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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要：2019 年 11 月 1 日由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

旨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明根源。本文摘自“观察者”网 11 月 2 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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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发

展规律发展的必然结论。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讲

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两个欧洲人马克思和恩格斯

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于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

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人为什么能

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成为我

们研究中国道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

社会主义？ 

认识来自于实践。毫无疑问，中国社会主义进

程中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在实践中发

生，也只能在实践中解决。而实践主体的文化背景

和实践环境的文化特质，对实践的走向也会产生深

刻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候，我

们注意到，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思想及其揭

示的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密码，对于中国人接

受、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极其紧密的关

联。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社会理想的民

族。在《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

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

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

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

是，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

深刻的影响。这种“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

天下”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

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

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

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

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

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

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

最高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

基因，所以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

理想。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的

历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是中国的留学生，是保皇党人梁启超，是同盟会元

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 

这些人虽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

仰，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观点，作为论证

他们自己政治主张的依据，但他们都能接受马克思

主义某些观点，就在于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

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

同”理想的人。 

至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

继承者，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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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

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一命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中国的

基本国情时，不仅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状况，而且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宣传阐述中国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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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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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问题

怎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不到

40年时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解

决好诸如此类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我们的实践和

智慧。同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下

为公”“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思想，也可以

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

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进程中的问题，和我

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

地位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西方，但从

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界、人

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它和中华文明并不

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明。 

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华文明秉持的是“天人合

一”的理念，和西方思想界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

自然界有规律、社会发展没有规律的思想有很大的

不同，而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都有

规律可循是一致的；中华文明强调的“格物致知”、

“实事求是”等“实学”传统和崇尚的易学、阴阳

学说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更

有许多相通之处。 

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

简单地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以“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由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

地位。这是我最后要强调指出的。 
 

编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为何近代会落

后于世界？席泽宗（1927-2008）院士认为是政策制

定出现的失误----2007年7月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发表该报记者李怀宇写的采访报道《中国科学不发

达不能都怨老祖宗》一文，其中李怀宇问：“2 前

些年，你发表了不同意杨振宁提出的《周易》影响

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认为把中国没有出现近代

科学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犯了文化决定论

的错误？”席泽宗院士的解释回答是：“科学发不

发达是跟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有关系，不能找孔子、

孟子。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科学发达不发达

还是社会条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几千年前老祖宗

的关系。科学发达跟政策有关系”----我们从清朝开

始，第一个就是康熙，跟当时的欧洲比，就不行了。

后来乾隆是跟华盛顿同一个时期，华盛顿就绝对不

做第二任总统。华盛顿在领导人制度是有跨时代意

义，现在美国即使领导人改变，也不会造成政治上

的动荡。在华盛顿的时代，我们中国正在大搞文字

狱。再后来是慈禧太后，这跟明治是同一个时期，

日本当时的状态跟我们是一样，明治改良了，我们

没有，最后一代都没有改良。所以中国科学不发达，

不要去找孔子啊、孟子啊什么的原因。鸦片战争以

后，我们的战争不断，八年抗战，十年“文革”，多

少年的时间都浪费了，对科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杨振宁说中国科学不发达，跟《周易》有关系，现

在科学界有几个人看《周易》呢？没有人看的。 

席泽宗：1927年生，山西垣曲人。曾任中国科

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

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51

年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55

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

元 1700年间的 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

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

从 1958年起，席泽宗协助叶企孙负责《中国天文学

史》的编撰和组织工作，然而书稿从 1959年起不断

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被修改。1965年席泽宗发表

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

中的意义》，被美国《科学》杂志译载了，“文革”

中遭到挨斗。1999 年 10 月 12 日 席泽宗院士发表

的《清代中国科学为何落后于世界》一文中说：西

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

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

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

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

《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

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顾炎武（1613～1682

年）、阎若璩（1636～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

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 79年（1644～1661，

1662～1722）。 

拿这 79年与明末的 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

（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

一落千丈。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

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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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

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

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

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

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

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

花似锦”中，我挑出 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

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1）李时珍《本草纲目》

（1578年），（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4）程大

位《算法统宗》（1592 年）；（5）屠本畯《闽中

海错疏》（1596 年）；（6）徐光启《农政全书》

（1633年）；（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9）吴

有性《瘟疫论》（1642年）。在短短的 67年中（1578～

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

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

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

的，“他在科学方面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

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

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

作用”。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中英两国所

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年是个转折点----每一次由

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

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

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

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又大部分甚至还

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清军入关以后，所面

临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位统治者顺

治在位 18 年（1644～1661 年）期间，忙于征战，

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第二位

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

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

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

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

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

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

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 

康熙皇帝 1654 年生于北京，即顺治定都北京

后 10年。8岁时，父亲顺治去世，继承了皇位，第

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在一些年长的大臣辅佐下，成

了清代的第二个皇帝。14岁亲政以后，立即果断地

清除了辅政大臣鳖拜，废除了奴隶主法权，使满族

彻底转变到封建制的轨道上来，安定了社会，巩固

了政权，开辟了“康雍乾”三代鼎盛的局面，并平

反了南怀仁等的锗案，从而赢得了“英明”、“伟

大”的荣誉。但是在他执政的 61年间，我们找不出

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

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

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

《律历渊源》100 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

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

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笛卡儿在 1637 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

牛顿（1665）和莱布尼茨（1684）完成了微积分。 恰

恰是这两项最重要、最新的成果、但在清朝 1723

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毫无反映，我们可以把责

任推在传教士身上；但符号代数没有反映，康熙本

人就要承担责任了----1712 年夏天法国耶酥会士傅

圣泽（1665～1741）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

新法》，向康熙皇帝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了以后，

觉得“晦涩”，比旧法“更难”、“可笑”，就把

这门新科学的传播给扼杀了。直到 1859年李善兰和

伟烈亚力（1815～1887）合译棣么甘（A.DeMorgan）

的《代数学》（1835年），这门新科学才又重新来

到中国，但延滞了将近 150年。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

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

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

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

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

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

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

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

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

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

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为了“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康熙

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巴多明

（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

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

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

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

此书。”巴多明的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

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批评康熙

科学政策的“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不要

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

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1689年亲政，725年去

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

远落后。就是与 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1633年）

相比，也是落后的。 

在理论问题上徐光启的 20 字方针，头 6 个字

是“深伦理，明著数”，这里的“伦理”并不是现

在的伦理学，而是理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弱点

就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几暇格物编》就

是如此。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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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

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

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

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

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

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

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

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

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

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

学和理论的态度。 

康熙最重要的一着是，1705年 5月 11日召见

梅文鼎（1633～1721年），面谈三天，亲授机宜。

但梅文鼎后来三番五次地反思说：正当我们的先辈

们深信西学中源说，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

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迈开了前所未有的

步伐。直到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770～1830年）

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才恍

然大悟，发现我们自己大大落后了。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明

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

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

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

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

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

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

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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