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60

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现实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

王小丽

延安市委党校

DOI:10.12238/er.v7i11.5606

摘 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两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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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结合”。其中的“第二个结合”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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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

程，本文对马克思基本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高度契合进行阐释，通过深度融

合来推动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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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Pathway to Achieving the "Second Combination": Driv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Xiaoli Wang

Party School of Yan'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bstract: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two combinations"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aims to "comb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mong them is an original theory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 profound summary of CPC'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and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re a two-way interactive proces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mutual approach and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through a deep integr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two-way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them.
Keywords: Second combination;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Integration; Compatibility.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首

次提出“两个结合”，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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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结合 ”。早在延

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所以后一个结

合被称为“第二个结合”。在 2023年 6月 2 日的文化发展

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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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达到了新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

进文化自觉达到了新高度。”总书记的讲话，突出强调了“第

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新时代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

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相互奔赴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

发活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在远古时期的中华文明就走在世界的前列，

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18世纪末 19世纪初，中国走到了封

建社会的末期，僵化的、没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扼杀了

人民的创造精神。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国人沉迷在往日的虚

假繁荣中无法自拔。从 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古老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苦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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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的衰落，整个世界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看法

也发生了逆转。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一基督教新教传

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作过这样的描述:16

世纪到 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入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

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

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

是到了 18世纪末 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

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

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

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

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

中国观[1]。”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全民

族最大的梦想。为了捍卫中华文明，无数仁人志士呕心沥血，

前赴后继，从未放弃真理的探索。我们发动太平天国起义、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因为没有找到科学

的理论做指导，最终失败而告终。直到 1911年的辛亥革命，

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1915年陈独秀在

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

运动的武器就是进化论及个性思想解放，这极大的动摇了封

建思想的根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

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际相继进行了三次结合，使古老中国实现从站起

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事实证明，正是马克

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才激活了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创造

的伟大文明，促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

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意义非常重大。这个社会主

义的“幽灵”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改变了资本

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各个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

欧洲共产主义探索失败，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前路渺茫。只有传入中国后，在马克思主义真

理旗帜的指引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了强大的活

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且成为我们

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它在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纳。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它需要根植于中华历史

文化的沃土。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

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

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

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里，不断创造和延续了中

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一百多年以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够在各种思想激荡中被中国人民

所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扎根于中国大地上，就在于把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很好的结

合。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树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中，可以

获得无比丰厚的文化滋养，更能获得无比充沛的思想文化资

源，会持续赋予这一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持续夯实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根基和群众根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的契合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讲到了天下为公、民为邦

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等十个古语。这十个古语，是中国

人民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形成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天

下观的集中体现。最为重要的是，总书记提到的这些文化思

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高度契合的。

（一）宇宙观的高度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同

自然的互动当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早在庄子时期，他提

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北宋张载提出“天

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这

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高度契合的。总书记提出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就是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其中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正是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

（二）社会观的高度契合

在我国 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

邻里、邻邦的和平和睦和谐。新时代我们提出安全是发展的

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都体现了亲

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和合”思想，也隐含了马克思主义的

“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三）人民观的高度契合

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天下

为公，民为邦本的社会观。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这是《礼记》中孔子理想的“大同”社会。习近平总

书记曾多次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人民至上的初心追求。“民

为邦本”出自尚书，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如今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等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最鲜明的特征。而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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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观的高度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道德观上就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

德的核心理念。实现社会共同富裕、促进社会权利平等，保

护人民精神自由等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

华优秀传统美德，在民心、民力上彰显着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量。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内容上

互为借鉴，还有宽阔的互补空间，是两者结合的生动典范。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度融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具有了中国特色，打上中国烙

印。而传统文化会因马克思主义的注入，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变成现代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总书记指出“我们必

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

马克思主义科学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与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总书记的

讲话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

明了方向，这里的“贯通”和“融通”是“两个结合”的思

想方法论的提升与递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需要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理论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弘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得到方法指导和主题的引导。两者

的结合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

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

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

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实践表明，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只有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才能保证

共产党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团结和一

致。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主导意识”的地位，继续扎根中华

文化的沃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能够使马克思

主义更加贴近中国的国情，更加彰显民族特色，更好的、更

大的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二是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源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创造了中华文

化的新辉煌。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需要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源头和活水。总书记强调：“如果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

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待传统文化要秉承客观、科学、礼敬

的态度。客观，就是要正确认识。因为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当中，会受到时代条件、社会制度、认知水平等等局

限性的制约和影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经成为我们前进的

阻碍、成为糟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在学习、研究和应用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完美的结合是一个双

向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闪闪发

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破茧成蝶。所

以无论是国内的“国学热”，还是国际上出现的“中国文化

热”，“孔子热”都表明了中国化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

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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