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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要向精深发展

李永全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将迎来创刊 ３５ 周年华诞ꎮ
３５ 年前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诞生ꎬ 在杂志前身———

«苏联东欧问题» 问世之际ꎬ 时任主编刘克明提出ꎬ 我们出版这样一个刊物ꎬ 是

为了推动我国学术界开展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ꎬ 交流研究成果ꎬ 加深我们对苏

联东欧问题的认识和了解ꎮ ２３ 年前ꎬ 在刊物更名为 «东欧中亚研究» 并正式公

开发行之际ꎬ 时任主编徐葵提出ꎬ 我们希望这个刊物ꎬ 对繁荣和发展我国学术界

对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的科学研究ꎬ 推动内外学术交流ꎬ 增强国际间的了解、 友

谊与合作ꎬ 促进我国的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积极作用ꎮ １６ 年前ꎬ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ꎬ 时任主编李静杰提出ꎬ ２０ 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大

事件大都发生在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ꎬ 展望 ２１ 世纪ꎬ 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在很

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这一地区势态的发展ꎻ 在新世纪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不仅

不能削弱ꎬ 而且应该加强ꎬ 应该有一个大发展ꎮ
斗转星移ꎬ 今天的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局势更加

错综复杂ꎬ 这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ꎬ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不

但要有一个大发展ꎬ 而且更要向精深发展ꎮ 所谓精深ꎬ 就不是浮光掠影ꎬ 不是低

水平重复ꎬ 而是突出强调科学意识、 问题意识和质量意识ꎬ 以科学谨严的治学态

度ꎬ 提出并牢牢抓住亟待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ꎬ 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理性

思辨ꎬ 推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高质量科研成果ꎮ
科学意识是科研工作的基础ꎮ 秉持科学精神ꎬ 强调科学意识ꎬ 就是要坚持

“不唯上ꎬ 不唯书ꎬ 只唯实” 的治学精神ꎬ 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ꎬ
杜绝简单猜想和臆断ꎬ 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ꎮ 对地区和国别研究来说ꎬ 更为

重要的是ꎬ 要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性、 民族特性和国家特性ꎬ 避免陷入理

论和现有结论的教条中ꎬ 要科学地、 动态地、 辩证地理解和解释所研究的问题ꎮ
问题意识是科研工作的原动力ꎮ 正如梁启超所说ꎬ 发现问题是做学问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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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所有发明创造ꎬ 皆由问题而来ꎮ 爱因斯坦也曾说过ꎬ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

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更困难ꎮ 在学术研究和智库建设并举的新形势下ꎬ 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更应该顺应时代要求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以科学的态度持之以恒地钻研下

去ꎬ 力争取得科研工作的新成就ꎮ
质量意识是科研工作的生命线ꎮ 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面临继往开来、 创新

发展的今天ꎬ 更要鲜明地提出 “质量科研” 的口号ꎮ “质量科研” 要以科学意识

和问题意识为导向ꎬ 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ꎬ 避免选择那些大而不当、 空洞无物的

选题ꎮ 学术乃天下公器ꎬ 科研成果一经面世ꎬ 就会成为社会的公共产品ꎬ 只有那

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向精深发展ꎬ 关键在于科研力量尤其是中青年学人ꎮ 年

轻一代科研人员要克服浮躁情绪和急于事功心态ꎬ 学习老一辈学问家甘于 “坐冷

板凳” 的精神ꎮ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ꎬ “坐冷板凳” 不仅是一种治学精

神ꎬ 也是一种治学方法ꎮ 科研工作从来没有捷径ꎬ 要获得成功只有勤奋一途ꎬ 正

如马克思所说ꎬ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ꎬ 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

人ꎬ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ꎮ”
３５ 年来ꎬ 国际关系发展跌宕起伏ꎬ 国际形势变化波谲云诡ꎮ «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 虽几次更名ꎬ 但科研工作者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信心、 对科学的良心和对学术成果的责任心从未改变ꎮ 学术期刊的生命在于

学术ꎬ 只有学术进步ꎬ 学术期刊才能获得发展ꎮ 值此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改版及创刊 ３５ 周年之际ꎬ 我们期待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有新的大发展ꎬ 尤其是

向精深发展ꎮ
作为国内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的权威核心学术期刊ꎬ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

广大学人服务ꎬ 与学界同仁共同成长ꎮ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承担起期刊的学术责

任ꎬ 即学术交流的责任、 学术批评的责任、 学术引导的责任ꎮ 我们将搭建好具有

公信力的学术成果展示平台ꎬ 倡导健康的学术争鸣ꎬ 成为编者、 作者和读者之间

顺畅交流的桥梁ꎬ 把握学术的前沿方向ꎬ 不断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ꎮ 我们虽然

力有不逮ꎬ 但是乐于承担起这样的责任ꎬ 并为此付出辛劳ꎮ
“办一流期刊” ———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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