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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知行学说深刻强调亲身力行的重要性，其影响力跨越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同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理念。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在实践观念上存在

内在的契合与相通之处，比如它们都关注相同的研究领域，并采用相似的思考模式。该研究详

细阐述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各自特点，分析当前时代背景下两者融合的必要性与

价值，并尝试提出具体的策略建议，旨在探索两者结合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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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profoundly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onal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e has spann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Similarly, Marxist
epistemology also contains rich practical ideas. To some extent, there are inherent connection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ir practical concepts, such as their focus on the same research fields and the use of similar
thinking patterns. This article aims to elaborat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value of their
integr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and attempt to propose specific strategic suggestions, with the goal of
exploring feasible paths for their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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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渗透在人们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研究和对比

儒学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对比

2.1 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共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能够在文化背景、社会环境

完全不同的中国扎根并壮大，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的精神内核有会通之处[2]。一是研究范畴相同，实践与认识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对重要范畴，知与行是中国传统知

行观的一对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实践的观点引入

其认识论中，从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检验真理

的标准等方面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进行论述，中国传统知行

观也在这几个方面对“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等问题阐述

知与行的关系，因此可以看出二者在研究基本范畴以及关系

上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二是思维方式相似。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对理论自身的反思和对外部世界的批判体现马克思主

义哲学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和

借鉴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等先前哲学家一切合理因素，完成

了自身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传统知行观对理论自身的反

思与批判性，促进了自身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在两条认

识论路线的不断交锋与批判中，我国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论

述愈加清晰。所以二者在这一方面具有一致性，都对前人理

论进行不断总结，并且对合理内核进行继承和扬弃，促进理

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2.2 儒家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差异

尽管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通之处，但始

终同中有异，且以异为主[3]。一是理论目的不同。马克思主

义实践观将实践的观点引入了认识论领域，不仅实现了认识

论的伟大变革，进而说明了马克思实践观以改造客观世界为

最终目的；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客观世界存在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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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传统知行观则侧重于从特定阶级视角出发，将个

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实践视为终极追求，而未对外部世界的

本质进行系统性探讨。二是理论视角不同，马克思主义实践

观是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探讨实践与认识的

关系，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在认识

论的指导下不断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国传统知行观由

于阶级的局限性，并未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其发

挥的作用无法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贡献

相提并论，中国传统知行观对知行的探讨主要目的是维护封

建阶级统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这说明二者从各自阶级

利益出发，站位不同，所以研究视角具有差别性。

3 儒家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合的价值意

蕴

3.1 推动完成各自文化使命

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并深深扎根，它必须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理

念。自其诞生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持续展现蓬勃生机，

并对全球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核心在于其内含的马克思

主义实践观这一科学理论的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

中国行，是历史、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4]。比较而

言，儒家知行观更有必要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合。儒家强

调知行合一，倡导人们追求真理，这一思想深刻地塑造了古

代中国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使古代中国在长达两千

多年的时间里屹立于世界前列。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一

种外来文化，若不能深入中华文化的内核，便难以有效指导

中国人民，实现理论的实践验证。儒家强调知行合一，倡导

人们追求真理，这一思想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思维

模式和行为方式，使古代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屹立

于世界前列。因此，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互融

合，既是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儒学这一传统文化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迫切需要。

3.2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造文化自信

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更是中国古

代社会首要的哲学体系，它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

述。特别是儒学中关于君子强调实践的思想，对从古至今民

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的教育与影响作用。新

时代新征程，铸造中华文化自信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

关重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精髓，其所蕴含的独特智慧

和神韵，为中华民族带来内心的自豪和自信，是文化自信的

深厚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应当致力

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从而促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价值

观念实现深度融合与贯通，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感，从而铸就高度的文化自信。因此，

促进儒家知行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的融合互鉴，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且需在实践进程中持续创新与发展，致

力于为中华新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而努力。

3.3 促进践行“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与世界情怀

进入 21世纪，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但文明之间的隔阂、排外与冲突却在全球范围逐步抬头，各

种强权政治、主义之争、排外情绪、和平赤字等论调使得人

类社会发展充满不确因素，“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是当前国

际秩序遇到的“时代之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

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从国家和全球的双重视角审视文化建

设与文明进步的问题，提出了被视为新思想解放的“第二个

结合”战略，旨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度融合。这一结合基于“心怀世界”的政治高度，开创了一

种共产主义理想导向下的新型人类文明形态，成为现实的实

践蓝图。在此框架下，中华文明秉持其独特的“和平”与“包

容”特质，坚守“以和谐为贵、与邻为善”的外交准则，以

及“尊重差异、德行宽厚”的哲学观念与价值追求。另一方

面，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打造多极化世

界格局，坚决维护国际正义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真正将“守

望相助”、“仁者爱人”等文明互鉴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中。

4 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合路径

4.1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要使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始终朝向正确的、科学的方向不断发展，明晰结合的理

论主体是二者相结合的首要原则。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8年

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

判的总结[5]”，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6]。”作为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引领广大民众不断探索

真理，深入挖掘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焕

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

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深入挖掘儒家知行观中的积极因素，并

将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推动儒家知行观的创新性发

展。同时，我们也应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科学方法论

和实践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家知行观，使其更好地适应

现代社会的需求。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

导，深入挖掘儒家知行观中的积极因素，并将其与现代社会

的发展相结合，推动儒家知行观的创新性发展。同时，我们

也应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践经验，不

断完善和发展儒家知行观，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2

4.2 推动儒家知行观的创新性发展

文化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创新与创造，任何文化若仅局限

于既定的形式与内容，脱离现实世界的互动与联系，都将难

以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最终导致生命力的枯竭与价值的丧

失。优秀传统文化是纵观古今五千年华夏文明中“经久不衰、

富有永恒价值的精华部分[7]”，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

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儒家的

知行观念中提炼出适用于现代生活的积极智慧，通过吸收与

创新，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为了使中国传统文

化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实际，我们需要推动知行观的创新发

展，以期对新时代民众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应当批判性地继承儒家思想，吸取孔子理论中的

精髓和真理，促使儒家知行观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

加速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进程。

4.3 探索保留差异的融通之路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与发展中，儒家知行观

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理论补充角色。马

克思主义立足于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

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时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无法忽视其与儒学的紧密联系。唯有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深度融合，方能形成指导中国革命

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8]。在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完善与发展中，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均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理论补充角色。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最广大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同时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相互融合，有助于激发中华民族内在的强大精神动力，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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