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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成果

1.张曙光. 伯林自由概念的启示及其问题 [J]. 学术界,

2022, (01): 29-48.

摘要:伯林将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个概念，

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观念的重要推进，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

重意义。伯林深入分析了“积极自由”的理论基础——决定论及其理

性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并说明了价值的矛盾及人生难以两全的缺憾，

给我们以思想的启示。但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完全

二分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观，也存在着一定的偏颇。自由的两

种类型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之间需要的是合理的平衡与整合。如把

自由的问题放在“人之为人”的根基上思考，我们今天还理当重视其

他的价值，不同的价值是可以达到有张力的共存的。

2.代海强. 对《逻辑哲学论》科学观的逻辑重构 [J]. 科学

技术哲学研究, 2022, 39 (01): 7-12.

摘要: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一种语言批判,通过对语言的逻辑

进行研究,为可说和不可说的领域划定界限。在逻辑分析的视角下重

构他的科学观,能更清楚理解他对科学的定位和评价。他的科学观表

现为:(1)哲学与科学既非奠基、也非取消的关系,哲学在科学之外,

为科学划定界限;(2)逻辑之知具有先天性和必然性,科学之知具有后

天性和偶然性;(3)自然律的形式桥接了逻辑形式和自然律的内容,保

证了科学知识中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前期维特根斯坦独特的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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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进一步思考科学的本性、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3.伊兰·莫拉迪, 席若辰. 理性价值的兴起——论亚里士多

德的价值理论 [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22, 7 (01): 5-12.

摘要: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一种以人类生活

的善为导向的价值概念。道德价值是目的论的,与个人价值以及群体

价值相对应。它意味着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之间的逐步区分。亚里士

多德的价值理论是一元的,他将幸福视为个人的终极价值。为了达到

幸福,人们应当在理性灵魂指导下进行活动。价值理论层面的理性表

明了一种新的价值概念,即“理性价值”。亚里士多德的终极价值建

立在其关于人的理性的论证之上。通过强调个人和集体在实现理性价

值方面的重要性,它提出了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不仅是集体

的一部分,而且有自己理智上的独立性。

4.W.H.威尔克迈斯特, 罗松涛, 樊亚澜. 维德尔侯德与作为

一种综合性范畴的价值 [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22, 7

(01): 120-128.

摘要:维德尔侯德致力于澄清被视为哲学体系的综合性范畴的“价

值”概念。他根据不同的衡量标准,将价值的一般含义划分为五种类

型,即快乐、惯例、功效、总体性与规范。通过梳理价值标准的哲学

史,维德尔侯德发现,价值的前四种类型具有个人性和相对有效性,因

而予以否定;在以洛采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价值哲学运动中,“规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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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被视为哲学体系的构成性范畴。然而,二者最终都在价值理论的

普遍有效性的论证中陷入了含混境地。维德尔侯德认为,应当将超越

纯粹的主观性作为所有价值理论的终极目标,为所有价值找到一个能

证明其绝对有效性的基础。在他看来,这个基础仅存在于经济学和心

理学领域,价值不能成为哲学体系的构成性范畴。通过建立“批判性

形而上学”,维德尔侯德最终提出了解决价值规范性问题的新方案。

5.李祥俊. 儒家人伦观的思想特质与现代转化 [J]. 河北学

刊, 2022, 42 (02): 47-56.

摘要:人伦观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根本性看法。儒家的

人伦观奠基于中国传统家庭、家族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

会,它主张人伦本位,反对以个体独立为基础建构人伦,确立并完善了

以君、父、夫为中心的人伦谱系,而对人伦合理性的论证则成为儒家

哲学的核心。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对儒家人伦观产生了巨大冲击,

批判和维护儒家人伦观的论争在多层面展开。回到人类社会生活实践,

实现儒家人伦观的创造性转化,这是儒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二、学术讲座与活动

1.越南儒学的总体情况

2022 年 1 月 14 日晚 7点，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辅仁国学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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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院研究生会协办的学术讲座——“越南儒学的总体情况”顺

利举办。本次讲座特邀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阮才东老师主

讲，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曾

美珠老师担任评议人。活动采取线上讲座的方式进行，吸引了广大师

生的参与。阮才东老师是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杂志

总编辑，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越南传统哲学。主编

《越南哲学思想概论》(河内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发表《在越南

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动态》《越南儒家的民主精神》等论文数十篇。

在讲座中，主讲人依据越南儒学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儒佛对比，

对越南儒学的总体情况做了深入的阐述。主讲人首先探讨了儒学在越

南传播的条件，包括汉代儒学的传入、越南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以及

历代封建王朝对儒学的尊奉。随后，主讲人概述了越南儒学的特点，

包括李朝时期儒学与佛教的共存、科举制度的引入、以及儒家成为朝

廷思想基础的过程。此外，主讲人还分析了十到十四世纪儒学在越南

的内化过程、十五世纪儒学的极盛时期、以及十七世纪怀疑潮流的兴

起。在讲座的最后，主讲人指出了越南儒学与中国儒学、韩国儒学的

不同之处，尤其是越南儒学对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态度。主讲人的讲座

不仅为听众提供了关于越南儒学历史发展的宝贵信息，而且通过对比

分析，揭示了儒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和适应过程，为理解儒学

在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2.诸种分析性及一种关于回溯式先验的观念

2022 年 3 月 2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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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师范

大学分析哲学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学术讲座成功举行。本次讲座

特邀深圳大学郑宇健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唐热风教授主持。郑宇

健教授是哲学领域的资深学者。郑宇健教授于 1995 年获哲学博士后

受聘于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现为深圳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长期从

事分析哲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规范性及其自然主义源起。研究领

域涉及形上学、知识论、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之交叉相关部分。已发

表四十多篇中英论文于 Philosophical Studies, Philosophical

Forum, Dao,『哲学研究』、『哲学门』、『世界哲学』、『年度学

术』、『外国哲学』等期刊及若干中英文集。

主讲人以《Debating the A Priori》（P. Boghossian & T.

Williamson 2020）为出发点，探讨了如何从特定角度证明回顾性先

验（与路径依赖必然性密切相关的技术概念）的合理性。讲座涉及的

主要问题包括：哲学特有的扶手椅知识的本质，以及分析性、先验性

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 Kripke 1980 年的著作之后变得尤

为引人入胜。主讲人首先简要介绍了一些初步概念，如 Boghossian

1996 年提出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分析性概念，然后展开了自己对回

顾性先验的可行性的论证。论证借鉴了 Davidson 关于将因果陈述转

换为表面分析性陈述的观点，以及 Lewis 著名的因果反事实分析，讲

座最终目标是为在广泛的自然主义框架内进行富有成效的扶手椅哲

学研究，而不越界进入科学领域提供一些启示。

3.以敬存心——退溪《圣学十图》之“心学图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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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2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辅仁国学研究所主办，哲

学学院研究生会协办的“以敬存心——退溪《圣学十图》之‘心学图

说’解读”讲座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金香花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主持。

主讲人首先强调了东亚儒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指出朝鲜儒学与日

本儒学的独特性。她将讲座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进行深入探讨：第一部

分，主讲人介绍了东亚儒学概况，强调了退溪心学在学界从心学角度

被阐发的现象，并提出了从《圣学十图》的第八心学图说为线索对退

溪思想进行考察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讲人详细解读了退溪《圣学

十图》中的“第八心学图”与“说”，阐释了心与敬的关系，并分析

了退溪与栗谷围绕《圣学十图》的学术讨论；第三部分，主讲人探讨

了退溪心学的思想文本线索，指出其受到多方面思想的影响，并分析

了退溪对程敏政的维护态度；第四部分，主讲人阐述了退溪心学的特

点，指出其在朱子学后学中的发展脉络，并与阳明学进行了比较，强

调了退溪心学的独特性和对道南学派的认同。整个讲座以线上形式进

行，吸引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促进了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三、学术交流与会议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罗马伦理学综合研究”成果

鉴定会召开

3 月 12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

学院教授廖申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罗马伦理学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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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成果鉴定会在主楼 A802 会议室召开。由北京大学何怀宏教

授、浙江大学王晓朝教授、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湖北大学江畅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四川大学徐开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詹文杰研究员组成的专家团队，听取了课题组结项汇报，进

行了鉴定验收。本次会议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何怀宏

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王江伟、刘飞担任会议执行秘书，课题组成员、

哲学学院教师代表和硕博研究生代表等 20余人参会。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向

各位专家学者对北师大哲学学科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与帮助表示感

谢，对课题组近十年的潜心研究表示肯定，对廖申白教授的学术精神

作出高度评价，指出他及其团队为学院树立了标杆，起到了激励、示

范和引领作用。

课题主持人廖申白教授对立项以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概要说明。

该项目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立项，主要完成了三项工作。第一是《希

腊-早期罗马伦理学研究》三卷本撰稿工作。在立项初期，经过研究

确定了以人物为中心线索的研究方法，自 2017 年开始撰稿，到 2021

年夏天在数十位研究者的努力下完成撰稿，至 2021 年底完成初定稿

的审核编辑和结项申报工作。第二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至第

三卷第五章的翻译与注释工作，这部分主要由廖申白教授完成。他多

年来与同学们共同阅读学习《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同学们的帮助下

整理出附带词语注释的希腊文、英文、中文三栏文本，在退休后专注

于语言和内容的细致注释。第三是《修辞术》翻译与研究工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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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博超完成。截至 2021 年底，课题组总体完成了上述三项总计约

200 万字的成果，另发表论文 58篇，出版有关著作和译作 24部。随

后，廖申白、王江伟代表课题组分别对三项研究成果作简要说明。

各位专家对项目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对研究成果的开创性、系

统性、前沿性、逻辑性和研究的深度广度等方面表达了肯定，就成果

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宝贵的建议。专家组集中评议认为，

该项目经过八年研究，形成了丰硕、厚重、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将成

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古希腊-早期罗马伦理学的多卷本著作，

将有力地深化、扩展和推进国内的古希腊罗马伦理学研究，一致同意

结项。

四、媒体报道与宣传

1.韩震：深刻认识和把握大历史观的哲学意蕴，《人民日报》，

2022 年 02 月 21 日第 07 版

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坚持大历史

观是准确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内在要求，能够为分析

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

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

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

性、创造性。”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是准确

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思想方法，有着深刻哲学意蕴。深刻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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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大历史观的哲学意蕴，有助于保持历史清醒、强化历史自觉、增

加历史自信，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当今

世界发展大势。

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

大历史观坚持用唯物史观理解历史，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历史，坚

持用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

科学历史观。

用唯物史观理解历史。唯物史观为理解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哲学史上，有人将历史视为个别杰出人物主

导的进程，有人则把历史进步看作是“普遍理性”的产物，还有人诉

诸纯粹的偶然性，等等。这些都属于唯心史观，难以透过历史现象把

握历史本质，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历史。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

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

生成过程”。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人们自己创

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

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

——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

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

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唯物史观认为，无论历史看起

来多么杂乱无章，但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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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就存在于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提升过程之中。坚持唯物史观，就

能够从本质上理解人类历史，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把握历史进程。

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历史。坚持大历史观，需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

看待历史。一是用具体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

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

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

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正是基于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二是用客观全面的观点看待历史。通过深入研

究和比较鉴别史料，深入探究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三是用联系发展

的观点看待历史。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

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

单一孤立地观察和把握历史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

重要思想，都是运用大历史观观察事物和把握问题的典范，深刻体现

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

用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

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

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

够更好前进。”大历史观不仅为正确看待和理解历史提供了科学指导，

而且彰显了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历史主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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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历史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前所

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不断增强历

史主动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充分彰

显了大历史观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伟力。

坚持大历史观是准确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内在要

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

就没有世界。”矛盾运动会经历许多反反复复的此消彼长，呈现否定

之否定的规律，因而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惟有坚

持大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历史

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坚持大历史观，才能科学把握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

关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源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往往会通过无数的

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历

史发展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人类力求在不确

定的历史境遇中追寻确定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人类对确定目标的

追求活动，也会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秉持大历史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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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既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从

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就能更好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

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

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

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

势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对历史发展中

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集中体现了从历史长周期比较

分析和从细微处洞察事物变化的辩证统一，彰显了坚持大历史观正确

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的高度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

坚持大历史观，才能科学把握历史发展中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类实践活动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人的认识能力必须通过

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渐接近客观真理。人类对客观世

界的实践和认识越深入，就越接近对必然性的把握，这是一个向着“自

由王国”不断迈进的过程。历史日益从区域史、国别史发展为世界历

史，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这是我们党坚

持运用大历史观分析把握当今时代得出的科学认识和结论。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

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

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正是基于对时代发展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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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

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为民族复兴、人类进步指明了正确航向。

坚持大历史观是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

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用大历史观

考察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坚持大历史观，能够为分

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方法论指导。

坚持大历史观，有助于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

的高度科学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引领历史潮流。从大历史

观的高度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就能实事求是看待

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既不因为成就而回

避失误和曲折，也不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在正本清

源、固本培元中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以大历

史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能深刻

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

的伟大跨越，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发

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

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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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

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用大历史

观从战略上把握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

发展规律，为解决现实问题、规划未来发展擘画科学战略规划。新的

征程上，作出准确战略判断和科学战略谋划，必须坚持大历史观，从

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分

清主流与支流，深刻洞察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在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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