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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包含着理论契合性和理论价值性。其一，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人民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深深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自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与自然”思想深深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思想深深契合；其二，坚持“人民至上”、

“人与自然”、“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科学理论指导，对于中国全面、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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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es theoretical compatibility and theoretical value. Firstly,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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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first” i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is deeply compatible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ide-
olog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from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i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is deeply compatible with the “human and nature” ideol-
og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rinciple of “a society where people are free and 
fully developed” i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is deeply compatible with the “great harmony 
society” ideolog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condly,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 theo-
retical guidance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human and nature”, and “Marxist community” has sig-
nific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 health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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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两个结合”的明确提出不仅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更是推动了谱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党的二十大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刻的阐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才能进一步找到两者的交会点，推进理论创新[1]。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契合性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软实力，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

明史，亦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凝结着民族印记、中国风格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人民群

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存在时间、空间

的不同步性，但从各自的内容、价值、寓意上看，却有极大的共通性。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深深契合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关于重视“人”或“人民”的思想，这便

是民本的思想之源。孔子的核心理念是“仁”即“爱人”，提倡以民为重、惠民爱民、为政以德，主张

“有教无类”，打破教育限制，使平民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孟子推崇“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君

者应以民为重、关心民众、实施仁政、与民同心协力，才能政通人和；荀子则在孔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

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只有获得民心，方能巩固君主专制，维护君

权统治。由此可见，重视人民群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和重要内容。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只

有解放了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始终坚信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书写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重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

他们坚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未被

异化的、为全人类的解放的“人民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深深契合。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握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对于民本思想的指导，又强调民本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文化滋养。无论何时何地，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40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符冬梅 
 

 

DOI: 10.12677/acpp.2025.147403 508 哲学进展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

富的“民本思想”，不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契相通，更是迈进新

时代的方向指引。 
(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与自然”深深契合 
中国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天”泛指人之外的自然世界，而人也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人与自然是作为一个整体，因此，人要顺应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除中国传统书籍、文献记

载和我国古代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外，中国传统节日也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印记。九九重阳

节源于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天帝、祭祖，来感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中国古代以祭天、祭

祖的传统形式祈祷来年少天灾，农作物收获。由此可见，古人在强调人与自然共存的基础上，更提倡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应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发展，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自然世界，即在人产生之前就存在着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自在自然；另一个是属人世界，即在人出现之后，随着社会关系所建立的人化自然，同时自然在人

的能动性，物质活动中可以转化为人化自然。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社会由自然界

演化、发展而来，因此，自然界的演化、发展是人类社会产生的自然前提。人与自然共存，两者相辅相

成，只有在自然绵延不断的生命力下，人才能永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不

按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可见，人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规律基础上，

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满足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 
总的来看，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人由“自然存在物”转向“类存在物”的核心思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随着社会的不

断向前发展，人类也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

联系，在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我们应秉持“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理念，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这源源不断地“财富”。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深深契合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思想源于《礼记·大同》[3]，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发展

形态的一种论述。古代人民群众选择德才兼备、守诚信、讲和睦、不欺骗的领导者，构建“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大同社会”一是孔子心中天下为于一体，

德才兼备、贤能者为官，男女分工而各自有所为，社会处处和睦的社会；二是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怡然自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三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百姓幸福安康，共建

美好家园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社会在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本身固有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终

究会让步于让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其一，消除旧式社会分工强加给人们的、人们不能按照自

己意愿去选择活动方式的状态，人们能够自由、自觉地选择活动方式的社会；其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解放被异化着的自己，从而使得社会解放，社会的解放更加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其三，基于上述条件，

物质极度丰富，社会按需分配，人人丰衣足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社会存在。 
中国古代所追求“老有所依”、“病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社会”具有共通性。就其实现过程而言，两者都具有阶段性，其实现都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其价值追

求而言，两者都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积极构建人民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其发展而言，马

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能够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为社会发展提

供思想指导。由以上可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

同社会”思想深深契合。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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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指引。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力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就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

指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着自由而平

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文化养分和实践

经验。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之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契

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基础，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人民立场，揭示人与自然辩证关

系，总结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华儿女从古“君舟民水”、“敬畏自然”、“大同社会”至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态文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思想[4]。 
(一)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喜闻乐见的文化事业 
唯物史观指出历史不是由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少数人民群众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勾勒出社

会发展蓝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我国从古至今都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江山社稷的不可或缺性，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一方面，人民群众一直都是历史的主体。发展文学作品、文化产品，一要坚持文化源于人民、文化

面向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亦是文化的创造者。二是文化工

作者要坚持文化作品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同时也要采用人民所接受的方式输出文化成果。三是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文化作品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基本的作品内容，而是更

加注重作品内涵、历史人物精神品质和作品所表达的内在意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简简单

单的文字蕴含着极大力量。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要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如看《山花烂漫时》，

讲述 64 岁身患 23 种疾病、为人师者的她，不仅每天坚持到教学楼为学生开启学习的灯光，更是为每一

位想要读书的高山贫困女子奉献所有，既传道授业又为人师表的纪录片《你好，张桂梅》等作品，更能

深入人心。有人问：“无论是这部影视还是纪录片都很好，那还有续集嘛？”时代在替他们回答：“现在

我们的幸福生活、价值追求就是美好的续集。” 
另一方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两创”过程中，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分析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在精神[5]。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改变其陈

旧的表现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创新性发展是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

以补充、完善[6]。弘扬新时代“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工匠精神”，通过数字化资源，利用网

络平台讲解红色故事，最大程度扩大接收群体，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 坚持“人与自然”，不断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完善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曾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实践活动会形成社会关系。不过，在此之前离不开人与自然的联系。

人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必不可少地与自然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以便能够从自然界获取自己生存所

需物资，从而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我国社会发展极度重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我们要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首先，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源于实践。世界是由自在

自然和人化自然构成的，在人类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基础上，自在自然被打上实践印记就会成为人化自然。

由此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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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鱼。”如果想要源源不断的鱼，就要留有余地，不可尽取。这不仅仅是明年有鱼的道理，也是获取大

自然馈赠于我们所有资源的道理。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大力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第

二，坚持生态效益就是经济效益。贯彻新发展理念，加速形成资源节约的生产方式、形成绿色出行的生

活方式，将经济发展的范围控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界线之内，实现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其次，建立健全生态保障制度，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对故意破坏生态环境者要运用法

律对其施加惩罚，增强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爱护、保护生态环境者要加以表扬、宣传，发挥其榜样

的作用。社会齐抓共管，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相互制约格局，让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

家园天蓝、水清、山幽。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构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书中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时代，是属于全人类的、无国界的社会。只有

在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

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中，才存在真正的“共同体”。积极构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既是对马克思主义

“共同体”的丰富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继承和延续[7]。 
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一要

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理论成果转化，为构建系统化、逻辑化的中国

特色语言提供内在机理。二要立足于中国实际，通过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真正的中国，看到中国从古到今一直追求着兼爱非攻的邻国关系、尊老爱幼的和谐社会。三要强化国际

叙述解释力和引导力，通过故事素材说服力、传播手段时效力等多方、全面夯实我国国际话语权[8]。 
放眼世界发展，各国共建共商共享，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世界各国都有属于自己的机遇与挑战，各个国家也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共同体。

在面对未知的挑战下，世界各国应积极构建共同发展的共同体，共同迎接挑战。我国始终秉持“世界大

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义利观，“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积极推动构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中国力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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