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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李大钊的儒学观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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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李大钊不仅是当时传播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棳也是儒家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棳不仅在其

所著文章中宣传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棳更在实践中践行着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精髓暎探讨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待儒学的态度棳不仅能真实地反映出李大钊对待儒学棳乃至整个中国

传统文化的态度棳而且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暎
关键词椇李大钊椈马克思主义椈儒学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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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长期以来棳学术界对李大钊早期棬棻椆棻椆年前棭思
想与儒学的关系研究较多栙棳而对于李大钊成为马

克思主义者之后棳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关注相对较少棳
而涉及到李大钊后期思想的研究论著中棳在此问题

栙 暟在共和的第一年棳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实际上是儒家道德观念和西方改良宪政理论的混合物暠暎参见椲美椵莫里斯暏
迈斯纳椇暥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暦棳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棻椆椄椆年版棳第椆页暎刘桂生先生论述了李大钊早期政治思

想中所蕴涵的儒学成分暎参见刘桂生椇暥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暦棳中国青年出版社棽棸棸棸年版棳第棽棻椄棴棽棽棿页暎有学者指出棳暟把
暜五四暞视为暜断裂暞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暠暎参见彭明椇暥彭明文存暦棳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棽棸棸棿年版棳第棻棾椂棴棻棻页暎暟对传统

儒学的继承暍创新暍超越方面棳李大钊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暠暎参见吕明灼等著椇暥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暦棳齐鲁书社

棽棸棸棿年版棳第棾棻椄棴棾椂棽页暎暟李大钊在思想内容上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棳如椇提倡科学的态度与思想方法等暠暎参见

朱成甲椇暥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暦棳人民出版社棻椆椆椆年版棳第 棽 棴 棿椃页暎暟李大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后棳进而再

去谙悉西学棳在中国各项事业上显示出特殊的优势暠暎参见朱成甲椇暥李大钊传棬上棭暦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棽棸棸椆年版棳第棾棽
页暎暟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攀升时期棳李大钊所写的文章中棳暜大同暞等词汇是经常出现的暠暎参见蔡乐苏暍王
宪明椇暥论中共创始人思想中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因素暦棳暥教学与研究暦棽棸棻棿年第 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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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普遍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棳有的甚至错误的认为棳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棳便暟全盘暠否定包括儒

学在内的中国一切传统文化栙暎有鉴于此棳本文将

重点对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待儒学的态

度的变与不变进行考察分析棳以期对李大钊成为马

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儒学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棳以及

其思想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更为客

观暍科学的认识暎
一暍科学的孔子观

李大钊在新旧思想交融时期棳对孔子及儒学采

取了比较客观暍科学的态度棳形成了科学的暟四维暠的
孔子观暎

一是实在的孔子棬孔子的历史棭椇实在的孔子是

暟孔子之本身暠暎李大钊在暥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暦一
文中指出棳孔子对于其所生活的时代来说棳是那个时

代所产生的暟圣哲暠棳也代表着春秋时期的道德暎每一

位暟圣哲暠的思想都要受到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棳受
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棳暟圣哲暠的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了

其所生活时代的烙印暎孔子生活在专制社会棳所以孔

子思想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专制社会的道德棳暟亦确足

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暠暎椲棻椵棿棽椆孔子思想受

其生活时代的制约棳本身固然有其局限性暎社会在不

断发展棳时代在不断进步棳孔子思想中的负面影响棳也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暎这就是实在的孔子暎

二是历史的孔子椇与暟实在的孔子暠不同棳历史的

孔子则是被历代统治者不断改造棳来维护封建统治

的孔子暎暟汉暍唐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棳与宋暍明时

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棳已竟不同了椈宋暍明时代人们

想像中的孔子棳与现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棳又不同

了椈十年以前棳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棳与今日我自己

想像中的孔子棳亦不同了暠椲棽椵棽棾暎李大钊用了三个

暟不同暠阐明了孔子及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棳不
断地被统治者暟修改暠棳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孔子暎在

历史的各时期棳董仲舒暍二程棬程颢暍程颐棭暍朱熹等都

曾经改造过孔子椈民国初年棳历史的孔子又被袁世凯

等改造棳成为复辟帝制的思想工具暎李大钊之所以

要揭示出暟历史的孔子暠棳是要暟揭露几百年来统治者

和官僚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一切伦理原则和制度棳即
揭露根据孔子原来的理论或冒充采用了这种理论而

制定的那些不平等原则和制度的虚伪和残酷暠椲棾椵棾棻棻暎
李大钊认为暟历史的孔子暠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

经二千多年棳并在人的心灵中根深蒂固棳并不是孔子

暟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暠棳而是因为暟历史的孔子暠适
应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农业经济棳这是暟历史孔子暠存
在的基础暎孔子思想暟是中国大家庭制度上的表层

构造暠椲棿椵棻椄椃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以家庭为

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是孔子思想的深层次的社会根

源暎这就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暟历史的孔子暠之所以

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暎
三是世界的孔子椇李大钊认为棳孔子如同西方的

暟圣者暠苏格拉底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暎孔子思

想不仅仅支配中国人的心灵二千多年棳暟日本暍高丽暍
越南等国暠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暎可见棳孔子有着

世界性的影响暎暟日本暍高丽暍越南等国暠之所以受到

孔门伦理的影响棳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农业经济组织

与中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暎在暟打孔暠声浪持续不断

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棳李大钊能提出暟世界的孔子暠的
观点棳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且富有远见的棳反映了

李大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暎
四是未来的孔子椇孔子以暟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

之力暠暟日新之旨暠的目的在于暟创造新国民之新历

史暠暎在李大钊看来棳孔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棳存在

着创造暍创新的成分棳可以做为新文化中的重要资

养暎孔子产生于春秋末期的中国棳现在的中国同样

也可以产生出像孔子一样的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伟

人暎李大钊指出棳与其过分地暟怀古暠棳还不如积极地

暟畅想将来暠棳暟古时暠与暟今世暠都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棳
创造出未来的黄金时代才是 重要的棳从而创造出

中国未来的孔子暎
四个维度的孔子棳亦即四个层次的中国文化棳其

中的三个层次是令人尊敬棳给人激励棳让人向往的暎
只有第二个层次棳即被历代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

那个暟历史的孔子暠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棳亦即那些试

图以孔子及儒家思想来控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统治

暏椆暏

栙 史华兹认为椇暟二十世纪中期棳中国成了与过去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社会暎暠林毓生认为椇暟如果从历

史角度对五四时期作一回顾棳我们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特色暎暠详见

椲美椵林毓生椇暥中国意识的危机椇暟五四暠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暦棳贵州人民出版社棻椆椄椂年版棳第棻页暍第棽棿椂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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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棳是需要暟打倒暠与暟批判暠的暎李大钊对孔子不同

层次的区分是非常科学的棳从而把儒学中的精华与

糟粕区分开来棳使儒学在批判中得以继承棳在继承中

得以发展暎
二暍对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

著名历史学家刘桂生先生认为棳暟作为伟大中华

民族杰出人物的李大钊棳他的人格暍思想暍精神基本上

由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熔铸而成暠椲椵棽棻椄暎对于李大钊来

说棳儒家思想已内化于心棳外化于行暎李大钊所著文

章的字里行间棳都渗透着儒家文化暎本文将从如下几

个方面来探析李大钊对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暎
第一棳家国天下的情怀暎无论是在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过程中棳还是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棳李大

钊一直在践行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暎李

大钊的一生暟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暠棳 后献出

了年轻的宝贵生命暎李大钊一生以暟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暠指导着人生实践暎在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

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暦一文中棳李大钊对孔子政治哲学

中暟一以贯之暠栙的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暠栚的道德

体系进行了客观评价暎
李大钊认为暟宇宙进化的大路棳只是一个健行不

息栛的长流棳只有前进棳没有反顾暠椲棿椵棻棿椂暎李大钊在

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棳正是以这种暟健行不息暠暟只
有前进棳没有反顾暠的精神传播马克思主义棳发展中

国革命事业暎李大钊更是以实际行动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暟士不可以不弘毅棳任重而道远暠椲椂椵棻棸棻进行了

好的诠释暎
第二棳大同思想暎暥礼记暦是儒家经典之一棳提出

了暟大同暠思想栜暎暥礼记暏礼运暦中所描述的暟人尽

其才棳物尽其用暠的暟大同暠社会的构想棳在李大钊的

文章中频频出现暎在暥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暦一文

中棳李大钊论述了人类进化的轨道棳就是要通过暟世
界大同的通衢暠达到世界思想联贯的脉络暎在个性

解放的同时棳还暟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暠暎在世

界大通的今天暟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棳都是新生活

上暍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暎暠椲椃椵棾椆椃当世界人类组织的

联合棳国界被完全打破棳人类所期盼的世界大同也就

随之而来暎
暥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暦一文曾发表于暥新潮暦第

棽卷第棽号上棳李大钊认为现如今所需要的道德是

暟人的道德暍美化的道德暍实用的道德暍大同的道德暍
互助的道德暍创造的道德暠椲棿椵棻棿椂暎李大钊把暟大同思

想暠与理想暍信念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棳用暟大同暠
这一朴素思想描述未来的中国社会暎

第三棳友爱的观念暎暟仁暠栞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暎
孟子主张暟仁者爱人棳有礼者敬人暠椲椂椵棽椄棿棳暟仁棳人心

也暠椲椂椵棾棻椂暎人类应该暟相爱暠与暟互助暠是暥阶级竞争与

互助暦一文中棳李大钊着重论述的 主要观点暎暟协
合暠与暟友谊暠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棳所应该遵循的普遍

法则暎在李大钊看来棳人类社会的生活从未摆脱这

个普遍法则的支配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暟是协合暍
友谊暍互助暍博爱的精神暠椲椃椵棿椄棸暎他认为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基础是暟相爱互助暠棳人类的生活不是永无休

止的争斗与掠夺棳而过着暟互助着暍友爱着的生活暠才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暎

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暦是李大钊的著名篇章棳同
时也标志着其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暎在该

文中也可见暟互助暠思想暎认为即使是在暟阶级对立暠
的时期棳暟互助暠的思想一直存在棳因为被暟经济构造暠
所毁灭棳所以不能够实现暎到了经济建立于人类互

助的时期棳暟伦理暠的观念不被暟经济构造暠所毁灭暎
从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到经济构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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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第棽期 胡庆祝椇五四后李大钊的儒学观再认识

于人类互助的时期的过渡棳需要暟伦理的感化暠暟人道

的运动暠棳以此来暟刬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棳
所养的恶性质棳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暎暠椲棿椵棽棽棴棽棾

李大钊主张暟物心暠两方面的改造棳暥暟少年中国暠
的暟少年运动暠暦一文在强调精神改造和人道主义精

神的同时棳阐述了宣传暟互助暠暟博爱暠的道理暎尽量

去调动和发挥人们创造的热情棳用友爱的生活代替

互相残杀的生活暎暥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暦一文中棳
也强调人类应该向着光明一路前行棳应该有暟爱他暠
暟牺牲暠暟忠信暠暟正直暠暟公平暠等德性暎

第四棳儒家的修养观暎儒家文化重视人生修养暎
李大钊认为孔子的思想棳对于今天仍有价值棳这种价

值的作用不容轻视暎暟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

之修养棳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暠椲棻椵棿棸棾暎在转变成马

克思主义者之后棳李大钊在其文章中也一直发扬暟孔
子固有之精华暠并将儒家思想的精华暟发挥光大暠暎

李大钊在暥史学要论暦中充分发扬中国儒家文化

中的对自身修养与人格思想棳并对暟温故而知新暠做
出了解释暎李大钊认为暟温故暠与暟知新暠绝不是相互

孤立棳互不影响的棳而是相互依赖暎暟温故暠作为暟知
新暠的手段棳而暟知新暠则是暟温故暠的目的暎李大钊以

整理历史材料为例棳认为重新整理历史材料是暟温
故暠的过程棳在暟温故暠的过程中自然也可以得到新

知暎也可以用日新月异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暎暟暜故暞
的是事实棳暜新暞的是知识暎暠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与

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暎人类对世界认识与探

索的同时棳要不断地暟温故事实暠棳才会有所创新棳涌
现出新的真知灼见暎所以暟史学的成立棳于人生修养

上很有关系暠椲棽椵棾棿暎
在暥论语暏阳货暦有这样一段话椇暟子曰椇小子棥

何莫学夫暥诗暦椏 暥诗暦可以兴棳可以观棳可以群棳可以

怨暎暠在暥史学与哲学暦一文中棳李大钊认为文学对人

生修养与人生境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棳暟诗可以

兴棳可以怨棳又说棳兴于诗暎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

社会的感情的棳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暠椲棽椵棽棸棾暎认为哲

学可以让人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目标或者观念棳这样

才不至于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绊住前进的脚步棳这
对于人生是非常有好处的暎在暥史学与哲学暦中棳李

大钊认为学习知识棳是提升自我修养的过程暎知识

的 重要的用途暟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棳人们

要 过 优 美 的 高 尚 的 生 活棳必 须 要 有 内 心 的 修

养暎暠椲棽椵棻椆棿暎因此棳史学暍哲学暍文学与人生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棳可以启迪人生棳滋润人心暎
第五棳暟刚健有为暠的人生观暎李大钊不仅仅是

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棳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棳暟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和人格魅

力棳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

境下得以迅速传播暠椲椄椵棳从而棳中国人找到了拯救国

家和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暎李大钊的暟出色工作和

人格魅力暠也正体现其暟刚健有为暠的人生观暎
李大钊充满正义感暍正能量的青春人生观棳与儒

家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暎其青春

的人生观与暟匡时济世暠暟忧国忧民暠的家国情怀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暎李大钊曾指出暟孔子云椇暜舜何人也棳
予何人也棳有为者亦若是暎暞是孔子尝示人以有我矣暎
孟子云椇暜当今之世棳舍我其谁暎暞是孟子亦示人以有

我矣暎真能学孔孟者棳真能遵孔孟之言者棳但学其有

我棳遵其 自 重 之 精 神棳以 行 己 立 身暍问 学 从 政 已

足暠椲棻椵棽椃棿暎李大钊主张从暟物暠与暟心暠两方面对社会

进行改造暎
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的不断

深入棳其更加注重对青年人生观的培养棳把暟刚健有

为暠的人生观提供给青年棳贡献于社会暎棻椆棻椆年棾
月棳发表于暥晨报暦的暥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暦一文棳告
诫青年人棳在新世纪的晨钟敲响之时棳要尽早地确定

自己人生的方向棳实现人生价值暎李大钊以豪迈的

激情告诉青年人棳寂寞中可以产生光明棳萧瑟的冬天

也能孕育着暟一年中 华美的春天暠棳暟寂寞的暗夜暠
一定会发见出暟一日中 光耀的曙色暠棳黑暗中孕育

着创造与光明暎李大钊暟刚健有为暠的人生观中把青

年暍社会暍责任暍担当紧密地结合起来暎李大钊对新

时代的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棳认为新时代的青年

人暟单 单 做 到 暜独 善 其 身暞栙暍暜洁 身 自 好暞栚 的 地

步暠椲椃椵棿棿棸是不能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暎李大钊认为

青年人要有责任意识棳其人生观已超越中国儒家文

化的人生观境界暎李大钊把青年看作是社会的医

暏棻棻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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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棳认为青年人应该以拯救社会棳创造新世界作为己

任暎呼吁青年人应该把心放在暟坦白清明的境界暠棳
用光明去驱逐暟大千的黑暗暠暎只要光明暟永不灭绝暠
一定会驱走人世间的黑暗暎向着光明前行棳是人类

暟向上的自然动机暠暎李大钊深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

人生观棳也是时代所热切需要的充满着正能量暍正义

感的人生观暎
在暥论语暏子罕暦中有这样的记述椇子曰椇后生可

畏棳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椏 李大钊把这句话视为经

典棳在暥今与古暦一文中棳也用同样的话来激励青年

人暎李大钊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暟舍我其谁暠暟当仁不

让暠的精神棳只有这样才会有无穷的创造力棳才能改

变现在的世界棳也才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暎
第六棳节俭的思想暎李大钊对儒家的暟节用而爱

人暠椲椂椵棿椂暍暟礼棳与其奢也棳宁俭暠椲椂椵椆的为政之道持肯

定态度暎棻椆棽棸年棳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暥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暦时棳多次引用暥论语暦暥孟子暦中的

名句来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暎暥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之特点暦一文棳李大钊论述了西方经济思想

与东方经济思想的不同之处棳认为西方的经济思想

注重暟适用与足用暠棳而东方的经济思想注重暟节用与

俭用暠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暟受了自然环境的影

响才有这样的不同暎自然的赉与啬棳故人间的欲望

奢棳欲望奢则必竭力以求应欲而尽用椈自然的赉与

丰棳故人间的欲望小棳欲望小则必竭力以求寡欲而节

用暎这是东西洋经济思想不同的特点暠椲棿椵棽椄椂暎
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棳李大钊成为马克思

主义者之后棳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与民族

危亡的思想武器的同时棳依然能够把儒家文化的优

秀成分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暎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

此点棳不仅仅是因为李大钊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

熏陶与影响棳更重要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

有着合理的因素与在新时代生存的强大的生命力暎
李大钊把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新时代赋予了

新的生命力棳有着若干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东西暎
三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儒家文化

与一般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有所不同棳李大钊

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传统儒家文

化存在的原因暎
第一棳用唯物史观阐明了儒家文化存在的原因暎

李大钊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存在棳是因为中

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存在暎按李大钊的论

述棳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椇大家

族制度适应了中国农业经济的需要棳也正是中国二

千年来社会存在的基础暎建立在中国这个大家族制

度之上的政治暍道德暍风俗等棳也可以说棳它们是大家

族制度的 外层的表象暎
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在中国延续千年棳是因为农

业经济为其提供了得以存在的基础棳因为孔子学说

是中国大家族制度表层上的具体体现暎儒家文化在

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一直与各历史时期的变化暍中国

社会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棳儒家文化之所以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棳是因为顺应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社

会发展的要求暎
正如恩格斯说过的棳暟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

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暠椲椆椵暎所以棳永恒

的道德是不存在的棳社会经济状况变化了棳道德也与

之变化暎李大钊用马克思理论分析了儒家文化在中

国盛行的原因暎
第二棳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深

层原因暎李大钊指出棳儒家文化道德观念会随着经

济变动而发生改变暎经济变动了棳以经济为基础而

存在的道德也会随之变动暎
李大钊首先阐发唯物史观的核心棳以此作为自

己的分析的基础暎因为中国几千年的经济体系逐渐

地被打破棳旧的思想也逐渐地不适应其发展棳新的思

想才能进来暎李大钊对新思想充满信心棳同时也告

诫那些暟钳制新思想的人暠棳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是

一去不复返了棳所以适合于闭关自守生活的旧思想

也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了暎新思想不是人为的棳凭
空造出来的棳而是应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应运而生棳
新思想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棳适应了新的经济形势棳有
着强大的生命力暎

随着东南壁垒坍塌棳近代中国在政治暍经济方面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棳暟孔门伦理暠所依赖的

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棳从而也使中国的思想界产生

了一次强烈震动暎对旧思想批判继承的同时棳需要

接受新思想棳完成近代思想的暟新陈代谢暠棳从而找出

拯救国家暍民族的思想武器暎李大钊正是在寻找拯

救国家暍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的同时棳对中国儒家文

化的精华部分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暎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棬下转第棽棸页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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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棳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知行合一是需要用暟做人的全部代价暠来支付的良

知的选择暎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暟结局与开始暠暎
知行合一显示着王阳明哲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椇

抗拒口耳之学棳坚持身心之学暎这看似简易棳做到却

着实难暎知行合一强调把知落实到行上棳针对的是

整个官学体系及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现行做法棳挑战

了通行的借圣学来谋取高官厚禄的学风士气棳正如

他在暥书林司训卷暦中所说椇
暟逮其后世棳功利之说日浸以甚棳不复有明德亲

民之实棳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棳相规以伪棳相轧以利棳
外冠裳而内禽兽棳而犹或自以为从事圣贤之学暎如

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棳呜呼其难哉棥 吾为此惧棳揭知

行合一之说棳订致知格物之谬棳思有以正人心息邪

说棳以求明先圣之学暎暠栙
王阳明认为功利世风之所以能相扇成习棳盖在

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棳都可以暟将知行截然分

作两件事暠棳人成不了暟真切笃实暠的人棳国家也拔不

出暟真切笃实暠的人才暎满街头顶圣贤大帽子的衣冠

禽兽棳逢场作戏棳假人言假事暎王阳明虽为暟吃紧救

弊而起暠棳但他自信暟知行合一暠之说棳并非权宜之计棳
是把握了本来如此的暟本体暠之论暎

棬责任编校椇李亚平棭

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
棬上接第棻棽页棭组成部分棳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暎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儒家思想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棳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暎暠椲棻棸椵暎儒家文化是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棳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宝贵的精

神财富暎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要暟对传统文化

进行科学分析棳取其精华暍去其糟粕棳而不能采取全

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暠棳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棳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暠椲棻棻椵暎只有对待传统文

化持科学态度棳才能深刻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次的内在联系暎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棳在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同时棳一直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棳其对

待儒学的态度影响深远暎暟取其精华暍去其糟粕暠是
自李大钊开始棳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儒学棳乃至整个中

国传统文化一直采取的暟一以贯之暠的科学态度暎坚

持从中国博大精深暍源远流长的文化中汲取精华棳使
马克思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

中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棳成为

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重要滋养棳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暟中国

梦暠的力量源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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