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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神

标识，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讲话

中提出，我们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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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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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的提

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和文化底

蕴，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关系

（一） 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马 克 思 主 义 真 理 是 “ 两 个 结 合 ” 中 的 主 体 ， 中 国

传统文化围绕它进行调整和适应，不断寻找结合的最好

方式和发展路径，从而实现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中国

化表述，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近代以来，西方列

强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十月革命的

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让遭受苦

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马克思主义

成为无数中国仁人志士的信仰，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

民幸福的强大思想武器。而这一历史重任，毫无疑问地

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

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

量。”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

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将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遵循和文

化评价机制，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优秀

传统文化区别开来。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无法依靠自身的发展机制实现

自我更新，更无法挽救和扭转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只

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才促使传统文化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获得新生，从而避免走向衰落的命运。毛泽

东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

界。”②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靠制度优

势为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站起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强起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其逻辑与历史的统

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力量源

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活”起来，由原始形态走向

中国形态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哲学思辨、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理想目标等方面超

越了时空局限而具有鲜明的内在契合性。正如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

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

人 民 在 长 期 生 产 生 活 中 积 累 的 宇 宙 观 、 天 下 观 、 社 会

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

有高度契合性。③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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