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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灵魂与根基，文化兴旺与

繁荣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进程中，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汲取影响，并发挥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理论的指导作用，推动文化的融合发展，助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是经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被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发展

历程，是凝结人民智慧的宝贵文化遗产，亦是中华儿女的民族

根。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性，但

二者并非呈对抗性关系，而是具有融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传播与发展，难以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撑，而中国传

统文化的发展亦需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亦能有效抵御

西方文化与思想的消极影响，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化结合具有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思维、价值观、

精神面貌，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较大影

响，但基于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髓，仍难以摧毁中国传统文化

的惯性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作

为接受主体，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前

见”，虽然或许是潜在的方式存在。所以，为实现马克思主义

被中国人民群众真正认同和接受，需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和大众化发展，融入中国现实、中国元素。通过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能够实现二者互融互通、交流

对话，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赋

予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动力。虽然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取

得良好成效，但关于如何深度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研究

中的缺失部分，所以，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本化和大众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发展的需要

中国民族在五千年历史发展中，深刻凝结人民智慧、民族

文化，使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内涵与底蕴，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

当代继承与弘扬至关重要。在历史因素的影响之下，五四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存在错误的认知，即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

体系，对其传承和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和阻碍，亦不利于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融互通。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立足于时代特点进行

现代化的转换与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不仅需顺应中国实际

情况，亦要与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相融通，这是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

要求。

（三）克服西方文化消极弊端的需要

近年来，西方文化广泛涌入我国，各类西方文化思潮对国

人思想产生极大冲击，影响其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举止，虽文

化传播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消极影响显然更大，对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不可小觑。西方文化注重二元对立及个

体思维方式，使个体在理与欲、义与利、物质与精神时，则出

现思想向物倾斜的问题，过度注重个体的物质利益得以满足，

忽视道德修养与社会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重科技

发展忽视人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

文化强调亦此亦彼、中庸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人文精神内涵。

针对当今社会上伦理道德缺失、社会心理问题等等，马克思主

义应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汲取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

有效解决西方文化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继而避

免社会道德冷漠、集体意识缺失等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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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互融互通性，二者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发

展、克服西方文化消极弊端的现实需要。对此，应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大传统文化弘扬力度、促进传统文

化现代转换、借鉴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等路径，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二者的创造性发展，解决中

国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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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的具体路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应始终将

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地位上，面向中国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创

新发展，基于内容、思维、形式等多维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对

二者结合具有重要价值。第一，基于内容层面，创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

义作为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成功指导，对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

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实践性和革命性，

当今时代背景下，内战早已远去，更加追求持续稳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从最早的斗争哲学，逐步转化为建设哲学，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改变思想主张与思维方式，加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力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则是生产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主要

举措则是发展生产力。当今社会发展各类问题与矛盾逐渐凸

显，需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和解决，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与问

题，围绕这些现实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

发展。第二，基于形式层面，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运用民族语言

解读，增强其中国特色。为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用，

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理论武器，需以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

理论，实现理论通俗化、易懂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

展的进程中，需以大众能够接受的形式，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

思主义内涵的解读。在此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则以民

族化的语言形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融合中国革命实践

的过程中，以实事求是进行科学解释，概括党的思想与路线，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达形式。对此，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应结合中国实践，以民族化、通俗

化语言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内涵进行阐释，提高大众马克思主

义认同。第三，基于思维层面，需要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实践思维，体现

出逻辑性、分析性与实证性特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悟性思

维，具有直观性、综合性与超验性特点，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高度注重思维方式的融

合，这亦是根本性问题。具体应将直观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综

合性与分析性相结合、超验性与实证性相结合，巧妙结合实践

思维和悟性思维，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打

造具有时代特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文化体系。

（二）加大传统文化弘扬力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需在推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极大传统文化的当代继承与弘扬力度，

实现传统文化复兴发展的目标。首先，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

过程中，将共产主义理想结合社会共同理想，打造具有普遍社

会认同的共产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将

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因此，有无

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秉持无私奉献的精神，只为实现内心中的共

产主义信仰。当今社会背景下，应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涵，汲取文化精髓部分，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打造属于

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信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

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其次，广泛汲取中国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思想，如和谐思想、民本思想、以德治国理念等，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丰富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主体，需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重新解读和利用传

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为党提供科学、成熟的指导思想。党中央

领导胡锦涛同志在发表讲话的过程中，重点强调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谐思想不谋而合。对

此，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对官德建设提高重视度，实

现民德与官德并重，实现二者协调发展。例如在官员选拔过程

中，着重考察道德标准、诚信记录，为官德建设夯实基础。马

克思主义强调奉献精神、集体精神，但关于言行举止的道德规

范涉及内容较少。可以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从其中

汲取优秀治国理念，丰富社会主义特色理论，实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最后，注重传统文化的人文

素养教育。新时期背景下，西化生活方式较为普遍，人们吃快

餐、过西方节日，传统节日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加大了传统文

化、民族文化的传承难度。为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素

养教育作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从中学习中国传统

文化内涵，凸显德育教育重要性。例如，倡导学生阅读《弟子

规》，在着装上体现民族特色，使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

传承者，发挥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与凝聚力，增强群众

的文化归属感、认同感与自信心。

（三）促进传统文化现代转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发展的过程中，需着力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顺应

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现实，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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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此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

几点文化转换原则。一是文化继承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

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均是在不断继承中发展，文化的继承

需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有机整体，避免文化相互割裂。在新文

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较低，甚至出现全面声讨的

声音。须始终坚定中国特色，不忘初心的推动传统文化发展，

避免轻易的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免中国传统文化出现

发展断层。应深刻反思文革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度批判的后

果，以文化继承性基本原则树立长远的发展目光，传统文化虽

具有一定封建色彩，但不能因此而完全摒弃，充分认识中国传

统文化，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高当代人道德修养的重

要作用，坚持实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目标。二是文化发

展创新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发展的过程

中，应遵循文化的发展创新原则，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思

维，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促使中国传统文化适应当

代社会与现代文明。例如应转变传统的忠孝观念，自古以来，

忠孝则代表对君王和父母完全服从，即忠君爱国。对此，基于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应重新理解忠孝的概念，忠指忠于国家、

忠于民族，而非具体某个人。孝则是孝顺尊重父母，并非言听

计从。与此同时，男尊女卑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陋习，特别

是三纲五常影响女性身心健康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

文化结合发展的过程中，需在文化发展创新原则指导下，破除

传统文化中的陈旧思想意识陋习，顺应当今社会发展形势与特

征。三是现代原则。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蕴含

的命题与思想观念在当今时代仍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社会不

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对人类精神理念产生深刻影

响，需与时俱进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由于中国传

统文化中蕴含诸多迷信内容，同样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

传承，体现出较大的影响力，包括道术、巫术、风水等，需结

合现代原则引导发展，保留科学内容、剔除封建迷信，实现传

统文化健康的发展目标。

（四）借鉴西方文明优秀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

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秉持对外开放的文化态度。首

先是信仰至上的情怀，西方国家人民宗教信仰和情结较重，使

得宗教信仰代代相传，相比之下我国群众信仰的真诚、纯粹有

所不足，通常是通过祭拜圣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人们精神境界的追求，使人们缺少持之以恒的精神动

力。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为使人们形成共同的

信仰，需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打通信仰的构建，发挥信仰的终

极关怀任务。其次是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则蕴

含人道主义精神，只是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人道主义精神，伴随文化发展逐步削弱，最终成为一种人们的

约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西方文明发展与我国相比走

在前列，其人道主义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应深刻吸收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念，

丰富结合发展的内涵。最后是自由民主法治精神，西方文明中

民主法治传统历史悠久，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

没有破除封建的等级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

下，应借鉴西方文明的民主法治精神，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现

实，加以合理借鉴和运用，实现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历史环境、文化根基存在较大差异性，使二者存在本质差别，

但由于二者均致力于服务现实，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使二者结

合具有可能性。因此，应立足于二者契合点，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发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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