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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虽然二者的文化来源不同，但二者的契合性为

他们的结合提供了内在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绘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为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

目标，而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特征早在《道德经》中便有相关阐述。剖析《道德经》大同社会与共产

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及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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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son why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be combined is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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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ir cultural sources are different,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provides internal possi-
bilities for their combination. Marx and Engels drew the blueprint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for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provides a goa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st society as early as 
in the Tao Te Ching has related.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eat 
harmony society and the communist societ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ini-
cization of Marxism,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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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的最终社会理想将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

思和恩格斯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没有阶级，

没有压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中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和老子的理想的大同社会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终

极目标，就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有益养分，而老子的《道德经》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则是当

代中国发展的一种自然而又可持续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1]。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进行“第

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在这个前提下，尝试对《道德经》

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进行探赜，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以及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 

2. 大同社会：老子《道德经》理想的社会样态 

在大同社会，人人为公不为私。在每个人的信念之中，物品是自己的，更是人人的。由此可知，大

同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为财产公有制。具体表现为人们看到财物抛置在地上会厌恶，但人们会捡起来却

又不占为己有。在财产公有制的基础下，人们的思想境界高度提升，自觉地保护共有财产，以劳动和工

作为荣，只担心自己的气力没有地方使，自己的本领没有领域展现，而不是因为是为大家共有的物品工

作而怠惰。在每个人的信念中，努力工作为公也为己，人们无私有财产之念，故不存财，从根本上杜绝

了偷盗、抢劫、豪夺等引起动乱的行为。 
在儒家思想中，夏朝作为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分界线，这条线就是有无私有制。私有制产生，公

天下过渡到家天下。老子认为百姓智识未开，生活于结绳记事的非私有制时代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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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上古氏族社会的缩影，小国寡民，是大国谦逊处下、强

国守弱而不争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大国家能够以无为之治而永存的根本之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

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道德经》第 80 章, p. 198)大国

应守弱处下，始终保持国小民少的谦虚状态，即使有国之重器也不轻易使用，不施作为，使国民自然无

忧，重视自身生死而不远走他乡。虽有战船战车也像国小以至于没有地方乘用一样；虽有盔甲兵刃，也

像国小以至于没有地方陈放兵器一样。大国君王守弱处下，民众就会安居乐业，重死而不为奇作乱，使

民众从车船兵役当中解放出来，回到耕田渔猎的自然生产生活当中，通过自然生产国民们自己享甘甜的

食物、美丽的服装、安定的居所和怡然自乐的风俗。这样与邻国守望相助，鸡鸣犬吠之声相闻，但互不

干扰侵犯，相安无事，国民直到自然老死，都不会因生存所迫相互往来迁徙。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2], p. 91)是老子描绘的大同社会景象。一个人得道成圣，

天下众生便纷纷追随，圣人就像那天上的太阳，照亮世界，圣人在的地方，便是上善宝地，天下众生和

平安康。“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2], p. 
9)，“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2], p. 48)，老子认为不尚贤，

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就是使人类社会进入大同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不再耍小聪明，也

没有私欲的时候，人人自行其是，这时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小，整体效率和幸福感达到峰值，这才是真正

的大同社会。而在自治社会中，领导者无需刻意而为之去管理，只需无为不扰民，放任民自治，就可以

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老子的论述不是为了使人们在经济上完全平等，而是为了使人们对金钱和财产一

无所知，在这个社会团体中，没有了财富，就没有贫富之分，从根本上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

人类在权利上的绝对平等，并不是要通过政治体系的自身改进，而是要消除权力的概念，让人们对权力

的无知，从而达到人和人在权利上的绝对平等。换言之，只要人类社会不能消除权力、财富和文明，大

同就永远无法达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

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

贵。”([2], pp. 152-153)，老子明确指出只有实现天下大同，才能让人类走上一条和平之路。 

3. 共产主义社会：马恩理想的社会样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这里涉及的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加上《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被称为马克

思主义社会形态的五形态说。共产主义社会样态是全人类共建共享多元发展成果的新型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狭义上指“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是伴随其科

学的唯物史观的形成而实现的。它既是对以往历史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历史发展方向的推测，把握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态性地将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有机统一”。[4]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根据它的成熟程度，共产社会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初级社会和共产主义高级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有以下基本特征，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我们实行的是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实行按劳分配，各尽所能；要完全地消除

阶级的差异，消除阶级的剥削，消除三大差别；整个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与道德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劳动已经从单纯的谋生方式上升到了人民生活的首要需求；实施计划经济，国家的解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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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作为全人类共

同向往的美好生活愿景，它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 《道德经》大同社会和马恩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 

4.1. 范围不同 

《道德经》的大同社会是“小国寡民”。春秋时期，道家代表人老子心中理想社会的范围是有限的，

是对为追求国家实现大同社会崇高理想的未来圣人群体而提出的，是仅限于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共产

主义社会是“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必须区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政治解放的实质是资产

阶级革命，其目标只是消灭封建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5]由此可知，在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不仅能实现政治解放，还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是立足于全人类、全世界范围的，区别于《道

德经》大同社会的一个国家的小范围。 

4.2. 理论基础不同 

大同社会更多是古代先贤的理想，大同社会的理想在历史上曾经被多次提出，如孔子的“大同”理

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构想，需要通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来逐步实现。 

4.3. 实践路径不同 

大同社会的实现有赖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则需要通过生产资料公

有制等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此外，大同社会的实现过程是静态进程，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种伴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的动态进程。 

5. 《道德经》大同社会和马恩共产主义社会的相同之处 

5.1. 和平景象：社会稳定 

《道德经》构建了一幅社会稳定的和平景象，即对内无阶级压迫武力镇压，对外无战争暴乱。“虽有

甲兵，无所陈之。”([2], p. 198)即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 p. 198)邻国之间，大家能相安无事，彼此互不冲突，永久和平相处。我们可以

看到这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且不存在压迫的社会。这与共产主义社会战争不复存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5.2. 富饶景象：物质资源丰裕 

《道德经》构建了一幅物质资源丰裕的富饶景象。“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

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 p. 154)中统治者“无为”促使百姓“自化”，统治者“好静”促使百

姓“自正”，统治者“无事”促使百姓“自富”，统治者“无欲”促使百姓“自朴”。换言之，统治者

遵循“道”才能使得百姓“自然”，“自化”而“自正”，“自正”而“自富”，“自富”而“自朴”，

“自朴”才能“天长地久”。反向推之，“自朴”的前提是“自富”，也就是只有先“富”，才能使得

百姓朴实自然，清静无为。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具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生产力高度

发展的基本特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即国家治理得很好，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

安适，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之后，“小国”才会存在。 

5.3. 文明景象：精神境界提高 

《道德经》构建了一幅精神境界提高的文明景象。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老子在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这个蓝图时，认为德行对于大同社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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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是极其重要的，即人们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与否。只靠物质世界，而不在精神世界上实现超越是无法满

足人类贪婪无止境的需求的。物质的极大丰富虽是人类得到全面发展的基础，但其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人

类高级的精神需求。“乐其俗”即过得快乐。河上公注：“乐其质朴之俗，不转移也。”[6] (《老子道

德经河上公章句》)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乐其俗”显得尤为重要，一是需要有传统的可供百姓娱乐的习

俗，二是百姓可以无差别的共同参与其中。中国新疆、内蒙古、云南等村庄中，风俗独特，民风淳朴，

载歌载舞，游人参观，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并不会因为身份或地位有差别而放弃这种生活，因此

可知只要“乐其俗”，幸福安居的国度遍之。这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及实现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5.4. 自然景象：朴实无压迫 

《道德经》构建了一幅朴实无压迫的自然景象。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仅阶级将会消

失，国家也将消亡，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将失去作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2], p. 
198)，古人制绳作网，用来打猎捉鱼及农耕之用，即让百姓回归到结绳记事的、文字还未出现的时代，

通过推断可知这个时代就是原始时代，与老子生活的时代和现代相比较，“结绳记事”的原始时代民风

淳朴无压迫，更不存在阶级、国家、阶级压迫工具等。 

5.5. 和谐景象：各尽所能、共同分配的理想共同体 

《道德经》构建了一幅各尽所能、共同分配的和谐景象。老子是楚国人，楚国比中原地区进行阶级

社会晚十世纪有余，原始时代的公有制距离老子生时并不长远，氏族社会的风俗、制度、习惯、观念等

对老子的影响甚深，并且老子曾担任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对远古典籍涉猎较多。因此，老子对阶级

社会特权阶层压迫剥削百姓的行为愤恨至深，殷切期盼原始社会。“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2], p. 84)，母系氏族公有制在老子的描述下具有了平等公正的理想色彩。“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

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2], p. 32)道出母系氏族的统治者无私无我，而氏族成员共同劳动，

共同占有财产，共同分配。这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废除私有制，实行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人消费品

的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特征具有一致性。 

6. 结语 

《道德经》老子奉献给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智慧之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更是中

国哲学的先驱，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

是全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虽然二者的文化来源不同，但二者的契合

性为他们的结合提供了内在可能性，通过探赜《道德经》大同社会与马恩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发

现二者虽然在范围、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不同，但在和平、富饶、文明等景象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这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能够被中国人民认可并接受

提供了可能性。理清《道德经》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及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

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和吸取两种理念的精华，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

谐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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