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校要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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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

缺的精神和思想资源的时候，承担党的理论宣传和研究重要职能的全国各级党校系

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在各级党校系统的教育

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播和弘扬应该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扮演一种什

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值 

得我们深思——作者手记。 

《学习时报》2006年6月19日发表了一篇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员徐志新同志的文章《领

导干部也要学一点传统文化》，最近，中央党校《思想理论内参》又发表了一篇同样来自一

年制中青班学员刘慧晏同志的文章《重视传统文化在党校教育中的作用》。这两篇文章，虽

然题目不一样，行文风格也有别，但这两位学员共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精

神和思想资源的时候，承担党的理论宣传和研究重要职能的全国各级党校系统，应该以一种

什么样的姿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在各级党校系统的教育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研

究、传播和弘扬应该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多年来，在我们的学术界乃至领导干部中间，有不少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

立起来，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是不能相容的。他

们遵循的逻辑规则就是：要么A，要么B，要肯定A，就必须以否定B为前提。这是一种典型的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辩证的双赢的思维方式。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

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排斥的，而是具有某些相通、相似之

处，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表明：正是在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促使他们义无反

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对传统文化都是非常重视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

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

神动力。”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致历史学家白寿彝的信中强调，“全党全社会都

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重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

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2006年4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华民族

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

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

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一些思想如以德治国、依法治

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而不同、和为贵、与时俱进、经世致用、重德重

教、执政为民、道德修养以及义利观、荣辱观、礼义廉耻观、修身养性、慎独等思想，都已

经融化到了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和指导思想中，成为了我们今天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

要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最近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



提出，要大力重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 

随着苏东的垮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再次激发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理性思考，

这次思考反思至今已有20多年，反思的结果，就是在全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与现代化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在新在历史时期，我们要在

全社会更加牢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逻辑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

民族文化的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实现中国化，必须包含两大要素：一是与当

代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是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大

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的层面，也就是现实的层面，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层面，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层面，也就是历史文化的层面，鲜有问津者。而事实是，离开了历史的

层面，有许多理论问题就无法解释清楚，别忘了，传统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别忘

了，除了物质层面外，我们现代人在思考问题、判断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并不比

古人增加了多少东西。如果不关注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那么，马克思

主义能够真正实现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吗？能够真正具有中国作风，中国形式、中国气

派吗？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思想理论武器吗？ 

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了历史，对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体制性弊端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

矛盾冲突，当你问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时，你就得有一种历史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你就

得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最起码的了解。历史是了解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与现实是薪火相

传、一脉相承的，割断了历史，你就失去了一面观察现实的镜子。你如果没有历史的视野，

就事论事，有许多问题你就说不清楚，只有把现代社会作为传统社会的延续，放在广阔的历

史背景下才能够解释清楚。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

上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一百多年的反传统，我们与传统之间构筑起了一道难以理解和沟通的

厚重的墙，我们对传统文化有太深的隔膜与误解。我们反了一百多年，骂了一百多年，但

是，结果呢？传统文化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摧毁，反而以各种方式在社会在民间顽强地凸现着

自身的生命力，并最终从涓涓细流汇成了江河湖海，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百多

年的历史昭示我们：否定历史，就必将导致被历史所否定；否定历史，除了证明愚蠢无知

外，将什么也不能证明。否定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

代”、“数典忘祖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的无知无

畏失落麻木的一代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作出了弘扬

民族文化以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选择，我们这个民族开始以理性的心态而不是情绪化的心态

再次反思我们的民族文化，一百多年前先辈们提出的那些最基本问题又再次摆到了我们的面

前，需要我们去面对，去回答。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过去那种对传统文化

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怀疑、否定和批判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党校是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党校系统既是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同时也是传播、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阵地。近些年来，中央及社会各阶层都对传统文化给

予了高度重视，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也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如马克思主义

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重建儒教为国教，用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取代共产党，中国可

以有两种指导思想并存，即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管政治信仰，一个管民间信

仰。这些问题有没有道理？理论界如何解释和处理这些问题？针对全社会传统文化热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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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种学术观点的出现，各级党校系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可以说，十分遗憾的

是，党校系统对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传统文化问题，在关注程度上，至少慢了一二十年，几

乎没有反响；对国学界出提出的一些观点，既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去回应，不了解，所

以不重视，似乎党校系统只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行了，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都是配角。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难道党校系统就没有责任和义务成为

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阵地吗？现在是到了该关注该重视的时候了。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

观等思想有了充分的掌握和理解，但是从总体上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上则少得可

怜。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不是他们不想学，而是学校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多年

来，党校教育几乎不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即使有，也仅仅是一种点缀，一两次课而已，在

课程安排上，可以说是99％与1％的关系。中央党校从今年为一年制中青班开设了“中国传

统哲学的基本精神”这门课，引起了广大学员的热烈反响。通过下班辅导、小组讨论和双向

交流，大多数学员认为在中央党校系统开设介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课程非常有必要，作

为党政领导干部，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有必要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的优秀

文化。徐、刘两位学员的文章，正是对广大学员心声的一种反映。从教员来说，党校系统从

事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同志对传统文化大多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研究，更多的是在党校

系统自话自说，而缺乏对外界各种学术观点的敏锐性，缺乏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同学术观

点的研究和回应，当有学员提出相关问题时，我们的教员往往是答非所问，回答得相当不到

位，根本没有解决学员心中的疑虑和问题。 

我认为，党校应该把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否则就不成其为党校；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目标和要

求，否则，我们的领导干部就会在实际工作中迷失前进的方向。应该说，党校教育与前些年

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增设了不少反映重大国内国际问题的课程和讲座，受到了党校

教员和广大学员的欢迎。但是，党校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我的看法是，无论是从马

克思主义应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传统文化的现状来说，还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规划来说，党校系统既应该成为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阵地，同时也应该成为传播、宣传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当前，在全国各级

党校系统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宣传，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增设相应的教学课程，

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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