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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会最大法宝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萍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习近平对“两个结合”所作出的一系列精辟论述,高屋建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性成就,昭示了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现实运用,为党和国家接续谱

写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依循与实践指南。 以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引,“‘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学术研讨会在南华大学成功举办。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学者就“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生成逻辑、历史经验与创

新成就及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续推进“两个结合”,服务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展开深入研讨、坦诚交流,会议产出学术成果颇丰。 此次学术会议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将成为新时代我们党更好实现“两个

结合”、更好传承中华文明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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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7 月 1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和南华大学联合主办的“‘两个结合’与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南华大学红

湘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社会

科学院、高校、研究所等 40 个单位的 60 余位社科理

论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交流思想、碰撞观念,
就如何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两个结合”,积极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新视角、拓展新思维、开
辟新境界。 本次会议共收到 70 余篇论文,精选其中

34 篇编成《“‘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有 17 位专家以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作主旨发言①。 本文将从“两个结合”
的重要意义、生成逻辑、历史经验与创新成就、“两
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路径等四个维度

对本次会议的丰硕成果作如下综述②。

一　 “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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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览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这是党首次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习近平把“两个结合”写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 章节,强调指出:“只有植根

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

能根深叶茂。” [2]这进一步宣示了“两个结合”的深

远意义。 2023 年 6 月 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

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是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把“第二个

结合”上升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高度。 立足现实

坐标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以及对党的发展进路

进行勘探,我们不难发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然发展过程与应

然发展走向。 “两个结合”,无疑是当代中国的必然

选择。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党组书记、院长(主任)钟君在开幕式致辞中

讲到,中国共产党建党 102 年来,获得成功的密码就

是“两个结合”。 湖南省社科院原党组书记、院长、
研究员刘建武作主旨发言,从两个方面论述“两个

结合”的重要意义。 一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解决



了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不了的诸多历史难题;二是实

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

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与趋势;他还讲到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合的过程中没

有大小新旧轻重主次之分,不是一方吃掉一方,也不

是简单的两两相加合二为一,重在二者的结合,要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真理不忘本来,推陈出新古为

今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贺新元谈到对“‘第二

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三点认识:一是为

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提出思想解放? 思想理论有相

对独立性和一定的稳定性。 二是新时代为什么又要

提思想解放? 国内国际深刻的形势变化要求我们进

行第三次思想解放。 三是为什么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的着力点放在“两个结合”上?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及

和平性。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站在世界高度、人
类高度寻找人类文明新形态最根本的源头活水。 再

次,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放包容而闻名于世,在
同其他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不断焕发强劲的生命活

力。 最后,我们党深刻把握住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主任欧阳雪梅认为,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明确

解答了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侧面

反映了新时代我们党推进我国文化由自觉到自信再

到自强的逻辑进路,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

动纲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

所长、研究员罗文东深入阐释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本

质要求和必由之路。 建设文化强国具有深厚的历史

基础,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本质属性,“两个结合”是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

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二　 “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与创新成就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所取得

的重大理论成果、所实现的全新理论突破。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入耦合发展。 与此同时,在实现这种耦合发展的历

程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的认知,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从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需要,逐步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进而

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成为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成为当代治国理政的

需要[3]。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副主任刘仓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底蕴探

析”的主旨发言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华

文明融合创造的中国图景。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根脉和母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

新时代的创新和升华,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对古代中华文明的简单延续,
不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照搬,不是对西方现代

文明的复制,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历史、中国实践、中国文化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所进行

的伟大创造。
《求是》杂志编审李孝纯在文章《从“两个结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文化的论述》
中,结合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现实基础,认
真梳理习近平对中医药文化的系列论述,阐明了在

这些重要论述指导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充分发挥独

特优势,在推进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

化、服务人民健康、抗击新冠疫情、推动中医药走向

世界等方面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经济日报》编委孙世芳围绕“全面深化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认识”作主旨发言。 他强

调,“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开启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起点。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张富文探析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文艺观百年发展史,
总结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人民文艺发展所取得的

弥足珍贵的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对于促进新时代

中国文艺蓬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南华大学档案馆馆长张红艳教授研究并阐释习

近平有关家庭伦理重要论述的伦理特质向度、伦理

关系向度、伦理追求向度三大伦理向度。 她认为习

近平有关家庭伦理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家庭伦理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家庭伦理文

化的理论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章舜粤从礼

仪制度角度出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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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发挥礼仪

制度的教化作用,不断守正创新,推进礼仪建筑与空

间建设,推动新时代礼仪制度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
衡阳师范学院熊辛格博士从历史逻辑的视角出

发,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我们党百余年来历史经

验的总结概括,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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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耦合的重要结晶,也是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

三　 “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

全面准确理解“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有助于

更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4],更加自觉地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此外,这也有

助于推动新时代我们党更好地开展“两个结合”,促
进“两个结合”发挥更大效能,助推“两个结合”取得

更大的理论成果与话语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冯

颜利作题为“从‘三大法宝’到‘最大法宝’———学习

习近平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
主旨发言。 他详细论述了“两个结合”之所以是“最
大法宝”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秋生教授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是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性发展,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

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中国共产

党人引领中国人民通过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证明了马克思当年提

出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是有可实践操作空间,是可以

成功实现的。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雷教授作题为

“从问题哲学视角看‘两个结合’”的主旨发言,认为

“两个结合”的提出非常有新意,是结合中国具体实

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保

护带,目的是来解决新的问题。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黄梓根教授

从中国文化是最大的中国实际、价值逻辑、实践逻辑

阐述结合何以必然。 他还讲到,习近平早在 2020 年

9 月 17 日考察岳麓书院时就谈到“学习马克思主

义,要把它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牛冠恒梳理党

的百年历史,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然选择、当代治国

理政的必然选择三维向度论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的必然

选择。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梁大伟认为“两个结合”生发于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和真理性,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

想与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观照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时代际遇。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徐茂华教授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价值与径路。

四　 继续推进“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的路径

只有继续推进“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才能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更好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

化条件。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社会科学》编辑、副研

究员翟宇在主持分组讨论时强调,在这个学术专家

云集的研讨会上讨论“两个结合”的意义“没有意

义”,讨论如何推进“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更有意义。
安徽省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所长邢军认为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和发展目标,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

有效路径。 他以安徽省为例,提出加强科技赋能提

升产业层级、推进城乡一体提高城市能级、优化生态

环境提高主体品级、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市场等级、深
化多元融合提高产业量级的对策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党委书记、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宋学勤认为要加强“两个结

合”与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自主知

识体系建设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时间

沉淀与观念更新,需要经历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

践的循环往复的认识提升。 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新

兴的一级学科,在知识储备和理论资源上短期内还

无法同其他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相比,任务非常

艰巨。
中国民协非遗专委会副主任严敬群认为,“第

二个结合”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规律的理论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以及利用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繁荣文化事业、增进世界文

明交流、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

展、构建非遗国民教育体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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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储著武在《新

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

的三重逻辑》一文中指出,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做到坚持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要培

养出一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构建起

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理论解释力和学术竞争力的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科

技政策与评估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周勇号召要弘扬

香山“再出发”精神,前途命运“再出发”,发展愿景

“再出发”,经济建设“再出发”,科技创新“再出发”。
总的来说,本次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基于

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价值意义、实践导向等维度对

“两个结合”进行深入剖析,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医文化、礼仪文化、伦理文化、强军文化、湖湘文

化、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等相关论题对推进“两个结

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言献策,产出了丰

硕的理论成果。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及其产出的成

果将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赓续谱

写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启

智增慧。

注释:
①由于字数限制,本文未将所有报告论文的研究内容列

示在文中,如有需要,请参阅本次会议《“‘两个结合’与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②本文所列全部文献来自于各位专家主旨发言报告,小

组讨论发言和《“‘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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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the Most Potent Tool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Nation

———Overview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Combination of Tw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WANG P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eries of incisive elaboration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wo” are far-reaching, insightful,
and carry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hese significant discourses reflect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y demonstrate our partys profound grasp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law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directives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to continue compos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Combination of Tw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was successful-
ly held a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guided fundamentally by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The participat-
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is academic seminar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generative logic,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Two. ” They explored how to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urther advancing the “Combination of Two. ” This serves to facilitate and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 strong socialist nation. The conference witnessed in-depth discussions, candid exchanges, and produced
abundant academic outcomes. This academic conference and its abund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will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our party in
the new era to better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and to better inheri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mbination of Two”;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ferenc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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