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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走向*

赵中华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伊始，便面临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问题。“第二个

结合”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

新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彼此契合才能相互结合。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光辉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引，但仅凭马克思

主义难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是中华各

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在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浸润和涵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性。“第二个结合”

正好弥合了本来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成为两者得以结合的可能和前提。中国共产党创造

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两者优

势互补，不仅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因，同时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升级。“第二个结合”从整体上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新征程，要持续深化“第二个结

合”，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持续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开辟“第二个结合”的新境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旺盛

生命力，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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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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党的百年历

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坚持推进“两个结

合”，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置于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等高度，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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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9)“第二个结合”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一次新的思

想解放，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充分认识和灵活运用，为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成为应对时代之问的必然选

择。新的历史方位下，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第二个

结合”的内在逻辑，深刻感悟“第二个结合”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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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不断开辟“第二个结合”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彼此契合才能结合。契合是结合的前提条

件，结合是契合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

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

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P18)诚然，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在

某些方面具有彼此相互契合的观点，但是毕竟

二者的生成背景与历史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两者

仍属于不同的理论学说，只有深入把握两者的内

在逻辑，并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充实中国

式现代化的有机生命体，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磅礴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符合中国社会

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

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3](P11)一种理论进入到一个国家且被广大民

众所接受，首要取决于这种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

家或民族的发展实际，或是这种理论能否为这个

国家或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

考察与科学分析之上，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揭

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勾勒出科学社会主义

的美好蓝图。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136)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为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引，符

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尤

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止一条。正是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光辉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两者

互相契合、互相成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

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与推广运用提供了重

要遵循。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由一个

独立的主权国家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

渊。为了拯救危亡，变革中国现状，无数先进的

仁人志士开始了救亡图存之路。君主立宪、民主

共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类“主义”争

先出场，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中国到底何去何

从，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困境。1917年，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现实，指

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因中俄有着相似的国情，

共同的特征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毅然将目光

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

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自觉将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建立在对西式

文明的反思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中，

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中国从民族

危亡中拯救出来，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

主，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可以说，马克

思主义以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成为无产阶级

的理论武器，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

想之维，有效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品性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

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4](P236)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

都有各自的文化，丢失了民族文化，那么这个国家

或民族便失去了根和魂。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

年文明发展史的东方大国，集合中华各族人民的

实践智慧，在历史的积淀中汇聚形成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与文化瑰宝。

究其本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智

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显著标识，具有涤荡心

灵、塑造民族身份、增进民族认同的价值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可跨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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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承担着传承历史、塑造民族身份和价值观的

重要作用。[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

流，各家学派百家争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涵

养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思想道德与精神品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性。其中美美与

共、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赋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兼收并蓄的思想理念，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传统至近代转型

的过程中，自然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念，

减少了马克思主义“落户”中国的文化阻碍。

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

国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

际遇使得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身处历史

大变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道路

上，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

问题。龚自珍、魏源等人，强调经世致用，依托今

文经学，主张“更法”“变古”。“万物之数括于

三”“及之而后知”等思想体现出近代先驱的前

瞻视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为西方哲学文化的

传入奠定了新的基础。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出场，维新派和革命派虽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却突出时代特点，以历史进化为核心，逐

步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桎梏。康有为以“天变道亦

变”的进化思想超越了传统儒家“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理论体系，并以大同世界为历史进化的

终极目标，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传统至现

代的转型。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承接中华

传统文化之基因，进一步丰富和反思了资产阶级

的民族革命思想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吸收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机械唯物

主义、进化论等众多理论成果，提出宇宙进化三

时期、“知难行易”“新旧三民主义”等思想，加

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爆发，中

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伴随众多西方思想的

涌入，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

荡、相互融合，唯物史观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基

本转向。其中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在批判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

指明了新的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互补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伊始，便开启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优势互补的历史序

幕。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为广

大人民所接纳、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担

了“介质”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其

作为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因语言、背景、矛盾

的不同使得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开始，便存在

“水土不服”的难题。而恰恰适逢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由传统至近代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面

对国破山河的现状时，逐步意识到单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难以拯救民族危亡，于是在反思自身文

化的基础上，开始向西方学习，使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自近代起在历史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

方法论、理想社会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真理彼此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内蕴着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萌芽”，使得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开

始，便契合中国的实际发展需求，并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介导”下，达到了中西合璧、融合同

创的新境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近

代中国的彰显。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不同

时空，时空的交错使得两者在理论指向、认识方

式、价值追寻等方面存在差异，具有异质性。同

时，也正是因为两者存在差异才具有优势互补的

可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

必然产物，是科学的真理，对于挽救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危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

诞生于西方，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阶

段。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积累了大量

财富，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社会的转型

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反

而以一种趋向隐蔽化的方式运作，财富的两极分

化必然潜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马克思、恩格斯

在借鉴吸收众多思想先驱的思想精华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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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实现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另一方

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千年，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浸润着中华民族，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无一

例外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知识背景，

并深受儒道两家主流学派的影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萌发于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在近代社会

冲击下日渐式微，难以支撑民族复兴的重任。在

“世界历史”的交互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遇了，两者的有效结合也化解了马克

思主义的“舶来品”特质，使之内化为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得以超越时空、跨越

国界，在中华大地焕发生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得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者共

同作用，形成了文化“聚变”，造就了新的文化生

命体，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精神动力与理论

指引。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文明
的现代转型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明，每个

时代都有与时俱进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

来的。”[1](P7)“第二个结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提供了文化基础，同时也加速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有效推动了

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将具

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融合[6]，激发了中华文

明的现代力量，实现了文明传承与文明创新的有

机贯通，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内生动力，

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色。2024年7月，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并作出了“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

将改革深化拓展至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要拓展至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协调互济为基础的中

华文明发展的高度和深度，推动了中华文明重焕

荣光。

（一）物质文明：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将文化建立于新

质生产力变革之上，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谋求

更为充足的生产动力。[7]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

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它表现为人类在自然环境

中谋求生存发展方式的变革。[8]根据物质生产方

式的变革，人类文明大体上经历了以渔猎采集为

主的原始文明、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农业文明和以

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不同对

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文明

现代形态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

的，是面向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物质文明。伴

随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迭代

提升，并衍生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

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

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

动能。”[9]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是对

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和超越，要求生产力及其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制度之间协同共

进。[10]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从“量”

到“质”的转变，更蕴含着未来社会科技发展的

内在因子。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核心要义。数字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

驱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健

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1](P10)马

克思通过对社会状况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本质性规

律，凸显了生产力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是在马

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的突破与飞跃，是与

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力质态。同时，当今

时代，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

性因素，成为生产力突破的内在动因。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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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化经济化成为数字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生长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之

根，必然内嵌至新质生产力之中，成为推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继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注入持久动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自觉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践，以新质生产力为中华文明的广阔发展提

供了先进动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

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夯实了物质力量。

（二）政治文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全人

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

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虽来源不同，但两者始终高度重视人的价

值，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其中，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有机贯通，互相融合，构筑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逻辑起点。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展

现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肩负历史使命，将中国人民从水深火

热中解放出来。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人民民主

的新征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深化对人民民主的进一步阐释，形成了初步人

民民主的建设框架。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新

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深入认识，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双

重作用下，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和发展了全过程人民

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1](P27)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全过程”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覆盖

全体人民，涉及各个方面，开创了以人民当家作

主为价值旨归的政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结果，是中国共

产党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所开创的人类政治文

明新形态。实践证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吸收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

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各个层面的价值诉求，是最管

用、最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新的历史条件

下，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地位，锻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辉煌。

（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建立在文化高度繁荣的基础之上的。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12](P52)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文明包括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开始探索现代社会的文明

之路。李大钊在建党前夕提出了“物心两面改造

的运动”[13](P69)，即“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

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13](P67)毛泽东也认识到了

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即“改造客观世

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

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4](P296)

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的“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方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深化精神

文明建设，并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15](P208)等重要论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强调“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致力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全面促进

物质基础的不断提升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彰显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色，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人，本质上

是文化的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引，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海纳百川，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

因，“走出了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新路”[16](P24)，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新

的出路。可以说，“第二个结合”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提供了方向指引，是推动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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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

会建设

“民生，就是指人民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

和基本福利，它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17](P2)民生与百姓息息相关，是人

民幸福之基。一般而言，民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主要强调民

众能够维持基本生计状况的底线。二是较高层

面的民生问题，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

和发展能力。[17](P1)民生问题贯穿中国共产党发

展的全过程。回望百年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

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

题。”[14](P13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摸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大力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

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

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8](P370)

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

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迈出

了更为坚实的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重视保障和改

善民生，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制度、新规定，形

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进一步推进了社会

主义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理论以马

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为理论渊源，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下茁壮成长，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民

生理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

代，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遵循，不断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中华民族自古便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集体不仅重视恢复国民经济，同时也高度

关注生态问题，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不断推动

污染治理，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19]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使命，持续推动生态建设，绿化

祖国行动不断深化，“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推

进，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20]，全面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

的有序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规律性

认识，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

发展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加强党对生态文明的全面领导”等一系

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生态文明

思想，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中国共产党在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借鉴、吸

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内容，如“天人合

一”“万物一体”“天地大美”“协和万邦”等等

传统朴素的生态思想，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生态

观，不断优化与完善，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思想，破解了西式文明下人与自然二

元对立的矛盾，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彰显出处理人与自然

关系的新的“中国式”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重要体现。

三、开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百年党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

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集中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沧桑历史。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瞄世界发展

大局，在积累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

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论断，并形成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

义、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上升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历史的流变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魂脉”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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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两者的优势互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

力之源。奋进新征程，要始终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在中华大地上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在

赓续中华文脉中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一）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

不忘本来才能面向未来。文化作为一种元

素，呈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固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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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5)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沧桑巨变中熠熠生辉，其核心

内容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但需要指出的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中国古代，必然带

有当时社会背景下的色彩，呈现出一定的认知局

限和历史滞后性。在推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

中，要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并借由现代技术加以活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向着现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呈现，从整体

上认清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不断提升中华民族

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一方面，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

明因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千年的历史流变中

形成了以儒道为主流的文化内容，从先秦时期开

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

百家争鸣，并相继提出“道”“仁”“阴阳”等思

想学说；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一步延伸和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融的

新局面。宋至清中叶，“理学”“气学”“事功之

学”不断兴起，呈现出早期启蒙的独特性质。总

的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理念

与人文智慧，其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知

行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元素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要进一步挖掘和

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合

理成分，自觉摒弃凌驾于传统文化之上的偏见与

傲慢，在平等的对话与理解中阐释表达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21]，使其逐步内化为人民大众日用而

不觉的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

另一方面，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

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信息科技

的日益发达，革新了以往的社会交往方式，人

类对于文化的认知也由传统的一维空间向三维

立体空间转化。面对数字化背景，亟需推动数字

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通过电视

电影、动画综艺、短视频等方式“复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单一的古籍

文本中解放出来，使其“动起来”，从而加深人

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了解。如

2024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借由技术赋权，

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话语建构，推

出中国首部由人工智能全流程制作的微短剧

《中国神话》，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

代化转化的新范式。同时，博物馆、文化馆等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有载体，也应积极提

高宣传力度、加大推广，并借由数字技术搭建

起虚拟化体验空间，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构

筑中国精神，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现代

的转型。

（二）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

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2](P875)先进的科学理论

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

武器。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正是我们党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并融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合理成分，在革命、

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征程中日益发展壮大，并在

理论实践中逐步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了繁荣富强

的新道路，开创了新的发展格局，赢得了世界各

国人民的尊重与认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要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科学认识，在“第二个结合”中加快推进中国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

历史迷思，走出区别于西式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之路。

一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一

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3](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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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思想的“幽灵”飘荡在欧

洲上空，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科学的灵魂找到了身体，魂与体

的相互成就，魂与根的相互作用，为中国共产党

人找到了民族复兴的出路，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强

劲动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从国

破山河到全面小康，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

下，中国短短几十年走出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之

路，彰显出科学理论的先进性。“第二个结合”

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实

践，集体展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

与深入发展。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要将马克思主

义植根于中国具体国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用先进的理论指引方向、凝聚共识，从科学

理论中汲取智慧，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另一方面，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主

知识体系。列宁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强调，“任何

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

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

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23](P651-652)马克思

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跨越国

界、跨越时空的强大力量。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

族、国家，都有属于各自的特色，如语言、饮食、

文化、习俗等，这些共同的特点整体上构成了强

大的民族认同，成为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

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及国家要想实现自身

的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引，更需要植根

于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特色。“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本土，赋予马

克思主义以浓厚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体现

出中国的民族性、现实性和时代性[24]。随着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自主知识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结合新的时代观、世

界观，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借鉴并吸收世界

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形成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进一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三）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考察世界发展

大局所做出的科学规划，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有益探索，彰显了高度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P21)中国式现代化突出

了“中国式”，即民族性，又富含“现代化”的基

因，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底色，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时代，要以

“第二个结合”为理论依托，一以贯之地坚持和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方面，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认知，

超越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

共性，又体现了中国式的民族特色。“第二个结

合”正确处理了“根”与“魂”的辩证关系，造就

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文明再造，有力地破

解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一直以来，西方现

代化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取得了现代化的重大

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人与人、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之中，产生了明显的两极

分化，“国强必霸”“历史终结”等思维主导的西

方现代化给人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西

方现代化在“祛魅”或“除魔”的背后，引发了新

的社会矛盾，随之而来的是理性的缺失以及信念

伦理的沉沦。中国式现代化在“第二个结合”的

作用下，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实现了由

传统至现代的文明转型，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始终

站在正义的一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根

植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

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拓宽和开创了

独一无二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增强了历史主动和

文化自信，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了更为坚定的理

论思想和文化基础，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

超越。新征程，要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

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从不同维度系统认

知并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积极主动

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嵌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进一步推动两者相互呼应，

从而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全方位为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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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共产党不仅关切本国国民，同时也心系天下、胸

怀世界，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必须坚持胸怀天下。”[2](P21)早在中国古

代，古人便意识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的道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

养下，中国人深知适可而止、过犹不及的道理，

提倡“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世界各国共处一

个地球，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追求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是各国人民的永恒追求，唯有国与

国之间友好互助、和平共处，才能共同抵御各种

全球性挑战，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第二个结

合”充实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的现代

化贡献了新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思路，进一步彰显

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气度与胸襟。

在坚持“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要持续推动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交流中彰显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中国理念观照世界、引

领未来，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话语权[25]。

四、结语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

步。”[22](P49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理论体系与文化形态的有

机融合，突显了同属精神领域中不同文明成果的

互通互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

存在时空、背景、功能等差异，但在解决民生、自

然等重大问题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使得两者

的结合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两

者结合起来，在互相融合中推陈出新，在改造—

转换—提升的过程中创造了新时代的新文化，

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激发了中华文明的

现代力量，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科学性和民族

性。新时代，深刻把握和理解“第二个结合”，其

实质就是要学习和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激发全

民族的文化创造力。[26]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逐步加快“第二个结合”

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中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在传统与

现代的转型中传承文化薪火、赓续中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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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AO Zhonghua
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Marxism has faced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combining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roposal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highlights the CPC’s high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provide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only when they fit each other that they can b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The light 
of truth of Marxism meets the actual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an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but Marxism alone cannot solve all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societ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ooted in Chinese soil,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has infused and nourished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has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he foreig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has become a possibility and a prerequisit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 CPC has creatively integrat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great practic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s 
strengths, whi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Chinese gene of Marxism, but also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has stimulated the 
modern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whole,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political, spiritu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ccelera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journey,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open up the way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open up new horizons for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vitality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and strive for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the second 
combin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