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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阈下 “两个结合” 的
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４ 年高层论坛

暨 ‘两个结合’ 与唯物史观学术研讨会” 综述

黎海波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 日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４ 年高层论坛暨 ‘两个结合’ 与唯物史观学术研

讨会” 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ꎮ 本次会议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 中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共同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协办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防大学、 复旦大学、 东华大

学、 上海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审计大学、 重庆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

学、 安徽大学和广西大学等全国 ８０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ꎬ 就 “ ‘两个结

合’ 与唯物史观” 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ꎮ
论坛开幕式由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方德斌主持ꎬ 中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边境ꎬ 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纪委书记、 副院长林建华ꎬ 湖北省社科联党组成员许巍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分别致辞ꎮ 边境指出ꎬ
学校深刻认识 “两个结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ꎬ 高度重视此

次论坛ꎬ 热切期待各位领导、 专家常来学校指导交流ꎮ 林建华强调ꎬ 在 ５０００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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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结合是必由之路ꎬ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所具有的强大底气、 历史主动和坚定自信ꎮ 许巍表示ꎬ 这次高层论坛以 “ ‘两个结合’ 与唯物史观”
为主题ꎬ 充分展现了学界宏阔的理论视野、 高度的理论自觉、 强烈的学人担当ꎮ 侯惠勤强调ꎬ 推进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的重要使命ꎬ 学会高层论坛应始终坚持政治

性和学理性的高度统一ꎮ 关于 “两个结合” 的论断ꎬ 今天正在被理论界热议ꎮ 在看到对问题的认识不

断深化的同时ꎬ 有必要审视这一讨论中的疏忽ꎬ 从而实现研究中的新突破ꎮ
１. “两个结合” 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推进

“两个结合” 是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ꎬ 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紧密的传承

性ꎮ 厘清 “两个结合” 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推进ꎬ 是准确把握 “两个结合” 的重要基础ꎮ
侯惠勤教授指出ꎬ “两个结合” 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ꎬ 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ꎮ 第一ꎬ 对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 “两个结合” 的前提ꎮ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实证科学ꎬ 它解决了世界的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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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人生的终极价值这两大难题ꎬ 对这一科学真理的坚守和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程中领

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武器ꎮ 第二ꎬ 准确把握变动的实际是 “两个结合” 的精髓ꎮ 马克思主

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ꎬ 它强调从变化发展的角度认识事物并推动其变革ꎬ 因此 “两个结合”
的实现以对当前时代变化的全面把握为前提ꎮ 第三ꎬ 科学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弄懂 “两个

结合” 的关键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是 “自明” 的事实ꎬ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价值判断ꎬ
同时又需要在当代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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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瑞礼研究员强调ꎬ “两个结合” 是新

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升华ꎬ 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ꎬ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

重要指引作用ꎬ 因此我们应在唯物史观视阈中对 “两个结合” 思想进行深入挖掘ꎬ 弄清该理论如何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ꎮ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黎明副教授指出ꎬ 马克思主

义与生态学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ꎬ 这种关联的第一个形态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态社

会主义的抵抗逻辑ꎬ 第二个形态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构逻辑ꎬ 而聚焦当代中国ꎬ 在 “两个结

合” 视阈下ꎬ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意蕴同样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彰显ꎮ
２. 深刻把握 “两个结合” 的理论内涵

“两个结合” 具有深刻的学理支撑与丰富的内涵意蕴ꎬ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ꎬ 深入挖掘 “两个结

合” 的思想内涵ꎬ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下的重要课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纪委书记、 副所长冯颜利研究员表示ꎬ “两个结合” 中的公平正义观

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ꎮ 由于

社会现实中依然存在着与公平正义相背离的现象ꎬ 因此 “两个结合” 中的公平正义思想理应得到重

视ꎮ 同时ꎬ 他强调应从实践活动和思想共识的角度为 “两个结合” 中公平正义的实现贡献力量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银传教授认为ꎬ “第二个结合” 内含在 “第一个结合” 之中ꎬ 因为

从广义上来讲ꎬ 中国具体实际是涵盖过去的实际和现在的实际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ꎮ 而习近平总书

记之所以提出和强调 “第二个结合”ꎬ 是为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 我们应当坚持 “两个结合”ꎬ 这种坚持建立在

批判 “西教条” “儒教条” “左教条” ３ 种错误思潮的基础之上ꎮ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覃正爱教

授认为ꎬ “两个结合” 其实是 “一个结合” 即 “第一个结合”ꎬ 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在中国的

具体实际之中ꎮ 而从目的上看ꎬ “两个结合” 既能够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更加强大的生命力ꎬ 又能够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一个更好地延续的路径ꎮ 从方式上看ꎬ “两个结合” 的实现可以采取 “埋
种子” “移栽” “嫁接” 等方法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科处副处长杨国斌教授从为何结合、 何以结

合、 如何结合三个方面对 “第二个结合” 进行了分析ꎮ 他指出ꎬ 基于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坚定

文化自信和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需要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也必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ꎮ 这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结合ꎬ 是因为它们内在契合且具有共同的实践主体ꎮ 就如何结合而言ꎬ
二者通过融会贯通、 交相辉映的 “化学反应” 方式ꎬ 依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双创” 等路径ꎬ 铸

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马克思主义学院韩美群教授指出ꎬ “两个结合” 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

既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ꎬ 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和文化创新的空间ꎬ 加深了人民对中华民

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ꎬ 同时又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ꎬ 形

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ꎮ 在对 “两个结合” 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 的贯彻中ꎬ 核心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ꎬ 关键是文化内容、 文化精神层面的融通互动ꎮ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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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长吴学琴教授认为ꎬ 通过梳理 “两个结合” 的出场轨迹ꎬ 可以看出: “两个结合” 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从 “一化” 即中国化到 “二化” 即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ꎬ 在这个进程中ꎬ “两
个结合” 的重要性不断加强、 内容逐渐丰富、 理论定位更加清晰ꎮ 只有坚持 “两个结合”ꎬ 才能科

学回答 “四个之问”ꎮ
华南理工大学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解丽霞教授表示ꎬ 新民主主义文化

是 “两个结合” 的典范ꎮ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ꎬ “两个结合” 以自觉的民族意识重建中华文明

的文化主体性ꎬ 以 “大众” 为文化价值指向激活中华文明的主体力量ꎬ 以 “革命” 为核心话语增进

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ꎮ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梁建新教授指出ꎬ “两个结合” 从六重向度

上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所生成的文化主体性ꎬ 即文化理论上的自信、 文化身份上的自觉、
文化交往中的自主、 文化形象上的自塑、 文化精神上的自立和文化发展上的自强ꎮ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熊友华教授指出ꎬ 既要把 “两个结合” 看作一个合规律过程的结

果ꎬ 即它是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在不断演进过程中自然、 必然产生的ꎬ 也要把 “两个结合” 看作一

个不断实践过程的结果ꎬ 即它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面临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展现的ꎮ 天津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娜教授探讨了 “两个结合” 与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系问题ꎮ
３. 高度重视 “两个结合” 的实践探索

唯物史观并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ꎬ 而是与现实相结合并致力于改变现实的方法论ꎮ “两个结合”
作为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ꎬ 同样具有鲜明的实践要求ꎮ

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赵欢春教授认为ꎬ “两个结合” 既是 “既定的事实”ꎬ
即中国历史实践的完成时ꎬ 又是一种 “实践趋势”ꎬ 即当下实践的进行时和未来实践的将来时ꎮ 如

果仅仅把 “两个结合” 看作一种 “既定事实”ꎬ 那么ꎬ 在解释特定的社会实践时就会因为忽略 “结
合” 的具体过程而面临某种 “归因” 困境ꎮ 对此ꎬ 她认为ꎬ 应建构一个分析框架来判断究竟在何种

标准和条件下可以认为 “两个结合” 已经达成ꎬ 并以此来探寻深入推进 “两个结合” 的实践路径ꎮ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迎春教授表示ꎬ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性既体现在

鲜明的政治立场上ꎬ 又表现在具体有效的实践原则上ꎮ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

授认为ꎬ “两个结合”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ꎬ 它在突出中国特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同时ꎬ 并不排斥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ꎮ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参事阎国文教授阐释了 “两个结合” 与思政课教学之间的重要关联ꎮ
４. “两个结合” 与习近平文化思想探赜

“两个结合”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ꎬ 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创新

的逻辑理路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深化 “两个结合” 的生动典范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金伟教授深入分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五个方面的精神力量ꎮ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振江教授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六个文化维度ꎮ 西北工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姚崇教授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ꎮ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银河教授指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激发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观ꎮ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忠萍教授表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思想文化

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ꎬ 应从立场、 观点和方法三个方面坚持和运用好这一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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