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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后备资源和人才保

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深刻揭示

了青年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战略性地位和重要

意义。作为青年工作者中的一员，深感生逢其时当迸发

向上，又觉身担重任不免畏难困惑。青年工作不仅是一

个“自上而下”的工作，更是每个青年人“自下而上”

的自我剖析和审视。

拓宽研究的世界视野

面向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研 究 视 域 决 定 研 究 对 象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 青 年 工 作

者应持续拓宽研究的世界视野，思考在具体工作中如何

将本学科与新时代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助力推进新时代

发展。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实践来看，其研究始终坚持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相关社会文化现象展开多层次多

面向的分析，在新时代背景下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关系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等

方面。同时，由于身处“世界社会”之中，新时代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还具有“全球性”与“国际性”特点，需

要拓宽研究的世界视野，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其他国

家的学术理论和社会发展，继续将中国学术融入世界系

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研究的世界视野有助于“两个共同体”的建设和结合，

而拓宽研究视域有赖于多学科方法和对新发现新世界的

体验式阅读。

第 一 ， 秉 持 多 学 科 方 法 有 助 于 拓 宽 研 究 的 世 界 视

野。以人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为例，从

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作为本土文化持有者运用西方理论

和人类学方法分析自身社会和文化，到今天中国人类学

界发展“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可以说是内外两种视角

的转换和研究视野的扩宽。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发展，区域国别学从二级学科

上升为一级学科，当下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实质上反映

了我们国家自主意识的极大提升和对国际社会知识生产

的参与及需要，同时这种世界视野和对人类共同文化的

关注，也就是高丙中老师所讨论的“世界社会”概念，

将有助于对本土社会文化的反思和审视，这个过程也是

在 保 持 独 立 文 化 精 神 的 基 础 上 与 世 界 文 化 的 对 话 和 融

入，最终构建起本土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新发现新世界的体验式阅读和参与互动为研

究提供基础文本和知识生长点，从而扩大研究的视域。

学术的创新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正如20世

浅谈青年工作者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内容
 王　蓉

本文从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命出发，阐明青年工作者研究视域和方法内容，一

是拓宽研究的世界视野，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将本学科与新时代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二是

以自己为方法以生活为养料，对自我存在的社会进行发现和诠释；三是在吸收世界文明

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青年是一个国家发展繁荣的后备资源和人才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