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十六大精神  深化语言文字科学研究 
 

田敬诚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 社会科学研究处，北京 100816) 

 

中图分类号：H1-01    文献标识码：C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而且是一个官、产、学三位一体的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古文字学科的现代化，乃至社会应用的研究讨论。我原来读的专业也是语言文字

学，因此对讨论的题目很感兴趣。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比较注重应用研究，强调研究重大

现实问题，大力发展经济学、法学等应用性学科，使这些学科在很短时间内成为显学。法学和经济学

也产生了一批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税务部门也开始盯上了高校。但我们有一个严重的失误，那就是

忽视了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的发展，使它们逐渐边缘化。语言文字学更是被忽视的“小学科”。回想一

下教育的历史，语言文字学曾是热点，但没有多少年就风光不再。我是 78 年考入大学的。那时候，

最优秀的人才报考文史哲。 

    最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不管是“弘扬”

还是“培育”，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和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十六报告的发表，标志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科研导向的重大转变，今后的导向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文史哲和政经法并重。文化建设

应当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但文化建设更重要的任务是塑造民族精神，建构我们自己的思想体

系，并据此来设计我们的经济创新模式和政治创新制度。这就是基础研究的哲学观，无用之用，往往

是最大的有用。 

    古文字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了解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一个民族的思想，是历史地形成的，

而有什么样的文字呈现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字系统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文字研究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基础的基础。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首先要重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十六大报告还提出，

要“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我认为臧先生主持的这个研究中心符合这两条标

准，因此我们要继续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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