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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底蕴，将历史所沉淀下来的人类文化精髓以中华文

化价值的形式展示给每一位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完整地将中华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全方位增加民族自信心。本文在深入

剖析中华传统文化理论价值的过程中，首先通过对民族寻根文化的思考，分别从民族寻根文化的自信、坚韧性、凝聚力方面

展开具体阐述；其次，又进一步深入分析孔子儒家文化，分从“仁”、“立”、“达”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通过升华到

中国哲学文化角度，再以对人生价值、人与人际关系、人文精神等方面的思考，理清中华文化的价值逻辑。传统文化传承通

过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方式，以民族寻根文化为起点，探究经典的孔子儒家文化，最后升华到中国哲学文化层次，以一种

线性思维方式展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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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母亲养育着十三亿中华儿女，在这片丰沃的土

地上，除了有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以外，还有五千多年沉淀

下来的传统文化丰富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并且运用既多

远又统一的理论价值团结和引领着广大人民群众。中华传统

文化需要将其内含的价值逻辑传递给每一个中华儿女，从民

族寻根文化中思考文化的来源及中华文化对中国人和海外

华人华侨的现代价值、从经典孔子儒家文化的理论思考中通

过分析“仁”、“立”“达”来探析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之

源、最后升华到中国哲学文化的层面，通过对人生价值、人

与人际关系、人文精神三方面的思考，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

内在价值逻辑。

1 民族寻根文化的理论思考

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并称世界四大

文化。中华文化被认为是所有华夏儿女的根和魂，是所有华

夏儿女自信、坚韧、团结的力量之源。研究中国民族寻根文

化，可以从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的坚韧性、民族的凝聚力层

面去展开论述。

1.1 民族寻根文化的自信层面

作为拥有着五千多年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是当今世上

最有理由自信的。汉朝之前的时期，中华文化呈独立发展态

势，产生了儒家、道家等学派，在中国的朝代不断随着政治

经济等原因更换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中华文化却以其丰富

民族智慧与深厚的历史底蕴将其精华保留了下来，并与每一

代政治实现了相对融洽的融合。到了后汉时期，佛教传入中

国。佛教的一些精髓也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但佛教文化并未

能在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儒家文化一直主导中

华文化，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信心。所以通过分

析民族寻根文化，我们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自身的民

族自信性。

1.2民族寻根文化的坚韧层面

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分析民族坚韧性的角度展开对中华

文化的研究。寻找相关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料，可以发现中

国在清朝以前，会有大大小小的内部冲突战争发生，但无论

是否发生朝代的更替，中华文化总是可以顺应时代做出自己

的调整；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国外工业文明的兴起和中国自

身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中国因为战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在这样严重的危机中，中国人民不甘心沦为亡国

奴，奋起反抗，一批批文人志士运用自身所学和结合实际，

将中国拯救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占和欺辱的境地，直到今

天，中国人民用一颗坚韧的心去为国家富强而奋斗，通过研

究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坚韧

性，正如：“中国文化还具有坚韧性，所谓坚韧性即是能屈

能伸，虽衰而复盛”[1]。

1.3民族寻根文化的凝聚力层面

中华民族向来追求的思想就是“以和为贵”。作为一个

国家，只有将人民团聚在一起，才可以抵制外部力量的侵蚀。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表现了高度的凝聚力。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民族逐渐吸收了四境的戎狄蛮夷诸族，经过汉魏晋唐的

民族融合，而形成汉族。”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从历史上就

懂得团结的重要性，只有形成稳定的民族向心力，在面对其

他民族的挑战煜威胁时，才不会因为内部崩溃而不战而败。

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对于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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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子儒家文化的理论思考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界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所

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度占领

着主导地位。探究孔子儒家文化之所以可以赢得民众和当权

者的信赖，这与其内含的三种基本观点密不可分，即“仁”、

“立”、“达”三个基本观点。本文将从孔子儒家文化的“仁”、

“立”、“达”方面阐述对孔子儒家文化的深度思考。

2.1 儒家文化的“仁”

探究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国内外学者最先研究的当

属孔子的仁爱思想。“仁爱”是孔子的道，是其区别于其他

文化门派的根本。孔子洞悉人性之根本，将忠恕之道作为教

育平民的根本。“仁”是和平的前提，只有拥有一颗尊敬与

爱护幼老的心，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正如“孔子认为，

对于别人以礼相待，就是实行仁德了，于是有“克己复礼为

仁”之训”从孔子的话中不难看出，只有懂得尊敬对方，自

己才会产生爱护之情，敬是礼仪，而礼仪产生仁义。在现代

社会，只有学习礼仪，尊老爱幼，将基本的“仁”做到位，

国家才会稳定和平持续发展。

2.2 儒家文化的“立”

儒家文化的“立”是指独立人格。从个人层面来讲，一

个人要想获得他人的尊敬，首先就是培养自己的独立意志和

人格，要有自己独立判断事情的能力，不要随着别人的语言

而改变自己的做事准则。正如孔子所说：“何谓立？立即在

社会中有一定地位，其有独立的人格。”从社会层面上来讲，

只有社会公民都具有独立人格，那么社会的规制才会有效

果，不会因为失去独立人格成为他人的附庸，导致社会动荡；

从国家层面来分析，只有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具有独人人格，

在代表中国与别的国家交往时，才不会因为别国的诱惑丧失

自己的对国家的忠诚，才不会因对方几句冠冕堂皇的措辞就

出卖自己的国家，只有坚定独立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国家，个

人才会受到尊重。

3 中国哲学文化的理论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重要价值

的，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中国要实现与

马克思主义的相互融合，就需要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化，这是

中华儿女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应该从关于对人

生价值的思考、人与人际关系的思考、人文精神的思考角度

入手。

3.1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中国古代哲学是以“人”为研究核心的，并将对人生价

值的理解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人类在宇宙中价值有无的

确定；二是作为一个人类，是否有价值；三是人究竟怎样才

算有价值。人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通过改变周

围环境延长生命的长度。

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早期共处中，通过积累经验总结出与

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些规律。在中国哲学文化领域，将人类

在宇宙中的价值摆至首位，这与国外哲学文化达到了惊人的

相似，值得肯定的是：无论人类价值是否在宇宙中居于首位，

但人类在宇宙中一定具有价值。“人也，物之至者也。”“唯

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其

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人之生，真可谓

之贵矣。”[2]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文化积攒了许多对于人类

价值的自信心，所以再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说，人类在宇宙

中是具有价值的。

作为一个人，是否具有价值，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自身的

独立意志，因为只有一个具有可以将自身的发展与实际相结

合的人，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判断真理是否可以帮助自身。只

有人具有相对应的批判精神，才可以在诱惑面前保持本心，

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价值观正确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

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他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能坚

持自己的道德意志，就有比王公贵人更高的价值了。”中国

哲学文化强调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就要看他自身的意志和道

德。

那么，人究竟怎么样才算有价值，换句话说，人如何实

现自身的价值。“三不朽说的主要意义是肯定人生价值在与

有积极贡献。”贡献自己的从而获得一定的价值。贡献大小

决定了价值多少，从而要实现自身价值就要学会奉献。对家

庭来说，个人将所有的时间、精力用来照顾家庭成员，那么

他对家庭来说价值巨大；对社会来说，一个人爱岗敬业，善

于帮助他人，这个人对社会是有价值的；对国家来说，一个

国家公务人员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建设国家方面，那么他这

种价值是有利于国家的。所以，只要人可以让渡一部分时间、

精力去贡献自己，他就会获得一定的价值。

3.2人与人际关系的思考

人是社会性动物，中国哲学文化研究人的切入点就是要

研究人的社会属性——人与人际关系。人不可能仅凭自身存

在于世上，为了赢得生存与发展机会，人就必须接受、延续、

创造人际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联系集

团，从而形成合力一起对对抗生存的挑战。人要厘清人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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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应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要求人

立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与时代背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支持

下发掘潜能、增长智慧与阅历。只有成为一个人格高大的人，

对事情的走向才会更加清晰正确，才能在理解、搭建、维系

人际关系时，发挥正面指导作用。“圣人也是人，我也是人，

因此我也可以做圣人，而且只有成为圣人，才实现了自己的

可能性。”所以说古人也强调成为圣人，了解真正的自己，

而后去处理人际关系。“墨家主张兼爱，宣扬‘视人之家如视

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

孝慈，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中国哲学文化中

的墨家文化，就从人道主义角度分析了君臣、父子、兄弟、

天下之间的关系，充分印证了中国古代哲学在封建时期展现

出来的卓越价值，传承中国哲学文化可以将全部重心聚焦在

人身上，从而将人的关系研究清楚。

3.3人文精神思考

人在满足了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以后，就想要进一步满

足自己精神领域的充实，中国哲学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人本

位，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儒家的以人为本位的哲学，一

方面宣扬独立人格与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对社会

的责任心，这是儒家学说的积极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哲

学文化强调人本位、人格、人对社会的贡献，这些都是道德

层面的内容，同样也是众多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共通点。所以

要实现个人的最高理想，就要从中国哲学文化中汲取人文精

神的营养，将人本位思想传承下去，培养独立人格，努力对

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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