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位学者共话“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聚焦现实问题，着眼未来发展，瞄准学科前沿，推进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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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届校庆科学报告会人

文社科专场（一）以“加快建构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主题，中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

程咨询委员、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

系教授姜义华，文科资深教授、

新闻学院教授童兵，哲学学院教

授、民族研究中心暨国家民委中

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主任邹

诗鹏，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

长、经济学院教授孟捷分别作学

术报告。副校长陈志敏主持报

告会。

人文社会科学大家云集

李君如从强调历史规律与

历史主动出发，从解析五大关系

与五个要义切入，深刻阐释了什

么是“五个必由之路”以及为什

么“五个必由之路”科学论断揭

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和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路。他

表示，“必由之路”，就是合乎规

律之路，对“五个必由之路”这一

科学论断认识越深刻，在前进道

路上就越能做到习近平总书记

所要求的“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走历史必由之路。惟有坚

定不移，才能不负历史，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

姜义华指出西方话语体系

里中国土地公有制与专制主义

刻板印象的缘起，从中国话语体

系出发，剖析中国古代社会小农

经济土地关系三能极的纠缠，

探讨小农社会国家治理三能极

相资、相制、相夺的关系，揭示

“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天下

为私”的结构性纠缠才是中国

历代土地权利体系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特质。他说：“站在西方

立场，用西方坐标，自然可以为

我们认识中国提供‘他山之石

’，但这一切不能代替在中国广

袤的本土上进行全面而深入的

发掘与清理。”

童兵探讨了舆论学研究的

使命和舆论研究者的担当。他

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氛围日益浓

厚、党和国家支持、尊重民意遂

成风气等成为中国舆论学研究

的有利条件。舆论工作者要有

崇高的历史使命感，葆有人性良

知和社会感官，心怀强烈的社会

责任心；要有严密的科学作风，

用数据说话，靠案例讲理；要有

精湛的学识技能，驾驭全局和精

细操作；要有无畏的献身精神，

敢于碰硬和坚持真理；要有深广

的襟怀宇量，保持海纳百川和真

情交流的气度。

邹诗鹏表示，在马克思、恩

格斯有关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

理论中，“民族”虽只是从属于阶

级与政治国家的次要性概念，

“国家”也多限于政治国家，但从

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王权国家

及其国家学、历史主义及其保守

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无政府主

义的批判，可判断他们既反对西

方式单一民族国家，也反对传统

或现代的超民族国家即帝国主

义。然而，他们民族阶级化与社

会化、人民国家观、国家社会化、

民族性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的思

想，则包含着合理的多民族国家

观，也构成此后世界范围内社会

主义国家进行多民族国家建构

的基本资源。

孟捷从如何结合当代中国

制度变迁理解党的使命性特质

与功能、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

以及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经济制度三个问题切入，阐

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他表

示，党是联系制度变迁两条道路

的纽带，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

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党协调了制

度变迁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自

发演化主义，协调了自身肩负的

使命性和代表性。

陈志敏在主持时指出，五位

教授的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逻辑严谨、深入浅出、言真意

切。他表示，当代人类文明正处

于历史性变革的重要转折点，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要时刻心

怀“国之大者”，立足“两个大

局”，以中国为观照，主动对接国

家重大需要，特别是发挥人文社

科领域优势，强化多学科交叉融

合，开展有组织科研，解决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

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在研究解

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

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做好真

研究、推动真创新，确保研究成

果真管用，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作出新贡献。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强调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

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

体系”，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理念上的又一次重大

突破，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

远发展。本场报告会上，五位教

授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既阐述了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

域的学术问题，彰显了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魅力和思

想力量，更是对如何加快建构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宏大命题

的思考与回应。

共同点亮校庆学术星空

据悉，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

会文社理工医专场、学术交叉融

合场共 6 场学术盛宴接连开展，

来自文社理工医各学科的 32 位

专家学者云上齐聚，共同点亮

117 周年校庆的学术星空。

1954年校庆前夕，时任复旦

校长陈望道提出，“校庆种种活

动，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

当年的校庆即举行了复旦大学

首届科学讨论会，在校庆期间举

办科学报告会也从此成为复旦

大学的传统。

校庆科学报告会每年邀请

来自各学科的学者分享前沿成

果和治学感悟，弘扬学校学术传

统与文化传承，彰显复旦学者立

足前沿、服务国家的志向和情怀，

激发广大师生投身学术、服务社

会的热情，引领更多青年学子肩

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努力

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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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由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科研处、复旦枫林科技园

主办的复旦大学第 56 届校庆科

学报告会医科产学研专场在线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出

席报告会并致辞，报告会由上海医

学院副院长朱同玉主持。

六位专家学者分别立足数字

医学和药学领域，介绍了“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的医学探索与实

践。其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贾杰，附

属中山医院呼吸科副研究员杨达

伟，数字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基础

医学院教授宋志坚，药学院主持

工作副院长、教授李聪，药学院教

授黄容琴，药学院教授付伟分别

以《康复数字化技术探索与实践》

《针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的数

字疗法系统》《智能诊断、治疗及

其产业化前景》《术中定位恶性肿

瘤浸润区域手术导航系统研制与

转化》《脑胶质瘤伴随诊断试剂盒》

《强效阿片类镇痛药和新型银屑病

候选药开发》为题作学术报告。

葛均波在致辞中指出，“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既是习近平总书

记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对科技创新

提出的“四个面向”新要求之一，

也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和

责任。站在医科发展的战略高

度，建议医药领域产学研加强合

作，无论是研发新的医疗器械、新

的药物干预靶点，还是研发新的

手术方式，医学科研始终要把“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这个重大课题

落地到每一个关键点，去更好地

发现和解决临床问题。

“数字疗法是一种由软件程

序驱动、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干

预方案，用以治疗、管理或预防疾

病，又被称为‘数字药’。”贾杰向

大家介绍了数字疗法在康复医学

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贾杰指出，

数字疗法在应用领域、可及性、精

准性、有效性、性价比等方面都具

有显著优势。

杨达伟团队将虚拟现实技术

作为自闭症儿童干预性训练的一

种辅助手段，为患者创建了一个

行为治疗元宇宙。杨达伟指出，

康复训练师会结合数字量表对自

闭症儿童进行个案定制，通过虚

拟世界中“虚拟人”的沉浸式交互

行为，远程实时一对一训练患儿

的社会属性。

宋志坚分别从智能诊断和智

能手术机器人出发，着重介绍了

团队有关神经导航仪、手术机器

人的研制及其产业化情况，以及

在临床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恶性肿瘤浸润边界难以准

确定位是手术预后不佳、复发率

高的主要原因。”李聪团队提出了

可视化代谢边界导航肿瘤手术新

理论，构建了基于拉曼技术的肿

瘤代谢边界术中导航设备，验证

了可视化代谢边界引导多种实体

瘤手术的可行性。

脑胶质瘤是诊断和治疗难度

最大的脑部肿瘤之一，其发生位

置特殊，常规手段确诊困难，病人

预后差。黄容琴团队独辟蹊径，

瞄 准 人 体 血 样 中 的 miR-

NA-182，研发出脑胶质瘤伴随

诊断试剂盒。黄容琴指出，这款

分子诊断试剂盒在脑肿瘤的非侵

入性简单快速诊断、预后监测等

方面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付伟详细介绍了其团队研

发的强效镇痛和银屑病新型候

选 药 物 。 由 其 团 队 研 发 的

FW-Z1 候选镇痛药分子在多个

镇痛模型上显示出强效镇痛活

性，对于临床需求巨大的神经痛、

癌痛等疼痛表现出强效镇痛药

效，尤其是在神经痛模型上，展示

出了超强药效。 文 / 陈琳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医科产学研专场报告会在线举行

在复旦大学迎来建校 117 周年之际，为期十余天的第 56 届校庆科学报告会举

行。报告会聚焦现实问题，着眼未来发展，瞄准学科前沿，推进融合创新，助力打

造学科发展新格局，汇聚“第一个复旦”建设新力量，5月17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6 周年，围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

题，第 56 届校庆科学报告会人文社科专场（一）率先举行，这也校庆科学报告会的

首场。据悉，校庆科学报告会包括文社理工医专场、学术交叉融合专场共 6 场学

术盛宴，来自文社理工医各学科的 32 位专家学者云上齐聚，共同点亮 117 周年校

庆的学术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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