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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分析

周小妮

郑州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 南　郑 州　451400

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变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

有助于构建中国特有的文化认同，且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现状，旨在探讨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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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表

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理论体

现在多个方面，涵盖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实

践的指导。这种契合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传统哲学的

融合，在于对矛盾的处理、全局观念和变化观念的继承

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矛盾观强调事物内部的矛盾

决定事物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平衡和谐和对立

统一的思想在辩证唯物主义下得以整合，形成对矛盾更

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传统哲学强调整体观念，注重对

全局的思考，在对社会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中，

吸收这种整体的思想。在哲学中“道法自然”观念也包

含对自然变化的理解，将自然变化融入对社会变迁的分

析中。这种哲学思想的融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

展提供深刻而独特的思想资源。这种契合体现在将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社

会的特殊历史路径，在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上结合中国

社会的实际，进行具体分析。这种契合表现在社会主义

法治观念与儒家法治传统相结合，在法治观念上强调社

会主义法治，注重仁爱和平公正的结合，崇尚法治社会，

同时注重法治中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底蕴。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革命者的行为

举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过程中，革命者是最先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人，

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也往往会觉得其与中国

传统文化有许多相融合之处，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前

提。大多数革命先辈都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受到先进的

教育，革命者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引导进行教育

时会不自主地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 1921 年

这一年中，毛泽东利用筹措的经费，选择一处合理的地

点，创立了以传播革命思想为主的“湖南自修大学”。

大学中所开设的理论课程以传递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

主，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辅，时刻要求学生在学习马

克思主义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再以“人要懂

得仁义礼智信”的契合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已存在

许多关于仁义礼智信的理论，有孔子提出的“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有孟子提出“人性

善”的理论，这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相关的论述，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论述更为具体。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深

入契合的措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在中

国早已得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

化的深入契合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

多种方式和策略。研究人员可以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

化为切入点，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找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

契合的元素。利用相契合的元素进行哲学领域内的对话

与交流。在理论建设中，研究人员应不断探索融合马克

思主义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新理论框架，包括对现有理论

的创新，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境。实现深入融合可以

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哲学研究、文化传承等方

面的工作，政策支持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和环

境，促进理论的深入发展。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包括

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强调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融合，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现代理论素养的人才。

以如今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为例，证实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路径的合理性。法治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法治是社

引   言 ：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为中国人树立独特的文化自信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也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中焕发新的活力，促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吸收优

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境，提升理论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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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通过法律规范来调整社会

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礼义观念以及道家

的和谐理念，都可视为法治的文化底蕴，在法治社会建

设中，可以通过融合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使法治更具人

文关怀，实现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法治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注重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认为法治的发展是在

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

观念、中庸之道等哲学思想都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有

相通之处。在法治建设中，可以运用这些哲学思想，更

好地理解法治中存在的社会矛盾，推动法治的灵活发展。

通过法治与儒家法治传统的对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

家法治传统对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注重以德

治国、以礼治家，通过教化人心来达到法治的目的。这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注重法律的制度性作用相辅相成。

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可以借鉴儒家的治国理念，通过

加强道德建设和公民素养培养，使法治更为深入人心，

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法治与中庸之道的结合，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强调平衡和谐，注重折中处理。

在法治建设中，借鉴中庸之道的思想，强调法治不仅需

要严格执行，更需要在实践中保持平衡，避免过度执法

导致社会不稳定。通过中庸之道的理念，实现法治在社

会中的温和而有效地应用，这些思想的融合为法治社会

的建设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使得法治更加符合中国社

会的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境，推动法治社会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传统文化的共同引领下取得更为稳健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契合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认同上具有

重要意义，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有

助于形成更为强大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统一和

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的相

互融合，可以建立更具本土特色的文化认同。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还有助于提升国家的

文化软实力，通过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理论创新，

增强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

的国际话语体系和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这种契合有利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与理论指导，为

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理论指导。

以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盛行为例，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有助于深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传统文化

中的仁爱、中庸、道德等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契合，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更具历史深度和文化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强调自由、平等、法治，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对自

由平等法治的重视相符合。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也有

关注公平正义的传统，强调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法治观念与传统文化的法治传统形成统一。

结  语：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

契合不仅深化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推动文化的繁

荣，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

路提供有力支持。这种契合融合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价值基

础，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引领作用。未来应该在坚

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前提下，不断深化与传统文化的

融合，以更好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更高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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