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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七十年大事记

一2001年5月19日至21日，‘《文史哲》创刊50周年纪念会暨人文精神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一成中英在《文史哲》2002年第5期发表《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首倡儒学发展五阶段说。

一杜维明在《文史哲》2002年第6期发表《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一《文史哲》2003年第2期编发一组“当代新儒家点评”，参与愈来愈热的国学大讨论。

一《文史哲》2003年第4期发表“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率先发表了有关大辛庄考古发现的许多重要材料。

一葛兆光在《文史哲》2004年第1期发表《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一《文史哲》2005年第3期刊登张立文、俞吾金、郭齐勇的《“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

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文史哲》2005年第4期发表《近十五年西方历史学的新发展》。

一《文史哲》2006年第2期新设“疑古与释古”专栏，并以此为阵地对笼罩学界的“走出疑古”思潮及声势浩大的“夏商周

断代工程”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

一2008年5月3日至4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一“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与会学者认为重建中国文论之路在于中国文论的中国化。‘《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由《文史哲》编辑部策划主办，以小规模、

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以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为中心，通过系列探讨，旨在引领学术风尚，推动学术发展，推进人文领

域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

一《文史哲》2008年第4期新设“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专栏，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

一2009年5月3日至4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二：“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在山东大学举行。

部分学者发言汇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与未来走向”笔谈，于《文史哲》2010年第1期刊出。

一2010年5月2至3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三“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一2叭1年3月18日，《文史哲》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为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唯一获奖刊物。

一2011年5月5日至7日，为庆祝《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四“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

研究的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一2011年5月24日，《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在《大众日报》发表《走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写在(文史哲)甲子

庆典之际》。

一《文史哲》出版2011年第5期“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刊”，纪念山东大学校史上文史哲各学科的杰出学者。

一2014年6月25日，《文史哲》国际版如啪a，o，∞如ese协埘彻mes创刊号在海外公开发行。
一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qI生本善’还是。陛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暨

“201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发布仪式在济南举行。

一萧功秦在《文史哲》2016年第5期发表《华夏国家起源新论——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

一2017年4月15至17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在

济南举行。

一2017年4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文史哲》编辑部，寄语杂志“要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一2018年4月21日至23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七“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在山东

曲阜举行。

一2018年6月15日，《文史哲》编辑部在山东曲阜召开“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专题研讨会”。

一2019年5月4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八“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在山东大学召开。

一2019年8月23习至25日，《文史哲》编辑部举办首届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

一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文史哲》2019年第5、6两期推出“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笔谈。

一2019年12月下旬，《文史哲》国际版通过专家审核，被收入ERIH PLus索引(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索引)。

一《文史哲》2020第l期发表陈来的《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发起公德私德问题论战。

一任剑涛在《文史哲》2020年第4期发表《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与陈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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