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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 

潘 涌 

(浙江师范大学 教 师教 育学院，金华 321004) 

[摘要] 中共中央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目标出发，空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话语创新。话语创新 必将催生一个全面、高度 、和谐发展 的“思想中国”。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 

中国”相较 于物化形态的“现实中国”而言 ，是指秉持 自由创造信 念、洋溢思维灵感和深度创新 活 

力的东方精神强 国及其象征 的“中华文明”当代新形 态。2O世 纪初叶 以来 中国现代历史的文 明 

演进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诸 多显著业绩，已经证 明话语创新是一种顺 

应时代需要的必然历史逻辑。反思哲学社会科学界，确实存在着诸如表达力衰微、批判力丧失和 

解释力走弱这种种现实的“话语 问题”；需要警觉的是 ：“话语问题”淤积之“弊”将 阻碍全社会思想 

的进一步解放和文化创造力的喷发 ，无益于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长远积 累。 当前创新理论 学术话 

语 ，亟需转换理论学术研 究主体的语用范式 ，鼓励从 消极语 用走 向积极语 用的新境界 ：要 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基本的思想原则，彰显研究主体在创新话语 

过程 中的独立人格 、思想品位和表达个性。一方面可以从 主观上强化学术主体的创新理念 、坚定 

其创新行为 、拓宽其创新思路 、优化其创新方法等环节着眼 ；另一方面可以从改善学术文化境遇、 

提升学术评价机制 、构建学术成长平台等外在方面入手 。转换语用范式 ，将有效促进研 究主体思 

想创造力的大释放 ，实现“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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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 

时代”①——习近平主席 5月 17日在北京主持召 

开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 出以思想理论兴 

国的时代强音，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倍受鼓舞。 

在透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及其发展时，他特别指 

出“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 

不强”的时弊②。这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反思 、自 

觉祛蔽 的深层问题 。 

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 

立及其国际作用的日益彰显，文化软实力“欠硬”现 

象与之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深具东方特 

色、获得全球公认的成长性和普适性“中国话语”的 

长期匮乏 ，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值 

得忧思的一种现象 。这种富有创意 的“中国话语 ” 

之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目前全面深化改革时 

期制约社会潜在思想创造力喷发的“瓶颈”之一 ，更 

是直接影响到作为“经济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应有话语权 的发力。而软实力不 “硬 ”，硬实力则 

“软”。因此，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反 

思传统话语范式之“弊”、探讨话语表达如何深度创 

新 ，当对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 

的学术新发展乃至当前社会各领域的全 面深化改 

革 ，具有不可低估的多层面的积极意义。 

一

、“话语”溯源与“思想中国”的价值内涵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博弈的特定背景下 ，近年来 

中国政界和学界持续关注作为高频度术语的“话 

语”。对“话语 ”的关注和对“话语 问题”的焦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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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 5月 18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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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仅仅是因“话语”作为一种语词本身，更是因为 

“话语”所承载的意义及其派生的影响人类思维流 

向的“话语权”消长。既然“话语”是一国文化软实 

力(soft power of cul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 ， 

话语的持续生产、创新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散，则 

标志着该国文化软实力 的深远成长趋势 ，因此，发 

达国家政府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型智库普遍重视 

“话语”的生产和输出。这种情形，就构成了当代中 

国应当而且必须重视“话语问题”的宏观全球战略 

背景。任何“新话语”的产出及其渐进性传播，自然 

同时形成某种新观念乃至新思潮的勃兴及其盛行， 

助推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即“发展性思维”的可 

持续走强 ，从而对特定时代的文明成长和社会兴盛 

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层影 响。“话语”更新 的过程一 

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思想成长和 

发展的缩微史。这种情形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知识 

和思维更新周期的空前缩短而日趋显著。因此，只 

要怀抱振兴中国文化的伟大梦想，就不能不正视 

“话语问题”的严峻性 、不能不焦虑“话语创新”的紧 

迫性。 

2013年 8月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主席首次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 中外的新概念新 

范畴新表述”①。这在 当时思想理论界激起很大共 

鸣，并引发哲学社会科学界反思“话语问题”的新风 

潮。之后，在 12月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建设座谈会上，中宣部领导从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 

神出发，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圆“学术 自 

强梦”而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并明确纳入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之 

中②；这次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时从 

中外文化博弈、改变西强我弱的战略高度阐释了哲 

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国际学术文化交往 

中的话语权问题③。这些引人关注的新近事实表 

明 ：在近年学界 自发 内省和研讨 的基础上 ，党 的领 

袖和职能部门的领导正从 国家发展战略层 面开始 

自觉引导对“话语问题”的重要反思和建设性前瞻。 

一 段时期以来，“话语创新”之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 

的积极效应持续发酵，甚至形成了不同学科背景、 

不同思维观念和不同辈份学者竞相争开纾解“话语 

之忧”药方的热闹景观。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 

改革开放事业的迅速演进，从中央领导到专家学者 

早就开始形成对话语表达到思想 观念创新的深切 

期待。早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曾语 

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 

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 

新，与时俱进。”④尤其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达成一 

种不约而同的殷殷共识：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某些传 

统话语和不相宜中国国情的某些外来话语及其表 

达范式，已经成为一定程度上制约哲学社会科学思 

维创新的桎梏性“瓶颈”，并导致理论学术界悄然滋 

生的那种“创新焦虑”症不时蔓延 。当然 ，与此前不 

同的是 ：近期浮现舆论 界的“话语之忧”，昭示着哲 

学社会科学界关于理论创新与学术探险的建树意 

识更加自觉。因此，从国家文化创新性发展、思想 

进一步解放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对话语“创新焦 

虑”的积极意义显然应当格外看重并珍视。 

“话语”(discourse)原指特定社会语境 中人际 

思想交流而通过 口头或书面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 

但是 ，显然“话语”不只是停留在语义 、语法 和词法 

层面上的语言学的专门术语；作为最初是福柯“话 

语理论”中的核心词并后续扩展为西方哲学思想界 

学术表达的流行词，“话语”已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 

中静态的“语言”(Language)或动态 的“言语 ”(Pa— 

role)，而构成对结构 主义语言学二元论 的 自觉 超 

越。作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福柯首提的专门术语 

并得到回应和传播的“话语”，更多蕴涵着社会意识 

形态的意义——这种意义 ，源 自语用学关于话语产 

生的环境(situation)或语域(register)的若干基本 

元素 ：即生成话语 “意义”(meaning)的话题 、时空 

背景(情景)、交际意图与交际主客体的关系⑤。换 

言之 ，“话语”的意义是 由一般语词语义与特定语境 

①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 

日报》，2013年 8月 21 El，第 1版。 

② 雒树刚：《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 12月 18日，第 A03版。 

③ 王伟光 ：《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 12月 20日，第 A03版。 

④ 江泽民：《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江泽民文选》，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55页。 

⑤ 何 自然：《语境新论》，何自然主编《语用学探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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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融合后而生成的，是话语主体与客体动态关系 

的精神产物。这样，“话语”主要是哲学思想研究中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语用学”而非“语 义学”的 

一 种概念 。正因如此，在福柯 阐述语境 中，“话语” 

与动态“陈述”一词紧密相连①。从 中表 现出在历 

史演绎中研究主体对思想意识不断探秘的努力。 

因此，本文主要从语用学立场出发界定“话语” 

并以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跨学科学术视野来探讨 

“话语问题”。论题中的“话语创新”(discourse in— 

novation)，是指针对“中国问题”而在具 体语境 中 

创生 的具有新颖 、鲜活 和深刻诸 品质 、充满现实思 

想意义的言语表达行为。“话语 ”的外在形态分别 

呈现为“关键词”、“中心句”或“精彩语篇”。就语用 

单位而言，“话语”既指结构完整、表意明确、功能充 

分的独立“语法单位”(句子)，也包含置身具体语境 

中虽无完整语法结构、却有独立内涵和独特使用功 

能的“意义单位”(小于句子，如词语或短语)，甚至 

或者是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段落或篇章)；就语用 

性质而言，本文“话语”重在以逻辑理性见长的学理 

性言语行为；就语用主体而言，既有代表国家意志、 

昭示 中国改革与发展路向的领袖政治话语 ，更有覆 

盖哲学社会科学界各领域 、各学科从事相关学术研 

究并置于宪法框架内、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学者个 

体言语行为。这样，本文语境中的“话语创新”等同 

于特定背景和具体语境 中的创造性“言语行为”，包 

括积淀着人文思想内涵的新概念 、新范畴和动态生 

成的新判断、新命题。其中，“概念”是对人的特定 

实践活动本质的深刻揭示，而经得起推敲的“新概 

念”更是对社会矛盾 、现实问题和事 物本质 的发展 

性的高度概括；一个内涵深刻、意蕴丰富的新概念 

往往就成为凝聚时代发展性新思维 的基本元素和 

即将诞生的新思维体系的重要载体，并且在“新话 

语”体系中占有标志性和决定性的地位，自然成为 

话语主体深入论证思想观点、趋向学术更高境界的 

逻辑起 点。简 而言之 ，提 炼新概念 就是形成新 表 

述、建构新思维的必要开端，也是本文语境中“话语 

创新”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尤其应该看到，话 

语不只是脱离“中国语境”的狭隘、单 纯的语用行 

为，特别是在话语研究趋向多学科融合、作为新兴 

综合理论学科 的“话语学”呼之欲 出的学术背景 

下②，“话语”本身烙上了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政治色 

彩，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精神产物。由 

是言之，本文语境中的“新话语”无疑就是一种文化 

创造力量 的结 晶，至于浓 缩为一种新 概念或新表 

述、象征着一种新观念的“中国话语”，自然是“中国 

思维”乃至“中国理论”的“助产婆”——古今 中外 ， 

人间至文，当以话语核心的创新为始，以思维体系 

的创新为终 。就此而言 ，唯有话语创新 ，才能催生 

一 个焕发创造智慧、洋溢建树活力的崭新 的“思想 

中国”。 

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是全面深化 

改革语境中一个颇有探索价值的艰难的时代命题。 

构建释放思想活力的合法语言机制，其要义之一就 

在于提炼理论学术各学科领域具有创意的“新话 

语”并使之趋向成熟的新体系。从思维发生学来观 

照，话语与思维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天然具有互为依 

存、有序更新的逻辑关联。新思维的最初萌动内在 

地需要新话语 的表达 ，而新话语 的形成则完成新思 

维的诞生 ，此后就是新思维在与实践互动中日益走 

向成熟、丰富和深刻。人类文明演绎的本质就是源 

自实践基础上的话语 与思维之 间的循序轮动和有 

机升华 。如此循序往复的螺旋形上升，逻辑地促进 

人类文明历史的进化。正因如此 ，文化开放时期具 

有探索精神的思想先驱们，常常将以新概念与新命 

题为核心的“新话语”视作思维登高运动的基本“抓 

手”而不断攀援；同时，这些“新话语”又成为思想先 

驱们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深刻表征。由是言之，创 

造新 的文明和新 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是从创造“新 

话语”开始——实现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复 

兴梦”，需要通过“新话语”的创建及其体系化的发 

展来更深广地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全面激发社会 

精神生产各领域的创新活力，并使之源源不断地传 

导到物质生产各领域中去。作为观念形态 的“思想 

中国”，是与物化形态的“现实中国”比较而言的，前 

者指秉持自由创造信念、洋溢思维灵感和深度创新 

活力的东方精神强 国及 其象征 的“中华文明”当代 

① [法]米歇尔 ·福柯：《话语的形成》，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 2章，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 32页。 

② 陈汝东 ：《论话语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6期，第 l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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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态。国家的发展，无疑有赖于“硬实力”和“软 

实力”两者同时走强，而以新话语催生的新思维则 

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软实力”。因而，如果 

“现实中国”侧重指国家物质文明建设的充分发达， 

那么，“思想中国”其内涵重在国家精神文明创造的 

高度繁荣，尤其是活力横溢的新观念和新命题的层 

出不穷。这具现为以“新话语”为象征的产生世界 

性影响的汉语精品之不断问世——唯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两大指标的同步达成，才标志着具有厚 

重历史积淀的古老中国真正全面焕发出全球化时 

代的蓬勃生机。因此，在“思想中国”这个不无探索 

意味的新概念中，蕴涵着对当代中国曲折成长过程 

的积极和建设性的理性反思，包含着对作为世界文 

明体系中重要一极的“中华文明”走向全面、高度与 

和谐发展这种理想境界的深切期盼。 

如上内涵的“思想中国”将标志着五千年“中华 

文明”的新发展，必然具有下述基本价值特征。第 
一 是思想的开放性。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指 导下 ，开放“和而不 同”、自 

由竞争的多元思想空间，使主流与支流、传统与前 

卫、精英与民间等多种声音获得“百家争鸣”的平等 

契机，借助平和与理性的话语交流而释放思维能 

量、引发创意灵感。第二是思想的发展性。凡是富 

于思想力的国度，必然珍视“万类霜天竞 自由”这种 

优质精神文明生态，激励最优秀的思想者善于及时 

总结、概括和提升源 自社会变革实践的宝贵经验， 

从而长葆新观念、新思维生生不息这种哲学社会科 

学的学术活跃恒态，甚至引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思想的创新性。这是未来“思 

想中国”的本质特征。思想的开放性和发展性最终 

指向创新性价值的完满达成。唯有充盈思想的创 

新气息并以批判和反思为荣、以建树和创造为本的 

伟大国家，才能持续超越原有文明形态、开启文化 

振兴并高度繁荣的新里程和新境界，闪耀出与人类 

其他文明形态并存共荣、互补多赢的理性光辉。当 

中国社会的发展获得了与经济增长相称的饱满的 

文化内涵，世界全球化的历史才是揭开了真正具有 

“中国主题”的崭新篇章 ：曾经被人戏谑的技术主义 

“中国制造”将 终于升华为 自辟前 景、独 具新意 的 

“中国创造”，充满世界意义的“思想中国”将终于步 

人人类创造史的伟大格局。 

二、话语创新的历史逻辑 ： 

新话语推动社会进步 

“话语创新”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开启“全面深化 

改革”之际凸显出来的。由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制改 

革扩展且深化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 

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各大领域 

的综合改革，这种国家改革与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 

深刻地凸显了新一轮“深改”的全面性和前瞻性；十 

八届三中全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将 

其细化为十五个方面的具体实施纲要。从传统计 

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必然要求中国 

社会各个方面、各种环节的改革作出同步配套的跟 

进 ，避免单一改革可能导致的新 问题激发社会各阶 

层的新矛盾和新冲突，真正降低改革可能遭遇的不 

必要的风险成本。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仅要求 

市场资源的最适当调配，更是亟需社会各阶层的和 

谐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合理调节，从而如《决定》所要 

求的那样“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 

流”①。《决定》所展示的改革远景鼓舞人心，但是 

“深水区”的改革必然要求疏理“浅水 区”改革所遗 

留的阻碍思想通道 的“淤塞”——这就是全面深化 

改革时期 的“瓶颈制约”。 

思维观念的创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前提。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 

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②即使是作为指导社 

会进步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也 

存在着一种“再创新”的内在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 

义不是静止 的封 闭的教条 ，而是在实践 中接受检 

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③既然如此，就要求以 

新话语及其承载的新观念来进一步释放人们心灵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 11月 16日新华社电，第一部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 1期。 

③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学习》，《江泽民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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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强大的思想力量 ，以创造性的思想力量来驱动 

人们的社会实践行动，进而开创社会文明发展中承 

前启后 的新里程和新境界 。这里 ，语 词、概念和判 

断三者之间存在着循序互动、渐次推进思维深入的 

辩证关系。语词是概念存在的符号形式，概念则反 

映事物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当指称特定对 

象的新语词出现时，就是新概念、新判断萌芽之际， 

但是，此时语词形式与概念内涵之间未必深度“榫 

合”；此后，伴随主体实践运动和思维运动的不断进 

展，语词与概念之间逐渐“磨合”：这种持续“磨合” 

的本身，就构成了主体“深入研究”的曲折过程，于 

是在这过程 中由灵感 的触发而可能诞生更精准、更 

丰富和更深刻的真正新概念 ，并形成突破旧观念 的 

创新性判断一一 由此而展示 出思维生长 的可持续 

前景 。概而言之 ，新思维的萌芽产生了新概念问世 

的内在需求，而新概念的问世则促进话语主体自身 

(即研究主体和表达主体)和社会思想深入、普遍的 

大解放和再创造，促进国家的精神创造力和物质生 

产力突破瓶颈制约而强势喷发乃至更深远的释放。 

这就是“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个时代命题 

的真正内涵和本质规定。这个命题的基本精神不 

但顺应理论学术研究各领域发展 的历史逻辑 ，更深 

度契合社会文明的宏观演绎规律 。 

2O世 纪 初 叶 的新 文 化 运 动 以 “科 学”(sci— 

ence)、“民主”(democracy)这种 由西方输入 、中国 

历史上从未呈现过的新话语洗涤被旧文化 、旧思维 

蒙蔽数千年的民族心灵，开创了以人的觉醒为标志 

的“五四”运动先声 。从胡适 、鲁迅 、郭沫若等作家 

们的新文学创作，到中国共产党等新兴社会党团组 

织的救国革命运动，展开了一场从新思维到新实践 

和新体制的对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更具有说服力 

的是 2O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新时期：全国理论思想 

界以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开启序 

幕，并由此而发动了以“解放思想”为话语标志的伟 

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种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 

中，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诸多问题 以全新话语作出 

了一系列精湛的表述，诸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朴素而蕴含深刻哲思价 

值的政治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哲学 

新命题，以及南方谈话中所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 的新范 

畴——它们作为定格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新话语”， 

深远地敞亮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的思想征途 ，释放 出全 民族 、全社会进行社会 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热情，短时间内创造了世界第 

二“经济大国”迅速崛起的历史奇迹——经济学家 

甚至将这种以“解放思想”来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 

的基本原理提 炼为“Ideas增 长模 型”①，因为这是 

区别于资本 、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的“无形 

要素投入”，并给作为蕴藏世界上最丰富劳动力资 

源的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巨大“规模效应”。可以 

更明确地说 ，上述承载新时期新观念 的诸多 口耳相 

传、思想含量深厚的新话语，已经成为曾被极“左” 

政治思潮引入歧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最享受 、最启 

智 的公共精神产品，并且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 

上的可持续增长价值。因此，它们逻辑地成为当代 

中国历史发展 的深刻象 征。放眼人类文明发展 的 

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创意概念和新颖表达 

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效应更是不胜枚举。罗马国际 

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 的极限》所用“可持续发展 ” 

概念之于地球资源有序开发与人类生态和谐发展 

的反思性警示 ，美 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 ·米德首创 

文化人类学“后喻文化”新说之于人类文明演进 范 

式的揭示，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著名箴言“我只 

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对培育人类理性精神的永恒启 

迪和智慧省思等等⋯⋯从 中我们可 以深远地感悟 

到：凡是凝聚了深厚思维含量 的新话语 ，必然能够 

在一定时代条件下转化为一种无与伦比的社会进 

取新动力 ，有的甚至 以持续释放出来的强劲思想 能 

量而引发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精神上的“核裂变”，最 

终汇合成民族进步与人类文明演进的意志力和行 

动力——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时代条件下 中国 

应当致力 于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必然历 

史逻辑。 

今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之际，创新理 

论和学术话语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当然职责。 

展望国际世界，人类全球化进程正在向纵深持续发 

展，源自不同意识形态和种族文化的“话语博弈”鲜 

① 胡鞍钢：《中国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钥》，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O14／O318／c4O531—24667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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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反映在各个领域的国际交往中，尤其是“核心 

英语”(Nuclear English)所强势承载的西方 文化价 

值体系通过网络高速公路辐射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对植根深厚历史传统的东方文化构成了危机和契 

机并存的严峻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球 

化背景下的一种 “话语软战争”。它关 系到 国家在 

世界文化博弈中的话语权力和国际形象 ，关系到中 

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走向。因此，唯有把 

握时代趋势并从理论学术的各个领域趟过“深水”、 

创新话语 ，才可能带动全社会的思想创新和文 明进 

步，在持续释放全民族精神创造活力的过程中催生 

一 个智慧勃发、活力四射的“思想中国”。 

三、话语创新的现实逻辑： 

“话语问题”及其痼弊 

伴随着当代改革实践进入“深水区”所暴露出 

来的“瓶颈”制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是 由于哲学社会 

科学新观念对传统思想禁区突破的迟滞，是位于经 

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探索力度的走弱，从而 

束缚了经济基础改革的实施力和行动力。当代改 

革进程所创造的诸多奇迹已经表明：只要洒一缕新 

观念的阳光 ，就能使 中国社会活力四溢 、发展 辉煌 

(正是新时期农村政策的有限放宽，才使安徽省肥 

西县小井庄农民完全可能发起 1978年 9月包产到 

户的自发改革，而这场最早的小小变革则开启了中 

国广袤农村 30多年改革的一段神奇历史)；换言 

之 ，酝酿 已久、势欲喷发的社会发展潜在活力亟需 

通过新话语及其孕育的新观念、新思维来“放闸”。 

而目前的突出问题却是：作为思想意识之反映的理 

论学术话语，其更新速率和表达范式与全面深化改 

革的当代社会现实不对称、与全球化多元文化交融 

和演进的新阶段不适应 、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 的 

高要求不协调——这就是“话语问题”长期淤积下 

来的痼弊。在一定意义上说，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内 

在的深层思想观念障碍已经转化为了概念符号和 

话语表述的外在障碍，这就是令人感叹的“表达的 

艰难”。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消极语用现象，尽 

管在不同学科领域内的表现程度不一，概而言之就 

是理论学术话语范式转型的相对滞后 ，即概念符号 

和表述形式的蜕变迟缓和更为内在的语用主体创 

新意识的薄弱所致，结果表现为表达力的衰微、批 

判力的消失和解释力的弱化 。 

所谓话语表达力的衰微，就是超越时空、不谐 

于新语境的公共表达、同质表达和泛化表达仍有普 

遍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特定语境中不乏 

泛滥之势。可以看到，一段时期 以来学界流行 的是 

简单套用外来话语或者传统固有话语，以致遗忘了 

“言说者是谁”、“为谁而言说”、“何语境言说”这种 

消极语用的现象频频发生，其表现正如有学者所警 

示的“言必称希腊”的无根话语难以禁绝①。实际 

上具有自身特定文化内核的理论学术话语，显然难 

以完全套用 生成于异域 的社会现实 和思想现 

实——由此可以反推外在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 

现实的话语为何难 以摆脱“水土不服”的表达困窘 。 

所谓批判力的消失，是指话语表达者不能坚持 自我 

选择、独立取舍的思想立场，表面无“过”的掠影式 

描述貌似稳妥、实则缺乏思想力的尖锐“楔人”。即 

使是对传统主流话语或西方话语的“拿来”，也不能 

仅仅简单地平面“安放”在特定语境中的现实问题 

面前——恰恰相反，需要表达主体以“尖锐而不极 

端的批评”透过表象而深入问题本质②，显示出主 

体独立评论的思想锋芒。我们需要首先经过 自身 

思维过滤的西方话语或面对具体问题的传统话语 ， 

它们可能曾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适合于彼时彼语 

境，但是都需要在此时此语境(即当代中国语境)中 

作出基于自主立场的“二度创造”——这就是问题 

语境中富有理性思维的独立评论 。这种独立评论 

在开放 的文化建设生态 中是正常且积极的，可以引 

领思想创造力的释放。所谓解释力走弱，是指从传 

统或者异域语境中“捡 拾”来 的话语对当下不 断生 

成着的复杂的“中国问题”愈来愈缺乏与时俱进的 

阐析效应。设若表述的话语无法对不同领域、不同 

学科 的“中国问题”发挥具有针对性的积极效应，那 

么，理论学术的论著就可能丧失应有的品格甚至生 

命力，沦落在对改革现实的“外在”中而迷失自身的 

目标指向，异化为仅供书斋内把玩的某种“玄学”。 

① 杨军：《学术“洋八股”必须禁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3月 3日，第 A05版。 

② 俞正声在 2014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中国网http：／／news．china．corn．cn／ 

2014一O3／O4／contem一31659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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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走出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却未能提炼出与行为模式相配 

套、共识度高、获得国际公认的话语体系来予以深 

刻和新颖的阐释(即使国内学界对较为流行的“中 

国模式”及其特定内涵也 尚存明显歧见 ，至于对“中 

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提炼也是有待时 日)，尤其不 

能据此运用自己的话语符号来与西方发达国家展 

开从容不迫的平等对话。这样，“经济大国”与“话 

语 弱国”之间就形成了一种 明显 的反差 。而 由于话 

语表达力 、批评力和解释力的这种衰微 ，必然削弱 

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影响力和思维主导权。 

上述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汉语在学术 

研究领域中不无尴尬 的窘境 。这种 “话语问题”实 

际上凸显出 目前深化改革时期全面解 放思想 的必 

然逻辑。我们自然联想到近年来令社会各界不断 

揣摩和玩味的“钱学森之问”。其实，解答这个追问 

学术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缺乏创新思维、创新人才 

的重大现实问题 ，最富有启发性的就是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罗纳德 ·科斯教授。这位已经仙逝的 

百岁老者在临终之前通过视频 向中国发 出语重心 

长的忠告 ：中国需要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以促 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和谐、更具有可持续性①。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思想解放的速度尚滞后于运行在 

经济改革快车道上的“现实中国”，上述“话语问题” 

就是这种改革落差留下的一种“后遗症”——无疑， 

“思想中国”亟待源 自“现实中国”而又超越变革实 

践的新话语体系来予以催生。 

因此，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 的更趋深入和完善，面对西方世界 以“软 

权力”(soft power)为话语代表的“核心英语”之强 

势渗透，我们应当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出发考虑锻 

造既有本土特点 、又具普适价值、而且 时代特色鲜 

明的“中 国话 语 ”(包 括 “中 国概 念 ”和 “中 国表 

述”)——它们既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一种 

高度(比肩甚至超越儒家的“和文化”)，又能为人类 

文 明的进步作出 自己原创和独特的思想贡献 ，以此 

才能应对所谓国际世界“文明的冲突”。诸如：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将崇高的内涵与质朴的表 

述融为一体，既有人类价值追求的共同基因(“梦” 

者，源自现实且超越现实的理想之谓，如 American 

Dream)，更 富 中 国 民间对 理 想 和幸 福 的憧憬 色 

彩～一这是富于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政治新概念。 

“改革是最大 的红利”一 这是李克强总理基于历 

史 回顾和未来展望而作 出的富有政治远见 和学术 

涵养的专业新判断。最近，理论界人士以“富强 、民 

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 、 

诚信、友善”这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 

提炼 出“一元化指导思想能在扩容 中应对多元化社 

会”的结论②——这是与时俱进 、稳健积极 、显见一 

种政治智慧的理论新表述 。而在学术专业领域内， 

对于富有 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的提炼 ， 

正愈来愈成为一种推动各领域学术思想进步的“学 

界时尚”。修辞学界在汲取邻近学科理论精华的基 

础上提出了“新 言语行为”的重要概念⑧。它是在 

一 定人际交往的语境中，行为主体根据 自己的意图 

而借助一定的媒介、结构出一个语段并使“他者”产 

生关联性反应的系统言语行为。显然 ，这个新概念 

本身已经融入或强化了后起语用学所注重的一些 

主要元素，即语境、表达意图、关联性反应等。甚至 

更有学者在追溯传统文化源流的基础上 自觉意识 

到“关键词”(即重要概念的载体 )是文化解密的金 

钥匙 ，从关键词诞生一成长一更新一再生 的整个过 

程可以发现它们所承载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生命历 

程，由此而提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词研究新方 

法——“生命历程法”④。这个新概念问世 的本身， 

不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是一种破其机枢的方法创 

新 ，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创造性学术发展 

具有不容忽视的方法论启迪 。 

上述形式不一、内涵深刻的典型“中国话语”， 

其主体无论是政治领袖或者学界精英，都充盈着一 

种时代的亲切感和智慧的魅力。凡是富于新质、持 

续升值的“中国话语”，就应该具有本土性和普适性 

兼备的鲜明包容特色(即“融通中外”)，并蕴涵现实 

① 罗纳德 ·科斯 ：《中国应该开放 思想市场 》。网易财经 ：http：／／mone~163．com／13／Ol16／18／8LC21IVIDIOO254T39．html。 

②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 ：《一元化指导思想能在扩容中应对多元化社会》，http：／／www．求是理论网．on／ 

zz／wwtj／201403／t20140317
—

330914．htm。 

③ 李玉 ：《构筑中国语言学科新概念新范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6月 4日，第 AOl版 。 

④ 李建中：《关键词研究开启中华文化现代意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6月 4日，第 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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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瞻性和发展性互相贯通的久远成长价值。这 

样的理论学术“话语创新”，将能够释放出强大的持 

续增值的思想创造力 ，从而催生一个新意迭 出、理 

论长青 、活力永在 的“思想 中国”，并且推动被新 思 

维、新理论所深刻洗礼的行为主体 自觉地、观念化 

地对应于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 这才是“话语 

创新催生‘思想中国’’’这个时代新命题在认识论和 

实践论双重意义上的本真内涵。如是意义上的“中 

国话语”，才是“中国思想”之名，而“中国思想”则构 

成“中国话语”之实，如此名实相称，必将创造“中华 

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高度。这样一个崛起于伟 

大改革实践、矗立于人类历史峰巅的“思想中国”， 

这样一个孕育着时代精魂、喷涌着深沉理性精神的 

“魅力中国”，必将又对自身改革实践的深化而积极 

发挥思维创新 、观念引领的战略导 向作用 ，从而构 

建起观念与现实、思想与实践两者互动、循序渐进 

的辩证关系，可持续地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全面现代 

化的历程 。这种辩证关系的构建 ，既符合马克思主 

义关于实践一理论一再实践这种创新世界的历史 

逻辑，也顺应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迎接挑战、全 

面发展的现实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 

认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 

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那么， 

作为这种改变了的“新意识”、“新思想”指称的“新 

话语”之问世，难道不也符合历史 和现实 的必然逻 

辑么? 

四、话语体系创新与语用范式转换 

如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 

述”，创新理论学术的“话语体系”而不是仅仅满足 

于捡拾闪烁思想灵光的“片言只语”，就应当从转换 

“语用范式”的战略高度人手，以期从整体上创新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达风貌，突破以 

往那种很少触动思维神经的刻板化“消极陈述”范 

式。“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 

哲学家托马斯 ·库恩 (T．S．Kuhn)于 2O世 纪 6O 

年代所创。在这个虽为古希腊已有的词中，库恩赋 

予了其科学哲学的新含义：范式就是体现每一个科 

学发展阶段的特殊内在结构的模型②。在该结构 

中，科学共同体成员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 

范，包括共同遵从的哲学观、行为观和方法观。库 

恩“范式论”也给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创意发展 

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启发。观照社会科学领域内 

所发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亦是包括 

概念运用、思维逻辑、表达风格等要素在内的新旧 

语用范式之间的划时代转换，毕竟改革开放“后三 

十年”标准化的“公共话语”已经基本被摒弃；换言 

之，撬动语用范式转型是全面达成话语体系深度创 

新的可能战略途径，由此推进社会科学各领域、各 

学科的学术思想朝纵深演绎和发展。 

所谓语用范式 (pragmatics paradigm)，是指一 

定历史背景下普遍的语言哲学观与相应具体的语 

言表达观之间的有机融合。其中，居于上位的语言 

哲学观规定了语用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情感倾向，而 

具体的语言表达观(即语言行为观)则是在语言哲 

学观统领下对思维外化的具体认识和实施行为，决 

定着主体的语用品质及其创新程度。一定的语用 

范式反映着特定时代语言表达的精神特征和价值 

取向，直接影响理论学术领域学人们的话语产出质 

量 。因此 ，转换语用范式的核心就是调适理论学术 

领域“话语主体”与“话语行为”之间内在的逻辑关 

系，自觉地提升话语生产的创新品质，尤其是增强 

话语呈现的鲜活度、话语蕴含的丰厚度、话语价值 

的普适度和话语指向的发展度。如果表达主体在 

深读“中国问题”和感受当代实践的基础上而从心 

灵本位立场 出发，那么 ，其表达行为就是有根之树 、 

有源之流，其创新话语既是生命本质的必然象征、 

又是中国实践的概括反 映，话语与思维之间、主观 

与客观之间就有可能达到高度和谐的融合；反之， 

则不然。强调话语表达者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实 

质就是从本源上注重话语表达的原创 性——并 由 

原创性而派生出表达的前瞻性、独特性、深刻性和 

开放性等一系列鲜活的话语品质，推动人类社会深 

远的文明积累和高度的文化繁荣。由是推论，真正 

创新生命话语的密钥就是确立并维护话语表达的 

主体地位、强化其话语原创的自觉意识——这也就 

是所谓话语范式转型的基本内涵，即表达者由机械 

化、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消极语用”走向基于独立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年 12月第 1版，第 48页。 

② [美]托马斯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月版，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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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与 自主思考而创新概念 和缜密推 断的“积极语 

用”，构建起具有深厚思维含量且能洞 开成长性思 

想空间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时代已经提 

供了这种宏观的背景条件 ，如何从语用范式转换 的 

视角去实施催生 中国思想力的恢弘人文工程 ，正值 

其时。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学术语境，一方 

面可 以从主观上强化学术主体的创新理念 、坚定其 

创新行为、拓宽其创新思路、优化其创新方法等环 

节着眼；另一方面可以从改善学术文化境遇、提升 

学术评价机制、构建学术成长平台等外在方面人 

手 。这样 ，理念与行为统一 、主观与客观结合 ，撬转 

语用范式从“消极”走向“积极”，激励理论和学术研 

究主体充分释放话语创新的充沛能量 。 

第一，高标核心观念：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创造 

功能坚定话语主体的创新意志。这是就话语创新 

的哲学思维观而言的。核心是重树哲学社会科学 

的本质观。新话语所表征的新观念、新思维正是社 

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具有显著的先导作用。思想 

的伟力与话语的创新构成逻辑的正比关系。历史 

新时期 ，对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科学技术”及其功 

能的认识遗 留着极“左”思潮的深深烙印，并阻碍着 

当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此背景下 ，“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种新表 

述和新判断，凸显出不可估量的思想创造价值，极 

大地提速 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此类推 ，我们今天 

同样要旗帜鲜明地高标“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 

力”的朴素理念 ，如果说劳动者是生产力 中“人的要 

素”，那么，新观念、新思维就是脑力劳动者 自身的 

“价值要素”，而且 ，脑力劳动者这种软性 的“价值要 

素”具有可供社会实践长期应用并预示不可估量的 

成长性增值前景 ，因此 ，比显性 的科技设备和操 作 

技能更具原初动力和持续升值的积极功能——追 

根溯源 ，发达的物质文明只是人类先进思想观念的 

自然成果 ，而人类先进的思想观念才是物质文明形 

态蜕变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早就作出过这样 

精彩凝炼、颇耐 回味 的阐述 ：“我的对象 只能是我的 

一 种本质力量的确证。”①“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 

自由思想意志，它在现代社会中以“话语”承载和显 

现并作用于主体人复杂的实践对象。如果全社会 

都能营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这种民主和 

开放的舆论氛围，形成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蕴 

含创造性精神的劳动这样一种全体公民的共识，那 

就会激励全国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界高标这种坚定 

的核心价值观念 ：以铸炼“新话语”为表征的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本身 ，就是一种估值很高、不容置疑 的 

学术文化创造 ，其持续的积极效应更表现为祛除思 

维之蔽、释放源源不断的社会变革动能。这种积极 

向上 、共识度高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够坚定哲学社 

会科学界同仁创新话语的强大意志，凝精聚神、排 

除认识干扰，且形成创新话语 的坚韧实践合力。 

第二 ，坚守逻辑起点 ：从真实的“中国问题”获 

得话语主体的创新灵感 。这是就话语创新 的实践 

源泉而言的。真实的“中国问题”是指源于改革实 

践 、祛除认识之蔽并有可持续 、成长性探讨前景的 

实然 问题而不是被庸俗社 会学或教条主义掩饰的 

“伪问题”。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创新话语 的基本前 

提。既然新话语是新思维的载体，那么新思维则是 

对真实的“中国问题”之直接揭示和破解；没有对 

“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的深度解读和凝神沉思， 

就不可能引发话语主体 的创新灵感 。20世纪晚期 

到 21世纪中期无疑是 中国社会大变革 、大进步并 

为后续发展充分奠基的思想创新 的“黄金期”，未来 

十年则是全面深 化改革过程 中一段难 趟 的“深水 

区”——对这段不平凡历史的亲身经历与深入体 

验，本身就是研究主体的平凡人生与伟大时代相交 

集而获得的一笔非常难得、可供开发的话语创新资 

源；续之，基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而予以 

深度品读和含英咀华，“开发”出富于前瞻性的真知 

灼见。这种 内涵丰富的所谓“开发”包括提炼新概 

念、赋予新内涵、作出新判断、展开新思维等系列流 

程 ；换言之 ，通过严谨 的心智活动而过滤表象、去芜 

存真、形成新知 ，这是基于“中国实践 ”和“中国问 

题”而获得话语创新灵感的基本途径。虽然有必要 

追根溯源、周视寰宇 ，但是首先需要守护本土意识 、 

坚持现实立场、尊重“中国实践”，持之 以恒地把立 

足改革前沿、聚焦改革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学术话语创新的真正逻辑起点和丰富的灵感源泉 。 

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中外、古今和理实(理论和实 

践)三大关系的辩证考量，其间以“中国问题”作为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年 5月版，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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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创新乃至理论学术建树的逻辑起点，也是作为 

把握三大关系、六种维度的“枢纽”。没有“中国问 

题”，即无“中国意识”；没有“中国意识”，即无“中国 

思维”和“中国理论”——更无创新“中国话语”的源 

源灵感可言。正 因如此 ，马克思才意味隽永地道 出 

了关于“问题”的真谛：“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 

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理论学术 

研究中的质变和升华，往往表现为探索之心与现实 

问题“邂逅”时灵性思维的瞬间凸显：一种蕴含着新 

观念的创新话语出乎预期地照亮某一段混沌的“思 

想迷途”。感同身受的“中国问题”，不仅能够提供 

研究主体解疑祛惑、追本溯源的思想动力，也是创 

新话语的思想之源甚至是智慧之母 。试想 ：如果没 

有对极“左”政治思潮长期阻碍社会发展这个特定 

“中国问题”的浸润式体验，没有由此而形成的萦绕 

心间、挥之不去的困惑和沉思，何来历史新时期发 

轫之际对于“思想解放”的自觉倡导和推动?何来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等撬转中国社会发展向度的新概念和新表述! 

由是言之，聚焦“中国问题”应当是创新“中国话语” 

的逻辑起点和内在线索。具言之，亟需在改革实践 

中发现蕴涵探究前景的真实的“中国问题”，培植对 

这种真问题敏锐的“发现”意识和深入的透视能力， 

以此为重要抓手来探寻思想解放 、社会进步的正确 

路径。这样，对“中国问题”的聚焦则意味着从中可 

能提炼出具有成长性思想价值的“新概念新范畴新 

表述”，并走向理论学术思想体系创新的高境界。 

第三，尊重学术个性：凭借研究主体的独特性 

孕育话语生产的原创价值。这是就话语创新主体 

的学术个性价值而言的。学术个性与学术共性存 

在着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自由活泼、新鲜生动的 

学术个性当然基于严谨理性、规范有序的学术共 

性，但更要超越过度标准化的学术共性而走向活力 

横溢的创意。尤其要清醒地看到：“文革”时期极 

“左”政治思潮的不良遗风，迄今仍然一定程度上潜 

在地束缚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话 

语出新，“套用”话语与个性话语、因袭思维与创新 

思维时有斑驳互现，致使研究主体的学术个性难以 

充分自由地舒展。展望多元文化交融与博弈的全 

球化趋势，植根国家宪法精神和学术伦理道德之上 

的学术个性之自由生长，将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发展 

前景。就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逻辑而言，尊重并弘 

扬学术个性就是话语创新之本。这种学术个性，包 

括研究主体的观察视角、思维路径、论证特点、表达 

气质和人文品质等。鲜明的学术个性是研究主体 

走向建设性成熟的一大标志，是其渐臻创造性化境 

的必备要素。特别需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倡导的这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基本精 

神②，在恪守宪法基本原则和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 

前提下，鼓励研究主体 自主培育和充分舒展自己的 

思维个性(包括思维视角 、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 

解放具体的人，首先意味着解放作为智慧生命崇尚 

真理、孜孜以求的思维个性；进而言之，思维个性获 

得理性释放，正是表达个性获得升华、话语创新付 

诸实施的必要条件。总之，和谐开放的文化生态、 

自由宽松的时代条件，无疑是创生“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这样一种鲜活生动局面的基本前提 。因此 ， 

从活跃学术氛围、催生新鲜话语的逻辑路径出发， 

我们应该尊重和悦纳统一“规划”之外理论学术追 

求的自主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真正让研究主体的 

学术个性合情合理合法地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指导下的理论学术自由创造的精神空间。 

第四，跨越学科本位：以国际学术大视野在传 

统学科的交叉领域、边缘领域拓展思维创新的“陌 

生空间”乃至“风险空间”，铸炼理论学术的“新话 

语”。这是就开辟话语创新的具体途径而言的。当 

代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一样 ，伴随着知识更新 

周期的缩短 ，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生着学科 

重组、视域融合这种革命性的深刻蜕变。这样，今 

天如以全球化的学术视野重新审视 工业文 明初期 

和中后期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及其成熟后的衍 

生和演变 ，则当代“学科”群落 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 

了难以一一对应于传统“学科”固有概念及其内涵 

的种种迹象甚至是显著趋势，包括其知识范畴、认 

知边际、研究方法、操作媒介、发展流向以至本质规 

定。这种具体学科在知识体系、研究视角和思维方 

① 马克思 ：《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6月版，第 

203页 。 

② 特约评论员：《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人民日报》，2014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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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诸多维度上“名”与“实”之间的不同时代落差，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历时性进步，必然要求学界重 

新梳理固有“学科”的传统内容和学理框架，这就表 

现为“知识嫁接”、“学科杂交”、“边际拓展”、“视界 

融合”、“学理贯通”等等，而这一切都无法绕避地指 

向“话语蜕变”的内在要求 ，进而可以在学理思想上 

开启一种颇具创意和深度、蕴含着再生希望的学术 

新旅。比较典型的就是位居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顶 

端的哲学学科，由于其传统先验性的弱化而走下形 

而上的神坛并且 日渐“普适”于社会科学其他应用 

学科和实践学科，以致于有学者敏锐惊呼“哲学已 

经失去 自己的边界”①—— “后哲学 时代”持续涌现 

出这类“嫁接学科”：“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经 

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语言哲学”、“语 

用哲学”等等 。这种学科边际淡化、视界融通的全 

球学术文化流变的大趋势 ，逻辑地催生着跨学科界 

面上的“新话语”，诸如切入问题 的新概念 、承载路 

径的新范畴、拓宽论 域 的新判 断等 ；而这种“新话 

语”、尤其是创意核心概念则成为未来学术文化“再 

出发”的逻辑起点 ，铺砌并延展着人类新学术长旅 

的思想道路。因此，更自觉地祛除传统学科本位主 

义倾向、更有力度地拓宽学科杂交的开放空间，显 

然正是开辟铸炼理论学术新话语的可能途径。简 

言之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文化 的“再探险”并“再登 

高”，有待借助于“新话语”这种思想先驱的坚实精 

神足迹 ! 

第五，强化智库建设 ：打造更多话语创新、特色 

鲜明的思想高地。这是就话语创新 的学术组织 建 

设而言的。智库 (Think Tank)本是 国家思想资源 

的主要“集散地”，是新话语及其承载的新观念和新 

思维的特殊“孵化室”。近年来 ，党和政府愈来愈关 

注如何发挥 国家智库在增强文化 软实力过程 中的 

创造性功能 。刘延东副总理明确将“提升中国话语 

权”与“贡献中国智 慧”有机联系起来②；教育部也 

印发《中国特色新 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在 

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途径促进国家智库与民间 

智库的同步建设亦可摆上议事 日程。智库建设模 

式的多元化，即党校、社科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多系 

统并存的和谐生态，有利于社会智力资源的全面开 

发和利用，更好促进民间智力资源服务于国家学术 

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彩 

演绎历史已经深刻地启发我们 ：经济改革的成功其 

实是获益于多元经济成分的融合与互补，取决于不 

同背景 、不同身份的全体公民之创造性能量的充分 

释放 。党的三中全会《决定 》明确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 

调“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③。其实，在 

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智库功能的同时，鼓励资质卓 

越、特色鲜明的民间智库之建设和完善，其意义当 

等同于在精神生产领域支持个私经济的崛起并发 

挥相应 的积极作用 ：我们既要巩固体制 内主流学术 

机构的主体地位，也要尊重并鼓励具有充分成长价 

值的民间智库的 自然形成和发展壮大 ，从而创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智库群落”，以期促进基于 

不同视角、不 同背景 、不同学术立场和表达风格 的 

新话语之蓬勃诞生、交流、争鸣并且不断优化 ，在这 

种“头脑风暴”的升腾过程中激活“新新话语”的闪 

亮登场 ，从而以此构筑更多深具个性 、风格鲜 明的 

中国特色的思想高地，使“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坚 

实地支撑起 明 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思想 的创 

造性高度——而且 ，这可能也是引导少数传统智库 

走 出固守学科本位 、疏离变革现实 、回避思想争鸣 

这种狭隘保守模式的有效途径 ，从而使之焕发出充 

沛的学术朝气 、真正转轨到为国家培育战略洞察力 

和学术创造力这种思想资源上 。 

第六，褒奖原创成果：激励话语标新、引领时代 

思潮 的大气之作 。这是就优化话语创新的文化生 

态而言的。真正凝聚时代思想精华的卓越论著，必 

然呈现出别具匠心、蕴含不俗的独特表达风格 ，正 

是以此所凸显的话语品格深刻地表征着研究主体 

的思想含量、文化价值和意义 ，甚至昭示着其经受 

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生命力。可是，现有社会科学 

学术成果的评奖 ，惯于以统一和刚性的标准(包括 

① 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年 11月版，第 82页。 

② 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网 ht— 

tp：／／www．news．cn／／politics／2O13—05／30／。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 11月 16日 新华社电，第二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 

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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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化的陈述模式)来“度量”学术论著，不利于研 

究者主体话语个性和话语风格的自主生长。我们 

常常看到某些重要的项 目成果评审中，少有以新概 

念和新表述来承载新观念和新思维 的扛鼎之作 ，以 

致高级别奖项“空缺”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虽然其中 

原因复杂，而话语表达缺少鲜活气息和创意提炼亦 

是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全面深化社会改革、 

学术文化思潮嬗变之际，如何激励具有成长性学术 

价值的话语创新之作，确乎亟需重设示范性的鲜明 

标杆——这就是语用范式转型中重建一种开放多 

元的评价标准。如果说“新概念新 范畴新表述”就 

是话语创新的具体表达形式，那么，话语形态上这 

种分寸恰当、直击心灵的“另类”表达就是值得褒奖 

的重要标志。只要这种话语形态上的“另类”，与 内 

在质地即“思想创新”保持必要 的和谐度和一致性 ， 

那么 ，这种话语的“另类”就具有深沉的内涵和长远 

的示范价值——所谓评审成果、褒奖先进，其根本 

要旨在于光扬和彰显这种洋溢着话语的清新活力、 

激荡着心灵探求气息的“生命作品”，从而使之成为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标示的语用创新、思想探险的 

范例。这里，应当从根本上扭转对理论学术论著的 

传统评价观念：去“标准化”的文章体式，去“套路 

化”的话语规范。不一定沿袭迄今，就是规则 ；不一 

定积淀已深，就是范例。文到语言为止，固然偏颇； 

但是，文贵载“道”，亦非创新之途。“文”“质”彬彬， 

方是康庄大道——这种语言艺术审美创造中的“大 

道”，同样适用于学术性、思辨性和理论性文体或者 

语用行为的探索与创新。欲崇尚新思维，必先欣赏 

新话语 、悦纳新话语 、推崇新话语 ，最终玉成全面深 

化改革时期学术界蔚为大观的语用新风尚——以 

新话语催生新思维、以新观念引领新时代 !由是而 

言，“重铸新范”，时不我待。 

第七，培育国家大刊：构建话语创新、催生思想 

的温馨“精神产床”。这是就话语创新的学术平台 

而言的。具有东方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大刊，其崇 

高与核心的学术使命当在玉成深具里程碑意义、成 

长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的“新话语”之诞生。故而 

大刊之“大”，不仅仅在于主办机构的行政级别之 

高，更是指一流刊物必备的自觉编辑理念、卓越学 

术品位和拔萃刊林的高迈气度，由此而在选题、组 

稿、设栏以至排版等一系列编辑环节上表现出非凡 

的眼力和襟怀。这样的编辑谋略和艺术，方能为新 

话语及其孕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提供顺利问世的 

“精神催产素”，而作为承载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刊物 

自身，则可能在此过程中实现催生“思想中国”的非 

凡学术理想。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过度统 
一 的话语生产机制和标准化的话语表达模式，包括 

刊物定位、话题选择、栏目设立、语体风格等等方面 

存在着近乎工业生产流水线的物化规范，它们在积 

极规范思想成果表述品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形成对颇富人文内涵、初现前瞻价值的“别样话语” 

的“瓶颈制约”。作为循环周期较短 、感应时代敏捷 

的学术大刊，几乎是观察“改革中国”思想形象和精 

神脉络的一扇透明“视窗”，自然应当追求 自己稳定 

的编辑风格，但是这种追求不应以弱化作者个体的 

表达特色和话语创新为代价，而是需要两者在互融 

互补中达成最佳的艺术平衡——悦纳成熟作者 的 

话语个性 ，应该成为大刊物深入骨髓的自觉编辑理 

念，唯此，它才可能顺畅奉献出反映时代精神和科 

学思辨的最新学术话语。而且，刊物的顶层谋划和 

风格追求不应是在预设中一成不变的，置身于全球 

化时代的今天，有学术使命感的大刊显然应具海涵 

气度和包容襟怀，特别是 自觉主动地与全面深化改 

革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社会思想风尚和理论学术创 

新的基本态势保持和谐一致。纵观当前学界刊林， 

在如何突破传统思维惯性、如何鼓励作者 自觉运用 

基于中国改革实践问题的独特话语及其表述形式 

方面，依然存在着可以有所作为的伸展空间。诸如 

如何守护下列具有相当共识度的基本标准：尊重学 

术立场、悦纳思想百家、欣赏表达个性、力荐学界新 

人等等。刊物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自 

然能够充分释放出作者才气横溢的话语个性及其 

孕育的创意思想活力 。在实施 中，重要的还不仅仅 

是优酬敢立新概念、善用新表述的大气之作，更需 

要国家在出版体制上保障将刊物的生存、发展与作 

者用新话语孕育新思想作为价值追求的创造性精 

神劳动融为一体，努力打造若干具有全球视野、卓 

越品位的世界级名刊，使之成为向人类世界贡献创 

造性“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的亮丽的“文化名 

片”(欣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正在资助“国 

优”期刊的基础上谋划如何培育世界名刊)——总 

之，唯有松动“小规矩”，方能形成“大境界”。因此， 

要同时给予刊物和作者自由创生新话语、充分演绎 

新理性的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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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综上所论 ，全方位深度转换理论学术主体的语 

用范式 ，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发展国家未来 

学术文化的强劲思想引擎 ，逻辑地开启哲学社会科 

学各领域 、各学科 的学术思想现代化——这是全球 

化背景下当代中国“语言强国”战略的核心命题之 

一

，理所当然地构成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 

要有机组成部分。2014年 6月，中国政府已经从 

语言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通过联合国“世界语言大 

会”而首次向全世界宣示 了“语言能力建设”这一新 

概念和新命题①，在此新形势下的创新 中国理论学 

术话语无疑是其 重中之重 。天地 万物 ，意识为先 ； 

千思万虑 ，话语为表。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座谈会上讲话中的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语 

很能引发我们对 国家学术文化未来发展 的热切遐 

想 ：“一切有理想 、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 

应该立 时代 之潮头 、通 古今 之变化 、发思 想之先 

声。”②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恩格斯关于西方文艺 

复兴的那个著名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 

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 

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术渊博方面的巨人。”③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思想巨人的崛起，必然以洋 

溢心灵智慧的创新话语 为符号性 的鲜 明标志。全 

面深化改革背景下 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这一重大 

的历史性课题 ，正期待着 以理论学术创造力为内核 

的东方“巨人意识 ”的觉醒 ，期待着各领域、各学科 

的思想 巨人来持续创造这个 “中国梦”时代 的鲜活 

话语。 

“中国话语”创新 之时 ，正是“思想 中国”诞 生 

之 日 !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宋媛 ) 

Discourse Innovation for Creating“Thought China” 

PAN Yong 

(School of Education，Zhejiang Normal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For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aid unprecedented atten— 

tion to discourse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serve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evitabl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present 

time．Regarding to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there exists such“discourse problems”as being week in expression，loose in 

critical power，and incompetent in explanatory power．It requires US to be on guard against the disadvantages of such dis— 

course problems that would be harmfu1 to the further 1iber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would in— 

terfere with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For the current innov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it is a must to convert the pragmatic paradigm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and to encourag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egative to 

the positive uses of discourse SO as to protect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moral character and individuality embodiment of 

research subjects to foster a great“thought China”． 

Keywords：discourse innovation；new discourse for new concept and new category；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paradigm ； 

“though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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