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不息，研究不止” 

——追忆赵明义先生的学术精神与贡献 

 

崔桂田 

 

赵明义先生在半年前与我们揖别,但先生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

求索精神和研究方法永存,学术思想的光辉永远闪耀。先生视学术为生命，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田野上一生辛勤耕耘、孜孜不倦，充分展现了“生命不息，研

究不止”的学术精神和风貌。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在山东大学求学、任教

已 38 年，亲历和见证了先生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和发展所做的点点滴滴、

重大建树和奉献精神。为了缅怀先生，继承和发展好他所追求的事业，推进山东

大学“学术兴校”战略的实施，让我们一起追忆先生的学术情怀和学术贡献吧。 

 

一、“学科社、信科社、干科社”的信念与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奠基性

探索 

从进入山大科社系的第一天起就聆听了赵老师“学科社、信科社、干科社”

的名言，在与赵老师长期的接触中更加感受到这也是先生自身的一种学术信仰和

追求。这体现在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奥秘的探究中。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是伴随

改革开放而兴起的一个新生学科，如何从研究对象、理论体系课程内容、学科方

法等架构学科基础，从学术和学科上阐释科学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就成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和重点。赵明义先生为

此进行了奠基性的探索。其代表作主要有四个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的历史命运》《理论与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

研究》《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与品格》《科学

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十个认识问题》等。著名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主要有：“科

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般

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科学社会主

义原理体系的“十一大规律性原理说”（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一性、基本制度特征的稳定性和体制模式多样性有机统一的规



律；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与发展阶段性有机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以人

为本、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有机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有机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改

革有机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有机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

发展、建设、改革的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有机统一的规律；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

有机统一的规律；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作用与自身建设之坚持与改善有机统一

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等。 

当然，赵明义先生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奠基性探索，最主要的体现在四

个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此，天津师范大学王兰垣、施九青等教授曾讲：

“1980 年 6 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明义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国内

同类著作的第一部。及至 1982 年由该社再版时,全国同类著作仍廖廖无几。”济

南大学包心鉴教授曾就《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作了如下评价：“《新版本》是

赵明义教授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初版本)》 (1980年 6月出版)和《科学社会主

义(再版增订本)》 (1982年 11月出版)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十多年来科学社会主

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是目前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

设的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反映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新成就、新水

平”。目前，《科学社会主义》一书在全国已发行十几万册，成为众多高校、干部

学院、军队院校的专业教材。 

二、宽阔的国际视野与对当代社会主义学科的开创性引领 

我是在赵明义先生的指引下步入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殿堂的，从 1985 年先

生在中央编译局熬夜通稿《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到先生主持编写《当代

社会主义资料选编》（五卷本）；从创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到创建当

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先生为这个学科发展所经历的一切和甜酸苦辣至今历历在

目。先生曾讲：“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开放性的，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必须与

研究世界相结合，……这一学科的研究始终要以问题为导向。”赵明义先生在这

一领域作出了开创性引领的贡献。其代表作主要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

《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及其改革》《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马

克思主义同前苏联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再探》《执政党自身的根本改革是社会主义

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等。著名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主要有“当代社会主义问



题与比较说”（当代社会主义重在研究问题，“所谓问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一些新情况，发生一些新问题”；“它是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思潮、派别和社会主义国家

各具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或模式，就其理论、历史和现状进行综合研究

的一门比较科学”）、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改革的“两条绝路和一条活路说”（“两

条绝路”：一是思想僵化，把本本当教条，拒绝改革，走上“绝路”或“死路”；

一是在改革中从极左跑到极右，全盘西化，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绝路”或

“死路”。“一条活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通过改革建设具有

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此外，如上所述，他创立的当代社会主义

研究所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已经成为全国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

重镇和学科平台。 

北京大学闫志民教授对赵明义先生在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学科建设上的成

就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赵明义教授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专业的知名学者，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学科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为该学科

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国外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开创方

面，他更是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赵明义教授主持创办了第一本研究国外社会

主义的杂志，推动形成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学科，直到现在还走在全国前

列”。 

三、高度的使命感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阐释的创新性推进 

赵明义先生一直强调“没有实践的理论研究都是空洞的”，科学社会主义

的研究必须扎根中国现实，回应中国现实。要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国际与国内

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究“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特色”，真正从学术和学

科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释清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其代表作主要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的真谛》《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

研究》《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

关“主义”比较研究》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主要有：阐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科学性问题及其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学

术阐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二论”的新概括和新阐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

义、民主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度的比较

研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研究的“八大问题”，为从学术和学科上把

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问题导向和新的视角等。对此，中共中央党校

胡振良教授认为“该研究有很强的针对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

关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展开；研究有理论高度，整体把握、比较分析，且密切

结合思想实际，尤其有新的理论分析和创新概括。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有许多重要理论创新，这部著作中有很多内容同党的理论创新相伴随、相衔接、

相一致，其研究的许多成果对深入学习和认识十九大党的理论创新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 

 大师远行，精神永存。我们一定以赵明义先生“学科社、信科社、干科

社”的学科信仰和“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的探求精神为引领，把他开创的事业

传承好，把“五个一”工程建设好，为山东大学“学术兴校”和人文社会科学振

兴作出应有贡献。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主任    崔桂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