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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研究知识分子的力作
——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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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世纪里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 ,我国

知识分子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知识和知

识分子的作用将越来越显得重要。可是 ,由于种种

原因 ,近年来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作这一重大

课题的研究甚为薄弱。 可喜的是 ,有那么一个战斗

在知识分子工作第一线的课题组 ,长期以来结合工

作实践坚持不懈地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们连续承

担了好几项国家级课题 ,其阶级性成果早已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最后 ,他们又推

出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的最终成

果——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本人欣喜地较早

地拜读了饶定轲等同志的这部专著 ,并为其丰富、

深遽的内容所吸引和折服。该书共有十章并附一个

调查报告 ,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角色变迁、结

构变化、劳动特征、劳动价值、素质优化、成长道路、

成才机制和社会流动等方面 ,围绕着当代知识分子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这一

中心 ,对知识分子及其工作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立体

研究。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见到的第一部全面系

统研究和知识分子的学术专著 ,具有全面性、开创

性和先进性。

该书指导思想明确 ,全书始终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作者比较准

确地把握了革命导师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知识

分子和人才问题论述的精髓 ,并用来总结知识分子

工作的经验教训 ,论证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

职能 ,并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 ;以马克思关于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的学说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

劳动价值 ;尤其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深入探讨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知识分子的新情

况、新问题和发展趋势 ,因而 ,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如何对待、

如何提高、如何使用知识分子 ,以及知识分子如何

健康成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反映了作者坚实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良好的学风。

该书重点突出 ,时代感强。 知识分子的社会定

位问题 ,历来是正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

分子工作的重要前提 ,该书首先从纵向上回顾、总

结 ,从横向上探讨、论证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 ,为

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接着 ,作者便用主要篇幅 (在

十章中用七章 )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总结新经

验 ,探讨新对策 ;全书立足于新的科技革命、知识经

济初露端倪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

景 ,分析有理有据 ,成果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又具

有鲜明的时代感 ,体现了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战略眼

光 ,所述见解视野宽广 ,有助于开阔思路、转变观

念 ,对面向新世纪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知识分子政

策、改革工资和人事制度、制定教育改革发展规划、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都有重要的启迪、咨询、参考

价值 ,对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知识分子自

身的成才修养 ,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研究方法科学、成果创新性强是该书的最重要

的特色。作者运用了多学科 (如社会学、经济学、教

育学、心理学、人力资源开发等 )的成果和方法 ,对

知识分子及其工作开展了全方位、多侧面的研究。

他们遵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 ,

将文献考察、实证研究与经验总结有机结合 ,集理

论研究、应用研究与咨询研究于一体 ,不仅占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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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理论文献、历史资料 ,而且掌握了丰富的现实资

料和第一手调查数据 ,在分析研究中将之有机融

汇 ,处理得当 ,因而 ,做到了观点概括精当 ,资料数

据翔实 ,理论阐述严谨 ,创新性、说服力均较强。 比

如 ,作者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两次飞跃

的概括 ,关于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基本经验的归纳 ,

关于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市场定位的理论观点 ,关

于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分子成长

规律等重要问题的论述 ,都有创见。 作者把我国知

识分子工作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个坚持” (即坚持

“两个基本认识” ,坚持“两个尊重” ,坚持“两个结

合” ,坚持又红又专 ,坚持“双百”方针 ) ,并认为坚持

“两个基本认识” (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

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 )是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

出发点 ;坚持“两个尊重” (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核心 ;坚持又红又专和

“两个结合” (即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 )是知

识分子健康成长基本经验的总结 ;而坚持“双百”方

针则是繁荣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 ,是处理好党与知

识分子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问题。这些概

括准确、简明 ,使人得其要领、好记好用 ,反映了作

者较高的理论概括力和创造力。

该书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作的

基本问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学术上具

有开创性 ;对知识分子工作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新

鲜经验 ,对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具有指导和借

鉴意义 ;对在新世纪如何制定、完善既顺应时代潮

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政策所提的对策和

建设性意见 ,对决策部门具有咨询参考作用 ;对知

识分子成长道路和成才规律的揭示 ,无论对于知识

分子工作还是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强自身

成长修养 ,都具有指导意义。该书也有不足 ,主要是

在肯定知识分子长处的同时 ,对其长期较为普遍存

在的脱离实际和创新不足等弱点讲得欠明朗 ,对

“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强调不够 ,但瑕不掩玉 ,总

的看 ,无论就其理论意义还是应用价值来说 ,该书

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研究成果。 无论对理论工作

者、党政领导干部 ,还是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 ,都是

值得一读的一部好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获奖

为了贯彻新闻出版总署建设“中国期刊方阵”的精神 ,配合和推动“湖北期刊方阵”建设 ,根据《出版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湖北省科技厅联合举办了首届“湖北十大

名刊”、“湖北双十佳期刊”暨第四届湖北省优秀期刊评选活动。

这次评选主要以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社科期刊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和湖北省期刊协会自然科学期

刊委员会专家制定的《科技期刊质量要求》为依据 ,经过专家评审组的认真评审 ,并经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审

定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被评为湖北省首届双十佳期刊和第四届湖北省优秀期刊。

经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科学技术部严格筛选 ,由各省和中央国家机关期刊管理部门认真推荐 ,《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已被推选进入了“中国期刊方阵”。

目前 ,我国各类期刊已发展到 8900多种 ,此次进入“中国期刊方阵”的期刊仅有 1500种。《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进入“中国期刊方阵” ,标志着本刊与国际期刊界的交流合作更进一步加强 ,表

明本刊在新世纪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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