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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培根铸魂的使命，应紧跟时代步伐，扎根大地，为人

民解疑释惑，坚定文化自信，不断传播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殷

嘱托，也是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昭示的使命担当。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

了丰富的学术创造元素和广阔的学术研究平台，理应立足时代，紧跟时代步伐，肩负时代使命，从历史的

沧桑巨变中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脉络，探索、思考、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时代

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矛盾和困难，因而有不同的任务和使命。面对不同的

时代课题，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推进事业新发展。无论是民主革

命时期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

在一次又一次直面矛盾和斗争中开拓前进的，这是我们事业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事业在发展，形势在变

化，因而也必须在不断克服和解决矛盾问题中才能继续前进。正是在探索、分析、解决不同的时代性矛盾

问题过程中，我们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不断走向成熟和辉煌。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立足时代、胸怀人民、心系国家，勇于直面矛盾回答时代课题就是每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

命担当。为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做到“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有信仰”就是要旗帜鲜明

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有情怀”就是要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和国家认同；“有担当”就是要立足岗位，把“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扛在肩上，用科学的真本领掌握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解

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奉献

力量和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才能做到“为时代画像、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人民需要解疑释惑、阐明

道理

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人类历史文化成果的见证者与享有者，正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因而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矢志初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繁

荣富强进行了不懈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胜利，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因此，

要做有使命担当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我们自身的学术研究、学术创造必须紧紧依靠人民，自



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从而把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

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深沉情怀，自觉把个

人的学术研究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需求联系起来，切实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从人民群众的

需要出发解疑释惑、阐明道理，真正坚持“四个服务”，这是当代学术生命力的关键。另一方面，人民群

众不是抽象的符号，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人组成，有血有肉有感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不同时段、不

同地区既有层次之分，也有地区差别之分，应深入细致地做好实地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既要瞄准人民美好生活的前进方向，也要直面当下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扎根群众，倾听群众心声，

关注群众需求，从而寻找不同的解决路径，真正把学问、成果写进人民群众的心坎里，为人民立言、为时

代讴歌。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以精品奉献人民、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检验。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坚定文化自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很难坚强地发展起

来。因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在长

期的奋斗实践中所形成的天下为公、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见利思义、革故鼎新、仁者爱人、

宽厚包容、克勤克俭、居安思危等优秀文化基因，既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大潮中立足前行的基石，也是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实践中所培育的

理想信念、优良作风、严格纪律、忠诚担当、服务人民、求真务实、清正廉洁、改革开放精神等具有鲜明

特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是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新时代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厚

文化土壤。因此，一方面随着现实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协调相适应，从而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善

于从时代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对这些“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话语追问和学术提升，提出具有自主性、

独创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并使之具有我们民族风格和民族语言特色，以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

国力量，从而建构起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发出中国的理论声音，生成中国特色的话语权，进而提升

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思想自信。当然，坚定文化自信并不是要排斥外来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

学的资源与积极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只有“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才能不断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方

法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

殷殷嘱托，昭示使命担当。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繁重而艰巨的历史重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以人民为中心，倾听

时代声音，回应人民需求，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的思想理论成果，才能向人民交出新

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