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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ew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ts ideology and culture, Marxism’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in a certain 

sense, reflects people’s implicit manners of grasping ideology and culture. These manners include the mode of 

promoting cultural enlightenment with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subject, the way of realiz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 the self-contradi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subject in relational being, and the method of consciously 

motivating cultural innovation with the paradigm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other words,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containing an outward growing power of people’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themselves and towards the world, a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urvey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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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从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式来看，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把握思想文化的内在方式，其中包

括以思想主体的自我认知推进文化启蒙的方式，以思想主体的关系性存在的自我矛盾实现文化融合的方式，以

思想文化的范式自觉推动文化创新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内含着人面向自我与世界哲学思考

的向外生长力，是审思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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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人在热切寻求救国之

路时结实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

代表了思想文化以先进性的要求开始了改造自我的

现实革命。马克思主义最终融入中国的社会革命体现

了“思想主体面向启蒙”、“思想主体关系性存在中

面向矛盾”、“思想文化本身面向范式自觉”三种推

进力。 

2. 思想主体面向启蒙的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迅速传播不仅在于马克

思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更是中国人在思想

深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自我启蒙的真实反

应。新文化运动之前，漫长盘旋的封建制度风俗、文

化礼俗缠聚成为中国人的价值核心，更在官僚政治以

及独尊儒学的文化传统中禁锢了对自我思想的寻求，

直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人曲折结识了马克

思主义，并不断在理论与革命需要的结合中进行思想

的自我把握。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代表中国人不断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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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求之中决断启蒙方向与前进道路的经典。在这段

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凸显出在自我决断中不断

突破传统、不断暴露问题、不断创造条件，使马克思

主义的推行既符合历史逻辑，又是人本身面向自我启

蒙的内在逻辑。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回了“安身

立命”，找回了中国人应有的对自我思想的把握和认

同，找回了从救亡思想意识到救亡民族真正的革命方

法。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多积极的

尝试，“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伯格

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

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

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

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

人的言谈和文章。”
[1]（P394）

各种“主义”的纷至沓来

一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自我革命的高潮部分，但这些

“主义”从传统文化之中开出的逻辑与科学之实用方

法难以适应文化自觉发展的真正需求。面对西方思想

文化的新势力，中国人的文化反思最初是非理性的。

直到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它关键性的启蒙了我们

要革命化的改变现存事物。正如马克思所总结：“全

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

现存的事物。”
[2]（P527）

当以革命性的思维开始面对思

想主体的内在需求时，中国人也就开始了努力通过现

实的力量实现思想中的这种转变。列宁曾说过：“没

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

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
[3](P15)

马克

思主义以革命化的理论内核唤起了中国人面对自身

启蒙的实践在场。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逐渐明确的革命道

路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极大的发展。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中国国情，并合理的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

质，以此确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然而这一

时期零散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关

于经济的理论以及其中蕴含的唯物史观等理念已然

无法满足中国革命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因此马克思

主义研究由介绍的时期进到实行的时期。就马克思主

义自身的理论诉求而言，它建立在对历史上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变革的规律性总结之上，虽然中国与西方国

家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存在着差异，但马克思主义理

论同样适用于以政治革命、生产方式变革等方式改造

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大众化的传播以及话语建构，进一

步加速了这一时期社会革命的脚步，社会革命第一次

深刻的在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实现了伟大的运动

的前提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这段历史来

看，人面对自身的启蒙关键在于把握革命的实践在场

的重要性，在对自身启蒙的实践语境的认同下，才能

够进一步以思想理论、文化创新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实

践，取得历史效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们看到了

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或多或少的表达了中国人试图改

良文化的自身意愿，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接受能否

并实际的创生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在更重要的意义

上将中国的思想大局引向通达的道路。 

当中国人面对实践的在场，也就是革命的必然的

外部条件以及形成革命的必然的内部动因的集合，才

能够真正发现革命的前提。我们所要实行的社会革命

并不是一场理论上获胜而在现实中得不到变革的社

会革命，而是要强调理论或思想文化的指引之处正是

引起现实发生变革的内在动因。革命化的改变现存事

物的重要依据是思想文化所表现出的社会化形态，在

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恰恰引起革命性能够成为有

效凝聚中国人自身启蒙要求的思想理论，当抱有这一

的意图开始面对社会革命的内在需求时，中国人也就

开始努力的在自我思想把握和认同中获得了现实的

力量。 

3. 思想主体关系性存在面向矛盾的推动力 

20 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

与他者展开正面相较，思想文化的自我革命以更加直

接、深刻的方式探索了关系性存在的矛盾问题。从“全

盘西化”走出的文化开明，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

带来的极大影响，文化的觉解以力图实现文化的实用

功效为目标，在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中完成了社会革命

的重要思想依据，反映了社会革命所要变革的人的关

系性存在的实践基础。但这种实践的基础首先来自于

文化差异性中寻找到的最恰当的根基。 

事实上，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打破思想文化中的固

化来化解际遇中的矛盾，19 世纪初人们对于“进化

论”的热衷谈论正基于此。中国近代哲学中出现的“进

化论”理论可以说一时间成为了打破长久固化文化关

系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的引进历程中也反映了人

们企图在异质文化的刺激中形成关于社会发展的新

型理解。因此当严复等人实际的向国人介绍“进化论”

之时，其中蕴含的重要的动因必定是面向文化矛盾的

关系性存在的真实思考。当严复等人实际的向国人介

绍“进化论”之时，其中蕴含的重要动因是面向文化

矛盾的关系性存在的真实思考，即不单纯以科学介绍

的意图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是以敲打沉重思想

传统为根本目的矛盾性思考。在思想文化的转变路途

中，关系性的文化比较是人们自觉思考的重要表现，

即一方面强调面对差异性的文化是思想的关系性存

在的前提，明确了需要通过文化辩择的现实运动夯实

自我思想发展道路的问题；另一方面思想主体的关系

性存在是面对具体历史时空的现实存在，文化能否适

应当下人的思想程度与现实情况的契合也成为文化

体现关系性矛盾的重要根据。因此文化的进步总是体

现了自我文化与异己文化的合理统一，文化选择总是

反映了存在现实与人的愿望的合理统一。在这个意义

上西方文化中可借鉴的“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

中国封建思想中的“天”、“道”这些看似无法撼动

的东西，也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要想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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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化内部实现重大转机仅仅通过外在形式上的比

较与吸纳几乎不可能，更需要从推动思想文化走向的

人们的自身境遇中进一步觉解自我是关系性的存在，

并不断寻求关系中有效发展的内在动因。而这其中关

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关系能够推进思想文化的发

展？以及这种文化关系能不能面向中国人自己的矛

盾问题本身？而这些疑问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得

到了相应的化解。 

20 世纪初的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的接受了各

种途径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多种路径传入的马克

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来说一定的优势，因为从

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博取众长，通过比较、借鉴和吸

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现自我文化发展的满足，并且

在这种开放的关系当中有利于明确了自我文化关系

的真实需求。因此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尤其在早期，一方面依赖于文化的关系性存在，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能动的认识世界源于对世界统一

性的深刻认知，世界的统一性必须基于客观实在性的

物质，这就意味着在看待任何现象时，包括文化现象

都必须基于客观实际，而这种客观实际反映的恰恰是

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文化发展语境。因此在这样的语境

之下，面对各种各样思潮的正面冲击，在一段时期内

中国文化的发展寻定位发生过多次转变，从“保守主

义”到“全盘西化”再到“西学中源”、“中体西用”

直到“中西会通”，越来越体现了关系性存在的本质

要求，即打开关系的绝对对立走向关系的相对和谐，

而这正反映了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领域的精神

担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创造了关系性的存在。

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鲜明的旗

帜，体现出了通过文化关系的链条创造关系性存在的

实践作用。 

在这一历程中不难发现，中国革命文化与马克思

主义相融合并不是采取文化整合的简单形式，而是更

加深层的探寻了思想文化发展的有机方式，也就是逐

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识。文化主体发

生变化同时意味着在面对自身境遇过程中逐渐明晰

的身份感与文化价值认同；文化主体的突出，也更加

鲜明的展现了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这一事

实需要放在哲学思考中加深考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

鲜活理论生命力以一种逻辑事实与实践事实的双重

尺度展现了其深远的影响与发展必要。因此只有当我

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一种需要超越文

化形态而体现文化的内在关系性需要之时，文化形式

的外在形式才可能发生实质的内在转变，而从人的文

化关系性、生存论关系维度加以理解恰恰反映了彻底

需要革命的自我导向与社会革命的实践导向的有机

统一，而这其中我们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真正理解为是“真正的理论自觉”。 

4. 思想文化面向范式自觉的推动力 

任何理论都必然以“范式”成为可描述的思想形

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以创

新方法、追求正道、发展范式的方式推进了自我思想

文化的自觉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整体事实来说，中国

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站在了接纳外来文化的立场

而丰富了文化传统，更站在了现代性的立场形成了创

新、建构的文化范式。在文化传统方面，正是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现实问题的积极融合，使得

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与中国

自有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相分离，而是起到了相互支

撑，“魂与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

现实特征，更能够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底色彰显出

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属性中蕴意着推进思想文化面

向现代性的范式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的发源。1938 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

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逐渐明确思想

文化面向实践、面向理论自觉的前提下，加强把握思

想文化理论发展逻辑和内部成分，中国的社会革命在

反复实践与思索之后都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范式，

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自觉与创新不仅仅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立场上做出合规律的正确诠释，

更加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做出合目的的

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

与实践自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思潮的碰撞过程

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化学反应。思想文化的相互阐

释打通了理论探索在关系维度中的凝固，有利于凸显

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不断的历史延

展中进一步深化了与他者的关系，也更加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提供了广泛的视野。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相互结合的立体

空间，在当代越加凸显思想文化范式的自觉建构的成

熟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总是以不断修正自

身的有限性体现对“更好的”、“向善的”与“现实

的”统一追求，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思想文化“是以它

‘过去’为基础、‘现在’为问题源和背景、‘未来’

为本位的统一过程。”
[4](P24)

理论精神的时代形象与理

论发展的生命力总是交相呼应，正如建构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5](P199-2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身的不断反思与创新发展也成为了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在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持久探索

推动了中国人从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角度对革命的

自我形态进行自主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

义伴随着中国人的精神的现代性，实现了社会革命的

问题语境与自我革命的创新语境的积极融合，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认识中更加自觉的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所倡导的实践维度的真正意义。 

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文化立场的

出场加强了文化发展的实践规律，同实践本身一样，

文化的发展也必然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

而进一步上升到新的实践再认识，实践、认识、实践、

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谛，也是思想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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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体

现了思想文化本身的实践经历，这种经历的内在逻辑

深刻的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考，即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就是要求解决理论本身与实践要求如何结

合的现代性问题，就是要在现代性思考中凸显现代性

的方法论自觉，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在现代性的方法中体现推进理论自身发展的主体

自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何觉解这种自觉最

重要的就是合理运用哲学关怀的时代共性与问题个

性，认真甄别与考量适用于、根植于、发展于中国社

会的最合理的理论，这是思想理论能够久而久之成为

精神家园、创造美好精神世界的可持续动因。我们不

仅需要在事实的层面叙述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于中国

文化发展、树立文化自信的伟大意义，更加应该在此

过程中清楚的看到今天仍然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

播的当代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积极的传承文化发展

中的重要方法与精神追求。而实现这一追求的根本途

径就是文化内在革新的推动力的不断衍生。 

5. 结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文

化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以时代精神的不断追问及追求

为重要推进力的，而这种推进力体现了哲学层面的认

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关键路径，对我们今天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肯定到发展再到创新，始终与社会

革命与思想的自我革命息息相关，也始终保持着不断

关照现实的理论状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应被赋

予更加深远的研究意义，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文化领域

的交融，更加提示着中国人在面对自我启蒙、多重关

系、自我文化形象时需要不断追溯的源头。深刻的认

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其现实意义需要加强何以推

进这种现实意义的内在根据的积极探索，因此将马克

思主义传播问题的探讨赋予哲学性的反思，将思想文

化的内在品格追求纳入历史性参考不失为一种必要

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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