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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讨 
李其原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海口市  570100)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结合属于历史发展的必要性，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进步，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点的深入性分析，找到两者的相同之处，搭建一体化的

理论体系，引领两者朝着新的方向而不断的迈进，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先进性，进一步地传承中华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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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为我国秦桧

较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

相互结合要找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并且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逐渐地解决在两者融合中所存在的不足，使我国社

会朝着新的方向而不断的迈进，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中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

必要性 

（一）有助于促进两者的蓬勃发展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的文化之间的结合效

果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分析两者相结合的重要

性，以此来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的基础。外来文化对我

国本土文化的影响非常的突出，为了保持我国本土文化的先进性以

及重要地位，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互结合的重视程度，以此来充分地发挥本土文化本身的优势，为社

会的进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传统文化在我国新时期发展进程中

仍然有较强的借鉴价值，需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并且还需要引领民众思想行为的正确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的不断进

步[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在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料，落地

生根，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指导思想，牢牢地抓住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本身的思想精髓，和中华文化相互地结合，构建更加丰富的

精神家园，约束和引领人们的日常行为以及思想，提升社会的发展

水平。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优秀的文化，也是推动我

国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文

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为了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深入地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并且要根据我国当

前的发展现状历史需要加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指导，

引领社会的思潮，抵御各种腐朽文化的影响，并且还需要加强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重视程度，真正地把握

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主义的性质，巩固全党和全国人

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以此来促进我国社会的良好发展。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中环属于中华优秀文化，在新时期下的成功转型以

及升级也是激发其本身活力的重要需求，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进

步。 

（二）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还有助

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在我党发展的进程中正

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和在中华悠久的文化中汲取丰

富的营养，并结合实践，形成了新型的理论体系，突出本身文化发

展的与时俱进特色，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文化能够获得蓬

勃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相关的重

大理论成果，在新时期下衍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等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并且和我国国情进行了相互的匹配，逐渐调整现有的理论模式，更

加贴合于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的优势能够得到全面的突出。不仅可以彰显中国特色

和中国智慧，也有助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下的精神力

量，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在革命中创造伟大的成果，营造奋发向上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分了解、彰显中华文明建设的优势。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文化之间的结合作用非常的

突出，但是在两者结合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因

此需要认真地分析两者在以往结合时所存在的困境，根据现实需求

逐渐的调整现有的融合方案，从而使两者优势能够真正的实现互

补。首先从两者的融合主体来看，构成要素较为复杂，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需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

以及结合方向，从而使两者融合度能够不断地加深。这就需要中国

共产党人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相关内涵，担当传承的重任，然而在实际融合时存在着小部分人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不清的问题，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必要性，在融合方面存在着

诸多的不足，也会出现主体模糊的问题，对后续的发展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来看辩证方法为任何事物发

展展现了充分的过程，事物和发展过程属于不可分割的主体，过程

为事物发展的过程，事物是在过程中而形成的，事物按照日常生活

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建与之对应的发展体系，并且实

现不断转化和生成的过程，以此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效

果[2]。在两者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并且在此指导

下不断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

中华传统文化渗透的过程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并没有和马克思基本

理论进行相互的匹配，无法为实践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探索之路

仍然较为漫长，这也是在两者融合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



理论探讨 

 348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较为突出，但是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

性，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非常的明显，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内涵

常常是不易掌握的，如果在某个认知环境存在偏差，会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新时期下，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

不断的开辟以及创新，但是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

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出现断裂的问题，并且在现代化

发展进程中又出现了碎片化的困局，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难和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相互的融合。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

策略 

（一）提升主体素养 

由于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

合时存在着主体矛盾较为突出的问题，限制了两者的稳定发展和相

互融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加强对主体素养提升的重视程度，

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为后续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实际工作

中需要找到基本组成要素，探寻出重要的解决方法，进一步地提升

主体素养，为两者的融合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增强整体的发展水

平。首先要加强对共产党人素质的全面培育，使其能够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及最高信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深入性分析，并且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利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且还需

要多方面的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从而使整体发展水平

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3]。共产党人需要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利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来武

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引领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共产党员的全面培育，不断的丰富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知识体系以及传统文化的知识储备，更加全面地掌握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核心理念。内化于心，进一步地促进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优秀传统化之间的融会贯通，使两者融合效果能够得

到全面的提高。在实际发展的进程中，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

引领为主要的出发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及文章，使

整体工作效果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同时还需要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背后的思想精髓，把握现实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为后续工作

提供重要的基础，全面的增强整体的发展水平[4]。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华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人

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入性揭示，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成

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以及丰富的思想内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

方向，使人们能够获得先进的科学武器支持，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

以及科学性，促进社会能够朝着新的方向而不断的发展[5]。但是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过程中，不要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需要

遵循中国社会的现实回应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难题，逐渐的创新当前

的指导思想，从而为后续工作顺利实施提供重要的基础。在实际发

展进程中，需要深深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并且

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两者相互的结合，

增强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6]。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型过程中，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按照时代特点以及要求，将有价值的内涵进行有效的改造，

并且还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全面地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的活力，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互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在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既属于历史过程，更属于创新创造的

过程，要进一步的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本身的与时俱进特点，并且还

需要摒弃其中的糟粕，使其能够朝着新的方向不断的发展[7]。在创

造性发展过程中，需要按照时代发展的进展和进程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容进行有效的补充以及扩展，并且根据时代特点进行广泛

性的传播，全面增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及感召力。另外还需要从

形式和内容上面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创新，深入地把握其

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回应时代的需求和课

题，挖掘其优秀的成分，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发展模式，之后再找到

相互融合的契合点，重新构建当前的话语体系以及文化发展模式。

通过继承以及传扬符合中国发展的社会需要，并且也可以为未来社

会的发展增加新的活力[8]。 

结束语 

在新时期下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之间的相互融合需要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两者相互结合的关键

点，并且通过不断的改革以及优化，使两者的优势能够得以充分地

发挥，引领我国社会的迈进，利用更加成熟的理论引导人们的行为

以及思想，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提高社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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