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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基于高校学生教育工作

张　茜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江苏 启东 226236）

摘要：高校大学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在高校学生教育工作中，通过探讨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为什么结合、能不能结合、把什么结合、结合成什么、怎么样结合这五方面问题，对培育时代新人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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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结合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如果理不清哪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很难全面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品质，它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

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

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指南，将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发展，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

如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所蕴含的“民为邦本、止于至善、协和万邦”

等思想是人民群众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是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事实和现实实际以此来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大学生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呢？高校学生教

育工作中要强调中国历史是我们珍贵的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批判性总结继承。

（二）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一直是我

国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

自古绵延至今，未曾间断的文明，五千年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就是要主动站

立在时代新潮头问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与发展。1921 年

的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

为其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的行动指南和立身之本，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就要坚持用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马克

思主义。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世

界多元文明的冲击，青年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拥有

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的无穷活力和巨大潜力，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辩证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才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延续文化基因，

汲取文化智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拥抱现代化的保障，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观，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华为高校学生教育理论创造丰厚的文化滋养。但不能仅

仅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学生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弄不清楚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会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那么

将会导致他们无法观察世界、了解世界、改造世界，甚至很慢把

握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结合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

收并蓄，具有极强的包容力，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民族交流中形

成的，马克思主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相同。要搞清楚何为“马

克思主义”，清楚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知行合一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含有关知行合一关系的认知，这些认

识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主

义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继承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于知行合一的相关思想，加上实践观

念，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

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必须随着

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古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高校学生教育工作

具有重要启发，学生教育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

同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创新理论指导

新的实践。

（二）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产生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天”的概

念，另外还有老子的“道生万物”，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等，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产生于《易经》如“一

阴一阳之谓道”中蕴含了某些对立与统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萌芽，

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将辩证法置

于自己的思想体系首位，提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

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早期我们从《庄子·齐

物论》中寻找到相对论思想有“是非”“生死”“有用与无用”

等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依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

学生教育工作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坚持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什么结合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规律，创立了人民实

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一）“ 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的就

是人民乃是一国之根本，人民稳固，则根基牢固，国家才会安宁，

治国理政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但是我们也要辨析看待儒家的民

本思想，它更多是君主安邦治国、维护政治统治的手段。唯物史

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成为我们对传统民本思想进

行创造性阐释的思想源泉。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思想，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

就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的实现离不开人民本身。

唯物史观深刻揭露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实践活动构成了全部社会生

活的基础，明确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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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

政的全过程，新时代的中国，学生教育工作也强调和坚持人民至

上观念，坚持以生为本，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同时高校学生教育

工作要注重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探索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发展，

实现学生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搭建学生的自由个性充分发

挥的舞台等。

（二）“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尚书》记载尧时即“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

理念使传统政治在处理与异族的关系时具有超凡智慧，不同于武

力征服，传统政治以文化立国、以道义立国，对于处理当代世界

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每个国家

的命运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与每个民族、每个人的前途命运紧

密相连，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协

和万邦”的理念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要从区域大国迈

向世界大国，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和平的发展空间，

同时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谋求发展实现发展，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道非常严峻的考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我们对传统政治协商和万邦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的创新。数字化的青年学生一代，有着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

较为宽泛的视野，将逐渐形成包容友善的国际观念，对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有着更好的接受度，基于此学生教育工作将在人才探索、

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社会职能方面充分发挥价值。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成什么

高校学生教育工作是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重大课题，要求

我们进一步将学生教育工作理论推陈出新，通过加强学生的理想

信念教育，加强道德教育，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一）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支持

理想信念根植于人的世界观层面，坚定理想信念就是改造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就是让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

价值观念的看法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过程。如何认识规律、

把握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

含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关于厚德载物思想，关于实

事求是思想”等，这些思想为我们树立三观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借

鉴和文化支撑。

（二）为道德教育提供营养

道德建设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环节，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

要引导青年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成为一个高尚德人、

一个有道德德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德人。不能放松世界观

德改造，不能放松道德修养学习，要不断用中华传统美德来加强

自身德道德实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资源十分丰富如仁爱

思想、献身精神等，传统文化倡导为国为民德献身精神，在中国

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和爱国人士，如精忠

报国的岳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等，这种高度注重国家和民

族利益的观念，有助于正确引导学生处理国家、集体和自身利益

关系，对学生开展道德品行教育有着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的整体

素质是高校学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

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样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化，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要牢固确立马克

思主义信仰，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类的精神动力源泉，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导和精神动力，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指明

了前进方向，开辟了高质量发展道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就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就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完整理解“两

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理论内涵，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

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创新实践提供不竭精神动力。高校学生教育工作要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必备课

程，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为大学生补足“精神之钙”。

（二）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坚定的历史自信源自对中华文明所创造的历史伟业和人类文

明成果的自信，要梳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和

力量。文化自信来自于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要求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贯穿其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立足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

并极大提高中华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高校学生教育工作要引导

大学生群体在课堂内外不断积累时代新人应有的文化素养知识，

深入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弘扬和引领中国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以深厚的历史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

（三）坚定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要坚持问题导

向，在全球数字经济时代下，高校学生教育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

持续创新，提升高校治理能力，更精准更有效地服务师生。我国

历代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治学智慧，如“由也，好

勇过我，无所取材”的因材施教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修身养德等，至今对高校学生教育工作仍有启发，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对其批判继承和发展。守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要坚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既要守正也要创新，

创新基于继承和传承，守正创新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将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

然要求，也是推动学生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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