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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潮，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并生根发芽，这绝不

是偶然的文化事件和历史事件，它们彼此之间肯定有着契合之处。当前，在新的历史大环境下，

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关联性，将对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

供最可靠的理论保障。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和相互之间的影响，来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进行有效梳理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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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文

化事件和政治事件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

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

也产生了各方面的重要影响。当然，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实现，也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得以实现的根基和土壤，并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总之，在它们互相影响和互

相作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之间，正不断发生着互动和融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

进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

的根基和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

外来文化。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接

纳，以及明清时期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吸收。尤其清

末时期进化论等优秀的唯物主义社会学科思潮的传

入让中国本土哲学文化发了生了巨大变革，到了近

代，中国哲学开始与引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

识形态合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潮流。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

它与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心理文化特征有着契合

性，故而它能够扎根于中国，并实现了自身的中国

化。从中国哲学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的许多文化形式和文化特质都有着朴素的辩证唯物

主义思想。如荀子、张载、王阳明等的哲学经典里

都有很多明确的唯物论论点。《管子》中说，“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完全肯定了

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前提保证和基础。还有王阳

明的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将知行相互作用与依存的

关系阐述了出来，这种辩证的论调不但体现了马克

思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还和马克思哲学的认

识论、方法论有着深度的契合。再从中国哲学的社

会理想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康思想、大同思

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相通之

处。尤其《礼记·礼运》中所谈到的“天下为公”，

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财产属于全体

公民的社会理想一致。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许多

的共通之处，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根基和土壤。 

（二）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

践与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发展者和积极

实践者，中国近代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

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如孙子兵法等传

统军事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他

的军事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内容

之一。还有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想，同样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典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社会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追求的完美融

合。正是基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马克思主

义思想才能更贴近中国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如

果换句话表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实践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马克思主义，将能更科学地、理性地为我们社会主

义事业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出更符

合我国现实情况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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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

作用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

是精神得以升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是精神强调：做学问必须

要注重从现实出发，在现实里找事实的依据，这样

才能洞察真相，从事实里收获正确的判断。在汉朝

时期班固的《汉书》里，就有了对这种实事求是精

神的强调，到了唐代，颜师古还为求是精神做了新

的注释：务求事实，每求真是也。清代中期的时候，

随着学术中务实风气的盛行，很多学者都用带着求

实精神的文风与学风，来批判当时社会上华而不实

的求知态度。近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入和不断

发展，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求是精神升华到了

一个新的思想境界上，求是不再是简单的治学精神，

它已经逐步成为我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最主体

思想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求是精神被认定

为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正确研究、探索的最基本态度

和原则。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们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来进行一切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求是精神的价值和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我党伟

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强调，求是精神是我党整

风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邓小平同志更是打破了“两

个凡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束缚，将求实精神做了

更为科学化、理性化、合理化的新论述。自此，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求是精神，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而收获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

思想的解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完整和层次化的

的人本思想体系，纵然历经了千年的社会历史巨变

和文化巨变，但是其依然屹立不倒，甚至更为流传，

深刻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当然，必须承

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很多特征是为传统时

代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尽管它也有着很正面、积极

的意义，肯定人民的伟大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人民群众

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物质财富

与精神财富，他们是社会力量中的革命因子。在中

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

强调要发动人民群众来实现社会变革，必须不断依

靠人民、信任人民和尊重人民。在后来的改革开放

中，邓小平更是基于此不断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

本利益出发，来治国治党，反复强调，一切发展成

果都属于人民群众。这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主体内容，和与传统

时代的人本思想的根本性区别。正是如此，中国传

统文化中狭隘的、极端的人本思想得到了一次伟大

解放，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和历史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社会意识形态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都追求和向往一种天

下大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化

的追求却植根于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那

时候的人民群众不敢，也无法想到会有一种更为高

级的天下大同社会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

的社会模式中，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地实现人人平等。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伟大价值就是，它给

历经千年的中华文明带来了这样一种切实的美好社

会理想，并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种优越的社会模

式，也就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已经彻底继承和不断发展着传统文化中的

天下大同思想。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和其他条件的影

响，这种无法被实现的美好社会状态，在今天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力指导下，将最终会被实现。总

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社会意识形态追求，让美好的社会理想变得切实可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

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具体的内

在相通之处 

从社会现实诉求上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

理想目标、理论核心观念、具体的服务对象等方面

都与传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必须意识到它们

在精神上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否则马克思主义将

不可能被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具体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

思想，主要是儒家体现出来的。儒家充分肯定了人

的主观能动性，将人视作宇宙的中心，认为人对于

世界有着其物不可企及和代替的伟大价值。尤其儒

家充分肯定和激发着人的社会属性价值，认为人的

社会价值才是其价值的核心，但并不否定人的个体

价值，在儒家看来人的社会价值个体价值是具有辩

证统一关系的，都必须得到尊重。这与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价值和权力的思想是相通

的。例如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重要组成内

容的毛泽东思想，同样强调关心人和重视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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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的主体作用、主体地位、主体价值。第二，

以实践为根基。从某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实践

性的思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所在。虽

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清晰明确的关于实践的论述，

但是从儒家等思想中还是能感觉到传统文化对实践

的重视，例如明朝心学的知行论，强调实践出真知，

这与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所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相通。第三，从整体出发。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应从整

体的视角出发，不能把观察对象割裂成孤立的个体

而对其进行探究，这其实体现的是注重人与自然整

体观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思维与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辩证统一思维是大体相

象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本土，经过长期发展越

来越重视用全面的、统一的、关联的整体性视角来

认识世界。第四，从集体利益出发。中国传统的儒

家文化特别注重集体利益，要求人应该从整体利益

出发，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尤其在大是大

非面前，个人要懂得奉献和牺牲自我利益，从而实

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强调社会

本位，个人要有高度的社会义务感和责任感，不能

有自私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

产党更是将这种从集体利益出发的价值观从社会实

践中凸显了出来，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个人

利益之上。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

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

义不断根据实际现实情况被改造，通过与中国传统

文化融合而被本土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人生理想、

人生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出发的，在不断的联系、交

汇中，最终实现了其在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和政治身

份。马克思主义不仅帮助中国社会摆脱了殖民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帮助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

作为新中国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中，

它也让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功。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取得

的最伟大成果。当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

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这些巨大成果正不

断被传统文化吸收和利用，并实现了对其的再转化

和再创造，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精神转化成了对现实

生活价值的高尚追求，入世的关怀也被融入了我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构内容。而

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揭露，

对人的彻底解放、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也在不

断强化和巩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伦理

价值和天下大同理想。 

不管是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融合，都

不是简单的相互进行叠加，而是相互适应、相互借

鉴，或者说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经验进行总结、改造、发展和升华。

从而在这两种文化的有效融合下，概括出一套有关

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形态

与实践路径。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互动、融合，不是硬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更

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粗浅化复兴。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将依然会共同影响

和共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进一步互动、融合也将永恒不断。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要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

吸收优秀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价值，当然也要学会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精神去抵制那些传统文化

里的糟粕因子。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拥有中

国个性、中国内容和中国精神，也才能更贴近中国

的社会现实情况，符合中国具体的国情，从而推动中

国社会的历史车轮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全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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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物权和债权都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构成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二元权利体系。在市场经

济发展下,物权表现出人和财产的结合,当个人财产

进入流通领域后,在不同角色主体之间互相转换构

成了债权。二者的区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反而在日

后的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物权债权化和债权

物权化以及二者的交叉并存的局面,是当下民事财

产法律制度的大势所趋。我们不能变相夸大物权与

债权的区别,也不能无视它们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物权和债权的关系,今后对我们

的学习研究产生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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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 right and creditor's right is the civil law property system in the two major property righ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perty law, the top priority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rights and 

creditor's rights,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revision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part of property, is more related to 

building a system of property law. Property rights and creditor's rights. Deposit, although have close ties, but in 

nature, object, content, time and setting,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and discussion of optimizing the claims of property rights or property claims of the problems of the two 

kinds of right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eal rights and creditor's rights and integration, help us right of the two 

types of consolidation, there are It helps to perfect legislation and solve complex problems in civil law research. 

Key words: real right；creditor's right；comparative analysis；property right creditor's right；creditor's right；propert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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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ANG Guo-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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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of western philosophy, Marxism can be rooted and develo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not accidental cultural events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y must agree with each other. At 

present, in the new historical environment,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elevance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ll provide the most reliable theoretic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comb and discus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m; sinicizai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