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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重要的意义。   

    (2）人性论 

    心性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基础，关于对人性的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

方人性学说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人性学说都限于对共同人性的探讨，属于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

的抽象人性论，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指出阶级社会中人性带有阶级性，是人性理论

的重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人性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反映了人性问题认识上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反映了

人性本身包含了不同层次的事实，反映了人性发展的复杂性。 

  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识到人的阶级性的问题，是它的局限性。吸取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精华，可以使儒

学人性思想更加完善。而儒学对共同人性的探讨，也不乏真理性的成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阶级性的论断,有

过片面和绝对化的理解。吸取传统儒学中人性思想的精华，可以纠正这种片面的错误理解，对人性问题有全面的认

识。 

以上二例都说明，在这些问题上正确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一个吃掉一个，而是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相互吸取，综

合创新。 

  儒学和传统文化需要吸取马克思主义之长发展自己 

  中华文化是多种文化不断相互冲撞、相互吸取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几千年中经过几个阶段几次大的融合,形成

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儒学也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思想发展自己。 先秦百家争鸣,儒家即已

吸取各家之长;汉代虽独尊儒术,实际却是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 宋代道学,称为新儒学,更是在吸取佛道的基础上才

有此发展。不断吸取其他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儒学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互吸取和融合成为

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百多年来先贤已经对此做过许多探索,其中如张岱年对“将辩

证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创立新哲学,做了“初步的探索” 。 冯友

兰、梁漱溟、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索融合中西,发展儒学的道路。他们的工作构成儒学发

展的新阶段,被称为当代新儒学。 

  融合中西,发展儒学和中华文化的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以发展儒学,是儒学进一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伟大发现,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

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一切政治的、道德的和哲学的思想,都应该从它所处的社会

经济生活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学说,都只是从人们的思想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儒

学在内,也不例外。应该承认,这是传统思想学说的一个弱点。正是由于这一弱点,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中存在着如林

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它表现为夸大思想文化的作用,一方面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和发展

中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归罪于传统文化;一方面又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某种思想之为当权者和大众所接

受和采纳。在思考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现代价值的时候,则表现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模式: “传统文化的某某思想,对于当

前的某某问题可以有某种作用。”只从思想出发思考问题,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缺乏关注。 

    事实上,当代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说,不是思想上的挑战而是社会发展现实的挑战,最迫切的问题是

研究当代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和需要,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展,以回答当代现实问题,适应时代要

求。而“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妨碍着儒学的推陈出新和回答当代的现实问题。传统文化和儒学要有真正的

发展，必须突破这一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为我们克服这一倾向指出了方向。吸取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将开辟传统文化和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就是：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这应该成为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文化

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指导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三大法宝，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这一根本方针的丰富发展。现在，在文化建设上提出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

路，也是对这一根本方针的具体运用,它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要求。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冲击日益增强；国内有所谓“信仰危

机”，人们普遍感到缺乏精神支柱；台湾的台独势力竭力推行去中国化，千方百计割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在此

情况下，我们需要高举两面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中华文化的旗帜。作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我们要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我们要高举中华文化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反映了这个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的，而是早就已在实践的问题。只是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事业后来中断了，现在需要重新提出来，并且加以强调。如前面所说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

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党外的学者如张岱年，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都在这方面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取的了可喜

的成果。他们的工作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给以总结，吸取其优秀成果，丰

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促

使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吃掉另一个，

而是和而不同，二者都得到发展；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而是在实际上加强了这种指导地。他们所取

得的成果和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要认真总结，加以继承发展。 

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两面旗帜，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

化，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2003年12月12日 

                             2003年12月14日 

                             2004年2月25日 

                             2004年3月3日 

                             2004年3月26日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