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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相关内容来自于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仅供校内师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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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简介

◼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的首家高校文科学报，也是我国目

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

◼ 近日，《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70年来的办刊成绩，表达了担负

起时代使命、发挥好期刊作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9

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

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

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

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

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视频



回信原文

《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
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你们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
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
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
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
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
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

习近平

202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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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奋进，薪火相传。赓续精神，砥砺前行。



各界反响

◆专家学者热议总书记回信：努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新性发展

◼ “回信让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激动，这是对大家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对几代编辑所付出心血

的最好回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指示给包括《文史哲》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杂志

如何办刊指明了努力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学术期刊必须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需求。”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

◼ 回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一贯的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

需要看到的是，这背后鼓舞的不仅仅是《文史哲》，而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



各界反响

◆光明网：以期刊为窗，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蓬勃风貌

◼ 《文史哲》的办刊风格是只看文章质量，不论作者身份。

◼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今天的《文史哲》要积极担起新使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

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 《文史哲》编辑部原主编 韩凌轩

◼ 杂志是学术公器，一名编辑不应只是文章体例调整员、文字校对员，更应该对学术发展有自己的想法，能

够从稿件选择、选题设计等方面体现对学术发展的预见性，为学术“幼苗”提供生长土壤。

——《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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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充分肯定了《文史哲》创刊70年来的工作贡献，高

度强调了崇尚中华文明、发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为发展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提供了重要指引，必将推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守

正创新、薪火相传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造就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特质和禀赋。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我们更好阐述中华文明。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牢记使命担当，不负伟大时代。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媒体评论

◼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在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始终都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把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

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

◼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

展的深厚基础。

◼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