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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

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特质。在马克思看来，中华民族拥有“刻苦耐劳”“顽强不屈”“独立自强”等民族精神

和美德。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相关观点与研究给予中华民族认识自身以极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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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的中

国人民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对内反对清朝政

府腐败统治的现状，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来自中国

的报道及其历史文献，集中撰写了 18 篇有关中国

的通讯稿，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行为的强烈谴责和

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基于广阔的世界历史理

论和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发现“停滞的社

会生活”［1］产生了“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

百姓”［2］，并由此提出了作为“世界历史的结果”的

中国社会运动的未来图景。马克思关于“中国人的

民族基因”的历史观，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解释方

式开启了人类理解民族基因和民族精神的新范式。
虽然马克思对中华民族精神没有进行过直接、全面

的论述，但其思想和观点散见在相关文稿尤其是 18
篇通讯稿中，而且历久弥新。为此，笔者试图在本

文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

进行概括和阐释，以发掘这些思想对于认识和分析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精神是由中国生产方式的

特点决定的

马克思在考察封建制度时发现，法国是自然形

成的，即原生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

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 英国是非原生的，第二

级的，“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

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4］。东方

社会不同于西欧社会，也属于一种原生的社会形

态，但相比其他社会形式，它具有更顽强和长久的

特征。马克思揭示了亚细亚社会超强稳定性的秘

密，即生产的自给自足; 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

皇权的绝对权威。这些差别引发了东方社会与西

欧不同的历史走向。马克思在这里牢固地树立了

民族精神形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强调民族精神性具

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结构演变有反作用。
对于东方社会中的印度、俄国和中国生产方式

的差别，马克思认为，印度是以村社制度为代表的

生产组织形式，分散而缺乏活力。俄国是土地公

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制度三位一体的经济—政治模

型，私有原则和公有原则的力量均衡，仅属于“半亚

细亚”国家，社会稳定性相对中国较弱。而中国则

不同，它具有“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5］，即中

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的

社会变革不是仅靠外部的力量就能实现的。由此

可以看出，这种自身的稳定内力和保持“自我”的精

神特质决定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特性。
关于中国人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也是西方人难

以理解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6］和“特别刻苦耐

劳”［7］的民族特性，马克思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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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

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

织出的布更低廉呢?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

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8］同样

基于历史的经济动力，恩格斯对中国苦力所表现的

极为罕见的极端悲苦状况和刻苦精神也做了揭示，

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精神品格在全球化时

代的世界市场上也得到了验证。在今天的全球创

业体系中，世界很多国家都为中国人的勤劳所叹

服。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 实 现 的 精 神

基础。
马克思把中华民族精神放在人类历史的变迁

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中考察，特别是考虑到了生产与

通商对民族精神性的基础性影响。马克思注意到

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是中华民族面对的种种政治、
经济、文化的危机，最终导致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

瓦解、封建专制统治势力日益动摇。根据马克思的

理解，被某些西方人认为的中国苦力天生对奴隶身

份的认同和拥有狭隘的目光，其根源实则是与中国

经济关系相适应的，这些现象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

变而自然消失。事实上，即使在中华帝国神话没有

破灭的各个时期，中国也始终存在着不甘屈服皇权

和眼界宽阔的人，他们一路洒播着“中华民族独特

精神世界”的种子。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天朝帝国”失

败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古老中国的社会

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

却不断更迭，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

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只能维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
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建立在历

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是在反抗压迫和外侵

斗争的历史中形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性会在革命和

战争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民族精神性中最深沉、
最顽强和最凌冽的一面也只有在战争中才会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马克思在考察西方列强入侵中

国过程中，揭示了不同民族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民族

精神性。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指出，在中

国的外国人在英国的庇护下欺凌“性情柔弱”的中

国人，非法的鸦片贸易以摧残中国人的身体为代价

来充实英国的国库，外国人在中国通过行贿使得中

国政府失去了进出口贸易的合法收入，那些中国劳

工受到杀戮等破坏条约的恶行，英国报纸讳莫如

深，外界一点也听不到。马克思通过各种渠道了解

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后对于近代英国

人、俄国人等对华入侵的残暴行为和欺诈本质予以

严厉谴责。在揭露欧洲人暴行的同时，他充分肯定

了中华民族顽强的复仇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抵抗

精神予以坚决的支持。
对于所谓的“文明和正义的”欧洲统治者的真

面目，马克思也做了深刻的揭露:“每当资产阶级秩

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

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

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

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

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9］而欧

洲文明人对中国野蛮人的侵略，最终也改变不了自

掘坟墓的命运。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英国工业空

前繁荣的外表下，已经潜藏着深刻的工业危机。尽

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使得英国的商

品和人口得到外流，但市场的扩大终究无法适应英

国工业的增长。“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

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

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10］马克思既揭示了英

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厄运，也阐明了中国民众在面

对外来入侵和封建压迫双重矛盾时民族精神的

表现。
对于中国人在欧洲人入侵过程中的不同表现，

恩格斯有更加鲜明地描述和分析。1857 年在《英

人在华的新远征》中恩格斯指出:“英国人在克服了

这些困难和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 中

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

气。这些中国军队总共只有 1500 人，但殊死奋战，

直到最后一人。”［11］恩格斯对中华民族抗击外国野

蛮入侵者所做出的勇敢精神和牺牲精神表达了最

崇高的敬意。
革命与战争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但是在反

抗封建统治和外来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中，广大中

国人民，特别是受压迫奴役最深重的中国农民表现

出无比的英勇、顽强和牺牲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

灾难面前不屈不挠民族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这也是

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中国道路

所蕴含的特殊的民族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

华民族在起义与抗击外来入侵战争中，表现出来的

顽强民族精神给予极大的赞扬，认为是对人类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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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支持，是对未来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社会主

义道路的极大信心。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

朝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坚韧性和视

死如归的不屈精神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精

神的巨大力量。
马克思生活在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和鸦片

战争的时代，他感受到了中国革命与战争的直接冲

击。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

表现出的对极端腐朽腐败的封建统治的反抗力量

促使马克思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到中华民族

延绵不息的精神推动力。实际上，“中国人的独特

精神世界”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精神推动力及

与反动力进行斗争的“结果”。马克思像客观对待

欧洲民族精神一样看待中华民族精神。

三、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对独立自强的

不懈追求

宗法与道德领域一直是孕育民族精神的孵化

器。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

( 1678 － 1735) 认为:“在几千年前，欧洲还是蛮荒落

后的地区，而中华民族当时已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

民族，中 国 至 今 仍 然 比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更 加 文

明。”［12］与许多西方在华生活的外交、商业、传教等

人士交 往 密 切 的 德 国 哲 学 家、数 学 家 莱 布 尼 茨

(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 － 1716 ) 也 谈 到:

“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

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

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

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我们。”［13］严

嘉乐和莱布尼茨通过大量直接证据说明中华文明

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个人、家庭、社
会与国家的秩序修齐治平方面，中华民族具有独特

的文化自觉与精神自醒模式。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说到: “正

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

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

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

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

庞大 的 国 家 机 器 的 各 部 分 间 的 唯 一 的 精 神 联

系。”［14］马克思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父皇对民众的精

神统治，但他不同意中国人一律平等的辩解和中国

人独立精神的丧失。在马克思看来，君父表达了皇

帝和民众不平等，皇帝的官吏的父权则说明了皇帝

的官吏和民众也不平等。同时，马克思以大量资料

说明了官吏对家长制的破坏不断引发中国民众对

统治者的反抗和追求独立的事实，“中国的连绵不

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 10 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15］，从而证明，家长制作为

国家机器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它不是广大劳动者

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性。
尽管以吾皇父权为核心的宗法精神长时间占据中

国社会主流价值空间，并成为国家机器间的唯一联

系，但它并不是支撑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

量，也不是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内容。反之，对

抗封建专制的力量始终存在，时刻准备瓦解这个庞

大的国家机器，并深沉地支撑着这个民族的广大民

众不断走向独立。马克思看到了这股力量和这种

精神。
马克思 1858 年在《鸦片贸易史》中专门谈了欧

洲人和中国人交往时是如何提心吊胆，“东印度公

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

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

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

对抗。”［16］马克思彻底地撕下了欧洲人的虚伪面

目。认为“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

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

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17］“非常明

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18］等中国

人表现出与英国人完全相反的信义、严峻等道德品

格得到马克思的赞誉。方志敏等千千万万烈士们

的义无反顾、从容就义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大义凛

然的壮烈精神。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愤然道:

帝国主义“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

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 他们昂头阔步，带着一种

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

心里的愤愤不平。我常想: ‘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

民族吗? 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 我不服的，决不服

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的进步。这时，我们的民族就会无愧色地立在人类

面前。假如我还能生存，只要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

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

方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

我的精诚的寄托。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

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个人的所有

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今天的中国大地，

方志敏的理想已经实现，方志敏的精神得到了传

63



第 3 期 杨晓芳: 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论述

承。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处理国际关系之所以

从容不迫就是因为秉持了敢于维护世界正义、克己

奉公的大义凛然的中国精神。
马克思对近代中国保持着一种“理解的同情”

和“理性的建构”，在谴责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也批

判中国传统社会的落后，在强调资本主义催生中国

现代性转型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

带来的灾难而表示同情。马克思认为，19 世纪中

叶的中国犹如“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只有

在接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新鲜空气后，才能通

过革命走向新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独

立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是鸦片战争才有，在民族的长

期反专制斗争中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历史的不同时

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当然，中华民族独立意

识和自主意识要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睡中完全

苏醒过来，还需要对父权的民族文化意识和道德生

活进行不断彻底地鞭挞与反思。因此，提高全民族

的自主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意志和诚中信外是检

验中国精神世界优势的关键指标。

结 语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

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

而形成的。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民

族精神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民族精神是对社会物

质生产的精神反映，是在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

和形成的，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

神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广泛的影响又能激励人们

前进。在 18 篇有关中国问题的通讯稿中，马克思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中国生产方式出发考

察了中华民族拥有“刻苦耐劳”“顽强不屈”“独立

自强”等民族精神。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观

点，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把中国体现出来的民

族精神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范围内，站在世界历史

的高度进行了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今天，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进入新时代，中国正

迈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受到马克思论证的中华

“独特的精神世界”，已转化为中国自信的蓬勃力

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

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正是传承和

发扬了马克思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同时又具有

划时代的创新意义，是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精

确科学的阐述。作为世界史的结果，又会成为原

因，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又会随着世界的

普遍交往，成为新的世界历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

展的可鉴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独特

精神世界”也是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对于

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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