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在众西学涌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之所以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思

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除了

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世界性、实

践性、科学性等品质外，还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

别是传统哲学所具有的品质的影响。从新文化运

动对传统意识的全盘性否定到新儒家对传统意识

的“创造性转换”，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意

识的科学评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

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和实践

检验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

们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信心。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掘与融合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发掘融合

传统文化精华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

的过程又是传统意识、传统文化获得现代化形态的

过程。

一、近代以来关于传统意识的论争
（一）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意识的全盘性否定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不得不去思索与寻求一条

富国强兵之路以对外来入侵作出有效的回应。然

而当时的中国人感性地认为，中国仅仅是器物方面

的落后，至于伦常教化方面则仍具有绝对的优越

性。于是人们一方面发起“洋务运动”试图在器物

方面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对中国固有的伦常名教、

典章制度则仍坚守不移，仍以传统意识为治国安邦

的大本大要。后来随着同西方国家接触范围的扩

大、层次的深入或者可以说是西方制度文化的不断

冲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人们要

求把学习西方向前推进，除了学习西方工艺、科技

之外，还要在政教国体方面进行改革。但这种试图

把中国传统意识与西方制度揉合在一起的观念很

快就受到了巨大考验——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

争中国的惨败，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

思想大规模的输入让中国知识分子隐约地意识到

西方富强的真正根源在于他们有一套与儒家思想

不同甚至是根本上相抵牾的观念体系。这一认识

终于“暴露了中西文化深层次结构方面的巨大落

差，把近代以来人们关于变革富强的种种探索最终

引导到对传统意识的改造与转换上来，引导到对儒

家思想的评判上来。”[1]在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看

来，中国的传统意识是一种同现代生活、现代精神

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胡适也认为中国传统意识

积患太深而不可救药，并严厉斥责了试图将中西意

识糅合起来的论调而认为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只

能是全盘西化。在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对

传统文化主要是传统意识的批判有着巨大的历史

意义，但他们的这种全盘性否定传统的做法确也有

着偏激之处。他们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传统意识的

同时也彻底否定了它所包含着的合理因素，并使人

们产生了盲目反古的倾向。这也如吕振羽先生所

说：“他们无视伟大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几乎认为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都要不得的……一时就抹杀了

发展到那样高度的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切，不去估计

其巨大的创造成果和它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2]

（二）新儒家对传统意识的“创造性转换”

所谓现代新儒家，是指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

任，以传统儒家哲学为主体来吸收和改造西方近代

意识以求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的

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在新儒家看来，东西思想文化

都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它们有着各自的长处与

不足，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意识虽然与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制度有不相协调的地方，但对于后工业化

社会来说却又不无裨益。他们主张“援西入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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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东西文化认识上的二元对立，使儒家学说获得

“创造性的转换”，使中国思想文化实现从古代到现

代的转换。在新儒家看来，现代条件下儒家思想以

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复兴，不是建构在排斥西洋

文明之上，而是建构在彻底把握西洋文明之上。但

他们又坚信中国思想文化较之于西方有着更长远

的意义与价值，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必以中国思想

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为指归。如梁簌溟根据自己

对当时世界经济、科学和哲学变迁的考察断言，中

国思想文化足以应对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在功利竞

争中所遭受的思想烦闷与精神苦恼，中国哲学、文

化必将翻身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哲学和文化。再

如，冯友兰认为，追求某种超越是人类在精神生活

方面的一个共同特征，但西方民族在宗教中追求，

而中国民族则是在哲学中追求。然而科学越是发

展宗教的力量就越是薄弱，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

既出世又入世的中国哲学来满足。现代新儒家对

传统儒学所做的种种努力使传统意识在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出现了短暂的转机。但现代新儒家仍没

能完全打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对民族的现实与

时代本质的认识也十分不明确，他们的努力实质上

是沿着西方开辟的道路去实现中国传统意识的现

代化。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意识的科学评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意识的论争中主要

是通过对新儒家思想的批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看来，新儒家主要代

表人物之一冯友兰的文化观因其没有接受过唯物

史观的洗礼而不科学。在胡绳看来，冯友兰的文化

类型说只是指出了生产社会化文化与生产家庭化

文化的不同，而没有看到生产社会化文化中资本主

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类

型。此外胡绳还认为冯友兰把一种社会制度向另

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仅视

为单纯的技术改进，而忽视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这样问题就被简单化了。再如，冯友兰认为哲学并

不能增加人们的正面知识，它只是人们精神得以升

华的一种工具，真正的哲学应是“不说到实际”与科

学无涉的。对此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指出，真正的

哲学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与科学紧密相联的；哲

学是对现实的反映，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他们进

一步指出，冯友兰把哲学定义为“空虚之学”，最终

使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斥在哲学范畴之外，而误

认为只有西方的分析哲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哲学才

是可以吸取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既反对全盘

性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又坚决反对无原则高

扬的文化复古倾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几千年

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可以吸收的合理因

素。但也并不认为只要是优秀思想文化就可以不

加改造地原搬照抄，主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须经

过现实社会的改造，才能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

挥出应有的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

文化意识的科学评判使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

传统意识的论争得到了初步科学解决，同时也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接”

准备了条件。

二、中国传统意识尤其是传统哲学思想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们往往因未能充分

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而存在着只是简单

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错误倾向。这

种倾向忽视了中西内在思维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

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国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所形成

的思想文化结晶——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人在接

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

是它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

着文化根基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外来的哲

学，如果它不能较好地解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

系，就不能在中国哲学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和结

果。”[3]43在近代中国众西学涌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

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

指导思想，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

有的世界性、实践性、科学性等品质外，还有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品质的

作用。

第一，“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

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也不仅存在着悠久的

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较高的统

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自觉。”[3]31正是这

种思维方式的接近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之间拥有了更大的共通性和更多对话的可能

性。这种思维方式的接近性必然有助于中国知识

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理解。正如毛泽东早

年并未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却能相当准

确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之要旨，不能

不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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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如王南湜教授所说：“解释世界的理论

不仅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样，可以满足探究世

界的纯粹好奇心，还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功能……

可想而知这对于实际地改变世界会产生何种巨大

的影响。”[4]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习惯

于通过规范人的道德观念而达到规范人道德行为

的目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

虽然缺乏科学理论作支撑，但它毕竟没有脱离生

活，本质上应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是一种实践哲

学。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空谈心性的中国

传统哲学，其实主要是把宋明以后也即是中国封建

专制社会达到顶峰的哲学形态当成了全部的中国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然同为

实践哲学这一进路，则其间便必定存在着一种亲和

性，而这种亲和性无疑是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理解的。”[5]98

第三，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特别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之所以流行，除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

始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种种

问题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

儒家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种种关联。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习惯于用“格义”的方法来进行

度量，对于那些与本民族已有文化思想相接近的思

想文化会倍感亲切而极易接受。事实上最初的中

国知识分子也的确是站在自家大同理想上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如蔡元培曾说：“我们

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有国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5]19。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深厚土壤，蕴藏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养

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吸收了主要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养料，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

社会历史、哲学的发展表明，中国传统哲学若不能

妥善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中国传统哲

学中的精华部分若不能融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而成为其中的有机成分，就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继续

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不断

融合，不断获得中华民族特点和形式的过程，也就

是二者逐步实现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过程，同时

也开始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意识现代

化的影响
随着近代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中国人民不断

地进行着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在

内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但实践证明，只有作为中

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马克思主

义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开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

程。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理

论较之于其它西方现代社会学说，因其自身所具有

的独特品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思

想文化所具有品质的影响，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溶

入中国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的中国化。从历史事实

来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

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并开始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程。真正的哲学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精华，

传统意识的精华也绝大部分蕴藏于哲学文化之中，

因此，传统意识的现代化也主要是表现在传统哲学

的现代化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哲学现代

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

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这对于启蒙中国人民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和社会历

史规律，对由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有

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

的实践主体与服务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传统哲学虽都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但从历史上来

看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主

体主要是“君子”而非“小人”。 在孔子看来，“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充分说明了以孔子为首

的并在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理论本

质上是属于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为首要实践主

体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反映的

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统治阶

级服务的。而经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了的中国

传统哲学则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与改

造世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并开始为人民群众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

的朴素性、直观性，使得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

法思想能以科学的姿态继续为现代社会服务。尽

管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传统，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决定

了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不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

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

展则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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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由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

变。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

辩证思维由传统的经验形态逐步地上升到科学的

理论形态。从古代朴素直观的辩证法形态上升到

现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这又反过来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使得传统

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能以现代的、科学的形

态继续在当代发挥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传统意识现代化成为

可能，另一方面，传统意识现代化又为马克思主义

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

障。不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事实上来看，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都有着

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社

会主义文化改革与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定对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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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Doctrine of China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Modernization

HU Xiao-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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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doctrine Chinese and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modernization are a two-way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two aspects in a proces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its philosoph in the Marx doctrine

Chinese, plays the cultural root rol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rx doctrine spread widely in China provides a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again for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and

makes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modernization become possible. So to speak, the Marx doctrine Chinese is

largely du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modernization also benefies from the Marx doctrine spread widely in China

Key words: Marx doctrine;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胡小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意识现代化

（责任编辑：董应龙）

··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