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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大家普遍认为是外国的理论，比如学

生时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和我们

中国有什么一致性，只是知道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进而解放了中国大地。我们一直在强

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国化”正是因为他是外国的理

论，因此要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

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其实，真理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无

论是外国还是中国的，真理的普遍性就体现在价值理念的内在

一致性。我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进行

相比，就可以发现出其价值理念的内在一致性。

一、创作者理想价值内在一致性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青

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立下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愿。马

克思在学生时代发表的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

讲到了选择职业的时候，不能选择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这样

的职业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在满足的过程当中容易逐渐

失去自我，进而会感到厌烦和怨天尤人。要选择有尊严的职

业。因为这样的职业创造空间和价值都很大，其过程会逐渐增

强自豪感，这样的职业是为了同时代的人们的幸福而工作，这

样才能使自己幸福和完美。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帮助他父亲

管理家族企业的时候，看到5岁以上的童工们由于长期的营养

不良、疲惫不堪而瘦骨嶙峋，面对这样的情形，恩格斯愤怒的

指出这都是因为资本家要填满自己腰包而造成的，于是他依然

决然离开他的家族企业，踏上了一条寻找如何使工人们摆脱现

状的红色之路。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下，立足于无产阶级彻底

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诞生。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古代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孔子倡

导的经世致用，即使自身所处的社会混乱不堪，国君昏庸无

能，自己不能一逃了之，而是要积极面对，找到解决方法，将

“无道”，变为“有道”。重建礼制，用“仁”来规劝国君和修

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一生在仕途上是不得志的，但

是他没有放弃，将余生投入教育事业，自己干不成的事，后续

可以有人去干成。孟子在谈论职业的时候强调要心中有“仁

义”，尤其是在对君主的态度上，不是阿谀奉承，而是要顺从

“仁义”，如果君主的言行偏离“仁义”，那作为臣子更加有义

务坚持“仁义”，规劝君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以孔

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尤其是要做一个积极入世，心中

有“仁义”，匡扶正义，实现天下平的有志之士成为古代读书

人、士大夫一生追求的目标。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最早立志这个“志”就不在于自

己，而在于天下。因此古人留下的著作、呈现的价值和智慧到

今日都散发光芒，这正是因为古人立志于天下和马克思、恩格

斯立志于全人类理想价值的内在一致性。

二、创作者奋斗历程价值内在一致性

怀有大志的马克思在巴黎再次办了一份为劳苦大众发声的

期刊《德法年鉴》，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走红

色之路的过程中也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四篇文章可以说标志着马克

探讨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的内在一致性
葛相明

（锦州市委党校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真理具有普遍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外国的理论，但它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除了和中国

实际情况相结合外，其价值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本文从思想理论创作者理想价值、创作

者奋斗历程价值、以“民”出发的价值和最终目标理想社会价值四个方面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

念的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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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恩格斯各自完成了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转变，即由唯心主

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这一时

期欧洲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即1831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

义、1842年英国第二次宪章运动和1844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纺

织工人起义，使马克思开始密切接触革命工人，思考三大工人

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意义，和恩格斯一起在实践中探索工人的出

路，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

的创造者，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

权。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将巴黎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他们起草制定

党纲《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发表，标志

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照明了工人运动前进的方向。可以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以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和

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与贪婪、凶残和虚伪

的资本主义抗争到底。

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读书人、士大夫以“天下平”为志。

但天下不是一直处于“平”的状态，封建统治阶级有时因好大

喜功或者荒诞无垠而造成百姓疾苦、社会混乱，而这时胸怀天

下的志士就会想尽办法发声、改变甚至去反抗。比如北宋时期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平天下”

情怀。范仲淹在做地方官时，筑堰捍海、疏浚河道来整治水

患，保障了地方百姓可以顺利生活生产。在做京官时，也就是

在朝堂之上，针对当时朝政的弊端，提出《答手诏条陈十事》，

这就是“庆历新政”，虽然这个新政持续时间短，但对后来王

安石改革具有开局作用。范仲淹的一生为“天下平”可以说殚

精竭虑，奋斗终生，是古代有志之士的代表。

无论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面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无产阶级彻底

解放，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我国古代志士为“天下平”

勇于批判和揭露社会弊端，竭尽所能改变社会“无道”现象，

甚至以身殉道。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为无产阶级奋斗历

程和古代志士为“天下平”的努力其价值的内在一致性。

三、以“民”出发的价值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出发点就是让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当家作主。年轻的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代表劳苦大众向贵族抗

争,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人

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当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处的

状态原因主要是第一，其意识得到束缚和控制，就像马克思所

解释的“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

了” ，如果抛掉这种观念，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第二，

阶级趋于固化，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很难翻身跨越到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阐述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论证这一结

论，并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使无产阶级正确认清了资

本主义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提出，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改

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处的情况，只有革命才能实现自己当

家作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共产党宣言》当中，进一步阐

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并科学论证共产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争取自由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科学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主体的地位，我们党自建党以来就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这种思想并不是近代中国才有的。在我国古

代，有志之士为“天下平”进而强调民本思想。早在远古时

期，《尚书·五子之歌》中就强调了：“皇祖有训，民可近，不

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所记载的治世之道一直

是被儒家所推崇的，进而儒家发展了民本思想。儒家思想核心

“仁”所突出强调的就是重民，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

理念，他认为民心向背关乎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夏朝的桀和商

朝的纣之所以失去天下被灭，正是因为他们的荒淫残暴失去民

心，进而失去天下。要想得到天下，就要得到民心。先秦儒家

民本思想经孔子、孟子等重视与发展，奠定了之后读书人、有

志之士的“平天下”民本理想和情怀，也是明君追求的治世之

道。到了明末，黄宗羲提出“公天下”，他认为：“古者以天下

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强调民

为主体，而君主应以公众的利益为中心，为治世的出发点。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强调

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当家作主；还是我国古代的重民、爱民、

民贵等民本思想，都充分体现了有志之士及其创造的理论以

“民”出发的价值内在一致性。

四、最终目标理想社会价值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之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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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呢？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是这样说的：“在共产主

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

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

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而不是成为一个特定的

人，或者说是被物质驱使而不得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在

《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掉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概

括了共产社会主义特征，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分工消失，集

体财富的源泉不断，每一个人付出劳动与其收获是等价的，每

个人的性格、智慧都可以等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再没有任何物

质所驱使着、强迫着人们干任何事。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

程中，马克思提出两阶段理论，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高级社

会，在实现高级社会之前，需要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后通过社会主

义的高度发展，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过渡。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理想社会，那

么“天下大同”就是我国古代有志之士所倡导的理想社会。

《礼记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

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

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

同。” 可以说早在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的样子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同社会”的核心在于“公”，希望权利和财产能达到“公”

的程度，从上到下的人没有私欲，人人之间可以坦诚相待，人

人自觉完成社会事务，共同为美好的社会负责人。这也是有志

之士“天下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的核心。前面就写到黄宗

羲强调的“公天下”，同时期的顾炎武主张“天下是天下人之

天下”。“公”在于重视公众利益，在于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人

人生而平等并不是西方人文思想所独创，早在我国古代先秦时

期，庄子就提出人人平等，“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

子所子。” “公”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有志之士倡导用

“三代”圣贤的民本思想，重视公众利益来要求君主，进而实

现“大同社会”，这就是我国古代有志之士的人生价值和政治

理想。但是在探讨实现的过程中，大部分人还是寄托于君主做

明君，重民众，实现“有道”社会。这是时代条件所限，也是

“天下为公”“大同社会”不能实现的原因。

身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

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内容之一，那这个共产主义早

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提出“大同社会”，只是有由于时

代发展所限等原因，“大同社会”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可以看

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目标理想社会价值内在

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能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不仅是与中国实

际情况相结合，更重要的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内在一

致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内涵，我们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真理的普

遍性，它在思想和价值理念上与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内在一致

性，进而接受其指导，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来救中国，发展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03


	¢¨lK˛;I
	�-N˘À ß⁄�—÷<�õ—–(�ô'
	[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