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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022年11月6日，常宇校友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十周年大会上
的发言。

社会科学无处不在。比如我刚才叫尊

敬的邱老师，没有说邱书记，其实这是清

华学生称呼老师的历史传统。清华学生习

惯上管校长都叫校长，管书记都叫老师。

我想这就是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是社会

传承，属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所以，社

会科学无处不在。回忆在清华社科学院读

博，师从李强老师学习社会学的三年时

光，有三点强烈的体会与老师同学分享。

首先，清华的社会科学，强调的是科

学精神。我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精密仪

清华社会科学的精神气质
○常  宇（1993 级精仪）

常宇校友发言

器系，是个纯理工科学生。初学文科时，

我曾经觉得一篇文科论文也就是交待研究

背景，提出问题，借鉴前人的理论框架，

分析得出结论。记得有一次跟原来的同学

谈起，他笑笑说，你这个在理工科里至多

个字来形容。

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和丰厚积累，我

们在科学理论上建立了原创的“心智进化

论”和“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并以此

科学理论为基础，创新了认知科学的学科

体系，使认知科学从交叉学科转变为单一

学科。认知科学的创新理论和学科体系体

现在我的新著《认知科学导论》中。

2015年，我带领团队联合首都师范大

学周建设教授团队、贵州民族大学张学立

教授团队、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团队，以

“语言、思维、文化的高阶认知研究”为

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获得成

功。2017年中期评估评为优秀，并获得滚动

资助，目前已经产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2018年，《科学中国人》发表了我和

傅小兰、杨英锐、张刚联合署名文章《廿

载一觉认知梦，十年辛苦不寻常》，回顾

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创建发展的过程及取得

的一系列成果。

2020年，中国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纷纷出台重大政策和举措，推动我

国交叉学科和新文科建设。一时间，全国

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建立认知科学和相关

交叉学科，如山花烂漫。创立于20年前、

以“全学科覆盖，多学科交叉”为学科特

色、今天继以“多学科交叉，五层级贯

通”为科学宗旨的清华大学认知科学，如

早春开放的一朵迎春花，在万花从中露出

了她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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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算个开题报告！你们怎么写个开题报

告就毕业了呢？这次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后来，通过三年的社会学学习我

才深刻体会到，清华的社会科学同样是注

重科学的，要做大量的系统数据分析和访

谈，是十分严谨的，其科学程度丝毫不亚

于自然科学。正是这种科学的态度，受到

清华整体学风的浸染，使得清华的社会科

学在兄弟院校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使

清华社科的毕业生具有文理兼修、兼容并

包的素质和优势。

第二，清华的社会科学，植根于深深

的人民情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

人组成的社会，是以科学的方法，揭示人

的心理、情感、习俗、经济社会生活规律

的学科。社科学院的老师们身体力行，

带领同学们走入社会，走进社区、工厂、

农村去做各方面的社会调查，关注每一个

人，每一颗跳动的心。无论是社会的经济

政治精英、商界人物，还是基层干部、街

道社工、社区居民、快递小哥、卡车司机

等等，都是清华社科关注的主体。这种以

人为本的、深深的人民情怀教育着我们每

一个学生。这种情怀融入了我们后来的工

作。从社科学院毕业后，我们在工作中

曾对北京市全口径青年人进行了1%抽样

调查。制定严格抽样样本框，历时10个月

深入问卷和访谈了北京从小学到35岁的青

少年10万人，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居

住、思想、收入支出、兴趣、社会参与、

网络行为、社交习惯，等等，进行了系统

的数据分析，形成了《北京青年1%抽样

调查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为后

来北京市出台很多规划、住房、社保、就

业等政策提供了一手资料和重要依据。清

华社科学院教给我们的这种眼睛向下、为

了人民、依靠人民的质朴的治学和工作方

式，使每个学生受益终身。

第三，清华的社会科学，永远面向当

下问题。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努力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时代的命题，是

世界的命题。如果说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

上一次社会转型，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那么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给当代社会

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时代的命题。巨大人口

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

谐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都是别人没遇到过，或者说曾努力但尚未

走好过的新道路，鲜有可以借鉴的现成模

式。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构建中

国式现代化一整套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

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只能自主

创新、摸索前行。再大的系统工程也要靠

一砖一瓦来修葺。近十年来，李强老师带

领老师同学在海淀地区开展的“新清河实

验”，是通过专家参与的社会干预，探索

中国特色的“全过程民主”的大胆实践。

我也多次参加过入户调查、现场组织和学

术研讨，发挥一点曾在政府工作的咨询作

用。我想如果每一个清华社科学人都能从

自身专业出发，从自身岗位出发，深入社

会，深入人民，负责任、不浮夸地做出一

点点努力探索，这一砖一瓦终将托举起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清华社科学院教会我们的科学精神、

人民情怀和面向当下问题的勇气与担

当，将指引我们每一个学生走好人生中

的各个阶段，努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