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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文化

现象，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化的重要环节和方

面。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纷纷从文化层

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关问题，深刻地展示了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选择。
一、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思想的研究特点

（一）从文化的个性维度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外学者大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切

入研究。澳大利亚尼克奈特指出：“像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

思主义传统那样宏大而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本身就可能潜

伏着解释的多样性。”[1]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强调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又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

特点。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强调，国外目前对中国传统文

化了解仍然很不够，比如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易经》是被

当做东方宗教来学习的。
（二）从文化融合的视角透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英国

韩素音认为：“辩证唯物论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的这一过

程，正在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2]美国施拉姆指出，

毛泽东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
德国皮特·奥皮茨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

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过程，是儒

家学说促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三）多学科研究并举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

涵。国外研究者广泛借鉴、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该

问题。麦克法考尔、奇克、高德曼和史华慈等，就借鉴了文化

学、文化哲学等研究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

涵。[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则从邓小平生活的时代特征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邓小平文化思想，深入分析了中

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对青少年时期邓小平的影响。[5]英国剑桥

大学李约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异常迅速地发展

成为一门社会伦理学，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个人品

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6]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还

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毛泽东的《矛盾论》文本进行

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解读。
二、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本身

就是一种文化，参考贾斯帕·夫斯米斯、费正清、施拉姆、乔
纳森·昂歌等各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内容，国外关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思想的内涵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

象。皮特·奥皮茨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进行了

探索，他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

态联系起来。施拉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源于西方的文化

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做

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7]可见，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广泛融会外来先进文化的基

础上，推进中国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造适应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

中。美国戴维·W·张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所存在的“三种

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国外民主

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中，“中国的文化价值

观是几千年来发展的结果，国外的价值观，马克思或非马克

思的则只是在 20 世纪才进入中国”。[8]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

响最深。施拉姆比较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不

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两者产生的历

史条件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没有改变：即寻求一条现代化的

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

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美国罗伯特·库恩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的理解和

分析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过程和未来

需要的角度进行的。[9]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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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展开了研究，并就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思考，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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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的探索、阐释和论证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客观存在，不断地融入

发展变化的中国实际之中，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

向。
三、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文化渊源的研究

正如美国加州大学魏斐德所说：“思想必须在思想的来

龙去脉中才能被确定。”“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

的”。然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研究

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国外学者众说纷纭。
（一）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施拉

姆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探索中，认为毛泽东早年曾深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日本竹内浩、法国 R·加罗弟、美国窦

宗一、英国杰克·格雷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

统文化。其依据为：第一，由于中国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中国

文化和哲学始终自成一派，毛泽东的思想在语言结构上正

是承袭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传统；第二，中国哲学在传统上

无本体论的观念，毛泽东也不讨论本体论，因此他的哲学是

对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发展；第三，与中国传统强调文化

的政治化一致，毛泽东始终把文化和哲学视作政治的主要

部分和重要载体，强调文化和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
（二）国外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美国

费正清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民族渊源进行了分析，认

为在邓小平在农村中所采取的“合同制”（责任制）完全符合

孔夫子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治国策

的最新阶段。[10]俄罗斯杰柳辛则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以

及富国富民的政策完全符合关于统治者的作用的中国传统

观念。如“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

种理想社会模式。戴维·W·张则认为有必要对邓小平的改

革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信仰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他

认为，邓小平采用“中国特色”，它的由来是至少 3000 年的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11]国外学者从中国历史传统的角度看待

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然而，

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忽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而只

强调它的传统文化因素，就会使邓小平理论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12]因此，在研究进程中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

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四、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及启示

国外学者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也很丰

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国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可以通

过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价值

观评判等视角来了解和把握。如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大

卫·W·尤因提出的有关中国已经倒向资本主义的结论依赖

于他们得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违反了社会主义基本价

值的结论，“就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基层工人社团的需要和能

力为中心的体系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转型中的每一步都使

得其体系与任何朝向社会主义的有意义的进步相背离”。[13]

国外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看法总体上应该批判，

但也有借鉴之处：一是强调教育不仅应传递社会主流的文

化和价值观，而且要呈现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传递尊重文

化差异和价值多元的民主价值观，使公民能够具备跨文化

的适应能力；二是强调培养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

归宿感，不鼓励将多元价值观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强调国家

对公民教育的责任，提倡社群主义的公民教育观；三是强调

国家利益优先理念，提倡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注重公

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能力的培养。[14]党的十八大基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

前，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从战略高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广泛吸收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积极因素不断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坚持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核心就是要坚持和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

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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