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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为中心点，利用丰富史料，比较系统
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批判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这一重大课题，详细阐述了近代文化演变与中国共产党
思想理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与传统文化的渊源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视角宽广，不仅填补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某些
空缺，也对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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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方祥，1973年6月生，福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学报副主编。
2007年10月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8年被评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选”。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与民族文化传统研究》。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同时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
的研究。
一些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多项科研成果获省、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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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德既是阶级的道德，又是时代的道德，必须具体分析道德的内涵才能真正做到批判继承，这是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要理论认识。
忠孝节义等传统的道德规范，可以为各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人们接受、遵守和提倡；另一方面，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人们对它又总是有不同的理解，从而赋予它不同的具体内容。
共同的民族道德精神，通过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表现为不同的要求。
因此，道德传统是共同的道德精神与不同的具体道德要求的统一体。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继承时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批判继承，就是赋予传统道德以新的内涵，赋予新的生命。
周恩来说：“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是讲个人修养的最好规范。
拿现代的语义讲，忠于人，就是忠于团体，忠于阶级，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直到忠于人类。
信于友，就是信于同类，信于同志。
传习，就是勤于所学，勤于研究。
一个人的反省功夫，能时时这样，而且做错了就改，不足的就加，那这个人的修养一定成功。
”在这里，忠、信等道德规范被赋予新的意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修养的基本准则。
同样，“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也都有了崭新的内涵。
“‘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
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
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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