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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整体素质的竞

争。国民的整体素质是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对

于社会的创新、进步与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影响。

2004年 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宣传和普及”，指出：

“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

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并多处谈到社会科学与大众的关

系：“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

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

高要求”；“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凝聚力量”；“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

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从中央文件到社会实践都告诉我们，当社会科学面对社会发

展中提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形成理论创新成果的时候，需要通过

社会科学普及将其传导给社会大众，并使之所认识、理解、接受和

掌握，实现其价值转化，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科学

的普及，是社会科学履行自身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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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与中介。加强社会科学普及，是繁荣发展哲学

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

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传播优秀文化成果的迫切需要，对于提高全民族素

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和创新能

力，起着主导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江苏省各级社科联和有关学会、研究会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履行“推进社科普及与

咨询”职能，不断开拓视野探索社科普及的新形式、新途径，积极面

向不同人群打造各类讲坛、学堂和论坛，着力为基层服务。广大社

科专家以讲座、报告会、现场座谈问答等方式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

识和先进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让社会科学走向大众，更好地培

育人们的科学精神、道德修养、健康心理，提高人们的学习力、辨别

力，促进人的整体素质提升，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9年江苏省社科联与国

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联合开展的《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及需求调查》也显示，我省公众参与各类“社科讲座”的比例达

21%，反映了这种社科普及形式有着较高的社会和公众认可度。可

以说，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的人文社科讲坛已经成为有一定社会

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普及的有效载体、社科

公共服务的崭新平台、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

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是人们往往

忽略了他的另一句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

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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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考量，我们从 2009年起以年度选编本形式，公开出版发行

江苏人文社会科学讲座的优秀演讲稿，以期更广泛地传播全省社

科联系统的讲坛优秀成果，深度拓展其社会影响，进一步推动各地

讲坛“立足高起点、高要求，体现高水平、高品位”，不断适应形势发

展丰富讲坛的内容，建设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高素质的社科普及

队伍，办出江苏人文社会科学的优势和特色，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服

务，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社会文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推动

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服务。

大家知道，人的素质形成的过程，是人从外界获取物质、能量、

信息加以消化，逐步转化为自己身心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

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众多演讲稿，或谈古论今，或藉事言理，或宣导

思想理念，或传播经验方法……可谓融学术性、思想性、知识性、实

用性、通俗性于一炉。我们希望这些演讲稿能像黑格尔说过的那

样：“对听众来说，演讲家的描述也不是为描述而描述，也只是一种

手段，用来使听众达到一种信念，做出某一种决定，或采取某一种

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现成的知识，而且

还包括某些经过训练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读者如果

透过阅读，能够汲取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养分，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

力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能够深刻体会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辉

煌成就，进而迸发出拼搏、奋进、争先的自信与斗志，自觉践行科学

发展观，能够感悟到诚信为本的真谛，快乐人生的内涵，健康生活的

方式，学会做人与做事，那么我们会为编辑本书而感到格外高兴。

编 者

201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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