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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的认识飞跃
 任晓伟

无论是“一个结合”还是“两个结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回答，它们在理

论的本质上是统一的，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发展，则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史上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是一次深远的认识变革，一次伟大的认识飞跃。

20 2 3 年 6 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

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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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是必由

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

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是对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必由之路的新定位和

新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文化、中华文明关系认识的新发展和新结论，鲜明彰

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对新文明

塑造的能力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

觉、方法论自觉和道路自觉。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同 中 国 具 体 实 际 相 结 合 ，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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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

对“一个结合”的接续、深化和发展，更是有着方法论

意义的重大创新。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看，马克思主

义政党一直面对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和各个

国家、民族的文化的关系的重大课题。斯大林曾经说：

“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

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

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

文化一样”。从抽象的理论上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苏联共产党并没有能够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中正确解决

这一重大课题，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立

足自身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承，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文

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提炼、概括和转化为马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 合 的 时 代 课

题，逐步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

飞跃。“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总结百年奋斗

历史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并不断得到明晰的。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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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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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重要论断既一如既往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这一思想，又拓展性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

国传播对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诞

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问题，这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构筑的高度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意义

的理解和把握。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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