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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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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活的灵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如果说从新

的实践需要出发，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

合中国具体实际，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构成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的话，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动力机制和实践要求出发，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问题导向和理论创

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无疑直接构成了二者结合的路径选择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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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表达和集中

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

的文化滋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

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

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

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12，既是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科学总结，也是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必由之路，更是近年来学

术理论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重大议题。不过，

从目前讨论来看，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理论视域出发，问题主要集中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演进过程、时代内涵和理论意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的内在契合性

等几个大的方面。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深入

研究，对于全面准确把握其时代内涵和实践逻

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无论是

在时代内涵的理解上，还是在实践路径的选择

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研究空间。为此，本

文拟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为指导，从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

论视域和实践要求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和辩证

关系的深入辨析为切入点，力求从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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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

实践逻辑等问题试作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研究

中的基本问题，也是目前研究中具有根本性意

义的重要问题。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因为这

不仅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两个概念科学内涵的理解问题，而

且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路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因为

从目前讨论来看，学者们或者从“体用关系”的

定位出发，认为其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落地、扎根，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或者

从“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出发，认为

其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3］；

或者从“过程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二者之间是

“适应”“鉴别”“激活”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4］。那么，究竟何谓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者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

首先直接面对和科学回答的基本问题。

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目前讨论来

看，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或认为是经过实践检

验，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根本立场和

根本原则的理论［6］；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

理论中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

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4］。这些

讨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

的分歧。其分歧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念的理解上，而且体现在对“三个组成部

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的理解上。从“三个组成部

分”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

疑是更为基本的原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实质和核心，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努力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

为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

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目前讨论来

看，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其主

要是指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经过实践

反复检验一直延续至今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

和核心价值，这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

文化，而且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狭

义上说，其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

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一命题提出的历

史语境和叙事逻辑来看，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要是指狭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之所

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

绵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是具有民族性

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

创造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形态；其次是因为其作

为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既是

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更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文化沃土和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才能为实

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合提供充分而必要

的前提和条件，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丰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是目前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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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更是目前研究中迫切需要理清的基

本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关系，既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

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

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关系，更是坚

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指导和被

指导、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而且是在新的实践

基础上交融互动的辩证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交融

互动的辩证逻辑关系的成立，以指导和被指导、

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为前提和条件，以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创新发展为指向，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相互转化，两者是相得益彰的辩证逻辑

关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思想

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问题有

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也才能为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和

群众基础。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世

界性和开放性决定的，更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2

决定的。这就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历史“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

理的过程”［1］11，是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和新的实践路径的历史，更是从“一个结合”

到“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历史，是实现从最初

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

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7］，到“运用

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

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

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8］，

再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

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

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牢牢扎根”［1］12 的时代升华和历史性飞跃的历

史。但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和命题中究竟蕴含

着怎样深刻的时代内涵？事实上，要对这一问

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客观上要求

我们必须对这一思想和命题提出的实践基础、

目标指向和精髓要义等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

理解和认知。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基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9］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思想和命题，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上的明确提出，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确立，

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系统论述；从对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理解到对基本原理中所

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的坚持和运用、创新和发展，不仅遵循着从

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认识论逻辑，而且更遵

循着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

逻辑；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更有着坚

实的实践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契合性直

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条件和文化基础的话，那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创新实践则直

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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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机制。如果说在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的双重变奏，特别是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

识形态、两种价值观和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激

烈博弈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努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的创新实践，直接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话，那么，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新实践，则

无疑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内生动

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充分证明，只有从新的实践需要出发，始终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才能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

内涵，为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升华

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目标指向

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

败。如果说目标指向作为其时代内涵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全面准确把握其实践路径的本质性

要求的话，那么，对目标指向的追问，就不仅仅

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引领作

用和方法论意义的实践问题。那么，其目标指

向究竟何在？对此，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

维度，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如果说其

终极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性目

标是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其具体目标则无疑就

是要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

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方

法论”［10］。具体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

指导，从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按照立

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关怀

人类的前进方向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

论原则，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夯实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

础，才能为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升

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开辟广阔的发展道路，

也为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能够解决中国的

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精髓要义

历史地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及新的实践

基础上明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作为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具

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明确的目标指向，而且具

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其中究竟蕴

含着怎样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髓要义

呢？从目前讨论来看，这里不仅涉及对“结合”

概念的理解问题，而且更涉及“结合”什么和为

何“结合”的问题；不仅涉及这一“结合”的可能

性问题，而且更涉及究竟应当如何“结合”的问

题。那么，究竟何谓“结合”？从党的二十大报

告的有关论述来看，所谓“结合”，主要有两重含

义：一是指“贯通”，二是指“融通”。具体来说，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

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12。如果说这直接

构成了这一“结合”的基本内涵的话，那么，蕴含

在其中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就是要在全面

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张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前提

下，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

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具体来说，其一，就是要从新的实践需要出

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蕴含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认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

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念，及

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为

实现二者的“贯通”与“融通”提供充分而必要的

前提和条件；其二，就是要始终坚持用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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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

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丰

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

克思主义，“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

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

根”［1］12，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标指向和实践要求，更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以上两个方面既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转化、相得益彰，不仅

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而且直接构成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理论形态和研究范式。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逻辑问题既是目前研

究中的根本问题，也是目前研究中最具有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不过，从

目前讨论来看，或认为就是要自觉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反对

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错误倾向，以时

代问题为中心，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

断推进相结合的进程［11］；或认为就是要用马克

思主义真理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不

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自觉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12］，虽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存

在系统性不足的严重缺陷。事实上，要在实践

逻辑问题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客观上要求我

们必须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这一“结合”的动

力机制、实践要求和路径选择等问题给予全面

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动力机制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构要素及其

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的深度解析和学理建构，

既是全面准确把握其时代内涵、思想精髓和活

的灵魂的前提条件，更是全面准确把握其实践

要求和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而这不仅涉及这

一“结合”系统的结构要素问题，而且涉及这些

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方式问题。如

果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直接构成了这一

“结合”的主体性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构成了这一“结合”的客

体性要素，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能够解

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构成了这一

“结合”的基础性要素和目的性要素的话，那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

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具体实

际，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

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不仅直

接构成了这一“结合”的结合点和结合方式，而

且直接构成了这一“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

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

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努力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

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既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

要求和前提条件，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担当。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的深刻揭示，是路径选择

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而事实上要对其实践

要求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在客

观上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这一“结合”在继

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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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

心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唯有如

此，才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为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充分且必

要的前提和条件。

其一，就是要充分认识这一“结合”在不断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中的地位和

作用。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马克

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

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11-12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

明，“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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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

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才能“作

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

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

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才能“不断赋予科

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12。

其二，就是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2。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

步强调指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全

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

会‘两个结合’、‘六个坚持’，正确认识把握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13］。之

所以如此，首先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

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

根本所在”［1］11。其次就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运用

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在这一“结合”的创新实践中，科

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

问”的创新理论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

有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精

准的认知，才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才

能为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

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提

供充分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其三，就是要以“六个坚持”为指导，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

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坚持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相

融通、相贯通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

念”“坚持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两个结合”的实

践路径的时代性拓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把握好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2的本

质要求和根本遵循，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和精神动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历史根基，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沃土和丰厚滋养。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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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只有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只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

相融通、相贯通，才能为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

信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坚持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路径选择问题是目前研究中的重要问

题，更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和科学回答的根本

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动力机制和实践要求来看，在

实践路径的选择上，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其一，就是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

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

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倡导者、实践者和

领导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

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本质要求。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要充分

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统领全局的核心作

用；就是要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切入点，切实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就是要从国家整体安全观出发，坚守底线思维，

弘扬斗争精神，坚决防止和抵制各种形式的非

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

侵蚀与文化观念的渗透，不断提高应对各种风

险考验和挑战的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强有力的政治

保障和制度支撑。

其二，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创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

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13坚持问题导

向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动力和机制。“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

新也没有止境。”［1］12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

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

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

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

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

论指导新的实践”［1］13；就是要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

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眼于中国

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建构。具体来说，

就是要坚持以现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为切入点和结合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创新实践为切入点和结合点，以弘扬人类共同

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创新实践为切入点和结合点，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

心价值，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形态和中国

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和理论空间。

其三，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具体来说，

就是要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家庭

教育和国民教育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实践相结合，同文化建设相结合，同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相结合。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文化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价值观和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激烈博弈竞

争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既是切实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发和利

用的内在要求，更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内

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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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理

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定历史自信

和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历史作

用，才能从根本上留住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

能在延续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开拓前

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群众基

础，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也才能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
（21）：4-35.

［2］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

想精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98-105.
［3］王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时代要求［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3）：120-127.
［4］沈湘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5）：

9-18.
［5］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N］.人民日

报，2005-01-21（1）.
［6］张雷声，龙晓菲，邓春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

研究报告：2006—2011［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
（6）：40-4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34.
［8］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

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7.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6.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11］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6）：14-23.
［12］刘建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
（2）：56-63.

［13］习近平.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N］.人
民日报，2022-10-27（1）.

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Yu Weiguo

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namel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e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and living soul of Marxis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root” and“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provides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f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new practice, we make efforts to build a Chines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that are in line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and could solve Chinas problems and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to human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moral essence and core value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directly constitute the era connotation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n, Starting from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e to problem-oriented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practice, an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which undoubtedly constitutes the path choice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ombination of the two.

Key word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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