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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首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能够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

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进入新时代，推进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有其内在可能性和现实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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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learly put forward “two combinations” at the conference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
ture, realizing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tand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
ture can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and make the idea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e deeply popula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s a scien-
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are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cel-
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an inherent possibility and practical necessity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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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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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理

论层面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得

到了新的发展。一定意义上说，百年辉煌党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从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是对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科学研判，为新时代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指明了

前进方向。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内在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被引入中国，之后便在中华大地上开花

结果、枝繁叶茂。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破土于西方土壤的“舶来品”，这样一种“西方

的”“外来的”文明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指导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

断取得胜利，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在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都能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此外，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十分注重与本民族文化的交流

互动。尽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明基因相结合的实践却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

不断发扬壮大，成为一种“中国化的”“本土化的”理论形态，就是因为它发现了中华优秀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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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够及时地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行得通，之所以能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指引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其历经时代和实践变迁而真理性光辉依然。

在人类社会思想史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相提并论，马克思

主义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

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2]马克思吸收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精髓，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

了批判的继承，在吸收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

说，是当之无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 
此外，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来源于实践，并紧密结合实际指导着新的实践，从根本

上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

危机空前加深，无数仁人志士开启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展洋务

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维新变法，提倡改革，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推行

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改革派发动辛亥革命，虽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推翻了，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

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五四运动进一步

加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虽然也不断遭受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对

和攻击，但最终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适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

国共产党就此诞生，中国革命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在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一

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巨大真理威力，是必须一以贯之的科学理论。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性、包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渊源和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根和魂。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

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性，也即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光辉历程中形成的

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特性的存在，正是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形

成的原因所在。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的

关键，也是找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本土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就

成为了具有“本土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方便了广大无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

运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和深远的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这是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过流的文明体系的原因之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传统文化中包容特质的真实写照。具体来看，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国家民族内部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和在国际文明交流过程中的包容性。一方面，56 个民族共同缔

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文化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内部承认个体文化差异，尊重各民族文化特色，这意

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多的文化源头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在国际文明交流过程中的包容性使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吸纳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的优点长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早期就对其他民族

文化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比如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传入中国，在与中华文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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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堪称黑格尔意义上“文化结合”

的典范，既广泛地学习外来文化，又深入地适应中国传统，在儒家心性论和佛教宇宙论融合的基础上产

生了禅宗。[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被引入到中国，遇到极具包容性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者

碰撞与融合就有了可能，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现实必要性 

(一)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本质要求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

经过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形成并保留下来的文明基因，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

发展，才能完成文明的新陈代谢，从而更加适应我们当今时代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

治国之道、为政之道，但即使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也是传统社会思想文明的体现和积淀，由于时代的

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性，以及在传承和表达方式上的局限性。此外，因为表达

方式的陈旧和繁琐，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于仍然存在个别民族文化虚无主

义的言论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进发展的方向。习近

平总书记在新时期多次强调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创造性转化，

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

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6]坚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角、方法，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智慧，并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完善；有利于我们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改变传统文化陈旧的表达形式，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活力，从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谈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让中华民族有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色，

又是中国特色造就了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

传播并不断本土化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遭遇到了来自

国内外的阻力和非议，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思想指导，不仅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光辉，还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文化资源。换句话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基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才能让人民群众从心理上更容易地接受和认同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扎

根，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都高度重视发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

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既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的文化土壤。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

应继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化滋养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适应中国国

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三) 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需要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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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

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理论创新没有止境，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身的理论更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专门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来看待，足以可见理论创新在

我们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过程中，理论创新主要是指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新

一代领导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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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方案新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真实写照，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坚持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又是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过程中诞生的重要理论

成果。这一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其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已得到充分彰显，未来也必将继

续指导着中国的新实践、新发展。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紧追时代，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作出科学预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需求，反

映着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必将会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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