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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王蓉 周娟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当前，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特色的根基不可替
代，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发扬光大。我们要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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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马克思主义从 20世纪初通过日本、欧洲、苏联等渠

道进入中国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发芽生根近百年时间。

作为完全西方式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这

样一片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落地生根，必然会产生

“不适应”的问题。因此，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始

终伴随着一个重要的课题，即“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2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特色的根基不可替

代，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末路，西方列

强的强悍入侵迫使中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

种力量上的悬殊对比、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压倒性优

势，催生出了一种过激的思想，即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

化，全面开放地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和进化。也正是在这一

时期，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思想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悄

然传播。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过于激进的反传统呼声，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险

些走上了一条“试图全盘照搬欧苏、试图全面取代传统”的

错误道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对立

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曾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予

以强调，提出过德国的工人阶级应当继承和发扬德国的传统

文化，而不是全盘推翻。相比于德国，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

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是久经历史考验

的民族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于全世界华人的思想、行为乃至文化认同感上都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如果这样一种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甚

至抛弃，这对整个中华民族都将是“灭顶之灾”。幸运的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及时地认识到并纠

正了这一错误，对“五四运动”的过分激进展开了反思与矫

正，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而

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更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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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也就

是说，我们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将它吸收、应用。实践证明，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真正推动其由革命党成功转型为执

政党；实践也证明，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前进发展，不迷失正确方向。

3 共通性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肥沃土壤”，

助力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出于西方、诞生于德国的哲学

思想，作为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文化思想的代表，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及哲学思想相较，两者起源的文化背景、蕴含的阶

级属性等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当我们将两者仔细研究并比

对时，也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许多共通之处。例如，在中国

传统哲学思想的代表 儒学中就不乏秉持唯物主义的精

神与观点，自孔孟起，儒家就一直在强调一种接近于无神论

的精神特征，如《论语·述而》中提及的“子不语，怪力乱

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一种科学无神论的思想，都主

张重视现实社会与现实人生，反对前世后世的轮回观念及崇

拜鬼神的迷信思想。又例如，在实践观上两者也具有一定程

度的相似之处。荀子曾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以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

提出“经世致用”思想，都明确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中重视实践、排斥玄虚之学的观念。再比如在思维方式上，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辩证性”的特

征。在《列子·汤问》中通过两个小孩对于太阳的描述体现

出了辩证思维，认识到了事物普遍具有两面性，但互为矛盾

的两面却又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又如，两者在历史观上

也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重视从客观现实世

界的变化去探求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如柳宗元《封建论》

中阐述了其认为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于客观规律所推动，不以

个人意志为转移。再如在道德观上，儒学强调个体人的自然

属性，同时也强调道德本性或者说社会属性对于人的约束与

规范作用，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认为人性的完善需要通过用

人的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实现，强调了人的自然属

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理性。美国学者窦宗仪就曾提出：“关

于人的完善性，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致的。”[1]正是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多种共通性，才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滋养马克思主义生根发芽的土壤，甚

至于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曾对中国传统思想做过论述：

“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

学一样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

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2]”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写道：“中国

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3]”中华

文明五千年来的厚重积淀促成并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使之顺利地在这片东方土地上蓬勃发展。

4 背靠传统，面向世界，走出中国传统文化

转型的坚实步伐

马克思主义传入至今在中国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道路，

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既有可能带来民族文化危机，但同

时这也是我们向先进文明学习、实现现代化的机遇。近年

来，基于对传统文化批判，提倡“全盘西化、文化现代化”

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支持者往往将中国在十九世纪的衰落

归结为文化问题，认为只有全面摒弃落后的文化，拥抱先进

的文明，才能摆脱落后境况；而与此同时，与之相反的，大

力倡导传统文化的文化复兴热潮也未曾停歇。有一些观点认

为，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中的指导地位是相互矛盾的。但如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

审视，两者并非对立存在，恰恰是辩证统一、相得益彰的。

这两个诉求本质上都是为了使落后的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使

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需要实现科学、经济、工业、教育等各

个方面的现代化，就必须向先进思想、先进文明学习；而同

时中国要实现民族自强，拥有民族自信，就必须坚持民族文

化与民族特色。

5 结语

实践经验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以马克思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准确捕捉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问

题，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继承

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民族标志、民族特征，

才能建立起国民普遍性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和加强

民族自信心。因此，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坚实步伐，助推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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