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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精髓之一，对中国的建设以及革命事业起到

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间存在着互通、互融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融通展开探讨，同时，针对两者融合的正

确走向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为推动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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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在中国悠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沉淀而来的，此类文

化不仅在当时存在极高的指导性价值，其中的精神存在的普世价值也尤为可观。

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融通，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更好

的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存在十分积极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融合的正确走向

不论就任何一个国家还是民族来讲，其文化从本质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矛

盾的复合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仅涵盖值得推崇的优秀思想，也包含一些不值

得宣扬推广、腐朽的部分，存在两面性。但促使优良的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

融合，对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脚步存在积极意义[1]。

（一）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区别开

中华民族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其中存在许多优秀的文化、精神具有极高的

传承性价值，切勿直接将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混为一谈。

（二）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西方，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被人们所熟知，在其体系

中涵盖了包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所有人类文化积极成果，但基于东西方文化自

身差异使然，其特点和形式和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特点以及思维定式存在一定的差

别，所以，针对马克思主义开展本土化改造，促使其可以更好的迎合中国人民喜

好十分重要，以便于其更好的被中国人民接受和喜爱。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融通



（一）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济建设以及革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原因

为其和中国传统哲学间存在较高的融合性，进而可以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效融通，

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2]。

1、知行合一实践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观

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存在着极高

的相似性，此也为马克思理论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的外在表现，具体而言，

实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据的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

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之一。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而言，实践作为解决问题的关

键手段，主要强调的是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主张的实践主要将改造世界作为中心，和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实践存

在一定差异性，但单纯就理论化实践来讲，两者间存在一定的类似之处。基于此，

对知行合一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对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存在

积极意义[3]。

2、经世致用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且历朝的思想多是将经世致用当做主要目的的。从辩证

法以及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传统的哲学辩证法以及唯物主义结合的

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间存在着极高的相融性。中国传统哲学主张朴素

唯物之一的时间也较长。最早于殷周时期，相关典籍对“五行思想”便有所提及，

表明构成世界主要物质元素有五种，这也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开端。组成中国

传统哲学的部分主要包括具有丰富内容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具有鲜明特点

的辩证色彩，同时，此也为中国传统哲学提倡的经世致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得以融会贯通的主要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和发展

想要促使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达到有效融合的目的，就需要从多个

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虑，且这个过程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基于此，随着社会的

不断变革发展，理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引导，积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革以及

优化。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推动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革与优化。马克

思主义倡导的未来社会主要是基于私有制的彻底消失而形成的。邓小平基于毛泽



东思想积极发展，但农业问题依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而存在，继

而选择以推动农村所有制改革为中心加快全面经济改革脚步[4]。

其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传统民本思想到人本思想的

价值观变化。在这一层面上来讲，早期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的重民思想较为显著，

同时，此类思想占据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即便封建社会也较为注重民本思想，但

和当今时代下的民本思想于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早期民本思想的主要作用

为麻痹百姓思想，主要是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出现的，于某种层面上来讲，

并非真正的民本思想。而自毛泽东革命时代开始的人本思想，其主要是基于群众

史观而产生，也是由于此类思想的出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才创建了一切以

群众为主、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路线[5]。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到了现

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式提出，这代表着传统民本思想最终达到了以人为

本的价值转换的目的。

结语：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诸多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点，此类

融通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一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两者间

能够融会贯通，有效发展的重要基础。诸多的历史实践显示，需要对中国传统文

化和马克思主义间存在的共同点拥有充分的了解和发展，才可以更好的捕捉二者

内在精神的融通点，进而更好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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