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史
翔
凤

郭
娜

校
对

张
璐

20232023..66..1919
星期一星期一

晚报版

09

□张允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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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

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

丰富、思想十分深刻，对于我们深

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

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彼此契合”

契合，意为两相符合。不同事

物的契合性就是一种先在的共同

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受

益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

的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既形成

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也奠定了双

方的结合点。“结合”是主体间的一

种相互接受行为。“契合”是逻辑前

提，“结合”是逻辑进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存在着众多契合点，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两者在宇宙观上具有契

合性：都具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

《论语》中没有“创世纪”的观念和

关于“一神教”的启示，后世儒家更

不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师，无神

论汇成了中国儒家的主体精神特

征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以一种彻

底的反宗教、反神学的理论面貌出

现在欧洲思想史上，而且还以其科

学无神论为武器揭露了宗教神学

的本质。这两种文化都反对采取

超人间的力量去改造社会，主张重

视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

第二，两者在实践观上具有契

合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首要观点，重实践、拒玄虚

也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孔

子到荀子、王充、王阳明，再到明清

之际的“实学”大师顾炎武、王夫

之、颜元等人，无不重视实践、实

行、实效，他们在对“知行”关系的

论述上，颇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

合之处。当然，马克思所说的实践

是“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这

是超越儒学的地方。

第三，两者在辩证思维方式上

具有契合性。美国学者斯塔尔认

为，辩证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比在

欧洲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

古希腊的辩证思想“没等到牢固地

扎根就被抛弃了”，只是到了德国

古典哲学家那里辩证法才获得了

重生。相反，辩证思维的逻辑在中

国哲学中一直延续至今。斯塔尔

写道：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

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

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

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

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

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

征，阴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

内。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就是

这样一个“圆圈”，马克思的唯物辩

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和扬弃。

第四，两者在天下观和历史观

上具有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非常重视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根

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

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乃至国家的治

乱兴衰与人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和

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儒家强调国家

的根本是人民，政治制度、君主专

制相对于民本都是次要的；儒学认

为历史阶段的发展在于“势”（必然

性），而不在于“圣人意”（绝对精

神），历史的进化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王夫之曾用“理势合一”的

命题阐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

性相统一的杰出见解。美国汉学

家魏斐德认为，王夫之“在某些方

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

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第五，两者在道德观上具有契

合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一方面承

认人的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

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用人的

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达到

人性的完善。儒家一方面承认“饮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另一方面

却主张“为善去恶”来完善人性。马

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们不

择手段地去满足个人私欲，主张在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的自然属

性与社会属性相适应，实现每个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六，两者在社会观上具有契

合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反对

超验的宗教信仰，都主张在社会生

活和实践经验上的“革故鼎新”，认

为超越不是对人间的超越，而是对

现实的超越，是对未来一个没有剥

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社

会的向往；两者都认为理想境界就

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完美统

一，是物质财富充裕和道德境界高

尚的统一。这种未来社会只有通

过现实人的世代努力才能最终实

现。因此，儒家的“大同”与马克思

主义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高

度契合性。

由契合到亲和，再到把两者有

机地结合，这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

性的历史和逻辑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互相成就”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在这一前提下，两者才有可能进入

相互“结合”的逻辑进程，造就了一

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

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对一系列独创性经

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

想，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

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鉴于民

主革命时期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

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经验

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马

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即必须与中

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之具

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只有如

此才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通过

“第一个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

胜利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以邓

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

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

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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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

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

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

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

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

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

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

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

力体现。这充分揭示了“第二个结

合”的内在逻辑进程。“第二个结

合”的成就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

代的，而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

的、能体现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使经由“结合”而形

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由“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

然结果。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第

二个结合”的逻辑进程并未结束。

因此，要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

识，在总结“第二个结合”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最大功用。

“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治国理

政和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中国

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脉传承不曾

中断的文明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文

化遗产，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座思

想宝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源源不

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

智慧和方案。

“第二个结合”奠定了新时代

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石。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

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它既

是一种凝聚着历史自信的恒久力

量，又是一种携同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道路自信的信念合力，只有

不断加固“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

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

们在“不忘本来”的同时，还要注重

“吸收外来”，在坚持历史自信、文

化自信的同时，充分利用全人类创

造的文明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服务。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中国

特色”之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

话语、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式

现代化……无不标注着鲜明的“中

国特色”，“中国特色”蕴含着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

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

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

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

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

新。这意味着“第二个结合”可以纠

正一些文化认识上的偏差，打破一

些思想上的禁锢，使“第二个结合”

的逻辑进程不断向前延伸——“以

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

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系上

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

化研究中心教授

——“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从从““彼此契合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