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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
继承和发展申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宋逢明

一百多年来
，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

无数仁人

志士前赴后继
，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

终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

找到了民族繁荣和祖国昌盛

的发展道路
。

在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

市场经济逐渐

确立
、

商品大潮汹涌而来之际
，

中国共产党人
，

尤

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
，

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

在思

想文化战线上确保党的路线
、

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

施
。

在东欧剧变
、

苏联解体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

遇前所未有曲折的历史条件下
，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非但屹立不倒
，

反而领导中国人 民在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更要追根溯

源的是
，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其故乡
，

在市场经济

相对发达和成熟
，

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欧美国家没

有取得胜利
，

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
，

尤其是在苏联模式

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被证明是

不成功的事实面前
，

马克思主义是否依然能够指引

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

胜利�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严肃的共产党人

必须予以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

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 一文中有一段名言 � “

批判的武器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

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来摧

毁
，

但是
，

理论只要掌握群众
，

也能转变为物质力

量
。

理论只要能说服人
，

就能掌握群众
，

而理论只

要是彻底的
，

就能说服人
” 。

我认为
，

所有这些重大

问题都必须放到更为深层的历史精神文化层面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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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

一
、

西方的二元论文化与马克思主

义

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欧美主流文化是一种二

元文化
，

这种文化的巧妙结构在于
“
心物二分

” ，

即

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

基督教的教义告诫世人
�
足济 诫的 的 ，

世变 的教分是�析 国的 ，

进新 掌 析的足精必� 论 些文为 ，

但和理 获中些文能 替主 以获源ऀ以必 加的加
，

基文 ċČ

” ，即人结下 的 精文盛

功于 祖历
。“获群 论握 与' 取 精件 建具 于成成教

功熟 是答能
议精必 议。� Ā

，

所的�的 是主 克的教胜
，

尤党能够 分的是二�文文持的终

精武 只须析繁二 与�文析，
马在

，

世教国是论 器继国力 二
，

即

胜新的民大 兴 神的
，

为 获是 判 国实 层的 人源器�的
元是

，

就精质 论是 判 二于 文加故济 的分 论 ，

基督二
以

兴 源
依才精 是认的历�兴 力 为历说模督 的人重，

Õ p源 断是 论 的的 世实 故的历党是
。

马
ċ的 教

以兴分市 面论神
兴 民加发

兴 展于 论
，

更持 析文ऀ有 些发和精神督历 才论其 的人�兴和持 二而、

基论的历 教 督党 论
想文模 器 是 为历 的 故 文 的道 达 要答 的、î 必 于器 武

人 繁 �到达 模 上市能为可要 人的道达 主文、
基胜 主克能 法，

在论� 的文化的 � 的
，

也 的展 答共

功 利 人理构器 的分 国分的 就展 主 义历构

在践 构构精
，

更� 的道 繁 要的严的 就繁 督而的历的
工
世胜 兴 理 教发路 的更主

，

中否人

加%Ð× 其 论
ऀ论溯，

马达 理的分的� 论教�神的教持 为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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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苹果往下掉而不是朝上飞
，

并由此发现了万有引

力
。

在几何学和牛顿力学基础上建立的笛卡尔二元

论哲学
，

曾经认为 自然界是完全可以用几何图景和

力学规律刻画的
，

这种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科学革

命和工业革命产生过积极的引导作用
。

而由怀疑论

发展而来的经验主义推动了实证的科学研究
，

产生

了经济学
、

社会学
、

法学
、

政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

的丰硕的经验实证研究成果
。

因此可以肯定
，

这种

二元论文化哲学在工业化时代是起过积极的主导作

用的
。

进一步还可以分析这种文化哲学在西方法制

社会建设方面的深层次影响
。

毋庸置疑
，

这种文化

哲学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的思想土壤
，

其作用力是十

分巨大和顽强的
。

众所周知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来源是黑格

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

无论是黑格尔

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一元论的
。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的一元论的发展观
，

是颠倒

了的世界观
。

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将黑格尔的辩

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结合
，

将被黑格尔颠

倒了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
，

用物质的一元论代替了

观念的一元论
，

同时保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思

想
，

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
。

这样的一元

论的世界观和方法文化
，

与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文化

是直接冲突的
，

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进行整合的
。

其

实
，

就黑格尔哲学而言
，

虽然西方思想界也不得不

承认其在思辩上无可置疑的精湛绝伦
，

但事实上并

没有成为主流思想
。

西方思想哲学的发展线索是沿

循怀疑论的二元论
。

我认为
，

从思想文化层面看
，

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与西方二元论文化的不

相容
，

应该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
，

并被西方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

因
。

二
、

中国思想文化的三次整合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
。

先秦之前

的文化
，

由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和书写记

录技术的落后
，

我们今天虽然可以从甲骨文和钟鼎

文的研究中寻找到一些线索
，

但还是难以获得比较

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

而且
，

从部落制到封建制
，

当

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统一国家
，

各诸侯国的文化应当是带有地域色彩的
。

春秋战国

时期诸子百家争鸣
，

形成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的

时代
。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
，

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文化

的第一次整合
，

建立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
。

西汉董仲舒
“
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
” ，

实际上是对

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筛选和吸收
，

构筑起以孔孟

之道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
。

其中很重要的是吸收

了道家
“
人法地

，

地法天
，

天法道
，

道法 自然
”
的

“
天人合一

”
思想

，

这与汉初采用黄老哲学
“
无为

而治
”
安定社会取得成功有关

。

这样的思想结构以

孔孟的
“
仁

” “
礼

”
思想为核心

，

形成了伦理价值

与社会制度相统一
、

知识分子的内省修身与积极人

世相统一 �
“
内圣外王

”
�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

这样

的思想体系是一元论的
。

而且
，

这样的思想文化是

道德理想主义的
，

以追求道德理想作为人生的终极

目标
。 “

大学之道
，

在明明德
，

在新民
，

在止于至

善
” ，

其八条目
“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

。

可以说
，

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形成之初就是一元

论的
，

强调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分离
，

主动地积极地

追求道德理想
，

与西方的二元论文化有着根本的区

别
。

从东汉起
，

佛教开始传人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

期
，

伴随西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

来自尼泊尔
、

印

度的佛教大举进人中国
，

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外来强

势文化的挑战
，

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艰苦的长达数

百年的第二次整合
。

中国文化对佛学思想进行了全

面的筛选和创造性的改造
，

将其融入 自身的体系
。

中国式的佛教强调
“
人人皆有佛性

” ，

赋予佛性以道

德的理念
。

解除了佛教以出世解脱作为终极 目标的

消极性
，

改造为
“
普渡众生

”
的积极的人世宗教

。

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
，

一苇渡江创立了中国佛学最

重要的流派禅宗
。

禅宗直指人心
，

六传至慧能进行
“
六祖革命

” ，

发展到
“
放下屠刀

，

立地成佛
”
的

“
顿悟

”
学说

。

这样
，

佛教对强调
“
天人合一

”
的中

国一元论思想文化也不再有根本性的威胁
，

而佛学

经典的教义又大大丰富了儒生内省修身的内容
，

并

以
“
慈悲心

”
的理念融人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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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的巅峰时期
，

佛学和儒学完成

了完全的融合
。

从宋元至明清
，

程朱陆王等大儒们

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有重大的发展
，

但

无论在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中
， “

天人合一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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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巨大创造
。

在市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
，

向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呼唤道德理想
，

在商品大潮

的物欲横流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

贯彻
“
三个代表

”
重要

思想
，

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的

道德理想
，

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

社会发展取得

成功的思想保证
。

在精神文化层面
，

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科学世界观
，

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追求道德

理想的优秀传统
，

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四
、

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

义

在经济全求化发展
，

中国参加 确��
，

进一步改

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

在引进国外资本
，

引进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时
，

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
，

盲 目地照搬照抄
，

全盘西化
，

将会给中国的现代化

事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严重的危害
。

前苏联和东欧

国家盲从西方国家
，

采取
“
休克疗法

”
所造成的严

重经济和社会后果
，

是不容忽视的前车之鉴
。

在向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习的时候
，

一定

要看到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
、

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

的差异
，

尤其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

西方的

政治社会制度是建筑在有神论的二元论文化基础之

上的
，

这一文化基础对经济体制方面也有深层次的

影响
。

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
，

一方

面要老老实实地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学

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

但另一方面
，

必须非常谨

慎地在制度建设方面处理有差异的地方
，

特别要注

意到文化差异方面的影响
。

中华民族在第三次文化

整合中
，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

决不能全

盘接受西方的二元论文化
，

而只能学习和吸收外国

文化中的先进优秀成分
。

我们必须明白这样的道理
�
只有民族化才是真

正意义的国际化
。 “

科学无国界
” ，

这一道理对于自

然科学来说是 比较明显的
，

但对社会科学来说
，

应

该有正确的理解
。

人类社会发展无疑存在具有一般

真理性的普遍规律
，

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但

是
，

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先进成果
，

在引进时

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

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

否

��

则不但没有好处
，

还可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

在

学习引进时
，

一定不能死搬硬套
。

在西方的社会科

学理论中
，

有许多理论模型是基于西方社会尤其是

美国社会的模式来进行分析的
，

这些理论模型不适

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

中国的经济处于改革
、

转型和

发展的过程之中
，

经济的结构和表现形态都与西方

尤其是美国有很大的差异
，

在政治
、

法律和社会结

构方面则有更大的差别
。

美国模式不可能是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模式
，

更不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
。

在思想文化层面
，

我们绝不能对西方发达国家

抱有
“
愧不如人

”
的卑微心态

。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经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

改造的中国文化
，

在后工业化时代
，

在新经济时代
，

一定会越来越显示其优势
。

当然
，

无神论与有神论
、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

一元论与二元论
，

谁是谁非

会长期争论下去
。

唯物主义要发展
，

唯心主义也会

演化
。

但是
，

中国文化在不断吸取世界其他文化优

秀养分的整合发展过程中
，

一定会万古常青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
，

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科学世界观改造中国文化
，

指引中国人民在革命

与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

中国共产党人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优 良传统是学习和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反对本本主义
。

本

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死搬硬套
。

在发现本

本中的某些论断和结论不正确时
，

全盘否定马克思

主义的活的思想内涵
，

这实际上是本本主义另一面

的表现
。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

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

我们要一如既往
，

理直气壮

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

学习贯彻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通过严肃认

真的研究
，

探索具有彻底性
、

能够说服人的理论
，

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道德理

想建设
，

应该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贯彻落实党的十

六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
。

我们坚信
，

马克思主义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无往不

胜的思想武器
，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崇高的道德

精神
，

一定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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