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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年 来 ，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科 体 系 、 学 术 体 系 、 话 语 体 系 ， 业 已 成 为 我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者 的 重 要 使 命 。 但 是 ， 目 前 人 们 对 “ 学 科 体 系 ” “ 学 术 体 系 ” “ 话 语 体

系 ” （ 以 下 简 称 “ 三 大 体 系 ” ） 等 关 键 概 念 的 含 义 似 乎 有 着 不 同 的 理 解 ， 这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妨 碍 了 人 们 顺 利 开 展 广 泛 讨 论 和 深 入 交 流 。 为 此 ， 我 们 有 必 要 进 一 步 对 这 些 概 念 的 本 质 内

涵 加 以 探 究 。  

  我 们 首 先 需 要 弄 清 楚 什 么 是 “ 体 系 ” 。 “ 体 系 ” （ 或 “ 系 统 ” ， 对 应 英 文

“ system” ） 一 词 源 于 希 腊 语 ， 意 为 由 若 干 相 互 联 系 和 相 互 作 用 的 要 素 组 成 的 具 有 一 定 结

构 和 功 能 的 有 机 整 体 。 故 欲 了 解 某 一 “ 体 系 ” ， 就 需 要 了 解 组 成 该 体 系 的 基 本 要 素 、 这 些

基 本 要 素 相 互 联 系 和 相 互 作 用 的 主 要 方 式 即 “ 结 构 ” ， 以 及 由 这 些 基 本 要 素 通 过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有 机 整 体 及 其 内 部 各 要 素 所 具 有 的 “ 功 能 ” 。 以 此 为 基 础 ， 我 们 便 可 以 进 一 步

讨 论 “ 三 大 体 系 ” 的 本 质 含 义 及 其 相 互 区 别 。  

  先 谈 “ 学 科 体 系 ” 。 所 谓 “ 学 科 ” ， 指 的 是 科 学 或 知 识 研 究 的 特 定 领 域 或 分 支 。 而

“ 学 科 体 系 ” 即 是 指 由 科 学 研 究 的 若 干 基 本 领 域 或 分 支 以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具 有 特 定 结

构 和 功 能 的 学 科 整 体 。 按 照 以 上 关 于 “ 体 系 ” 的 理 解 ， 学 科 体 系 也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 一 是 学

科 体 系 的 基 本 领 域 或 分 支 （ 如 自 然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物 理 学 、 化 学 、 哲 学 、 经 济 学 、 社 会

学 等 ） ； 二 是 这 些 基 本 领 域 或 分 支 之 间 的 联 系 方 式 即 结 构 ， 包 括 横 向 的 联 系 （ 如 物 理 学 、

化 学 或 经 济 学 、 社 会 学 、 历 史 学 等 学 科 之 间 的 关 系 等 ） 和 纵 向 的 联 系 （ 如 作 为 一 个 学 科 的

物 理 学 与 其 下 属 的 力 学 、 光 学 、 声 学 等 分 支 领 域 之 间 的 关 系 以 及 与 其 所 属 的 自 然 科 学 或 社

会 科 学 的 关 系 等 ） 两 个 维 度 ； 三 是 由 这 些 基 本 领 域 或 分 支 通 过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学 科 整

体 及 其 内 部 各 领 域 或 分 支 所 具 有 的 功 能 。 毫 无 疑 问 ， 无 论 构 成 学 科 体 系 的 具 体 学 科 领 域 或

分 支 也 好 ， 还 是 学 科 体 系 内 部 各 领 域 或 分 支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罢 ， 都 不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 而 是 随

着 人 们 社 会 生 活 实 践 需 要 的 变 化 而 变 的 。 学 科 体 系 的 结 构 应 随 着 人 们 实 践 需 要 的 变 化 而

变 ， 这 应 是 学 科 体 系 发 展 的 一 个 基 本 规 律 。 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的 那 样 ， 我 们 要 从 时 代

要 求 出 发 ， 按 照 突 出 优 势 、 拓 展 领 域 、 补 齐 短 板 、 完 善 体 系 的 思 路 推 进 学 科 体 系 建 设 。  

  需 要 补 充 的 是 ， 我 们 今 天 所 看 到 的 学 科 体 系 实 际 上 是 从 西 方 起 源 之 后 逐 渐 传 播 到 世 界

各 国 的 。 它 的 基 本 特 征 是 ： 第 一 ， 用 分 析 的 方 法 将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的 世 界 逐 层 切 割 为 一 些 不

同 的 领 域 ， 以 此 作 为 科 学 或 知 识 研 究 的 不 同 对 象 ； 第 二 ， 将 这 些 逐 层 切 割 出 来 的 不 同 领 域

视 为 一 个 按 抽 象 程 度 从 低 到 高 逐 层 上 升 的 归 纳 —演 绎 体 系 。 体 系 的 顶 端 是 抽 象 程 度 最 高 的

学 科 领 域 ， 即 以 探 讨 适 用 于 各 领 域 的 普 遍 或 第 一 原 理 为 要 务 的 哲 学 ， 底 端 则 是 来 自 不 同 领

域 的 经 验 陈 述 。 整 个 学 科 体 系 由 此 呈 现 出 一 种 金 字 塔 状 或 树 状 的 形 式 。 这 种 学 科 体 系 到 底

是 不 是 科 学 学 科 体 系 的 唯 一 形 式 ？ 有 没 有 可 能 还 存 在 着 其 他 不 同 形 式 的 科 学 学 科 体 系 ？ 这

是 一 个 值 得 深 入 探 讨 的 问 题 。  

  再 说 “ 学 术 体 系 ” 。 所 谓 “ 学 术 ” ， 指 的 是 由 接 受 过 专 门 训 练 的 人 按 特 定 规 范 进 行 的

系 统 性 研 究 活 动 。 而 “ 学 术 体 系 ” 则 是 指 由 学 术 活 动 的 若 干 基 本 要 素 或 环 节 以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具 有 特 定 结 构 和 功 能 的 学 术 研 究 活 动 整 体 。 从 历 史 上 看 ， 存 在 着 各 种 不 同 性 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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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体 系 。 比 如 ， 形 而 上 学 是 以 追 求 能 够 解 释 万 物 之 起 源 和 变 化 的 “ 绝 对 知 识 ” 为 目 的 ，

并 以 某 种 超 验 的 抽 象 物 来 解 释 万 物 起 源 和 变 化 的 学 术 研 究 活 动 ； 科 学 则 被 理 解 为 以 追 求 能

观 察 到 经 验 事 实 之 变 化 规 律 为 目 的 ， 并 以 经 验 事 实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 来 解 释 经 验 事 实 之 变 化

的 学 术 研 究 活 动 。  

  任 何 学 术 体 系 也 都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 其 一 ， 学 术 活 动 的 基 本 要 素 或 环 节 。 以 现 代 科 学 学

术 体 系 为 例 ， 可 以 将 其 全 部 活 动 首 先 划 分 为 学 术 训 练 、 学 术 研 究 、 学 术 评 价 三 个 基 本 环

节 。 其 中 ， 学 术 训 练 环 节 又 可 以 进 一 步 区 分 为 本 科 生 教 育 、 硕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 博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 继 续 教 育 等 不 同 环 节 ， 每 个 环 节 还 可 以 进 一 步 细 分 为 平 台 设 立 、 人 才 选 拔 、 课 程 设

置 、 教 材 建 设 、 绩 效 考 核 等 方 面 ； 学 术 研 究 环 节 又 可 以 进 一 步 区 分 为 平 台 （ 高 等 院 校 、 科

研 院 所 、 学 会 、 出 版 机 构 等 ） 设 立 、 课 题 设 置 、 研 究 设 计 、 资 源 （ 人 员 、 资 金 、 文 献 等 ）

筹 备 、 经 验 观 察 、 资 料 分 析 、 报 告 撰 写 、 成 果 发 表 、 学 术 交 流 、 后 续 验 证 等 一 系 列 环 节 ；

学 术 评 价 也 可 以 进 一 步 区 分 为 平 台 设 立 、 评 价 目 标 及 规 范 设 置 、 评 选 机 制 及 其 实 施 、 奖 惩

机 制 及 其 实 施 、 结 果 检 测 及 其 反 馈 等 一 系 列 环 节 。 其 二 ， 这 些 基 本 要 素 或 环 节 之 间 的 联 系

方 式 即 结 构 ， 也 包 括 横 向 联 系 （ 如 学 术 训 练 环 节 包 括 训 练 者 、 训 练 对 象 、 辅 助 人 员 等 主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 学 术 研 究 环 节 包 括 课 题 设 置 者 、 承 担 者 、 资 助 者 等 主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 学 术 评

价 包 括 评 价 者 、 被 评 价 者 等 主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等 ） 和 纵 向 联 系 （ 如 学 术 训 练 、 学 术 研 究 和 学

术 评 价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等 ） 。 其 三 ， 由 这 些 基 本 要 素 或 环 节 通 过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学 术

活 动 整 体 及 其 内 部 各 要 素 或 环 节 所 具 有 的 功 能 。  

  最 后 来 说 “ 话 语 体 系 ” 。 所 谓 “ 话 语 ” ， 指 的 是 特 定 的 言 语 实 践 及 其 成 果 （ 声 音 、 文

字 等 ） 。 而 “ 话 语 体 系 ” 指 的 是 由 言 语 实 践 的 若 干 基 本 要 素 以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具 有 特

定 结 构 和 功 能 的 言 语 活 动 整 体 。 具 体 而 言 ， 人 们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存 在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话 语 体

系 。 我 们 可 以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来 对 话 语 体 系 进 行 划 分 ， 如 官 方 话 语 体 系 /民 间 话 语 体 系 、 成 人

话 语 体 系 /儿 童 话 语 体 系 、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日 常 话 语 体 系 等 。 在 上 述 每 一 种 话 语 体 系 内 部 ，

还 可 以 进 一 步 划 分 出 不 同 的 亚 体 系 。 例 如 ， 在 官 方 话 语 体 系 中 ， 可 以 进 一 步 区 分 出 不 同 国

家 或 区 域 、 不 同 时 代 以 及 不 同 立 场 的 官 方 话 语 体 系 ； 在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中 ， 也 可 以 进 一 步 划

分 出 不 同 国 家 或 区 域 、 不 同 时 代 、 不 同 学 科 以 及 不 同 立 场 的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 任 何 一 种 话 语

体 系 ， 也 同 样 包 括 了 三 个 方 面 ： 一 是 言 语 活 动 基 本 要 素 （ 如 词 语 、 陈 述 、 陈 述 群 等 ） ； 二

是 这 些 基 本 要 素 之 间 的 联 系 方 式 （ 词 语 如 何 联 结 成 陈 述 、 陈 述 如 何 联 结 成 陈 述 群 、 陈 述 群

如 何 联 结 成 话 语 体 系 等 ） ； 三 是 由 这 些 基 本 要 素 通 过 特 定 方 式 联 系 而 成 的 言 说 活 动 整 体 及

其 内 部 各 要 素 所 具 有 的 功 能 。  

  在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话 语 体 系 建 设 过 程 中 ， 有 一 些 特 殊 的 关 系 需 要 我 们 谨 慎 地 加

以 处 理 。 这 些 关 系 包 括 ： 第 一 ， 学 术 话 语 与 官 方 话 语 之 间 的 关 系 。 既 要 坚 持 两 者 之 间 的 联

系 ， 通 过 两 者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 来 推 动 双 方 的 发 展 ， 又 要 注 意 学 术 话 语 和 官 方 话 语 之 间 的 区

别 ， 不 能 简 单 地 将 两 者 相 互 照 搬 。 第 二 ， 中 国 话 语 与 西 方 话 语 之 间 的 关 系 。 既 要 学 习 借 鉴

包 括 西 方 文 明 在 内 的 人 类 文 明 一 切 优 秀 成 果 ， 又 不 能 简 单 照 搬 它 们 的 概 念 和 思 想 ， 需 要 根

据 中 国 的 国 情 构 建 出 中 国 人 自 己 的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话 语 体 系 。 第 三 ， 现 代 科 学 话 语 与 传 统 话

语 之 间 的 关 系 。 既 要 继 承 中 国 古 代 的 优 秀 思 想 传 统 和 话 语 资 源 ， 又 要 根 据 现 代 中 国 社 会 实

践 的 需 要 对 之 进 行 改 造 ， 使 之 “ 现 代 化 ” 。 简 言 之 ，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话 语 体 系

的 最 终 目 标 应 当 是 构 建 现 代 （ 而 非 简 单 承 续 古 代 的 ， 即 “ 原 创 性 、 时 代 性 ” 的 ） 中 国 （ 而

非 简 单 移 植 西 方 的 ， 即 “ 继 承 性 、 民 族 性 ” 的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术 （ 而 非 简 单 照 搬 民 间 话

语 或 官 方 文 件 的 ， 即 “ 系 统 性 、 专 业 性 ” 的 ） 话 语 体 系 。  

  总 结 起 来 ，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来 理 解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 三 大 体 系 ”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 学 科 体

系 是 一 种 知 识 体 系 ， 学 术 体 系 是 一 种 活 动 体 系 ， 话 语 体 系 是 一 种 言 说 体 系 。 作 为 一 种 知 识

体 系 ， 学 科 体 系 是 我 们 要 实 现 的 目 标 ； 作 为 一 种 活 动 体 系 ， 学 术 体 系 是 我 们 达 到 这 一 目 标



的 途 径 ； 作 为 一 种 言 说 体 系 ， 话 语 体 系 则 从 概 念 、 陈 述 、 文 本 构 成 等 方 面 为 学 术 研 究 提 供

规 范 的 约 束 和 引 导 。 由 此 ， 我 们 就 是 要 在 现 代 中 国 话 语 （ 言 说 ） 体 系 的 约 束 和 引 导 下 ， 通

过 现 代 中 国 的 学 术 （ 活 动 ） 体 系 ， 去 创 造 现 代 中 国 的 学 科 （ 知 识 ）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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