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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能够使党自身由小
到大，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使自己成为当代
世界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够排除一
切风险挑战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我们拥有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形成了中国土
地上的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是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要的、长期的历史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所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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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来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拓
展的“第二个结合”实践中，形成了独创性经验。
新时代新征程实践中，搞好“第二个结合”，需要
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好这些重要经验。

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认识和对待中国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在几千年中
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国人创造、
拓展、丰富了内容十分广博的中国文化。这些丰
富、深刻的文化性成果与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
性成果一起，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道德、价
值观和行为方式，维系、保持、支撑着古代中国
社会的运行、发展，维系、保持、影响着中华文明
的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横冲直撞地球多个
地方，古老中国的大门也被撞开。从1840年的
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依托“坚船利
炮”的优势，以强盗方式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
门，打乱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自我运行的传统
模式，中华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
文明的发展延续遇到挑战，影响、支撑、保证了
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从19世纪中叶起，面
对这样的挑战，为回答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个
历史性问题，几代中国人纷纷想办法、开药方，
所有救世药方中，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如何认
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不仅使中华民族找到了、走上了求解放、谋复兴
的正确道路，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中国出
路的探索中，形成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
态度、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要充
分看到其中有许多先进、优秀的思想、观念、精
神、道德，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同时，传统
文化中也有一些封建性的内容，是为封建统治
服务、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的内容，是糟
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征程实践中，搞好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运
用中国共产党这个经验，对中国丰富、广博的传
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采取马克思主义
态度，反对在传统文化上的简单化、极端化态度
与立场。

坚持以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守正创新，是贯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
场、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
经验。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是，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了正确的守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充分尊重与肯定，并努力予以传承、弘扬。综
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实践，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守正，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
的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一直是认同、尊重和
弘扬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理念、正确的
思维方式、治理社会、处理事情中的正确方式方
法，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
践中是十分尊重的，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智慧、知
识，用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大量中华民族的美
好道德、精神，诸如中国独有的爱国主义传统等
都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承与弘扬。同时中国
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对于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认同、坚守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
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出的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这些突出特性都完美继
承、发扬光大了。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守正”，就不可能有中华文明在当

代世界的“荣光重现”。
另一方面是，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

产党人一直把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相统一，在守正
同时进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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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实
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量
内容，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使古老中华文明
成为现代形态，在当代世界焕发出极大生命力，充
满了对百年解决当前问题、推动历史前进的极大
适应性。比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世界、对社会、对人类历史等的一系列科学认识。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马克
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等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爱国主义……没有中国共产
党人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没有中华
文明这些丰富内容的精彩呈现。

做好“结合”基本功课，遵循“结合”基
本规律，努力实现科学“结合”

努力在全面弄懂、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内容、精神物质的基础上做好“结合”的文章。

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
“结合”，必须遵循“结合”规律，以正确方式搞好
“结合”。百年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
的重要经验有：

首先，全面了解、弄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容。这是实现正确“结合”的基本前提。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在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长期历史中形
成的，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需要对几千年文明载
体的文化产品有全面了解，弄懂其内容及其承载
的理念、观念，对古代文化不熟悉、不了解或者一
知半解是不可能“结合”的。这就需要重视对传统
文化的学习，需要弄通弄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
文化产品。

其次，在“第二个结合”中，要始终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辨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中的精神
要义相互融合、相互衔接，从而相互成就，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升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这里的关键是，“第二个结合”的成果，即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必须是既准确承续、弘扬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又贯穿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成果；既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先进
理念、观念一脉相承、本质相同的，又是与作为人
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本
质相通的。

其三，“第二个结合”，必须是质的结合，精神
品质的融合。这需要以解决当代中华民族中国社
会前途命运为准绳，围绕着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
问、世界之问，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性任务的实现等寻找答案，在“解题”过程中，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切先进、有益的思想、观
念、理念、精神予以吸收，并与马克思主义与此相
通的理论、原理、观念与价值取向相融通、相结合，
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样的理论
成果不是两个文明成果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融
通，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着血缘关系，又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有着血缘
关系，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升华，又是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转化。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百年来实现“结合”的重要经验，搞好“结合”时
遵循的重要规律。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策科
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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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
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学术家园：您曾谈到，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是融通互进的关系，能否对此做
具体阐释？

郑大发：无论是从历史演进，还
是从发展特质、实践路径来看，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都是一个融通互进的关系。可以
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引领和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充实和支撑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两者均统一于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实践之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演进是同步同源
的，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各
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和共建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历史。中华民族文明在地
理、历史、文化、精神方面的形成发
展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开拓
辽阔疆域、凝练共同本体、融通共同
基因、培育共同意识的历史过程，两
者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重叠性、整
体性和共同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发展特质是共享共有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深扎根于中
华民族文明血脉基因中，正是中华
民族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内生活力、
自信定力、强化动力、一体合力及共
进助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同向同行
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政
治、精神、社会、生态等方面，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深嵌于这“五个文明”
的建设过程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
全面领导下，统筹推进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

“五个文明”协调共进中构建中华民
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共
同体。

学术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七
个着力”中强调“着力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在您看来，这对于做好政协统
战工作，包括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哪些指导意
义？

郑大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
的灵魂和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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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
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
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
眼于深化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回答新时代
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
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
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释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内
在规律，鲜明地昭示中华民族走向
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
同体的光明前景。这一思想反映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
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理
论引领力、实践指导力和积极的世
界影响力。所以我们要“着力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牢固树
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推动中
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
强的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
与创新发展

学术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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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出发，
您认为，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保护
传承与创新发展？

郑大发：我们要深入学习和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出和阐述
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要认识到数千年来，中华
民族走的是一条与其他文明不同的
发展道路，这决定了在中国进行革
命和建设，不能照抄照搬他人经验，
必须扎根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
史连续性，依照自己的历史和国情，
走自己的路；要认识到中华文明之
所以古老而又常新，是因为其创新
的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

提供了不竭动力，我们在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一定要与时俱进、守
正创新，尊古而不复古，在继承、发
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要善于吸取和学习世界上一切
优秀文化；要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
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多宣传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的精
神家园；要认识到中华文明自古以
来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这“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
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
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
胸怀”，所以我们在推进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中，要正确把握文化的共同性和差
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
容差异性，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
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
化和时代化。

学术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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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哪些
精神滋养？

郑大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撷取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中国以社会
主义为核心要素的革命、建设、改
革，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
明中继承、借鉴和汲取思想资源、理
论精髓和政治智慧，秉承其历史思
维和基本价值，根植于中华文化沃
土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自我
发展与创新之路。在中华文明中，小
康、大同构想体现了人民对和谐、安
定、富足生活的美好憧憬。《礼记·礼
运》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个物质
生活充实，道德境界高尚，社会公平
正义，公序良俗健全，贤能并举的社
会，反映了中华文明对理想社会的
最高向往。

历代先进的中国人在追求物质
富裕与礼仪教化并重、富国养民的
理想社会的同时，还在宇宙观、天下
观、社会观、道德观上，涵育出天下
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
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思
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
历史智慧和文化源泉，生成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品质。当前，中
国式现代化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的
全面进步，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协
调发展，从一个方面验证了中国式
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经由现代化、时
代化的历史转换而实现创造性的自
我赓续，充分展现出中国现代化发
展的内生性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
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明传统中生发
而出的，因而具备独有的定力、韧性
和生命力。

从自在到自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术家园：今年初邀您采访时，
谈到您正在整理书稿《从自在到自
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
和形成》。现在书稿情况如何？能否
介绍一下这部书稿的内容与观念？

中华民族观念提出、发展和形成的
过程，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有哪
些启发？

郑大发：《从自在到自觉——中
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是
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
最终成果，目前出版社正在编辑和
排版之中，分上下两卷，总字数在
120万左右，从中华民族观念在清
末时期的提出、在民国初年的初步
发展、在五四运动后的进一步发展、
在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
产党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五部分
展开阐述。本书认为，1840年鸦片
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华民族开始从沉睡中觉醒，
尤其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
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
族开始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过程。自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
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后，经
过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的发展，
到了抗战时期，一方面各民族在抗
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进
一步结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另一方面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
在全党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后，
尤其是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指导
原则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民
族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
中国民族问题，加上经过长征中国
共产党对中国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
的深刻认识，对于建立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有了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华
民族观念因此而最终形成，其标志
便是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
表。在该文中，毛泽东同志回答了

“中华民族”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
问题：一是“中华民族”本身的定义
问题，即“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问题；
二是“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问题，
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中华
民族”这一观念的问题。就毛泽东同
志对“中华民族”含义的回答来看，
它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内
涵：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除汉族外，还有“几十个少数民
族”；第二，“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
几十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共同体
的称呼；第三，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
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迄今为止
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
最权威的论述。它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和
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自在”向

“自觉”伟大转变的完成。我们现在
就是在毛泽东同志所确立的“中华
民族”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内涵
的定义上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
念的。

我认为，中华民族观念提出、发
展和形成的过程对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最大启示是：要坚持民族平
等，民族团结，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
交融，进一步结成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今我又全身心投入到我承担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
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多卷本）的
写作之中，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第一
项有关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课
题，我相信该课题结项出版后，对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我也
不忘初心，继续关心和参与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赓续历史文脉 广泛凝聚共识
本报记者 张丽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明确提
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其
中强调“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
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湖南基地
特约研究员郑大发近年来致力于
民族理论研究，积极提出有关民
族工作的建议。本报记者专访郑
大发，请他结合专业研究与民族
地区调研经历，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角度，谈谈对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相关感受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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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两个结合”的重大
成果。其中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创新观点，
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
长邓纯东认为，百年来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
人在探索、拓展的“第二个结合”实践中，形成了
独创性经验。新时代新征程实践中，搞好“第二个
结合”，需要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好这些重要经
验。本期专栏邀请邓纯东对此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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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发参加全国政协在青海的调研时，与当地护林工作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