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儒学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说开去 

文/赵 霞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来被认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国社
会主义革命最成功的经验，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这里的“中国实际”包括以儒学为主体的中
国传统文化。那么，儒学在20世纪初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何重要影响？产生这一影响的原因
是什么？今天研究这一问题有何当代认识价值？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儒学对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儒学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中庸”理论、“知行”观、“大同社
会”理想，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孔子一生志在救世济民，创立儒家学说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经世”意识。《论语》一书字数
不多，但内容却涉及了修身砺德、用人理政、事上待下、富民强国等治国安邦的各个方面。 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儒家所倡导和实践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哲学
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也成为青年毛泽东为之奋斗的目标。毛泽东深受影响，正如他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
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为什么儒学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产生影响 
   1.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相会通 
   正如皮亚杰发生认识学所说，任何一种新知识的接受，其图式和知识体系都不能和旧有结构
差别过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具有极强的可通约性，这正是中国
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最终认可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除了实践上的根据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 还在
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 马克思主义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
物，其中必然包括中国传统哲学。  
   2.实践的需要 
   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何解救民族、国家的苦难，魏源提出:“师
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遭到镇压、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
破产、戊戌变法失败以及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军阀混战，中国反而陷入了一片混乱。1919年中国思想
界掀起了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寻求真理，试图找到一种实现改
造中国与世界的奋斗目标的武器。青年毛泽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探索，从传统国学到近代西
学，他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
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3.毛泽东个人的因素 
   3.1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
直接谈论孔子和引用《论语》中的语录有15处，直接引用《孟子》原文的有6处，而引用儒家经典
如《左传》、《礼记》等有18处之多，可见其儒学功底深邃。  
   3.2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毛
泽东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寻求民族救亡的现实道路。  
   3.3毛泽东强烈的民众意识和救亡意识构成了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出身于农
民，“草根”文化背景使他与中国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在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他心怀救民于
水火的政治理想，始终站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立场上思考和行事，关心民众的需求和疾苦。  
   可见，毛泽东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修养和思想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求变的思维特征、强烈的致用
性质及鲜明的阶级立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这些条件昭示了毛泽东能够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原因。 
   三、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研究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机理，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现代化建设影响深远。 
   1.对人们树立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大力提倡中西文化相结合，对儒家思想及其他传统文化
均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  
   2.对人们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不赞成抛弃传统、全盘西化，对西方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辨证态度。“五四”前后，

 



西方文化为中国人主要提供了四种思想模式：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无政
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  
   3.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毛泽东选择在时代性上高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理
论探讨的产物，也是他致力于融汇中西哲学的成功尝试。他的思路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式
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也就是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  
   4.对于当前研究文化创新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文化创新，中国近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然而如何看
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协
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同样需要从文化方面来加以思考。  
   毛泽东总是站在进步思潮的前列，关注社会的发展，体察时代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文化创新。而我们，只有通过时代的实践，才能自
觉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的有机统一，真正走向文化自觉（作者单
位：淮海工学院 ） 

相关链接    

 

“保单回溯”是优惠还是“面纱” 
从儒学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说开去  
浅谈《孙子兵法》军事战略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的统一性  
从知识经济社会视角看儒家“人文”思想和后现代“人本”理性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