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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翻回到40年前。
1977年5月7日，哲学社会科学

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以此为
基础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胡乔木任第一任院长。

当时社会渴望书籍和知识，学
者们手上积攒的研究成果无处发表。

在近日举办的新时代哲学社会
科学座谈会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社科院原副院
长汝信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乔
木同志特别强调，要真正建成一个
科学院，必须有自己学术性的出版
单位，把科研成果推广出去。”

1978 年 6 月 14 日，胡乔木主持
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下
简称社科出版社）。

与时代共生同行

当时的社科出版社，只有十几
个人，七八万元钱，但起点却很
高。

1978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 《提高
生产率》，是美国教授唐纳德在卡內
基·梅隆大学演讲词的中译本。这本
定价两毛钱的小书发行了数十万
册，反映人民对发展生产力的迫切
期望。

1978年 5月，《光明日报》 发表
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6月、7月，社科院哲
学所及 《哲学研究》 编辑部两次召
开“真理标准讨论会”。社科出版社
据此出版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论文集 （上、下），首版50
万册，在思想交锋中辨明真理，推
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由三部分
组成的——作为社会本体的市场经
济，作为社会秩序和交往规则的
法治，作为社会灵魂的人文精神。”
采访中，学者出身的社科出版社社
长赵剑英对记者说。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社科出版
社的出版选题每次都能先行一步、
踩在时代关注的点上。上世纪 90 年
代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时，
出版社推出了刘国光的 《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以及董辅

礽、梁小民的经济学著作；进入新
世纪，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引起国
际重视，社科出版社出版了蔡昉的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每
个热点选题及作者，几乎都是社科
出版社第一个挖掘出版。当其他出
版社跟随弘扬时，社科出版社早已
前行，寻找下一个时代敏感点了。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国特色
高端智库，出版社马上行动。为克

服出版周期长问题，从选题、编辑到
销售一条龙，两三个月就将智库成果
传播到全社会。2016 年到现在共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 多种高端智库
图书，每本书5万字左右，几个小时可
快速读完。

40 年来，社科出版社用出版的
两万多册图书见证和记录了改革开
放的历程，与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
同行。

传播学术成果和思想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院长陈来表达了他对社科出版社
的感激。1988 年，在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他的博士论文 《朱熹哲学研
究》 竟然被社科出版社出版并销售
一空。须知，当时出版资源非常紧
张，连北大的讲师、副教授出书都
不容易，遑论学生？出版社设立

“博士文库”支持学术新人，颇有远
见卓识。类似的还有刘笑敢 《庄子
哲学及其演变》、陈植锷《北宋文化
史述论》 等。至今，博士文库已出
版269本。

胡乔木视野开阔，许多工作都
从整个国家社会科学事业乃至现代
化建设着眼，而不局限于社科院。

除文艺理论、经济、哲学、国际方
面的出版外，他还规划了 《中国大
百科全书》 以及中国第一部全面记
录国史的《当代中国丛书》。

这 种 宽 广 视 野 ， 作 为 一 种 基
因，留在了社科出版社。李泽厚

《美的历程》、吕叔湘 《怎样学英
语》、顾准 《希腊城邦制度》、于光
远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钱钟书

《石语》、费孝通《中国绅士》、张岱
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一部部大
师之作，让几代学者和千万读者吸
收新知、启迪思想，推动了学术、
经济、社会的进步。

社科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得天独
厚的资源，为社科院学者、学部委
员出文选、文集，一方面将目光投
射到整个学术体系，以宏观视角盘
点各学科建设的家底，梳理脉络，
拾遗补缺，描绘版图，为后人准确
书写共和国学术史乃至通史奠基。
自 2008年到 2018年，社科出版社推
出了包括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
究》《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当代中
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简帛学研
究》在内的35部著作，“当代中国学

术思想史”丛书终于规模大成。
2017 年底南京大学发布“中文

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在影响力评价
涉及的 21 个学科中，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有 12 个学科位居全国前三
强，综合学术影响力全国最高。另
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
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图书入
藏海外图书馆达 1800 余种，海外影
响力位居第一。

“走出去”和“引进来”

社科出版社不但擅长把握时代

主题做大书，而且把主题图书做成
了精品，不板不端有干货，活泼通
俗有人看，将学术普及到大众。

1989 年，社科出版社与英国培
格曼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第一本

“走出去”图书 《中国概况》。中共
十八大以来，社科出版社与国外出
版社签约“走出去”图书达 276 项，
先后成立智利分社、法国分社。

谈起他们策划的“走出去”三
套丛书——“理解中国”“中国制
度”“简明中国”，社长赵剑英很是
自豪：这三套书是有战略设计、内
在逻辑、相互呼应的！“理解中国”
讲中国的变化、中国的新气象；“中
国制度”解释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本
原因就是制度优势；“简明中国”则
介绍文化、历史等中国形象的内涵
部分。每本书都用扎实的事实及研
究阐释中国的治理和制度体系。如

“理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何以稳
定》，论述网格化管理、高校辅导员
制度、居民社区支部建设等基层治
理，阐释中共是如何在快速而深刻
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保持总体政治
稳定的。《理解中国》丛书的多语种
出版，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讲述
中国故事的靓丽名片。《破解中国经
济发展之谜》 英文电子版在斯普林
格数据库上线半年点击量为 2880 次

（学术类电子书通常为 1600 次/年），
《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发行 15 万
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走出去”的同时，社科出版社
也在“引进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引进并组织翻译 《剑桥中国
史》 和“剑桥三史”。《剑桥古代
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
首席专家、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对
社科出版社经得住短平快的市场诱
惑，矢志打造精品力作的精神感触
颇深：中文版是“剑桥三史”在世
界上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全书 3000
万字。像这样大规模、高难度、开
拓性的工程性项目，如果不是出版
社敢于创新、先期投入充足研究和
出版经费，是不可能完成的。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
博说：伟大的出版社一定依靠价值
和灵魂作为出版的基础，而这需要
历史的眼光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1990 年至 1991 年短暂萧条后，
美国经济步入 105 个月的持续增
长，美国政界、商界和经济界称其
为黄金时代，或者“新经济时代”。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断言，美国从此
进入没有经济衰退的新时期，“美国
经济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

1999 年，美国经济一片繁荣，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
李慎明却作出“美国潜伏着严重的
泡沫经济危机”的预言。2000 年，
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经济受到重
挫，“新经济时代”到此划上句号。

美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刺激经
济：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
策，连续 13 次降息，到 2003 年 6
月，联邦基金利息降至 1%，创 45
年以来最低水平。此举导致流动性
过剩，房价不断飙升，房子成为一
种“储蓄工具”和投机或投资的标
的物，为资本开辟了新空间，给美
国经济带来了繁荣。李慎明根据长
波周期危机理论，认为美国经济进
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即“美国
经济这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是
大萧条延期到来的时间越长，其衰
退程度便会愈加严重。如同洪水正
在集聚，如果不是及时疏导，而是
仅加固堤坝，将来堤坝就会垮得越
惨。”2008 年，全球爆发了次贷危
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李慎明作出两次重要预测是偶
然的吗？他说：“我本人真的十分愚
钝，如果能明白一点事理的话，完
全是因为能够真心信仰马克思主
义，结合实际认真读一点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原著。”

通读 《李慎明论金融危机》 全
书，使我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

全球化的本质。西方媒体盲目
支持全球化热潮，李慎明理性分析

后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推
进新经济殖民主义，这种全球化对
西方等发达国家有利，却会导致第
三世界国家国际地位弱化、疆域人
口扩大化、国家职能退化、综合国
力衰退化、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
境恶化、文化意识西化等严重问题。

资本主义本质没有变。有人说，
资本主义现在是“垂”而不“死”，
它在不断地发展和自我变革，尤其
是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以来。李
慎明指出，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因此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金融衍生
品越来越多，帝国主义垄断越来越
强。这些发展新内容恰恰让资本主
义的自我否定更加全面、更加彻
底，更加适合社会主义的实现。

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与社会动荡
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
严重的不平衡，从政治经济领域扩
展到文化领域，会加剧世界的动
荡、调整和变革。这种时代背景既
给我们带来巨大机遇，也带来巨大
挑战。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不会削弱只会增强，帝国主义“和平
演变”的手段也会更加多样、隐蔽。

《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称得上
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
历史发展大势的著作。

近日，由孙周兴、王庆节主编
的 30 卷本 《海德格尔文集》（商务
印书馆） 出版，其 1100 万字的规
模，将在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产生
深远影响。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被公
认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
一，对20世纪西方哲学及人文科学
诸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海德格尔
对马克思评价很高，对中国的感情
也很深。为领会中国哲学的精髓，
他曾与中国学者共同翻译老子的

《道德经》，他的著作也多次引用中

国哲学家的观点。他的哲学与中国
哲学思想有许多想通之处，对20世
纪后半叶的中国当代思想和人文科
学也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德文版 《海德格尔全集》 规划
达 102 卷，是全集规划卷数最多的
哲学家之一，至今已出版93卷。作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文版
文集选定了30卷的篇目，这些海德
格尔的“基本著作”，已能呈现海德
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据悉，目前
已有另外10卷的计划纳入了文集范
围。 （周征鸿）

“想一想，之前战国的混乱证明
西周的血缘分封管理走到了末路，
秦始皇要改为中央集权制，这在国
家管理方式方面是多么大的变动！
而秦始皇开创的这一制度，一直延
续了2000年，直到清末。”

在《秦陵——尘封的帝国》（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首发式上，作
者段清波侃侃而谈。1998 年-2008
年秦始皇陵考古队长、西北大学文
化遗产学院院长，这与众不同的履
历让他对秦始皇有更多的体认和思
考。透物见人，他从秦陵看到的是
千古一帝广阔的胸怀：200 多个陪

葬坑说明的未必是秦始皇的穷奢极
欲和残忍，不规则布局及坑内文官
服饰等实物，似乎象征着他所设立
的星罗棋布的管理机构。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
载的第一位皇帝。

他横扫六国，缔造了一个全新
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将一
个朝代的背影深深烙印在历史长河
中。真实的秦始皇究竟是一位怎样
的政治家？《秦陵——尘封的帝国》
通过近年来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
究，会讲述一个与大众认知有所不
同的秦始皇。

1987 年 11 月，患肝癌住进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病房等待手
术的胡华半卧半坐，入神地审改着

《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稿子。
1979 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胡华与同仁立下宏愿，
要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革命
烈士作 50 卷传记丛书。一无编制、
二无经费、三无红头文件，作为主
编的胡华为规划组稿、改稿审稿、
出版宣传殚精竭虑，付出了人生最
后的力气。胡华从病房寄出一封信：

卉兰、卢权、提春同志并转党
史人物传广州审稿会议全体同志：

1、广州审稿会可如期召开，已
有一百多篇来稿，甚喜，祝愿会议
圆满成功。

2、我因患肝癌，来上海第二军
医大动手术。只好请假。我建议此
次审稿会，仍如去冬武汉会议由彭
明、志凌、卉兰三位组成领导小
组，因三位组长及各位审稿成员，

团结一致，辛勤努力，顺利完成任
务。我个人感谢各位的辛劳。

3、我如手术顺利，存活下来，
当一如夙愿，同大家共同完成党史
人物传五十卷的历史性任务。如我
不能通过手术、战胜病魔，人生自
古谁无死，只是不能为党完成我许
多未竟的工作，而党史人物传五十
卷，是荦荦大者。我建议，在何长
工会长和党的领导下，继续用定期
的审稿会完成此项任务。原班人马
和工作班子，我建议一律不动。审
稿会由彭、陈、杨三位组成领导小
组，扩大的常务理事会 （包括育
安、小巨、洛夫） 和三位组长，继
续负责。各位审稿成员，团结努
力，团结好各地党史人物会同志和
先辈亲属，共同完成此项光荣任
务。我期待着继续和大家共同奋斗。

胡华
1987.11.26

12月 14日，胡华心脏停止了跳

动。正在举行的广州审稿会尚不知
他逝世的噩耗，宣读了来信并致函：

尊敬的胡华同志：
您好！
您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写给广

州审稿会全体同志的来信，在 14 日
举行的 17 次审稿会上宣读了以后，
使我们深受教育。同时也为您战胜
病魔的坚强意志和信心，深表敬
意。这里请接受我们向您表示亲切
的慰问，并祝早日恢复健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 1979 年
在广州成立以后迄今已整整八年
了。在何长工会长和您的领导下，
已召开了四次年会，17 次审稿会，
编辑出版了人物传 40卷，审定了 44
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回顾
这八年所走过的道路，虽不平坦，
但总的还是朝着宽广的方向前进。
您为了开拓前人未做的光荣事业，
从组织领导、运筹策划、培养队
伍、严格把关，为人物传丛书的问

世，呕心沥血，付出了极大的精
力。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老师、好
带头人感到高兴、自豪和幸福。

更令人内心激动不已的，您在
病魔缠身、忍受痛苦的时刻，仍然
关心党史人物传编审工作并写信指
导和鼓励我们为继续完成后十卷的
任务而努力！

我们知道，后十卷的编审任务
仍 然 是 很 艰 巨 的 ，“ 行 百 里 半 九
十”，所以不能有任何松劲和骄傲的
情绪。我们将遵照您的指示，在
彭、陈、杨三位同志具体领导下，
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开好审稿
会，团结各地党史人物会同志和先
烈家属，为完成党史人物传五十卷
的历史任务而兢兢业业地勤奋工
作。我们一致表示，决不辜负您对
我们的期望。

致
亲切的慰问！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广州审稿

会全体同志敬上
1987年12月15日

1991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由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到第 50 卷。新
华社新闻稿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
领域里，尚未发现系统的纪传体史
书，《中共党史人物传》集数百人物
传记于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干部）

勇立时代潮头 深耕学术厚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0年回放

本报记者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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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党史人物传》

的两封书信
刘一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初期

社长赵剑英 （中坐者） 与同事讨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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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海德格尔文集》（》（3030卷卷））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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