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实生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
在统一性，这为二者相互融通提供了重
要的学理基础。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悠久辉煌的
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卓越贡献。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
40年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吸收和
改造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
欧洲重大科学成果，以《共产党宣言》
问世为标志，形成了工人阶级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争取阶级解放
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这就是马克思
主义。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走过了二者“能否结合”到“如何结
合”“怎样结合”的过程，形成了“结
合说”“互补说”“改造说”“综合创
新说”等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逻辑地包含两方面的
“结合”：一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是与中国的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实现这两个
“结合”，才能够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
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在实现两个“结合”的过程
中，不是一个“吃”掉、“化”掉另一
个，也不是二者合而为一，而是各自都
朝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

《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中国哲学发现了多元
共生才能创新、封闭单一必然僵化的规
律。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两者具有相通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关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
华传统文化关切人的修身臻于至善，两
者具有相通的人文旨趣；马克思主义重
视实践改变世界，中华传统文化重视躬
行修齐治平，两者都强调经世致用，具
有相通的务实品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
在统一性，两者不同而和、和实生物，
从学理上看两者具备“相结合”后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基础。

“与时偕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百年历程，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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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深化的历程。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了前所未有
的劫难，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

列强以武力侵略掠夺中国，“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逐步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
中国人民就奋起反抗、英勇斗争，不断
探索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
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
运动、辛亥革命轮番而起、接连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认为“马克
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率先
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1921年，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
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
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前进，经过艰苦卓
绝的奋斗，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方
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体系，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
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易·损》中讲：“损益盈虚，与
时偕行。”中华文化向来推崇与时俱
进、日新又新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也
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人也日益形成清晰而坚定的理论与实践
自觉。1938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
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43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
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明确
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
度、方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
涵，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
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
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
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
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
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
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
化深相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中“实事求
是”这一命题相结合，用“实事求

是”精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
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关键
词。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礼记·礼运》中“小康”社会理想
相结合，规划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江泽民同志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德治文化
相结合，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治国理政领域的重要体现。胡锦涛同志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和
合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
的战略任务，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
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高度重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挖掘阐发
与传承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
述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
化 血 脉 ” 和 “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命
脉”，以高超的中国智慧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相互提
升、相互融合，明确提出了“四个讲
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
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
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
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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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
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
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
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更进一步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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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合太和”，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创建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
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把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并举，充分肯定和阐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个人、家庭、民族、国
家与人类社会诸层面的价值意义，结合
新时代国内外现实条件与改革开放建设
实践，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重塑并筑牢文化的根
基，另一方面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蕴
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升华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易·乾》中讲：“保合太和，乃
利贞。”中国文化一向追求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的境界。如何深入推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三来原则”
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不忘本
来”，就是坚定道路、理论、制度、
文化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之本，坚守中华
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推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吸收外来”，就是善于
借鉴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不断
提供各种有益的思想养料与文化资
源；“面向未来”，就是勇于站在全
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在建
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协调
发展，创造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举，
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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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迎
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伟大飞跃进程中的又一次深刻觉
醒，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加全面
深化的新境界，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磅礴强劲
的思想伟力。

第七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预热活动

“儒家文化与新时代儒商精神”

研讨会在济南开幕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重要指示要求的重要举措，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目前已成功举办6届。第

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拟于2021年9月底在曲阜尼山举办。“儒家

文化与新时代儒商精神”研讨会作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预热活动

之一，由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共同主办，于近日在济南举行。

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省工商联常务副主

席周云平，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委书记、

副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承彦出席论坛开幕

式并致辞。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第一副院长张小梅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170余

人出席会议。

国承彦在致辞时表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将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学术优势和专业优势，加强对儒学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研究阐

发，深度挖掘儒学和儒商精神的时代内涵，全力推动新时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打造具有全球主导力的

世界儒学中心，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宋朝）

用心坚持政治引领

用行构筑精神高地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尼山世界儒学

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在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普及工

作中，坚持做好各地孔子学堂的政治引领和思想引领，将党史学

习教育与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推动孔子学堂品

牌创新发展相结合，推动以昂扬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干事激情向

着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在“七一”前夕，为给庆祝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有效带动

广大学堂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凝聚起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中心面向各地孔子学堂，发起了关于组织收看

中共中央“七一”系列庆祝活动的倡议。倡议书发出后，各地孔子

学堂积极响应，并结合自身特点，围绕党史教育学习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庆祝活动：沈阳孔学会孔子学堂召开“建党百年 统战党史”

座谈会，广西孔子学堂组织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祝

建党百年文艺晚会，长春市德正街道农场社区孔子学堂开展“致敬

红色经典 庆祝建党百年”读书月活动，农安县图书馆孔子学堂举

行“童心向党 百年荣光”三军集结号亲子国防教育军事演练活

动，原秘书处第一书记帮扶村夏津县拐尔庄村孔子学堂自发组织

“坚守奋斗百年路 奋进启航新征程”专题学习会活动，等等。

广大学堂人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令人深

受鼓舞、无比振奋，更加坚定了大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

念，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

根本遵循，积极发挥学堂文化熏陶作用，加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普及，在新的征途上创造新业绩、书写学堂发展新篇

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何继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王杰

近日，“尼山大讲坛·2021暑期名
师公开课”在济南市图书馆拉开帷
幕。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中央党
校教授王杰以《传统文化蕴涵的人生
智慧》为题，开启首场讲座，好评如
潮，反响热烈。当天直播平台累计点
击量突破18万，点赞量逾10万，互动
留言近千条。

2018年、2019年，中国孔子基金会
面向全国近千家中小学孔子学堂，精心
策划推出“孔子学堂暑期名师公开
课”，特邀全国和省内知名文化学者，
为广大青少年讲授传统文化精品课程，
涵盖国学、吟诵、书法、国乐、民俗、
非遗、亲子等选题。公开课总播放量逾
千万，辐射受众50万师生，赢得良好社
会口碑。网民纷纷点赞，“这样的公开
课一定要听。”“学到了许多文化知
识，更加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了。”

“公开课选题新颖，寓教于乐。今后要
将传统文化渗透到日常教学中，让孩子
们学好经典、用好经典。”

今年，为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研究阐发、普及传播，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推出
了“尼山大讲坛”公益文化品牌。“暑
期名师公开课”作为重要内容，全面升
级，肩负着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使命
任务。首期播出后，济宁学院的老师们
纷纷表示，尼山大讲坛，是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举措，随着社会影
响力的提升，一定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
效应。

“尼山大讲坛·2021暑期名师公开
课”于7月至8月的每周六上午9：00，通
过中国孔子网、孔子网APP等平台，以
直播或录播形式播出。

（宋睿）

公益捐赠孔子网客户端中国孔子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

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暑期名师公开课”产生热烈社会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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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逻辑关系、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向，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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