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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分析 
贾晟锟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甘肃  兰州  730300）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广博、蕴含丰富，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一场跨时空的智慧交流与融通，既提升

了高校思政课的育人成效，又促进了传统文化自信。在二者有机融合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创新性解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把握住二者理论契合点。在原理课程授课中，要借助新媒体技术，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程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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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文化工作，而且在讲话中多运用诗

词名句反映紧要的社会问题，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实践理念。从《习

近平用典》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照古典名句的内容和用处，分

为敬民、修身、为政、立德等 13 个篇章，主要涉及如何修身、从

政、治国、平天下等内容。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对解决我国

现实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两个结合”重大理论观点，

落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

的意义 
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

学中渗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加深大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理解。原理课程中有许多中国化话语表达，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里面有很多词汇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如

果对这些词汇产生的语境及其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进行详细讲解，不

仅能让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话，还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理解马克思

主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程，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地去

探索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1]。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能保持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在于其自身能吸收融合

时代精神，不断随着时代发展去发展与创新。在新时代，我们需要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解读与阐

发，赋予其新时代特色，促使其能够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丰富，有传统经典文献、优秀古典诗词、经

典历史文化故事、神话传说等。将这些内容渗入原理课程教学，可

极大丰富教学资源和课程资源，有利于提升思政课堂的育人成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我们需要用好这些课

程资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

中。 

二、立足教材内容梳理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契合点 

原理课程教材知识结构与内容包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思想，我们要从中梳理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契合融通之处，并以此为着力点开展教学探索。接下来，我们

将从唯物论思想、辩证法理论、认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与中国古代关于人与民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

古代大同思想五个部分展开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学说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把物质当作世界的本原，并将物质范畴作为

研究的理论基石。唯物论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已经出现。

中国古人在与洪水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水、土、木、金、

火五种自然物质，并将它们看作宇宙万物构成元素，提出了五行学

说。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形成了宇宙万物的生成与消亡[2]。同

时，古人在对自然界的观察中还形成了气的学说，认为气构成了宇

宙万物。东汉思想家王充把万物的诞生看作是秉承元气。北宋思想

家张载则把世间万物都看成是由气构成的。万物的产生是气的凝

固，万物的消亡则是气地散开。张载关于气的思想，得到顾炎武、

王夫之等人的继承与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中国古代唯

物论思想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

强调从实践出发去把握客观世界，把物质定义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

学范畴。中国古代思想家用一种或几种物质作为世界本原，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他们把具体的物质形态当作是世界本

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与中国古代辩证法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对立

统一规律又称为矛盾规律。矛盾一词来源于《韩非子》中记载的一

则故事，有人自夸说：我要卖的盾很坚硬，什么都无法穿透它。我

卖的矛很锋利，什么都能扎穿。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语言上的前后矛

盾，如果用此人的矛去攻其盾，结果会如何呢？后来，矛盾的内涵

扩大了，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化表述[3]。 

中国古代思想家用简明的语言表述矛盾规律的深刻内涵，对我

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尤其对理解矛盾斗争性和统一性

这两个属性有着重要启迪作用。春秋时期的史墨，曾提出“物生有

两”，认为事物都是成对出现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详细论述

了矛盾对立统一理论。有和无相辅相生，难和易相对比而形成，长

和短相比较而显现等观点，不仅说明了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即斗争

性，还阐发了对立面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即统一性。老子作为中国

古代的重要辩证思想理论家，还进一步提出“反者道之动”学说，

认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它的对立面转化。比如福和祸本来是

相反的，但是福却含有祸的元素，随着条件的改变，福可以变成祸，

好事变成坏事。同样的道理，祸蕴含着福的元素，坏事有时也能变

成好事。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斗争统一原理中，还有一种是矛盾

特殊的表现形式，即和谐。和谐不是不存在矛盾，而是矛盾双方处

于平衡状态。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我国古代关于认识的思想 

原理课程的教材在讲述认识的本质理论时，引用了我国古代哲

学家荀况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绝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够拥有知识，没

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人们的知识与才能都是后天努力学习积

累而成的，都是在接触外部事物时获得的，称为“求之而后得”。

荀子对此举例加以详细讲解，如果一个人没有登上最高的山，那么

他就不能认识到天比最高的山还要高很多，如果一个人没有亲临最

深的溪流，那么他就不知道最深的溪流亦远远不及地的厚度。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们认识事物是为了用于实践，即我们获得知识

是为了更好地指引行动，以创造出人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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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将之看作是知

与行的关系，有着很多相关论述。我们要想认识事物，就要研究事

物，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获得花鸟草木等事物的一些表面现象，

还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找到规限事物的理，即万物“所当然之则”

和“所以然之故”。朱熹还指出知与行都要重视，从顺序来说是知

为先，从轻重来说要行为重。明代王阳明继承前人知与行思想，重

视知与行的合一。王阳明举例说，人们看到漂亮的颜色属于知，喜

爱漂亮的颜色则是行；闻到糟糕的气味是知，厌恶糟糕的气味属于

行[4]。人们看到好看的颜色、闻到难闻气味时，心中已经有了喜爱

与厌恶，所以知与行同时存在，不可分割，即知行合一。根据这种

知行合一观点，人心中只要产生一个不善念头，就是行，要将这不

善念头克服掉。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善良，不只是看他对善的认

知，还得看他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善的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观点来反思中国古代文化里的知行关系，会发现中国文化里的知

和行，或称为践行、实行，主要是人们日常伦理道德知识和道德实

践活动。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实现路径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内容要深

入挖掘，既包括二者结合的价值和内涵，也包括二者结合时应该注

意的内容联系、方法选择、价值融汇的路径，必须在已有成果成就

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者比照研究，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融会贯

通，以更加具体的形式推动二者发展。 

（一）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结合的基本前

提就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的显著成果，也得到了实践检验，是符合我

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结合的指导精神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个精

神指引下的结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才是科学的。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当中二者结合也成为关键内容。二者结合是中国历史与中

华民族的选择，并且经过多年实践证实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二者

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供最核心的力量[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坚决维护并对其高度肯定，同时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并发展，不过共产党人并非历史或文化虚无主

义者。”在当今新时代快速发展下，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依旧

需要由中国共产党引导，通过民族智慧与精神以及历史经验教训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不断补充，促使马克思主义实现更好发展，

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注重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坚持实践 

可以基于两个层面来对二者的结合进行分析，那就是实践和理

论。理论层面的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方法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形成包含马克思主义基因的

中华哲学。经过这种结合后形成的中华哲学，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基因，是具有民族精神、民族语言双重属性的哲学，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二者的结合进一步

提升了中国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哲学的意愿，更有利

于中国化发展。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创新发展，以更加全面、包容的态势

立于当代，看风云变化，观斗转乾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发展当中，一直的关注点都更加侧重实践层

面，但在理念层面却没有太多关注。事实上，只有理论层面的结合

更加彻底和具体，根植于欧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为中国大众

所接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本质上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思

维的中国化发展，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中国群众更易于理解的语言进

行描述，使我国群众更易于接受，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中国化发

展。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进入中国之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

的文化理论。在二者结合过程中，谁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由政

治立场、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所以，在实际结合当中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检验标准。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谁融合

谁以及谁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主张，但从二者结合

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结合当中的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决定性影响。二者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结合，结合规律体现出两种文化的结合须坚持

的科学方法、观念与立场的主导地位规律，科学的方世界观、价值

观与方法论主导地位规律必须坚持，在文化史上各种文化结合的过

程中都要遵守这一规律[6]。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将来。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以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为依据，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作为目标，让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发展

并且联通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新时代，要

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通融合，促进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获取更为充分的“民族形式”。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传承经典，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

范。关注“用典”是中华儿女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关注时政热

点的重要途径。他带领我们重温中国历史，承继中国传统，将传统

文化与实践相结合，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这不仅带领我们再次

去感受了古代先贤的智慧，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而且是

学习“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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