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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它以它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指

明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如日东升，充满生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百年历程中，它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在此基

础上，本文对二者的哲学契合展开分析，并根据契合之处探究二者的多维融通路径，推动中马共进发展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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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times and scie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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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like rising in the east, full of vitality.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si-
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has been constantly combin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ultural form popular with the peopl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fit between the two, and explor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two according to the fit, so as to promote the new situation of joint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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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朝着繁荣蓬勃的方

向大步迈进。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切勿只满足于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应剖析二者的

逻辑关系，挖掘二者的契合之处，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进而推动“中马创

新与共进”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时代价值 

(一) 二者融通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大论断。其中，第二个结合就是要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多维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西

方外来文化，它深深根植于欧洲传统文化之中，若想要在中国大地扎根，则必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反复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任何的实践都是物质性的，都是客观的、历史的、具体

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强调“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转过来又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一种理论，当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便能够转化成具体的实践，也就是指导中国不断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思维范式的过程

中，前辈们结合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国情，根据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经过百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不断地丰富和发

展，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也越来越明显。 
(二) 二者融通有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理论特征就是时代性，它的理论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不断地更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化因素，甚至可以说其中隐含着许多预知未来的

超前性因素。因此促进二者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先进的，有利的因素发

展自己，不断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转化，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从而为高速发展的中国指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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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它的实质

是“扬弃”。中国传统灿烂文化经历了五千多年的积淀，但是无论它多么博大精深，都不属于现代文化。

追根溯源到五千年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发源于农业，归根结底属于农业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时

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进而能够实现自我的发展，不断促进自身现代化的转化。与此同时，中国

传统文化并不全部都是优秀先进的，而是糟粕与精华并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去切入，就是要用

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去看待糟粕和精华，也就是要“扬弃”，即保留精华，舍弃糟粕。中国传统文

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引自身的前进的理论基础，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时代

性不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因此，唯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征的助推下，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创新性发展，才能实

现自我的“盘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不仅越来越明显，而且也促进了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自我的理论价值。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契合点 

推动二者融合绝非易事，首先要对二者的契合之处进行剖析，进而找到合适的融合视域。从整体上

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导思想与文化根基的关系。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结合基

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认识论的契合：强调实践的精神导向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了“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的

一切认识归根结底都要回到实践中，都要通过实践去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知。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理论的

“经院哲学”，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十分注重实践。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深刻分析了“知”与“行”的关系，

并且认为“先有行后有知”，提出了“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的观点，

旨在说明实践出真知。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则强调“格物致知”，其中“格”是追求，“致”是

求得，即只有通过推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真知，由此可见，朱熹也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明清时期

的王守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他认为“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3]，他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王守仁的观点告诫我们要想探寻事物的本

质，必须要潜心实践。 
(二) 唯物论的契合：注重物质性的思想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辩证唯物

主义认为，物质的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无论是自然界还是

人类社会都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意识的产生则必须依赖物质这个载

体。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物质世界长期自然演化的产物，所以从时序来讲，物质

世界是先在的，意识是派生的，即先有自然界后有人类，先有物质后有精神[4]。 
中国华夏史上有四位著名的唯物论思想家，分别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东汉时期的王充、南北朝时期

的哲学家王缜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荀子在其著作《天论》中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

化起”，荀子认为，宇宙非神所造而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南北朝时期，哲学家王缜的主要观点是无

神论形神观，他提出“形存神存，形灭神灭”，主张身体和精神是地理统一的。王缜的思想坚持了物质

是第一性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第一性是相统一的。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

大成者，他的《尚书引议》、《思问录》等著作集中体现了他主张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唯物论观点。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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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在物质第一性方面尽管存在相同之处，但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哲学对物质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和片面性。 
(三) 辩证法的契合：创新发展的理论品质 
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告诫我们要用辩证和

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首先，对立统一规律它揭示了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主次矛盾则给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启示。其次，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两种形式，启示人们要

做好量的积累，抓住机会促成质变。最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关于事物借助自身的内部因素，反复突破

自身进而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的转化规律。 
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早有体现。道家的经典《易经》用阴阳两种不同

力量的相互作用解释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战国时期的《战国策》中也折射出辩证

法的思想，“积羽沉舟，群轻折轴”论证了质与量以及质变与量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不平不阪，

无往不复”则体现了《易经》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意即没有平坦的道路就没有坡路，没有好就没有坏，

充分展示了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四) 历史观的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主张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他深刻地批

判了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同时批判旧唯物主义者从生物学角度审视人的形而上

做法[5]。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个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社会关

系高度和谐，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观不谋而同，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

始于夏商，发展于春秋战国，最终在汉代定型，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主旨思想始终是“重民、贵民、爱

民、安民”。在先秦儒学中主要体现为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民贵君轻”以及荀子的“军舟民

水”。此外，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所提倡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财产为公民共有，人人地位平等，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路径研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契合，这也为二者创造了更大的融合

发展空间。但是，二者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

导，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实践活动，并且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一) 坚持科学的方法理论，保证二者融合工作的正确方向 
1) 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全面性的融合，用整体、宏观的视角来认识和处理两

者的融合[6]，这就要求必须从辩证法的角度去审视二者的融通问题。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

儒家文化，而应该辩证地看待诸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不

仅包括了儒家文化，还包括了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要整体把握，注重对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传承和发展，增强自己中国化

的理论特质。 
唯物史观具有很强的指向力，推动二者的融合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要以中国的物质资料和

生产方式作为二者融合的发点和终点。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所以要立足于

世界历史发展大局去推动二者的融通，与世界现代化发展格局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

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于此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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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者融通的过程中，必须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大众视野，要使理论能够为人民理解和

接受，并且应仔细审视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对症下药及时解决，从而更好地推

动二者的融合。 
2) 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对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

担当。清晰地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作用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应主动把

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构架，主动承担起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要理清二者之间的内在

逻辑，自觉地推动二者的结合。 
对于民族来说，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文化是基石。正如鲁迅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最有力的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国现有的文化充满信心，肯定它对中国

发展进步的根基性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庚续传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因密码”，

是中华五千年光辉历史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使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7]，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二) 坚持具体的实践统筹，推动二者融合工作的层层开展 
1) 调动多方主体力量，形成齐抓共促的局面 
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在此过

程中，政府、地方高校以及社会哲学研究院肩负着主要责任，发挥着主要作用。首先，政府各部门应该

发挥自身的财政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并且发挥自己的

政治引领作用。其次，各地方高校要利用好学校的教学资源和人才优势，积极主动地举办相关的论坛和

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最后，社会哲学研究院应该着力于相关的研究之中，从专业

的角度去剖析二者融合的深层逻辑，为二者提供现实的融通路径。由此观之，促进二者的融合需要各方

主体共同出力献策，形成齐抓共促的局面，使二者的融合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2)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顾炎武也曾提出过“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不能脱离

社会现实，将二者简单僵化、牵强附会的结合，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将二者有机、有效融

合。首先，要坚决反对僵化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理论，忽视现实情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条

主义。其次，要坚决反对只关注效果的实用主义，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

和个性深入地比较分析，否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最后要反对只关注外表而忽视内在本质的形式

主义，以中国实际情况为前提，结合具体的理论，促进中马共进。 
3) 丰富教学模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形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二者传播和融通的基础，作为理论和文化的学习者，

学生担负起了研究和传承的重任。当前青年学生接触和了解二者的方式主要还是一些课本和网络资源，

很少接触到其它的学习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太强，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有些晦涩难懂，与此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纵横交错，内容复杂，想要彻底学懂学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要创新教学

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根据学生的猎奇心理，丰富学生学习形式。例如，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有

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并且设置专门的教师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传授相关知识；课堂教学不仅仅局限于

课本教材，可以适当借助有关传统文化、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纪录片和短视频，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增强学习效果；学校可以设立专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团，招聘青年学生入伍，然后对学生进行

培训，进而到各个班级去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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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促进中华新文化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更好地指导中国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仅仅是理论方面的创

新，还包括突破文化自身的范围，走出文本，走向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终

极目标是中华新文化的系统性创造和构建，新文化在文化性质上既是相对于传统文化的“新”，又是相

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新”[8]。新文化体系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为基础，在二者的融合的过程中，这个“新”的特征便会越来越明显。由此观之，中华新文化体系的形

成是伟大之举，同时形成之路也非常艰难。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中马创新共进。尽管中华新文化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还没有具体的雏形，但是，随

着新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新文化”一定会在中华大地上“赋形”并且大放光

彩。 

5. 结语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性契合与融通，更多地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角度去

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其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9]。由上观之，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存在多方面、多维度契合，也正因如此，二者融通的空间也越来越大。目前，推

动二者融合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要始终以马克思

主义哲学为指导，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听党指挥跟党走，不断推

动中马创新共进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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