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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以及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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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遵义会议之前
的多次严重挫折的深刻总结，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
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
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
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
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恩
格斯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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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本本上找不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同中国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新的内容。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
的问题，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
不能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列宁曾指出，决不能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
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现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它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
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
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
概括。”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马克思主义能够
扎根中国大地，成为我们党推动中国伟大历史变革的行动指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间的融通性与契合性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
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
善邻等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进行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其成为党长期执政的思想资源。所以，我们必
须坚持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
常应用而不自觉的价值观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扎根。

正确理解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继续发展当
代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中共茌平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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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
开放的思想体系，彰显出高远的格局境
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开放包容
文化心态，坚持胸怀天下，担当起在新的
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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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使
命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核心是“为了谁”，
人民至上的立场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站得高”。中国在文化交往中始终关
注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需求。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让世界人民共
享我们文化发展的成果，这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顺应世界人民的文化期待，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使命担当。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前提是“本领硬”，
自信自立的基本原则确保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立得直”。坚持胸怀天下的核心
要求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是我们以天
下胸怀，审视全球和人类发展大势得出的
历史结论和深刻反思。但独立自主不意
味着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说到底是文化与文明的复兴，坚定文
化自信，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形成
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才能确立起“以
我为主”的精神气象，唯其如此，中华文明
才能在世界文明激荡中凝聚起更蓬勃的
力量。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
性，我们才不会盲从，才能创造出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关键是要有“大度
量”，守正创新的基本方向确保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走得稳”。这种大度量要求
树立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借
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中华文明是包
容的，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从
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营养，保持

旺盛的生命活力。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
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始终以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的宽广胸怀，理解和尊重不
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本质是要有“大智
慧”，问题导向的出发点确保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谋得实”。回答并指导解决问
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坚持胸怀天下，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文化与
文明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从问题意识出
发，在新时代世界逆流涌动下深度审视世
界之问、文明之问，面对“文明向何处去”

“文明如何交流”等问题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
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是中
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担当。

胸怀天下大格局的保证是“大手笔”，
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确保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干得好”。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当
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每个国
家每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坚持
胸怀天下的格局境界，运用系统观念从整
体上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大势、洞察人类文
明进步潮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中看待我们
文化发展繁荣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从
战略上运用系统思维做好全局性谋划，从
大局看问题，在大局下行动才能确保我们
在文明激荡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握住
文化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中共聊城市委党校，本文
系2023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
项 课 题 阶 段 性 成 果（课 题 编 号 ：
NDZD2023014）〕

坚持胸怀天下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格局和境界

■ 曹秀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
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统与现代的矛
盾运动，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并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考察并把握这
一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对
立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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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
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体，蕴含着中国式
道路与现代化方向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
国式”现代化，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
征和独特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则指明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符合世界现代化
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逻辑——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割裂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仅从道路理
解，混同于“中国模式论”，就会迷失方向；仅
从方向理解，混同于“西方现代化”，就会丧失
主体性和民族特色，都背离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科学内涵。

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对立。传统代表一个
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价值
趋向于保守；现代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文明进
步的方向，价值趋向于变革。在历史悠久、传
统厚重的国度，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往往被极
端化：一方面，认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完美
无缺，凡是传统文化没有的，都被当作“非我
族类”的东西加以排斥，走上反现代化的极端
民族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一无
是处，认为抛弃传统就可以创造出最新最美
的现代文明，走上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要
么以传统反现代，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拒绝
进步；要么以现代反传统，生吞活剥、照抄照
搬、脱离实际。两者都流于思想懒惰和认识
肤浅，无法完成本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传统与现代矛盾的统一。从矛盾辩证运
动的观点看，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共处在中
国式现代化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相互依存、相
互贯通。失去传统，就无所谓现代化；离开现
代化，也无所谓传统。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相互转化，传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就成为
中华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也将成为中华现代文明新传统。

其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并非像极
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理解的那么紧
张。包容多元的现代文明，是能够包容传统
的，要废止或改革的仅仅是传统文化中与现
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部分；而传统特别是其中
的非人道、非理性成分，却往往包容不下多元
化的现代，因为它们与现代人文精神不相
容。因此现代往往被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强
烈排斥。不打破这些传统中的非理性禁忌和
迷信，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成功。当然，中国
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冲突也在所难
免。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中
国传统文化包容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中华文明新形态，包容实现了现代化转
型的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文化的否定
之否定

辩证的否定观认为，否定是事物内部矛
盾运动的结果，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只有经
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变，并在新的
水平上实现自我肯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现代化转型，也要经过
辩证的否定这一环节才能实现。辩证的否定
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实质上是扬弃，辩证取
舍，推陈出新。中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既
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
极因素。

肯定：传承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化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
绝不是“西方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
对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的把握实现了主客体
的统一，达到一个新水平。在明确中国式现

代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彰显了现代化建设的
主动性、自主性、内生性的特征。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命活力，有助于现代化主体历史主动性
的高度自觉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走出被
动模仿、片面赶超的歧途。同时，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需要文化交流互鉴，学习借鉴人类社
会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文化移植离不开
本土文化土壤的滋养，文化嫁接离不开本土
文化母本的哺育。

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仅仅传承与弘扬，并不能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出中华现代文
明。只有经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
变。从现代化的高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切实进行文化自省，正视
不足，才能找到转化与发展的着力点。

从文化形态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
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现代文化则是
工业化基础上的商业文明。从发展阶段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伦理文化，带有明显的
人身依附特征——对土地、家长、权力的依
附；现代文化则是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契约
法治文化。英国法史学家亨利·梅因指出，

“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进步运动，是从身份到
契约的运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之间有着本质规定性的差距。

从现代化的高度看，权力失控与权利不
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短板。发轫于农业
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一生都生活在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的义务世
界，义务观念特别发达，而权利观念却未得到
充分发育。宗法社会的财产权以家庭为单
位，没有实现财产权个体化，无以发挥权利启
蒙的作用。权利、权利主体、人格、等价有偿、
诚实信用等现代文明的文化观念没有在社会
生活中发育出来。政治关系伦理化，家国一
体，移孝为忠，家长制侵入政治生活，形成根
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公共权力无从制约，公
平公正的社会关系也无法形成。

受文化形态和发展阶段所限，中国传统
文化，即使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自然而然适
应现代化社会、成为现代文化，而必须经历一
个吐故纳新的转化过程，实现现代化转型这
一质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这一肯定环节固然重要，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否定环节更为重
要，唯有辩证否定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优秀文化资
源，要侧重于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
的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思想观念、道德理想，
与现代文明相去不远，完全可以打通二者之
间的联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现代化转
型。如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主义，
实现民本到民主的转化；从“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人己权界，实现推己及人到自由的转
化；从“责任对等，责备贤者”的担当精神，实
现人治到法治的转化；从“仁民爱物，民胞物
与”的仁义道德，实现爱亲到博爱的转化；从

“不为已甚，中庸之道”的无过无不及，实现极
端到节制的转化；从“反身而诚，知行合一”的
反求诸己，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化等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现代文化元
素，要侧重于创新性发展，以填补空白，补齐
短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弱项，如
权利不张、权力失控等，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
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建设权利
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平衡的现代文化。当然
对外来文明成果不能照抄照搬，需要与我国
实际、与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创新
性发展。只要不人为干预、扭曲市场，市场的
力量足以把人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中解放
出来，实现社会关系契约化，特别是政治关系
契约化、法治化，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
和驯化，建立起均衡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
关系，彻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魔咒。

二次否定：中华现代文明在更高层次上
的自我肯定。

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第一次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实
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实现第二次否定——

现代化转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成功之日，就是中华现
代文明建成之时。中国文化将在新的水平上
实现自我肯定。首先，创造中华文化新生命、
新辉煌。中华现代文明是扬弃传统文化、经
过吐故纳新而产生的中国文化新生命，赓续
的仍然是中华文明的血脉，是传统文化发展
的新阶段，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其次，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
践。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
继承学习其成功经验等积极因素，否定其资
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等消
极因素，走出一条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再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上人
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以传统文化实现
现代化转型，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本
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一
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事物运动发展过程
呈现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状态并相互转变。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到一定程度引
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又为新的量
变开辟道路与空间。量变和质变交替循环，
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的
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质量互变规律决
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渐进性
和飞跃性两个特征：

渐进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要重视量的
积累，不可急于求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长期
积累的过程。在质变条件成熟之前，要耐心
细致地做好量变的积累这一基础性工作，为
质变做好准备。细大不捐，即使细微的进步
也值得追求、肯定和珍视。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量变有一个积少成
多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转化
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需要转化成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走出宗法
身份社会的认知，弱化身份在社会治理中的
重要性，逐步确立契约性社会关系；走出官本
位社会，弱化权力的决定性作用，确立均衡的
政治权力责任关系，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
就，都需要耐心地培植、浸润和化育，这必然
是一个洗心革面甚至痛改前非的痛苦过程。
要保持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迷
失现代化方向。在量的积累完成之前，要注
意发展的阶段性，推动质变不可操之过急。
否则，新的制度可能因得不到文化基础的支
持，而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制度摆设。再者，文
化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不可拔苗助长、
过度干预，以免抱薪救火，事与愿违。

飞跃性：对发展成熟的领域要及时推动
质变，巩固量变成果。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
实际情况，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实现现
代化转型，实现新飞跃。局部性、阶段性的现
代化质变，既可以巩固传统文化在该领域现
代化转型的量变成果，又可以与其他领域的
现代化转型量变成果形成良性互动，相辅相
成。随着现代性量的积累和局部质变越来越
多，现代化道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在全
面现代化转型实现之前，不同领域的发展往
往存在不平衡、不同步的情况，传统与现代的
矛盾在价值观、制度安排、生活方式之间往往
出现激烈冲突，甚至撕裂社会，造成现代化转
型过程中各种风险和危机。如伊朗巴列维国
王的现代化进程因转型不及时而葬送于霍梅
尼革命就是深刻的教训。因此，及时将局部
现代化进程推向新阶段，不失时机地实现质
变，不仅可以保证量变的现代化成果不被逆
转，而且可以在新的高度为化解风险和危机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最终集腋成裘，聚沙成
塔，迎来全面质变的新飞跃，实现传统文化的
全面现代化转型。

总之，辩证法三大规律，对我国现阶段推
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中华现代文
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只要锚定现代
化目标，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
守正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充满生命力，不
断吐故纳新，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创造出辉
煌灿烂的中华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文化转型的辩证规律
■ 张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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