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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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

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其中，

“建设文化强国”系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环节与战

略要求。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

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

求”，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建成文化强国。

“两个结合”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指明了方法

与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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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两个结合”一方面，立足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脉，坚持文化事

业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目标指向促

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国家

建设目标的实现、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另一方面，赓续与弘扬中

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将传承发展融

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由是，“两个结合”蕴藏着指导

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方法论价值。

文化既是由人类社会创造的

精神结晶，又是国家总体设计中的

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类社会劳

动实践出发来考察文化发展的脉

络和价值，认为其不仅是“人们物

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而且具备“调

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

配”的重要功用。国家文化建设的

功能和使命主要在于构建民族与

社会的精神家园，提高人的精神境

界，激发国民磅礴奋发的精神伟

力。是故，文化系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所在，“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成

为当今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题中之义。基于此，阐释

“两个结合”方法论何以推动建立

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化

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相裨益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从而助力建设文化强国，兼具理论

与实践层面上的必要性。

“两个结合”是巩固国家文化

主体性之法。“国家文化主权意识

的觉醒”是文化强国建成的重要标

志。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在于确保

国家的思想自主和精神自立，是文

化繁荣强盛的前提。伴随全球化

趋势演进，各种文化理念的交融与

碰撞日渐频繁，人民的精神文化需

求日益增强，维护国家文化本体安

全的任务愈发重要。同时，世界各

族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

明，走现代化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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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始终

具有坚定文化民族性的价值取向，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

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

深叶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

克思主义提供东方注脚。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14亿中国人民凝聚

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

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因此，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不断焕发其内在生命

力，是实现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必

由之路。

“两个结合”是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之法。创新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

动力。文化只有不断经历创新创

造，才能立足时代潮头、引领社会

风气之先。一方面，“两个结合”有

利于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事业中

的主体性力量。“两个结合”使得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机融合，共同

造就“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两个结

合”时亦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

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

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由此，“两

个结合”能充分尊重人民在文化建

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从而

有效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另一方

面，“两个结合”有利于开创文化复

兴的新局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对建设文化强国的方法论价值对建设文化强国的方法论价值
文文 ||陈嘉祥陈嘉祥 杨娜杨娜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