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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6月2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在五千多年中华

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

之路。这是我们在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

的认识，是我们取得

成功的最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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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
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
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
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
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
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
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
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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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就“第二个结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内心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厚滋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精华而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而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内涵。

新征程上，我们要不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不断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如何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

大意义？在新的起点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期《理论周刊》约请专家针对这些议题进行深入解读。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弘文

日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
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作了深刻揭示，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等一系列新论断，以新的时
代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从而为新的历史起点上更有效地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
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强调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一词，具有
深刻的历史内蕴与现实哲理。从历史角度观察，“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相对；从现实
立场考量，“现代文明”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养成。

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切
地体现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为一
种基于发展的物质文明；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为一
种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文明；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体现为一种更加凸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明；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为
一种凝聚全球共识的生态文明；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
为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
界大同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
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里

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蕴含的时代
价值，虽不能简单地与前述政治
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世界大同一一对
应，但显然能探求到某种“嘤其鸣
矣，求其友声”的气息。

尽管如此，“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是诞生于、适应于农业社会的价
值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实现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而
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也正是习近平
总书记所总结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而这一全人类共同价
值，恰恰也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价值观中探寻到一些显迹。
比如讲仁爱之于自由、重民本之
于民主、守诚信之于公平、崇正义
之于正义、尚和合之于发展、求大

同之于和平，等等。这里的关键
则在于如何持续推进党的十九大
报告所提出的一项重要工程，即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
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
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
现代化之“式”，更多地体现于其
所内蕴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文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
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
代化，不正是中国“对于世界负一
个大责任”的体现，对于人类作出
的“较大的贡献”么？

（作者：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
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公共经济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
员，经济学博士）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基于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即“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和标志
性成果。在问题导向上，第二个“结合”着眼
回答的是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
代课题。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展现
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不断向纵深拓展，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体现的
是高度文化自觉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毛泽东语），重在揭示作为“普遍真
理”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具体情况”的中国
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的是思维与存
在、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矛盾关系，也
就是要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做
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
是丰富、全面、生动的，涵盖社会性质、人口
规模、发展水平、阶级构成等社会政治经济
的基本情况，文明特性、历史传统、文化样式
以及与此相连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价值
取向等深层因素事实上不仅不可或缺，反而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影响因子。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际进程上看，
第一个“结合”内涵着第二个“结合”的维度，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
党人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予以系统阐
发，从而形成“两个结合”的理论形态，具有
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个“结合”重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作为
外来文化如何最终实现“本土化”，从而从根
本上解答近代以来困扰中华文化建设的“古
今中西”（传统与现代、本来与外来、民族与世
界）问题，打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在新时
代，我们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
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条件会通古今中西的
文化成果，促进外国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产
生于西方文化环境，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自
己的指导思想，必然要经历一个“真理本土
化”的艰辛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
民族的根与魂，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面前，

必然要经历一个深刻再造进而凤凰涅槃的过
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复兴中华文化，让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异彩，不
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
胸怀天下的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理应作
出的更大贡献。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
精华。第二个“结合”就是适应我国文化建设
进一步发展的实际需要，着眼铸造中华文化
新辉煌、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提出
的重大理论原则。

赋予中国道路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文明深厚
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关
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
大法宝”。第二个“结合”可以说就是对“中
国特色”背后思想文化动因的破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
写好“结合”这篇大文章，在推进实践创新基
础上不断推进包括文化创新在内的各方面
创新，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次历史性飞跃，推动自身高度契合的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刻互
动中发生了化学反应、实现了相互成就，
共同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
新的文化生命体，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
个经“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而形成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地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如此，“结
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筑牢了其文化
根基；“结合”特别是作为“又一次思想解
放”的第二个“结合”使得中国人民赢得了
思想文化上的主动，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
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
度创新；“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巩固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这一文
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径遵循

如何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根本在于围绕继续写好“结合”这篇大
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
及其演进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
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
兴衰、文化安全以及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延至今，是“轴
心时期”以来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突
出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必须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自觉接续传统、光复
旧物，必须高扬文化主体性，用中国道理总
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秉持开放包容。“开放包容”体现中华
文化的博大胸襟，揭示中华文明九曲百转、
屡开新境的深刻动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
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
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逢
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复杂交织的时代背景，推进文化
建设，再造中华文明，必须牢牢把握“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
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原则方向。

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是中华民族的鲜明品
格。“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
脉、谱写当代华章”，首要和根本在于，必须
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谱
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崭新篇章，“守”
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正”；必须充
分认识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守”好
中华文明之“正”。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各方
面的风险挑战与考验，面对不断涌现的各类
新事物，务必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的进取精神”，努力在革故鼎新中实现推陈
出新，以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作者：中国社科院大学领导力研究中
心研究员）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
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
道远。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
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
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推动中华
民族这艘巨轮在伟大复兴的历史
进程中行稳致远，需要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时刻保有怵惕惟厉之
心、悚惧惟危之识。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交织激荡，特别是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
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
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
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
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此前，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
的讲话中，提及“机遇”，一般用

“历史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类似

的表述。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只是讲“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
略机遇”，少一“期”字，道尽当前
形势之复杂严峻；而世界则是进
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此处之

“期”字，则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
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之体现。还需要看到的是，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作出的“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明显上升”之判断，亦是立足于
中国的立场所观察。比如，2018
年至 2022 年间，中国占美国进口
的份额从 21%降至 17%，但同时
美国从越南、孟加拉国和泰国的
进口增长了 80%以上。2022 年，
欧盟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数据表明，在 2022
年亚洲发往美国的集装箱出发
地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占比为
57.1％。这是 2001 年以来的低
位，比最高的 2007 年低 12.8 个百
分点。截至 2023 年 2 月，此一比
例降至 55.9％，创出 2000 年以来
新低。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 年
第二季度至 2022 年第四季度的

数据，相较于 2015 年第一季度至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外国直
接投资（FDI）流入中国的平均变
化百分比，美国为-22.1%、美洲

（美国除外）-6.9%、欧洲-49.1%、
亚洲（中国除外）-44.3%、世界其
他地区和国家-31.9%。也就是
说，疫情期间，全球所有国家和地
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都是负增
长，换言之，国际资本都处于外流
状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
最近撰文，强调未来的世界将是
一个部分脱钩和碎片化的世界。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指出，美国
正在联合其他发达国家，把中国
排除出“朋友圈”。很显然，我国
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
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
挑战。此时此刻，亟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给予我们以更加磅礴的
精神力量、更为厚重的发展底气，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
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
最大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
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
题。“两个结合”是深刻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一根红线，也是深刻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根本
线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
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
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
个结合’。”

王国维早在 1905 年的《论近
年之学术界》中，大声疾呼提倡西
方哲学、特别是“深邃伟大之思
想”时，亦深刻指出，“西洋之思想
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
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
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

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
势力。”就笔者文献所及，王国维
应该是近代以来较早谈及外国思
想若要移植中国必须“中国化”的
学者。毛泽东则是于 1938 年首
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重大历史命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除自
身科学性真理性外，其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当是
其最根本之原因。“第二个结合”，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
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
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
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
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
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