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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创造性提出并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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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揭示了开辟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

繁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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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

大论断。

立足恢弘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两个结合”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中

国道路。

这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必然——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

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

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朱熹园的一席话，发人深思。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是 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党 的 二 十 大 前 夕 ，重 大 文 化 工

程《复兴文库》一至三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序言中指出要“传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

厚底蕴。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

华文明的基因，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第二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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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

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

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

高峰。”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

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

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

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

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

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走前无古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

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指导新

时代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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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

大法宝”

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

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

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坚持了“两个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

持“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论

断、重要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境界，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2021年“七一”前夕，党中央首次颁

授“七一勋章”，标志着我国功勋荣誉表

彰制度全面落地。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成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

想源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

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

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

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 把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为金融系统注入传承传统、积极向

上的文化基因，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指明了提升金融软

实力、建设金融强国的前进方向。

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清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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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之理”，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充盈

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

民族魂。

2023年4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

全党展开，“一场新的学习竞赛”拉开

帷幕。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

现。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

根本依托，一个民族就能焕发出更为主

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

是“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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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

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

在于‘两个结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党

在新时代新征程掌握宣传思想文化上

的主动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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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上，面对党内“关键少数”，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呈现

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

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

脉——坚守魂和根，理论创新之源才能

越来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才会越来越

强劲。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

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

其中之一。

文脉绵延不绝，也要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

需求。

“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

不要轻慢了。”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

的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

方法，为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

华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两个结合”，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

明特色。”2023年2月7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

价值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

文明形态。它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

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

的产物。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新征程上，更好坚持“两个结合”，

以真理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

凝聚磅礴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宽阔。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王思

北、徐壮）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