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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

张　应　凯

[摘　要]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审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会发现一方面当今世界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却陷入深重的危机 ,主要表现为自我失落 ,价值观崩溃 ,

人文精神枯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它有助于缓解目前的价值失范 、道德危机。中国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培养具有重要人文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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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 ,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 ,我们会

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 ,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 、激荡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

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 ,正是这种相互矛盾 、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

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 ,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

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 ,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 、冷

漠 ,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 ,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 ,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 ,价值观的

崩溃 ,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

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 ,个

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

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

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 ,我们时代的生

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
[ 1]
(第 775 页)面对现

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 ,以理性的心态 、以多维的价

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 ,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 、培养现代人

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

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 ,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 、选择 、积淀而成 。它是在历史的延

续中积淀起来的 ,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 ,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 ,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

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 ,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 ,另一些具有鲜活生

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 ,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

传统 ,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 、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 、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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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 ,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 ,传统文化

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 ,是一种价值取向 ,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

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

识 ,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 ,这些也已积淀为

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 、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 、行为 。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历史上百家争鸣 、儒道互补 、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 ,各种思想相互

融通 ,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 ,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

表现 。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 ,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

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 。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 ,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

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

中的重要内容 ,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 ,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 ,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

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 ,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 、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

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 ,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 ,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

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 ,使得地球生态

面临严重危机 ,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 ,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 ,

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 。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 ,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 ,人是科技的奴隶 ,

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 、敌对的和统治的权

力” [ 2](第 571 页)。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取向 ,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 ,竞争的加剧 ,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 、冷漠 ,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

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 ,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

文 ,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 ,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 ,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 ,只

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 ,否则 ,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 ,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 ,这一点以

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 ,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 ,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仁的内容是“仁者 ,爱人” 、“泛爱众” 、“忠恕之道”等 ,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

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 ,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的亲

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 ,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 ,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

规范 ,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 [ 3](《论语· 颜

渊》)“仁”与“礼”互补互用 ,人的行为应具有 “仁爱之心”和 “博爱”情怀 。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

反映就是“重义轻利” 、“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 、厚道 、待人以诚 ,从而导致

社会和谐稳定 ,秩序井然 。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 ,以“民”为本 。在儒家看来 , “仁”以及“仁者 ,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

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 ,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 ,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

是人的道德属性 ,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 ,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 。因此 ,儒家总是以“仁”或

“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 ,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 。在儒家看来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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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 。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 ,不让于师。”
[ 3]
(《论语·卫灵公》)孔子说:“不学诗 ,无

以言” ,“不学礼 ,无以立”[ 3](《论语·季氏》)。“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 ,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

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儒家所奠定的

“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人的感情因素 ,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 ,一切从人出发 ,最后又都复

归于“仁”或“人”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 ,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 ,倡导感情和谐和

崇尚道德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 , “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

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 、以“和谐” 、“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 ,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 ,是敌对与分裂

日益加剧 。就人与人而言 ,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 ,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 ,人的道德 、尊严等一

切都可以商品化 ,大千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 ,人们价值观迷失 、崩溃 ,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 。就

国与国而言 ,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文化习俗 、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 ,

导致国与国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 ,恐怖主义蔓

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 ,讲天人合一 ,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

道”并行不悖 ,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要以仁徳之心对待天地万物 , “民吾同胞 ,

物吾与也” 。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 ,强调的

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 , 做到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3] (《论语 · 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

达人”[ 3](《论语·雍也》)。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 。这

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 。如子曰 ,为人谋事 ,“无欲速 ,无见小利 。欲

速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3]
(《论语·子路》),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君子求

诸己 ,小人求诸人” , “君子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 3](《论语 ·卫灵公》)。孔子还告诫人们 ,对于交友要

注意正 、反两个方面 。他说:“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 。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

损矣 。”又说:“益者三乐 ,损者三乐 。乐节礼乐 ,乐道人之善 ,乐多贤友 ,益矣 。乐骄乐 ,乐佚游 ,乐晏乐 ,

损矣 。”
[ 3]
(《论语·季氏》)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 ,就是讲:“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 4]
(礼记· 中庸)“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

处理问题时 ,力求中和 、持平 、稳定 ,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 ,做到“允执其中” 、“致中和”的程度 ,既

反对过火 ,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 “仁义”之德 ,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 ,

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 、片面 、偏谢 。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

与发展 ,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 ,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 ,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 、社会与生活

问题 ,就应注意“致中和” 、“允执其中” ,应提倡协调 、稳定 、安宁。当然 , “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

有本质区别。

三 、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 、尊重和人格平等 ,

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 ,现代化的交通 、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 ,人们之间的距离从

未像今天这样近 。然而 ,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 ,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 、

隔阂 、矛盾和冲突 ,不仅不同的国家间 、宗教间 、民族间 、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

在矛盾分裂 ,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 ,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 。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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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 ,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

竭力要去奴役他人 ,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 。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 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

临的现实 。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 、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

平等 。在儒家人格观中 ,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 , 《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 ,人是万物之灵 ,因此

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 ,应该把人当人看 ,用人的方式对待人 ,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 ,这

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 。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 ,认为“三军可夺帅也 ,匹

夫不可夺志也”
[ 3]
(《论语·子罕》)。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 ,儒家讲“忠恕之道” ,忠指忠心 、忠实 、忠人之

事 , “恕”为宽恕 、宽和 。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 ,推己及人 ,把

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 。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 、宽 、信 、敏 、惠”[ 3](《论语·阳货》),“温 、良 、

恭 、俭 、让”[ 3](《论语·学而》)。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 ,肯定人的尊严 ,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建

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 ,肯定人同此心 ,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 ,在人格上不分

贵贱 ,人都具有善的本性 ,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 ,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所以儒

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 、不同的国家之间 、不同的民族之间 、不同的宗教之间 、不同的文化

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 ,是人与自然 、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 ,是“天 、地 、人 、物 、我”之间的生命感

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

碍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 ,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 ,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把中国社会的愚

昧 、落后 、腐败 ,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 ,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 。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 ,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

一面 ,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 ,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 ,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 ,我们今天

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

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 ,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 。马克思 、

恩格斯 、列宁 、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 ,特别是毛泽东 1940年在《新民主主

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 的主张 ,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 ,在中

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这就是民族形式”[ 5](第 707 页)。

因此 ,毛泽东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 ,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 5]
(第 707

页)“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 ,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

旧文化发展而来 ,因此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 ,决不能割断历史。”[ 3](第 708 页)1945年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 ,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 ,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 ,以为

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 ,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 ,批判地吸收

外国文化 。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 ,同样 ,既不是一概排斥 ,也不是盲目搬用 ,而是批判地接收它 ,以利

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 4](第 1083页)

今天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 ,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

决自己的问题 ,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 。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 ,它们之间的历史

渊源不能割断 ,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 ,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 ,使其实现自我更新 ,为现

时代服务 。

因此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绝不是社会前进的包袱 ,更不是历史进步的阻力 ,而是

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 。尤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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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原英人香港第 22任总督葛量

洪于 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 ,以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 ,说道:中国文化最为高

深 ,千古以来 ,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绵延不绝 ,至今仍然光芒万丈 ,屹立不摇 ,只有中国文化。 ……21 世纪

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 。

不过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再度崛起 ,必以传统文化的中道文明 、宽容和谐 、扶助弱小 ,并以天人合

一的生态文明化育精神 ,吸收 、融合先进文化 ,创造出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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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Perspective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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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rveying the inner w o rld of modern man from the pe rspective o f M arxism , it i s found

that in the w o rld today , whi le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 is highly developed , the inner w orld of the

modern people is seriously in chao s.The board and extensive Chinese tradi tional culture can relieve

the anomie of present v alue and moral hazard.C ri tically carrying on and developing the essence of

Chine se t raditional culture is o f great value to the cul 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people.

Key words:Chinese t radi tional culture;Confucianism;cultiv ation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people;

humanist 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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