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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对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座谈会综述  

鲁克俭 

2009-01-06

        2008年6月24日上午，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召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座谈会。座谈会是以《中国辩证法：从〈易

经〉到马克思主义》中文版出版为契机而召开的。《中国辩证法》作者田辰山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

田辰山旅居美国夏威夷近20年，潜心考察比较哲学，其《中国辩证法》对中国传统“通变”思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从而形成今天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呈现了贯通中西的壮阔视野，是一项历史突破性的研究。该著在美国问世后，

得到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术之争画上句号”的赞誉，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优秀作品。2007年初，《中国辩证法》被列入

由中央编译局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第一批书目（12本）。该书中

译本日前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系萧延中教授。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主编杨金海研究员主持会议，《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作者田辰山教授、美

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安乐哲教授、澳大利亚邦德大学东西方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理事李瑞智教授以及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近10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

《中国辩证法》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金海研究员指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

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现代文化走向世界，是中国思想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使命。中央民族大学宗教与哲学系牟钟鉴教授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和文本，其次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清华大学哲学系钱逊教授指出，如何用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来充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做了有益的探索，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成功的范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做。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立言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综合性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要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进行。中国政法大学哲

学系张秀琴副教授认为，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中国化过程进行像《中国辩证法》这样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关于辩证法。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强调，西方传统文化的“主客二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优缺点，应

该融合互补。他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科学理性的优点，构建“后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以别于中国传统上“前主客二分”

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庄福龄教授强调，用“通变”来解读辩证法，抓住了辩证法最核心的问题，即发展的“可持续

性”和“变化”的永恒性，这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安乐哲强调，从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来看，已呈现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中国传统文化很独特，但西方世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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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仍然很不够，比如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易经》是被当作东方宗教来学习的。安乐哲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

开放和发展，10年后中国文化对世界会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易经》所蕴涵的思想）会引导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李瑞智强

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思想是不同的，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技术对环境的破坏性要小一些，相信能够解决当今世

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田辰山强调，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常常对西方文化的许多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等产生误读，这是需要引起我

们警惕的。牟钟鉴强调，在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找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对于消除中西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

院温海明博士强调，“通变”是一种中国传统典型的哲学与政治学意识，它渗透在文化演进的每个层面和每个角落。在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汇点

上，“通中西之变”显示出其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关于《中国辩证法》的学术价值。安乐哲指出，莱布尼茨是第一位中西哲学比较家，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起了很大作用，而田辰山的新著《中国辩证法》将促进今天的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张世英高度评价《中

国辩证法》一书，认为该书以“通变”来概括辩证法是非常精辟的，与他近20年来的思考是相通的。庄福龄教授认

为，《中国辩证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的视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牟钟鉴强调，《中国辩证法》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辩证法的

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研究角度。钱逊认为，《中国辩证法》从辩证法的层面来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抓住了深层次的根本问题。

 

 
    上一条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下一条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