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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两个结合”、 推动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等主题，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深入阐发， 启发了外国学者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 习近平对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及 “两个结合” 的相关论述

富含创见， 他的讲话是人类文明面临巨大挑战背景下的中国思考， 给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光辉璀璨的古

代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瑰宝， 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一个不仅惠及中国而且还将为全人类作出贡献的重要

文明。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 日， 习近平先后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
考察结束后， 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要坚定文化自

信、 担当使命、 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① 这次讲话是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及其传承发展的最新思考， 增进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认知， 加深了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 “两个结合”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②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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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 （２１＆ＺＤ０２３）、 重庆

市社会科学规划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重大专项 “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关于标识性理念和话语研究” （２０２３ＺＤ１０） 的阶

段性成果。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列宁选集》 第 ４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１３ 页。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方法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继续发扬光大。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一

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在 ２０ 世纪， 毛泽东

和邓小平等坚持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将之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前， 中国已处于新的历

史方位，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断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是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是我们适应新形势、 认识新事物、 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我们读到了很多习近平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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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当代中国现实， 结合当今时代条件， 发展面

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习近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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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习近平提出的 “两个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创新。 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

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理论创新。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指南， 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呈现

的就是一种不断革新的动态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因此， 习近平关于 “两个结合” 的论述， 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之间的关系。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进一步阐释了 “两个结合” 的丰富内涵。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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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

律性的认识， 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⑤ 进而， 习近平从五个方面深入挖掘了 “两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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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求是》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第 ３２ 页。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７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６６９ 页。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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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的内在联系： 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 但彼此高度契合； “两个

结合” 造就了 “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现代的， 让经由 ‘结合’ 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①； “两个结合”
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宏大深远的历史纵深，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

基； “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 探索面向

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两个结合” 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

学习。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 我们决不能抛

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坚守好这个魂和根， 是理论创

新的基础和前提。”② 我们认为， 习近平讲话中使用的 “魂脉” 和 “根脉”， 形象生动、 言简意

赅， 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 “两个结合” 的关系。
习近平关于 “第二个结合” 的论述使我们外国学者大受启发， 引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拓展了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重

要贡献的研究视角。 但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制造中西方文化的对立冲突。 我们重申， 在分析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以及从中国当代史视角探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 无论是忽视蕴

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避而不谈， 或是忽视其中深厚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并抹杀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相通性与交流互鉴， 都是不完整的。
苏联解体后， 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逐渐形成， “历史终结论” 和

“意识形态终结论” 等论调盛行一时。 幸运的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积极倡导的多极化世

界秩序已初具规模。 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的关注与日俱

增。 然而， 西方学者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 常常忽视一个核心视角， 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 ２１ 世纪依然有蓬勃的生命

力， 也使我们认识到， 将马克思主义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马克思主

义不断发展、 永葆活力的重要动力。

二、 习近平对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重视

一直以来， 习近平都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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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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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援引古文 “万物有所生， 而独知守其根”， 并强调 “中华文明延

绵至今， 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①。 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人而言， “根” 的意识非常

强烈， 因为中国的文明之根从未被 “切断” 过。 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 习近平强调， 考古研究人员、 历史研究人员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科研人员要努力做好中华文明

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工作， 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们认为， 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的重视以及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相关论述富含创见。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根脉， 是中华文明经

久不衰、 繁荣发展的根源。 因此， 习近平非常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他指出， 在推进城市建设

时不能做 “割断历史文脉” 的事情， 并强调要让城市居民 “记得住乡愁”。 换言之， 就是要保护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保留中华文化基因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展示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中国为保护其文化遗产、 文化

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所采取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③。 据报道， 新时代以来， 中国在保护文化遗

产方面成绩斐然。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 中国共有 １. ０８ 亿件 （套） 国有可移动文物和约 ７６. ７ 万处

不可移动文物；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为 ５６ 项， 位列世界第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文物保护工

程、 “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等得到了有效推进④。 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播工作领域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册） 项目共计 ４３ 项， 总数位列世界第一⑤。

近年来， 习近平亲自批准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

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及发展的高度重视。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围绕建设文化强国和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发展等主题，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深入阐发。 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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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定文化自信， 坚

持走自己的路，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把中国经

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要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 要坚持守正创新，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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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求是》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参见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求是》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 Ｍｕｎｄｉａｌ 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 Ｍｕｎｄｉａｌ， ｎúｍ. ９９， ｊｕｌｉｏ ｄｅ ２０２１.
“¿Ｐｏｒ ｑｕé 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 ｔａｎｔｏ 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ｒ ｓｕ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ｐｒｅｓｓ. ｅｓ ／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

００９０７ ／ ｎｏｔｉｃｉａ －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 － ｃｇｔｎｐｏｒ － ｌｅ － ｉｍｐｏｒｔａ － ｔａｎｔｏ － ｃｈｉｎａ －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ｒ －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２０２３０６０８１４３３０７. ｈｔｍ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ｓ ｅｎ ｌａｓ ｌｉｓｔａｓ ｄ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ｈ.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ｅｓ ／ ｅｓｔａｄｏ ／ ｃｈｉｎａ － ＣＮ？ ｉｎｆｏ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ｓ － ｅｎ － ｌａｓ － ｌｉｓｔａｓ.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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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 习近平还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突出特征， 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和和平性。 这一观点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阐

释。 与此同时， 我们也从中找到了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绝不会走 “国强

必霸” 道路的爱好和平国家的答案。
众所周知， 中国倡导的多种理念及推行的多项政策不仅在中国行之有效， 也给其他国家提供

了重要借鉴。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论述亦是如此。 我们认为， 每个国家的文明历史

或长或短， 虽然在连续性上难以与中华文明相媲美， 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借鉴 “每个国家都要

走自己的路” “基于历史去理解当代及未来” 等成功经验。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统一性和包容性

给予以多元性和混杂文化著称的拉美文明诸多启示， 如拉美国家也应该加强多民族融合、 培育多

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积极推动多民族均衡发展等。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是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一点在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

下显得尤为重要。 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 可以发现，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拥有扩张野心的国家。 只

要对比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结果， 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今时代， 中国共产党始

终强调没有中国国内的团结与稳定， 就没有发展。 实际上， 世界也一样， 没有各国的团结与稳定

的国际环境， 何来发展？ 因此， 我们需要一种倡导和平的文明， 而不是到处制造动荡、 破坏和平

的文明。 我们认为， 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和和平性是推动人类和谐发展的

基础。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受制于语言障碍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 我们外国学者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时更关注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及创新。 实际上， 正如习近平所言， 中国

共产党 “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 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

扬者”①。 通过阅读习近平的著作， 我们了解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着

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很多关于 “民本” 的论述。 如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民为贵， 社稷

次之， 君为轻” “君者， 舟也； 庶人者， 水也” 等。 还有著名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政者， 正也。 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

的 “人民至上” 理念形成了呼应。 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不胜枚举。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他

从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的角度出发， 重申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统一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决

定了国土不可分、 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

·１８·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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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①

《论语·为政》 中提到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

强调：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② 在新时代，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 习近平还非常重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 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政德观。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 有很多 “仁” “礼”

“德不孤， 必有邻”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论述。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一
带一路” 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一

系列新时代 “新倡议” 和 “新理念”， 既展现了中国的国际视野与国际责任， 又能让我们感受到

数千年来赓续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深厚的哲学底蕴。
这些例子说明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也具有历史连续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集中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诚然， 每个国家的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内在连续性。 但世界上没有哪

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而

且也从来没有遗忘中华文化根脉， 连续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创造新的思想成果。

四、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是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挑战背景下的中国思考

　 　 毋庸置疑，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涵盖经济、 政治和社会等多领域的深刻变革。 人工智能、 物联

网、 纳米技术、 生物技术等 “科技大爆炸” 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 这些技术创新带来了经济的指数级增长， 成为全球性力量， 大大改善了全人类的物质生活条

件， 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 使之适应我们所处的时

代，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进行这一变革， 那势必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资本

主义将导致财富的进一步集中， 加剧社会贫困和失业， 引发充满混乱和暴力的无政府状态， 使大

部分民众陷入绝望。 这就是人类文明面临的严峻挑战。
世界格局正从一个所谓的 “单极多边主义” 快速迈向一个以多文化、 多中心为特征的真正

的多边主义。 我们观察到， 关于经济、 金融和地缘政治的探讨非常热烈， 但文化领域却鲜有人关

注。 然而， 一些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亟需我们思考应对之策。 比如， 未来的生活会是何种模样？
在未来社会， 我们能否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且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混乱？ 大部分受资本主义影响的

国家能否重启生产率增长引擎， 让其民众得以享受久违的 “安居乐业”？

·２８·

①
②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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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 人类亟需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 共同构建一个有利于世界和平并能切实推动

各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此背景下， 社会主义将在 ２１ 世纪被重新定义并在全球取得重要进展。
社会主义不再是属于一部分人为之奋斗的事业， 而是成为一种行之有效、 为全人类提供希望的

“另一种选择”。 人类文明如果想继续和平地发展延续， 就必须认真探讨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新

时代中国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而习近平也就人类文明多次分享他的真知灼见。
我们认为，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是人类文明面临巨大挑战背景下的中国思考。 诚然， 习近平的

讲话面向的是中国， 但他对本国文明、 文化传承以及对历史传统的转化与创新等诸多观点却是适

用于国际的， 具有世界意义。 他强调要保护、 传承并深入了解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唯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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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论述引人深思。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智慧就是从深厚的中华文明中汲取养分、 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中获得力量， 通过 “两个结合” 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从某

种意义上讲， 世界上绝大部分文明都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破坏， 在近几十年又经历了新殖民主义带

来的种种危机。 习近平的 “中国思考” 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现代意义以及蕴藏于文化传

统中的革新力量。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 不仅是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还启发了我们拉美人 “寻根问祖”， 即如

何运用我们先辈的智慧和拉美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教诲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身份和拉美国家的具体实

际， 为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作出贡献， 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团结的社会而努力。
光辉璀璨的古代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瑰宝， 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一个不仅惠及中国而

且还将为全人类作出贡献的重要文明。 在迈向这个兼收并蓄、 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

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已经开始展现。 蓬勃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将为人类社会

应对时代挑战持续提供中国智慧， 将为建立一个休戚与共、 共同发展、 和平友爱的新世界不断注

入中国力量。

［马塞洛·法比安·罗德里格斯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Ｆａｂｉáｎ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鲁文·达里奥·古塞蒂

（Ｒｕｂéｎ Ｄａｒíｏ Ｇｕｚｚｅｔｔｉ）、 胡安·洛佩斯 （ Ｊｕａｎ Ｌóｐｅｚ） 均系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研

究员； 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元　 柏］

·３８·
①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ＰＣ'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 Ｂａｏｙｏｎｇ， Ｑｉ Ｙｕｘｕ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Ｒｕｏｆａｎ （５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ＰＣ'ｓ ｓｔｒｉｃｔ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ｔ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ｄ ｉｔｓ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ｉｇｏｒ， ｇｉｖｅｎ ｔｏ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ａ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ｇｌｅｓ， ｉ. ｅ.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Ｐａｒｔ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Ｍａｒｃｏ Ｒｉｚｚｏ ａｎｄ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Ｌｏｍｂａｒｄｏ ［Ｉｔａ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 Ｋａｉｘｕａｎ （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Ｍａｒｘ'ｓ ｉｄｅａｌ “ｆ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ｋ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ｎｙ ｔａｎｇｌ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ｒａｇ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ｙｓｓ ｏｆ ｗａｒ ｂｙ ｆａｌｓ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ｍａｄｅ ｉｔ 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ｒｅ ｉｎｃｉｔｉｎｇ ｗａ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ａｔ “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Ｆａｂｉáｎ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Ｒｕｂéｎ Ｄａｒíｏ Ｇｕｚｚ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Ｊｕａｎ Ｌóｐｅｚ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ｕ Ｙｕ （７７）……

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ｇ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 ｔｗ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 ｔｗ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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