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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造就了一个

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ꎮ 这一结合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ꎬ 具有深厚根基和内在机理ꎮ 结合的

前提是相互契合ꎬ 结合的过程是相互融合ꎬ 结合的方式是相互作用ꎬ 结合的原则是相互尊重ꎬ 结合

的结果是相互成就ꎮ 经由结合而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多种要素的有机统一和系统集成ꎬ 是理论

形态、 文化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有机统一ꎬ 是新理论、 新文化和新文明的集大成ꎮ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ꎬ 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ꎬ 对破解 “古今中西之

争”、 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信具有深远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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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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ꎮ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ꎬ “两个结合”
的过程ꎬ 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ꎬ 就是不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ꎮ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 ‘结合’ 不是 ‘拼盘’ꎬ 不是简单的 ‘物理反应’ꎬ 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ꎬ 造

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ꎮ”① 那么ꎬ 什么是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新的文化生命

体是怎样造就的? 如何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果形态及深远影响? 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

题ꎮ 弄清楚这些问题ꎬ 对于深刻认识 “两个结合” 的内在规律ꎬ 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ꎬ 坚守理

论创新的魂和根ꎬ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一、 “两个结合” 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机理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是 “两个结合” 的必然结果ꎬ “两个结合” 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与相互成就的过程ꎬ 是二者在深度融合中

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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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结合” 的前提是相互契合

从文化相互交融的角度看ꎬ 契合是指双方在目标追求、 立场观点、 价值理念和精神意志等方面

具有高度吻合性ꎬ 契合的灵魂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产生的背景不同、 地域不同、 时代不同ꎬ 但彼此之间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ꎮ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想目标相通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天下为公、 讲信修睦、 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ꎬ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在消

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基础上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ꎮ 两者在理想目标上相通ꎬ 都

致力于实现人人平等、 公平公正、 和谐共享的社会愿景ꎮ 二是根本立场相融ꎮ 几千年来ꎬ 中华文化

积淀了深厚的民本观念ꎬ 强调民为邦本、 得民心者得天下ꎬ 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

地位和巨大力量ꎬ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 人民至上立场是相互融通的ꎮ 三是奋斗精神相

合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奋斗中与时俱进的文化ꎬ 既强调革故鼎新、 推陈出新ꎬ 又强调卧薪

尝胆、 发愤图强ꎬ 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永不懈怠的精神特质ꎮ 这种精神特质与共产党人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精神是相互契合的ꎮ 四是集体观念相投ꎮ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不把人看作孤立存在的个体ꎬ 而是把人看作社会性的存在ꎬ 认为只有在家

庭、 国家、 民族和天下的框架内才能确定和认识人的地位ꎬ 正所谓 “天下之本在国ꎬ 国之本在家ꎬ
家之本在身”ꎮ 这种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存在和发展、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的总和的理论是一致的ꎮ 两者都认为个体与集体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ꎬ 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实现

个体的自由和解放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ꎬ 不是个别观点的

相互一致ꎬ 而是根本观念的深度吻合ꎻ 不是一般见解的偶然相同ꎬ 而是理想追求的深度切合ꎻ 不是

两两相加的简单对应ꎬ 而是相互渗透的深度契合ꎮ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①ꎬ 正是这种高度契合

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ꎮ
２. “结合” 的过程是相互融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ꎬ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

实现的ꎬ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ꎬ 有机结合才能相互融合ꎮ 要把相互契合的前提转化为相互结合的

实践ꎬ 关键看能不能解决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ꎮ
党的百余年奋斗史ꎬ 是在 “两个结合” 中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奋斗史ꎬ 也是在不断解决中国问

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史ꎮ 在革命、 建设时期ꎬ 我们党在要不要

革命、 怎样进行革命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怎样建立国家等重大问题上进行探索ꎬ 形成了毛泽东

思想ꎮ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文化沃土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

马克思主义ꎮ 改革开放后ꎬ 以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同志、 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推进 “两个结合” 的进程中ꎬ 先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ꎬ 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

样建设党ꎬ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索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新成果ꎮ 在

新时代ꎬ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

断ꎬ 科学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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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ꎬ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创立者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ꎬ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推进到一个新境界ꎮ

可见ꎬ “结合” 不是一个从本本到本本的空对空的过程ꎬ 而是一个不断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实践过

程ꎮ 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ꎬ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新飞跃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ꎮ 离开了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中心环节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融合就是一句空话ꎬ 就失去了基本的目标和依据ꎮ
３. “结合” 的方式是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单向的ꎬ 而是在相互作用、 双向互动中前

进的ꎮ 马克思主义作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用于马克思主义ꎬ 以丰富的内涵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ꎮ 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种 “激活” 和 “充实” 的相互作用ꎬ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ꎮ
一方面ꎬ 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ꎮ 中华文明的基因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

液之中ꎬ 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ꎮ 基因是难以改变的ꎬ 但在特定条件

下可能会处于休眠状态ꎬ 从而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ꎮ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ꎬ 中国逐步成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ꎬ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ꎮ”① 马克

思主义的传入ꎬ 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被动和屈辱的局面ꎬ 使中华文明的基因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ꎬ 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

基因ꎬ 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ꎬ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ꎮ”②

另一方面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ꎮ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是在与不

同国家、 不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ꎬ “结合” 就是 “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

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③ꎬ 从而充实和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ꎮ 比如ꎬ 中华文化中

民为邦本、 君舟民水的观念生动而具体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ꎮ 又如ꎬ 中华文化中民以食

为天、 国以粮为本、 富民厚生、 贵义尚利、 义利统一的思想生动而具体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ꎮ 再如ꎬ 中华文化中实事求是、 知行合一、 经世致用以及阴阳互换、 执两用中、 和而

不同的理念生动而具体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博大精深的

智慧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ꎬ 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根基ꎬ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

强大文化生命ꎮ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通过 “激活” 与 “充实” 的方式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和相

互成就ꎬ 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ꎮ
４. “结合” 的原则是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是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的基础ꎮ 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看ꎬ 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ꎬ 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中才能交流互鉴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

土壤ꎬ 凝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ꎬ 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ꎮ 人类只有肤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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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别ꎬ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ꎬ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ꎮ”①

相互尊重的原则适用于人类一切文明相互交往的过程ꎬ 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实践ꎮ 这是因为ꎬ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的伟大文明成果ꎬ 两者之间既不是一个简单的孰主孰从、 孰轻孰重的问题ꎬ 也不是简单的

“以儒化马” “以马化儒” 的问题ꎬ 而是相互借鉴、 相互补充、 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的问

题ꎮ 也就是说ꎬ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从来就不是一方 “吃掉” 或者 “化掉” 另一方

的问题ꎬ 而是在双向奔赴中相互结合、 相互融合的问题ꎬ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有机统一的问题ꎬ
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进程中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问题ꎮ

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对话ꎬ 相互礼敬才能相互结合ꎮ 如果离开了相互尊重和相互礼敬ꎬ 这个结合

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一方消解或者 “吃掉” 另一方ꎬ 不可避免地陷入 “以儒化马” “以马化儒” 的圈

套或者 “文明优越论” 的陷阱ꎬ 那样一来ꎬ 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初衷ꎬ 也不符合结合过程中双向互动、 有机统一的前进方向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文明交流互

鉴问题时指出: “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 平等的ꎬ 应该是多元的、 多向的ꎬ 而不应该是强制

的、 强迫的ꎬ 不应该是单一的、 单向的ꎮ”②

５. “结合” 的结果是相互成就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度 “化学反应” 的结果不是单方面的转化ꎬ 而是双

方的相互更新、 相互发展和相互成就ꎬ 其结果是使来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ꎬ 使产生于东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ꎮ
首先ꎬ “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ꎮ 作为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ꎬ 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只是普遍的指导原则ꎬ 没有也不

可能为各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现成的答案ꎮ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ꎬ 就在于同各国具体实

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ꎮ “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 一次次

挫折、 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ꎬ 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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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ꎬ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ꎬ 及时回答时代之问、 人民之问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ꎮ”③ 正是

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ꎬ 我们党成功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篇章ꎬ
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ꎬ 使来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ꎮ
其次ꎬ “结合”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ꎬ 焕发

出新的时代光彩ꎮ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ꎬ 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ꎬ 也

需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ꎮ”④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真理力量作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激活了其富

有生命力的优秀基因ꎬ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ꎬ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ꎬ 同

现代生活相适应ꎬ 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不断

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ꎬ 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跨越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４２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８１ 页ꎮ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８２ 页ꎮ
习近平: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ꎬ «求是»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３ 期ꎮ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ꎬ 第 ４８０ 页ꎮ



“从民本到民主ꎬ 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ꎬ 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从富民厚生到

共同富裕ꎬ 中华文明别开生面ꎬ 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ꎬ 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ꎮ”①

可见ꎬ “结合” 的过程就是相互成就的过程ꎬ 相互成就的结果就是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ꎬ 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ꎬ 发展出中华文

明的现代形态ꎮ

二、 “两个结合” 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果形态

文化生命体是多种要素的有机统一和系统集成ꎮ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 “两个结合” 的成果ꎬ 其

具体形态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结合中形成

的理论新形态ꎬ 在守正创新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ꎬ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文明

新形态ꎮ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 “新”ꎬ 在于它是新理论、 新文化和新文明的集大成者ꎬ 是理论形态、
文化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有机统一体ꎮ 只有正确把握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果形态ꎬ 才能进一步增强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ꎮ
１. 新理论: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形态

在我国ꎬ 经由 “两个结合” 而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ꎬ 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

新的理论形态ꎮ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 当代形态ꎬ 是新的文化

生命体的核心和灵魂ꎮ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ꎮ 首先ꎬ 这是由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品格决定的ꎮ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科学ꎬ 实践没有止境ꎬ 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ꎬ
新的实践必然造就新的理论形态ꎮ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推进 “两个结合” 的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形态ꎬ 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ꎮ 其次ꎬ 这是由中

国伟大事业的性质决定的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ꎬ
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寻找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搞的事业ꎬ 我们是先行者、
探索者ꎬ 没有人给我们提供可以采用拿来主义态度的经验ꎬ 必须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 不断突破来

指导实践ꎬ 并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ꎮ”② 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和升华的理论ꎬ 就是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形态ꎮ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和灵魂ꎮ “魂者ꎬ 器物之统摄也ꎮ” 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居核心地位ꎬ 是由其作用决定的ꎮ 中国化时代化的

马克思主义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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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ꎬ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主题主线、 中心中枢和

根本根基ꎮ 离开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新的文化生命体就失去了灵魂ꎮ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在于守正创新ꎮ 守正创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规律ꎬ 是推进 “两个结合” 的必由之路ꎮ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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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ꎬ 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ꎬ 也是在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形成的ꎬ 这种发展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ꎬ 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生命ꎬ 从而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ꎮ 实践告诉我们ꎬ “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
不迷失方向ꎬ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①ꎮ 通过守正创新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理论形态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贯通和有机结合ꎬ 聚变成新

的理论优势ꎮ 这标志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同达到新境界ꎬ 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达到新

高度ꎮ
２. 新文化: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第二个结合’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

的ꎬ 让经由 ‘结合’ 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ꎮ”② 这里所说的 “新文化” 是

什么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是什么ꎬ 其与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形态” 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是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ꎮ 简言之ꎬ 我们所说的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统一的文化ꎬ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 而不是什么别的文化ꎮ 这种新文化具体体现在

中国现代化独特发展道路的层面就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ꎬ 体现在 “两个结合” 创造性成

果的层面就是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形态”ꎮ 两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体现ꎬ 都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ꎮ
可以说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ꎬ 也是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和新的文化形态的过程ꎮ
新的文化形态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 经济形态有机统一的文化形态ꎮ 文化同政治和

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ꎬ 一定社会的文化形态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ꎬ 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社

会的政治和经济ꎮ 毛泽东在讲到文化形态与政治形态、 经济形态的关系时指出: “一定形态的政治

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ꎻ 然后ꎬ 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

的政治和经济ꎮ”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ꎬ 又直接影响和作

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ꎬ 并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所规定的文化

形态ꎮ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不仅要有新政治、 新经济ꎬ 而且要有新文化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ꎬ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体现ꎮ

新的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有机统一的文化形态ꎮ 新的

文化形态作为在 “两个结合” 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形态ꎬ 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个根脉的有机结合体ꎮ 坚守好魂脉和根脉ꎬ 既是新的文化形态形成的前提和基础ꎬ 也是新的

文化形态发展的遵循和依据ꎬ 封闭僵化就会失去魂脉ꎬ 数典忘祖就会割断根脉ꎮ “我们决不能抛弃

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ꎬ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ꎮ”④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重

大意义就在于ꎬ 把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ꎬ 实现了魂脉与根脉的有

机统一ꎬ 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守正创新的自觉和对文化自信自强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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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新文明: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 “两个结

合” 进程中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的现代化新道路ꎬ 创

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文明形态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ꎬ 深深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ꎬ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ꎬ 代表人类文明

进步的发展方向ꎬ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ꎬ 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ꎮ”① 这种文

明形态反映在观念的层面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明形态ꎮ
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反映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现代化ꎬ 在推进现代

化的历史条件、 现实基础、 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天壤之别ꎮ 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ꎬ 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

迹ꎬ 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ꎬ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ꎮ 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ꎬ 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 两极分化、 物质主义膨胀、 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ꎬ 破

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超越的反映ꎮ 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建立

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相比ꎬ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超越ꎮ
中国式现代化以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超越了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ꎬ 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

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ꎬ 以和平发展的历史自觉超越了霸道强权的排他性规则ꎬ 以文明的交流

互鉴超越了文明的冲突对抗ꎬ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资本操纵下的民主游戏ꎬ 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 价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观、 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ꎬ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ꎮ”②

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贡献的反映ꎮ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ꎬ 各国人民都有

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ꎮ 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ꎬ 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现代化就是

西方化的错觉ꎬ 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一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的样板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自身国情和发展条件ꎬ 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ꎬ 出现经济长期停滞、 社会政

治动荡的局面ꎮ 面对这样的困境ꎬ “道路选择” 成为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难题ꎮ “中国

式现代化ꎬ 打破了 ‘现代化＝西方化’ 的迷思ꎬ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ꎬ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ꎮ”③

三、 “两个结合” 与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深远影响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ꎬ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必然

结果ꎬ 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ꎬ 而且对破解 “古今中西之

争”、 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信具有深远影响ꎮ
１.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巩固

一个国家、 民族的文化主体性ꎬ 是其政治、 经济主体性在文化上的反映ꎬ 是其文化自主、 自立、

７２

“两个结合” 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

①
②
③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４ 年ꎬ 第 ２３４ 页ꎮ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４ 年ꎬ 第 ２３５ 页ꎮ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４ 年ꎬ 第 ２３５ 页ꎮ



自信和自强的标志ꎬ 反映的是其文化所具有的引领力、 凝聚力、 塑造力和辐射力ꎮ 今天我们所说的

文化主体性ꎬ 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主动精神在文化上的体现ꎮ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ꎬ 反映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ꎮ 事实告诉我们ꎬ “两个结合” 的过程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

过程ꎬ 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成过程ꎮ 经由 “结合” 而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进一步彰显和

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ꎬ 反映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文化力量ꎬ 反映了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文化自觉ꎬ 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有了文化主体性ꎬ 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ꎬ 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

依托ꎬ 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ꎬ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

化基础ꎬ 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ꎮ”①

２.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ꎮ 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ꎬ 既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ꎬ
也包括精神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ꎮ 没有精神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ꎬ 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难以

巩固ꎮ 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来说ꎬ 其核心就是要从观念上的附庸走向思想上的独立ꎬ 从心理上的依

附走向精神上的自主ꎬ 从方向上的迷茫走向道路上的坚定ꎮ 近代以来ꎬ 在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如

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上ꎬ 我们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历程ꎬ 并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ꎬ 走出

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ꎮ “由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ꎬ 当今世界的发

达国家也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ꎮ 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ꎬ 似乎现代化

就是西方化、 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ꎮ”② 如果我们不能从思想认识上跳出 “现代化 ＝西方化” 的迷

思ꎬ 就会丧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ꎮ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提出的意义就在于从文化上进

一步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迷信ꎬ 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论

和文化支撑ꎬ 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达到了新的高度ꎮ
３.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进一步破解了 “古今中西之争”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ꎬ 关于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

争论由来已久ꎬ 这个争论既是走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ꎬ 也是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发展方向之

争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 “古为今用ꎬ 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ꎬ 求同存异” 的方针ꎬ
为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 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ꎬ 使中国不断朝着适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和开

放包容的文明发展方向迈进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ꎬ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ꎬ 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

一批熔铸古今、 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③ꎮ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表明ꎬ 一方面ꎬ “中国式现

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ꎬ 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ꎻ 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ꎬ 不

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ꎻ 是文明更新的结果ꎬ 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④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式现

代化是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现代化ꎬ 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 “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

的态度ꎬ 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⑤ꎮ 由此ꎬ 我们以贯通古今的自觉跳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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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ꎬ 解决了 “古今之争” 的问题ꎻ 以融通中外的智慧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困扰ꎬ 解决了 “中西

之争” 的问题ꎬ 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辩证取舍、 推陈出新ꎬ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 中国

与世界的有机衔接ꎮ
４.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 “第二个结合” 的认识

长期以来ꎬ 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上存在一些似是而

非的模糊认识ꎮ 比如ꎬ 认为两者的结合不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的ꎬ 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一方取代

另一方的结局ꎮ 又如ꎬ 在 “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 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这个问题上莫

衷一是ꎮ 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准确把握 “第二个结合” 的深刻内涵ꎬ 没有准确把握新的

文化生命体的核心要义ꎮ 首先ꎬ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ꎬ 又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①ꎮ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ꎬ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有机统一论者ꎬ 而不是一方代替或消灭另一方的取代论者ꎮ 如果把两者结合的过程看作一方取代

另一方的过程ꎬ 既不符合两者走向有机统一的实际ꎬ 也背离了 “根脉” 与 “魂脉” 的内在联系和文

明交流互鉴的规律ꎬ 掉入了所谓 “文化断层论” “文明优越论” 的陷阱ꎮ 其次ꎬ 说马克思主义是外

来文化ꎬ 是没有把 “结合” 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与 “结合” 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弄清楚ꎮ
从源头上说ꎬ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ꎬ 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

义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 “化学反

应” 后诞生的不分彼此、 血脉相连的、 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产生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ꎬ 是从中国大地和中国实践成长起来的中国

文化ꎬ 这正是提出有机统一的 “新的文化生命体” 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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