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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实践告诉

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很大程度上源于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赶考路上，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努力掌握好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选择的
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明
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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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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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华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孕育出灿
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深深展现
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曾几何，在殖
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社会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
巨大断裂压力。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同
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可能在一边到的“全面
西化”的嚣声中早已分崩离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二十世纪
以来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马克思主
义实现了有效结合，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突出理论优势，既延续了
中华优秀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又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还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
新形态，极大地推动了当今世界发展，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
和解放。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延伸，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产生于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伟大实
践，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曾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这说明，中国创
造的文明新形态，中国的现时代化发展之路，必然根植于几
千年来深厚积淀的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吸取智慧、获得启迪。习近平总书
记也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
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
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
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③在新时代
新征程新赶考路上，我们必须顺应历史规律，坚定历史自信，
坚持古为今用，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结合
贯通，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新的辉煌。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践探索的
必然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实践智慧。马克
思主义至今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的一
场理论与实践运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之所以
能够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在中国得到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在于几代中国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还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
结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上升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的新阶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建构文化
自信的重要资源加以继承和弘扬，把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的
丰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出场具有不可替代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仅要坚
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要始终坚定不渝的坚
持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我们必须坚定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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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民群
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
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时代呼唤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因为马列主义是国
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
实践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
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④只
有植根于本国实际，植根本国历史文化沃土中，马克思主义
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新的时代下，新的大局中，必须
充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探索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
态，为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提供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和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新思路和新办法。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发展的

必然趋势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炼出新的思想理论成
果和论断，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指导中国的实践的
发展，才能不断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伟



大的胜利，才能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
得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进
一步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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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要根据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
切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更好的指导中国实践。这不仅表现出了基于中国情怀，开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和需要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西方文化中对中国有益的方面，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
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经过实践、认
识，再实践、再认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
果来指导中国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在实
践过程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继续
推动形成新的科学理论成果，在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的
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相互促进的关系。实践过程使我们深刻
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理论创新，才能进一步谱写
21 世纪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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