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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文化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

思主义诠释中国道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在具体实践中，民族文化的参与可以通过以民族文化诠释理论、推进马克思

主义吸收优秀民族文化成果、指导民族文化实践等三种途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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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Marxism in China is by Marxist cultur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rxism， Marxist Interpretation jointly promote the China Road and so on the many kinds of factors. In

practice，the particip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can through to national cul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promote Marxism absorb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national culture，national culture guide practice of the three channels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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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应用

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

为中国的历史任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和实践同步展开。随着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中国化更是吸引了多方面的

关注。马克思主义是从众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实

践中抽象出来的基本理论，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

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

需要结合该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因此从根本

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该理论体系放

置到中国的实际环境中，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创新理论。因此，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民族文化既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也是切入口，对于

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推进民族文化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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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民族文化必须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中

（一）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

参与

与本土发展的文化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由国

外传入中国的认知和价值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

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系统之外的文化成果。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应用与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传播

或迁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发展必然需要通过和中国文化的结合来实现，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不单是指通常意义以儒家文

化为主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需要

和多种文化体系进行对接，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民族文化的参与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

创立者结合全世界发展实践而形成的抽象性理论，

虽然对世界各地的革命或建设都有指导意义，但

是这个指导意义的发挥并不是理论的生搬硬套，

而是在和各地具体实践相联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简单而言，马克思主义由众多实践抽象而来，在

其指导实践时，必然要回到实践中去，才能为各

地民众所熟知和理解，并能和各地实际情况保持

一致，对具体地区的实践发挥指导意义。[1]我国少

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等因素制约，各地少

数民族无论是在历史发展、文化基础等方面都有

自己的特点，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民

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时，必然需要通过民族文化来

导入，使其大众化发展，才能在民族地区充分发

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传播开来。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需求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有

理论观点也有方法论，其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

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对相关

理论进行创新并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后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产物，中国革命建设也

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才取得了各种成

就，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

也是时代环境变迁下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相较

于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民族关系处理等

问题，民族问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民

族问题的解决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理论创新必然要结合民

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只有这样，相关理论

的创新才能对民族地区的问题解决具有科学的指

导意义。民族文化是民族民众智慧经验的结晶，

凝聚了民族民众思想文化，也是民族历史发展的

记录，是民族实际情况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中的民族理论创新必然要和民族文化相结

合，使民族文化参与到理论创新过程中，才能使

这种理论创新更加科学。[2]

（四） 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用马克思主义诠

释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我国众多民族共同来开

拓的，也是我国众多民族共同实践的道路。马克

思主义对中国道路的诠释必然要涉及到各民族对

中国道路的实践。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民众实践

的总结和归纳，是民族实践的升华，体现了民族

实践成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道路的实

践中，必然要把民族文化纳入其中，使民族文化

成为中国道路实践的例证和说明。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参与

的基本路径

民族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影响，

但是一个是一种地方性文化，一个是普遍性理论，

民族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参与可以通过以

下路径来实现：

（一） 以民族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中国化，是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指导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过程，而这

个指导意义发挥的前提必然是要为少数民族民众

所理解，才能为少数民族民众真正从思想上接受，

而少数民族民众的接受，一方面取决于这种理论

内容能够被民族民众理解，能够引起少数民族民

众的兴趣；另一方面还在于这种理论能够以少数

民族民众喜闻乐道的方式来普及，只有这两点同

时做到，科学理论才能切实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从内容上来说，在上述分析中提到，马克思主义

是抽象于众多实践的理论，因此这个理论自然是

和具体实践的形象性、具体性不同，理论内容较

为抽象、深奥，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

而对于少数民族民众来说，要从思想上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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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身实践距离遥远的理论内容就是一个难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中国化过程首先是

要解决少数民族民众对理论的把握问题。对于这

个问题的解决必然要通过民族文化参与来实现，

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民众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

的文明成果，虽然这只是特定民族在特定环境下

的知识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生成，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民族文化中也形成了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生

存发展的知识经验，这些经验对全世界人类发展

都有借鉴意义，同样作为人类智慧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有相通之处，虽然这种相

通之处可能表现方式并不一致，但是在思想内容

上是一致的，如少数民族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实

践中得来的民族平等团结知识经验等，都和马克

思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可

以用民族文化中对应的内容来进行，相较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民族文化更容易为少数民族民众所

理解，在民族文化的过渡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相关内容自然容易为少数民族大众所理解。
就理论的传播方式而言，当下的马克思主义

传播路径主要是理论宣讲，比如各类学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各类媒体的宣传等，这种方式虽

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缺乏民间性，不能很好地在民间传播推广。
同时相关方面的理论宣讲往往都是按照课堂教学

的方式进行理论灌输，而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

主义是抽象于众多实践的理论体系，单一的理论

讲解自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学习更加枯燥。从民族

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民族民众往往有自己

的传播方式，各种说唱、节庆都是少数民族民众

熟悉又感兴趣的信息来源，相较于马克思主义课

堂教学的生硬、呆板，这些民间方式用语通俗，

方式生动、形象，更容易为少数民族民众所理解

和接受，也更容易在民族范围内传播。由此可见，

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民众的天然亲和性，使得其

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更加生动，更有利于少数民

族民众的传播和接受。[3]

（二） 融合民族文化优秀成果

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

主义搭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框架，但是由于

时代不同，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状况不同，马克

思主义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才能使理论

具有时代生命力，同时也能使理论对特定区域民

族民众产生更为确切的指导作用。而这一点需要

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吸收世界各地人类文明成果。
虽然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民族文化的

发展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水平线上，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也形

成了许多优秀的文明成果。首先在社会理想上，

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历史起源上都把各民族视为统

一起源，以此为基础提出各民族要平等相待，如

彝族的创世神话等，把汉族、藏族等各民族视为

统一起源，这种起源上的平等性实际上蕴含了少

数民族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的社会理想，而这种

社会理想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

思想。其次，在道德伦理上，为了维持民族内部

的和平安定，形成一个有序的秩序空间，大多数

民族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对民众

在亲人、朋友、邻居等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

和引导，重视德育一直是少数民族突出的特点，

因此还形成了《玛牧特依》、《福乐智慧》等专门

进行德育的道德典籍。由于少数民族民众朴素的

本真智慧，这些民族道德伦理思想跨越时空，对

现实道德伦理发展仍然有极好的促进意义。再次，

在生态思想上，重视生态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重

要思想文化，由于历史、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

国内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于生态脆弱地区，在少

数民族民众与恶劣自然环境长期的依存中，各少

数民族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伦理观念，从

今日对生态环境破坏而倒逼民众保护生态意识观

念的重现，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态伦理观念进步性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观念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民

众对自然的崇拜而形成，但是在根本上和现代社

会生态保护的潮流是一致的。最后，在价值观念

上，价值观念是每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不同的价

值观念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民族的历史实践

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虽然有

些价值观念是相通的，但是同时也有部分价值观

念是少数民族特有的价值意识，也形成了各民族

特殊的行为习惯和模式。少数民族特有的价值观

念是少数民族民众在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智慧

经验的总结，也是少数民族民众对特定环境的适

应，并经过代代传承而最终成为少数民族民众的

价值观念标准和行为准则。由此可见，少数民族

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念、生态和谐意识、价值观

念等思想文化都是少数民族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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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必然要

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吸收与融合，才能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更为完整的丰富和发展。
（三） 指导民族文化具体实践工作

马克思主义指导民族地区的具体文化工作也

是民族文化参与的重要方式。[4]民族地区的工作包

括政治、经济、卫生、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马

克思主义对民族地区的实践指导自然也是对各个

领域工作的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需要马克

思主义的文化观来指导，发展性、实践性、人民

性都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基本认知，倡导人的

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价值导

向。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是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

的文化发展，无论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还是

民族文化的产业开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民族

地区的文化实践指导需要结合民族文化的具体实

践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是以人为本

的文化，在具体实践中，便是民族文化的建设要

从少数民族民众的利益出发，为少数民族民众服

务，马克思倡导世界视野下的文化，因此民族文

化的建设便不能只是局限在民族内部的建设，而

是要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形成民族文化的进

步战略，另外马克思主义注重多样丰富的和谐文

化，因此在民族文化的建设中，便需要注重民族

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并注重文化的和谐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应该是科学的理性的文化，

因此民族文化的建设必然要发展精华，剔除糟粕，

使真正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得以保护和发展。无论

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中，还是在民族文化的

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发挥主要是通过

各种文化方针政策来推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民

族地区的文化实践指导实施便是通过结合民族文

化的具体情况设计各种理论方针，在因地而异、
因民族文化而异设计的民族文化方针政策中，民

族文化自然便会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

中国化进程。相较于以上两种参与方式或路径，

民族文化的具体实践参与是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为重要的参与方式，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文化

实践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经验和体悟。
结语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

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自然也包括在民族地区的中国化。文化是

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中国化推进自然

免不了民族文化的参与，对于相关文化的合理吸

收和利用，可以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同时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是需

要注意的是，民族文化既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提供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同时也可能促使

部分以民族文化为幌子的保守主义思潮泛起，对

于相关问题的处理，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才能

使民族文化的理论参与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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