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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王 晋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天津高级中学，陕西 汉中 724300

摘要：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的，当古今释义、义理出现有别的时候，我们应把握好两者之间内在本质的联系，创新性

的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去释义传统文化，以期减少分歧，更好的服务学生、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

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

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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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

合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有重大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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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分

别诞生于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思考

解决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

化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联通。

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借助先进分子的推崇和

先进政党的宣扬，在中华大地扎下根来，走上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

程。历经一百多年的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

了中国，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一个

个伟大胜利。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在不断结合过程中相互交融，并日益展现出精

神上的契合与思想上的融通。从理念内容看，马克思

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多层面、多领域具有接近

或相通的思维认知和精神追求。他举例说明，马克思

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天下为公的社会追求是相通的。共产主义社会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华民族自古追求的“大同

世界”，也是着眼人的生活幸福……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以发展进程中的相遇

相伴为前提，以理念内容上的趋近联通为根基，马克

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促成了二者

的有机结合。那种夸大二者的差异性，将二者对立起

来，认为二者结合起来不具有可行性的观点，是错误

的。立足于“相互契合”这一基础，历经“有机结合”

的发展进程，我们要着力达到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互相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期

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并有

机结合的必然追求。”

2 高中思政课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

也是中学思政课必学部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学习其他知识模块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导，并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本文《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出现，如同一场及时

雨，沁人心脾。亦为我的“高中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合的研究”提供了政策指引、理论支撑和精

神动力。

高中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指出：“哲学的基

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

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

是本原（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凡认为存在

决定思维的，就是唯物主义；凡认为思维决定存在的，

就是唯心主义。二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承认思维能正确认

识存在，被称为可知论；否认思维能正确认识存在，

被称为不可知论。”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理由是——人们在

生活和实践中遇到的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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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都不能回避的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

同回答决定着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决定着它

们对其他哲学问题的回答。”

正因如此，人们在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时，

不知不觉的在对他们进行“归类”！传统的儒释道思想

及其代表人物，或被“归类”到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或被“归类”到主观唯心主义；或被“归类”到客观

唯心主义，甚至出现“滑稽现象”——唯物、唯心两

头跑的情况。盖因我们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对“物

质”和“意识”的现代划分与传统划分出现了信息不

对等情况！主要体现在对“意识”的定义或理解上，

古今中外对“意识”的定义较多、较杂，加之个体的

认知差异，每个人对“意识”的理解也不一样，出现

了信息偏差。笔者认为，如果不解决信息偏差问题的

话，那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比如，站在自己认知立场的观点是正确的，换个认知

立场可能是错误的，可怕的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这种信

息不对等情况的存在，乃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即对也不对。如果把信息偏差的问题解决好了，马克

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多做解释，真理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契合的。

之前读到倪老先生的一篇《圆实常化论》一文，

老先生似乎在解决各宗各派“信息不对等问题”，他从

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论证，整合了不同

的认知以及名称概念，试图引导大家从同一认知角度

看问题，解决古今中外信息不对等问题，其内容之广

博，涉猎之广泛，古今叹为观止。简言之，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不管你用什么语言文字描述真理，不管你

用什么手段传播真理，世界的实相、真相就在那里，

它具有客观性，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3 以“吾心”为例，探讨不同认知主体对它

的理解

回到上一个话题，何谓信息偏差与不对等呢？笔

者举一例说明，古人云：“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目前对这一句话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版本，每种版本

都有受众群众，这也充分体现了认识主体的差异性。

由于版本较多，我试着把不同版本对“吾心”的理解

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吾心”是指“人的思维

意识、人的思想观念”属于主观世界范畴，当前来看，

执这类理解的人居多数。第二类认为“吾心”是指客

观世界、物质世界范畴。

第三类观点认为“吾心”是指“物质和意识的统

一体”或“矛盾的对立统一”。它既包括“物质”的一

面，也包括“意识”的一面，往深里讲它无所不包，

既有“实”的有形的一面，也有“虚”的无形的一面；

既包括“空间”——宇，又包括“时间”——宙。 这

第三类观点认为：单把“吾心”说为其中的任何一面

都是片面的，它里面包含着很强的辩证思想在里面，

以致古人在表达和描述“吾心”时，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人用了不同的语言文字，例如“真如”“真常”“真

道”“真心”等等，名称多至不下几十种，以致今人在

阅读古代经典，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时造成了不小

的困难。用第三类观点的说法，现有语言文字是很难

言尽“吾心”所有的面！正因难以言尽，客观来说，

每一个人对它的描述“即对也不对”“即是也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参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整

体与部分的辩证的关系，如果我们每个人把“吾心、

真心”等理解为“整体”，那么我们人类的思想、道德、

伦理、法治、语言、文字、个人（我）的思维意识，

乃至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虫鱼走兽、时

间空间等等都是“吾心”的一部分。

4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创新

性的阐释“吾心”与“我心”的区别和联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认为，整体和部

分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整体是事物的全局和发

展的全过程，从数量上看，它是一。部分是事物的局

部或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数量上看它是多。整体居主

导地位，整体统帅者部分；部分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过程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部分服从和服务于整体。

简言之，“吾心”的真实义很“微妙”，也很“辩证”！

微妙到“是也不是”；辩证到“对立又统一”。从这一

层面上看，同时也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

是高度契合的。

一位认真且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

试着理解第三类对“吾心”的定义应不成问题。整体

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吾心”与“我的思维意识”也

是辩证统一的。“吾心”是整体，是全局，是“一”；“我

的思维意识”是部分，是局部。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

离开整体，部分不复存在。“我的思维意识”是“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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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部分，离开“吾心”这一整体而仅看到“我的

心”这一部分的观点是片面的。借鉴传统的语境描述

一番：“吾心非我心，吾心即我心，吾心现我心”；再

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语境描述一下：“整体不等同于

部分（吾心非我心），整体包含部分（吾心即我心），

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吾心现我心）”。整体由部

分组成，部分也离不开整体。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主义辩证法，再去理解“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就轻车熟路了。

还有一部大乘究竟了义的经典《楞严经》开篇就

在探讨何谓“吾心”。七处征心的故事从师生之间的对

话展开，一位觉悟真理的老师问学生：“你的心在何

处？”学生一答“心在身（腑脏）内”；二答“心在身

外”；三答“心潜眼根”；四答“心分明暗”；五答“心

在随所合处（心是人的思维意识）”；六答“心在中间”；

七答“心乃无著”。老师一一驳斥了学生的七种观点。

在这里，老师问的“真心”是立足“整体”的发问，

而学生七次的回答都是立足部分，因而次次受到老师

的驳斥：“真心”一不在内、二不在外、三不在眼根、

四不是明暗、五不是人的思维意识、六不在中间、七

不是无著（什么都不是）。换个辩证的综合思维角度来

讲：“真心”就在内、就在外、就在眼根、就是明暗、

就是人的思维意识、就在中间、它无所不是！

当时这位学生还不能立足整体，用辩证的、综合

的思维看待“真心”。不识庐山（整体）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整体）中。我们个体人，本来也是“真心”

整体中的一部分，让个体的我跳出自身所属部分的局

限性，来认识这一整体“真心”全貌，对很多人的认

知上来讲，具有一定的难度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人

类认识具有前进性和上升性。当人类认识发展到马克

思主义阶段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为我们认识优

秀传统文化思想，解读优秀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路径、

方法、工具和手段。同时又再次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和

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的。

不过，还有一个思维难点亟待解决和突破。许多

人将整体主要理解为某一件事或事物发展的全局或全

过程，大则忽视了整个世界或宇宙，小则忽视了个人；

而优秀传统文化的中整体，也就是上述对“吾心、真

心”的第三类认知，它己经将整体的范围扩大到“宏

大至天地，细微至发梢”乃至无所不包的范围，假名

为“一真之人”，把“整体”具相化和拟人化，说相又

不见相，说无相它又有相，“微妙”的很。因这个“卡

点”的存在，许多人难以突破认知的障碍，把“真心”

“整体”局限到某一域，某一相，某一处，某一形状，

某一物质形态，某一意识……难以数计，实则将“部

分”妄认为“整体”！

第二难：本来人类自己也是整体中的部分，如何

让自身身处“部分”情况下看清整体呢？古人教的方

法是“用智慧观照”，“一切都是心现识变的结果”，通

俗来讲，万事万物（每一部分、每一种形态相状）都

是“真心”（整体）变化呈现出来的结果；不同的部分

既具有共性（矛盾的普遍性），又具有个性（矛盾特殊

性）。观我自身为例，我的身体是整体，身体细胞是部

分，每一个细胞却具有相同的遗传信息（普遍性）；但

身体不同部位的形状功能结构又不同（特珠性）。扩大

范围至宇宙，任何一事物都具有宇宙的共性，不同事

物间、不同人之间具有特殊性。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来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相

互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难怪中国禅宗强

调“人人都具有佛性，但人人不一定是佛”，通俗讲，

人人都是整体（吾心）中的一部分，都具有相同的共

性，但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自身是整体“吾心”中的一

部分。能认识到自身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并全心全意为

整体服务的人称为佛（觉悟者），不能认识到的称作凡

夫。这同时也体现了个体之间的认知差异性！

5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解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认同第一类和第二类认知的，在现实

思维推导中，因各执一面，不知不觉产生了分歧和对

立，客观来讲，也体现了同以一差别对立为前提，让

我们再稍微“前进一步”：让第一类和第二类统一于第

三类，差别对立（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矛盾双方

即对立又统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当然该观

点目前也存在分歧或争议，但实践的需要迟早会推动

人类达到终极真理性的认识，在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

上升过程中超越自己，完善自己。

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对“吾

心、真心”的创新性解读，不论共同体构建与否，人

类、自然界、宇宙本就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论

人们承认与否，真理的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名为创新，实则是对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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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相的“客观表达”。践行构建命运共同体者，做

到了立足整体，采用系统优化的方法、综合的思维方

式处理好了人类社会普遍面对的共性问题，它促进人

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是世界的

福音，是正当正义的。

基于此，“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亦可创新性的

释义为“我个人的思维意识终于认识到小我是大我整

体中的一部分，我将立足整体，树立全局观念，实现

好维护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明白了宇宙万

物是一体，那就要去践行和验证它，这不是很愉悦的

事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志同道合的人从

四方（不同的国家）聚集到一起，为了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而奋斗终生，这是很快乐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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