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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张 艺 川　 　 　 杨 峻 岭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本观、人类命运观以及辩证法思想等方面有着天然的文化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为二者的紧密结合创造了前提条件。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牢固树立正确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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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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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

义！”①这两个“结合”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认识的进一

步深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化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我们在新的

征程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指明了

方向。 当代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
如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成为我们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课题。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新的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

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焕发新的活力的需要。
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
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马克

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共产党人信奉并成为我们立党

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中国社

会的需要，能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 近代中国有

识之士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逻辑起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③中

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

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本质要义

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这就需要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

孕育而生的，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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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

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④，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丰厚滋养。 中国共产党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通过“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
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⑤，培育和催生了

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的征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回应历史、观照现实、
展望未来，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

相结合，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用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说
服力和感召力；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国际视野

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华文化崇

高人类情怀融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
２．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宝库，
是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是中国人民凝

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不仅承担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重任，而且担负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

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

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

其中积极的养分。”⑦在百年文化建设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

律，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

文化自觉、勇毅的文化担当。
推进文化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中国

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

想史上最宝贵的成果，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

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

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了富有时代特征和民

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中华文化

的再生再造，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提供了

强大精神动力。 新的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

化自强、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最重要的是要

“形于中”而“发于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
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⑨。 这既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

基，也是我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定海神针”。
３．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诉求

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相

互对照比较，在互学互鉴中实现共同进步。 文明史

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
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动力。”⑩这一重要论述基于对世界文明

发展史的深入考察和对时代发展诉求的敏锐审视，
解构了文明的内在特质，揭示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规

律，阐发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应秉持的态度和原则。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进入加速演变期，百年变局与疫

情肆虐交织叠加，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

渣泛起，严重威胁世界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

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

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

流，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明观，才能消除“文
明冲突”，实现文明和谐，共同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

所面临的挑战。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深

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诉求。 中华民族拥有在五千

多年历史演进中孕育的灿烂文明，“亲仁善邻、协和

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

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

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这些价值理念体现

了中华文明饱含哲学思辨的和合之道与治国理政智

慧，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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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多元化向纵深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日益加深，但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也日益凸显。 人

类文明向何处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他倡议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指

导，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

历史渊源，与马克思主义有天然的亲和性。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

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

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

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

值观念融通的。”二者的这种亲和性主要体现在自

然观、社会历史观、民本观、人类命运观以及辩证法

思想等方面的相融互通。 正是这种亲和性使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了可

能性。
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自然观上的相融互通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

文化都有详尽的论述。 它们虽因时代背景、文化底

蕴不同，但有着相似或相通的思想，都主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观主张“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家处理“天人关系”的核心思

想和最高境界。 儒家学说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人和天地万物皆是相伴而生。 荀子云，“天有常

道矣，地有常数矣”，“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这揭示了自然界的存在发展都要遵循一定

的客观规律，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思想。 道家、法家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持
有相似的观点。 道家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

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万物平等，进而主张

“道法自然”，要求尊重自然不妄作为。 法家的代表

性人物管仲认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

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这里的

“常”“则” “节”指的是自然规律，其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

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自然观相比，马克思

主义的自然观内容更为系统，认识更为深刻。 第一，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
是依存共生的。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

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

的关系是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在生产中不

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 他们只有以一

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

产”。 第二，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在开发利用上遵循自然规律。 恩格斯指出：“我
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

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第三，
生产劳动实践是联系人与自然界的中介。 生产劳动

实践是属于人的一种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类通过生

产劳动实践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马
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
由上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朴素唯物主义

自然观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身就是自然”的自然观

都主张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在价值目标上也不谋

而合，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者的相融互

通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
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在文化

社会历史观上的相融互通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华传统文化并

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历史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萌发了科学历史观的思想胚芽。 二者在关于社会

发展的主体、动力等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和谐社会

是它们共同的理想追求。
关于社会发展的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

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唯物史观，但从社

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
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荀子·王霸》）
等论述，表达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思想，关注了

人民群众对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

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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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

会发展动力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但其思想与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本质上是契合的。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主张以德治国的同时，也非常重

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基本条件的满足。 孔子答子

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

渊》）其中“足食”就是强调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基

本生活需要。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

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强调满足人民

物质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蕴含了需要

存在于社会发展主体本身、人的现实需要是社会发

展的原动力的思想萌芽。 马克思主义在阐述社会发

展原动力的同时，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于

社会的理想目标，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融通点。 中华传统文

化勾勒了美好的“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哲们按照“家天下”的
方式描绘了一个“谋闭不兴、乱贼不作、外户不闭”
的理想社会。 诚然，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

“大同”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

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

义社会充分考察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了一个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

理想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通过深刻剖析

后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标

的最实际的运动。”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历史观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在社会主体论、社会动力

论以及社会发展论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相通之处。
这些相融互通之处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可能。
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人本观上的相融互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浓厚的

以人为本思想。 发掘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彻底解放

人、全面发展人是二者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二者在

人本观上的会通之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人的

主体性地位。 儒家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敬德保民”，即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体现了爱民

重民思想，这是当代“以人为本”思想的最初表现形

态。 关注伦理道德和人性教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

本特征。 “内圣外王”之道是传统道家、儒家追求理

想人格的核心表达，是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追求。
“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离娄上》），即谓“内
圣”。 “内圣”外化为治国之道，即谓“外王”，通过

“圣”“王”双修达到人性的理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

在注重发掘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强调人的能动性

的发挥。 马克思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基本观点

出发，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哲学命题。
彻底解放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儒家传统道德论提倡“从心

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认为“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礼记·中庸》）。 “从心

所欲”强调人要顺心而为，这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
大自由。 通过“达三德”获得个人精神自由和心灵

解放。 如果说儒家哲学通过“内圣”的方式摆脱精

神束缚、获得心灵解放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的解放理论则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批判的理论武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中指出，人要获得解放或自由，就要摆脱自然

的奴役、摆脱社会的压迫、摆脱自身的束缚，从而使

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自身的社

会结合的主人” “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

格斯的三个“摆脱”、三个“主人”的论述解决了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矛盾，为人的彻底解放指

出了光明前景。
全面发展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共同的价值诉求。 儒家学说提出的“君子不器，是
为不争；君子不争，视为无器” （《论语·为政》），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

公》），主张人的发展不能拘泥在形而下的器物层

面，而要谋求“圆融善美”的形而上的大“道”。 参悟

人生大“道”需要法天象地，做人要有大胸怀，做事

要有大格局，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因此，儒家一贯

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周易·大象传》）。 儒学通过“仁” “善”
修为和“知道、成道和行道”，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
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马克思认为，所
谓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

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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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人本观上有不少相融互通之处，正是这些

相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提供了可能。
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人类命运观上的相融互通

人类命运关乎全人类的整体福祉。 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问题都有深入的思

考，二者在人类命运观方面虽然表达的话语范式有

所不同，但蕴含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表达了人类

对生存和发展的美好向往。
中国古代先贤们对人类命运有着详尽的论述。

中华文化一直以来就推崇“和而不同” “天下大同”
等思想。 其中，“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内容，蕴含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和合”
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其中有云：“商契能和

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概括地说，“和合”思想

的真正内核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关系中

的人人和合、人自身的身心和合以及人与自然界的

和合。 这对当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自身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天下大同”
思想寄托着儒家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也是其社会历

史观的重要内容。 《礼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论述描绘了大同

世界的美好图景。
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现于其“共同体”思

想。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本质上是

共同体的成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
文中，从分析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出发，区分了

“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虚幻的共同

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一个阶级

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的。 “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

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马克思始终关切人

类命运，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人类面对

的最大现实就是处于一种被异化、被奴役、被统治的

境况，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 这一思想打破

过去的“虚幻的共同体”，建立起一种更高层次的更

符合人类发展需求的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在真

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

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严格意义上讲，只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将人类作为一个具体的共

同体加以探究，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寻找获

得自由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

类命运观上的相融互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

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也秉承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全人类共同

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普遍心声，为中西方文化交流

互鉴树立了典范。
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辩证法思

想上的相融互通

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融互通

的重要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处处渗透着辩证智

慧，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内核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

是博大精深，二者的旨趣都在于揭示自然界、人类社

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从思想体系

看，它们的交汇尤以辩证思维方面最为突出，体现了

人类对世界万物的哲思。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辩证思维模式。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充满了辩证思想的智慧，从周易文化、道
家文化、儒家文化到禅宗文化都包含着“辩证法”思
想。 周易文化本质上就是辩证法，它把万事万物看

作由阴阳构成。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

的理性思辨。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
系辞下》）则强调要把握事物变化的“度”，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道家文化作为中国

古代哲学的典型代表，包含了丰富而朴素的辩证法

思想。 《道德经·第二章》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

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道
出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

件、相互转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双方

对立统一的思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

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道德经·第

六十三章》）蕴含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从量

变开始以至于质变的思想；儒家文化也包含丰富的

辩证法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

学》）意指否定不合时宜的旧事物，在弃旧图新中实

现创新创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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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辩证思想虽然是自发

的、原始的，带有感性、直观的性质，但其中的思维模

式已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思辨模式相会通，这又是一个不谋而合。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所接受，并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原

因之一。

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观照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创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二者结合之“灵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前提。 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１００ 年来，正
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

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

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昭示着：“历史

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

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

论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继续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用马

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２．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二者结合之

“根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必须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

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
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为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丰厚滋养。 中国共

产党自信奉马克思主义以来，立足中国文化实际，把
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

前天”。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只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因势而进、因时而新、因事而化，在继承中

实现创造性转化，在实践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才能坚

守好中华民族发展的根与魂，才能延续好中华民族

的精神血脉，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

统文化紧密结合。
３．牢固树立正确认识，反对错误倾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点，坚决反对两种

错误思想倾向。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中，必须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

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答案，
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
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

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他强调：“一
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

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

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

果丰富自己的历史。”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
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反

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等错

误思潮。 当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

“以马代儒”，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符合当

代中国实际、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
第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中，必须辩证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由于所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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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局限性等原因，其中既有丰富的思想精华，也有

封建文化糟粕。 辩证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反对

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鼓吹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

华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主观唯心主义文

化观。 文化虚无主义无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

淀，虚无传统文化、虚无革命文化、虚无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意图“去思想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
目的是抛弃中华传统文化，诋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二是鼓吹文化复古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 文化复古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以古非今、简
单复古，甚至主张“以儒代马”。 这一极端错误思潮

意欲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辩

证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既不能走文化

虚无主义的断根绝源之路，也不能走“以儒代马”的
改旗易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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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