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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澳大利亚〕 罗兰·博尔　 著

禚明亮　 译

［摘　 要］ 习近平关于 “两个结合” 的系列重要论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这些思维方

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 “契合性”， 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拥有的鲜明特征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

许多主张密切相关。 “两个结合” 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传统中 “非此即彼” 的思维倾向， 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当前， 西方文明已经迷失了方向， 并跌入了谷底， 西方文明自身在取其精

华、 去其糟粕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外国人士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待在中国， 学习中国的语言， 与中国人进行

交往， 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妙不可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 “化学反应”， 感悟两者之

间相互交融而迸发出的独具特色的 “火花”。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近年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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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多次阐发。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首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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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后不久， 在本人参与组织的一场国际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会议上， 许

多中国学者对 “两个结合”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而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对 “两个结合” 又进行了新的阐发。 不过， 习近平对 “两个结合”
最重要的、 最深入和系统的阐述则是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习近平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 “两个结合” 的相关思考。 第二部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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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 “契合性” 进行了考察。 第三部分对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习近平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关于 “两个结合” 的重要论述进行了分析。 在讨论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点看法之后， 本文论述了新旧之间、 现代化与传统文

化之间关系的含义。 第四部分是结论， 关注的是依据一个漫长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走自己的

道路， 与更深入地参与、 更广泛地向世界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 “两个结合” 重要论述的解读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对 “两个结合” 的问题进行

了初步解释，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 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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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才能正确回答时

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 下面， 对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进行逐一解读。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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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或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也是研究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者们所关注的。 可以说，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当时中国社会就已经

形成了这一认识。 那时， 毛泽东同志就认为， 从孔子到孙中山， 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是马克思

主义者需要学习、 理解和吸收的宝贵遗产。 只有这样， 马克思主义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呈现出民

族形态。 实际上， 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现实中只存在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具体化的马克思

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多次强调， 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特

点。 然而， 这一论述拓展出了一种新的 “结合”， 即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也许我们

可以说， 第二个 “结合” 不仅是首次被明确提出和强调， 而且事实上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实

践活动中。 换句话说， 中国在今天或最近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深受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同

时，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有其鲜明的侧重点。 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报告所指出的： “只有植根本国、 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② 马克思主义只有深深扎根于

丰富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 才能蓬勃发展。 事实上， 基于一个多世纪的经验， 现在非常清楚的

是， 中国历史文化所拥有的鲜明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主张密切相关。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和理念， 已经在人民的意志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

公、 民为邦本、 为政以德、 革故鼎新、 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的重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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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
我们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详细讨论， 但本人现在想集中探讨的是 “革故

鼎新”。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从头再来” 的问题， 而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什么是属于旧时代

的、 落后的东西， 什么是属于推进文化认同和传承所必需的东西的问题。 正是后者是属于新时代

的， 是可以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发展的， 甚至可以达到一种更高的质量和水平。 在对习近平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 “两个结合” 的重要论述的分析中， 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

更详细的阐述。 但是现在我想强调一下， 这个 “扬弃” 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从而确

定什么是有用的、 有益的过程。 这个辩证的过程确保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活力”。
其次， 习近平在这一论述中也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国际研究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 意义重大。 为什么？ 它表明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之一。 本

人在这里强调这一点， 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奇怪的举动， 那就是要孤立马克思， 把他变成

一个孤独的思想家。 他们将恩格斯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 并指责恩格斯 “歪曲” 了

马克思主义。 造成的结果是， 实际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主流———先是列宁、 苏联的马克思主

义， 然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切断了。 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所以我建议读者参考

几篇最近的文章②。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奇怪发展的一个结果是， 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 “历史

唯物主义”。 相比之下，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来看， “两个结合” 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一

方面， “中国具体实际” 与 “传统文化”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中国具体实际” 是指影响社会发

展阶段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主要因素， 而 “传统文化” 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和支柱， 关系到

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 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问题。 另一方面， “中国具体实

际” 与 “传统文化” 之间联系紧密。 正如前面提到的， 中国在今天或最近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深

受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这里的 “文化” 的内涵远比英语单词中的 “文化” 更为全面。
更进一步地讲， 文化从来不是一种贯穿于全部时代的具体现实。 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或时代的

精华， 它本身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而不断丰富、 演变和发展。 套用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中的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

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该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上最受推崇的文化之一———进行结

合、 整合与发展呢？ 这里的答案也是辩证的。 我所说的 “辩证” 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基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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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的辩证法） 发展出的唯物辩证法， 挑战了西方传统中以 “非此即彼” 的方式看待一切的倾

向。 他们使用的术语是 “扬弃”， 其中包含了否定和转化。 如前所述， 具体到传统文化的问题， 就

是要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正如习近平多次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

实践经验证明了 “马克思主义行”①。 然而， 本人想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 “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②，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中不断向前发展， 并得到实践检验的。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确保

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二、 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在这里， 想谈一谈本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１０ 多年来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的一点体会。 请

允许本人借用一首著名的短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

在此山中。” 这首诗很难翻译， 所以让我解释一下： 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庐山， 比如远近或者

高低， 但是如果你在庐山里面， 你就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 我实际上去过庐山， 亲身领会了它复

杂的历史， 但本人引用这首简短的诗意在说明， 在某些情况下， 外国人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

看问题， 这些可能是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所看不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本文指的是完整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思维方式， 即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完

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 我研读了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在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笔记， 多次阅

读了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 特别是 《实践论》 《矛盾论》， 以及新中国成

立后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著作。 大家都会注意到毛泽东对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作的贡献， 因为毛泽东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联

系， 即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毛泽东的注释和笔记中列举了许多来自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案

例， 同时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以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案例。
当国际上的朋友和同事们问我如何理解中国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 本人会说， 矛盾分析

法。 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 也是中国悠久文化和哲学传统的重要贡献。 当他们

问我应该学什么的时候， 本人回答， 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注释开始， 从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讲义

开始， 从上面提到的三篇重要的著作开始， 接着再阅读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著作和文章，
进而开始认真研读习近平的著作、 文章和讲话等。 通过这个学习的过程， 我认为， 他们会逐渐理

解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内涵③。 此外， 本人还建议他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待在中国， 学习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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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与中国人进行交往， 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 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妙不可言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 “化学反应”， 感悟两者之间相互交融而迸发出的独具特色的

“火花”。
每当我听习近平的讲话， 阅读这些讲话的文本时， 本人不断地被他的每一句话、 每一种表达

所蕴含的如此彻底的辩证和整体的思维方式所震撼。 相互对立的事物是相辅相成的， 每个对立面

也是一种关系， 虽然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可能选择走不同的道路， 但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 既需要

考虑一个情况的所有方面， 也要考虑所有方面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还有其他许多观点， 体现

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当我研究中国的学术时， 发现其整个话语框架是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

方式来考虑问题的。 当然， 中国读者会认为这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正常的方式， 但对于外国人来

说， 这种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带有典型的特征， 其源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哲学传统。
更具体地说， 当这一悠久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法相遇时， 就产生了一

种绚丽的火花， 凸显了一种明显的契合性，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确实已经在中国扎根了。 当然，
其中一些中国传统观念具有一点形而上学的意味， 特别是当我们想到 “阴阳” 的时候。 而这恰

恰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地方， 因为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从而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得到转化与更新。

三、 新与旧、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部分重点介绍本文对习近平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的理解。 让本文从引用一句话开始：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 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对人类文明最大

的礼敬， 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在许多方面， 这句话捕捉到了本人想在本节中强调的东

西： 新与旧之间的关系， 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 解放思想： 对五点内容的诠释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提出了五点内容，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

的对 “两个结合” 最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第一点强调 “结合” 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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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这一点实际上总结了我们前面所研究的内容：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 原则和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 在这里， 我要补充

我在第二节内容中的结论， 我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和契合是在辩证思

维和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
第二点强调 “结合” 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一观

·８８·

①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纪实》，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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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出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通过观察这一共同成就的 “双向奔赴” 过程， 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让经由 “结合” 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三点也涉及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但是是通过考虑过去和现在， 或者旧的和新的文化

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 这种 “结合” 筑牢了道路根基，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

深远的历史纵深，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与此同时， 习近平强调， “中国式

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①。 很显然， 这一重

要表述充满着深刻的辩证思维。
第四点和第五点着重强调 “第二次结合”， 指出 “结合” 打开了创新空间， “第二个结合”

是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②。 这一重要论述再一次呼应了邓小平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解放思想， 实事

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重要讲话③。 但是， 现在的重点是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④。 对于一个西方读者来说， 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因为西方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 是不会改变的， 或者最多只是以 “自然” 的方式非

常缓慢地进行改变。 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

至中华文明都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 “进取精神”⑤。 其次， 对待

传统文化的立场是 “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⑥。 换句话说， 这项任务既要守正， 又要创新。
第五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突出和巩固了中国的 “文化

主体性”⑦，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这些

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

握， 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 理论、 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党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

到了新高度， 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有鉴于此， 一个多世纪以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如此之深， 对任何人来说都

不足为奇了。 也许我们可以说， 这片丰富的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的 “种子” 是高度接纳的，
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这片中国的土壤上不断孕育、 发芽并进而枝繁叶茂。

（二） 新与旧的问题

在以上五点内容中， 本文想更详细地讨论两个方面的内容： 新与旧的关系， 以及现代化与传

统文化的关系。 就新旧问题而言， 这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寻求———在许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参见 《邓小平文选》 第 ２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１４０ － １５３ 页。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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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仍然是这样———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一个突

出问题， 即如何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
历史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良好指南， 所以本文需回顾一下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实践活动的经

验。 当时， 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是新生的政权该如何处理与历史以及自

己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从哲学层面上看， 革命的前提是取消被推翻的一切旧制度， 重新建立

起新的、 真正的自由。 然而争论的焦点在于， 是应该把旧的东西连同旧的统治阶级一起消灭， 从

而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以及全新的社会， 还是应该寻求与旧的文化进行接触， 并依据新的要求和

标准来进行 “扬弃”。 从更为普通的层面上看， 人们可能会问： 新秩序的基石是什么？ 例如， 在

俄国，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整个社会开展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领域创造力的

巨大爆发， 并影响到世界各地。 在中国， 这种文化的推动力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初的学术辩论，
特别是体现在 “新文化运动” 的某些方面， 甚至其中一些人呼吁废除中国文字和所有文化传统。

归根结底， 这种持续迸发的、 带有引诱力的观点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因为新事物从来不是建

立在白板上的。 相反， 人类必须依靠各种各样保存下来的旧东西来建立新的东西， 进而在这个过

程中逐步地、 彻底地 “扬弃” 它们。 十月革命之后，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激烈进行着。 其中，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 竭力主张， 通过革命对过去进行 “扬弃式” 的

改造， 主张取缔、 保存和改造所有过去的东西。 至于列宁， 在十月革命之前， 一些材料显示， 他

可能倾向于对旧事物进行干净利落的革命性 “决裂”①。 例如， 在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９ 月的 《国家与

革命》 中， 列宁指出， “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 ‘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 去反对国家政

权， 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 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而是破坏它、 消灭它”②。 但值得注意的

是， 十月革命后， 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主张 “我们不是那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俄国的事

业可以由什么新人来完成的空想家， 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③。
行文至此， 读者会期望本文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本人认为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正如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５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

讲话中所强调的，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④。 相反， 通过

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

不断发展更新的”⑤。 本文认为， 可以把 “优秀传统文化” 理解为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从这

个意义上说，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过程不是简单地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 （其中也包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列宁全集》 第 ２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２７ 页。
《列宁全集》 第 ３１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９ 页。
《列宁全集》 第 ３６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 页。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５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３ 页。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５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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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过时的封建糟粕） 相结合， 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的进一步提炼， 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发展与更新。 同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地提炼和总结， 并在

更高水平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也就是扬弃的过程）。
（三）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本文想强调的第二点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鉴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惊人成

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听到和看到过很多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的鲜明特色的描述， 尤其是关于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论述。 在此， 本文就不再赘述。
相反， 本文想从西方观察家本身的现代化经验中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 西方人普遍认为， 传

统文化将受到现代化的挑战和破坏。 西方以 “非此即彼” 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一矛盾， 要么是

传统文化 “获胜”， 要么是现代化 “获胜”。 同时， 这的确也是西方国家现代化 （现在正在衰落

中） 的历史发展事实。 例如， 他们将个体的人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 并将人类社会简单地视为

“个体的集合”， 这已经摧毁了旧西方文化中关于共同利益的假设。 “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
的旧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纯粹的 “爱自己”， 其造成的负面后果现在是如此明显。 事实上， 越来越

多的人认为， 西方文明已经迷失了方向， 并跌入了谷底。 西方社会还没有找到深挖其自身历史文

化的方法， 以便形成新的、 不同的发展思路。 换言之， 西方文明自身在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多的斗争要面对。 到那时， 世界将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为数不

多的西方国家将处于不太重要的国际位置上。
在本人与中国同事和朋友的讨论以及在本人的学术研究中， 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

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 我们在讨论习近平关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讲话中的五个要点时， 已

经看到了这种辩证的方法。 让我在这里引用一篇发表在 《求是》 杂志上的颇有见地的文章： “中
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

代化， 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更新， 同时没有产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

决裂或断裂。 更重要的是， 它赋予了一个文明古国崭新的生命形态， 因此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至关重要。 这与西方的经验和观念相去甚远， 因为西方社会认为传统文化会因现代化而受到

破坏。
在这里， 本人想提及一下最近到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体会。 在调研中， 我注意到西

藏各个地方都在全面地发展和走向现代化， 包括经济发展、 生态文明、 能源供应、 铁路、 公路、
电信等基础设施、 教育投入、 提高预期寿命、 推进共同富裕， 等等。 但我想强调的是， 这种全面

的现代化进程不但保存和传承着西藏地区独特的文化遗产 （它构成了中国整体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 而且促进了西藏文化遗产的自我更新。 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力量。 当经济增长强

·１９·
① 《求是》 杂志评论员： 《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求是》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劲时， 文化和教育可以蓬勃发展和创新。 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经济可以更加

强大。 此外， 虽然文化中总有一种强大的历史沉淀， 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所有假设， 但每一代

人都以自己创造性的方式为重塑他们所继承的文化， 进而传承给下一代作出了贡献。 “随着西藏

地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发展， 西藏的文化发展也空前繁荣。 事实上， 西藏地区的文化已经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①

总之， 文化本质上既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 又是一个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过程。 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辩证思维来看———则是整个过程的两个必要组

成部分。

四、 结论： 走自己的路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

作为结束语， 本文想谈谈依据一个漫长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选择走自己的道路， 与更深

入地融入世界和更广泛地向世界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同样， 对于西方人和他们的非此即彼

的思维方式来说， 这两者之间关系通常被视为要么走自己的路， 要么对世界开放， 只能选择其

一， 不能两者兼得。 但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 西方的思维方式已经失去

了其原有的吸引力， 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习近平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的重要讲话向我们提供了思考上述问题的独特观点。 习近平首先

指出了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特点： 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要了解古代中国、 现代中

国和未来中国， 就必须了解这一点； 内在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

“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②； 突出的统一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

文化融为一体， 确保全国各族人民在领土、 社会、 政治、 文明等方面的团结和统一。 连续性、 创

新性和统一性这三个方面意味着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道路和文化更新道路。 需要

补充的一点是， 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把实现全面独立自主视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素。 任何试图

放弃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将自取灭亡。
现在， 关注一下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的国际情怀。 首先，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多样性和多民

族性， 意味着中国本质上是以交流、 互动和开放的精神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的。 我们可以这

样说， 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浓缩地展现了与世界文明交往的宏大图景。 其次，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 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和平及对和平的渴望。 从历史上看， 中国参与的战争， 要么发生在国

家内部崩溃期间 （比如战国时期）， 要么发生在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得到捍卫的时期。 简而言

之， 中国没有侵略、 占领或殖民过他国， 也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和某种形式的霸权强加于他国。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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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ｏｅｒ， “Ｗｈａｔ Ｉ ｓｅｅ 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ｉｎ Ｘｉｚ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ｔｉｍｅｓ. ｃｎ ／ ｐａｇｅ ／ ２０２３０５ ／ １２９１４９８. 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６ 月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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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 一个真正民主的、 能够

平等对待每个国家的国际秩序。
大家会注意到， 中华文明的这些特征———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 和平性———体

现出中国既要走自己的路， 又要更深入地融入世界。 换句话说， 这些均是中华文明所固有的特

征。 它们之间不是 “非此即彼”， 而是 “兼而有之” 的关系。 事实上， 只有当一个国家深入挖掘

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时， 才有能力与世界上不同的文明进行互动和交流。 走自己的路

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的最佳途径。
最后， 本文想谈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如前所述， 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把独立自主作为社会

主义建设的核心要素。 同时， 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在我写

这篇文章的时候，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力量都在经历着显著的发展）。 我想指出的是， 独立

自主和不干涉彼此事务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力量只有依据本国实际， 创造性

地结合每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 才有可能真正通过相互学习斗争经验的方式， 共同参与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罗兰·博尔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ｏｅｒ） 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海外人才” 岗位教授， 曾任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禚明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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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ｓ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ｏｆ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ｕｒｂ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ｏｆｔ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

Ｎ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ｕ Ｈｕｉｑｉｎ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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