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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学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二题 
 

中共中央党校   许全兴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老祖宗”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

证明，指导完成这双重历史任务的思想武器，既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

论基础，强调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是我们观察和讨论一切中国重要问

题（包括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这是大道理，必须反

复讲，经常讲，使之深入人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列“老祖宗”外还有没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答案无疑是肯定

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优秀的一分子，身体里流淌着中

华民族的血液，思想文化上受惠于数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倘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他就

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也就不是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从更深一层的学理层面讲，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要在中国发生作用，生根、

开花、结果，就必须中国化，使之与中华民族融成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使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在这两

方面的结合中，虽然前者是基础，但后者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

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继承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的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1 年

5 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批评研究历史空气不浓时更尖锐地指出：“许多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

忘记了。”［《整风文献》（修订本），解放社编，中原新华书店印行，1949 年版，第 55 页。］他本

人博古通今，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中国历史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既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总结，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

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直接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产生于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却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大放异彩。

究其原因，这固然主要是同 20 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形势有关，但无可否认也与中国是一个具

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密切相连。最好的种子或树苗在贫瘠的土壤中也是长不成参天大树

的。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

命上的错误，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略、封锁和干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植根于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方针曾一度遭到国外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难和攻击。 
  长期以来，我们只讲马列一个“老祖宗”，不讲在马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结果

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哲学史家们

的事，而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内的事。许多理论家依然是如毛泽东在数十年前所批评的

那样，只知道马列怎样讲，“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今天，我们应明确地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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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马列“老祖宗”外，还有自己民族的“老祖宗”，要下苦功夫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继

承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倘若丢掉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就等于中断了中国历史和中

华文明，同样要亡党亡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 
  现今，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已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必要，

但在如何理解结合和怎样进行结合上则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 
  较为流行的理解和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主要是用丰富的中国思想资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普遍

真理性。这是一种通俗化的、浅层次的初步结合，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种理解和做法只是把博

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当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注释和证明”，并未能正确把握两者相结合

的实质。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

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主要是西方工人运动经验、近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

未能涵盖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旨意应

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

用其珍贵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藏着无数的珍宝，有待我们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去发掘、梳理和提炼，

对其中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思想加以批判吸取，赋予其新的内涵。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

的复合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最深层次，是民族的命脉和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

本上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使前者内化成为中华民族

的灵魂，从而给原有的民族精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这里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

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族精神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其内涵既广且深，绝非是用一两个命题和

论断所能概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计其大端则有：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自尊自

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

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协和万邦、睦邻友好的和平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互相渗透，

融成一体，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正是这种主体精神才使中华民族

能战胜千难万险，绵延不绝，开拓创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复兴需

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 
  就具体内容的结合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相一

致的方面，而忽视了两者各自特有、互补相成的方面。其实，从人类文化的传播交往史看，不同

文化间互相一致方面的融合固然有意义，而它们之间不同方面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则更为重要，

更有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显著不同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哲学，以“修身”为本，达

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特有的“修身论”改造为共产党员的“修

养论”，十分重视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十分强调党性修养，从而保证以农民为主要成分

的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理论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

说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今天，“修养论”对党的思想建设，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仍有重

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讲“修身”并不限于道德方面，而且还有认识论的意义。《管子·心术上》明

确提出：“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

这表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已明确提出，为了正确认识客观对象（彼），必须修养认识主体（此）。

继《管子》之后，中国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公生明”“诚则明”“静则明”“虚一而静”等观点，

从认识主体的立场、态度、思维方法和情感心理等方面阐释修养要求。“不修之此，焉能知彼”，

这八个字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认识论的重要贡献，仍需当代哲学家重视和深思。西方哲学和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不讲认识主体的修养，我们应用中国哲学特有的认识主体修养论来补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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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类似以上方面的结合应该甚多。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突破现有的哲学体系，从中国传统

哲学的丰富宝藏中发掘和提炼出更多特有的珍贵品，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哲学思

想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