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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人文社会科学资源古

老而丰厚，著名学术大家绳绳相继，建树卓著不凡。河图洛书，自美里演

易，世代研习，注疏浩繁；老子庄子，哲理经典，奥秘深邃，启迪千代。这

里学风笃实，孔子问礼、程门立雪，学界传为千古佳话。这里重视传承研

读，东汉太学，建制宏大，生员之多，世所罕有；应天书院、嵩阳书院，遐

迩闻名。简言之，自黄老之学发端，历儒学、理学、洛学，旁及诗、兵、艺、

医、天文诸学，中原学术，蔚为大国，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1840

年以后，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虽不再居于中心地位，但毕竟积淀厚重，在

继承、弘扬与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仍取得了突出成就。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河南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世界观指导下，组织学术社团、

创办学术刊物，用新的方法开展学术活动，在文、史、哲、经研究领域，也

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如徐旭生、董作宾、嵇文甫、刘盼遂、冯友

兰、冯沅君、姚从吾、谢国桢、赵纪彬、尹达、白寿彝、任访秋等，其研

究成果尤为世人注目。其中，徐旭生作为中国古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及夏文化的研究，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董作宾对甲骨

学的断代研究，开辟了甲骨研究的新里程，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

基础。冯友兰的哲学研究，汇中西学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推进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嵇文甫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

造诣很深，其《船山哲学》诸书论述精微，见解独到，为中外学者所推崇。

赵纪彬对《论语》的研究，姚从吾对蒙古史的研究，谢国桢对明史的研究，

白寿彝对史学史的研究，尹达对考古学的研究，任访秋对近代文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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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深、成果之富，均为后学所称道。此外，郭豫才、郭宝钧、朱芳圃、

海波、石璋如、安金槐等人在考古学诸领域的研究也发明多多，在国内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河南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长期处于空白

态，直到1947年才成立了一个历史研究所，附设在河南大学内。中华人

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社科界的队伍不断壮大，

究领域不断拓宽，组织机构不断完善。

1 958年，河南省成立了第一个社会科学专业研究机构——河南省历史

研究所，设在开封师范学院。同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科学

院河南分院，下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文革期间，该所中止工作。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1978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

省政府决定重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9年12月，又决定在此基

础上成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从建院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办院的指导思想，这就是：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的方向，立足河南、面向全国，把研究和解决河南现代化建设中提出

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做好省委、省政府的助手和参谋。之

后，这一办院指导思想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变化，但基本思想则是一以

贯之。

河南省社科院建立20年来，经历了初创和稳步发展两个阶段，科研队

伍、科研成果、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建院之初，尚无院址，人员分别在花园路54号楼、省委党校和省财专

办公，历史所在开封办公。期间，党组(按；与刚刚恢复的省社联一个党

组，后改为党委)着力抓队伍建设和基本建设。至1980年，文革期间四散

的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人员大多归队，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出面从各地

招考了29名研究人员及科辅人员，社科院人员近百人。同时期建成了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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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楼4座(116套)、单身宿舍楼1座，办公楼6000m2。科研人员在简陋

的条件下不计待遇，努力工作，不少同志还热情地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

研究。在大家的努力下，不少质量水准较高的论著相继发表。如赵丰田主

持，申松欣、李国俊校勘、增补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王天奖任下册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册，人民出

版社1980年出版)、崔大华的《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出版)先后面世，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我院研究人员积极支持农村

改革，1980年到信阳地区调研后撰写的《从抗灾看联产责任制的生命力》一

文，论证了农村大包干的优越性，建议在农村推行。在1981年3月召开的

全国所有制结构理论研讨会上，再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受到与

会领导与学者的赞同。《延津县小潭公社统一经营、包干到户调查》一文，

是全国较早论述统分经营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发表后，

受到了理论界及有关方面的重视。这期间，社科院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社

会活动，如，参与筹备召开了第二次省社联代表大会(1982)；参与恢复、

成立了省哲学学会(1981)、省经济学会(1981)、省文学学会(1981)、省

语言学会(1981)、省科社学会(1982)、省未来学会(1984)；参与组织召

开了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1983．10)、纪念鲁迅诞

辰100周年学术纪念会(1981)、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1982)、全国《歧

路灯》学术讨论会(1982)，全国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84)。

一些专家、学者还分别担任了一些学会的领导职务。在首届(1983—

1984)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论著评奖中，杨承训、巫继学、孙广举、卢甲

文、栾星、樊纪宪、崔大华、朱遂斌等同志的论著分别荣获了2等奖、3等

奖。所有这些，对扩大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对外影响和知名度都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河南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和学术研究领域作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

为检阅成绩，总结经验，1985年2月，社科院举办了建院5周年庆祝

活动；召开了学术报告会，举办了成果展览，编印了优秀成果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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