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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社会科学进

行深入研究，只有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真问题出发，深入到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逻辑中去，才有可能形成与中国式现代

化伟大实践相匹配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也才能够被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深刻认识，并反过来指导中

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指导，与西

方社会科学形成平等对话，共同丰富世界社会科学一般理论。

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和14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阶段正处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中。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用四分之三个世纪时间，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变成GDP世界第二、
制造业产值占到全世界30%、全面消除贫困、科技快速进步的现代化国家，正在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伟大成功。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压迫的伟大觉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利用国际国内一切有利因素发展自
己，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差异，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具有悠久历史、广
袤国土和庞大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理论很难完整理解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深刻全面认识创造人类发展史奇迹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沃土中长出理论，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光荣使命和重大机遇。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真问题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经过几百年发展，西方
社会科学已经形成相当完善的学科和专业体制，也形成了各个学
科和专业不言自明的共识与前提预设。相对于成熟的西方社会
科学，中国社会科学仍然显得不够成熟。只有真正深入到中国式
现代化实践中，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汲取理论营养，中国
社会科学才可能茁壮成长，逐步成熟起来。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就不仅要继续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
与方法，而且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建立中国社会科学
的主体性，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理清中国社会科学的前
提与预设，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完整深刻的理论认识。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一种

是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研究进路，这样一种研究进路从理论
问题出发，到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寻找经验，来与既有理
论观点对话，以形成新的理论认识。这样一种“理论—经验—理
论”的研究进路是当前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这种
主流范式是在既有学科、专业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下面进行的对
话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小循环模式。另外一种进路则是
从经验到理论再回到经验的研究进路，这样一种研究进路从实践
中提出问题，运用古今中外一切智慧来理解实践中的问题，并因
此形成对实践中问题的理论认识，再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这种
从经验中提出问题，再回到经验进行检验的研究进路，是社会科
学研究中的大循环模式。大循环强调研究真问题，问题导向的研

究往往是跨学科和跨专业的，所有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都服务于
对经验的理解，正是在对经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与既有社会科
学理论有所差异的新的理论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社会科
学进行深入研究，只有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真问题出发，
深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逻辑中去，才有可能形成与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相匹配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
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才能够被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深刻认
识，并反过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
家提供理论指导，与西方社会科学形成平等对话，共同丰富世
界社会科学一般理论。

必须要有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翻译运动
阶段，西方社会科学各种代表性理论和经典作家著作都被翻译引
进过来。经过几十年对西方理论的引进消化，应该说中国社会科
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已经十分熟悉了。很多社会科学研究
者一度以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只需要将西方理论移植进来就可
以，衡量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好坏的关键是能否融入到西方社会科
学体系，其中标志是有没有能力在西方社会学科主流期刊发表论
文。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当然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理
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的学习却不应盲目，而应当有所选择，其
中关键是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应当服务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一个整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深
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逻辑中去，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的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学习。

长期翻译运动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习惯于做书斋的学问，
习惯于进行对话式的小循环研究，习惯于通过与西方社会科学研

究的对话来彰显社会科学研究的品位，却缺少对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本身的足够重视。

或者说，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有主体性，建立有主
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进路，社
会科学大循环的前提是进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出
真问题。

因此，当前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
出书斋，呼啸着奔向田野，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问题，运用
古今中外一切智慧来理解实践中的问题，解释实践中的问题，形成
对实践中问题的理论认识，再回到实践中进行理论检验。中国数
十万社会科学研究者共同呼啸着奔向田野，运用各个学科和各类
专业知识，形成各种不同的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认识，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经过一个时期的成长，经过高度的理论竞争，就可
以形成若干具有较高水平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体系的理论认
识，并逐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各个学科和专业的自主知识体系。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突破现有学科和专业局

限，需要认识到学科和专业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工具。
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现有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一方面又不能局限于现有学科和专业，而要在认识中国式
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赋予学科和专业以新的内涵，形成与之前
学科和专业完全不同的新的学科和专业范畴。目前的所有学科
和专业都是服务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又在认识中国式现
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全新的学科和专业。当前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真正进入一个艰苦、混沌和开
放成长的社会科学大循环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就接受了已高度成
熟的分学科分专业的规范的对话式研究的小循环。因此，当前时
期，中国社会科学应当采取弱学科和弱专业的站位，学科和专业
应当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工具，也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结
果，而不应该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束缚。也就是说，建
立各个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一定不能闭门造车，一定不能浅尝辄
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防止精致的平庸，一定要防止低水
平成熟。

呼啸着奔向中国田野

2002年，我们提出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
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对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具有
参考价值。

田野的灵感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要从田野中来。
田野即中国经验，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田野当然也可以包
括历史的田野和正在发生的现场。长期浸泡在田野中，经过饱和
经验训练，才能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好的问题是引导好的研究的
前提。

田野的灵感不只是可以提出好的问题，而且具备突破既有理
论解释的可能性。学术研究关键在创新，思维突破不仅来自逻
辑，而且来自想事的能力，来自社会学的想象力。经过饱和经验
训练，具备经验质感，就可以形成想事的能力。因此，田野的灵感
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借助经验进行思考，是长期浸泡在田野中
所形成的经验直觉，思考本能，是当前已被现有学科和专业过度

规训的理性思维所不具备的能力，是一种野性的思维。
野性的思维首先就是思维不能在一开始就被现有的学科和

专业完全规训，因为一旦被完全规训了，就会缺乏想象力，就会丧
失直觉能力，就不可能有创新和创造能力了。野性思维就要保留
思维的原始性，就要通过长期田野浸泡形成学术直觉能力，保持
好奇心，胆大心细，敢于突破限制，思维既不受学科局限更不受专
业局限，让自己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可以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
形成敏锐、轻盈、激发的思维状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实践背
后的一般规律，从而形成学术创新。

直白的文风首先反对当前社会科学学界将主要精力用在写
论文而不是做研究上的风气。其次是针对学界强调专业化，研究
局限在极小圈子，变成了自娱自乐的问题。直白的文风强调做一
流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去写繁琐的论文。直白的文风是要展现出
实践中的内在逻辑。真理总是简单的，一旦认识到了实践的本

质，理论就会具有力量，就可以掌握群众。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呼啸着奔向田野，借鉴古今中外一

切智慧，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这个过程中，社会科
学各个学科和各类专业都服务于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需要。
与呼啸着奔向田野相一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有一个成长
的过程，这个过程尤其反对精致的平庸，尤其鼓励大胆假设。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最重要的争鸣平台是中文学术期刊。唯有如
此，中国社会科学才能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形成具有深刻性
的可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相对完善的自主知识体系。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
须要深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中
国自主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当前时期，中国社
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沃土中长出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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