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17 年第 1 期

[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17）01 - 0122 - 03

浅谈新形势下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价值                                                                               

○ 李国喜 牛安生

[ 摘 要 ]党员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和党性修养的培育，都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从而提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成效。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提升共产党人

改造世界观、促进道德教育、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成效。在此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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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和重

大课题，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党的理

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

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可以提高党

的思想建设的成效。

一、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理想

信念教育提供支撑

理想信念扎根于人的世界观层面，坚定理

想信念就是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

就是使自己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看法符合事

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过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

敬畏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重要内

容，也是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

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

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

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

［1］《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3 日。　

思想”［2］等，无论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人类社会天下为公的发展趋势，还是以人为本、

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等，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

的光芒。这些思想可以为广大共产党员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良好的思想

借鉴和文化支撑。

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党内

道德教育提供营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

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

个根本、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并特别强调，

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

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

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

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3］。习近平指出，“道

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

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4］。

道德建设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基础，一

个缺乏道德修养的共产党员根本谈不上共产主

义理想。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干部明大

［2］《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3］《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　

［4］《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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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守公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

的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这些也正

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

理想信念不会与生俱来，道德修养也不可

能一劳永逸。即使理想信念坚定的同志，如果

放松世界观改造，放松道德修养，也可能会蜕

化变质，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因此，提高道德

修养是理想信念教育中的永恒课题，需要通过

学习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努力改造自

己，不断用中华传统美德加强自身的道德实践，

筑牢党的思想建设的道德根基。

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提升

党性修养提供内容和方法

始终重视和加强党性修养，是党的思想建

设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把党员的党性修养和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许多成

功经验。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

了大量中国古代圣贤关于修养的名言名句。例

如，在吃苦磨练、自省自警的自我修养方法方

面，引用了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在强调自我反省时，引用了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的话，还把能够做到“慎独”看作是党员修养

的重要方法和标准。

习近平也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

性修养的要求中。例如，他强调学习时要借鉴

古人，并指出“我们的先人有许多勤学苦读的

动人故事，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

等等，一直传为美谈，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值

得记取”［1］。他还多次引用孔子“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名句，

激励领导干部努力学习和反思，并要求“各种

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

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2］。同时，习近

平还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古人格物致知的修养

方法。他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

［1］《学习时报》2012 年 9 月 10 日。　

［2］《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3 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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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关于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强化共产党员的党性

修养，对于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具有重要作用。

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正确认识和处理

好三个关系                   

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

主义的关系。弘扬传统文化不是“以儒家思想

代替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儒化共产党”“去

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是靠

马克思主义起家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共

产党，如果以儒家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党的性质就改变了，这是决不允

许的。

强调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推进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决不是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更

不是要重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及其他优秀传

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切合点，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深

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为了更好地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不能走“全盘西化”

的道路一样，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决不能代

替或抛弃马克思主义，走上“全盘复古”的路子。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

文化的关系，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思想，科学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

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具生命力。

其次，要正确处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

批判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必须

区分和辨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既不

能一概否定和抛弃，也不能全盘肯定和吸收。

习近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

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

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让 13 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

［3］《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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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

的重要方法。

第三，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

济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时

代的东西，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不能相融合的。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

因此，任何时候中华民族都不能没有传统文化，

发展市场经济也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在市场

经济环境下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对

传统美德和市场经济两个范畴既区别对待，又

相互协调。

［1］《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　

［2］《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5 页。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对新形势下党的思

想建设依然有这样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文化

必然首先是民族的，脱离民族就没有所谓文化。

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人民最喜爱、最容易接受

的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也是我们进

行教育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作为

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

民族的每一个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精神

生活的重要支柱。实践证明，有深厚传统文化

底蕴的共产党员，更能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

化渗透，更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作者李国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

院长；牛安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陕西

延安 716000〕

（责任编辑：刘志辉）

《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12 期要目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期刊工作                             

                                                               （高永中）

    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观照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体会                                            

                                                               （张士义）

    计划供应时期军用粮食票证的制度演进

      ——基于河南省的个案考察（1953—1993）                      

                                                               （田锡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账外资金和物资的清理                        

                                                               （邢和明）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组织关系的重建

       ——以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         （李  里）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分离作战计划述论                         （黄珍德）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国语统一”的思想 

    争论——兼论中共领导下文字改革的理论

  话语与策略转向                              （崔明海）

影响当代民间史料价值的若干因素探析                                

                                                            （张学见）

永嘉包产到户回溯

  ——访戴洁天对话辑录                  （张  茜）                                    

三线建设与贵州省城市化                  （周明长）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突破的

    思想理论基础                                 （黄一兵）

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有关的俄罗斯档案

    现状介绍                                         （孙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