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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人的发展是结合点。因为人的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共有的中心议题，而且两者都将人的发展理解为人性自觉和实现的历程。关于人的发

展，儒家从理论上证明和说明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提倡内外教养，推动人格发展；马克思也从哲学上论证、说

明应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进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无产阶级革命主要追求人的解放，为人的发展扫清

障碍，社会主义建设则直接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两者体用合一，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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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号召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文化结合的逻辑依据、指导思想、实践基础、历

史过程、经验教训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

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深

入发展，就是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而且曾经

探讨过这种结合的逻辑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优秀文化间存在理论共性[1]，即两者都认为

世界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在人性论上两者

都持人性善说，在天人结合方式上都强调人性引

领和实践基础，反对天而不人或人而无天；在思

维方式上两者都提倡中道辩证思维，并落实为历

史思维，认识上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

思维上反对偏倚、过或不及思路，反对极端思想

言行；在精神家园上都提倡人文的、理性的信念，

反对神道崇拜和迷信活动，等等。一言以蔽之，

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

的中心点。

一、人的发展是中心议题

人的发展始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心问

题。在中华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看

来，整个世界天人合一，以人为重。 [2]研究在天

人合一中人凭什么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而诞生了

包含天命观、人性论等在内的世界观，探讨人如

何发展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思考和解决人如何

帮助他人发展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分别创立了

人性修养论和文明教化论。通常认为，儒家世界

观就是仁义道德的世界观，无论是天或天命本原

论，还是气、理、心的世界本原论，都要着力说明

仁义道德的本原问题；儒家人性修养论是仁义道

德的修养论，儒家文明教化论是仁义道德的教化

论，而其宗旨也在于说明仁义道德就是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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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人类文明只是仁义道德的文化表现而已。

因为仁义道德是人性的本质内涵，文明是人性本

质的文化表现，故仁义道德和文明体用合一。从

两者体用合一角度看，人性修养论也可谓文明修

养论，文明教化论也可谓人性教化论。无论从世

界观还是修养论、教化论看，儒学思想都以人的

发展为中心论题。称儒学为人学，理所当然，名

副其实。

人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论题，马克

思主义也可谓人学。 [3]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我

国古人谓之天）和社会（我国古人谓之人）在劳动

群众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我国古人谓之合

一），是世界的基本状况。研究劳动群众在生产

生活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而产生了包

括自然观、人性论等在内的自然和社会辩证统一

的世界观，研究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历

史进程，而创立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为主线的

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探讨如何帮助他人发

展问题，而创立了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无产阶

级革命学说，和以人民为中心而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学说。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符合人类文明史的发

展规律和基本要求。宗教思想揭露现实的苦

难，描绘天国或净土世界的美好，曲折表现了人

的发展需要。形而上学竭力论证和说明本体的

普遍、必然、无限、绝对、永恒、圆融无碍诸性，其

历史发展大趋势，是愈来愈集中探讨人的发展

的理论依据问题，为人能够抵达理想世界搭建

坚实稳固的桥梁。与此相应，认识论、伦理学、

美学等则分别探讨人性中的真善美内涵及其能

力表现，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其人文性

日渐彰显，它们最终要集中探讨人的政治能力、

经济能力等人某一方面的社会能力，服务于人

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

儒学研究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我国古代形

而上学的理论模式，精神家园意义重大。儒学研

究人的发展问题，展开为做人成人、成为理想的

人的问题，具体涉及身家国天下、天命和心性、天

理良知和心身需要、人性真理的认识和实践、文

明史传统及其延续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形成了

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世界观、人性修养论、文明

教化论体系。它为我国古代发展人，追求实现君

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进而追求实现小康、

大同理想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中华文明数

千年持续不断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马克思主

义研究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近代以来经验科学

的理论模式，社会实践意义巨大。马克思主义研

究人的发展问题，展开为人的自由本质实现的逻

辑进程，包括人性的充实、丰富、确证和人性异化

的抑制、克服、消除两方面，落实为不断发展社会

生产力，不断改进生产关系，不断改革上层建筑，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历史发展过

程。它为近代以来的全世界劳动群众求解放、实

现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二、人性的自觉和实现是人的发展的核心

人的发展，指每一个现实的人做人成人，成

为理想的人。它要受因果规律即古人所谓“势

理”的约束。但根本上说，人的发展就是现实的

人对人性的自觉，并逐步实现人性觉悟于社会实

践，直到全面实现人性，成为标准的、理想的人。

而人性自觉和实现，又是人性真理表现于人的认

识、实践活动，是人性真理在势理中的表现。人

性真理和因果“势理”的关系，在宋明理学和明清

实学的冲突中，已经彰显出来。宋明理学研究性

与天道统一的主题，以人性真理为基础建立起天

理、良知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明清实学不满于理

学的抽象性，而致力于将性理具体化为势理，即

一般人皆能经验到的感性实物、因果实理、心理

活动（认识、情感、欲望等人心），有特殊性、相对

性、暂时性的“势理”于是成为关注的重心。

儒家讨论人的发展，有几个要点：一是人性

真理（古人谓之天理或良知）的认识和实现是人

发展的逻辑进程，克服和消除自私自利，从心胸

狭隘、格局促狭中超拔出来，则从反面消除障碍，

辅助人的发展。二是以修身作为人发展的基点，

推之家国天下，则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政通

人和、天下太平大治，便是人人发展的良效，也是

后人得以继续发展的优良条件。三是人人都至

少先成为君子，而后希贤成圣。就个人言，人皆

可以为尧舜，变成现实，以至满街都是圣人；就社

会言，由小康而发展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

大同社会；这是人的发展的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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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将人做人成人、成

为理想的人，用今人的词语，即人的发展，作为中

心问题，加以理性研究和公开讨论，创立了中国

古代的人学思想体系。它将人的发展问题置于

天人合一、古今贯通、身家国天下统一的整全系

统中，加以思考和解决，建立起中华文明史上第

一个人学思想体系。它给国人提供了第一双“人

的眼睛”，助人理性观察世界、认识社会、反思人

生；它给国人提供了理性思考人的发展问题的

“人的大脑”，天理、良知是本原，中道思维是基本

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学习、克己，知行结合，不

断提高人性修养，并仁爱他人，进行文明教化，切

实帮助家国天下所有人提高修养，进而改进现

实，推动家庭、国家、天下等社会共同体向大同理

想迈进。儒学诞生，改变了三代宗教将人的发展

完全托付给上帝、鬼神的信仰思路，为古代国人

做人成人提供了理论引领，开辟了中华文明人

文、理性时代的新纪元；儒学学术上与时俱进，又

重视教育、传承，故能不断发展，和我国古人做人

成人实践互相伴随，相互支持，极大推进了中华

民族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论述人的发展，也相应有几个要点：

其一，借助社会劳动、社会生产活动，人性得以证

实、充实和丰富；借助批判、革命和改革等，逐步

认识和克服人性异化，防止人性异化的恶化；这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逻辑进程的正反两

面，总体而言即是人性真理认识和实现。马克思

认为，在人认识和实现人性的历程中，需要构成

人的本质；而需要的生产和满足总是在社会实践

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故一定历史时

期人的社会关系构成人性的历史内容，比如阶级

社会里的阶级性就是人性的历史表现；而根本上

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现实需要、社会关系、自由

是马克思人性内涵三要素，也构成了马克思关于

人性自觉和实现历程的三环节。其二，社会生产

力的提高，社会交往范围扩大，社会制度改进，人

的科学文化水平日益提升，是一个历史过程，也

是人的发展的集中表现。历史地看，人能满足多

少需要，就能实现多少自由；社会越发展，生产力

水平越高，人的需要越丰富多样，人的发展越全

面，满足需要的能力也就越强，人也就越具有自

由发展能力。这就使觉悟的人性真理落实于实

践的因果势理；在真理经验实在化这一点上，这

接近于宋明理学走向明清实学。其三，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这是人性真

理统一并实现于势理，最终实现人性真理和因果

势理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唯

物史观，人的发展理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

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将人的发展问题置于人类

社会历史进程中加以理性思考和实践解决，超越

了以前历史认识中的抽象思辨推论，在学术上具

有近代经验科学性能，在政治上则为19世纪到20
世纪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

了人学理论支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发展的世界面

貌，有力推进了劳动群众作为人的历史发展进程。

可见，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思考人的发展问

题，都以人性为基点，以人性的自觉和实现为逻

辑基础。人的问题，实即人性问题，即人的至善

本性或自由本质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实即人

性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即人的至善本性或自由本

质的认识和实现问题。这样，人类发展的历史进

程，就被视为人性自觉和实现的经验实践体现。

从人性看人，从人性的认识和实践看人的发展，

运用了由体到用的辩证思路，非常深刻而精微。

只不过相较而言，古代儒学修齐治平等人性真理

还比较抽象，对劳动者而言有些“虚”，明清实学

的因果势理已经比较“实”，近代以来救国救民、

振兴中华则是全中华民族都能强烈感受认识到

的实理。唯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将抽

象的人性真理与具体的科学规律相统一，做到了

虚实统一，可谓提供了真正的实理。

三、进行修养教化和发展生产力体用统一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研究人的发展问题，但

有古代和近现代的区别，在发展路径上也有重视

由个人而社会和自社会而个人的不同。儒学在

古代小生产条件下，强调在提高社会每个人素质

的基础上，将领悟到的人性真理推广应用到身、

家、国、天下，推动整个社会向理想迈进；马克思

则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注重人性真理实

现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不

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由此推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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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上层建筑等不断变革、改进，从而最终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人发展的要点，马克思认为主要是提高人的

科学文化水平、生产生活能力，儒家认为主要是

进行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

从儒学角度看，人的能力是人性素养的表

现，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可以帮助人提高素养，

为人能力的提高打下内在坚实基础。历史无论

怎样变化，总是人的历史，人性的自觉和实现始

终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线和中心；无产阶级革

命、社会主义建设，在根本上都是人性充实和丰

富、人性异化的抑制和克服的历史活动。以马克

思的思想来看，个人修养和文明教化，即使是真

理的修养和教化，也依然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

约。社会生产力是基础，社会生产关系和国家机

器、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也具有重要作用。故儒

家的人性修养论和文明教化论，即使其中包含了

绝对真理的若干粒子，也都具有历史性，会受不

同历史时期社会条件变化的制约和影响，呈现为

逐步发展丰富的历史过程，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圣

贤一言具足、一蹴而就，后人株守或躺赢即可。

比如，孔子强调知天命修养，凸显学习和克

己修养方法，要求仁者爱人，提出“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4]176的教化论。《大学》则将修养和

教化合并一处，就其内在联系，整理成为“明明

德”和“亲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齐治

平”内外合一，“至善”和“明明德亲民”体用合一

的条目系统。《中庸》则将修养论和教化论纳入天

命、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系统中，开掘

出诚者和诚之者、诚明和明诚体用合一的中庸之

道，作为修养和教化的方法论原则；五达道、三达

德等，则揭示了修养教化的路径和重点。[5]孟子

则发展了修养教化的至善本性或良知、良心等心

性依据和心性内容，高扬了修养的主体性，教化

活动中则致力于弘扬受教者修养的主体性。荀

子强调经典学习和礼法规范对于修养教化的重

要意义。董仲舒则着重发展了忠孝等制度内容，

体现了国家大一统的君主制度下修养教化的新

特征。宋明理学则将儒学修养论和教化论发展

为体系，“气”学一系发掘了变化气质的修养教化

意义，“理”学一系则发展了格物穷理等理性认识

活动的修养教化意义，“心”学一系则将“诚意正

心”推至“致良知”高度，使修养教化完全打成一

片，都要高昂主体性。不同时代，思想家们针对

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修养内容、修养重

点、修养方法等，体现出修养论的时代性。近代

以来，科学民主成为儒学汲取西方思想文化的重

心。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儒学退出统治地位，但

儒学并未消亡。西方优秀文化内容，如逻辑思

维、机器生产、近代工商业、科学技术等，成为儒

学现代化的新营养。经过百余年努力，儒学历史

转型取得了不小学术成绩。比如，不能说科学代

替了儒学、技术代替了道术，而是科学技术充实

和丰富了儒学的修养教化内容；毋宁说，科学技

术可谓传统格致理论的新发展，民主制度则可谓

传统礼法制度的新形式。

为什么说两者体用合一？在儒学看来，进行

人性修养，重在提高个人作为人的综合素质；进

行文明教化，重在帮助他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人的综合素质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但必然表现为

人的能力或水平。圣贤未必“多能”，但总有一定

的“能”，一定不是无能。史上多见无能的书生，但

未见无能的圣贤。因为在有人性修养者那里，素

质是体，能力是用；人性综合素质必然表现为人的

生产生活能力，表现为社会认识能力、交往能力、

实践能力等，表现为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等。故修

养教化与发展生产力，在人做人成人活动中，如本

之与末、源之与流，体用统一，并不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修养提高，接受或进行

教化，根本上受到历史条件制约。人们只能在一

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历史基础上，借助一定历

史资源，进行修养、教化，脱离任何社会环境和历

史条件的修养教化是不存在的。[6]故可以说，社

会生产方式是修养教化的历史基础。社会生产

力是社会历史之体，修养教化则是社会历史之

用，两者体用统一。即使圣人孔子，也主张“里仁

为美”[4]37。孟母教子，也要三迁。这说明，人们

在修养中，在接受教化时，社会环境影响很大。

即使圣人，也要“博施济众”，为民众服务。脱离

民众，离开社会，从来不是儒学的选项。儒学一

向主张博文约礼，多读圣贤书，有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弘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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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社会历史是儒学修养教化的重要视界

和内容。

或许可以说，当人们修养水平不高时，社会

环境条件势必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时，说社会历

史环境是体，修养教化是用，未尝不可。只有人

们修养水平较高，有健全的是非辨别能力，能避

免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时，人的主体性提高，社

会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才会相对降低。人们修

养水平很高以至极高，主体性挺立、高昂，社会环

境条件完全为我所用；这时，社会环境条件这一

对象性的临时体，面临真正主体，才可能退而让

贤，隐居幕后，发挥辅助作用。从社会环境这一

对象性次体，进展为天理良知主体，人性的真主

体由此彰显、挺立，这正是人们修养教化水平极

大提高的集中表现。社会生产力和人性修养的

体用合一，就成为人们做人成人、成为理想的人

历史规律的总结。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结合于

人的发展这个中心问题上，所以，我们以人民为

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注意学习掌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注意马克思主义和儒

学有可以共融互补的内容。意思是说，新时期我

们思考和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汲取儒学思想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

化。一方面，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

文化水平，不断改进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共

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到来提供历史准备。另一方

面，确立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以自己的人性修

养为基础，仁爱民众，进行文明教化，为大同或共

产主义理想社会到来提供每个劳动者个人素养

的准备。个人素养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不可分

割。当然，历史发展阶段和个人素质高低并非一

一对应。历史发展有规律，这由唯物史观所提

供；个人素质提高也有其规律，这由儒学研究和

提供。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这两个规律并不相

同，不能互相替代；而是共存共融、相辅相成的关

系。比如，社会主义时期高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

阶段，但如果某些人个人素质达不到社会主义要

求，这样的社会主义也会受到拖累，而变得不纯

粹，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之，在阶级

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

个人素养高，而能绽放出超越其时代限制的人性

光辉。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

华优秀文化结合起来的人的发展原因。

四、人的发展理论的历史发展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

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显著历史

成就，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面貌。中华文化

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

学说历史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为了进一

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必要提出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问题。故在此语境中，

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优秀文化，主要应指

古代中华文化。

古代中华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间有共性，

如天人合一、辩证思维、人文理性的信念等，都重

视人的发展问题，而且围绕人的发展问题形成了

各自的思想体系。但在人的发展的理论性质上，

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也有古代和近代的不

同。由这种不同，可见得马克思学说对古代儒学

人的发展思想的历史超越。

关于发展的人，中华文化主要围绕人的个人

修养、教化问题，研究理想人格如何提升，以希贤

成圣，进至小康、大同；落实为修养实践，其实是

以书生为主讨论人的发展。而书生是文化人，书

生的发展只是人发展的一部分；在生产力低下时

期，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书生人数很少，

虽然他们也属于社会精英，但远不足以总括整个

社会人的发展内涵。因为书生的发展方式主要

是读书学习、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偏重精神文

化生产，而非直接的工农业经济生产；书生的发

展环境更多仰赖学校或学派，而学校、学派只是

全社会的缩影。阳明后学如泰州学派注重给田

夫、樵夫、陶匠、佣工、商人等平民百姓讲学，强调

百姓日用条理就是圣贤条理，解决百姓吃穿、关

心并解救民生疾苦正是仁义道德修养的效用，可

谓对此书生儒学不足的正视和思想弥补。马克

思恩格斯则以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发展为中

心，追求生存发展、自由解放。马克思以政治经

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更为准确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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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人翁——劳动群众，

精准抓住了文明史进步的主体力量，极大推动了

以劳动者为代表的全社会人的发展。马克思还

紧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工人阶级组织起

来，大家一起革命、一起发展。这就使发展的主

体不仅由个人而阶级，而且是组织起来的社会

人，人的社会性得以显著强化；也使讨论人的儒

学，不仅是古代式书生儒学，而且有可能扩展为

全体劳动群众的儒学。

关于人的发展方式，中华文化强调以学习为

基础进行修养，推进个人发展，进而以仁爱为基

础，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发展，最终促进社会由小

康而大同，由自私自利而天下为公。发展方式是

先进带动，由内而外，由己而人，由人而物，由近

及远，等差式滚动；以个人发展为基础，需要强大

而持久的仁爱心理动力，才能支撑人的发展可持

续、可复制推广。马克思则强调人的发展方式以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促进生产关系、上层

建筑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入新阶段；再

由整个社会环境、制度、生产力的进步，倒逼社会

个人综合素质，尤其是全体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

不断提高；从而最终实现人人自由全面发展。其

发展方式是，由基础而建筑，由历史发展而个人

发展，由物的发展而人的发展，由劳动发展而推

动克服劳动异化、人性异化。总之，中华文化走

向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实际上意味

着由个人理性发展而进展为社会的理性发展。

这当然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和个体小生产走向社

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进展相应。

尽管如此，在人的发展内涵上，中华优秀文

化中的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意义依然值得汲

取。比如，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汲取传统中华优秀文化的人

性修养内容，发展新时期的生产修养论、制度修养

论、思想文化修养论、政治修养论、经济修养论，等

等；汲取传统中华优秀文化的文明教化论内容，发

展新时期的文明教育论、文明传播论、文明社会

论、文明政治论、文明经济论等等。经过这样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

传承弘扬，而且也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最终圆满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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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Development Being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ZHANG Maoze(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human develop⁃ment is the combination point. Because human development is the central topic shared by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Both understand human development as the proces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re⁃alization. With regard to human development, Confucianism theoretically proves and explains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advoc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ducation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Marx also demonstrated and explained philosophically that we should first develop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social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mainly pursues human liberation and clears away obstacl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whil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irectly focuses on human development. Marxism and Chinese culture are integrated and complementeach other.
[Key words] human development;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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