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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阐释学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

“中国阐释学理论与实践”高级研修班2019年7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研修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国文学批评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人文学院承办。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职责使命的重要

讲话精神，培根铸魂，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设的重要举措。

本次研修班历时一周，旨在培养中国阐释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打造当代中国阐释学学派。张江、张政文、

潘德荣、傅永军、何卫平、李春青、刘成纪、周裕锴、李红岩等国内阐释学领域9位权威学者先后为学员
授课11次，开展专题讨论2次，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文史哲不同学科的40余位青年学者参

加了学习和研讨。

研讨班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张江教授认为，

阐释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性方法，对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人有了阐释学的
理论自觉，就会对话语的生成、传达和接受的过程有明确的意识，在从事具体学术研究时，眼界和方法上

就能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有了阐释学的眼光，对于学术、世界乃至人生都会有新的看法和认识；只有经
过母语的思维，阐释学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生命，才能成为中国的阐释学；要在方法意义上把阐释学在

各个学科展开，从而实现它的哲学生命和本体论生命。

在简短的结业仪式上，张江教授表示，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以中国道路印证中国理论、创建具
有新时代特质的中国阐释学派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开办阐释学高级研修班是推进这项崇高事业的重要举措。

今后，要就阐释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与学科专业问题集中研讨，切实把当代中国的阐释学研究推向深入，以

切实的学理研究成果贡献于新时代。他希望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在教学研究过程中，能够自觉运用科学

的阐释学原理和方法，把当代中国阐释学普及开来，以之为推手，从而推进当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

研修班的学员来自不同学科，彰显了阐释学发展蓬勃的活力和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广泛适用性。学员们

对研修班的课程设置和学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认为，研修班所邀请的老师来自不同学科背景，或

古典学养深厚，或西学造诣精深，或擅长理论建构，或精于文献考据，代表了阐释学丰富的学术面向，为
学员打开了古今中外跨学科、跨领域、跨时段的宽阔学术视野与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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