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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有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有利于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本身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文化场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儒家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过程中，应注意儒家文化形态上的辩证性原则，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原则和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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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性分析

□ 卞程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家学

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

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

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与儒家文

化相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科

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色和重要法宝。“重视思想

政治教育的地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中国

共产党和我国社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2]（P1）如何

更好将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是新时代赋

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课题。

一、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1.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有利于维护

国家的文化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是基于生

存样态而形成的一套群体心理、行为的公共意义系

统。它以潜在的方式塑造着群体对自然和社会的认

知模式和价值模式。文化与其它具体物质形态的资

源的使用即损耗不同。文化作为公共资源“不能独

占而不得不分享”，而越是被分享，其越是能支配他

人的心灵。“一种语言或价值观越被公共开采和使用，

储量就越变越大，利用价值就越来越大，权力也就越

来越大，它就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心灵和行为。”[3]（P346）为

此，在国际交往中民族国家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并

提升国际文化软实力就显得相当重要。

从文化安全的角度，儒家文化是维护国家文化

安全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

系下，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过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跨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过程，也是各民族国家利

用文化塑造、扩张自己的话语体系、权力体系的过

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自本自根的文化，从汉代以

来一直到近代长期处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对国

人价值观念的塑造和人伦社会秩序的安排起着重要

的作用，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基础。

从国际而言，儒家文化是提升国家国际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依托。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比较，文

化软实力更容易发挥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儒

家文化作为国际层面软实力的文化，具有入世性、可

阐释性和国际认同力。在入世性方面，中国传统文

化主体的儒、释、道三者中只有儒家理论汲汲于“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世俗社会构建；在可阐释性方

面，儒家文化的非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内在超越路

径中的个体价值确证、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观念、天

下体系构想等，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处理全球问题

中的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在国际认同方面，儒家文化在早期即东传韩国、

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代则中学西传欧洲，在国际上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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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认知度和认同力。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有利于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将受教育者从“自然人”转化为思想

政治教育之中的“政治人”、“文化人”的过程。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标“同时肩负着文化目标与政治目标”[4]（P5）。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实践活动，使实践主体和

实践客体的实践过程既是文化资源的传播过程，也

是文化育人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依据。”[5]儒家文化的理论体系

本身是作为“文化人”和“政治人”的合一，通过“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明德”，通过

“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亲民”，合文化与政治

的内外合一达到“至善”之地。而儒家文化中所强调

的“诗教”、“乐教”的“文教”恰恰是强调文化育人的

“文以载道”的过程。

3.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有利于儒

家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并不仅仅是一

种理论形态，而且是一个经世致用的制度化实践体

系。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主

要依赖于政治、社会和教育的支撑。在政治上，儒家

文化被意识形态化，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成为圭臬，

儒家的典籍被奉为经典；在社会上，儒家文化所倡导

的制度体系，成为宗族社会个体成长和社会人伦不

可逾越的准绳；在教育上，儒家文化通过科举制度，

牢牢占据着教育的主导地位。在近代中西交通的背

景下，儒家文化赖于经世致用的制度化体系已不复

存在。从政治而言，前现代王权政治被现代民族政

治所取代；就社会而言，原有的宗族社会形态让位于

单子化的个人；就教育而言，传统教育方式也被学校

教育所取代。正如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中所

言，“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

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6]（P56）。面对儒家文化

这一理论形态的“游魂”，通过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

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就显得相当

必要。

二、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可行性

1. 儒家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场

景。所有的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处在一定的

历时和共时的文化场景之下。传统文化并不都是消

亡了的文化，而是作为历时性的文化潜存于当下。

近代以来的儒家文化虽然失去了体制的支撑，但儒

家文化的观念和精神仍以隐形的形态成为国人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在儒家文化场景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都在这一隐形的文化场景中生成，其心理

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

影响，如在思维方式上的继承态思维、综合性思维、

共性化思维 [7]（P55），在价值取向上的集体主义和先义后

利等。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儒家文化场景也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交互过程的有效性提供了保证。儒家

文化所生成的象征、意义系统为交互过程的有效性

提供了语境。儒家文化的这一语境使交互过程“能

够达成共识和相互理解，这种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正

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运行的基础”[8]（P117）。

2. 儒家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以展开和发

展的基础性因素。儒家文化作为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

在历史发展中拥有者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方法论资

源。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理论形态上涵拓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体系。儒家文化以“仁者爱人”为核心，

构建起了一个以仁、义、礼、智、圣为主要内容的涉及

个人、社会到世界理论体系：以仁爱（仁）为个体价值

内核；以正义（义）为社会良序追求；以礼为规范的社

会行动基础；以智为目标的人理、物理的世界求真探

索；以圣为天下平治的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形态既

可以涵拓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又可以丰富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儒家在实践形态上的方

法论资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借鉴的基础。在

自我修养上，儒家文化强调“返诸求己”的内省意识，

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扩

路径，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

之和”的中庸行为方式等，这些都是提高自我思想道

德修养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论。

3. 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思想

政治教育载体是沟通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被教

育者，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过程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

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

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9]（P9）

儒家文化在两个方面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功能。一是儒家文化的经典文献作为符号载体，在

潜移默化中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儒

家文化典籍中“四书五经”及诸子之作，对增进个人

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儒家文化

的实物物体，包含故居、碑林、纪念馆等对强化受教

育者的文化民族归属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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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文化融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1. 儒家文化形态上的辩证性原则。在儒家文化

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构建过程中，首先必须面对的问

题是儒家文化到底是什么形态的文化？对于儒家文

化形态认知的不同取向，会导致对儒家文化资源利

用方式的不同。从现实而言，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认

知主要存在两种形态：一种将儒家文化形而上学

化。这一认知形态，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存在者打

量，视儒家文化为一套从先秦孔子、孟子一直延伸至

近现代的已经完备的、静止的、形而上的价值理论体

系和实践体系，认为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只

需要从儒家文化传统直接寻找答案。另一种则是将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辩证发展的文化。辩证发展形态

的儒家文化观认为，儒家文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是

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其内容和形式是在具体历史阶

段中产生，需要结合当代实践不断扬弃、充实和变化

发展，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也不能简单诉诸

于复古的方式解决。将儒家文化资源运用于思想政

治教育，在思想观念上要辩证对待儒家文化的理论，

充分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阶段性，认识到儒家文

化中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可能与当代社会扞格不入；

在实践上，要运用辩证性原则，对儒家文化资源进行

适当选取，注意避免类似倡导汉服、读经等违背时代

特征的简单、形式化的方法。

2. 建构角度中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原则。正

如上文所言，儒家文化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

际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

文化安全的维护和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并不是

能仅仅站在民族国家的单元结构上去思考，即以“思

考世界”的方式去否定和排斥另外一个民族国家；而

应当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世界为基本单元结构，

“从世界去思考”，“去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

值和责任”[10]（P4）。“从世界去思考”的世界体系原则，要

求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儒家文化资源过程中，首先

应在价值观上摒弃中西的二元对立思维，充分发挥

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和涵括世界思想资源的能力；其

次，应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改变儒家文化民族内

部的自言自语状态，站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角度将儒

家文化的基本观念塑造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性的

话语体系，并利用相关资源对当今世界问题作出有

效的回应。“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

体系的构建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

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

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11]（P2）

3. 建构过程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原则。

儒家文化资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中需要处理的

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儒家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

间的关系。儒家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两者之间有着

各自的对象、目标功能和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

中对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引导力。这就要求对于儒家文

化资源的利用应当以适应主流意识形态为旨归。一

方面，通过优秀的儒家文化资源涵构、支撑主流意识

形态。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

力和影响力”[12]（P170）“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3]（P163）。另一方面，

对儒家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不相适应

的相关理论需要结合现实进一步引导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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