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７

论毛泽东的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近代中国出现过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现象，其根源都是缺乏文化自信，既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
建设又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并从历史和现实依据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论述了

文化自信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处理传统与当代以及中外文化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文化观，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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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是正确认识、处理传统与当代以及中
外文化关系的科学文化观，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文

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毛泽东的人生是充

满自信的人生。毛泽东在早年就豪情满怀地说过：

“自信人生二百年。”［１］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是

充满自信的，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提出并推进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

　　一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与毛泽东文化自信思
想的形成

　　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历程中，毛泽东逐步形

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即文化自信。

（一）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两种主要观点

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达且历史悠久又从未中

断，因而具有传统文化优越感。鸦片战争以后，随

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国家处于被动挨打的

窘境，先进的中国人在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时

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２］可是也有人提出

“何必师夷人”的观点。［３］６９后来，又有人提出既有

进步性又具有束缚外来文化传播属性的“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观点。［３］７１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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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又出现了新的版本———“本位文化”论。［３］１０９据

冯友兰回忆：“１９３５年，上海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
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这篇文章，又称为‘一十宣言’，因为它是在１９３５年
１月１０日发表的，最先登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０日出版
的《文化建设月刊》第１卷第４期上，后来各报各杂
志均转载……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一

篇洋洋大文，实际所要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盲

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能‘以俄为师’。这是这个‘宣言’实际上要说的

话，其余都是些空话。”［４］１３１－１３２与之相对应的是针

对文化思想上顽固守旧的观点，胡适提出了“全盘

西化”的观点。他在《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一

文中，针对“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存在“抵抗西洋

文化”和“选择折衷”以及“充分西化”等３种主张，
提出“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的观点。［５］就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胡适走向

了另一个极端。对此，冯友兰分析：“同‘文化本

位’论正面对立的，是‘全盘西化’论……胡适主张

‘全盘西化’，这并不使人惊异……他所主张‘全盘

西化’的理由，似乎有点特别。他似乎也认为‘全盘

西化’的主张有点极端，但又认为只有主张极端，才

能在实际上‘化’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是个什么

样子，他没有说。”［４］１３３可见，“全盘西化”怎么

“化”，胡适也是不明确的，只是针对“文化本位”顽

固守旧的观点，从另一个极端提出问题而已。

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

现。拒绝接受外来文化者担心外来文化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冲击，也就是对民族文化缺乏基本自信的

表现。全盘西化论者看不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

同样是缺乏文化自信的。

（二）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

汤用彤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文化思想之冲

突与调和》一文中，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怎样

建设近代文化的两种观点，即：“有人主张用中国文

化作本位，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并认为“直到现在，

这个问题犹未决定”。［６］４９３汤用彤提出的问题，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在理论上必须

回答和解决的。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规律

中，寻求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在这一过

程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文化观即文

化自信思想。［７］

首先，毛泽东论述了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从

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他在很早的时

候就说过：“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

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

是中国文明。”［８］基于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今

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

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

的帮助的。”［９］５３４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历史智慧的，上

述即是从历史上探寻文化自信的依据。

其次，毛泽东论述了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从

现实生活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认为：近

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以及

“新文化”等文化形态。［９］６９４－６９５他定义的“新文化”

是：“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

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

化。”毛泽东所说的“新的经济力量”即在近代中国

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新的政治力量”即

“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

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

政治力量。”［９］６９５由此说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

系。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

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９］６９８文

化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密切相关的，由于近

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

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

特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

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

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

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

成为他们的文化”。［９］７０６－７０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文化的内容进一步

予以界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

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

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９］７０８－７０９这就表明了新民主

主义文化即新文化，是以人民大众为价值主体的表

现人民主体价值观的文化。这也是毛泽东文化自

信的现实依据。

再次，毛泽东论述了怎样做到文化自信的问题，

即文化自信的方法论原则。文化自信即科学的文化

观，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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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外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

关于对待外国文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指出：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一切

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

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

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

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

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

是一种错误的观点。”［９］７０６－７０７文化的传播属性决定

了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的必然性，可是，这种学习

“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显然，“全盘

西化”是错误的主张。

关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认

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

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

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

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９］７０７－７０８毛泽东还说过：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

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

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

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

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

看。”［９］７０８文化的传承属性决定了古今文化发展延

续和继承的必然性，可是，这种延续和继承“不是颂

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关于继承和吸收中外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国近

代民族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

认为：“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

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

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

的。”［１０］８６０毛泽东还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

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

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

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

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

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

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

土壤里生长起来。”［１１］文化的传播属性和传承属性

决定了文化的中外交融和古今延续的必然性，而更

为关键的是要明确：“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

代自己的创造”，继承必然要有所创新，借鉴和吸收

则要与近代中国的国情相适应。

上述即是毛泽东对当时急需解决的中国文化

如何发展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这一过程

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文化观

即文化自信，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

的方法论。

　　二　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进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一）近代中国出现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
态度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之际，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

理而不得，他们的各种尝试，其中包括辛亥革命这

一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都最终失败了。也就是在

这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在

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先进的中国人由此看到了新

的希望。正如孙中山所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

俄为师，断无成就。”［１２］１９４９年７月，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对这一段历

史进行过如下总结回顾：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

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

是不能实现。……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

了变化了。”［２１］１４６９－１４７０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作了思想准备也作了干部准备。可是，马克思主义

在近代中国也有过两种不同的际遇。

一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不要盲从马克思

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文化自信不是妄自

尊大，不是自我封闭，也不是拒绝学习外来文化，而

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中国

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

导思想的，中国人民在近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相互关

联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符合中

国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参与创

建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就确

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３６年，他在和
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过：“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

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

过……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
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

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１３］这才是

充满文化自信对待外来先进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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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

不一样的是，如前所述，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作为

中西文化论争的一极“中国本位文化”论，就是主张

“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

这种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除了在政治上逆

历史潮流而动以外，在文化观念上与鸦片战争以后

拒绝学习外来文化的观念一样，显然是缺乏文化自

信的表现。

二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脱离近代中国国情

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文化自信不是

妄自菲薄照抄照搬外来文化，而是根据我国社会发

展的实际需要予以吸收和借鉴。如前所述，中国共

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在早期曾出现照抄照

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以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

是对的”［１４］１５４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思

想方法而论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观也是相仿的，同

样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应当说明的是，中国共

产党在成立以后不久，各种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

就迅速投入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教条式地

理解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是存在客

观原因的，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１０］８１７因此，党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中期连续犯了“右”的和
“左”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本

本”和十月革命模式，致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代

价。后来，毛泽东论述了党所犯错误的原因：“这时

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

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

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

一的了解的党。”［８］６１０由此也就禁锢了思想上、理论

上和行动上的创造性。究其根源，也就是缺乏文化

自信在理论上的表现，即缺乏理论自信。

（二）毛泽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

努力和贡献

首先，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毛泽东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

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

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

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

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

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

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１４］２８３马克思主

义是与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科学理论，这是

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近代

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机械地照抄照

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要在充分认识近代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

主义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正如李仁卿等在《毛

泽东早期青年教育思想管窥》一文中所说：毛泽东

“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如何在研究现实问题中得

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１５］这样才能以科学的文化观

即文化自信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３０年，
毛泽东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指出：“我们

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１４］１１１－１１２同时，毛泽东还在这

篇文章中充满自信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１４］１１５遗憾的是，毛

泽东的这种自信，也就是说以文化自信为思想基础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当时在党内未能占据主导

地位，还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１６］

其次，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解

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那种缺乏

基本的理论自信只会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

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主导地位

达４年之久，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共中
央和红军相继放弃南方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在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３０万人。
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革命遭受到严重的

挫折。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已不足三万人。”［１７］

毛泽东在研究革命受挫教训的基础上撰写的《实践

论》和《矛盾论》，分别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角度，

论述了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惨痛教训，提

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即运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方法论。

再次，毛泽东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论断。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

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

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

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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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１８］《毛泽

东选集》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表述修改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９］５３４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毛泽东对这一表述的含义作了如下说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的统一。”［１９］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如

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不可能有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的。正如王建国在《毛泽

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１９２１—１９４５）》一文中所
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充分体现了

毛泽东的巨大理论勇气。”［２０］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际，毛
泽东非常自信地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

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

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２１］１５１６这

是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回顾中形成的结论，历史

发展的进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做结论的科学性。

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了

上述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

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

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

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

掌握了。”［２１］１５１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表明近代中国

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为马克思主义实现

中国化的客观条件），又表明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

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即为马克思主义

实现中国化的主观条件）。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革命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失败告

终的，究其原因，虽然可以从多方面分析，但不能不

说也是与缺乏科学的文化观相关联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在早期也曾经历诸多失败，是毛泽东以高度

的文化自信提出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赢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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