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7 日第二单元社会读者群精彩发言集锦 

7 月 1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琳教

授在“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活动

第二单元社会读者群分享《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文武之道》（主讲人韩星，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第二单元读者围绕“文武

之道”展开讨论。 

财政部崔永涛：昨天听韩星教授讲课，很

有受益，也有很大遗憾。受益是了解了传统文化的文武之道的内涵和

发展，梳理得很清晰，引经据典，谈史论今，内容丰富。遗憾也很多，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文道精髓是什么，好像并不清楚。特别是从最后

韩教授推荐书目看，更是散漫无据。二是中国近代衰落只是因为武道

不兴吗？那为什么近现代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显然文道也出了

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更大。三是中国坚持传统的文武之道，就不会有

近现代百年屈辱了吗？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又是可有可无的？当然，

受课时限制，不可能一下讲清楚。但这些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不可不

深究的。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可能是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而不是以博大精深大而化之。这是深入研究学习的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梦辰：同意崔老师的看法，我们今天讲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无法回避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的，二者

绝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所谓的“西学”，而是任何国家民族结合



自身实际都适用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指引下领导人民实现了自身解放、挽救了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 

其次，回顾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重重的中国近代史，

在当时，旧传统文化不仅无法解决各种时代难题，反而成为了阻碍中

国走向进步的一个思想桎梏，它是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的。 

最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例如，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实践观和儒家的“民贵君轻”、“经世致用”

等就存在共同点，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十分丰

富的思想养料。 

总之，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不可一昧否定其价值，

也不宜过分夸大其在思想领域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