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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Abstract: The vitality of theory lies in continuous innovation.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PC has been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constantly promoting theory innovation based on 

practice, and has achieved the sinic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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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之时、自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探索这一问

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

创造性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奋斗方向。

1.1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在总结革命斗争的

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

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

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主观主义的观

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试想，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怎么可能有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

怎么可能有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

论；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怎么可能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

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

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怎么可能有党的建设的理论。

总之，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没有对中国革命和

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

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创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1.2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并

且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

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

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

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包括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1]。

1.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新的飞跃
伟大的实践呼唤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又指导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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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

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新

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

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

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

真理的力量；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才拥有光明前途。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的重要理论结晶，是当代中国的思想之旗、精神之魂。

高举这一思想旗帜，我们党就能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乘

风破浪不迷航；就能始终把握发展规律，运用科学世界观和

方法论谋划事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2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还离不开把马克思主

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和中国民族特点相

结合，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要

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2.1 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先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第一个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表达方式

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其所

体现的独特理论风格给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推进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重要的启迪。例如，“实事求是”。东汉

班固的《汉书》讲“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说做学

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

个思想，在抗战期间多次引用这个成语，讲共产党的思想作

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通过

总结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用“实事求是”

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以

“实事求是”的新界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

化、通俗化的表述。

2.2 改革开放新时期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例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以中华民族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为文化

基础，创造性地运用传统和合思维的独特智慧而提出的一个

伟大构想。还有“小康”，这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

中：“民亦劳止，讫可小康。”小康社会理论是借用传统“小

康”观念、运用传统思想智慧、实现现代创新的典范。又如，

“与时俱进”渊源于中国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是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变易思想的新解读。“与

时俱进”的表述与变易思想的古代表述同属一源，词义相近，

又赋予新意，是在传统变易思想基础上的新提炼和新概括，

也是对传统变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新解读。中国自古以来就

有求真务实的传统，这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

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源远流长的务实传统经过中国

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创新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锦涛指

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

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

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 [2]。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

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在人类文

明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

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

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如革故鼎新、与

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

自然、天人合一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

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

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事方法，文以载道、以文

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

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

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

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3 结语
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用蕴含

其中的精髓精华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

人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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