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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百部“中国优秀图书输出奖”日前

揭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一百部图书获

“中国优秀图书输出奖”，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赖

永海的《中国佛性论》获此奖项，这也是唯一获

此奖项的宗教类图书。

为促进输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走出

去”战略的实施，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出版参考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年度输出

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已举办16届，是

业内具有较高权威性的一项版权评奖活动。

《中国佛性论》是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佛性

理论首次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与论述的原创性学

术专著。《光明日报》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该书是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佛教佛

性的起源、演变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分析了中国的佛性思想与印度佛性学说的区别。

专家们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第一

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性论的专著，是一项具有开

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2013年，《中国佛性

论》被国家“汉办”正式列入中国学术文化图书

“对外推广计划”，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

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南京大学社科处）

《中国佛性论》荣获
第十六届百部“中国优秀图书输出奖”

2018年4月21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

识形态问题研究理论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

会议由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

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共同主办。来自全国48所

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书记、专家130

余人参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王炳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

重要的工作，高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

阵地。新形势下，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

须正确把握三个关系：一是高校思政工作和意

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建设是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二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理论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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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导权、话语权的关系，要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工作领导权这一主线，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

导权、话语权；三是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

观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起着统领的作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

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高度凝练和集

中表达。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艾四林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

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深刻把

握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关于建设什么样

的新时代意识形态，怎样建设新时代意识形态

问题，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他着重从意识形态的革命性、人民性、世界性

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强调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

作的重要性。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作了

题为《思政课要努力提高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质

量》的报告，主要围绕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是

立德树人的应有之意、提高大学生精神生活质

量是提升思政课质量的关键、如何提高大学生

精神生活质量等三个方面展开。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银传作了题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增强意

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主题报告，认为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

主义说中国话、说新话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话。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梅萍作了

《论文化自信与新时代精神生活的和谐》的主题

报告，认为必须坚持“以文化温润心灵”“以文

化涵养人生”的理念，提升文化自信，以核心

价值观引领精神和谐，以文化自觉育精神和

谐，以文化共识促精神和谐，以文化清新润精

神和谐。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方世南

教授作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

道路》的主题报告，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全

新科学命题，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只

有从意识形态在文化中的主导性地位、意识形

态所具有的价值导向性属性、意识形态所发挥

的服务人民的人民性功能等着眼，才能全面把

握这一科学命题的精神实质，从而坚定文化自

信，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会议分五个组进行了研讨。在各组代表大

会交流发言阶段，北方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

长王永和教授，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许冠亭教授，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光辉副教授，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范松仁教授，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书记张云霞教授，分别代表五个组围绕“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助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聚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加强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力”等做了大会交流发言。

（苏州大学社科处）

高 校 讯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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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
高峰论坛在南师大举行

2018年 4 月 21至 22日，“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暨第五届全国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峰论坛”

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研究》和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办，《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思想理论

教育》《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学术论坛》等刊

物协办。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

陕西、吉林、河北、江西、四川等40余所高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近百名中青年专家学者参会。

本次论坛按照主旨演讲、大会发言、小组讨

论、交流发言和大会总结五个单元顺序进行。

《江海学刊》杂志社主编韩璞庚教授、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黄明理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王跃教授、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建超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建

兵教授和王刚教授应邀作主旨演讲。韩璞庚从确

立文化自信、形成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共同

体、出现创新性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以及

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黄明理围绕马克思主义及其信仰问题这一主

题，针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确立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

跃则围绕党章第一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从两个先锋队是怎么来的、第二个先锋队

在今天的内涵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周建超针对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

““庆祝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学术研讨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会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

2018年4月21日至22日,由江苏师范大学

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编辑部、

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院承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在

该校召开。来自高校、科研单位以及媒体的近百

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自信、文化使命与文化创造研究、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内涵及其建设研究、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课题展开了深

入探讨。

（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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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发表南通大学社科研究成果
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首篇位置

刊发长篇理论文章《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

同》。该文由省中特中心南通大学基地成长春教

授、兼职研究员张廷干、副主任汤荣光研究员合

撰。这是南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首次在

《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也标志着该校哲社研究

力量在该领域取得新进展。

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研究及其实践领域的理论热点与重大课

题。如何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如何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

一”，需要系统回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属

性、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

性之间的逻辑同构关系，深入阐释作为反映形式

和实践方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前者相契合

的特质。

《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聚焦研究

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的逻辑同构关系，

系统阐释了意识形态自觉的内涵，解析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意识形态自觉的同构性。文

章指出，应避免用纯粹观念或形上思维片面理解

意识形态自觉。通过论证价值理性认同的机理，

并结合价值生态研究，文章澄清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中存在的价值共识与个体自由、观念

认同与现实冲突、应然目标与实然转化等悖论，

进而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即明晰三维理念

结构的作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形

态，促进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方式的当代转换，实

现价值规范、价值承诺与精神信仰的统一。文章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路径和方法遵循。

近年来，省中特中心南通大学基地充分发挥

平台作用，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切实做好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

等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国内重要

理论报刊发表系列学术成果，在学术同行中产生

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是我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和主

办，于1980年1月创刊，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自创

刊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南通大学人文社科处）

体”进行主旨演讲。陈建兵阐述了他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治自信的

看法。王刚则以“深入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三个维度”为题进行主旨演讲。

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和交流发言阶段，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扬州大学以及《思想理

论教育》《理论探索》《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等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内涵、基本方略

以及文化自信、党的建设等重要议题展开深入

地交流与讨论。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高 校 讯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