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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因

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就是蕴涵着能够推动

社会进步、符合历史潮流，满足新时代文化需要、精神需

要和价值需要的有益成分。要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挖

掘这些有益成分，就必须研究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契合性；

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结合和

互动。

两者结合的内在契合性

1、本质层面和逻辑层面的内在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把准的方

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形成的

特色，前者由人的实践本质主导，遵循实践逻辑；后者由

人的文化本质主导，遵循文化逻辑。因此，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契合性，首先是

人的实践本质与人的文化本质的契合。

中国儒家将人在社会秩序中的特质看作人外在的实践

本质，所以人潜在的实践本质的实现，就是外王之道；将

人在道德秩序中的特质看作人内在的文化本质，所以人潜

在的文化本质的实现，就是内圣之道。因此，人的实践本

质与人的文化本质的契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体现为

内圣外王相统一的、以人为本的仁政礼治思想，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里体现为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揭示。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

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己本

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

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人的本质层面认同上

是内在契合的，进一步决定了两者在逻辑层面认同上也是

内在契合的：人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遵循的实践逻辑和文

化逻辑必须是高度一致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中华传统

文化的人又遵循不同逻辑次序：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人的

文化本质是人的实践本质的依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

人的实践本质是人的文化本质的基础。正是内在契合性与

外在差异性之间形成的矛盾张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进程，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2、观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内在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

亲 仁 善 邻 等 ， 是 中 国 人 民 在 长 期 生 产 生 活 中 积 累 的 宇 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

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段话直接表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观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内在契合。

天 人 合 一 思 想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基 本 的 宇 宙

观，决定了社会的自然结构和人的自然特质。尤其是儒家

在《周易》中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想，将“天”和“人”看作一

个整体发展的“生命共同体”，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

自然和谐、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在马克思

基本原理中，事物普遍联系是抽象原理，人与自然和谐是

具体表现，落实到人的理性存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

人合一是抽象原理，天人合德是具体表现，落实到人的德

性存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的理性生活，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人的德性生活，在精神价值层

面是高度契合的。

天 下 大 同 思 想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重 要 的 天 下

观，决定了一系列的政治治理规范和社会伦理规范。该思

想出自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

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 所 终 ， 壮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长 ， 矜 寡 孤 独 废 疾 者 皆 有 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

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与马克思主义指

明的工人阶级奋斗的远景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相契

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时期将建成“自由人联合

体”并在物质生活资料上实行“按需分配”。两者实际上

都在强调，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是人类获得幸福和自由的

保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的幸福，在制度价值层面是高度契

合的。

和 合 境 界 思 想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最 和 谐 的 社 会

观 ， 保 证 了 社 会 生 活 的 多 元 化 和 差 异 性 。 《 周 易 》 中 提

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中庸》中提

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