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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Marxist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good at combining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practice, and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f we sum up the general methods, the early Marxist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modern 

Chinese thinkers to accept the Marxist theory with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as the carrier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be good at mining the integration of a specific ideological form and Marxism to promote the landing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other ideological aspects Law has greatly demonstrated the strong vitality 
and open and integr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reat leading 

role of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and superb wisdom of 

the advanced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countless hardships to seek truth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Keywords: early Marxists, traditional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ideology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

运用的一般方法 

周妤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  中国 201418 
fudzhy@163.com 

摘要 

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善于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结合，并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渐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若从一般方法上总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思想家运用传统思想接受对马

克思主义学说，重视以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为载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善于挖掘某

个特定的思想型态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落地中国等思想方法，极大地展示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开放融合特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引领

作用，展示了先进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和高超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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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很多。依据张岂之先生

的归纳，主要包括：“天人之学——天人和谐的探 

 

索精神；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居安

思危——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生

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进德修业的立身

之本；厚德载物——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以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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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原则；仁者爱人——实

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出发点；尊师重道——传道授业

解惑的教育理念；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会通精

神；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革新精神；天下大同

——指向未来的理想之光。”
[1]
这些因素有的成为早

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原

动力，有的成为思想方法，还有的成为直接契合点。 

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观

基础 

李大钊在对朱之瑜的论述中反映出其在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传统文化观。 

朱之瑜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位爱国主义政治

家和思想家。他生活在明末清初阶级冲突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激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的历

史时期。1844年，由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占领北京

并推翻了明朝的腐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胜利的成

果被满清政权窃取。因此，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持

续不断地武装抵抗满洲贵族的统治，朱舜水就是积

极投入到抗清复明的斗争中的一员。他先是追随残

存舟山的南明鲁王政权，后来又参加反清斗士郑成

功、张煌言将军的北伐战争。1659 年（明永历十三

年），朱之瑜意识到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联合

的清政权逐渐稳固，其复明理想已经成为无望之念

想。为了保全民族气节，他决然离开祖国，背井离

乡。在寄寓东瀛日本 20余年里，他仍穿明朝服饰，

坚守国家民族认同。李大钊评价道：“先生自持颇

高，对于日本，终以异国视之。”
 [2]

李大钊对朱舜

水先生的评价中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他的传统文化

观。 

国家观认同的互鉴观。李大钊赞颂朱舜水先生

在异国他乡的国家认同、文化交流互鉴的民族气节，

并对晚近日本逐渐形成倡导优待知识分子不同政

见者的舆论和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大钊说：

“又云‘容我一身，一以全孤臣之节，一以增贵国

之光。’寄人篱下，抗不自卑，日人以是益钦重之。

晚近日人，颇以是自诩其国优待国事犯之义风，自

先生始。”
 [2]

 

专贵有用的平衡观。李大钊认同朱舜水先生关

于宋儒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所代表的各流

派的术业有专攻的贡献。他在评价朱舜水时说：“先

生为人，谨严而抗爽。平居论学，是非程、朱、陆、

王而不失其衡，专贵有作用。”
 [4]

肯定了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各自的在创新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 

今胜于古的发展观。李大钊认同朱舜水先生关

于宋儒倡导性命之学、争论无极、太极等哲学命题

的创新思维，这些新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孔子、

子贡对于天道研究的不足，发展了儒家学说。他说：

“先生乃曰：‘夫子至圣，不言天道，自贡明贤，

言天道不可得闻，今贵国诸儒，贤于古人，而朱儒

过于夫子、子贡也。’”
 [5]

 

贤人君子的国宝观。李大钊介绍了朱舜水推崇

中国贤人君子为国宝的思路。朱舜水尤其推崇三国

蜀国的著名贤人诸葛亮、唐代著名贤人家陆贽。他

还在给长崎官吏上书之中批评了日本重视中药珍

品超过贤人君子的本末倒置的价值取向，表达了其

重视君子贤人的意向。李大钊说：“故其上长崎官

吏书云：‘贵国甚重我国之珍品药饵等，不惜以重

价贾之，然贤人君子，国之至宝，而冷遇之，本末

轻重失矣！’”
 [6] 

维系稳定的功能观。李大钊肯定了传统文化的

助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作用。他论述了传统文

化中的协和万邦、礼俗等维系社会秩序、政权稳定

的作用。他说：“吾尝思之，中国自唐虞之世，敷

教明伦，亲九族以协和万邦，家族之基，于以确立，

聚族为村，有礼俗以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

维乎渺矣。”
 [7]

 

国情与历史的内在逻辑关系。李大钊针对袁世

凯复辟帝制的舆论制造者古德诺否认中国国情不

适合民主共和的言论，提出了国情的认识离不开历

史的认识的观点。他认为：“昔日之国情，即今日

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

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

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尤为要，盖宪法为近

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

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真

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
 [8] 

3.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传统思想接受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

都有基于中国传统思想与制度而接受社会主义的

思想方法。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深

刻地指出：“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

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

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9]
这突

出地表现在对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探

索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的源流，可以追

溯到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对大同世界不同角度的描

绘。如：老子提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

乐其俗”
[10]

的要求。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

欺愚”。
[11]

其中，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中所描绘“大同世界”反映了以孔

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社会

的憧憬。其内容完备，影响深远。 

近现代思想家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就

是学者林存光总结的关于“孔子之名”的三层基本

含义。“一是指真实的孔子，即孔子这个人是真实

存在的。”“二是指不同视野下的孔子，即当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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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角来看待、理解、诠释和

评价孔子及其所言、所行、所思时，所形成的各种

不同的有关孔子的观念和形象。”“三是指纯粹符

号化的孔子，即孔子之为孔子，不再是一种纯个人

的私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人们交流与对话、

对抗与互动时共同运用的公共的符号。”
[12]

大文豪

鲁迅对旧社会敏锐观察感言也印证了这个取向。他

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

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

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
[13]

洪

秀全对大同思想的认识就是属于第三种取向，他虽

然在科举失利后果断地砸掉了孔子排位，但并非抗

拒儒家思想的大同学说。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规

划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

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14]

的理想天国。

但洪秀全利用宗教号召革命，缺乏科学的理论武器，

注定难以实现大同社会。 

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大同

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梁启超将康有为的大同思

想与社会主义进行对比分析。他说：“先生之哲学，

社会主义派哲学也„„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
[15]

梁启超早在在 20 世纪初叶就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关

注。1904年 2月，他介绍了社会主义。他认为：“社

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

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

百物价值之源泉。”
[16]

他还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度与

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

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17]

不过，梁启

超的社会主义本质还是基于大同社会的资产阶级

的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

本的区别。 

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政治理想，孙中山说：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

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

者是也。”
 [18]

他认为“天下为公”就是人类进化的

目的，人们追求的理想，摆脱痛苦的希望。他希望

将中国建设成为“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

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
[19]

的理想社会。

不过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是将儒家大同

理想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相结合，

并非科学社会主义。 

陈独秀在其论述去除不平等建立一个新社会

时也认为“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

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
[20]

 

青年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思想方法比较认同。他

回忆道：“我听过他 (指孙中山)多次讲演。”
[21]

在

大革命失败之前，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了对孙中山资

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称赞。毛泽东认为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其终极是要消

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

界联盟 (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
[22]

这种将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

合的思想方法,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领

导人。只不过，毛泽东在革命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

逐渐区分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阐述了新民主主义

中国的大同目标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23]

 

4.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传统文化和地域文

化为载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群体现象，就是集中

于某个特定的地域，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成为一个

承载新思想的载体，孕育了中西结合的新思想。如

湖北黄冈革命者群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建党史上，

黄冈地区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湖北最早的共

产党组织中，七名党员中有六人来自黄冈 （董必

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刘伯垂、赵子健）；

在中共一大上，十三名代表中有三人是黄冈籍 （董

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这种情况在全国来说是

绝无仅有的”。
[24]

而董必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奋学习、独立思考等因素促

进了董必武在大是大非目前独立思考，与时俱进。

1886 年，董必武出生于晚清黄冈地区红安的一个传

统自给自足的耕读之家，他自然地受到了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追求科举仕途的人生目标和原生家庭塑

造品格的影响。第一，家乡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历

史上的先进知识分子历来长期以来都秉持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常常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己任。董必武的家乡“黄冈人民历来

有尊师重教、崇文兴学的历史传统。（今天黄冈许

多乡村村民家里堂屋正墙上挂的祖宗牌位中间依

然写有‘天地国亲师位’，把老师放在仅次于天、

地、国家、祖宗之后享受每月初一、十五的香火和

年终祭祀。）历史上，黄冈先后建有书院 70余所, 是

全省州府中最多的”。
[25]

据记载：“清朝时刘子壮、

陈沆中状元, 帅承瀛、陈銮中探花, 金德嘉中会元， 

分别占清代湖北省中状元、探花、会元的 2/3、2/5、

1/4;嘉庆、道光、咸丰 3 朝 65 年中，黄州府考中

进士 86 名，举人 466 名，分别占同期全部进士、

举人 29%和 28%。”
[26]

第二，秀才之家的熏陶。董必

武耿直的父亲秉持中国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独立处

世的原则。“居陋简食，以清贫自守，鄙视趋炎附

势，不与权贵交往”。其勤劳持家，诚实劳动的母

亲“勤劳贤良，茹苦含辛，操持家务，并从事纺线

织布劳动”。
[27]

董必武在家庭的熏染下，逐步养成

了刻苦求知、克勤克俭、勤奋自立等优秀品质。他

五岁能背诵《三字经》，十四岁能领会《战国策》《史

记》《汉书》等历史文化典籍的深刻含义，17 岁中

秀才，保持了秀才之家的荣誉。在封建清王朝的腐

败无能和欺压百姓的残暴行径深深地刺激了青年

董必武。这段时间，家乡连续出现的“麻城教案”

“黄安抢谷事件”“黄州考场事件”“衙门被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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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等反映百姓受权贵欺凌，清政府无作为的残酷的

现实情况。这些现实教训为其在 1905 年进入文普

学堂学习后，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转变民主主义者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家乡历史革命精神的影

响。黄冈历史上的“郡民久经战争风暴的考验，养

成沉毅果决、勇敢顽强的精魄，富有奋力抗争的传

统，危难之时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
[29]

都是董必

武能够接受革命方式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思想基

础。其后，董必武受到武昌首义及其辛亥革命的启

发和鼓舞，义无反顾地辞去教职，努力使自己成为

职业革命家。“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

职志了”。
[30]

 

董必武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

先河”，而且是“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解放的起点”，

更是“催速了中国革命的实现”。尤其是“在方向

上，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
[31]

在

分析对比中国与俄国情况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中国

必须学习俄国，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努力

探索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

命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17-1921 年，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

人，他十分重视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他精

心地挑选了带有人民性、启发性、革命性的作品，

培养学生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编写

进步教材，培养学生革命思想。如揭露封建制度严

酷的《苛政猛于虎》《河伯娶妇》；揭露封建礼教压

迫的《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花》；带有映朴素唯

物论的《论衡》；洋溢爱国主义激情的《离骚》；
[32]

介绍革命实践的《陈胜·吴广》《金田起义》《秋瑾

传》《徐锡麟传》《章士钊与李大钊论厌世书》等。
[33]

第二，订购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

想方法。董必武用《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

《觉悟》《学灯》《湘江评论》等书刊，
[34]

公开宣传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社会进化史和达尔文学说

等。第三，指导学生办刊，培养学生宣传、吸收马

克思主义。董必武指导进步学生自办《武汉中学周

刊》，引领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以俄国十月革命

为标杆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之路。 

董必武善于运用传统文化的思想方法在其后

的工作中得以一直延续。他曾经以商鞅“徒木立信”

来解释现代法律问题。
[35]

“徒木立信”是商鞅变法

初始之时为了让民众对政府变法具有信心所采取

的方法。据记载：“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

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

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

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36]

“徙木立信”说的是商鞅在实施变法前为了取得人

们的信任，就在城门处说只要有人能将木杆搬到指

定位置就授予五十金，最后有人照办，商鞅就兑现

诺言的故事。董必武用这个典故来说明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树立法律公信力的重要性。 

5.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善于挖掘某个特定的

思想型态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 

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对传统文化诸多

因素关注的重点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

受的侧重点和方法表现必然会表现出来不同的特

点。如蔡和森早期将墨子思想中的平等观、实践观、

奋斗观、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形成了富有

个性特点的思想方法。据沈宜甲的回忆，蔡和森在

“那时和森不信鬼而非乐，为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

徒”。
[37]

 

平民出生的蔡和森对平民思想家墨子的思想

有一种天然的接近。在自我消化墨子思想的同时，

蔡和森于 1918 年底至 1919 年初这段时间，他经常

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上传授墨家学说中的爱民

情怀与勇于牺牲精神。这就说明了蔡和森的一些早

期思想明显地带有墨家思想的印迹。期间，他对墨

家思想进行推陈出新，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基础，并确立了他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志向。 

蔡和森将墨子“兼爱”的平民观改造成为现

代平等观。墨子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38]

基于此，墨子指出

产生民众“三患”的原因就在于“以不相爱生也”。
[39]

墨子呼吁人们通过相爱而相生，互动关照，实现

利益共享的美好愿望。 

家道中落的蔡和森无论是在家乡当学徒还是

到长沙求学，都是“夙兴夜寐，出风入雨，接触的

都是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城

市贫民”。
[40]

他这些直面下层劳动群众的经历，使

之能够萌发出通过改造社会制度来改变人民群众

生活状况的愿望。他认为：“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

网络。”
[41]

蔡和森这种挑战原有等级制度来实现平

等的目的，是对墨子“兼爱”思想的升华。   

蔡和森将墨子“施用”的实践观改造成为调

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墨子倡导人在社会，一方面要

主动适应自然存在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要善于发

掘环境中的有力资源能动地解决困难。蔡和森受到

墨子“施用”思想的启发，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作

为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依据。青年蔡和森和毛泽东

穷游洞庭湖畔的五个县的田野调查经历，为日后中

国共产党确立调查研究思想方法打下了基础，为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思想方法。 

蔡和森将墨子的“非命”观改造成为向命运

抗争的艰苦奋斗精神。儒家宣扬人的贫贱富贵是不

可逆转的天命，人只能被动顺从天命。这种“顺民”

思想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墨子则倡导“非命”思想，

强调统治者只有胸怀天下才能国泰民安。蔡和森早

十六岁时候，就在朱静斋先生的引导之下，立下了

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并将求学与实践结合起来。

他从家乡到长沙，从湖南到法国，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学贯中西。蔡和森在初到法国的半年之中，

以“猛看猛译”的务实求知精神，在努力提升自己

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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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思考如何为中国平民子弟谋求光明前途的民生

问题。 

蔡和森将墨子“义勇”观改造成为树立共产

主义革命理想的思想方法。墨子认为：“君子战虽

有阵，而勇为本焉。”
[42]

这就意味着“勇”是取得

胜利的法宝。蔡和森墨子的“勇”与“正义”结合

思考，并运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

了无产阶级通过政党政治获得政权的重要性。他心

中有国，笃信大义，提出中国必须先建立共产主义

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成为最早系统地提出

建党思想的革命家。在认清了“帝国主义都是纸老

虎”的外强中干本质之后，蔡和森就“义无反顾，

尽全力挽救革命”。
[43]

再其后的革命考验中，蔡和

森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前进趋势，避免了“左”

和“右”的错误倾向，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6.结论 

历史已经证明，在旧式农民战争、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

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44]

执行这个全

新选择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创造了奇迹。

他们的探索历程和成果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近现代中国，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创新、实践

探索、政党创立等工作，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下的伟大的革命创造，又是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

中国知识分子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为民族解

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进行了自觉有

为的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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