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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最先明确提出，并且在长期的

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教育方法

和工作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之一，具有

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宣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培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的思想

保证。同时，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主

体与对象都是人，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一种“育人”活动，

而“育人”活动的开展，又离不开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因此，思想

政治教育又具有文化性，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源

泉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其自身的创新发展，沈壮海在

《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一文中提到：“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效性，需要我们在纠正以文化性否定或掩盖思想政治教

育政治性之偏的同时，也要努力纠正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性

之偏，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品位”。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最终确立是在20世纪80年代，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却是古已有之。换言之，自阶级

社会产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就存在于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其更是以文化渗透等方式发挥着重要的

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其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并内化于其内



心深处，成为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也可

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其与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我国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源泉之一。

因此，本书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资源

结合起来，着重对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价值意

义、存在问题与原因、途径方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等进行分析和探究，以期为新时期我国思想政治教

育在这一方向更深入的创新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基础性

工作。

作者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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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非常大，其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概

念构成的。“传统”是指从历史沿传下来的精神、制度、风俗、艺

术等，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着无形但深刻的影响。“文化”从

词源上讲，在西方源于拉丁文 culture，原意为耕作、培养、教育、

发展、尊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

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中国语言系

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本

义为改易、生成、造化，二者分开使用。而文与化并联使用，最

早见于战国末年《周易·贲卦·彖传》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

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西汉以后，“文”与“化”才

合为一个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逐渐变成一个外延宽、内

涵广的概念，成为人们研究探讨的对象。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

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

面非常广泛，所以称作“大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

的社会习惯，是意识层面的精神文化，被称作“小文化”。

-- 001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在中国所创造的文化，涵盖古今。这

又引申出一个纵横发展的概念——“传统”。“传统”由“传”和

“统”两个字构成。纵向曰“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

是指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代代传下

来的“活”的东西；横向曰“统”，其有两层含义：空间的拓展性和

权威性。①

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它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影

响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最深刻的传统表现形式为先秦诸子

百家尤其是儒家所提出的各种思想，奠定了华夏民族基本的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情感态度，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

中国历史。这种生存模式和价值系统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

的形式世代延续，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内化为

人们的心理性格并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精神生活的各个领

域，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由此可以

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民族发展进程中所有的物质形态与

精神状态。纵向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我国传统社会的文

化，一般把从周秦开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称作传统

社会。横向来看，指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

和价值系统，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中的各个门类。

季羡林在《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到：：“说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中国传统道德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这话完全正确。”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也在《白虎通》里曾经说过，

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三纲六纪”。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是指儒家文化，指传统的伦理道德。

①张伟.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D].济南：

山东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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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含义

“传统”代表着一种历史沿袭与演进，有“传承”之意，而中

国传统文化则是指中华文明经过五千年的演化而形成的具有

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

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指在中国的疆域

内，中华民族经过漫长岁月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并且为中华

民族的世世代代传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它把广大中华儿女紧紧地团结在

了一起。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发展变化的，与现在的中

国一起历经现代化，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相连。

中国传统文化的涵盖范围很广，既包括诸子百家的学术研

究、琴棋书画的传统艺术、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学，又包括中国的

汉字汉语、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间工艺、地域文化、中华武

术、民风民俗、古玩器物、神话传说、音乐戏曲，甚至名川大

山。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含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内，是中国

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华与灵魂，体现着民族精神的价值。这部分优秀文化在中华

民族的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推动

作用，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也有其相对的价值，于文化思想层面

上来说，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归根结底，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即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中形成的、在促进历史的

①潘昊辉.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和应用

[D].开封：河南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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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并且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一类

思想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君子和而不同

的宽恕思想、勤劳勇敢的品德、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克己奉公

的人生态度等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

创造出的精神财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目前，我国正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体

系的构建离不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思想理念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来说，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阴阳五行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自强不息、修身

克己的思想。这四种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括与总

结，其无形地渗透在各个文化领域中，对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思

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阴阳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统一，都

是运动变化着的。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

主要是解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在大自然中生存发

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其讲究人与自然相通相应、和谐相处，

重视顺应天时，对自然保持着敬畏的态度；中和中庸思想是中

华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

有特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教人们要有忍让意识，处

理问题最好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中庸要求处理

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中和要求各方面都要和睦谐调；修

身克己的思想是指进行个人修养的构建，做人必须自觉提高自

身价值，要做到修身必须克己，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才能不断

地提升自己。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就是克己的思想体现。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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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如今科学技术

越来越发达，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被重

新审视和挖掘，对其核心思想做出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

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针。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

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

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

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

果。”我们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培育和践行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都属于国家治理体

系范畴，都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滋养。

（（一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是自古以来中国独有的、彰显中国风格气派

的、由中国这个特定的具体的环境所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人积

极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对接

起来。“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

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

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开辟出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

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

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

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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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

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

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

现实基础。”这四个“讲清楚”，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

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

造活动，是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通过吸收世界

文化精华，形成了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

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上，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互近之处。具体

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力行”思想、“治国平天下”理念、

“中庸”理论、“大同”社会理想分别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

改造世界学说、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明显的契合之

处。“正是这些相通之处奠定了中华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

化基础，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历

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①这些内在的思想会通，既为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也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提供了现实土壤。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中，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还需要中华优秀传

①任立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的纽带[J].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003）：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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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统文化的滋养。

（（二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个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在一

定阶段内都会形成与其根本制度、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并能主导

和维系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

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目标相结合，同

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并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国共

产党人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

富的思想资源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

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

方式。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一些重要内容

就是源于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源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不仅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更因为其

适合中华民族的发展并与时俱进，持久地维系着中华民族。因

此，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折射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干兴邦”的治国理念，“兼听

则明”的民主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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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社会理想，“礼法合治”的治国策略，“精忠报国”的爱国

情怀，“敬业乐群”的职业操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

善”的处世之道，“择善而从”“仁者爱人”的道德修为，这些都为

倡导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力量源

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说：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

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

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

安。”其中揭示的就是“源头活水”的道理，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发源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

健全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凸显出来。

（（三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宝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宝库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

时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

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

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

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

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这些论断，不仅

从理论层面阐释了思想道德建设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更是深刻

揭示了保持中华传统美德的优良传统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的重要价值。

道德是文化的一种，属于精神层面，以文化为载体。所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必然蕴藏着中华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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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

中华传统美德为当今中国加强道德建设奠定了基石。“2000多
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

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

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

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谈中华文明时

如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指

出了道德建设要充分借鉴中华传统美德的必要性；不仅列举了

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伟大思想家，也总括了他们影响深远的

思想理念。这种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意在强调当下在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充分汲取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厚养分，

以此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大价值。

第二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和精神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一一））崇德尚贤的伦理性崇德尚贤的伦理性

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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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道德作为其价值取向的核心，德育至上是其显著特征之一，

这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中多有记载，尤其体现在儒家经典

中。如《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召诰》

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些从社会、家族、个人等

各方面来说明德的重要功用。先秦儒家学派的诞生则将道德

教化思想提高到新的高度。儒家经典《大学》更开篇即点明全

文宗旨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

说，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使人弘扬光明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

使人人都能去污革新，最终达到并保持完美的境界。孔子的

《论语》中则不仅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德之不

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等相关言论来论及修

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对修德的具体行为要求，如：“弟子入

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孝”“悌”“信”“仁”等便都是修德的具体要求，从“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可以看出孔子将修德放在首位，而将学习知识、做学

问等放在修德之后，这自然也是在强调修德的重要性。孟子则

更加发展了孔子的德育思想，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

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不仅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

物的标志，每个人都应该遵守道德准则修养德行，还认为道德

教育对治理国家有重要意义，整个社会和国家也应该通过道德

教育来弘扬德性。儒家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则认为后天的道德

教化“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并最终达到“涂之人可

以为禹”之目标。可以说这种观点与孟子乃殊途同归。后来各

代儒家学者不断发展了这种道德教育思想，更使其逐渐走向理

论化、系统化和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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