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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进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

的现代化实践，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坚持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

础上，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

有的契合性，促进二者相结合。

毛 泽 东 在 《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民 族 战 争 中 的 地 位 》 中

指出，我们应当用“扬弃”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和承继从

孔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这是我们学习历史遗产的任

务。[5]为此，我们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绝

对对立起来，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全盘否定中国传

统文化和完全割裂中国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要反对

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简单地尊孔读经及相应的纯

粹全面复兴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在审察中国传

统文化的合理性及其局限而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

知之明”的高度自觉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和具体的

社会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解读

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

发展。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鉴于马

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主张的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的思

想方法与《汉书·河间献王传》主张的“实事求是”严

谨治学的思想方法有契合性，我们党以前者为指导，对

后者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丰富深化了它的内涵，更强调

人们要遵循事物的规律性、客观性来对待一切事物的方

法和态度，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方

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鉴于马克思主义

实践辩证法主张处理相互矛盾事物之间的一般与个别或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要秉持平衡协调的适度原则的思

想方法同朱熹主张在“性即理”基础上把握、协调和遵

循五伦五德的“中庸”的思想方法 [6]有契合性，我们党

以前者为指导，对后者进行了创造性改造，重新诠释和

解读了它的内涵，更强调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发展规律不

偏不倚、无过不及地全面把握和坚定遵循，以及对一切

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及各个事物之间关系的不偏不

倚、无过不及的全面把握和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社会主义本质论。进入新时代，鉴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

人 民 主 体 论 同 老 子 在 《 道 德 经 》 中 主 张 的 “ 圣 人 无 常

心，以百姓为心”的道德教化思想 [7]有契合性，我们党

以前者为指导，对后者进行了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新的内

涵，更强调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回应

人民期盼，急人民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第三，坚持把创新理论成果纳入我们党的思想理论

体系中，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坚 持 在 实 践 中 发 展 理 论 ， 并 以 创 新 的 理 论 指 导 实

践，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把创造形成的当代“实事求

是”思想纳入到毛泽东思想中，使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

实践辩证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我们党带领

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此后，它也逐渐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

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形成和建构的适度原则的

思想与其他相关思想，一起运用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

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分析和

考察中，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把形成和建构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运用到诠释和解读同我们党

的初心和使命当中，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初心使命的

内涵，促进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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