是未
来，我们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多长
时间难以估计。我觉得30年肯定不
行，在向工业社会过渡上，我们用
30年可以走过西方300年的路程，
但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
无法用30年跨越300年的距离。

人生乐趣不同
从不参加商业演讲

记者：感觉您有一种使命
感，很多工作您都是自我加压。
但是人总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
作中，会疲倦吗，或者换轻松的
方式休整自己，寻找一些“普通
人”的乐趣？

王学典：我觉得奉献是永无
止境的，而且如果哪一天退休
了，我还会以别的方式继续发光
发热。我很认同诸葛亮的话，鞠
躬尽瘁。我这些年本有很多机会
出去走走看看，但从来没有出去
旅行过。其实我很想去湖南，瞻
仰毛主席的诞生地，也想去长江
三峡，亲眼看看什么是“风急天
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但
是我每天都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真没有留给个人的时间，也从来
没想过个人要享受些什么。

从我个人的学术专攻来说，
我只是儒学的爱好者，我很认可
儒家的风范，儒家有天生的使命
感，这是一种把社会发展和民族
复兴视为己任、担于己肩的使命
感。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点儒
家风范，有点使命感，认为自己
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且
这种使命感和为此做出的努力，
丝毫没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而
得到减弱，这个跟名利没有任何
关系。

人生的乐趣不同，我现在从
来不参加带有商业性质的演讲
活动，我最喜欢去学校、党政机
关授课，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
努力，改变听众们的一些观念与
思想，做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事情，这是我的个人乐趣。

午后的《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一如往常
地安静。

新的一期杂志已经出来了，每一篇稿
子王学典都要仔细看——— 作为《文史哲》杂
志的主编，每一期杂志、每一篇稿件他都要
亲自审核。对于他来说，杂志的意义并不仅
在刊登，而是重在引领——— 引领研究的导
向、引领学术的风潮，引领学界的创新。

实际上，从创刊之日起，《文史哲》杂志
的精髓就一直在于引领——— 作为一份在海
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
期刊，创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杂
志，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
准的老牌学报。它一直是学术发表的主要
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它更被学界
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
和推崇。正因为《文史哲》杂志的导向作用，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
杂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
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2021年岁末，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再次专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听他
讲述一份老牌学报，在70年岁月中的坚守
和在时代变化里的引领。

王学典正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王学典介绍《文史哲》杂志历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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