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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五十年薪传更扬帆

李景源

今年是哲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和《哲学研究》杂志创刊50周

年庆典的日子。50年来，先后有500多名哲学工作者生活和工作在

哲学研究所。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富强，把毕生心血和智慧都投入到研究工

作中，为我国的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从建立到成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

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1955年6月成立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年9月成立哲学研究所。

哲学所和《哲学研究》自创办之日起，始终受到毛泽东等老一

辈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毛泽东多次找哲学所的金岳霖、贺麟先生

谈哲学问题。他非常重视逻辑、关心逻辑学界的讨论，叮嘱金先生

要继续研究数理逻辑，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希望金先生

能写出有关数理逻辑的通俗读本。中国社科院成立后，胡乔木院长

还计划创办逻辑研究所和创办逻辑学杂志。

哲学研究所从建立到发展，始终得到全国哲学界的关心和支持。

1954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筹建哲学研究所，组成哲学研

究所筹备委员会，除了潘梓年、金岳霖，还有胡绳、冯定、李达、

杜国庠、杨献珍(1965年4月，杨献珍调到哲学所任副所长)、艾思

奇、冯友兰、赵纪彬等人。1955年哲学所成立后，聘请了由13人参

加的学术委员会，《哲学研究》杂志创刊后，聘请了由18人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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