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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用“与时俱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胡锦涛

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带有中国

传统“民本”“和合”思想，均以“两个结合”推动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新

的实际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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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视为“文化根脉”“精神命脉”，对关系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首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立场、人文精神、辩证思维、理

想境界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

有益启发。

其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继承过去凝结

的精华，而且要立足新的历史起点，结合新的实践不断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指

出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强调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再次，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

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

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要进一步提升中

华文化影响力，让世界读懂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从而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博物馆时强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这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指明了

方向。

第一，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

的规律性认识。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

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为我们指明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的途径和方向。科学的理论必然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发

展的，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就是要按照当前

时代特点和中国实践要求进行不断创新，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实践中滋长理论自觉和文

化自信，从而继续推进理论创新。

第二，坚持“两个结合”，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是“两

个结合”的最新成果，也为推进“两个结合”提供了根

本遵循。“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提出的原创性论断，同样也是新思想不断创新

发展的方法论依据。

第三，坚持“两个结合”，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们

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

大的精神力量。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就没有

民族文化的蓬勃生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了无本之

木、无根之萍。“两个结合”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

高度认同和自身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是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思想方法。坚持“两个结合”，才

能更好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彰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