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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丁招珠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10010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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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根基：文明传统与思想觉醒的相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绝非偶然的思想碰撞，而是中华文明连续性、

包容性特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需求的历史必然。这种“相遇”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

也源于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对先进思想的主动选择，呈现为文明传统与现代思想觉醒的双

向呼应。 

（一）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连续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土壤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文明的连续性基因和多元一体的包容性品格。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

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其核心在于对“道”的永恒追求——从商周“敬德保民”的政治哲

学，到孔孟“仁政”“民本”的伦理建构，再到宋明理学对“理”的形而上探索，始终蕴含

着对社会规律、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这种一以贯之的“求道”传统，使中华文明天然具备

接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文化基础。同时，中华文明历来以“海纳百

川”的胸怀吸收外来文化：佛教东传时，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推动其中国化；明清之际，

西方科学技术通过传教士得以传播。这种包容性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时，

能够突破“华夷之辨”的窠臼，将其视为救国救民的“新器用”与“新道统”。 

（二）近代中国的历史困境：传统资源与救亡图存的思想共振 

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历史契机促使传统文明自我革新。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传统儒家思想主导的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工业文明冲击。但危机中，传统文化

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被重新激活：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托古改制”、孙中

山“三民主义”均试图从传统中提取变革资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

以能在众多西方思潮（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中脱颖而出，根本原因在于其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问题意识”高度契合：一是救亡图存的使命共鸣。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

领，与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相呼应；二是社会改造的路径契合。唯

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水能载舟”的民本思

想形成理论共振；三是辩证思维的天然亲和。《老子》“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观、《庄子》

“通天下一气耳”的唯物倾向，为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本土思想媒介。 

（三）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从“中西会通”到“马魂中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探索和思想破冰。五四运动既是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

也是对其精华的重估。早在 20 世纪 20到 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理论与中

国实际结合。体现三个方面：一是语言层面，用“实事求是”（源自《汉书·河间献王传》）

翻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抽象理论转化为本土实践智慧；二是实践层面，毛泽东在《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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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造反有理”（源自《水浒传》）通俗阐释阶级斗争理论，将传

统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升华为革命话语；三是文化层面：鲁迅以“愚公移山”寓言诠释革命韧

性，郭沫若用《周易》辩证法解读社会发展规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

哲学领域的创造性融合。五四运动既是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也是对其精华的重估：李大

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在倡导科学民主的同时，自觉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平民主义”因子。

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西

洋文明”的科学代表，与中国“静的文明”中的和谐智慧相结合。 

二、理论耦合：核心理念的深度共振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历史情境的产物，更源于两者在核心理

念上的深层逻辑共振。这种共振并非表面的相似性堆砌，而是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实践逻

辑等维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魂中体”理论体系的底层架构。 

（一）哲学根基的同频：唯物论与辩证思维的跨时空呼应 

横跨辩证思维的古今对话，朴素唯物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契合。中华传统文化的辩

证思维堪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土先声。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鲜明的唯物论传统，体现

在三方面：一是先秦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将“天”视为客

观运行的自然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原理相通。老子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

兮祸之所伏”阐释矛盾转化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源泉”

高度契合；二是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以“气一元论”批判唯心主义，

其“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的论述，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

论。三是对比西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自然界是第一性的”，与王夫之“天下

惟器”的唯物观形成跨越千年的理论共鸣。 

（二）价值立场的共振：人民性与天下观的深度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民主体性的古今贯通和理论同构。马克思主义将“人民群众”视为

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形成跨越时空的呼

应：古代商周“敬德保民”强调天命与民心的统一，《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奠定

民本思想基调；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

立场与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性升华，既超越了封建时代“牧民”逻辑，又赋予传统文化以阶

级分析的科学内涵。而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构想，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与中华“天下观”存在深刻价值共振。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将《周易》“万

国咸宁”的和平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相结合，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三）实践逻辑的贯通：知行合一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统一 

实践导向的认知论契合和社会改造的方法论共鸣。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

础”，与中国传统“知行观”形成方法论共振：王阳明“知行合一”反对空谈义理，主张道

德实践与认知统一；张居正“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改革理念，与邓小平“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共同体现了“实事求是、因时而变”的实践智慧；毛泽

东《实践论》以“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循环，扬弃了传统知行观的伦理局限，赋予

其科学的唯物主义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中国表达。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能动的反

映论”与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精神深度契合；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方略，既遵循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又继承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明基因，实

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古今贯通。 

三、实践互动：双向赋能的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2]
这表明了“互相成就”的过程不仅仅是二者的发展再塑，也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孕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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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一）国家治理：人民主体性与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传统民本思想的深度融合以及德治与法治的现代统一。马克思

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与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理

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逻辑：在制度设计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传统“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结合，既坚持

民主集中制，又吸纳“协商民主”传统；在政策实践上，践行脱贫攻坚战略中“精准扶贫”

理念，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消除剥削的本质要求，又暗合《尚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

民生关怀。同时，坚持德治与法治的现代统一。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儒家“以德润心”、法家“以法治国”的传统治理资源相结合，构建了“德法兼治”的现

代治理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丰富基层治理创新，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 

（二）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目标与传统大同理想的实践共振  

坚持从“均平”思想到共同富裕的理论跃升和社会治理的文化协同。传统文化中“不患

寡而患不均”（《论语》）、“等贵贱，均贫富”朴素平等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

论中升华为“共同富裕”的科学目标。譬如：脱贫攻坚的文化逻辑和三次分配的文化基因。

2021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探索中，鼓励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社会责任的要求，也传

承了传统“义利之辨”“乐善好施”的商业伦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共同体”理念，

与传统“和合”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譬如：疫情防控中

的集体主义，2020 年抗疫斗争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对人

的生命权的终极关怀，也激活了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担当精神。 

（三）经济发展：新发展理念与传统生态智慧的时代耦合 

绿色发展与“天人合一”的生态实践。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与

传统文化“道法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深度契合，推动中国走出一条低

碳转型之路。实现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碳中和目标的文化支撑。建立“河长制”“林长制”，

既落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治理的系统性思维，又借鉴传统“山林川泽，皆有专官”（《周礼》）

的自然资源管理智慧；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传统“俭约自守”“物尽其用”的生活哲学

相呼应；北斗导航系统命名源自“北斗七星”的传统天文意象，嫦娥探月工程对接古代神话

想象，既体现现代科技实力，又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探索精神；数字经济与传统商道的融合：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鸡毛换糖”的传统集贸升级为“世界超市”，拼多多“拼单模式”激活

“薄利多销”“抱团取暖”的传统商业智慧，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传统商业文

明的现代共振。  

四、未来向度：在守正创新中深化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随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动态进程。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需以守正创新为根本方法，

在理论、实践、文化、全球治理等维度推动两者结合向纵深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

供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文明支撑。 

（一）理论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文化基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深入挖

掘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哲学范畴，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其现代阐

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立足新时代实践，提炼传统文化中解决现

代问题的智慧。同时，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基因库”，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走深走实。将“民本”思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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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天下大同”理想转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构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架构，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本体（价值根基），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养料（如西方科学精神、法治理念），形

成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理论体系。  

（二）实践路径：融入治国理政与社会建设全过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彰显文明底色，在共同富裕中实现价值引领。坚持传统文化中的治理

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汲取“郡县治，天下安”经

验，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浙江“枫桥经验”升级中，融入“和为贵”“息讼止争”的传统调

解文化，形成“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现代基层治理模式。在城乡建设

中延续文化根脉，将“天人合一”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现代人居环境，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传统生态智慧的实践统一。同时以“均

平”“共富”等传统理念为切入点，阐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发

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既实现物质富裕，又厚植精神富有的文化根基，助力乡村振兴。 

（三）文化传承：培育具有现代性的中华文明新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文化自信的话语体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方针，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现代生活深度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复活敦煌壁画、故宫文

物，以 VR技术重现《清明上河图》市井生活，让传统文化从“博物馆陈列”变为“可体验、

可参与”的现代文化形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向世界讲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结合”

的故事，用“小康”“大同”等中国概念阐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以“一带一路”“文明

对话”等实践展现“天下观”的当代价值，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开展国际学术领

域推动“中国学派”交流，在哲学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对话”，在经济学

领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商道智慧”理论，提升中国思想的文化传播力和世界影

响力。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古今对话”

“中外互鉴”的典范。这种关系不是偶然的历史相遇，而是中华文明开放性与马克思主义科

学性的必然结果；不是静态的理论拼盘，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唯有持续推动两者的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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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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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at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pening up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of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only way. This is a 

law-based understanding we have gained i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era, and also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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