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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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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跨文化的实践，需要在认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基础上，能够有着自主反思、自主创造、自我意识，理解

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地位，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确立文化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培

养的重要意义，探索实现文化自觉的路径，从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促进文化融合、形成包容开放的心理等方面，建立高

度的文化自信，从而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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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提出，标志着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上升

到全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指导思想，

不但需要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还需要保持着较高

的文化自觉意识，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现实相融合。利

用文化自觉增强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同，完成理性

的批判，从而取精存真，构建起相互融合、包容多样的文化新生

态。 

一、文化自觉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自觉从文化视角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批

判 

文化自觉是指对特定文化有着明确的认知，了解文化历史、

发展过程、文化特色，能够有着文化转换的自主能力，并取得文

化选择的主导地位。即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主反省、自我创建、

自我觉醒。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与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相关联，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也解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强化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主性、自我创建能

力、自我觉醒能力，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展开理性批

判，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建设。当前，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使文化相互交融和相互冲突，传统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文化，难

以满足现实的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走融合创新之路，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以社会主义

文化为主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理性的批判。通过不断地

取精存真，使文化和理论在不断地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符合

社会实际的文化体系。并通过文化自觉的生成，引领先进文化的

发展，使我国传统文化能够立足的多元文化的体系中，实现长久

的传承与发展。 

（二）增进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同，不仅仅体在现在政治层面，

还是要全国人民上下形成统一，能够在文化层面有着认同感和情

感归依。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强化公

民自身文化艺术的重要手段。能够通过文化觉醒，使整个民族了

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进程。而积极正向的文化态度，能

够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处在正确的方向上，推进中华民族

的建设，促进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另一方面，文化自觉是一种

责任，不是全盘的西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需要全

国上下了解我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元素，使中国文化能够

实现本土化之后，再进入到国际领域中实现全球化的发展。公民

有着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使命感，能够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主动创

造，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心理和精神层面创新性的构建，

实现以文化认同引领价值认同，并最终影响个体行动，共同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实现方式 

（一）以实现文化自觉为导向，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体系与实践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已被历史证明的科学理论体系，其

根本存在意义，便是与一个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通过理论指导

与思想引领，促使国家发展与实践活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伴随

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国文化自觉活动，以从自发形式走

向自觉，在群众基础和影响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强化、拓展。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以文化自觉为导向，丰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体系与实践内容，能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

作用，增强文化自觉。在具体实践中，可选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精髓融入传统文化，借助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引领我国经济发

展、制度健全与社会稳定。并借助文化自觉活动为马克思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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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与实践支撑，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

框架中，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进一步丰富中国文化

自觉中的理论内容体系。以促使在不断地文化自觉、自省和完善

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以实现文化自觉为支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 

以实现文化自觉为质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深度融合，有益于推进文化创新、保持中国特色，加速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第一，在新时代发展下，应始终坚持

文化自觉态度与守正创新原则，针对传统文化不能只保留不创

新，而是应紧密结合新时代发展趋势，在回答时代课题中，以实

践推进文化创新。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借助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形势与新时代精神。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保持中国特色，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创新性发展。第二，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问题、弘

扬民族精神，以及推进社会发展为目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与现实生活紧密衔接，借助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在文化创新实践

中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第三，深入分析、挖掘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各自优点、优势与融合契机，如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赋予了我国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以

及普通民众心的智慧，在统筹视角下，重新审视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化创新实践，赋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生机。通过分析、把握这一融合契机，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加强传统文化弘扬

与发展，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自觉。通过提升我国文化自觉程度，

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二者双向互补发展。 

（三）以实现文化自觉为目的，以包容心理主动融入世界文

化发展的大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2017 年明确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为避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

正确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佩兰文化，尽量以包容、接

纳的心理状态，主动融入世界文化发展大格局。以促使多元文化

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体实施阶段，一是应秉承

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指导

思想，在新形势背景下主动适应多元文化发展局面，积极创新、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入世界文化发展大格局。正确看待当

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实情况。以取之精华、去其糟粕的正确态

度对待外来文化，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弥补本民族文化缺陷，在坚

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有益文化构建更加完

善、符合时代特点，且能够适应多元文化发展局面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二是遵循历史发展规

律，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践，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所在，

为文化自觉形成一种驱动力，加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城，促使

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适合中国发展实践。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以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以实现文化自觉

为目标，以包容心里投入世界文化发展新格局，让中华文化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借助马克思主义传递中国文化，“让马克思说

中国话”。以此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文化自觉贡献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老智慧。 

结语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

实际，不断演进和变化的过程。伴随着我国文化自觉的生成，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对我国优秀传统的传承，也促

进人民思想的解放。而立足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真理，还需要有着较高的文化自觉意识，能够创造性地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生命活力，指导文化

工作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此同时，以包容

和理解的态度，将我国文化主动融入到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格局

中，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力量，促进全国人民辩证性的理解

和把握中国文化，从而实现文化强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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