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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之间的内在理论逻辑 
陈震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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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1 这

对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马克

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民族话语表达、民族文化特色形态架构以及研

究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

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一、近代中国国情是“两个结合”实现的客观实境 

回溯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

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样也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李大钊

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早的探索者，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和怎么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19 年，李大钊在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

候就提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精

良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 这种“实境”包含了当时中国的社会

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环境。马克思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

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

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

系。”3 的确，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民族灾难，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并没有

因此而阻断，就因为中国人民精神血脉中绵延不绝的家国情怀。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富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责任感

的无数仁人志士从天朝美梦中被英国的船坚利炮惊醒，他们毅然踏

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艰辛道路。在近代中国一段历史时期里，太平

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接续而起，但是都没

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的悲惨现状。中国人民极度渴望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就在此时俄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饱受磨

难的中国人民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二、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结合”实现的丰沃土壤 

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4，这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在不断回答

时代课题并在历史实践中解决时代问题的科学理论。关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思想不是突发奇想、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从天而降、不

是海市蜃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后马

上就面临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性难题，

党的早期领导人为此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

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条正确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

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一次又一次胜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同中国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绝非偶然。这一结合

离不开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共通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的文化，

也是中国的文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似乎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中早就做好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天准备条件。比如“以百

姓心为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

民本思想；“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

人之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思想；“协和万邦”、“天下

一家”的和合智慧等丰厚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似乎已经在

冥冥之中做好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准备了。 

三、人民群众是“两个结合”实现的主体实践力量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

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

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

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

的一项根本保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实践的主要

力量，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作为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

必须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在推进历史进程发展尤其是推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上所发挥的主体作用，而且始终要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

的光辉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完成一项又一项历史使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持续推

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社会的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过程。“无产

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6 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从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把维护好和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脚点。 

四、新时代必将继续做好“两个结合”的历史篇章 

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某种一成不变和神

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了一种科学奠

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

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正是彰

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民族底蕴，在新时代实现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使得这一思想饱含着浓郁的中

国味、中国情、民族色，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民族表达、话语构建、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中国焕发

青春活力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次跨时代的“隔空对话”，必将是世界文明史上浓墨重彩

的华丽篇章，也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绽放

出更为灿烂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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