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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指出：“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认为利益差别产生的利益冲突具有推

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同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利益问题的思想。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特别指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

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利益观视域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这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而在结合的具体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

则，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实事求是。在分别阐发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利益”的观点后，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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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thing the people strive for is related to their interests,” Marxism said, arguing that conflicts 
of interest created by differences of interest can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that, in the fine tr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205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2052
https://www.hanspub.org/


范鑫洋 
 

 

DOI: 10.12677/acpp.2024.132052 344 哲学进展 
 

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ideas about the issue of interests.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it is specifically pointed out that only by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we correctly answer the major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times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vigorous vitality of Marxis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bine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view of interests, which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in the concrete process of the combination, we 
should follow certain principles, w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prac-
tice-oriented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After expounding the views of “interest” in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ways to 
combine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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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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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

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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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所持

的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利益观视域下将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都具有非常

重大的价值。 

2.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立足 19 世纪西欧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实践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2.1. 人的现实需要是利益形成的基础 

需要是人对物质对象的一种需求，当意识到这种需要时就可以被视为产生了利益联系。马克思认为，

人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必然性”，而人之所以为人，也是由于这种“内在必然性”。只要人

还保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那么需要就始终伴随着他。需要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由于人的本质在另

一方面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需要也同样是社会性的需要。同时，需要又在产生着人的社会

联系，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结起来的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2]。”社会联系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了个人的需要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个人在积极地现实实践中产生了现实的

社会关系。 

2.2. 个人利益的实现要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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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产品而言 [3]。”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利益差别，人们为了满足个体利益，选择在相互交往

中进行利益交换，进而形成了一种存在于现实中的个人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共同利益”。然而，一方面，

独立的个体之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进行斗争，而在其他方面，他们本

身就是相互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于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独立的，每个人在具体的时代所处的阶级

是早已确定了的，每个人都受到他所处阶级的支配。由于单独的个体所追求的仅仅是其自身的、对他们

自身来说是同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体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独立于他们而存

在的，这样的现实造成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剧烈矛盾。因此，在一个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不能

统一的社会中，要实现个人利益，就不能不协调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2.3. 利益冲突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恩格斯针对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斗争情况指出：“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

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4]。”  
马克思认为，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和变化的，具体的利益需要总是不尽相同的，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利益冲突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由于利益需要是人的本质体现，因

而这些利益冲突与矛盾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之所以认为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是因为利益需要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可以对人的行为产生能

动的反作用。人对自身利益需要的渴望，能够促使人积极探求新的科学技术，以更好地服务于自身利益。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利益”的内容及其合理成分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利益思想。针对这些思想文

化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实践，实事求是，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些

文化现象，立足当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批

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3.1.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思想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

到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愈益重视“民”在战争和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初具雏形

的“民本”思想，这其中以儒家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汉唐宋时期是民本思想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民本思想正式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

其中，贾谊提出“民为万世之本”的观点，董仲舒提出“君主应该顺应天意、以民为本”的观点。宋代

的“二程”、陈亮、朱熹、张载等思想家都重视民生。明、清时期，民本思想渐趋成熟，黄宗羲跳出传

统皇权专制的思想窠臼，提出民众是主、君主是客的主张，这一主张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综上，虽然“民本”思想萌生于中国古代低水平的经济基础之上，其本质上是为了维系剥削制度，

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毫无可取之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基于

民众的生产生活，重视民众的现实需要，这不但确保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承认了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与

正当性。 

3.2. 义利观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构

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同时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

用。如何正确理解孔孟义利观，需要解读何谓“义”，何谓“利”。儒家认为，“义”指的君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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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内在本质，主要是规定如何培养修正君子的行为，包含了道德准则规范与要求；“利”是指可供

个体生活消费的物质资料，当时背景下主要指现实的经济利益。孔子认为，人们不应该过度追求享乐，

在满足物质生活的条件下，人们应该把提升道德修养与精神追求作为自己的目标。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

子的思想，认为人应该具备“兼济天下”的志向，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更进一步地，孟子认为要加

强自身修养，通过“修身”“养性”“施行仁道”“反省”等途径使自身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 
虽然在这一观念中，儒家思想对“利”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主张对“利”实行适当的限制，但是并

非全部否定“利”的作用，只是在目的之外更加强调手段的正当性。 

3.3. 公私观 

在中国古代，“公私”概念很早就出现了。《说文》：“公，平分主也，从八厶。八犹背也”“私”，

据《说文》，其意是：“禾也，从禾，厶声。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公私之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论域，并呈现出鲜明的“贵公

抑私”倾向。不但有着借宣扬文王之博爱而颂扬无私的墨子这样的学者存在，即使是崇尚心性自由的老

子、庄子，也有借“天地”来大赞“无私”的观点。而主张法治的法家更是倡公而贱私的代表，法家代

表性思想家商鞅，其学说就是有着明显的“严辨公私”的特征，他曾这样说过：“公私之分明，则小人

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 [5]。” 
我国古代这种公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人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采取何种做

法的思考，也为这种辩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尝试，取得了宝贵经验。 

4. 利益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

应有之义，也同样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汲取

其中的合理成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时代化发展，才能真正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当下。 

4.1. 利益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4.1.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科学性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得以证明的，只有坚持

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正确的方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本质上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绝对性，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至上性。在具体实践

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理论基础，立足实践，解放思想，以历史视野与辩证思维分析把握中国的

社会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问题。 

4.1.2. 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也是当今中国充分发展民族文化自信的依仗。推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不但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同样在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符合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承

载着中华民族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愿望。立足本民族文化，可以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

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巩固民族文化自信心，进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4.1.3. 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标志主客观相统一的哲学范畴，而实践因其直接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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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观能动性的特征，成为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实

践中，也同样要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实事求是地对主客观联系作出判断。中华传统文化因为历史较长，

其中难免充斥一些落后成分，而即使是其中优秀、合理的因素，也同样需要在具体实践当中去检验其真

理性。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传统文化现象，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置于实践当中，用实践去检验、发展。 

4.2. 利益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4.2.1. 加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批判继承民本思想合理内核 
马克思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鉴于

民本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思想内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时

代与阶级局限性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历史，因此，必须批判地继承这种民本思想，使之更适合现代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论中，利益是激励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直

接动因，由物质利益产生的利益关系是促进社会发展变革的关键。只有承认这种客观事实，承认人的利

益的正当性，并充分给予满足和保障，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 
民本思想虽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思想，把劳动人民作为封建统治者的个人所有

物，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民本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承认了人对利益的追求的正当性。 
人民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其活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承认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体性地位，

能够更好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的自身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平等的发展，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满足每个人的利益

需求。承认人在利益关系中的主体性和正当性，即是承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性和正当性。 

4.2.2. 合理区分手段与目的，批判继承义利观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每个人

都有追逐自身利益的正当诉求，然而，这种诉求应以不妨碍他人权益作为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义利观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对于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部分不当的价值观念也逐渐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中，致使一

些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严重错位，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

的社会道德，和一切腐朽和落后的思想作斗争，是当下急迫的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思想

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弘扬这样的思想，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来说，即是“实

现每个人的利益”，因此而言，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然而，在坚持这种目

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达成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我们在现实实践中，要更加合理地区分目的和手段，鼓

励勤劳致富。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在当前社会，一部分人受不当思想文化的影响，对劳动表现得鄙视且不尊重，

盲目追求财富以至于不惜违法犯罪。传统义利观思想重视和强调手段的正当性，孟子说：“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这种精神内核，在当下社会不仅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建设，也有利于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发展，加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4.2.3. 统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批判发展公私观思想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是传统公私观注重的方面，这个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多可借鉴的价值。

现代社会是由数量庞大的人口组成的，人们之间的联结不再只靠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更多的是基于彼此

间的利益关系。因此，社会一经形成，就必然包含着“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公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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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利益矛盾是普遍而客观地存在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并不是彻底地消除矛盾，而是维持对立双方

的平衡。我国古代哲人所选择的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强调社会与整体的利益，压制个人的欲望和利益。时

至今日，单纯采用压制个人利益的方法来调节公私利益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最优解，但是通过弘扬集

体利益的方式，来引导人民树立适合的公私观念，仍然是传统公私观能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5. 结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往圣先贤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实现二者的基于现

实的有机结合，不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转变的客观要求，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的客

观要求。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义利观和公私观进行分析，可以将其中核心的精神内

核进行保留，对其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进行扬弃，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间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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