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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与 期 望

— 祝贾(学米月刊》创刊四十周年

祝贫《学术月价创刊 , 十周年

张 岱 年

讨论
,

对于世界学术做出贡献
。

希望 (学术月

刊》在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讨论方面也能

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

祝 《学术月刊》精益求

精
,

日进无疆 !

(作者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

北京大学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上海《学术月刊》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学术

期刊
,

四十年来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

文
.

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
。

不俊亦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几篇

拙文
,

如关于中国哲学价值观以及中国文化

的民族精神的论文
,

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
,

我

深表感谢 ! 今值 《学术月刊》创刊四十周年
,

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学术月刊》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

又能贯彻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
,

因而对于学

术作出重大的贡献
,

这是值得赞扬的
。

现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

取得了空前巨

大的成就
,

国民经济有巨大的发展
。

随着经

济的发展
,

学术也应有显著的发展
。

关于学

术
,

我们一方面要吸取西方学术的成就
,

一方

面要努力弘扬中国文化学术的优秀传统
,

在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导之下展开对于各门学术的崭新的探索
,

同

时也要参加国际的学术讨论
。

西方学术思想

比较活跃
,

日新月异
,

经常提出新的问题
、

出

现新的观点
、

涌现新的学派
,

引起了新的争

论
。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
、

人 口众多
、

正在

创建新的制度的大国
,

也应参加国际学术的

面 向世界 走 向 未来

高 清 海

到今年
,

(学术月刊》刚好走完 4 0 个春秋

的路程
。

40 岁月
.

无论对人还是对一个刊

物
,

都可以认为是代表走向
“

成熟
”
的年华

。

《学术月刊》注重学术的探索与推新
,

保持了

一贯的风格
,

越办越趋成熟
,

是我比较爱读的

刊物之一
。

毕加索说过这样的话
:

我生下来是
“

为了

与别人不一样
” 。

这话很有些道理
。

与别人

不一样
,

毕加索才成为毕加索
。

人是如此
,

杂

志也是如此
。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
,

数

量不能说很少
,

要在上百种刊物中确立并保

持自己的位置
,

就不能不办出自己的特点
,

形

成自己的风格
,

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

个性
,

在

我看来
,

就是代表着
“
活力

” ,

甚至干脆称作
“

生命
”

也无不可
。

人有生命
,

刊物也应该有

它的生命
。

有个性
,

才 会有活力
,

才能有生

命
。



刊物是要人去办
、

由人来办的
,

所以说它

有生命这决不只是 比喻之词
。

生命
,

意味着

是受动的
,

也是能动的
,

就是说
,

它已有了自

身的中心
,

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

事实上
,

人除了自然生命之外
,

还有他的社会生命
、

文

化生命
,

学术刊物正是当代人的文化生命的

一个组成部分
,

是这种文化生命的一种重要

体现
。

学术刊物的命运当然同学术的命运是联

在一起的
。

人的生命是自为的生命
,

或如马

克思所说
,

人的生命活动是人自己的
“

意志和

意识的对象
” 。

在同样环境条件下
,

不同的个

人
,

依照不同的察性
,

施展不同的作为
,

他们

的生活命运是大不相同的
。

历史事实表明
,

环境的改变
、

文化的进步
、

社会的发展
,

正是

由这些敢为天下先的人们的创造作为所启

动
、

所推进
、

所促成的
。

所以
,

在我看来
,

一个人的
“

自我生命
” ,

就是他的作 为
、

事业
、

创造
、

成就
、

贡献
,

乃至

身价
、

地位
、

成败
、

荣辱也都包括在内
; 一个人

的
“

命运
”

如何
,

同他是怎样看待人生
、

怎样对

待生活
、

怎样理解生命的价值意义
、

怎样处理

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
,

甚至同他的察性
、

素

质
、

个性
、

品格
、

心理
、

作风都直接关联着的
。

如果我说一个人的
“

性格
”

就是他的命运
,

这

话听来有点怪
,

仔细去想并非一点道理没有
。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命运中
,

我们自己是控制

着很大的活动空间的 ; 我们往往会感到被命

运牵着鼻子走
,

那是因为放弃了生命 自觉的

缘故
。

只要我们发挥出人的自觉性
、

主动性

和能动性
,

我们是会有很大的作为的
。

一个人如此
,

一个刊物同样如此
。

在 (学术月刊 )创刊 4 0 周年之际
,

发了如

此一通感想
,

无非是表达一种祝愿之意
,

希望

它继续保持并发扬学术探新的一贯风格
,

为

我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繁荣作出更大的贡

献
。

(作者来吉林大学获授 )

坚持批列 的和探索的精神

朱 德 生

祝贺《学术月刊》创刊四十周年
。

(学术月刊》是我爱读的学术刊物之一
,

并也从中得到过不少教益
。

我特别喜欢近几

年来所作的分科年度总结介绍
。

因为
,

学术

刊物不仅要为优秀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的园

地
,

促进学术繁荣 ;而且还应该对树立良好的

学风和推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起某种引导作

用
。

当然发表 优秀的科研成 果便是一种 引

导
。

但是标志和预示发展方向的优秀成果
,

终究不可能集中发表在一个刊物上
,

更不必

说
,

还要从总结各项优秀成果中提出某种前

暗性的意见了
。

所以
,

分科作一个较为全面

的深入总结
,

对作者和读者都会有帮助
,

也能

提高刊物在学术界的地位
。

这种总结本身便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科研成果
。

这可以由本刊

的编辑写
,

也可以约请刊外专家写
。

上世纪

中叶
,

别林斯基所作的几篇俄罗斯文学年度

概观
,

不就成了历史上的名篇吗 ?

为此
,

就要鼓励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

提倡

批判的和探索的精神
。

我十分欣赏马克思所

说的
,

新哲学的优点
,

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

时间和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
,

而是要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

我以为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

而且
,

必须

像毛主席在 6 0 年代修改周扬在哲学社会科

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上的报告时所提出的
,

不仅对别人走过的道路要持批判的
、

即分析

的态度
,

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也要持批判的分

析的态度
。

四十年来
,

我们享受过成功的愉快
,

也吞

食过失败的苦果
。

回顾既往
,

我以为主要教

训有两条
:

一是教条主义
,

即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