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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两个结合”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

性贡献。 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胸怀、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就以及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光明前景，“两个结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自信开拓出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两个结合”指明了文化自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
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极大地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延续并深化

了以自信增进自强、影响世界的中华文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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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工作，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他首次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文化思想，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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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举行的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他又对“两个结合”与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结
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而“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正是“有了文化主体性，
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１］。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全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逐渐成

熟，“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

内容。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两个结合”与“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表达，为新时代推进文

化自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诠释和原理支撑。

一、“第一个结合”以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增进文化自信

从社会革命到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行突出表现为将理论融进实

践。 固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是基本原则，但如果没有对中国历史及具体国情的把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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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年征程的反复验证，就很难从原始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应用规

律，进而再作用到新的实践上去；就不能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拥有高度共识的

文化空间，进而铺设“结合”的道路；也就无从了然马克思主义真理乃是增进中华文化主体

性的最佳匹配。
（一）“马克思主义行”是推进文化自信的理论之基

１． “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其所特有的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两个结合”表明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自带属性就充满着信心。 “从自然到人类社会及

其思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描述这三大领域最一般规律的庞大体系” ［２］，
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人在认知层面从形式的“知性思维”到辩证的“实践思维”，从而真正地

指导人类的活动。 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深化，再到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飞跃，无不证明了其去伪存真，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自我革新的优良品质，相比之

下其他主义却相形见绌、难以为继。 但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并不见得比“全盘西

化”强到哪里，甚至更容易让人脱离现实，对此恩格斯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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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正是革命的

胜利、建设的成就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是事业成功的基本方法

论，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真正地尽其所长。 同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要遵循

客观规律，创新性发展也要有科学的方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客观世界

的揭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受缚于古板陈腐的约束，从而在坚持真理中重拾自信、在
创新发展中实现自强。

２． “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其真正地找到了能够检验它、发展它的充实条件。 马克思

主义原理和方法的普遍性决定了其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

又表现为能够一直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民族、国家是屈指可数的，可以做到马克思

主义本土化的更是寥若晨星。 当我们墨守成规地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时，那些历历在目的错

判和百折千回的坎坷告诉我们，决不能走本本主义的老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

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

础” ［４］。 所以马克思主义也要有血有肉，脱离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被

束之高阁。 虽然我们曾在一些时期鉴于历史局限性而错用或用错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但唯

物主义的立场就是善于适时总结和进行理论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５］任何真理都要由实践来检验，
任何真理也都要由实践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马

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

真理性的彰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经“中国化”验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确“行”，其引领

的文化自然就“行”，“行”的文化自然就能更加自信自强。
３． “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其理论发展方向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文化自信自强的实质

性载体是人，不是文化本身，所以文化自信自强的归宿必须着眼于人的本质。 中国人民对

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是一种不自知却自觉的感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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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

值观念融通的。” ［６］１２０可以说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几

乎同样深刻，如果说有一种主义是毫无私心地只追求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解放，那
么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有着人文关怀的主义无论在哪片土地都将拥有广大的拥趸，不单

单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亿万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华民族被

卷入世界历史洪流遭受考验和危机的时代，有识之士们以满腔热血吸纳各种国际理念和思

潮主义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残酷又真实的社会在大浪淘沙中最终选择了最适合中华大地

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更在建设和改革中持续地证明了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和增加人民

福祉。 这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诉求始终一致，与中华文化的热望期盼异曲同工，为中国人民

谋求幸福提供了伟大的思想力量，夯实了文化底气。
（二）中国的具体实际是培育文化自信的实践之域

１． 中国的具体实际就是拥有雄厚、绵长、广博的历史，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属性的

演变以及“五千年文明”的赓续，这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限域。 文化的脉络与历史的

脉络、国家的脉络、人民的脉络始终相连，人民群众、政府政党、民族国家能够尊重传统，能
够信任当代的文化文明，能够铺设未来的文化通道，主要是因为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
这条主线就是不曾中断的中国历史。 正是通过“第一个结合”在与过去实际的结合、当代

现实的结合、未来预期的结合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宏伟历史长河留给我们的文化经验和

文化思想，是比任何财富都更能让我们从中受益的。 传统文化曾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里

自豪过、自负过、自卑过，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曾在多个历史阶段辉煌过、封闭过、狼狈过，尤
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伴随中华民族的跌宕起伏也经受了诸如冲击、解构、重塑的淬炼。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拥有深厚文明的国家不会一直沉沦，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场地几千年

几乎没有变，但是场地上的人文环境却在载沉载浮的近代历史中逐渐脱离封建主义，并步

入了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这为突破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历史局限和打破中华传统文化曾

具有的封建桎梏打下了现实基础。 无论是审视过去的成败荣辱，还是看待当前的逐梦复

兴，抑或是筹划未来的宏伟蓝图，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既需要科学的唯物方法论，更需

要博大的历史文化视野，这样才能在本质上把握好“第一个结合”的一般规律。
２． 中国的具体实际就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日益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 ［７］文化立足实践方显文化本色，文化之所以要自信自强，关键在于文化是民族国家成

熟富强的独特象征和持续动力。 中国共产党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者，能够身兼两者，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

上有着充分的一致性，在目标上更有着坚定的共识，那就是实现一个民族国家的安定、团
结、富强。 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都有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获得真正的自信，必须要由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时代

的伟大成绩来赋予实践价值，这些具体实际包括：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达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行，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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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等。 所以说文化自信既是一种

内在的自我认同，亦是一种外在的昂扬斗志和大将风范。 我国作为文化历史大国和文化资

源大国，古代中国基于盛世王朝从而充满文化自信，当代中国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赓续文化自信，也一定要成为当代的文化强国。
３． 中国的具体实际就是我国国际文化话语权相对滞后，与国际地位不匹配。 文化

自信是一种饱满心态的自然呈现，但也需要来自他者的认可。 文化强国战略的初衷就是要

使中华文明的理论和范式与大国崛起的趋势相匹配，与国际声望相匹配。 中国的具体实际

既脱胎于世界的具体实际，但也区别于西方的具体实际。 中国的具体实际有着高度自主

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自强既是为了斗争，也要通过斗争得来。 尤其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里，世界核心议题无疑是国家间竞争，而赛道里的文化竞

争日趋白热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是各类文化激荡交锋的大变局，没有足够韧性的

文化可能会在狂涛骇浪的文化交锋中湮没。 同时，世界形势的波谲云诡、国内发展的日新

月异，也不断地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各式问题，各种不确定性更要求一个民族在文化上拥

有确定性，以文化自信自强来捍卫国家的主体性，甚至可以说，在国际上文化的魅力比经济

的、政治的、军事的更能聚拢人心。 然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从清末到当代都未曾停止

过，从文化层面上搞对立已经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惯用手段。 文化阵地如果不去坚守，那么

别人就会去侵占；文化自信如果不去维护，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被别人俯视。 所以说文化自

信不仅关乎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也关乎道路、理论、制度的安全。 文化以无形之力成就

有形的能量，以文化自信去冲破西方文化霸权、凝结全球华人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广交天

下朋友，这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国际责任。

二、“第二个结合”以意识与精神的融汇铸牢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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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虽然也属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范畴，但是“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华大地上找不到比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适宜的结合对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彼此呼

应，并在“两个结合”中互相提供自信的确证，达成了意识与精神的绝佳贴合，进而形成了

新文化的新自信、新自强。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构筑文化自信的话语之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６］３２文化从抽象到具

体的最大意义在于精神价值到现实价值的跃升，这种层面上的跃升成就了文化“再生产”
的动力，而文化能够“再生产”以及持续“再生产”是确保文化自信自强的基本条件，因此那

些经过历史锤炼且仍能指导人类活动的文化，诸如中华文化就天然地具有自信自强的内嵌

属性。 可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历史时期毕竟与当今的社会形态有着本质上的出入，因
此其价值意义的映射很难自然转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也很

难在时空变换的场景中独自完成，其所包含的落后甚至封建的内容也不会自动剥离。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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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要想进入新的实践空间，就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就必须通过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来进行自我反思，就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催生蜕变。 马克思主义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所展现出的普遍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思辨所凝

结出的普遍价值，确实有诸多的相通指向，内外兼修、超脱于物、世界大同等观念搭建了中

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通道。 “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呈现的话语叙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叙述存在诸多的共

同视界” ［８］。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基调和文化走势的基本要素是共同观念，然后各种文化要

素通过匹配后所聚合的文化形态一旦酿成，意识形态所引领的文化就会通过依附物质世界

的实体鲜活存立于世，并将各种文化要素的内隐价值、逻辑关系、对客观世界的意图和参与

手段通过人的实践表达出来。
文化实践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文化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

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１０］，两个“极
端重要”从侧面说明了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是很难风平浪静的，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对

巩固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直接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是文

化自信自强的根本保障。 从“人间仙境”的桃花源到“全民皆有”的乌托邦，这些美好文化

最终都在零碎且缺乏客观条件的世界里迷失，但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文化空

想”又有种“必然挫败”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缺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坐镇。 马克思主义

理论虽然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全人类解放服务的，但是理论最初主要产生于对

西方世界的观察，刚传入中华大地时也不是马上被普遍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

中华文明体系内落地生根并逐渐成长为主干，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中华

文化来表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实现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要构建话语体系的必经途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被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度

认同和便于掌握；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潮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暗潮汹涌，没有足够的文化基础来支撑的斗争是根

本无法取胜的，斗争越激烈，文化的力量就越起到关键的作用。 斗争可能将是一个永无休

止的过程，与一切妄图阻断文化自信自强的思潮进行斗争也可能是常态，这时话语权的构

建就显得极为重要。 话语权既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内容也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内容，
是关乎党和国家稳定团结、前途命运的大事。 文化能否自信自强，就要看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是否坚强稳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擎架文化自信的思想之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自信宝库、强大的文化自信功能和坚韧的文化自信

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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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１１］世界上缺乏文化资源和文化传承的民族国家比

比皆是，同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且文化脉络未曾中断的民族国家却是寥寥无几，拥有五

千多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就是其中的典范。 中华文化宝库取之不尽，文化功能用之不竭，文
化立场气贯长虹，“每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中国人，都是汲养于中华历史根脉、浸润于传统

文化气韵、传承于民族精神禀赋之中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１２］，因此在中华大地上看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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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文化主体其实都无法完全独立于中华文化的陶铸。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属于历

史文化范畴，始终以一个文化主体的形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洪流中安身立命之根、安家立业之本。 正是顺应历史潮

流、符合发展规律、满足主体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特质和文

化自信气度，为文化自信供给了源源不断的精气神。
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打通了思维通道。 理论之所以要

创新是因为理论必须要与它的应用场景相融相洽。 马克思主义要想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就

必须要与中华经典文化和时代文化互通互鉴。 文化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也有着自己的立

场原则，历史的变迁虽然附带着文化的变迁，但是摈弃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品质依然熠熠生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朴实且涵容，厚重并谦

和，崇尚正统而无戾气，热爱智慧但不跋扈，展现出重仁义、讲礼数、守正道、保民生、敬自

然、谋大同的文化涵养，在普世意义上极为符合人本的需求，与马克思主义道义息息相通，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语义通达、辞藻修饰、思想凝练上予以加持。 假设马克思主

义不能与中华文化相融相促，那就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主要特点无法相

容，那马克思主义旗帜就不会在中华大地上飘扬如此之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文化也

是文明血脉，对中华民族“知”与“行”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借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打通思维通道，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思维、中国的理论、中华民族的文明。
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强大支撑。 革命文化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血与火的艰苦斗争中所培养的崇高精神，它所彰显的爱

国主义情愫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至高追求一脉相承，其所蕴含的历史标识和独立品格不断激

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不忘初心、自立自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

引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为根基，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社会

主义发展、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性的进取文化，是当代文化自信的时代名片。 从历朝历代的

大一统，到近代无数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再到如今中华各民族为社会主义事业前仆后继，哪
一项都少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感召。 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印记。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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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所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肯定要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源本，这样既不会丢掉传统正道，也不会缺乏时代活力；既能把握住中华文明

的历史规律，也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洪流。

三、“两个结合”是推进文化自信的振兴之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往在时间维度上横跨古今，在空间维度

上交汇中西方文明，在主体维度上孕育自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缺少任一条件都无法构筑

此时中华文化的存在形态。 在此等文化形态中就要遵照历史与时代相衬相应的文化逻辑，
尊重“两个结合”的客观条件事实，是“两个结合”真正地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游荡的幽

灵”，帮助它注入了这个东方的伟大民族之躯；中华文化底蕴虽然沉淀已久，但是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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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沉淀的力量激荡起来，是“两个结合”经由感性上的“澎湃”和理性上的“开拓”将文

化推向不断振兴。
（一）“两个结合”走的是守正创新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１］文化自信自强

需要守正，这样文化的发展道路才不会走偏；文化自信自强也需要创新，这样文化的生命形

式才能永葆活力。 在“两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资源，但并不执拗于片面的观点

或者表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规律，但并不拘泥于刻板的本本或者教条；中国的具体实

际是依据，但并不束缚于有限的地域或时空。 因而守正守的是正道，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真

理，守的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守的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规律，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

域的主导权；创新创的是新论，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的是中华优秀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的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崭新前途，创的是理论与实际日新月异

的结合。 所以说“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千

头万绪科学合理地粘连起来，是文化群像的趋合，并根据历史阶段的需要表达出共同的价

值意念，既守住了中华正统，也创造了中华文明新形态。 “两个结合”无疑是思想的大解

放，无论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在方法论上是最为科学

的逻辑，很多问题如果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中华传统文化来解释可能都得不到最

优的答案，只有通过“两个结合”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守正

创新，才能回答好时代之问、现实之问、人民之问。
守正和创新皆是中华文明峥嵘岁月中的常态。 我们的文化形态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

对话沟通的能力和需要；我们的文化形态不是保守的，而是具有适应融合的韧劲和襟怀；我
们的文化形态不是偏私的，而是具有帮助他者的意愿和气量；我们的文化形态不是滞后的，
而是具有引领时势的勇气和韬略。 无论是落后的文化、新兴的文化，还是外来的文化、曲解

的文化，文化层面的交锋、交互、交汇、交融，必定是始终存在、往复发生，这既是必然的文化

生存环境，也是偶然的文化进阶机遇。 任何民族的现代性都不是飞来峰，绝不可能脱节于

这个民族的传统而单独发生。 “两个结合”为一切外来文化文明提供了范本：一切对中华

民族有利的外来文化文明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来实现

本土化。 不论是面对传统和现代的差异、国外和国内的差异，还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差异，
“两个结合”都很好地解决了古与今、中与西、对与错的矛盾对立，通过守正创新来化解冲

突、形成共鸣，以经典的“中庸”创造宏伟的“大同”文化。 所以最为理想的文化是在百舸争

流中海纳百川，在泥沙俱下时处变不惊，既有坚守也有接纳，既能扬弃也能革新，自然而然

地呈现自信自强。
（二）“两个结合”体现了文化主体极强的主观能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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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

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１］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拥有悠久文化传统、渊博思想资源

以及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对自我文化积淀和文化发展抱有十足信心的精神状态。 所

以通透文化的关键在于文化能够助人把握生存生产生活的价值逻辑，文化自信自强就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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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体的能力感、责任感、获得感、成就感得到巨大提升。 文化自信的大众自然会在文化

抒发和文化再创上展现出极强的能动性，从而拥有强劲的文化能力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 文化自信亦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由表及里、再由内向外，由感知到涵化、再由秉持到

张扬，由匮乏的主体到饱满的主体，从被动的主体到积极的主体。 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基于

文化价值导向与文化主体谋求自我繁荣的底层逻辑能够有效结合，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

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创设的实践视角，符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考察人及一切有关人的派生

的规律。 文化自信成长为文化自强有着意义上的层级跃升，代表着文化主体将文化实质融

进了自我精神，从而在自我评价、价值追求、核心能力上有一个适度的高傲，其表征和内核

皆显现出一种文化强力，这种力量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在实践中生长，
也在反哺文化主体越加自信自强。

“结合”并不是丧失自我，而是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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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理论与理论的结合，更是理论与实践、理论再理论、
实践再实践的结合，在这个螺旋上升式结合的过程中，并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是党和人民作为文化主体发挥了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将看上去相差甚远的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通性发掘出来。 “两个结合”既是强大力量的牵引，也
是大众智慧的自觉，这种内生关系正是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但是说到底是人民的选择，是党和人民创造了“两个结

合”，壮大了中华文化，而“两个结合”也反过来焕新其面貌、荡涤其心灵、提升其自信。 人

民群众创造文化的宗旨就是享用文化，“享”文化在思想上的境界提升，“用”文化在行动上

的鞭策鼓舞，偏于任何一端都是文化主体的窄化，所以文化的宗旨更趋于一种知行合一的

表达。 拥有文化自信的主体，在面对世界形势变幻莫测、思潮多元此起彼伏时，亦能淡定自

若、挥斥方遒。 文化力量的彰显就在于自信主动，在于自强不息，在于精神世界的坚定不

移，在于文化主体通过文化方式极大地实现自我价值、充分发挥自我潜能。
（三）“两个结合”推进文化自信步入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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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形态，它的内容倾述虽然总是有限域

的，但是并不阻碍它的信息阐释能够四通八达，它的精神境界能够步步登高，它的人文关怀

能够普及众生。 马克思主义本就是为世界人民创造的，并不囿于一时一地，而中华文化的

博采众长和兼容并蓄也使中华文明拥有文化所特有的一切优点，不仅自己能够通过文化优

势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始终没有忽视过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眷注。 尤其是面对

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打压，要想超越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拥有更

加自信自强的文化属性，既要塑造强大的全局的文化生命体，也要使每一个中华民族个体

都成为极具创造创新能力的文化主体，从而推动文化层面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高度。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文化上也是屡遭批判，当落后的文化表

现出对人和社会的发展的一种钳制性，打破旧有文化、创新前沿文化就势在必行。 对传统

的完全舍弃抑或对传统的全部抱持，都不是明智的延续传统的方式。 传统不是简单的

“反”“不反”的问题，也不是直接的“用”“不用”的问题，而是要在“反”什么“不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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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不用”什么的持续思辨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再固执

的文化也很难保持其初始的原貌，更不用提要在新的社会形态中想要存续就必须要主动地

融入时代浪潮。 在中国最需要一个理论之光来驱散中华大地上那些混乱陈旧阴霾的时候，
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了新生。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理论也是一种文化形

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清晰具体的文本依据，其核心思想相对稳定，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

中华文化却是一个动态变迁的百花齐放景象。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后，在任何一个紧

要关头，都证明了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才是正确的、成功的，而能够产生这样的灵

活运用是因为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的土壤是与之前任何国度相比都更为特殊的，中
国国情之势和文化之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将马克思主义诠释、运用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文化有价值，自然就有诉求，有诉求，自然就有使命，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应用、“两个结合”的恰当书写，为中华民族铺设了自信之路、自强之路，进而从文化自信自

强到道路自信自强、理论自信自强和制度自信自强，构筑了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自信自强。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信才能自强。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

远。” ［１］文化的基本属性决定了文化会在传统与现代、固守与进阶、自负与自信、自卑与自强

的抒发上有一个显著的呈现，因此文化在承继与塑造上既有宽绰弹性的空间，也需要有利

有益的条件来造就文化自信。 中国人自古至今都保持着对历史的崇尚、对实用的偏爱、对
治世的执着、对真理的探索、对美好的追求以及对文化的信念，这样的中华民族自然对拥有

这些特质的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自然会把马克思主义与自身实际境况和风格传统结合到

一起。 “两个结合”既意义非凡，也颇有建树，产生了一致性与多元性的圆融、珠联璧合与

卓有成效的合一，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存续光大明确了方向、创造了条件，彰显了以文化自信

自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７ 期，第 ４ － １１ 页。

［２］刘光斌、安志强：《论“两个结合”彰显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３４ － ４０ 页。

［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６９１ 页。

［４］《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９６ 页。

［５］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６ 页。

［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

第 ２２５ 页。

［８］陶廷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的三重维度》，《山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８ －

１４ 页。

［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３ 页。

［１０］《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

９

赵志朋：“两个结合”视角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自信品质探析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第 ２ 版。

［１１］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

第 ３０９ 页。

［１２］张彦、杨思远：《文化自信自强的主体性阐释》，《浙江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４０ － ４７ 页。

［１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１３ 页。

［责任编辑：熊　 果］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ＺＨＡＯ Ｚｈｉｐｅ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ｎｅ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ｕｓｅｄ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ｎｅ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
ｎ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ｌｅ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ｔ ｈａｓ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ｗ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０１

２０２５ 年 南 海 学 刊 第 １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