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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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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调这是在新的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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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马克思
主义的时代使命。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需
要，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为了反对党和红军
中的教条主义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
主义》，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
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
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
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里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
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论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是，毛泽东提
出的这个著名论断，在党内还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牺牲，使党的领导层和红军将
领明白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道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
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扭转了革命的局面。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作 《论新阶段》 的报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
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
它”，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指出：“洋八
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
休息”。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共识，成为中
国革命的重要指导原则。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认识从感性认识阶段跃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
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
更为准确的把握。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具体环境，不仅包括中国的革命
环境、现实环境，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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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
这个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21世纪要继续发
展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需要，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
然要求。

█看到了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国历
史的常态，还要看到背后的思想文化
因素，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在21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要强调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
历史文化断裂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生产力发
展、科学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的政治、教
育、文化以及农业、经济、贸易等长期影响东亚各国，也
通过丝绸之路长期影响中亚和地中海各国。历史上，中国
不是通过战争、殖民、宗教等手段影响各国，而是通过政
治、教育、文化、经济等的发展对世界产生影响。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核心，推动了东方世界的历史
发展，它与西方世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这些长
期积淀起来的历史文化特点，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远古时
期，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

中国历史从秦以来都是统一在一个大中华的国家内，
分裂是暂时的，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总趋势。战国时期，
就有了“定于一”的思想，“车同轨，书同文”的主张也
出现了。秦朝实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统治，实行

“车同轨，书同文”，把战国时期的思想主张用国家制度的
形式落实下来。“车同轨，书同文”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
形态，反过来又支持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
制。可以这样理解，车同轨，说的是路轨宽窄相同，反映
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书同文，说的是文字统一，反映的
是包括文字在内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可以说，从秦朝以
来，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以及大一统的实践，反对
分裂的思想就形成了。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这块土地
上，曾产生和活动过许多的民族。这许多民族经过长期的
交往交流与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熔炉。在这个大
熔炉里，各个民族的利益基本是相同的，今天中华民族中
的各个民族，他们像石榴籽一样，是紧紧拥抱在一起的，
是谁也离不开谁，彼此不分离的，是不会分裂的。魏晋时
期，辽宋夏金时期，中国曾出现过多个民族政权，每一个
民族政权都声称自己代表中国。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满族
建立了清朝，都是统一王朝，也都是中国的王朝。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支持了大一统的中国，这个向心力是历史
的基因，历经两千多年而不变。“车同轨，书同文”，历经
两千多年，具体形式会有很多变化，基本精神是延续下来
的。全国56个民族，分居在许多省份和地区，地方语言各
不相同，一些少数民族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全
国的学校教育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4亿多人民的交流
很通畅，这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都
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这些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造成
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欧洲各国，就看得更清楚了。

看到了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我们还要看
到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
历史文化思想里，有不少糟粕的东西，但大量的占主流的
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说到这里，自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近代被人家
打败了，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世纪开始，西方
的生产力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
了，中国留在原地踏步，生产力落后了，社会制度落后
了，政治腐败了。所以挨打了。这就造成“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结局。要改变这个局面，就要改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力，就要向西方学习，引进
机器，促进新的生产力的进步。改变生产关系，就是要引

进新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过长期的摸
索、探索、奋斗和牺牲，经千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
志不渝，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推翻了清政府，也抛弃了国民
党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70余年的奋斗，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时候，我们可以回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把生产
力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力状况已经赶上了时代，国内生产
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
系，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和完善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我们把
生产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再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
产关系。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
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
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我们走
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我们改变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面貌，改变了中国生产
关系的面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就是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带来的结果。试问，这种改变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基
因起作用吗？回答也是肯定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
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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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
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大同思想。从《礼记·大同篇》到康
有为的《大同书》等，都揭示了古人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
迫的社会，这些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某种共通之处。
大同思想，对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很
有帮助的。五四运动后《东方杂志》有一篇文章对当时报
刊中表现出的社会主义潮流做过这样的分析：“一年以来，
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刊杂志的
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
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
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彷
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说明，中国知识界对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容易引起共鸣的。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源，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事求是，等等，
都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心主义的，即都是以事实为根据
的，不是以想象为根据的。这些都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思想打下了思想的基础。中国古人还有丰富的无神论思想。
有一个美国学者说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反映的都是
无神论思想，欧洲古代神话反映的是有神论。孔子不语怪力
乱神，范缜 《神灭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
存，形谢则神灭”的论述极为精彩，就是唯物论观点。这也
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

道、仁、义、礼等都是中国古人的核心价值，都曾经长
期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生活。道、仁、义、礼等思想也都存在
于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我实行的
是大仁政。所谓大仁政，是为政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
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要结合。这表明，仁的价值观也还
是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

中国古人还有义利之辨、心物之辨，都是很符合辩证
法的。以义利之辨来说，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是指
要正确、恰当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既不是只要义不要利，
也不是只要利不要义；以义统率利，则得正当之利。以正
当之利充实义，则社会生活能正常进行，物质财富与精神
财富相得益彰。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应该还是
以义约束利，提倡利益合理化、利润合理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出了
古人许多攸关安邦济世、治国理政的思想，包括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安民富
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清廉从政、勤勉奉公、力戒
奢华、居安思危、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
化思想、道德理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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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多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
的，今天要正确地使用，也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做到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服务。

经过这一转化和发展，使追求革命的精神，追求改革开
放的精神，追求奋斗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追求
富强的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爱国主
义精神，民族团结精神，成为中国人新的文化基因；使中国
几千年来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化
到中国人的血脉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文明。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
的锻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华民族
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精神面貌，是以前历
史上未曾见过的，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意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图①：张海鹏画像。
张武昌绘

图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共产党宣言》。
王 初摄（人民图片）

图③：在山东省曲阜市三孔景区，第二届全国文明
家庭、孔子 76 代孙孔令绍家庭与游客一起贴春联。

杨国庆摄（人民图片）
图④：1月10日“腊八”节当天，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三合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倒百家
米、做腊八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王 正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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