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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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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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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释“两个结合”之于理论和制度创新
的重要意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扎
根中华文化沃土，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
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百年大党如同参天大
树，根深叶茂、生机勃发。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善于创新。”
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
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
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
神命脉。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精
神滋养。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
仰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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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理论
创造，打开了理论和实践的广阔创新空间。

“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
界——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
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延安，瞻仰中共
七大会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居。

总书记感慨：“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
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
读不完的书。”

当我们走上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发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机活力，越来越多
的人在思考、在追问：

一个源于欧洲的伟大思想，缘何能扎根
世界东方的广袤土地，结出饱含中国精神、
时代精华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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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之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

记给出坚定有力的回答。
从强调“文化自信”到提出“两个结合”，

再到对“第二个结合”进行深入阐释，习近平
总书记将中华文化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的
方方面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价值与文明的高度加以
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结合”，打开了中华文化发展新空间
——

“崇龙尚玉”红山遗址、“文明圣地”良渚
遗址、“玉华萌发”凌家滩遗址……

5月27日，“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成果数字艺术大展”上线，利用数字
化技术构建移动化、全沉浸、交互式的时空
框架，让大众更加直观、形象地体验和感受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身临其境、贯通古今，传统文化与现代
技术相融相通，让古老的文明图景焕发出新
的活力。

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动延
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到长城、大
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
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在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文化创造与文化自信
相互激荡，在广阔无垠的创新空间中彰显时
代精神、升腾中国气象。

“结合”，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

2018年，在习近平主席到访阿联酋前，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曾向中方提
出一个请求：

他希望习主席访问时，签名赠送两本阿
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本将收藏
在总统府图书馆，一本自己阅读。

透过这部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品读对传统文
化精华的旁征博引、取精用宏，人们体悟到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
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主动与自觉，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所具有的世界影响力。

从北京冬奥会惊艳世界，到大唐芙蓉园
的梦回千年展现中华文化兼纳百川、包容四
海的雍容气度，再到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
作论坛、上海进博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
一系列主场外交彰显“天下一家”的中国胸
怀……

看今日之中国，中华文明闪耀着更加璀
璨夺目的光华，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更加
美好的前景。

“结合”有力地作用于道路、
理论和制度

首都北京，连通古今的“文化之脊”中轴
线北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巍然矗立。
馆内，嘉兴红船模型似从历史中驶出，诉说
中国道路的发轫。

这条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
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追溯初心，《共产党宣言》道出共产党人
的不懈追求：“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回望历史，大同
社会理想深埋中国文化沃壤：“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

中国共产党将两者结合，矢志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走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从越走越宽广的“中国之路”中，我们的
道路自信愈发坚定；从具有强大真理和道义
力量的“中国之理”中，我们的理论自信日益
夯实。

2018年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
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
生。’”

一番话博古通今，阐明了系统的生态
观、深邃的文明观。

从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
传统里汲取丰富的生态文化，把天地人统一
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创
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标注着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
贡献。

继承发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
物史观，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
邦本”的思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结合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理念，
创造性转化古代“天下”观，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让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实践生机勃发，让植根中华沃土的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结出累累硕果。

文化是制度的土壤，制度是文化的载
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
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
度和治理体系。

“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
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
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
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
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
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
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借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治理思想，

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完整有序的制度
程序和参与实践；

汲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智慧，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完善；

借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
弱”等传统崇法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定分止争；

……
跨越千年、守正创新，深刻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汲取中华五千多年优秀文明
的滋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和发
展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
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文者，贯道之器也。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
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第二个结合”指
引下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在更广阔的文化
空间中探索出更为科学、更为完善的理论和
制度，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更好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山东曲阜孔子故里，天南海北的游客慕
名而来，感受时光淬炼的先贤智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
化兴盛为支撑的”。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来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
观考察，强调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离不开
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从“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中读懂“纪
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的文化传承，不断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从“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中领悟“改革不停顿”的誓言，持续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

新征程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奠定更加坚实的文化
基础。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要始
终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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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明推
进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

新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历程充分证明，
“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
径，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
青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
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
力就越强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坚持

“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光辉典
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
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首次从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
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
点方法。

新的征程上，只有掌握好、坚持好、运用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更好在新时代伟大实
践中，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
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探索出面向未来的理
论和制度创新。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广东茂名，传承千年的荔枝之乡。今年
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查看乡
村产业发展情况。

面对热情的村民们，总书记说：“我们要
搞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把后富的往前推
一把；钱赚得再多，不讲精神文明不行，我们
的乡风民俗要文明；生态和经济要和谐，‘个
体现代化、村里脏乱差’不行……乡村振兴
要和这些‘国之大者’结合起来。”

一席话，道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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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特色。

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人类对现代化
的实践探索，不断塑造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样
态，深化着对现代化本质内涵和规律的认
识。充分吸收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底
蕴，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
化模式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图景。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充分激活并有效运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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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
之理”回答时代课题，以“中国之制”推进“中
国之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广。（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高蕾 张研）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五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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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
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
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
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
自觉。依靠文化主体性，中国人民意气风
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信心百倍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主体性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每一种文明都扎
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只有深刻
理解气韵独特的文化传承，才能读懂中华文
明的与众不同；只有准确把握独一无二的历
史轨迹，才能理解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
文化沃土——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
的基础。

2022年5月27日，在聚焦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
书记纵论古今，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
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
体的发展历程”。

因为不同，所以无从复制，所以独树一
帜。从横平竖直的汉字中、从孔孟老庄的思
想中，从经史子集的典范中……我们不断领
悟到，中华民族是有独特品格的民族，中华
文明是自有体系的文明。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
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适
合自己特点的道路，注定了中国的问题产生
于中国的土壤，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只有中
国人能解决。

“两个结合”巩固了有着深厚根基的文
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传承至今，如何继续发扬光
大？如何巩固其主体性？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对“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予以生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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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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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年中
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思考深邃，真理昭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两个结合”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
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
万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正是通过“两个结
合”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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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
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
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提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主
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以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
作用的深刻认识，以对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历
史传承的正确把握，以对文化复兴和文明进
步的不懈追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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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创立的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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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
力体现。

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傲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巴彦
淖尔考察。

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习近
平总书记仔细察看沙盘展示。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天下黄河为
何唯富一套？答案就在于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
力。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于灌渠建设所体现
的中华民族古老智慧，指出“一个是我们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再一个是几千年勤
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创造，非常可贵”。

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
聚力、辐射力，必须要有其主体性。文化主
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如果没有对
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可，就难以汲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如果没有
自力更生的强大信心，就没有在选定的道路
上走下去的坚定决心。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正是因为文化的主体性引领一代代中国人
民自立自强、奋发有为。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才有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华民族
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我
们带领人民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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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精神上独立自主，一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有了文化主体性，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有坚实基础——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大地锦绣河
山，滋养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
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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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有引领时代的强
大文化力量——

2月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

讨班开班式。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

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
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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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
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
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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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积淀
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党领导人民的百
年奋斗中，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拥有了引领时代的强
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坚
定的文化自信。

巩固文化主体性，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杭州城北、良渚港畔，国家版本馆杭州
分馆“文润阁”，与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等一道，逐渐形成一条“良渚文化大
走廊”。

一小时车程外，杭州钱塘元宇宙新天地
产业园拔地而起，引进培育大批面向未来的
科创企业。

文化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当代中国
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坚持从历史
中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
进，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做好今天的
事业，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巩固文化主体性，继续深入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一群“80后”艺
术家将话剧《苏东坡》打造成了剧场版、文旅
驻场版和文博融合版，扛起传承三苏文化的
责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制作人邓滢说，“有的观
众追着剧场版的全国巡演看了8遍，他们的
认可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这是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中国，这是文

化之花繁盛绚丽的中国。
从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到

推进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从大力推动文物
资源数字化转化、数字化共享，到推动中华
文明探源……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华文化才能不断
夯实和拓展“风景这边独好”的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更坚定走自己的路
——

贾湖刻符龟甲、赵孟頫临《兰亭序》、辛
弃疾唯一传世真迹《去国帖》……成都博物
馆举办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
明”特展上，数百件珍贵文物齐聚一堂，向人
们讲述跨越千年的汉字传承。

字是方块字，魂是中国魂。中国有坚定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
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华民族的旧邦新
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坚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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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

巩固文化主体性，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
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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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征程上，只有继续坚持“两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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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科
学的理论才有愈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的
文化主体性才能始终稳固。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从中华
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保持对自身文化理
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
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不断巩固文
化主体性，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新文化，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
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施
雨岑 王鹏）

巩固文化主体性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