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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交锋，这场文化论争不仅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关注，更唤醒了我

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的传统文化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

和行为方式。中国文化守成开新的探索实践，中国文化走向文化自觉，中国人经历了从思想觉醒到文化

自信的历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梳理五四东西文化论争背景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文

化观，对今天理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辩证看待西方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深刻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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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re was a fierce clash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is cultural debate not only aroused people’s attention to Western culture, but also aw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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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flection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iew of early Chinese Marxists in the 
debate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of Chinese people. Chinese culture 
has maintained its traditional exploration and opened new practices and Chinese culture has 
moved towar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ideologi-
cal awakening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tanding i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new era, 
they have comb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iews of early Chinese Marxis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ay Fourth cultural debate, and have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oday’s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and a dialectical view of Western culture. It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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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回顾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种种问题，特

别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国内学者关于五四时

期东西文化论争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主要从论争背景、论争发展阶段、论争的影响等方

面展开研究。 
在论争背景的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与当时中国人寻求民族振兴的途径有密

切关系，东西文化问题论争是中华民族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从 1840 年第一次鸦

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民族面临着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

迫切需要救国救民的道路[1]。在国际背景方面，部分学者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

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从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转到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2]。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第

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看见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失

去了信任，便提倡向俄国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中

的激进主义者也开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3]。 
在关于论争发展阶段问题的分析上，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根据讨论内容把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

化论争界定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办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

讨论聚焦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东西方文明如何调和的问题；第二个时期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一

九二五年，主要是科学与玄学之争[4]。还有些学者把这一时期的论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杜亚泉

发表文章反驳陈独秀等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观点；第二个阶段是章士钊出台“新旧调和论”；第三个阶

段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2]。 
关于论争影响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这场东西文化论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东西方的文化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和分析，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这在

中国文化研究中是第一次。在这场文化论战中，东西方文化流派都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赞扬

态度，为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引作用[5]。还有学者认为，论争对当时的史学产生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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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东方文化派的观点使中国史学在理解和学习西方史学的过程中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文化论争中对

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争辩，使中国史学在对待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时变得更加理性，从而使中国史学汇入

中西学术交融潮流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对文化史理论的研究也更加重视[6]。 
“五四”100 多年了，学术领域对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但现在更需要立足今天，通过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观点进行研究，

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更多文化建设的养料。 

2.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概况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华导致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面临生

死危亡的局面，为了挽救国家危局，中国一批进步人士先后发动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

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进步人士对中西古今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随着民

族危机的加深、救亡运动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中西文化认识的深入，到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争形成了

高潮。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争的规模之大以及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前

所未有的。论争延续了 10 余年，这个过程中参与者达到了数百人，发表的文章近千篇，专著的数量有十

余种。这场论争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场论争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总的来说，论

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具体关系到如何解决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如何认识文化

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总之，这场文化问题

的争论实际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东西文化论战中新旧文化的关系跟东西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1917 年到 1919 年论战双方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关于新旧文化关系的争论也是对东西文化的进一步认识，这对探索中国未来文化

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支持东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新旧调和”。支持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主张“弃旧图新”“破旧立新”。总之，破旧立新和新旧调和是论战双方交锋时期对东西文化、新旧文

化的不同观点。西方文化派认为西胜于东，新胜于旧；东方文化派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为国之本，主张

新旧调和，循序渐进。对东西文化、新旧文化关系的不同观点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期选择中国未来的

出路奠定了基础。 
东西文化论战是在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发生的，主要争论的焦点问题由开始的东西文

化差异到中间的东西文化关系，再到中国文化的出路。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争关于传统文化的态

度研究，从文化角度来考察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先进和落后文化的影响下，如何

反思传统文化，怎么看待西方文化，如何表达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观点，在争论过程中他们的

态度如何发生转变。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日益繁荣发展的今天，我

们也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大地上，无论是精华还是

糟粕，都是既定的历史，都对现实社会产生着影响，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需要

深厚物质基础，更需要繁荣的文化，几千年发展延续中铸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根脉与灵魂。五

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所涉及的论题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有些问题至今仍有待解决。以史为鉴，对这场论

争进行反思，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3.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 

(一) 中国早期马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华，但也存在糟粕，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丧失了其价值。中国早期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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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在文化论争过程中，回顾审视本国的传统文化时，对于其中因时代变迁而减少其价值的内容给

予了严厉的批判和抛弃。 
在五四前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化是比中国文化进化程度更高，更先进的文

化，且中西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犹如南北不相并，水火不相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

中认为西方文化是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而中国文化是奴隶的、保守的、

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从人格、习俗、文学、科学等六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

文化进行阐述，希望明事理的青年人能从对比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后他又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

异》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西洋

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为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个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宗法制度造成了社会卑劣不法、惨酷衰微的后果。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

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施之者大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受之者“习

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从以上三个方面概括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

病进行了批判。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观在制度层面体现为批判孔教，在五四前期批判孔教的直接原因

在于当时“定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对于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先进知识分子将孔教与国家制度相联系，

他们对孔子之道的否定，不仅是对传统中独尚一尊的文化格局的否定，也是对两千多年来束缚思想自由

发展的孔教的否定，他们本意就是要推翻孔教对中国伦理和思想的绝对统治，因为他们认为，孔教与共

和时代的要求完全不相符，必须要革新，不能调和。陈独秀曾表示，孔教的核心是“忠孝一贯”[7]的礼

教。儒家的三纲，从本质上看是在宣传“奴隶之道德也”[8]。“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

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

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9]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孔教，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并不相通，孔教所提倡

的伦理道德不能“征之事实”，“行之社会”，不能“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更不能引领中国走出

“野蛮黑暗”[10]的时代，他认为这些都是应当被抛弃的。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他们认为，主张复辟和主

张君主的人都以孔子学说为援引，为君主帝制做合法性论述，提倡孔子学说势必会尊君，尊君势必要复

辟，孔子学说与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实政治中，不管是军阀还是帝国主义，甚至是义和

团，都试图通过利用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学说为自己的统治压迫寻找合法性根基，因此，孔子学说与帝

制、与现实恶劣的政治环境都有着理不清的关系，所以从制度上反传统的着力点就集中于对孔教的批判。

在社会层面体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陈独秀认为，要振兴落后腐败的中国，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

国人民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即改变“国民性”。没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改革

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们批判中国重家庭，轻个人，致使家庭经济难以发展，蓄妾养子之风盛行，

家族男女群居，民性懒惰，不知道时间的宝贵，奢侈享受成为风尚，致使人力废，产业衰，生产日微。

国内官僚主义风气严重，惟官令是从，人民无国家政治意识，也没有作为主人翁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和

热情，将个人置身政治潮流之外。国民公德私德堕落，为官不廉洁，生活不节俭，公共卫生脏乱，被西

方世界所耻笑。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将国民性的不足和缺失归结于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影响。认为

在封建统治和孔子学说的影响下，没有独立的个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两者相互作用使社会风气和物

质文明一同退化，落后于世界，因而他们通过揭露国民性的丑陋达到批判传统文化的目标。 
在道德层面体现为批判封建礼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他提倡的道德

礼教是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贵族的权利和名誉。在他们眼中，礼教规范着人

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规范，因此批判封建礼教就是在道德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他们批判礼教的

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伦理的觉悟，因为孔教问题不只涉及宪法问题，还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伦理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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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问题相关，“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曾变

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11]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直陈：“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

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2]他批判传统社会以礼杀人，是吃人的社会，对封

建礼教进行了有力打击。揭露了在长期封建礼教的控制和禁锢下人们的麻木迂腐，甚至自觉维护封建礼

教的可怕现实，他得出封建礼教满纸是“仁义道德”但是骨子里全是“吃人”的结论，率先揭示了封建

礼教扼杀人性的实质。同时，启蒙知识分子意识到作为吾国伦理政治的根本，礼教的核心在于“三纲说”，

三纲说的实质就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传统伦理的批

判，使反传统深入到实际生活和伦理道德层面，将反传统推向了高潮。 
“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根据地和

创新动力源。”[13]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进行了严厉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传统道德伦理皆是糟粕，其中也蕴藏着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我们应该对其辩证看待。 
(二) 中国早期马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东方文明的价值再次得到关注和提升，加上民族主

义思潮的兴起，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认识中西文化。与此同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前期启蒙的

成效已经显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也促进了知识分子在北大的联合，凝聚了启蒙的力量，使

建设新文化的总目标变得日益清晰且可行。最终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感召和前期启蒙的负面影响

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不再主张从根本上否定

传统文化，而是开始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提出要建设中西结合、综合创造的新

文明，并在实际行动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挖掘、阐释和择取，企图为再造文明找寻传统的文化制度支撑。 
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在 1919 年 9 月的《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中指出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

化态度发生的转变：“在戊戌时代，吾国人之思想界，显然有二种派别，当时以新旧二字为其标志，其

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现时在人类社会上，

其思想又显有二种之派别。吾人若因时代之关系，而以新旧二字为之标志，则不能不以主张创造未来文

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14]在这种崭新的新旧文化观的影响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不再专注于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能用辩证的态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既有

所批评也有所肯定。 
当谈及中国工商业不进化，国家观念不发达时，他们开始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从

坏的一面看，这些使中国的物质文明停滞不前，国民也没有团结一致的力量。但好的一面是，正因为这

样，我们才没有形成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在谈及当时社会上青年自杀的问题时，他们指出，

男女青年自杀是由社会道德习惯压迫造成的，并将情绪压迫式的自杀归于受道德习惯和社会制度的压迫，

将经济压迫式的自杀归于社会经济组织制度不良的结果。已经能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认识社会问题，而

不再将社会风气问题简单归之于国民性问题。他们还深入思考分析了孔子学说为什么在中国发生，指出：

中国的气候状态以及土地分布造成中国农业比较发达的产业状况，逐步形成中国以家庭思想为根本的社

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状况造成的伦理观念，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孔子学说。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分析问题，较之前期将中国种种问题简单归因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五四后期显

然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入。 
在谈及教育问题时，他们指出，西洋教育并非都是好的，中国的旧教育并非都是坏的，不过是主观

教育和客观教育上的分别，不过是活用教材的方法方面的差别，中国教育的流弊主要是主观主义和形式

主义。对于过去“以西方文化易中国文化”的主张，这时他们却提出“输入学理”要以文化发展实际需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4076


王莉 
 

 

DOI: 10.12677/cnc.2023.114076 499 国学 
 

要为标准，如果把旧当做标准，就会把学说弄成废物，如果把新当做标准，就会把学说变成装饰品。另

外，他们还指出，改造社会，实际上应该一点一点地消除现存的弊病，不应该有“彻底”和“根本改造”

的观念，认为这是懒惰心理，是不可能的，也是可耻的，在理论上笼统的否定也是不行的。显然这时启

蒙知识分子对五四前期全盘西化的文化方略进行了再认识，并实现了认识上的一个转变。 
在继承中国伦理道德方面。陈独秀在 1916 年的《我的爱国主义》一文中，主张用“勤、俭、廉、洁、

信”这一新的道德内容来标识“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11]。又如胡适，虽然他讲过“全盘西化”的

思想，但他的“全盘西化”理论不是为了西化汉语，而是为了促进白话文使用的普遍性，进而可以对人

的观念与行为形成改变。又如鲁迅，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强调：“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

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2]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中

国人”作了阶级分析，热情赞扬了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从本质上讲，它批判了文化传统中一些不适合时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抛弃整

个传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只是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落后的东西，并非否定所有传

统文化。与批判相比，这场文化论争更重大的意义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有益资源，使得今天我

们仍然可以对其进行挖掘和继承，为新时代国家的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传统资源支持。 
(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创新 
李大钊从最初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民彝”思想是

其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这是李大钊顺应历史时代潮流，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相融合

提出的一个概念，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因子相结合的产物。李大钊“民彝”思想的最

早提出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这是李大钊于 1916 年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这

篇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民彝”思想。他在开篇阐明了写这篇文章的理由，他说到：“大盗窃国，予智

自雄，馮借政治之枢机，戕贼风俗之大本。凡所施措，莫不戾乎吾民好恶之常，而迫之以党于其恶。”

[16]面对袁世凯的复辟，民国初年的黑暗政治现实，李大钊希望能够结合中国传统当中的优秀文化以及西

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提出适合中国的民主政治思想。他在文中引用了许多古代典籍当中的诗句，其

中就有“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这些

典籍的诗句都是强调人民应当追求美德，上天应该尊重民意，突出了人民的重要性。李大钊将中国古代

的“民本”、“重民”等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因素吸收融入到他的“民彝”思想当中。1919 年 1 月《北

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蔡元培强调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

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6]对于国粹和欧化的理解已经

大不同于以往，并倡言要建设比欧洲文明更为先进的文明。 
陈独秀在 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新青年》7 卷 1 号中，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新青年》同僚们的意

见，提出了综合创造论，即通过扬新弃旧，结合中西文化创造出新的文明。文章写道为了寻求社会进化，

我们必须打破“天经地义”和“自古如斯”的刻板印象。首先必须抛弃我们的旧观念，并把历史和当代

圣人的思想和我们自己的想法相结合，创造新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树立新的时代的精神，适应新

社会的环境。对文明进行再造是新思潮唯一的目的，这不仅为现代性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手段，

也体现出与五四前期全面反传统的完全不同态度。从上述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寻求文化的融合、超越与创

新在五四后期已经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和努力方向。 

4.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态度转变的当代启示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历史和

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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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理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待西方文化，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 
(一) 理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历史和时间的积淀、筛选和检验，其中包含有许多科学文化

精神，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依托。传统文化始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有力武器，是联

系中华民族亿万子女、凝聚磅礴民族力量的内在动力和重要源泉。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民

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力，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铭记五四历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既不能有偏激片面的态度，也要保持文化理性，做到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崇

洋媚外，有理智、有底气、更要有自信。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

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

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鉴别，继承弘扬其中的优秀成

分，摒弃传统文化中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与现代文明进步不协调的成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指的是那些先进的思想理念，优秀的人文精神，值得传承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与时俱进、天人合一、天

下大同的思想观点，以及热爱祖国、尊老爱幼等优良品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就是那些为封建主义、等

级制度、封建迷信等服务的思想成分。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由此可知，传统是主体

生命历程的抽象表达。它不仅是过去，而且存在于现在，并将继续朝着未来前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

在中国历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它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合理性。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某些过时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但它蕴含的永恒价值却不会因时代的进步而消失，而是会在人类迷失方向时熠熠发光。 
(二) 辩证看待西方文化 
五四前期，启蒙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旧文化必须向西方文化的方

向去发展，故而提出“以西方文化易中国文化”的主张。五四后期，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劳工阶级的统治和压榨，而社会主义才

是真正的“大多数人的幸福”，所以，他们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寻求建设不同于西

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然而，时至今日，五四己经走过百余年的岁月，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少数资产阶

级统治多数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资本家利用资本对劳工进行压榨的事实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此，我们应该有清晰冷静的认识，坚持摒弃过去“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落后思想，

坚持辩证理性认识西方文化，因事而异，因时而新，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我们必须以五四为

鉴，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加强对西方腐朽“西化”思想的鉴别、抵制、批判意

识和能力。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一刀切”，摒弃中西文化有高低之分的文化观，秉持兼容并

包的精神，科学看待不同文化的差异，促进中西文化平等交流。 
历史向我们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科学总结人类文化

成果、继承人类文化优秀遗产、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唯一指导理论和方法。舍此而外，别无他途。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首次对人类文化进行科学的总结，使文化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五四前后，知识分

子展开的关于东西文化论争的积极后果，就是向全中国人民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何在古

 

 

1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EB/OL].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729647, 20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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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中华大地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终于成为中国一切革命志士为之自觉奋斗的伟大目标。坚持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具有民族形式的、符合我国国情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是我们今天的光荣历

史使命，也是我们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得出的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三)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创新，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这是推进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实现文化与时代

共同进步、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匹配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论

自觉，如何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渐进入了我国文化研究领域，成为学者们普

遍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了我们正确对待中华文明的科学态度和中华文明应当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不断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现新形式。文化表现形式的新旧以及表现形式的多寡往往会成为

衡量文化生命力，彰显文化活力的外在体现。无论哪种文化形态，如果不通过具象化的形式外在地表现

出来，在本质上就会脱离社会实践，进而走向一种文化虚无主义，成为形同虚设的抽象事物。中国传统

文化形态之深邃圆融、内容之广博实际上远远比现时代各种文化形态还要多，其中蕴含的可借鉴的价值

内涵极其丰富，但在现时代也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载体、话语方式单调甚至匮乏的问

题。这也深刻意味着坚持古为今用，不断开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

和永存的重大课题。 
立足实践，不断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救国救民探

索实践则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对精神文化层面的改革与创新。但我们看到，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争

论归根结底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之间徘徊，没有真正充分挖掘出那个时代可资借鉴的

价值和内涵，更未汲取中西文化中合理积极的因素服务于五四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的发展停留

在自发性改良层面，而没有进行自觉性地改造，因此始终没有寻求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出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价值旨归就是成为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源泉，这也是传

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应然逻辑。离开具体时代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也就无从谈起。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融入到新时代我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活

起来”。 

5. 结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争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的重要思想背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通过参与文化论争，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充分阐发自己的主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分析，对其思想启蒙及引领作

用给予充分肯定。目前，我国仍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问

题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焦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坚持文化自省与文化自信的统一，既不自卑

也不自大，以自省正身，以自信立本，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文化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18]。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发展，不断在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鉴别中吸取具有人类共同文明属性的思想成果，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9]

 

 

2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71323,20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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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协调，坚

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体现时代精神，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建设文

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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