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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讲话，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广大宣传文化人才特别是高端领军人才，是宣传

文化战线的宝贵财富，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省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为切实加强高端宣传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中宣部和

我省分别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齐鲁文化名

家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5人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8人被评为齐鲁文化名家。这些人才长期奋斗在宣传文化工作第一线，坚

持正确导向，积极开拓进取，在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

化艺术、文化经营管理、文化专门技术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为进一步提高高端领军人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自2015年6月起，省

委宣传部在《大众日报》开设“文化名家”专栏，通过长篇通讯报道，集

中宣传我省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齐鲁文化名家的先进事迹、

突出业绩和重要贡献，并通过齐鲁文化人才网和手机客户端同步宣传推介，

收到良好宣传效果。现将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供宣传文化干部人才学习使用。

期待在这些全国、全省文化名家的引领带动下，我省涌现更多的高端宣传

文化人才，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成果，为繁荣发展全省宣传文化事业、建设

文化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编  者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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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洲雁：做一个最前沿的思想者

唐洲雁，1962年生，哲

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曾任中

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

任，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

书记。系国家“万人计划”第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

史党建等方面的研究，主编《毛

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等书籍10余部，出版《邓小平理论的内在

逻辑与历史发展》《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部署》等著作10余部，在各

大报刊发表论文近200篇；参与《毛泽东年谱》等书籍的撰写，担任大

型电视专题片《新中国》等的撰稿；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

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2015年7月19日是一个周日，当晚，唐洲雁乘高铁从北京匆匆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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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任山东社科院工作以来，他就开始了这种两

地奔波的生活，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常常好几周才能回一次家。时间好

像总是不够用，他不敢在京耽搁太久，由山东社科院发起的山东智库联

盟刚刚成立，如何加强这一新型智库平台建设并发挥设想中的作用，他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打造国内一流新型智库

打造国内一流新型智库，是唐洲雁到山东社科院任职之后确立的主

要目标之一。围绕这一目标，山东智库联盟等平台建设正在扎实推进。

2015年7月16日，由山东社科院发起的山东智库联盟正式成立。这

一联盟将整合全省各类智库资源，围绕山东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经

济文化强省建设，联合开展决策咨询研究，重点推出智库精品成果。唐

洲雁介绍说：“智库联盟将依托山东社科院创新工程的体制机制，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通过设立省社科基金智库专项、开展智库成果评奖、举

办泰山智库论坛等，实现全省智库资源的优化组合利用。作为开放性的

研究平台，将进一步吸收其他智库机构参与。”

“创新工程”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山东智库联盟背后依托的是山东社科院实施的“创新工程”。

唐洲雁主导的这项“创新工程”，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省直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2015年初正式启动。这项工程属于整体创新，重

点推进科研、人事、经费三方面改革，探索建立准入、退出、报偿、配置、

评价和资助等六大创新制度，以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在全国地

方社科院系统，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目前前来学习考察的兄弟院络

绎不绝，华东地区、全国社科院系统的交流大会都要安排在我们这里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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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洲雁介绍说，为实施这一工程，院里进行了各方面配套改革，包

括建立打卡制度、逐步取消职务和职称“双肩挑”、增设研究机构、改

组学术委员会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都在变，推进起来压力着实不

小。”

“创新工程”启动半年，已初见成效。《山东融入一路一带战略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面面观”》等重大成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家中央

媒体整版报道，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唐洲雁举例说，2015 年 6 月份，

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该院专家的 3 篇文章，有的是头条，这在地方

社科院是极为罕见的，说明“创新工程”已调动起大家的科研积极性。

 十年“冷板凳”的学术储备

唐洲雁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毛泽东研究专家，长期在中央文献研究室

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研究工作，现在还担任着全国毛泽东哲学研究会

会长等职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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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唐洲雁就已显示出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当

时，他发表论文，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不是《实践论》《矛

盾论》，而应是延安整风，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一场规模不小的学术讨论。

“这也是我在大学时代学习、思考结果的一次集中呈现。至今我还坚持

自己当初的学术观点。”

他自称“坐过一段时期的冷板凳”。研究生毕业后，唐洲雁进入中

央文献研究室，参与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坐就是12年，整

理出版文稿13卷。唐洲雁说，那段时间主要是抄录、编辑毛泽东手稿，

工作单调，“下的都是苦功夫”，然而精神上的愉悦却非同寻常。“一册

书稿编完之后，党和国家许多重大事件就在脑子里有了大致的印象，那

种感觉就像跟着伟人的笔墨走过了那段历史。这种知识的积累、内心的

丰富、成长的快乐，如鱼饮水，非亲历者难以体会。领袖的胸襟、思维

方式和华彩文章，都给我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就我个人的学术研究

而言，这段经历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唐洲雁说，逄先知、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等党史研究的专家前辈，

耳提面命，给予了他很多指导与帮助，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豁达的人

生态度，都对自己影响很深。“这也是我愿意从中央机关交流到地方社

科院工作的原因之一。”

 提供最前沿的思想成果

行政事务虽然繁忙，唐洲雁对科研的关注毫不放松。调任山东社科

院后，他始终把追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方

向，已发表了20多篇理论文章，出版了《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部署》

等6本专著，并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创造了山东社科院的历史。

每天下班后，只要没有会议，他都要在办公室待上两三个小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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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喜欢的理论研究。在治学方面，他涉猎博，又能由博而返之约，不

仅多所创建，而且融会贯通。比如，他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研究，

但申报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却是邓小平研究，撰写的第一部学术

专著也是探讨邓小平理论，并且一举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正因为对毛泽

东、邓小平时代都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所以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

理政思想的时候，能够较好地把握它的历史渊源和理论脉络，提供最前

沿的思想成果。

唐洲雁自称学术历程有过3次转变。一是从学校纯粹学术研究到党

的文献编辑的转变。大学7年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在学术界刚刚崭露

头角，没想到工作后当起了“编书匠”，近10年几乎没发表文章。“那种

转变是痛苦的，也是磨砺的。”为适应这种转变，一个学哲学的人甚至

去读了历史学的博士。也许正是这种跨专业的学习，才奠定了他今天史

论结合的深厚功底吧。

二是从党的文献研究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转变。1999年，随着

最后一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出版，唐洲雁有幸参加了中宣

部等 7 部委联合摄制的大型

文献纪录片《新中国》的撰

稿，一举获得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又相继参加了《辉煌六十年》

等多部电视片的撰稿，获奖

也越来越多。他还参加了中

央有关部门组织的一些重要

理论读物的写作，包括《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等。他的体会是，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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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除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通俗化的语言表达，让老百姓

看得懂，才能入脑入心。

三是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应用对策研究的转变。唐洲雁认为，地方社

科院不仅要发挥理论创新功能，还要充分发挥咨政建言功能，建设省委、

省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思想库”“智囊团”。“做好这件工作，仅靠

我们山东社科院的力量还不够，还要整合全省的力量来做，这也是我们

成立山东智库联盟的初衷。”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一晃而过，话题又回到起点。“下周，我院将倡

导并举办首届华东智库论坛。2016年，我们还要利用召开全国地方社科

院院长会议的机会，倡导成立全国智库论坛。”作为全国文化名家、第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他看到的无疑更远，想到的无疑更深⋯⋯

文：于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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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志晓：潜心于理论领域的探索者
　

商志晓，1959年生，哲学

硕士，法学博士，现任山东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兼任山东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

哲学学会会长、山东省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会长、山东省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长等。

系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

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

家、山东省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

共十八大代表，山东省十届省委委员。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理论对一个社会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在普通人眼里却是晦涩难懂、枯燥

无味的。做理论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但能在本学科有所建树并发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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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去解决现实问题、倾心于传播大众的学者，却的确不多。商志晓

便是其中之一。

“改革进程如同一条河流，必然在克服阻碍、荡涤淤积过程中奔腾

向前，必然要形成一些激流，荡起层层浪花。河水不断流淌的‘渐进

性’，是以激流、浪花形成的‘突进’与‘突破’为条件的。‘渐进性’

构成整条河流，而激流、浪花则凸显其生机和活力。”笔者采访商志晓

时，他正在做关于深化改革的报告。就他要阐明的“渐进中必须要有更

大突破”的观点，商志晓用河水的激流冲荡、平静缓急来形容，既形象

生动，又易于理解。这让笔者感觉到深奥的理论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

清新自然，仿佛与自己贴得很近。在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商志晓从不

以高高在上的“理论贵族”高谈阔论，也不在自己的“专业王国”孤芳

自赏，而是潜心做一名脚踏实地的探索者，热心做一名理论大众化的传

播者。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怀揣“热度”  走近理论

没有人天生喜欢理论。商志晓对理论的热爱，与他的经历相关。高

中毕业后，他下乡插队做知青，又当过地勘工人、宣传干事等，那时广

播报纸常播放刊登一些社论文章，每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认真学习理

解这些文章。尽管对内容懵懵懂懂，但大家都觉得理论是一种很高深的

东西，不是一般人所能触及的，这种敬佩之情使他开始关注理论。

真正走近理论，进而产生兴趣，是在商志晓上大学后。他于1979年

考入山东师范学院，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理论

界围绕着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作为政治系的学生，商志晓不

仅关注这些讨论，而且还想一试身手参与其中。他在认真研读马克思、

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共产主义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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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和必然性不可否认——驳“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文章，这让还

是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商志晓在理论界崭露头角，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倾心

理论思考的热情。这种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理论研究取向，影响

了他的整个理论人生。商志晓就这样怀揣对理论的兴趣，不时小有成就，

逐渐走向了理论研究之路。　

 挖掘“深度”  探本溯源

仅有对理论的一腔热爱是不够的。商志晓意识到，要真正进入理论

殿堂、感受真理的力量，自己的理论基础还不够坚实。大学毕业时，他

放弃到机关或留校任教的机会，毅然报考了学科实力最强的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系。研究生3年，商志晓潜心学习马列经典，饱览古今中外哲学

原著，打牢了深厚的理论功底。

进行理论研究，首先要了解理论是什么，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理论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样一些理论问题被人熟视无睹，即便从事理论

研究的学者也少有思考。但商志晓却觉得这不是小问题，很有必要透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