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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需求，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命题，系统论证二者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原则和要求。研究首先从理论

逻辑、历史选择与现实发展三重维度，阐释其必要性。进而提出结合需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和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大原则。文章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必

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在守正创新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文明新形态。唯有持续推进“两个结合”，才能为民族复兴筑牢思想根基，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树在中华文化沃土中根深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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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heoretical needs of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focusing on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integr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principles，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integration.The study first explains its necess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selection，and current development.It then proposes that the integration should adhere to two 

principles：maintaining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article further clarifie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it must be grounded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cusing on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building a new for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upholding 

the right path while innovating.Only by continuously advanc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can we lay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allowing the tree of Marxist truth to take deep roots and 

flourish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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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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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命题。坚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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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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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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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

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

生机和旺盛活力。”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

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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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必然和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

的社会主义理论，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进

步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任何

科学的理论都需要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现实作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的具体体现，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

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2]
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将失去根本方向；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厚根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具体特点相结合才

能真正实现“具体化”和“中国化”。这种结合不是机械拼接，

而是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

求是”，邓小平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勇气，到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伟

目标，无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创造

性吸收与升华，使其真正熔铸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思想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

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

命脉，构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最深沉的底蕴，为凝聚民族复兴伟

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纽带和价值认同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和谐共生，仁爱互助，这些理念与马克思主

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历经社会

实践反复检验并最终确立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遍的科学指导意

义与价值指向。它不仅深刻阐释了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现实路

径，也内在契合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愿景与核心

价值关切。二者的有机融合，成功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明新形态，不仅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

了独特的、有效的思想体系与实践方案，更在全民族范围内构

筑起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的强大思想共识和文化自信，从而

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文化凝聚力和道

路韧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人民

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

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与文明复兴道路上作出的

历史必然抉择。近代中国尝试器物革新、制度移植均告失败，

根本症结在于其脱离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与群众土壤。马克

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接纳并焕发强大生命力，正源于其与中

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内在契合。从文化根源看，马克思主义对剥

削制度的批判、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

为公”的大同理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形成深层共振。

从实践逻辑看，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引。

中华文化虽积淀深厚，但在现代化浪潮中面临严峻挑战：小农

经济的土壤滋生了平均主义而非现代化协作精神，宗法社会的

伦理体系难以支撑工业文明的生产关系，道德理想的抽象说教

亟需落地为制度实践。正是通过二者的辩证融合，既避免了全

盘西化带来的文化断裂，也突破了复古主义的封闭僵化，而是

将科学的真理力量与深厚的文明基因熔铸为新型文明形态。因

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人民在历

史试错中寻找到的最优解。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原则 
回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

历史脉络，可以得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首要

原则，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由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根本性原则。而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精华的部分，也有

封建、落后、糟粕甚至腐朽的部分。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

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

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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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意味着

必须运用其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科学的甄

别、审慎的批判和理性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

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这样，才

能正确辨识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的部分，继承、

吸收其中的优秀成分。 

（二）必须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有效结

合的关键实践原则，要求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与未来发展需

求，以辩证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深度激活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契合现代文明的内在生命力，实现其时代内涵的更新与形式表

达的再造。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

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诸如追求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强调以民为本的

治理智慧、倡导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崇尚革故鼎新的变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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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等具有恒久价值的理念资源。然而，这些思想观念生成于特

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之中，必然带有其原始语境的时代烙

印及理论局限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

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唯有

通过现代性转化，才能使深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焕发新

生，实现从历史积淀到活态资源的本质性跨越；唯有依靠创新

性发展，才能筑牢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根基，不断增强文明更新

的内生动力与从容自信。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要求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持

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与实践遵循。

在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合互通的新境界。 

（一）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首

要实践要求，在于其必须牢固植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根本实践基础与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

证统一，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

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理论体系的形成、制度的确立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道德

伦理观念和人文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5]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持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要求

我们将内涵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时代化进程，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

气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

的真理力量，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二）聚焦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

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

主题，以坚强有力的文化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

深层的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真理性和强大的实践

指导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行

动纲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让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

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

根基。
[7]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

调，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同时，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力，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力、亲和力和感染力，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结语 
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守正创新中增

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重大

意义，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贯通，不断赋予党

的创新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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