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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改革开放同行：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是关于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的文集，书
中具体收录了：《走向繁荣发展——四川哲学社会科学（1978—2000）》、《创造新的辉煌——四川
哲学社会科学（2001—2008）》、《评奖优秀成果，繁荣社会科学——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
奖三十年》等文章。
《与改革开放同行：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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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回顾走向繁荣发展——四川哲学社会科学(1978—2000)创造新的辉煌——
四川哲学社会科学(2001—2008)振奋精神，继往开来，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三十年评奖优秀成果，繁荣社会科学——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三十年下篇 四川哲学
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分年度综述(1986—2007)1986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87年四川哲学社会
科学的主要成就1988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89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0年四川
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1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2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
就1993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4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5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
的主要成就1996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7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8年四川哲学
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1999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2000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2001年
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2002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2003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
就2004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2005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2006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
的主要成就2007年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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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团体和单位联合召开了“四川省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
四川文化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步骤、四川文化历史资源优势和劣势、四川文化人才选择和文化
人才培养问题、四川旅游文化资源的现状及优化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极富启迪性的意
见。
嫘祖文化乃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了“嫘祖文化与经济建设学术研讨会”，四川
省政府、绵阳市政府领导和专家学者二百余人参加会议。
与会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发掘、利用四川省的这种文化资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大家认为，嫘祖文化是历史留给四川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今天必须弘扬嫘祖文化，促进四川
省经济文化的发展。
夏禹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内蕴之一。
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等团体致力于夏禹文化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夏禹文
化西兴东渐”的命题，既为“夏禹兴于西羌”提供了有力佐证，又为西蜀作为夏禹诞生地、东绍兴作
为夏禹葬地的祭祀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社科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屈原是中华文化史上一座跨越时空的丰碑，他所创立的诗歌形式——《楚辞》——是中国文学史
上的奇葩。
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仍是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且大多因循前人，鲜有创新。
钱玉趾先生于2002年8月推出了《屈原楚辞全新解释》，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独辟蹊径，采用宏观为先
导，微观作根基，诗外探要道，诗内求真谛的方法，在一系列文化悬案上提出了别具慧眼的见解，令
文化界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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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改革开放同行：四川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根据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简称四川省委）
批准的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四川省社科联）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央相关文件，四川省社
科联的主要职责是：①社会科学团体管理。
包括对省级学会的资格审查、活动指导和协调，全省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市（州）社科联业
务工作指导。
②社会科学规划。
包括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组织申报和日常管理，编制全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负责四川省“社科
研究规划项目”、“社科普及规划项目”、“社科研究基地规划项目”的申报立项和日常管理。
③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
包括组织和指导重大社科理论研究，促进和开展社科学术交流。
④社会科学评奖。
包括组织开展四川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协调部分获奖成果的出版、宣传、推广工
作。
⑤社会科学普及。
普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社会科学知识，开展社会科学培训和咨询服务。
⑥向党和政府反映社会科学界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团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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