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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

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

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肯

定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

克思主义态度，实现了以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从自发向自觉状态的关键

转向，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

文化生命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两个结合”是推动文化治理

现代化进程之法。文化治理现代

化既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

系统中重要的有机构成，也是维护

文化安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

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进一步增强全民族文化自

信，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

产业快速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当

前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各种社

会不良思潮及文化产品良莠不齐

等一系列严峻挑战。由此，当前中

国亟须提高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

以期构建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强化

人民精神力量的现代化文化发展

形态，而确保文化先进性与增强文

化自信是成就这一事业的重要内

生动力。“两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内涵有机注入了马克思

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脉”。恩格斯指出：“马克

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

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

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

研究使用的方法。”“两个结合”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价

值立场，持续深化关于文化建设的

“规律性认知”，继承与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国家、社会、个

人的理想追求与道德情怀，有效强

化了理论的真理性与本土性。同

时，“两个结合”坚定站稳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中华文化立场。“如果没有

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

特色？”强调“第二个结合”将有助于

促使国民从“中华民族”这一“自我”

的视角出发，激发中国人民在新的

文化使命中的文化自觉，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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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结合”是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之法。全球化浪潮推动国际

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人类文明新

形态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与时代定

位。同时，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所

显现的多样性，不仅塑造了文明自

身开放包容的发展特性，更是构建

与凝聚起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

一方面，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加强对

外文化沟通交流，构建开放包容的

文化形态。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

既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其生

命力和影响力的过程，又是吸纳外

来文化文明精华、推动中华文化不

断丰富的过程。经由“两个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情怀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协

和万邦”理念融会贯通，将有助于

当今中国塑造倡导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

对外形象。另一方面，建设文化强

国需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

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

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

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

之中国。”“两个结合”有助于丰富

与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框架，促进中外增强互信与建立共

识，推动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提出

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

值的理念、主张与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面向未

来、面向世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宏伟事业。在百年变局的时

代境遇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势必

会经受风高浪急的考验，必须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坚定自觉推进“两个结

合”，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

果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探寻智

慧，以期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形态，为系统全面地解决建设文

化强国历史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寻

求方法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时代强

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

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

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

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我们要

深刻领悟并扎实把握“两个结合”

方法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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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

化相互成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

稳致远，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伟业不断向前推进。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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