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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的基本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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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与实践。研究显示，中国共产党引领文化发展，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党探索内在联系，注重时代适应性，

反映中华民族崛起历程。研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辩证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马克

思主义推动文化创新，以及基于共通点进行融合。研究强调结合的重要性，并提出结合策略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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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先进

文化的引领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党的奋斗历

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受到高度

重视，这一结合揭示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富强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传统文化产生共鸣，得到人民认同。

坚持科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推

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产生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1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坚持以科学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

用科学眼光看待科学，坚守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新理论引导新实践。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丰富与深化，而科学地认识马

克思主义，无疑是其中的核心议题。

1.1 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态度，摆脱 “左倾” 教条

主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错误的束缚。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遇到的困难往往源于教条式地

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取得的成就则得益于科学的态度和

方法。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环境有差异，

易产生教条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和人民的共同抉择，是引领

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繁荣富强及人民幸福的必由

之路。中国近代史的沧桑巨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唯有

马克思主义，方能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

马克思主义以其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特质，作为

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需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伟

大实践深度融合，并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方能充

分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威力。

“左倾”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对马克

思主义危害大，中国要警惕 “左倾”。土地革命时期

和新中国成立后的 “左倾” 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

打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僵化固

守其理论，而应秉持科学的态度去坚守与发展，将其视

为指引中国实际工作的锋利‘利剑’。

1.2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习近平指出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立场、观

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共产

党人改造主观与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结合需坚持其指导思想。

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需始终与民众的立场保持一

致。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为人类的自由解

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要坚持根本立场，党的领导

要以人民为中心，理论和文艺工作者要秉持历史唯物主

义立场。

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要遵循基本方法论，应用其核

心方法分析处理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

也是党的基本方法。掌握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分析

方法也很重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非否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价值。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客观剖析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批判继承。“文革” 时期的错误做法应吸

取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辩证看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把握马克思根本立场，应重视其根本精

神、观点和方法，避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否定。

2 辩证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需正确处理二者关系，辩证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1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凝聚力的体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宝贵遗产和丰富财

富。如 “精忠报国” 等核心价值观植根其中，影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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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人价值观和行为选择。

为确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我们

需要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生根发芽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及人民价值观契合，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起就倡导并实践中华先进文明，将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历史文化传统结合，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需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进程。

2.2 批判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正反两面作用，具有矛盾性。

要正确对待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矛盾，反对“文

化虚无主义” 和 “文化复古论”。

“文化虚无主义”肆意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成

分，而“文化复古论”则片面强调其封建性和民族性。

要区分精华糟粕，批判性传承，与“文化虚无主义”斗

争，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坚决抵制文化复古主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髓。文化复古论偏离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体系，儒学没

有经济根基且有反动内容，要批判性评价新儒学，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2.3 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及 “第二个结合”，

形成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重视中华传统文化，遵循用马克思主义

视角审视历史、区分精华腐朽、保持民族特色、体现中

国气派等原则。毛泽东提出的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 等原则反映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优秀

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的重要成果，包括突出对

中华传统更高内涵及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深挖传

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合传统文化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执政水平、揭示中华传统文化

丰富思想内涵及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模式。

3 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转化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宝贵财富，在现代化挑战

下至关重要。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传统价值观实践

与传承面临困境。但在党的国家建设中，传统文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其保存与传承成

为民族抗争的关键。新时代下，推动文化创新、传播中

国声音、展现国家形象变得迫切。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

理，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命力，构建适应各发展阶段的

文化体系，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实现民族复兴

目标，需借助马克思主义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转

化与发展，确保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展现时代精神。

3.1 新型现代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变

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正负两面，需进行现代化改造，

继承并扬弃发扬。习近平指出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文化发展是连续与非连续的统一，要传承发展传统，

避免文化退化和历史虚无。社会主义革命要传递永久、

长久的文化价值观。同时，为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要

摒弃与小农制度相关的封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应改造、提炼、强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其真实

性和科学性。
习近平阐述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惰性”

使其现代化过程复杂艰巨，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其

面临困境，“五四”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融合和

传统文化现代化铺平道路。

3.2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存形式和生

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文化属性，中国共产党

重视对其 “批判性继承”，习近平指出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融入社会主义文明。

习近平根据时代需求，赋予传统文化新表达形式，实现

“传统” 与 “现代” 融合，创新是文化生存发展的

根本。
通过现代性阐释间接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古

代经典文化中的注释往往包含新思想。要结合时代对传

统文化进行更接近时代的解读，实现复兴与发展。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创新，体现在文化形式与理论架构

构建上。要关注传统文化内容现代性，创造新的文化形

态。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经据典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的表达方

式与时代内涵，习近平大量引用中华名著阐述国家治理

见解。通过讲故事、运用谚语俗语和比喻等增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如习近平将传统文化融入现实

生活，转换为富有生机的语言。

3.3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理论和文化发展同步，“第二个结合” 需要科学

理论创新，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理论创新在于实践，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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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与文化创新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展文化

产业等重大理论创新，坚持以人民为本。同时，文化活

动与经济、政治活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当代文化和社会相适应，

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经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4 利用两者相同或相通的地方进行结合

我国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机结合。二者结合是因为在精神上相互联系，在自

然观等方面高度契合，都是 “天人合一，人我合一，

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具体如下：

4.1 具有相通的哲学底蕴

唯物论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

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物质决定

意识等方面有契合点。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盘古开

天地传说到老子、荀子等思想家的观点，以及各个历史

时期众多哲学家的思想，都体现了朴素唯物论，与马克

思主义唯物论有内在统一性。

辩证法相似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

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有相似之处。中国最早的哲理之

书《周易》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如伯阳夫、宫之奇、

晏子、老子、孙武、范蠡、邹衍、王夫之等的观点中都

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

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发展观等方面有相通之处。

认识论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认识论有相通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显著特征，中国传统思想也重视实践。从孔子到荀子、

韩非、王充、宋明理学代表人物以及王夫之、庄子等思

想家的观点中，都体现了对 “知” 与 “行” 关系的

探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相通。

历史观相容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哲学中的历史观有相容性。马克思创建了历史

唯物主义，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周公的 “保民” 主张、儒家 “重人”

理念、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淮南子》的观点以及黄

宗羲、王夫之的思想等，都体现了唯物史观思想。

4.2 具有相通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差异，但也有

诸多相似之处。如马克思主义以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人的

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对 “民贵君轻”“仁

爱”的维护也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追求。二者在社会观

念方面存在共性，都以人的发展和自由为目标。

在社会发展的主体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

本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 “群众史观” 有相似之处，

都认为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

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向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现了对社会不公平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则更深入地认

识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向。

在社会的理想追求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共同勾勒出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如共产

主义社会和“大同”社会。中国历代仁人志士都将“大

同”思想转化为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

谐” 思想与中国朴素 “和” 思想融合，产生了 “和

谐” 思想。

4.3 具有相通的理想追求

实现对整个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终

极目标，中国儒学的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也体现

了对个体平等与幸福的追寻。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人为本” 的理念

统一起来。

总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结合，要注重两者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消除中国民众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屏障，使其更容易被接受，逐步走

向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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