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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产生联系。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年

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

儒学的关系，成为人们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焦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实践思想、理想主义、整体思

维和人本思想等方面的相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宣传创造了良好环境，为中国传统社会

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提供了思想与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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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evitably has to be linked to Confucianism, the represent-
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has long hel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China’s two 
thousand year feudal society and today China is guided by Marxism.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eople’s 
long-term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n prac-
tical thinking, idealism, holistic thinking, and humanistic thinking has created a favorable environ-
ment for the early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provided 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intellectuals who grew u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o choo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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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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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当时社会紧

密联系的传统文化，而这种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已产生两千多

年、被许多朝代推崇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简称为儒学，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

会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1]。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

化的主流，对中国民族意识的影响既深且远。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然需要借助中国本土的

文化进行发展，因此，被称为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文化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依附的主要传统

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对儒学文化进行研究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自然科学、思

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范围内对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进行彻底解放的学说，它是迄

今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先进的一种理论，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诸多观点和结论经过

事实的检验已被证明是科学真理。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们共同奋斗的理论基

础和行动指南，这是在我们党创建之初就已经确立的。作为一门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

个问题，就是如何继续发展以及民族化。 

2.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但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二者仍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践的观点与力行主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根本特点的理论学说，它诞生于

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其目标是改造世界，并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马克思

主义通过对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实践的作用。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存在

着各自的片面性，其根源就是对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忽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确立了在全部

社会生活中人实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2]。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社会生活及主观思维

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从多个角度进行科学论证，并做到持续完善。它吸收了哲学史上有关实践观念

的合理成分，对实践的本质、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实践

观。 
儒学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实践的概念，但儒家代表人物大多推崇力行主义。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

一”观点，认为“行”要与“知”统一起来，不能只重理论知识，实践同样重要，只有把理论同实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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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才称得上“善”。王夫之强调只有实践，才有真知，他认为学问的真伪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

验证。孔子甚至提出了“力行近乎仁”的说法，“仁”就是“爱人”的意思，它是所有美德的总和，也

是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这是对重行观点的最高评价。因为“仁”不单单代表个人道德的伟大理想，同

时也体现着社会政治的崇高理想，更是二者的和谐统一，因此“力行”既包含了道德的修持，又包含了

社会的政治实践。儒家的实践论讲究的是“知”与“行”，是“悟”与“行”的统一[3]。但是，儒家的

实践性思想却不如马克思的实践性思想那样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它更多地侧重于道德实践，并未将对

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纳入到实践的范畴之中，这也是儒学实践思想的理论缺陷。 
(二) 共产主义和“大同”思想。 
在十九世纪，共产主义思想已在西方萌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一

个主要内容，在物质生产上表现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产品的极大丰富，在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上实行“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分工和劳动的差异消失，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4]。那个时候的共产主义便

开始主张消灭一切阶级，建设一个无压迫无剥削的集体化社会，实现人民的自我解放。不过由于共产主

义是个理想中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陷入其中，只要努力的发展好自己国家的经济文化，慢慢的

过渡到那个时期。在达到共产主义后，人民才能各尽其职，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大同，人类社会才真正

的进入到了高级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志愿参加各种自己热爱的劳动，并在劳动中收获喜悦，

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社会生产的效率迅速提高，收获也异常丰富，人们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

物质生活。这样的社会就是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 
“大同”社会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它最初起源于儒家思想。儒家对“大同”社会有着详细的描述，

在“大同”社会里不单单只爱自己的子女，要使所有老人都能得以赡养安享晚年，所有青壮年人可以有

地方施展才力，所有小孩子可以得到顺利的成长；使寡妇、寡夫、孤儿、失去子女的老人以及残疾人都

能被社会照顾供养。也就是说让每位社会成员都各居其位各尽其力，整个社会去保障每位社会成员的利

益，努力让社会变成一个“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5]的充满信任的和谐社会。儒

家的“大同”精髓其实主要在于要以公有制作为最根本的核心基础，然后结合先进的生产力进而达到所

有人群的均富，实现完美社会。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儒家对于美好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大同社会有

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天下为公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口号，还是一种选贤任能的具体举措，通过这些被

选举出来的人来管理那时候的大同社会，而推选贤能的权力在于全社会的民众；第二，在天下为公的大

同社会里，要讲求诚信，人际关系要保持良好，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社会的根

本基础。在那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富足。第三，在“大同”社会里，每个人的责任心

都高度强烈，他们会主动的珍惜并爱护公共财产，减少和杜绝一切浪费的不良现象，那个时候基本上不

存在为己为私的心态。这种诞生于两千年之前的“大同”社会思想所描绘的美好蓝图，并不具备严密的

科学性与逻辑性，但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种思想

同样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全面发展。 
(三) 整体思维和“天人合一”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对自然界、社会、历史与思维进行研究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

成部分。唯物辩证法是把世界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它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的统

一体，世间万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孤立的，反对用一种片面的

眼光来看待事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万事万物的构成因素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要会用整体的观点，从

整体出发，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儒学在处理问题时主张采用整体思维，即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把握事物。“天人合一”思想

就是采用整体思维看待问题的代表[6]。“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是由道家的庄子提出的，但后来被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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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董仲舒等加以发扬壮大，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理论。所谓“天人合一”，即宇宙与

人生，天道与人道，心与物的统一，用近代哲学的眼光来看，即人与自然，主客体，主客观，思维与存

在的统一性。“天人合一”是以整体思维为基础，其特征是不赞成将思维对象分割为多个独立的部分单

独加以分析，再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而是始终将人与目标视为一个整体，在整体意识的驱动下，去剖析

总体中不同部位之间的关系与差异，抓住事物的实质。这一思想方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提倡用全面

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是一致的。 
(四) “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是一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首先，马克思把实践看作是人的

实践活动，人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中提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其次，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人在

参与实践活动的同时在创造着人类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人本思想诊

释时，人们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融

入到人民群众中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和个人，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再次，马克思

把人作为进行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改造，以及对人的发展，最终都是要满

足人的发展需求的。所以，“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

极追求。 
儒学的人本思想主张尊重人和推崇人，肯定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主体价值。儒学的人本意识虽然

与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西方哲学不同，但儒学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主体价值，以及人作

为个体的独立性。儒学主张通过自身努力来达到“仁”的境界，这就是对人的独立价值的肯定。首先，

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儒家视人为一种在自然界中居于特殊位置的社会性的类存在。其次，儒家建立在

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上，以人的生存发展必须依存的人伦社会为基本起点，将人类的主体价值置于

个体价值之上。正因如此，儒学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是其他事物不能比

拟的儒学强调“民为邦本”[7]，主张民为国之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主张“民贵君

轻”，人民在政治上高于君王，得人心者得天下。儒学的人本性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提倡强调人

的主体地位，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古老的民主观念的萌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突出

人的主体价值与作用。 

3. 儒家文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的作用 

基督教教义刚开始传入中国时，遭到了儒学的强烈排斥与抵制，然而中国传统儒学对同出一源的马

克思及其学说，不但不排斥，而且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先进分子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早期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有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有资

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8]，他们中有精通或通晓儒家文化的，

也有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与传统儒家有很深的渊源和联系，对儒家文化有很强的认可和崇拜。从一

定意义上讲，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忧国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寻找一种以

社会为本位，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引入中国。 
(二) 基于传统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均贫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与阐释。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与宣传者，大多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利用儒家的某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概念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与阐释，从而使其能够从传统儒家思想的角度所认可与了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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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认识与说明，才能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之间的敌对、陌生与疏离，

从而更好地使得马克思及其学说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9]。 
(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契合之处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 
清末民国时期，尽管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经降低，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依

然存在，而“太平大同”也一直是这些读书人的理想与追求。当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强国”、“富强”

和“救国”的实践中已经被证实是不可行的时候，寻找一种能够拯救中华民族，同时又能够实现儒家理

想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的[10]。儒家以“大同世界”为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以“共

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尽管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改造社会、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手段和途径上存在着差

异，然而，二者所构建的、所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政

治理想上高度一致，在承认理性精神和积极入世的态度上，也显示出与儒学的共通性和兼容性，因此，

它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终于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武器，有力地指导了党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斗争实践。从其普遍的人类性和恒久性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武器。儒家思想是中国人对自然、对社

会、对自身的探索所取得的知识的积淀，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

会治理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它蕴含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真理性的内容。两者在这一层面上是相互兼容

的，这就是他们能够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内在契机。 
通过对儒家的“大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方面有显著的共同点：都持“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的观点；这两种理论都宣扬了理想世界

的彼岸性，都是理性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因为两者的相同之处，有儒家的“大同”和理性传统

的思想基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马克思及其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传入中国时，受儒家思想

影响长大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接纳，似乎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也没有过分的

抗拒。 
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在某种意

义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与其

和传统儒家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相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最早接受马克

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最早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熟读了大量儒学典籍的人，他们

都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基础和修养。他们和一直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一样，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

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与认同，常常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文化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初期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为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和文化

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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