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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张　西　山

[摘　要]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 ,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 ,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 、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

有双重文化意蕴 ,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 ,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 ,是中国思想文

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 ,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 ,留下了

思想文化的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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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 ,社会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 ,这是一

个从同质到异质 、从礼俗到法理 、从神圣到祛魅 、从迷信到理性的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代表

无产阶级利益 、能够正确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 ,又是一个博大精深 、恢弘缜密

的思想体系。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 ,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 ,最终被中国人民所认同 、接受 ,并

与中国民族文化特点相结合 ,发展成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又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

现代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上下求

索 、百年梦寻的革命理论大成和精神归宿 ,是中西现代性文化合璧的结晶体 。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

文明的最高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汲取 、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接受重构 、整合创新的过程 ,它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

中介 ,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实践化 、通俗化 、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回溯中华

民族走向现代性的坎坷的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境遇 ,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

然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促进新时期文化大发

展 、大繁荣具有重要意蕴 。

一 、文化传统和转换会通

马克思曾强调 ,他们的理论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 ,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 、风俗 、文化传

统[ 1]
(第 179 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中国文化获得现代性的

过程 。何为现代性? 吉登斯指出:“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 这个术语的 ,它首先意指在后

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 2]
(第 16 页)现代性就

是现代社会 ,包括现代社会的政治 、经济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马克斯·韦伯将之解释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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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性化过程 ,是从中世纪世界中祛魅 、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 、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而成为

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外来现代性的冲击下实现的 ,这是一个外来现代性与

本国文化生态相结合 ,在外来现代性本土化和本土传统现代化中实现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 。的确 ,作

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改造和被接受 ,并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 ,组成了

中国的现代性。如何回顾它 、认识它 、梳理它 ,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图景和未来走向。正如汉娜 ·阿伦特

指出的 ,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 ,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 ,更是件颇具

学术性的工作[ 3]
(第 3 页)。文化学者格尔兹认为 ,一个社会在产生社会 、政治 、文化危机时最需要意识形

态。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

代化的超越 ,对以工业化为依托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异化进行批判 ,但由于少数落后国家自身现代性

成长不足 ,利用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改造传统社会 、实现自身的“合法性”就成为必然选择 。

文化选择 、传播与重构的一般规律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 ,能够在一个国家传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

是这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的客观需要;二是外来文化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二者缺一不可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也同样如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 、发育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中

国的现代性 ,无论从制度还是文化层面 ,都有可能和必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制度建构和文化认同。启

蒙运动以来 ,现代性诉求伴随着世界现代化潮流兴起发展 ,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 、现代性与文化传统融合

起来 ,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中 ,中华民族的反侵略 、反压迫传统 ,民主 、人道 、大

同 、无神论思想等人文主义传统 ,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

文化场景[ 4](第34页),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文化主题的一致性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历史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 ? 在欧风东渐以及“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古今中西文化争辩中 ,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方案纷起 ,人们寻觅着 、思索着 ,并

从冷酷的现实中感觉到 ,中国需要观念的变革 ,文化的革新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 、革命性及实践性 ,

适应了融合中西文化传统 、解决这个文化主题的历史趋向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矛

盾的日益暴露 ,打破了中国人的幻想。人们对私有制 、个人主义 、市场竞争 、贫富分化等资本主义现代性

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种对封建专制的痛恨和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改造中国信心的动摇 ,不能不

使他们强烈向往彻底的革命 ,把旧社会的垃圾一扫而光 。他们认识到两种文化“都有难言的痛状” ,期待

并呼唤能“兼东西文明特质”的“第三种新文明” 。他们从鼓吹生存竞争到提倡互助进化 ,从对西方资本

主义的向往到希冀社会主义 ,而“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先

进的中国人从欢迎 、讴歌“十月革命” ,进而探求导致这一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

主义适应了中国寻找文化向何处去的主题和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代

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重大抉择。

第二 ,文化心理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形成了某种契合 ,如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对实用理性的依赖以及对具有普遍意

义的大同理想远景的追求
[ 5]
(第 70-71 页)。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看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

重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研究 ,主张采取“入世”的态度 ,而非寄托于超人间的天国神的力量。这种

“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与实用理性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问题在于认识现实世界 、改造现实世界的宗旨有

相通之处 。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注重“知行合一” 、“体用一源” 、重视功利 ,深深地影响了中

国民族心理结构 、致思方式和价值理念 。虽然它讲的是封建流量伦理关系的修炼和感性实践 ,从严格意

义上讲属于封建思想范畴 ,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 ,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

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 ,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 ,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

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
[ 6]
(第 382 页)。而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大同思想” 、“均平理想”和“小

康”追求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郭沫若曾充满想象地描绘了马克思“会见”

孔子的一番对话 。吴玉章 、林伯渠 、毛泽东曾描述自己从相信进化论到选择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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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文化内涵的兼容性 。在 20世纪 80年代兴起至今历久不衰的文化反思大潮中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一源说” 、“二源说”互相争拗;“文化断裂论”和“引儒入马论”也有市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 ,毛

泽东思想具有双重文化性格[ 7]
(第 2 页),毛泽东思想在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土壤扎根 ,在 20 世纪

上叶中西文化交汇的河谷开花 ,在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结果 ,不是偶然的[ 8](第 3 页)。中国传统哲学

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 ,以及朴素的唯物史观 ,其理论价值具有朴素性和直观性的特点 ,使中国人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某种易于吸收 、涵化的便利;从历史观看 ,我国世代相传的“大同”理想 ,尽

管出于对原始社会的平等的一种虚幻的怀念和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朦胧的空想 ,但反映了中国人对平等 、

无剥削 、无压迫社会的企望。当然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 ,不能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

量齐观 ,但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是大量的先进分子急速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前提;再

从人伦关系上看 ,中国儒家注重人际间的和谐与交往 ,提倡利他精神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

下” ,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有相似之处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

合一” ,主张“慎独” 、“自省”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意志能力 ,也有利于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

最后 ,以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为例 ,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 、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 、尚贤思想与干部路

线 、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 、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 、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 、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 ,这些都

表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
[ 9]
(第 2 页)。

必须指出的是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传播和拓展 ,必然要经过新文化场的中介物的过滤和折射 ,即

重新解释作用 ,文化学中叫“文化重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两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从文

化传播的机理看 ,两种异质文化在重构过程中势必发生相互冲突相互渗透 。相互冲突来自文化间的相

互隔阂 ,影响则表现为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在这一传播过程中 ,来自隔阂方面的机制会不断给文化重构

造成障碍 ,来自渗透方面的机制会使落后文化的消极作用反作用于先进文化 ,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误

读 、扭曲 、失真 、断裂等现象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近几年学术理论界对唯物史观 、劳动价值

论 、所有制 、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了辨析和讨论 ,消除了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 、教条式的理

解 ,廓清了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

二 、文化变迁与制度选择

在社会现代化中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 ,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

体制创新 。福柯曾说:现代性是一种态度 ,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 ,是特定的人群所做的自愿的选

择 ,一种归属关系并表现为一种任务。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

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10](第 11 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认同 、接受 ,并成为中国民族制

度文化的一部分 ,不仅因为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而且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

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 ,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 。

鸦片战争后 ,中国痛苦地跨入近代的门槛 ,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

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 ,使不少人认识到封建专制文化和传统思想的腐朽没

落 ,开始痛定思痛 ,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中外新旧的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器物现代化———制

度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正如梁启超所概述的那样 , “第一期 ,先从器物上感觉不

足。 ……第二期 ,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 ……第三期 ,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
[ 11]

(第 833-834 页)

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接受经历了从器物文化 —制度文化 —文化心理的不断求索 ,也成为中国社

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以林则徐 、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一反封建士大夫的冥顽不化和“国

粹”论调 ,提出“师夷”以“制夷”的主张 ,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这是对“夷夏之辨”的超越 ,也启迪了

以后的洋务运动 。从 19世纪 70年代开始 ,中国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冯桂芬开始提出“以中国之伦常

名教为原本 ,辅之诸国富强之术” ,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肇始 ,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努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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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最好选择。甲午以降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和英美 ,力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和资产阶级共

和国 ,他们的武器是进化论 ,这是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变法改革的时期 。但是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

并未能找到一条使中国通向富强之路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及其文化 ,已在国人中失去吸引力。20世

纪初期 ,中国社会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 ,思想文化领域里封建复辟的逆流甚嚣尘上。人们

开始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 ,把社会现实归结为民族精神的颓败和国民心理的萎靡 ,把国民性

的改造看作是民族的“最后觉悟” ,这种深刻的总结性批判 ,促进了观念形态的革命 ,于是有了新文化运

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对陈陈相因 、

积弊颇深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 ,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自觉 ,也使启蒙运动走向高潮。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武器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 ,具有形式主义的缺陷 , “全盘西

化论”和“中国本体文化论” ,就是当时中西文化纷争中颇有影响的思潮[ 12](第 8 页)。事实证明:资产阶

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已趋式微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救中国。

因此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解放中国的新道路 ,从激荡到较量 、从多元到一元 、从误读到正读[ 13]
(第 2

页),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新的世界观 、认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使中国社会主义出现了转机 ,开始了它的新生。它是中国人民在向西方寻求

真理的潮流中 ,经过失败 、比较 、试验而做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决定性选择 。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自从

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就由被动传入主动”[ 14](第 1516 页), “这时 ,也只是在这时 ,

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 ,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4](第 1470 页)作为西方文明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国 ,结束了儒学定于一尊的格局和思想上的一统天下 ,也使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学说和政治价值观

念黯然失色。几千年来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精神奴役使中国人民没有独立的人格;百年来“落

后就要挨打”的反省和西方的文化侵略 ,又使中国人的精神上有一种屈辱感 ,陷入了既要学习西方文明

又要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 ,马克思主义智慧之光的传播 ,使之一扫而光 ,中国人民真正开始了伟大文明

的复兴。

回顾百年中国的思想流变 ,“你方唱罢我登场” ,社会主义 、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尽情演绎。著名学者

金耀基曾深刻地总结道:“从客观的现象去理解 ,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 ,全盘西化

也好 ,中西合璧也好 ,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化运动的几个方向……但从文化

认知的观点来看 ,都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世界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已明白地看出 ,中国的出路

不应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 ,也不能无主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能日日夜夜地在新 、旧 、中 、西

中打滚。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15](第 12 页)

“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是中国近代以来输入外来文化过程中的一次最重大事

件。从文化变迁和制度选择的角度看 ,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首先被作为改造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根本思想来讲 ,

是一种改造社会的理论。近代中国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国家独立和解放 ,一是国家富强和现代化。这成

为从林则徐 、洪秀全 、康有为 、严复到孙中山等先进分子奋斗的目标。要救国就要有救国的学说 ,要反帝

就要有反帝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个救国反帝的武器 ,它能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

体现了这种实践品格 。被首先介绍宣传运用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正因为马

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革命实践性 ,故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因为意识形态是

一个信仰的体系 ,它为既存或构想中的社会解释并辩护 ,为人们所喜好的政治秩序的实现提供策略 。

第二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体现了更理性 、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

以制夷”到洋务派“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认识;从维新派“要救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旷世

之论到新文化运动志士“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深刻反思 ,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 、

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 ,从而也实现了从情感排斥到理性选择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一次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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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 、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

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 ,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

第三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真正现代革命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

奇葩 ,它是融进了西方优秀文化的现代性文明 ,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 。从早期启蒙思想的勃兴到

接受马克思主义 ,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 ,这是中国近代矛盾发展的规律 ,集中体现了历

史与逻辑统一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基础上 ,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

能力和文化水平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从整体思维到辩证思维 、从直觉顿

悟到逻辑思维的飞跃 。

三 、文化整合和理论创新

当代现代性的建构要解决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全球化和本土化 、世界标准和地方知识的关系

问题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以及理论创新是一项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

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16](第 43 页)。毛泽东曾经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能是抽象的

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但在不同国家具体化和民族化 ,将是人

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思想史发展告诉我们 ,人们常常陷入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 、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创造性

的马克思主义 、全球化与民族化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二律背反”之中 。历史发展决不是一个平行道 。当

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 ,并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来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寻找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中国化 。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实践性和中国的独特国情所要求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基本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

纪。”[ 10](第 113 页)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一种思想体系 ,是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

种反映 ,其文化形态 、思维内容都具有欧洲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因此 ,当它传入中国后 ,面临着与西方

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境遇 。这种文化境遇的转换 ,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作

为实践的出发点 ,不仅要补充某些论断 ,而且要从中国民族文化中提取素材 ,吸收营养 ,重塑自己的文化

形态。正如刘少奇所说 , “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17](第 335 页),只有这样才能使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 ,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目标是通过输入马

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先进社会形态的思想文化 ,来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形态和文化 ,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

形式上 ,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 ,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理论。在这种文化主体和客体

的相互交融 、整合过程中 ,以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

的工作:

其一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发掘 、提炼民族文化 ,使传统文化积累的丰富经验和

规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高度 。如: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论争 ,提

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对古代哲学上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 ,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和功

利 、动机和效果的争论 ,都做出了科学总结。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古今中外之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批

判了“全盘西化”和“国粹论”的观点 ,提出了“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观点 ,要求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古

代文化都采取剔除其糟粕 、吸收其精华的态度 ,从而高度概括性地提出我们的文化方针是“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 18](第 706-708 页),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这一马克思主义方针指导下得到了蓬勃发

展。邓小平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 ,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19]

(第 259页)胡锦涛在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使祖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化相协调 ,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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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儒家的民本理念 ,寻求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则在新的时代发展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理论 。

其二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变成中国民族形式和语言特色 ,深入浅出地阐

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力求大众化 、口语化 ,做到通俗 、明快 、易懂 。如毛泽东用“实事求是”一词来概

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用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说明处理党内斗争的方针;用“愚公移山”借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把调查

研究拟人化为“十月怀胎” ,而解决问题则是“一朝分娩”等。毛泽东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中 ,用中

国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其深邃的思想 ,使其文章极富感染力 ,从而大大增加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效果。

早在“十月革命”后 ,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有人将“社

会主义”译为“大同之学” 。当今 ,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小康社会” 、“和谐社会”等术语

已把党的路线方针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 。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最终渗入我们民族的精神之

中 ,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营养融为一体。这是中西文化融合重构的现代性成果 ,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文化土壤里的简单移植 ,也不是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 ,而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创造 ,是中国文化发展

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以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是中西文化碰撞在一定阶段的成果 ,但并未结束这种碰撞

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文化交流的扩大 ,中西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碰撞还会在更大规模上展

开 ,认真总结百年来中西文化重构的经验 ,不无殷鉴:

第一 ,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及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

现代 、从中国到西方的现代转换 ,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在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 ,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赢得了特殊的

地位 ,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史已经证明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孤立和

封闭状态下发展 ,要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 ,这是一个交互作用和双向反馈的交融会通过程 ,人类文化必将

在这种力量作用下走向新阶段 。西方的自由 、理性 、法治 、人权和我国传统社会的公平 、礼让 、同情和责

任可以成为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共同思想文化资源。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航程就在于他们思想中体现着深刻的辩证精神和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困厄的现代性追求。

第二 ,在文化会通过程中 ,要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原则 、批判和继承的原则 。如何坚持与发展 、批判

和继承民族文化是一个现代性课题 。我国知识界普遍流行着传统现代二分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当代中国人应该学会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以创造独特的现代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迎接全球化 、信息化 、知识化 、工业化时代的挑战 ,把古代社会的

“和合文化” 、“小康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新突破 、新创造 。它与原创性科学社会主义

的联系不仅是继承性的 ,而且带有与中国国情相伴的独创性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

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

第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从致思趋向 、思想风格 、思

维方式看 ,中国化体现了伦理本位 、体用不二 、躬行践履的文化精神 ,但我们也要克服文化融合过程中所

产生的隔阂 、疏离的文化心态和现代性分裂和缺失等消极倾向 ,即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和庸俗主义 。所

谓教条主义地对马克思主义 ,即不顾两种文化的差异 ,生搬硬套 ,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的理论和僵化

的教义 ,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谓庸俗主义的倾向 ,集中表现为宗派主

义 、家长意识 、小农劣根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渗透。把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附会到马克思主义名

义之下 ,而这种误读 、失真的正本清源只有继续解放思想 ,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 ,消除中国落后的社会

基础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 10]

(第 86 页),否则“全部陈腐的东西

又要死灰复燃”[ 10](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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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Adoption: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Zhang Xish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 ation , Hu' nan No rmal Univer sity , Chang sha 410081 , H u' nan , China)

Abstract:From cul tural sy stem view point ,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accompanying the

cultural aw arene ss is a pro cess of cultural modernizat ion.In essence , this is a process of utilizing the

ul timat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civi li zation hence abso rbing , bor rowing and innovativ ely

t ransfo rm ing Chinese nat ional culture to produce the nationalizat ion and cry stallization of Mar xism.

Marx ist Sinicilization is a process o f reconst ruct ion , consolidat ion , and innovation be tw een the ho st

cultural ent ity and guest entity.The cultural signif icance of M arxist Sinicili zation is tw o fo ld , it not

only produce the na tionalization and crystalliza tion of M arxism ,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direct ion of

Chine 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T he rapid spread of Mar xism in China and its Sinicilizat ion is the

unavoidable choice o f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 ry , and this is a log 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 ture.Never theless , the negative aspects o f Chinese cultural t radition resulted

histo rical impediments and downturns w hich rendered ideo logical and cultural lessons.

Key words:Marxism;Sinicilization;cul tural choice;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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