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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

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

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在20世纪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飞跃，产生了三

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这三大伦理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的发生发展，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阶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

想，更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20世纪 中国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理论成果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 B82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1539(2007)02 0004

06   
    

  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文化史和

世界伦理文化史的不朽明灯和航标，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中国伦理文

化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整体改变了现代中国人道德生活的状况，开启了中国伦理道德现代化和伦理文化

现代化的崭新历程。  

    

  一、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的必然性与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尔后经过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于19世纪80年代在俄

国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即列宁主义。尔后又经过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获得了

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八十年后经俄国十月革命而传入中国。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

思想是在经历了对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双重失望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历史

发展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１］。近代伦理文化领域里长达半个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使中国人

民在确立反帝反封建革命路径的同时必然要把反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伦理道德

确立为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近代文明

的一系列弊端，加速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

夏、恽代英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不切合现实的生活需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

改造也”［2］。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文化都已经过时了，“现

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态，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3］，只有新时代才能克服旧文化的病态。他向往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伦理文明，认为这是一种

心物统一、身心并重的高度发达的伦理文明。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的

伦理保守主义和儒学复兴说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清算过去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盲目崇

拜，拿起批判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露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缺陷和弊端。这种社会历史

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双重必然使得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时几乎是欣喜若狂并为之倾倒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

合，产生并发展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开辟了人类伦理思想的新纪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



的批判者和对新社会道德关系及其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的舞台的，它代表了一种既

超越封建主义道德又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近代以来所

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

件下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首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进而对其进行批判，认

为它无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更新，无法建成一种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风

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向西方学习并寄望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伦理文化的革故鼎新。其次，对西方的伦

理道德也产生了诸多失望和不满，逐渐认识到西方近现代伦理道德充满着自身的内在矛盾，显现出特有

的自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强权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特征，反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现仍然有不少值得肯

定的因素，渴望通过发掘传统伦理道德的合理因素来培育民族主体意识和精神。再次，在既要学习西方

又要抵抗西方、既要批判传统又要珍视传统的困境中，经苏联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

又批判西方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论证和辩护的伦理文明

（唐君毅称之为“西方的反西方主义”），恰好适应了中国人民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

义产生的种种罪恶，既要批判和超越封建主义又要发掘传统伦理文化的“源头活水”等特定要求，满足

了中国人民既要反帝又要反封建和建设一种新型伦理文明使中国人民既不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又不受

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特定愿望，为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开创新的精神生活空间指明了路径。中国马克

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现代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它由一种伦理思想

最后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伦理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对“中国伦理文化向何

处去”的一种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也是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德实际相结合，主

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这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和

使中国伦理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效应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为本质的特征。中国马克思

主义伦理思想是超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与德国本土的马克

思主义伦理文化的一些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德国和西欧虽也有超越基督教道德文化和近代资本

主义道德文化的功用，但由于德国和西欧当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提出超越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实际

需要，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它的产生地和发源地并没有被视作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伦理现代化

建设的武器。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对与其发展主流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表现出的认同性是非

常有限的。反之，在中国，东西伦理文化的比较以及当时中国特定的伦理建设实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

伦理文化是被当作超越并先进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同时又超越并优秀于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第三种伦

理文化来看待的，这就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上升到人类伦理文化的最高成果来认识，进而自觉地

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当作改造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 价值方针和行动指南。与奠基于德国和西欧伦理

文化背景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既不是马克

思主义伦理文化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它在根本

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表达方式和精神风格上却是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它既

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实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

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创造性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三大杰出成果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

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

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4］三大理论成果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我们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的发

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飞

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这三大伦理思想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它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新道德的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或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为主要的原则，以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或爱社会主义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发扬大公无

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勤劳勇敢、实事求是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新道德的旗帜。

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大普及，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人们



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第一大杰出成果。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道德基本理论，运用于考察中国的道德

生活以及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际、与中

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伦理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高擎起了一把照

亮漫漫黑夜的火炬，竖起了一面引导人民进行道德革命和追求新道德的旗帜。它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

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道德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

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等为主要规范，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

“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5］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道德体

系，并由此阐发了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论、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性论、“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的伦理文化继承论等理论。它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

文化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以及中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新的发

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种新的提升，而且使中国伦理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变革，

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峰，架通了由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过渡的现实桥梁。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又一杰出成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 产

党、国家和人民伦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着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伦理科学的集体智慧和民族精神。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

德文明；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的具体国情，阐发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

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进而消灭贫穷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主张通过

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提高和改善

人民生活，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现实

性。在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承认和关心个人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还强调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发扬集体

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全党重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提出要纠正被林彪和“四人帮”严重破坏

的社会道德风气，建立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邓小平伦理思想是继毛泽东伦理

思想之后我们党和人民又一重大的伦理学成果和宝贵财富，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为精神实质，以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主旋律，以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为基本价值视野，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为宗

旨，体现着与时俱进的伦理品格和道德气质。邓小平伦理思想不仅开辟了人类伦理文化史发展的新阶

段，实现了中国革命道德向社会主义建设道德、从计划经济道德观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念的转

变，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注重现实的道德问题和人民的现实福利，赋予

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以正当合理的意义，使高尚的道德回归现实生活并指导和提升现实生活，从而推动中

国社会的道德生活朝着更加开放、民主和文明的方向发展，新品质不断产生并得到强化，人们的道德观

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

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构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有

民族特色又有时代价值的新型伦理文化体系的许多设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伦理思想。江泽民

伦理思想主张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

伦理道德体系，主张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要规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形

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江泽民伦理思想主张面向世界和未来进行道德建设，认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道

德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革命道德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开拓

创新和与时俱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道德传统以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先进伦理文明成果，都要给以积

极的继承和发扬，把光大民族伦理精神和弘扬时代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效的精神动力和伦理源泉。江泽民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水平，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

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

德，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等一系列重大伦理道德问题，凸显了先进的社会主义伦理

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大伦理思想的启迪和指导下，我国伦理学工作者包括一部分哲学和思



想政治工作者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以及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说等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艾思奇、胡绳、王亚南、张岱年、冯定、周原冰、李奇、周辅

成、吴晗、罗国杰等可谓是杰出代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伦理学学科的恢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伦理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

化的胆识和勇气，积极探索新问题，大胆提出新见解，不断创设新学科，推出了一批研究性的著作与教

材，发表了系列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有效地发

挥了变革道德观念和提高人们素质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伦理学研究者，

在继承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学科

的发展，以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献身理论创造的蓬勃朝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伦理学基础理论、

中外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诸领域开拓创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新气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中国化和中国伦理学说马克思主义化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一系列伦理思想理论，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社

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观点已经并将继续成

为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南。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理论，已经成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标志性成果，是继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

想之后又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与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

学体系，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说蓬勃发展的旺盛生机。  

    

  三、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又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伦理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双重意

蕴。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发展与中国伦理

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

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文明的深刻思索与不懈创造。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生发展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

位，而且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阶

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更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将中国伦理文

化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大伦理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伦

理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性超越。这种创造和超越既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

想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独特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实现了从西方经由俄国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

国伦理文化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中国伦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光明路径。三大

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德实践以及中

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

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糅合或混合，而是在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

的一种卓越创造，即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为指导来审视和重估中国伦理文化，对中国伦理文化作出辩

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分析，进而扬长避短；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既注重保持民族道德的特色，又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轨

道。这种创造性的结合使三大伦理思想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品格，从而揭开

了中国乃至世界伦理文化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所崇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构成人类历史上截然不同于其他诸

种伦理思想和道德的新型伦理文明的主体，开创了人类伦理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新纪元。社会主义道德作

为人类历史上既超越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道德又超越劳动阶级道德的崭新的道德类型，经由中国马克思

主义伦理学家的宣传推广，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令人无限崇敬而又无限向往的

伦理丰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伦理动力源泉，集价值合理性和

工具合理性于一体，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方志敏在狱中慷慨论死：



“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

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６］刘胡兰、董存瑞、江竹筠等一大批无产

阶级革命烈士正是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才抒写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光辉篇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

理思想在整体上全面接受社会主义新型伦理文明的同时还将其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伦理文明史有机地结

合起来，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给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为这种新型伦理文明贡献了许多新的颇具东方神韵的新内容，为人类伦理思

想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邓小平伦理思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

问题，论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并提出社会主义功

利主义的道德建设观，主张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并在大力发展

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江泽民伦

理思想高举邓小平伦理思想的伟大旗帜，正视中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既立足于现

实又着眼于未来，主张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

展，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

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规范的科学体系，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提升为时代的主旋律，主张唱响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使人们树立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健康文明的人际

关系，强调全党和全社会一定要下决心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彻底解决邓小平同志所讲

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并在多次讲话和报告中突出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江泽

民伦理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认识，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研究的健康发

展。  

  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伦理思想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那样改变着中国

人的道德心灵和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也没有任何一种伦理思想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那样紧扣当

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际，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道德的先锋战士。与西化派伦理思想置身十字街头

的彷徨困境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躲进象牙之塔的悲怆孤寂相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获得了广

泛的传播和大规模的发展，成为数亿人民共同信奉的伦理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才真正实现了

实践理性特质，达到了化哲理为德性，不只在解释世界更重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功用境界。马克思主义伦

理思想因其同20世纪中国道德变革现状的特殊关系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成为20世纪中

国伦理思想的主旋律。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是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伦理

学，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主要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旋律的伦理

学，那么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

旋律的伦理学。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人类伦理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新纪

元，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或许是其他任何伦理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德天地中不灭的圣火，是人民伦理启蒙和道德建设的

航标与灯塔，也是整个人类伦理文明不断前进与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近代

道德革命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伟大旗帜，是中国现代道德文明不灭的“天火”，是中国社会道德生活

最壮丽而恒久的日出。它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风雨

洗礼，而今正高高飘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华大地上空，熊熊燃烧在神州的各个角落，给中国社会和中

国人民送来光明和温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永远也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实事求

是、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有以人民为本位、与人民同在和为人民服务的理论特质。人民

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发自内心地拥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代表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血肉与共的关系是任何一种伦理思想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这样，决定了马克

思主义伦理思想必然具有蓬勃发展的不尽生机与活力。  

  新世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全面振兴和复兴的伟大世纪。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并离不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

呼唤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大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

想的智慧和成果，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观，促进中国社会全面进步

呼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本质上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而发展了

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会割断同历史的联系，相反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正视现实和开创

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和振兴是立足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基础之

上的，是基于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而对五千年伦理文明史进行新的创造与开拓，同时也含有对西方



 

伦理文明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和借鉴，带有“坐集千古之智”而又自成一体的含蕴与特征。  

  (作者：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1)  

    

  参考文献  

  ［１］ 王泽应.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研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7)： 23—28.  

  ［2］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86.  

  ［3］ 瞿秋白.瞿秋白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65.  

  ［4］ 胡锦涛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

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245.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9—660.  

  ［6］ 方志敏.方志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4.  

《道德与文明》 2007年第2期 

 
上一篇：甘明：为了促成法律力量的文明增长 
下一篇：谢军：对孔孟“死”伦理的考察

 
责任编辑：cnecn

查看评论(0) 打印本文 Email给朋友 返回顶部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限255个字符)

姓名：  共0字 

内容：       发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