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章程》

第一条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

会联合会(简称“四川省社科联”)，是

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由加入本

会的学会、研究会、协会联合组成，它

是党联系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

桥梁和纽带。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是团结和组

织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

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促进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党在新时

期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具体任务

是：

(1)领导和协调各个学会、研究

会、协会的工作，并受省委委托审批、

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组织。

(2)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各种学术

活动。

(3)组织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的普及工作和各种智力开发工作。

(4)向党和政府反映学会和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建议、意见和要求。

(5)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科研成果的评奖活动。

第三条 凡申请加入本会的全省

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研究会、协

会，应符合学会的组建原则，并承认本

会章程，经社科联常务理事会讨论通

过，即可为本会团体会员。地、市、州社

科联均可为本会的团体会员。

第四条 本会团体会员的权利和

义务

权利：

(1)团体会员的代表享受本会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学术活

动。

(3)向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4)优先获得或订购本会编印的

书刊资料。



(5)优秀的科研成果或先进学会

和学会工作积极分子均可获得本会的

表彰和奖励。

(6)经费有困难的学会、研究会、

协会、可获得本会的资助。

义务：

(1)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

议。

(2)完成本会布置和委托的各项

工作。

(3)积极开展和参加有关的学术

研究活动。

(4)向本会报告工作、计划、活动

及有关情况，推荐科研成果和学会工

作积极分子。

(5)团体会员根据经费来源情况

每年适当缴纳一定的会费。

第五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团

体会员代表大会，每 4 年召开一次，听

取本会工作报告，决定本会的工作方

针和任务，制定修改本会章程，选举理

事会。

第六条 理事会是社科联全体会

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任

期 4 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会成员在年

龄结构上，应老、中、青相结合，并逐步

加大中、青年的比例。理事会推选主席

一 人、副主席若干人、秘书长一人和

常务理事若干人，组成常务理事会。理

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主持会务

工作，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工作

汇报，制定工作计划。常务理事会每年

召开两次，必要时可由主席、常务副主

席临时召集。

第七条 本会的日常工作、由主

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召开办公会议负

责处理。

第八条 理事会推举名誉主席，并

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学术界有声望的

学者、专家若干人，担任本会顾问。

第九条 本会刊物为《天府新论》、

《四川社联工作通讯》。

第十条 本会常年经费由省财政

厅拨给。



二 、名 表

(一)《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撰稿人员名录

概 述 谭洛非 隗瀛涛

第一篇

第一章 鄢文相 徐昌明 刘仲麟

第二章 陈德述 蔡方鹿 黄海德 李万生 黄开国

第三章 任厚奎 徐开来

第四章 许存信、邓生庆

第五章 王世德

第六章 石衍丰 李 刚 张泽洪

第七章 经本植 李崇智 罗宪华

第八章 张志烈 伍加伦

第九章 彭静中 张蓉生

第十章 林 向 宋治民

第十一章 高宏德 刘玉兰

第十二章 唐远镜

第十三章 赵炳寿 伍柳村 钟万康 李民 吴继先

第十四章 赵喜顺

第十五章 廖兴儒

第十六章 程贤敏 姚大亮

第十七章 李绍明 杜品光

第十八章 向纯武 王绿萍 邱沛篁

第十九章 李平杰 张纪亮

第二十章 陈荣安 张永润 庾国琼 康述尧



第二篇

刘平斋 李培正 姜荣耀 何志群

(二)《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编辑部人员名录

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润学 刘思久 何志群 伍加伦

林 向 彭静中 谭洛非 潘显一

英文目录翻译：张小路



编 后 记

《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是

1986 年开始筹备，1987 年正式开展工

作的。根据省委、省政府下达的编纂任

务，承担编写单位由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与四川大学联合成立了《四川省志

·哲学社会科学志》编写领导小组，组

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

师范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

有关的教师、研究人员、干部共 70 多

人参加编写工作，其中具有高级专业

职称的有 60 多人。

编写 过程 大体 分为 三 个阶段：

1987～1989 年，研究编写方案、体例，

拟订编写大纲，并试写部分条目；1990

～1993 年，进行分章编写，四易其稿；

1994 年～1995 年进行总纂、定稿、送

审。

《哲学社会科学志》是一部崭新的

方志，面临着许多理论空白和操作困

难。其一，社会科学的概念及其学科分

类，是 19 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中国

历代史书和地方志，均无系统的记载，

编纂体例和表述方式无前例可作参

考。其二，过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分

散在各大专院校、科学研究单位进行，

没有统一的归口管理部门，有关的档

案也散见各处，无现存资料可用。其

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十分浩

繁细密，各学科出现的先后和发展状

况极不平衡，记述的内容学术性很强，

必须由多学科的专业人员撰写，才能

保证记述的准确性，这就更增加了编

纂组织工作中的难度。在全国各省地

方志中，大约半数以上设有《哲学社会

科学志》，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出版，可

见对其难度是有共识的。在这种情况

下，曲折返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首先，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哲学社

会科学志》的体例框架如何设立。根据

省志编纂的要求，我们既不能写成一

部四川学术思想发展史，又不能编成

一部有关四川社会科学的资料汇集。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全面、系统、准确

地记述我省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呢? 经过反复讨论，

我们设计的大框架为：“总概述”反映

哲学社会科学在我省发展的总体概

况；“学科志”分学科记述该学科的发

展状况；“机构·社团·活动”记述社

科研究团体及学术活动，其中，篇幅最

大的是《学科志》。最初，我们根据当时

学科分类的惯例，列出了 15 个学科，

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增列为 21 个学

科。每个学科下设三部分内容：即学科

发展概述、重要学术著作、重要学者名

录。我们力图从发展概况、著作、人才、

学术组织及重要活动等方面，反映我

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面貌，体现我

省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和不足，以及

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省哲

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资政、存史、育

人”的参考材料。

但是，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也走了

一些弯路。一是某些基础学科，为了说

明该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其传统，适当

上溯是必要的，但在编写时对古代部

分有的写得过多过细，且有悖于“详今

略古”的要求；二是在搜集著作、人物

的资料时，曾经设想把四川从古到今

的著作和人物都收入名录，不使遗漏，

结果花费了很大气力，仍然不可能收

齐，而且势必淹没重点；三是初稿撰写

篇幅过大，字数在百万字之上，不符合

省志编委会对本志字数的限制，故又

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和删节。这三种情

况，都得到了及时发现，及时改正。我

们把这些教训写出来，是为了今后避

免走这样的弯路。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新兴综合

学科》一章原由胡世禄、郝一化编写，

在送审过程中撤销，根据全书结构的

需要，内容已归入本志概述中。四川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 1985 年以后有

很大发展，出的成果和人才也特别多，

各种学术活动更加活跃，但由于本志

的下限断至 1985 年，不能一一收入。

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事，只好待

日后修订时补入。

哲学社会科学门类很多，涉及面

十分广阔，学术评价问题又很复杂，本

志可以说是一次带试验性的探索，限

于我们的水平，一定有不少的疏漏和

失误，恳请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提出

批评、意见和补充。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四川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四川大学的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

有关同志对我们的亲切指导和大力支

持。

《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编写组

1995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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