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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逻辑ꎬ 不能单纯拘泥

于文化逻辑层面加以理解ꎬ 而应当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ꎬ 从历史、
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ꎮ 从历史维度而言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ꎬ 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不同层面的融合过程ꎬ 新时代推动 “第二个结合” 应努力实现向价值理

念层面深度融合的转变ꎮ 从理论维度而言ꎬ “第二个结合” 重要论断的提出ꎬ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ꎬ 实现了从 “自在自为” 到高度 “自觉

自信” 的转变ꎮ 从现实维度而言ꎬ 新时代推进 “第二个结合”ꎬ 不仅要直面 “中国之问” 的求解ꎬ
更要在回答 “世界之问” 中实现 “问题域” 的转变ꎬ 以此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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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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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 才能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ꎬ 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ꎮ”① 这一科

学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和现实关怀ꎮ 深入理解

和把握 “两个结合” 的重要论断ꎬ 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结合的深刻意蕴ꎬ 不能停留在学院式研究上或单纯从文化逻辑层面把握 “第二个结合”ꎬ 而应当立足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ꎬ 从历史、 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ꎮ

一、 历史之维: 从 “形式” “内容” 到 “价值理念” 的深度结合

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不

可或缺的重要作用ꎮ 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ꎬ 其原因不仅在

于源自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重要的理论 “视差”ꎬ 而且因为中华文化以

日用而不自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ꎬ 也必然会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

义的选择和运用ꎮ 可以说ꎬ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ꎬ 就是不断在中国本土实际经验和悠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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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 “化” 中国ꎬ 以及运用中国经验、 中国文化 “化” 马克思主义的双

向互动过程ꎮ 从总体上看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大致经历了 “形式－内

容－价值理念” 三个不同层次的范式转换过程ꎮ

第一ꎬ 以比拟或比附方式推进形式层面的结合ꎮ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ꎬ 要在中国生根发芽、 开

花结果ꎬ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在语言形式上进行转化ꎮ 基于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ꎬ 就最外

在的表达形式而言ꎬ 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 “空间性” 差异ꎻ 同时ꎬ 立足于西欧发达工业化生

产基础上的理论表达ꎬ 与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中华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 “时间性”

差异ꎬ 亦即常言的 “现代” 与 “传统” 之间的差异ꎮ 因此ꎬ 马克思主义在从西欧向古老中国的 “理

论旅行” 过程之中ꎬ 必然首先遭遇中华文化系列差异性所构筑的外在 “抵抗”ꎬ 而首当其冲的便是

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ꎬ 这直接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ꎮ 因此ꎬ 中国人

在早期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ꎬ 常常使用比附或比拟的手法ꎬ 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类似

概念或表达方式ꎬ 帮助国人以较为便捷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奥概念ꎮ 例如ꎬ 面对社会主义这

一最初源自拉丁语的具有共同的、 共享的含义的全新概念ꎬ 中国人在理解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

定意义上的陌生感与距离感ꎮ 因此ꎬ 梁启超在介绍社会主义时便选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表达方

式进行比附ꎬ 认为社会主义 “吾中国固夙有之”ꎬ “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

点ꎬ 近人多能言之矣ꎬ 此不缕缕”①ꎮ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孙中山说: “考诸历史ꎬ 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

者ꎮ ‘井田’ 之制ꎬ 即均产主义之滥觞ꎻ 而累世同居ꎬ 又共产主义之嚆矢ꎮ 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ꎬ

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ꎬ 宜其进行之速ꎬ 有一日千里之势ꎮ”② 如上所述ꎬ 梁启超和孙中山不约而同

地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形式载体ꎮ 当然ꎬ 在比附的同时ꎬ 另一些知识分子则

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 “格义”ꎬ 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化和体系化显然起到

了促进作用ꎮ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类似概念范畴ꎬ 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

义加以比附和解释ꎬ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最初图景ꎮ 随着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ꎬ 这种表面的比附和解释显然就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了ꎮ

第二ꎬ 以创造性发展方式推进内容层面的结合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ꎬ 需要进行表达

方式上的比附或比拟ꎬ 这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结合问题ꎬ 是异域文化在他国传播过程中普遍

遵循的一般传播学规律ꎮ 但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ꎬ 是将其作为一种救国救民、 改造宇宙和社

会的真理ꎬ 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单纯作为一种西方学说来传播的境界ꎮ 因此ꎬ 中

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ꎬ 除了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来

比附、 阐释马克思主义之外ꎬ 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开启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过程ꎬ 即从内容层面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ꎮ 比如毛泽东对古代实事求是学风的改造和转

化ꎮ “实事求是” 这一概念出自班固的 «汉书»ꎬ 其本意是称颂河间献王刘德 “修学好古ꎬ 实事求

是” 的严谨治学之风ꎮ １９４１ 年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中ꎬ 毛泽东指出: “ ‘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

的一切事物ꎬ ‘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ꎬ 即规律性ꎬ ‘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ꎮ 我们要从国内

外、 省内外、 县内外、 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ꎬ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ꎬ 即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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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ꎬ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ꎮ”① 毋庸置疑ꎬ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 批判继承了

中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精神ꎬ 并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ꎬ 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获得了新的

意蕴ꎮ 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ꎬ 诸如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批判和继承ꎬ 对中庸概念和大同概念的

新解等ꎮ 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ꎬ 其对于当下

推进 “第二个结合” 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ꎮ 一方面ꎬ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必须首先探寻二者之间进行融通的 “同类项”ꎮ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传统文化

中找到实事求是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ꎬ 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与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ꎬ 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将 «实践论» 一文的副标题确定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② 的重要考虑所在ꎮ 有学者在阐释中国人缘何能够理解马

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时ꎬ 明确提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维特别是 «易经» 中的 “通
变” 思维构成了重要的中介③ꎮ 新时代推进 “第二个结合”ꎬ 必须首先着力发掘二者之间存在但尚未

引起足够重视的内在融通性与契合性ꎮ 另一方面ꎬ 结合不能单纯从概念范式的学院式研究出发ꎬ 必

须着眼于现实的需要ꎮ 毛泽东之所以推动 “第二个结合”ꎬ 绝非单纯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使然ꎬ 也不

是意图建构抽象的理论体系ꎬ 而是直面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ꎬ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改造现实的实

践经验和智慧滋养ꎮ 新时代推动 “第二个结合” 不能将其规制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这无疑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 “第二个结合” 的原初逻辑起点ꎬ 而是要在求索中国问题、 回答时代之

问中推进 “第二个结合”ꎬ 最终落脚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 “走自己的路” 的历史自觉与历

史自信ꎮ 正如习近平所言ꎬ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ꎬ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ꎬ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④ꎮ
第三ꎬ 积极推进价值理念层面的深度融合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阐述中明确指出ꎬ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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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ꎮ 这意味着新时代推进 “第二个结

合” 不能单纯停留在形式或内容层面ꎬ 而是既要超越单纯从形式比附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ꎬ 也要

超越单纯改造传统文化中相关观点的内容更新ꎬ 从而上升到更加普遍、 更加宽广的价值理念层面进

行二者的深度融合ꎮ 价值理念是超越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呈现的更为基础、 更为深层的逻辑环节ꎬ
其决定了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路径走向ꎮ 因此ꎬ 从价值理念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一步落地生根、 进一步融入人

民群众的文化心理结构ꎬ 使之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更加锐利的思想武器ꎮ
有学者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ꎬ 从根本上讲ꎬ 就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ꎬ 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 融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同时ꎬ 又

赋予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内容ꎮ”⑥ 进而言之ꎬ 新时代之所以强调 “第二个结合”ꎬ 绝非

单纯回归以往业已完成或推进了的实践———从形式和内容层面进行结合ꎬ 而是更加强调开启一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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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全新典范ꎬ 即通过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融通ꎬ 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世界ꎬ 增强其阐

释现实问题、 引领实践走向的价值功能ꎮ 如果说 “第一个结合” 主要侧重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

“化”ꎬ 那么 “第二个结合” 则主要侧重于直面现实生活世界ꎬ 塑造新的生活样态ꎬ 进而在此基础上

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ꎮ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漂浮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 “无根浮萍”ꎬ 而是深

深扎根现实实践ꎬ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滋养的ꎮ 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 “有根

性”ꎬ 就必然要在价值理念层面推进 “第二个结合”ꎮ 当然ꎬ 强调价值层面的结合ꎬ 并不是否定形式

和内容层面的结合ꎬ 而是在继承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推进 “第二个结合” 走向新的高度ꎮ

二、 理论之维: 从 “自在自为” 到高度 “自觉自信” 的转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ꎬ 明确提出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集中凸显了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ꎬ 同时也彰显了从 “自在自为”

到高度 “自觉自信” 的转变ꎮ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转变ꎬ 是在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的基础上ꎬ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积累的丰富

经验的基础上ꎬ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新阐释ꎮ

第一ꎬ 高度的自觉自信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ꎮ 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 “十年来ꎬ 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

事: 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ꎬ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ꎬ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ꎮ”① 比如ꎬ 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脱贫攻坚战ꎬ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ꎬ 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ꎮ 再如ꎬ

十年来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ꎬ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ꎬ 经济总量稳居

世界第二位ꎮ 这些巨大成就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和现实条件ꎮ 可以说ꎬ 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底气所在ꎮ 毛泽东在论及文化时曾指出ꎬ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

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ꎮ 这一观点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ꎬ 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ꎮ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ꎬ 必然受到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制约ꎮ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基本物质前提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ꎬ 离开这一前提谈论两者的结合只能是空中楼阁ꎮ 此外ꎬ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

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ꎬ 以及现实的问题指向ꎮ

当然ꎬ 我们强调两者结合的物质经济基础ꎬ 并不是要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人文

价值ꎬ 更不是在文化的优劣与经济实力的强弱之间画等号ꎮ 我们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ꎬ 但是也要警

惕陷入泛文化主义的历史窠臼ꎮ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ꎬ 我们不仅要避免 “全盘西化” 的文化

４４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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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ꎬ 第 ４ 页ꎮ
«毛泽东选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６９４ 页ꎮ



虚无主义倾向ꎬ 要避免文化复古主义倾向ꎬ 而且要立足于新时代的文化场域ꎬ 高度警惕泛文化主义

的倾向ꎮ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ꎬ 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探求存在一条逻辑进路ꎬ

即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ꎬ 也就是说ꎬ 探求救亡图强的道路最终都把目光聚焦到文化方面ꎮ 中国近

代社会的失败不是单一的经济、 政治或文化落后的问题ꎬ 而是一个总体性的文明类型问题ꎬ 具体而

言ꎬ 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胜利ꎮ 因此ꎬ 当我们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ꎬ 单方面强调学习西方

的器物ꎬ 再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ꎬ 再到批判自身文化进而学习西方文化ꎬ 其实都不能真正解决中

国的现实困境ꎮ 这一逻辑进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ꎬ 即社会问题、 时代问题的求解往往都会落

脚在文化层面的探讨ꎬ 但我们要避免陷入泛文化主义的历史窠臼ꎮ 文化很重要ꎬ 但是文化不能解决

所有问题ꎬ 片面夸大文化的重要性只会适得其反ꎬ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ꎮ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

反映ꎬ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孤立看待文化问题ꎬ 而应该把文化问题纳入社会这一整体之中加以考量ꎬ

特别是把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建基在现实物质生产条件之上ꎮ

第二ꎬ 高度的自觉自信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

富经验的总结ꎮ 如前所述ꎬ 回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过程ꎬ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

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三次飞跃ꎬ 都离不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沃土的滋养ꎮ 以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为例ꎬ “两论” 无疑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ꎬ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典范ꎮ 当然ꎬ 也需要看到的是ꎬ 中华文化在蕴含着优秀文化因子的同时ꎬ 也包含着受特定时代局限

所导致的封建糟粕成分ꎮ 因此ꎬ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还有

一个重要的任务ꎬ 就是警惕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ꎮ 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ꎬ 在两者的结

合过程中ꎬ 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ꎬ 因为很多时候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就如同共生

矿一般密不可分ꎮ 这就需要在结合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加以

甄别ꎬ 做到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ꎬ 真正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ꎮ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 “两个结合” 的过程中ꎬ 科学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

系ꎮ 在 “两个结合” 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ꎮ 这一科学严谨的表述本身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理论自觉ꎬ 特别

是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高度自信ꎮ 学界在理解 “第二个结合” 时ꎬ

全面区分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与封建糟粕的消极因素ꎬ 并且集中探讨了如何科学推进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ꎮ 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ꎬ 一般都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结论ꎮ 实际

上ꎬ 必须看到的是ꎬ “两个结合” 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其包括马克思主义

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ꎮ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ꎬ 这些基本原理就包括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认识论、 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具体原理ꎮ 如果说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朴素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有机融合ꎬ 那么ꎬ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出了新的

理论要求ꎮ 在笔者看来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很好地实现了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 “和” 的价值理念的有机结合ꎬ 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新典范ꎬ 可以说是新时代的 «实践论» 和 «矛盾论»ꎮ

第三ꎬ 高度的自觉自信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结合” 的内在逻辑关系中ꎮ １９３８ 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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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题为 «论新阶段» 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ꎮ 他指出: “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ꎬ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ꎬ 即是说ꎬ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ꎬ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ꎮ”① 众所周知ꎬ 这里的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化”ꎬ 最初的表述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ꎮ 此后ꎬ 毛泽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中ꎬ

有时也将其具体表述为 “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

来”②ꎮ 这里说的 “具体情况”ꎬ 自然包含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部分内容ꎮ 也就是

说ꎬ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个结合” 的表述中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蕴含在中国的具体实际

之中的ꎮ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结合” 的新论断ꎬ 从 “一个结合” 到 “两个结合” 的阐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义和价值ꎮ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实践告诉我们ꎬ 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ꎬ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ꎬ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

义行ꎮ”③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ꎬ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ꎬ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ꎻ 中国

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ꎬ 是因为它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个一般属性ꎬ 而且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ꎮ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

年历史ꎬ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ꎬ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ꎬ 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ꎬ 两者的结合则被赋予了新的历史重任ꎮ 有学者

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个结合” 的关系问题时指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ꎬ 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 发展与深化ꎬ 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

掌握群众、 影响社会的程度ꎬ 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 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ꎬ 同时又

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 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ꎮ”④ 因此ꎬ 从这一意

义上说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两个结合” 之间既不是蕴含关系ꎬ 也不是并列关系ꎬ 而是递进关

系ꎮ 概言之ꎬ “第二个结合” 是建立在对 “第一个结合” 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反映ꎬ 这一文化反映

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的新发展ꎮ 如果从蕴含关系或并列关系的角度

理解和把握 “两个结合” 的内部结构关系ꎬ 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意义和价值ꎮ

三、 现实之维: 从 “中国之问” 到 “世界之问” 的解答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并非单纯基于中国维度的理论与实践探

索ꎬ 其中诸多内容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纯民族性价值而上升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维度ꎮ 这意味着ꎬ

深刻把握 “第二个结合” 的时代意蕴ꎬ 不仅需要从中华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的历史谱系出发加以理解ꎬ

而且也需要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维度ꎬ 特别是从把握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历史高度加以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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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ꎮ 换言之ꎬ “第二个结合” 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ꎬ 不仅是直面 “中国之问”ꎬ 更是对 “世界之

问” 的积极回答ꎮ

第一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自卑心理的超越

和彻底批判ꎮ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后ꎬ 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ꎬ 不仅遭遇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的悲惨境遇ꎬ 而且也直接面临 “文明蒙尘” 的文化困境ꎮ 中华民族数千年引以为傲的

璀璨文明ꎬ 开始遭受巨大的历史性解构ꎬ 文化否定、 文化自卑成为一些人在 “亡国灭种” 危机情况

下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心理转折ꎮ 近代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探索ꎬ 先后经历了从 “器物” 到

“制度” 再到 “文化” 的转变ꎮ 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ꎬ 产生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ꎬ 期冀从西

方文化中汲取解决救亡图存问题的 “药方”ꎮ 但上述探索无一例外最终都走向了失败ꎬ 因为脱离本

国实际与本土文化语境的全盘模拟ꎬ 必然会产生 “水土不服” 的理论尴尬ꎮ 因此ꎬ 中国共产党明确

提出必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ꎬ 并且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实践

探索中彰显出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ꎬ 中国式现代化

实际上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ꎬ 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特质ꎬ 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滋养ꎮ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ꎬ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ꎬ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①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非外来文化中汲取坚定 “走自己的路” 的理论自信ꎬ 实际上深刻折射

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自强姿态ꎬ 深刻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过程

中的基础性作用ꎮ

第二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ꎮ 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理想规划ꎬ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勾勒了 “两步走” 的战略规划ꎬ 即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到 ２１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ꎮ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ꎬ 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ꎬ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ꎮ”② 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具体特征和本质要求的具体阐述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诸多价值理念的底蕴ꎮ 比如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ꎬ 这一特质不仅

是对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老路的批判性反思ꎬ 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价值理念的继承

和超越ꎮ 不论是儒家 “有秩序的和平主义”、 道家 “法自然的和平主义”ꎬ 还是墨家 “行动的和平主

义”ꎬ 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些主要思想流派内在蕴含的和平诉求ꎮ 可以说ꎬ 中华传统

文化是一种崇尚和平的文化ꎬ 其中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ꎮ 此外ꎬ 现代化并非单纯物质或技术层面的

现代革新ꎬ 同时也意味着人自身在生活方式、 行为模式、 心理态度、 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现代化ꎮ 不

同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中心ꎬ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人是现代化的历史主体ꎮ 从人的现代化

角度而言ꎬ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特质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ꎮ 比如ꎬ 马克思

主义关于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学说ꎬ 关于异化的理论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心性修养的学

说ꎬ 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ꎮ 从现代化的双重逻辑而言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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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 论断正好回应了现代化的双重需要ꎮ
第三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会大大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ꎮ 当

前人类现代化道路荆棘丛生ꎬ 人类文明发展步入 “十字路口”ꎬ 这些实际上都已经集中折射出西方

文化理念在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时的 “理论失灵”ꎮ 实际上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ꎬ 西方社会就

曾出现过 “西方文明没落” 的讨论ꎬ 并且也提出中华文明作为未来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可能性问

题ꎮ 但随着近代中国不断陷入落后挨打的历史深渊ꎬ 关于中华文明与 ２１ 世纪人类文明走向问题的讨

论被人为规制了ꎮ 今天ꎬ 在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ꎬ 特

别是面对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的重大时代课题考验的历史背景下ꎬ 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于 “世界之问” 的求解、 之于引领 ２１ 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价值意义ꎬ 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

能性ꎮ 当然ꎬ 必须看到的是ꎬ 强调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以回应时代之变ꎬ 并不是如一些人所

言的那样是要通过 “返本” 完成 “开新”ꎮ 单纯回到 “故纸堆” 的经院式做法ꎬ 所得到的只能是关

于传统的一种全新解释框架或理论观点ꎬ 并不能在指导现实实践展开层面完成 “开新” 的功能ꎮ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必须与现实生活相贯通ꎬ 从现实层面ꎬ 特别是从人类社

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出发ꎬ 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ꎮ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 教化思想、 道德理念等ꎬ 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

有益启迪ꎬ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ꎬ 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ꎮ”① 他还进一步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ꎬ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ꎬ 不仅是我

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ꎬ 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ꎮ”② 不难看出ꎬ 习近平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分析已经超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界限ꎬ 而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世

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更广阔的视野之中ꎮ 质言之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具

有重大的启迪、 启示和启发ꎬ 而且对于解决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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