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 学理化研究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３ 年年会

暨第八届天津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综述

赵华飞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天津师范大学共同主办ꎬ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

同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天津师范大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协办的 “中国历

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３ 年年会暨第八届天津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ꎬ 论坛

主题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 学理化研究”ꎮ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曲凯ꎬ 天津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兼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立文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天津师范大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侯惠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ꎮ 论坛开幕式由天津师范大学

党委副书记马雷主持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迎春ꎬ 中

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银传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首

都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生平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颜晓峰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冯颜利ꎬ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一

级巡视员阎峰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李建国等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 ２００ 余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应邀参会ꎮ
１. 深刻把握 “两个结合” 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两个结合” 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重大理

论观点ꎬ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ꎮ 与会

学者围绕 “两个结合” 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两个结合” 更加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和逻辑理路ꎬ 而把握好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是科学把握 “两个结合” 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 的科学内

涵的关键所在ꎮ 侯惠勤指出ꎬ “两个结合” 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在于明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关系ꎮ 总的来看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ꎬ 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来

指导我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实现创新性发

展和创造性转化ꎮ 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ꎬ 是理解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 “根脉” 和 “魂脉” 的基础ꎮ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指出ꎬ 理解好 “魂
脉” 和 “根脉” 的关系尤为重要ꎬ “第二个结合” 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ꎬ 其次要明确

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文化思想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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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对 “两个结合” 的研究ꎬ 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ꎬ 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体系化、 学理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ꎮ 颜晓峰指出ꎬ 坚持 “第二个结合” 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成功法宝ꎬ 要在科学把握 “第二个结合” 的历史方位、 关键环节、 成果目标基础上建设好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ꎮ 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赵欢春指出ꎬ 只有切实实现好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ꎬ 才能巩固、 夯实中华文化的主体性ꎮ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田海舰指出ꎬ 科学把握 “第二个结合”ꎬ 能够让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宝贵资源ꎬ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空间ꎮ 国防大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昝瑞礼指出ꎬ 科学把握 “两个结合”ꎬ 能更好地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体系化、 学理化阐释ꎮ
２.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

丰富和发展ꎬ 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指

南ꎮ 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ꎬ 对其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 重大意义展开深

入探讨ꎬ 为全面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出了应有贡献ꎮ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ꎬ 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蕴含的方法论意义ꎬ 要全面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ꎬ 深入阐释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理论来源、 理论

特质和理论贡献ꎬ 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ꎮ 姜迎春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ꎬ 阐释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学者的一个重要

责任和担当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科学的文化遵循ꎮ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卢忠萍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源自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论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ꎬ 其理论特质在于系统性、 战略性、
实践性、 时代性、 人民性、 世界性ꎬ 其理论贡献在于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

题ꎮ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对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规律的深刻认识ꎬ 其中的概念、 范畴、 体系、 架构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重要问题所作出的

新论断、 新表述、 新阐发ꎮ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包庚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着丰富的

内容ꎬ 其中一些内容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进行实践探索的进一步展开ꎮ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ꎬ 要立足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ꎬ 深入阐

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意义ꎬ 指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方向ꎮ 杨生平指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现代性特征ꎬ 表现为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动态辩证的统

一ꎮ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谢晓娟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ꎬ 为实现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根本目的提供了方法论基础ꎮ
３. 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实践要求及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ꎬ 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的唯一正确道路ꎮ 与会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实践要求及重大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ꎬ
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研究ꎬ 要在正确把握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辩

证关系基础上ꎬ 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创新ꎬ 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容ꎮ 艾四林指

出ꎬ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ꎬ 能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目标、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提供话语层面的保障与支撑ꎮ 袁银传指出ꎬ 一方面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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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遵循人类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ꎬ 因而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式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ꎬ 因而具有中国特色ꎮ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将这二者有机贯通起来ꎮ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田鹏颖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和坚实的实践基础ꎬ 是对 “世界现代化之问”
的创造性回答ꎬ 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基本规律ꎬ 是系统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必然选择ꎮ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崔发展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关涉

现代化的 “古今” 和 “中西”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很好地处理了现代化的 “古今” 关

系和 “中西” 关系ꎬ 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必须从处理现代化的 “古今” 关系和 “中西” 关

系的视角入手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玲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议题在国内外学界进入热点

研究场域ꎬ 引起国际学术界巨大反响ꎬ 为人类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ꎮ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研究ꎬ 要在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ꎬ

多维度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ꎬ 不断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方案ꎮ 冯

颜利指出ꎬ 要多维度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问题ꎬ 特别是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 五大原则、
九个本质要求结合起来研究ꎬ 多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方法论基础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ꎬ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的必

然选择ꎬ 规范财富积累理应成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ꎮ 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刘凤义指

出ꎬ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ꎬ 揭示和掌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规律是在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指出ꎬ 建设社会主义

金融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ꎬ 不断探索建设

社会主义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ꎮ 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彬彬指出ꎬ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ꎬ 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ꎬ 在解决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进程中努力探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ꎮ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大

鹏指出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ꎬ 要求在实践中增强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的自觉性和能动

性ꎬ 提高掌握系统思维方法的能力和水平ꎬ 提升贯彻系统思维方法的效果和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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