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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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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指明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前进方

向，而且也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

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

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最广大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可作为理解这一命题的三个基本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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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立党立国、兴党

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方面，就要努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

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时代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

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长期历史过程，因此，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

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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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和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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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的思想，是十八大以来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一项重大成果，为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

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

史文化沃土之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共有精神财富，不断夯实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有鉴于

这一“两个结合”思想、特别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发展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包括对

我们进一步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指导意义，以下拟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重要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三方面，对
“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谈一些学习体会。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强调：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对于这一“两个结合”的新时代党进

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尤其是关于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思想之发展的精神实质，当前许多

学者都作了有益的理解和解读，通常认为第一个结合，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直

强调并坚持的最宝贵经验，也是党的事业不断成功的法宝，其精神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形成

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 关于第二个结合，则更需要有新的

理解。 因为，虽然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始终都体现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就理论上的概括和发挥而言，过去虽然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了接近和类似“两个

结合”的观点，例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这么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先进思想的精粹。 而在中国

起作用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简单地称为‘西学’了。 指导中国革命达到成

功的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是与中国优秀传统相

结合的马克思主义。”①不过在党的正式文献中则还没有这样凝练的概括。 现在，新时代党的最高文

献已经明确地提出和论证了这个结合，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新的文化自觉和强烈

的文化自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②，“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意境上的熔铸与升华”③，其精神实质在于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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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显然，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深

入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文化和文明观，并由此进一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指明了方向。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

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为把握这一深刻揭示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中之

重要性的思想，我们首先必须更充分地认识和更深入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之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文献不断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

家园，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高度认定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而言，可以说除了以上及其作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支撑、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 这么说的根据是：“如果没有中华五

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

展中走出来的。 在漫长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华民族从古到今走着一条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
就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牺牲、奋斗和创造，特别是新中

国的持续探索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根源上说则是出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明。 从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正是这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

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而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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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土壤和历史根基，
必须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否则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伦理

和文化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也将由此失去其得以根深叶茂的中国

历史文化沃土。
其次，由于在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问题时，已经

涉及了中华文明独特性和文明的交流互鉴等范畴，这样就有必要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

征程中重要性的又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 当然，为了说

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基于文化哲学对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作一简要界定。 由于“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

是空间和时间”①，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本质属

性。 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考察，既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别进行，也要综合空间和时间两种本质

属性。 当前，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主要指相对于经济、政治的精神文化（狭义的小文化概念），突出文

化受经济、政治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的文化时代性（时间本质）；但我们同时又在文明的意义上

使用文化概念（至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文明构成的广义大文化），突出文化的民族性（空间本

质），即文化作为民族或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②。 基于对文化和文明概念的这一界定，再来理解新时

代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就可以确认：“从空间

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饱含丰富的中国地域元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代表的文明类型；
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过去的文明类型而言的，尤其是相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主

流文明形态而言的。”③有了这样的界定，笔者就可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

重要精神财富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呈现，从民族性的本质属性来看是中华文明的

新形态，从时代性的本质属性来看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综合角度来看则

是当代世界历史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发展了的马

克思主义、激活了的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中国实践、借鉴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④其中以

“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为特征的中国思想理论资源自然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价值与精神基

础”⑤。 在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

壤首先发挥着一种特殊性的精神财富之功能，但由于“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

类社会而做的事情”⑥，从而又是具有普遍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意义的文化资源，成为创立并不断丰

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类共有精神财富。 这样，鉴于上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的简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可以说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和同

时，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和同时，更确定

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之内容构成中的重要性，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方法到内容的一大迈进，既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

力的必要条件，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必将使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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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日益根深叶茂。

二、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以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角度简要地

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即对其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重要性的初步理解；在此基础上，以下拟从“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

众基础”的目标出发，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思

想，继续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并由此进一步加深对“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思想的理解。 一般说来，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传统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多方面的。 对于这种多方面的关系，
按照笔者的初步理解，至少包括超越性、差异和互补性、高度契合性三方面。 所谓超越性，指科学社

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时代的伟大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在时代性上超越了中国古代农业封建和郡县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超越了其中作

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那部分的思想文化，并由此成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

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性，这主要是从思想文化的民族性角度立论的，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首先作为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作为中华文化和文明

的精华，从文化和文明的不同类型即从文化和文明的民族性角度来看，显然是存在差异的，正是这种

差异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这点在以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历史

文化土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精神财富方面已经有所体现并得到了基本论证。
当然，在初步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传统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超越

性、差异和互补性关系之后，为实现“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
目标，我们现在更要注重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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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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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这

一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指明了方向。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２０ 世纪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传播到中国大地之后，为什么能在各种外来思潮和价值观主张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

所选择，除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要求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

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契合利于认同，认同利于接受。 正是这个

高度契合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创立和继承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而同样也是

这个高度契合性，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获得丰富的文

化滋养和牢固的文明根柢，并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 从而，确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必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与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牢固文明根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获得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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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将使马克思主义更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其次，从思想理论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也合

乎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传统：“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对于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近年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朴素社

会主义”①，并认为这种“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思想资源。 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至于合理与否可以探讨。 但无论如何，从人类

思想史的发展逻辑角度来看，这里显示出“中国古代朴素社会主义”与欧洲空想共产主义之间的契合

性，特别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则是不能否认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

现代西方思想家弗洛姆的相关论述。 在批判现代西方的“最高价值是强于他人，战胜他人，奴役他人

及剥削他人”的同时，他指出在 １９ 和 ２０ 世纪，只有马克思等思想家才是 １７ 和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人道

理想、人类共同体理想的真正发扬光大者②。 而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

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１８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

底的发展。”③鉴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空想共产主义者当时对中国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推崇和接受，
“１７ 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酝酿和近代哲学形成的时期。 适逢其时，以儒学为载体的中国思想文化流

行于欧洲”④；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不仅可以从对其

思想理论上之共同点的分析中得出，而且还能够得到作为中国与欧洲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之积极成

果的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证据。
总之，以上的初步阐述说明，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

性，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 ２０ 世纪之初就会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也有助于我

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真理

之树更加根深叶茂。 就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而言，正是这种高度契合性表

明：由于其中深深地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 “家国共同

体的传承与转型”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坚守与弘扬”，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

柢”⑤，而且也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提供了深厚和牢固的历史基础。 对此，我们不仅在理

论和学术上应该不断深化其论证，而且可以和必须坚定这一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毫不动摇，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以

鲜明的中国特色。 就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而言，以及中华文明根柢的深厚

和牢固，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广泛和久远，它已经成为中国悠久和深远的社会基本结构和

中国人民普遍和深层的道德心理结构，成为中华民族最大多数成员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鉴

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和广土众民，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这样

体现和发展出的一种最广泛群众性，显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人民心中牢牢扎根。 而这

种作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扎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发展中，集中体现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广大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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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环《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７５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９１ 页。
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视域下“中国”哲学的互动与融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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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

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

进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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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的历史文化沃土，落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文化建设上，
就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落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上，就要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而在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具有特别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作为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吸收了人类

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时代精神，还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

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自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
党的文献始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确立和培育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

数”中的重要性，“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今天，我们提倡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①。 基于这一认

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确立、培育和弘扬中的特别重要地位，我
们现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

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就不可能确立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可能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有生命力和发挥影响

力的文化基因和丰富营养。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

观念融通起来，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历史文化沃土的公民道德

建设展现，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的相关实践和理论创新中，而且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
社会、公民三层面与《大学》“三纲领”和“八条目”的理念和价值同构中。 《大学》作为中国传统儒家

全面和系统申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经典，以孔子的“修己安人”为指导，把人生哲学和政

治哲学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贯通

后，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提出、培育和弘扬产生了建设性影响。 例如从“三纲领”来看，
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价值理念类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

一种德，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之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

家之德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之德。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确立和提出、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全体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力量，这也是一种“至善”的目标。 而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
来看，这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就更为明显：“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

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②这样，从确立和提出、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广度和深度。
除了在价值理念和价值结构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类似和同构之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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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生活结构和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作为

一种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一种体现。 将其与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融通和贯通起来，并吸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必将成为我国最广大公民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 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运动来说，１８４０ 年以来，当中国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时，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奋起反抗、仁人志士会奔走呐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

生，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并通过一百年来的奋斗、牺牲和创造，终于

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中华文化和文明独特的道德生活结构根源来

看，这显然是与由《大学》“修己安人”的社会道德生活结构所奠定的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

神坚守与弘扬”密切相关的。 而从微观个人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生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
会道德生活结构中并逐步形成相应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人，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与生活在

个人主义社会道德生活结构中的人相比，比较容易进入从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到负起自己家庭责

任（齐家）的道德生活轨道，并由此也比较可能接受和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国）和推进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天下）的目标。 因为，基于中华文化的立场，作为一种个人道德心理结构和社

会道德生活结构，从“修身”经“齐家”到“治国和平天下”是一条比较自然递进的路径。 而生活在西

方个人主义社会道德生活结构中并形成相应个人道德心理结构的个人，由于种种文化、文明和政治

上的原因，除了容易陷入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外，即使从最理想的状态来看，也往往会从个人道德

一下子跳跃到全人类和世界主义，而不太重视家庭和国家，例如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和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①。
总之，虽然由《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所奠定的社会道德生活结构和个人道德心理结构

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古代农业封建和郡县社会中构筑了一种比较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始终成为中

华文明持续绵延的道德根基和生命活力，但由于其时代性的局限，并不可能单独地使中国社会发生

近代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经过了现代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当代中国社会中，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的融通和贯通，通过吸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则能够展现出其独特的当代价值，发挥我国最

广大公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结构支撑之功能。 这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民在长期生

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一种重要体现，这一道德生活框架包含着一种特

殊的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

务、道德责任。”②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提供支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动力因素，即中国人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及个人的勤勉品质等，往往出自个人对

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而且能够提供秩序因素，即在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

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③，等等。 显然，这种社会

道德生活结构和个人道德心理结构，在当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中，特别有益于培育公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美德，激励他们去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做到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又让人人知礼节明荣辱”④，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

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历史文化沃土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也由此充分开显出来。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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