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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中华民族“修史立

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的传

统，党的二十大前夕，党中央批

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复兴

文库》一至三编出版发行。在

所作的序言中，习近平总书记

勉励要“萃取历史精华，推动

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出“坚

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

走好中国道路”的时代强音。

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体

现着“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

持走自己的路”的高度自觉和

主动。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

“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

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

制度”，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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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

在高度的契合性，“结合”造就

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

生命体，这本身就是创新，同

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

践创新空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

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

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

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

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扎根中国

土壤，方有源头活水、充沛养

分；坚持独立自主，方可“任凭

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

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

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

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

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

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

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真谛。”坚持“两个结合”，就要

更加注重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更加具有“在中国大地上探寻

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的高

度自觉和坚定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

坚定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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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

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

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

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

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立

足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

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

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奠定更加

坚实的文化基础。

这些年，“未来已来”这个

词很流行，但也不能忘了“过

去未去”。文化不是凝固的

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水往

哪个方向流，与现实的实践

需要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

比如，今天全面推行的河湖

长制，借鉴吸收了中国古代

的治水智慧。在古代，基层

水利管理者负责维护日常用

水秩序、修筑堰坝、疏浚圳沟

等，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渠长”“河长”“湖

长 ”等 均 可 见 于 传 世 文 献 。

先贤们在水利管理制度方面

的探索与实践，为当今的河

湖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现

在 ，河 湖 长 制 带 来 河 湖“ 长

治”，江河湖泊面貌发生历史

性变化，“小切口”带来了“大

转变”。由此来看，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

的理念和思维，可以为回答

今天的时代课题提供智慧和

启示。方此之际，只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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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

宝贵而丰富的中国价值、中

国智慧和中国精神充分激活

并有效运用起来，就一定能

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既

定奋斗目标。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

们就秉持变革和开放精神，

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

实践。面向未来，站立在浸

润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大地

上，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与

时俱进、守正创新，我们的道

路无比宽广、我们的前景无

比光明！

《人民日报》评论部

来源：《人民日报》（2023

年07月10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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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个结合”，就要更加注重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更加具有“在中国大地
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的高度自觉和坚定自信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可以为回答今天的时
代课题提供智慧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