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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而深入地发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契合性，不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更是一个需
要我们秉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来推动的实践
性问题。在强调两者相契合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契合性所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根本动力、运行机制以及实践主体。

■ 马振江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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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创世的不是神灵，而是活
生生的人，是各种文明要素的发明者、创造者。比
如，有巢氏是发明巢居的英雄，燧人氏是发明钻木
取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的英雄，伏羲氏作八卦
以类万物之情，结绳为网以渔，神农氏教民耕种，
食五谷，还尝百草，创医学，黄帝用玉作兵器，造舟
车弓箭，染五色衣裳，嫘祖教人养蚕，仓颉造文
字。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他们之所以
一一以氏为名，表明各种文明要素的这些发明者、
创造者，并非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个人，而是融合个
人于其中的一个个社会群体。

中国古史的这些传说，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文明
的历史原创性，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人、人类、人类
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世界为本位，
也不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物的世界为本位。
而《周易 ·贲卦》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
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则是中华文明这一历史原创性最为经典的概括。郑
玄为这一段论述所作的注指出：“刚柔交错而成文焉，
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
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刚
柔交错，所述的是自然界的矛盾运动；“观乎天文，以
察时变”，就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
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文明以止”，北宋程颐说：
“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
文，自然之理……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强调以人所创造的文明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是通过深入地观察与研究人、人类、
人类社会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推
动文明由天下人所共创，文明的成果为天下人所共
享，从而保障人、人类、人类社会得以沿着文明自身的
发展规律向前发展。
《尚书 ·泰誓》记述周武王一段名言：“惟天地万

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为贵，尤其民为本，是中
华文明中人文化成的起始点。《尚书 ·五子之歌》中
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泰誓》中说：“民之
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左传 · 庄公十四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决定国家命运的
是人民大众而非神灵。《老子》中强调：“天地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孟子 ·尽心》中说：“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非常清晰地说明，正是这些
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实实在
在的社会力量，方才是文明生成和成长的主体和决
定性力量。

马克思在《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
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
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
的全部财富的。”他还明确地指出：“对人的本质的真
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
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
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习近平在《之江新语》
中很直白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
‘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
向度’的人。”能动、全面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而全面的
人；僵化、“单向度”，就是不自由、不全面。“文化”的
人，是对于《周易 ·贲卦》中“文明以止，人文也”及“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简洁清晰的诠释，而物化的
人，则是指那些为图腾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
教、资本拜物教所控制的人。

中华文明的这种历史原创性，使中华文明成为
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赓续至今而且历久弥新的文
明。在中华文明中，人很早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人的
存在，乃是社会性的存在，群体性的存在。人和自然
的联系，人和终结关怀的关系，都不容置疑地是社会
的行为。中华人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从草昧到
文明，中华文明的不断前行，都和人的群体性联系的
不断扩大、不断强化，人越来越能够自觉地和合理地
处理好这些关系，每个人都能够能动地、全面地发展
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华文明这种以人为本、以
民为本、以人的能动的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历
史原创性，不仅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而且使中华民族和全人类
命运与共，成为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观
乎
人
文
，以
化
成
天
下

—
—

中
华
文
明
的
历
史
原
创
性
及
其
当
代
意
义

把握主题教育“同题共答”的理论基础
■ 胡兵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沉浸式光影技术手段呈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年 6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
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要深刻理解和
掌握它们的契合性，我们不能只关注它们
在概念上的相似性，更应深入探究其在精
神上的内在联系，揭示它们在各个精神层
面的交融和兼容性。

宇宙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运用整体性思维来把握人
与宇宙的关系，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
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
自然界生活”。在这里，人与自然不是两
个完全独立、互不影响的对立实体，而是
共存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具有一体性和
同一性。恩格斯也提出：“我们决不像征
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
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
这一观念表明，人类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受动的和能动的。只有通过认识
和运用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
生才得以实现。这一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
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
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这种宇宙观构筑于对人与天
地万物一体同源的深刻洞察之上，注重强
调连续性、动态性、关联性、关系性以及整
体性，而非静止、孤立、实体或主客二分的
自我中心的哲学观。例如，老子的“道”概
念，便将道比喻为天地万物之根、之母、之
本源、之初始。《易经》中的“道”将天道、地
道、人道三者融为一体，其中“天地”被拟
人为万物之母，一切生物皆由其内在的创
生力量“生生”而来。庄子进一步明确地
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荀子提出“人与天地共生共存”的观念，阐
释了对于宇宙万物相互关联和统一的认
识。另一方面，孟子主张“亲亲仁民，仁民
爱物”，认为人应将对亲人的爱心扩展至
邻人、百姓，乃至万物万类。明代思想家
王阳明提出的“一体之仁”理念，更是将人
的仁爱之心从“爱人”扩展至“爱物”，将人
与天地万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观
点所包含的思想元素，不仅涵盖了朴素的
宇宙整体论，更包含了辩证的发展观等。
这些思想元素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起源、事物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相通之处，也进一
步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契合性。

认知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知行观，在认知观的范畴内，具有明
显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将人的社会生活
视为本质上的实践活动，并视实践为认识
论的起始点和基础，也是主观与客观、主体
与客体统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
调：“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
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
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表明实践
是认识的直接来源，并且认识只有在实践
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也只有依赖实践的推
动才能发展。只有坚持实践观，才能对认
识的发生、发展、目的、作用以及真理性的
标准等认识论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把认识的发展与社会实践
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把认识过程的辩证
法与客观实在过程的辩证法统一起来，成
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中国传统哲学以“知”与“行”的关系描
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尚书》中的“非知
之艰，行之惟艰”，《左传》中的“非知之实
难，将在行之”，以及荀子的“不闻不若闻
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
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等诸多经典之
言，都将“行”视作认识的最终目的，认为只
有有效的行动才能证明知识的可靠性。同
时，我们还可以从张载的“有物则有感，物
格而知自至”、王廷相的“事物之实核于见，
事理之精契于思，事机之妙得于行”以及王
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
观点，看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知
与行的紧密关联和相互检验的重要性。特
别是王守仁的观点，他将知与行视为一体，
强调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行动来实现，没
有行动的知识并不能称之为真知。这些观

点强调了知与行的关系，重视实践的价值，
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来源于实践
并为实践服务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社会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
公平、正义、和谐的理想社会追求上具有显
著的共通性。马克思主义最高的社会理想
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基
础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社会生
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
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受
阶级关系的决定，人们构成了“真正的共同
体”，从而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与公平正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
会建立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根
本性变革的基础之上。他们描述的共产主
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物质财富极大丰
富，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关爱、命运共享，实
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与“大同”社会
所描述的“天下为公、人人为公”的状态有
着显著的共通性。“大同”社会主张生产资
料全民公有，物质财富能满足人们的生存
发展需要，劳动不再是人们生存的手段，而
成为自愿的活动。实现“天下为公”，需要
人们不仅亲近亲人，也爱护他人，需要有德
才兼备的领导者公正地办事，使国家和谐
有序。“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句话展示
了人们有高度的责任感，爱护社会财富，反
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崇尚善行，重视诚
信，讲求礼义，尚重和合。总的来说，在儒
家所设想的未来“大同”社会中，每个人都
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尽其能，各取所
需，形成一个团结和睦、协调亲密的和谐社
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思维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突破了西方传
统哲学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是一种包含对立统一理念的思维方式，强
调以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视角来分析和解
决问题，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变通
思维和辩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生生不息”的
变易观念和丰富的辩证方法论。如《周易》
中的“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
柔相推而生变化”等，体现了一种辩证思
维，即“生生不息”的发展观念以及阴阳、刚
柔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再如老子的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
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反者道之
动，弱者道之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
所伏”等，强调的是对立面的依存与统一，
暗示了对立并非绝对，对立面的依存是永
恒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相反者相成。
这些思想展示了老子深厚的辩证思维。孔
子的“执两用中”以及孟子的“经权”思想
等，都包含着辩证的思维。特别是孔子的
“执两用中”，在强调两端的对立基础上，追
求“用中”的中和境界，反映了一种关注变
易、灵活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因此，可以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传统的
辩证思维具有显著的相通性，都体现了联
系和发展、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全面而深入地发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不只是一个理论
层面的课题，更是一个需要我们秉持高度
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来推动的实践性
问题。在强调两者相契合的客观性和必
然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契合性
所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根本动力、运
行机制以及实践主体。我们的出发点不
能局限于表面相似的局部契合，反而应从
更广阔的民族的、历史的、全球的视角出
发，抓住问题的实质，深挖两者间的内在
联系和互动关系。此外，我们不可忽视具
体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对理论和实践的影
响，我们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坚
持问题导向，注重实事求是，避免抽象的
分析和偏颇的概括。只有如此，我们才能
更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度结合，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
而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建设。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同题共答”是指各级指导组、各单位
等不同主体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主题教
育，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并且进行竞争
性的比学赶超，从而更好地完成目标任
务。这是主题教育重要的方法论，其形成
有内在的逻辑机理，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特别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以
来的勇于探索、艰苦奋斗精神，与毛泽东
的“赶考观”、新时代“答卷人”命题是一脉
相承的。

源自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观”

从     年列宁强调“我们是会考及格
的”，到毛泽东把即将执政比喻为“进京赶
考”，“赶考”一词实现了从传统文化语义向
政党政治隐喻的创造性转化。回溯党的百
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赶考”融入自
己的基因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救国大考”中
成功答出了毛泽东思想，答出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
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
场“兴国大考”“富国大考”中，先后成功答出
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答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强国大考”中答出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主题教育中，我们要学习“浦江
经验”，就是要以新的“赶考”精神对待信访
工作，把来访群众当考官，把信访案件当考
题，答出群众满意的答案。这也是“同题共
答”的基础逻辑，以赶考的精神状态，努力
答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卷。

新时代“答卷人”命题的延伸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过去一百
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
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
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又将面临新的

考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无论
面临多么艰难的考题，我们都要适应时代
之变，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走好
“五个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
交出优异答卷。面对主题教育这份答卷，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赶考者、都是答卷
人。“时代出卷”是提出问题。随着世情、
国情、党情的变化，时代考卷常出常新，但
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困境，我们都要把
牢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我们答
卷”是解决问题。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要始终
保持“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的豪情，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在新征程中交出优异答卷。“人民阅卷”是
评价效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步
提高，评卷的标准必然随之提升，我们必

须始终以高昂的斗志迎考答题，赶考永远
在路上。

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
‘总钥匙’。”“同题共答”就是面对同样的
考题，答出满意的答卷。在主题教育中，
最根本的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系统学习好、融
会贯通领会好，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
实质、实践要求。一是共同推动理论学习
入脑入心，各级党委中心组率先垂范，带
头讲授专题党课，带动身边干部党员沉下
心来深研细悟。二是以调查研究直击发
展问题，奔着问题去，向着难处改，聚焦高

质量发展难题，下足调研实功，把问题清
单转化为责任清单、发展清单。三是以奋
进姿态推动事业发展，破难题、办实事、解
民忧，让主题教育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四是以刀刃向内进行检视整改，深入
查摆不足，抓好突出问题的整改整治。五
是坚持不懈抓好建章立制，把好做法好经
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并建立巩固
深化主题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从而让每
位干部党员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
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在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切实达到凝心铸魂
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
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
树立新风的目标。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