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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中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
□李 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
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
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
性达到了新高度。”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是建设文化
强国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重
要体现。要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更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
华中国理论，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
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让世界更好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

坚持“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
在要求，要贯穿于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各方面

民族要复兴，文化必复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文化思
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
精神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
刻把握“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自发的，而是我们党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在推进中华
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主动自觉的作为，强化的是历史
自信，彰显的是文化自觉，这对于提升中国话语影响
力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史，“第一个结合”侧重
强调的是客观现实社会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不是要背诵和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词
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第
二个结合”侧重强调的是客观历史文化实际，要求我
们深入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
优势，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打开了
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
作用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此外，作为又一次的
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
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坚持“第二个结
合”，就能有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英国著名
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作出了
普遍性和优越性的结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

现，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正确认知，有
的人甚至奉西方文化为圭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就要坚持“第二个
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话语
更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改变中国
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
的问题，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中国话语要具有影响力、感召力，必然是站在广
袤的中华大地上、吮吸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
文化养分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应该承载着中
国千百年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
范等，不仅能够更加有效阐释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等，更能为全球话语体系提供一种非西方视角，打破
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不平等的话语观念和表达体系，
进而促进真诚平等的对话交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提升中国
话语影响力的强大底气。要把“第二个结合”贯穿到
优化拓展话语内容、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不断彰显话
语特色等各个方面，不断打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用中国话语呈现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中国形象，让我们的自信自立具有强大的思想基
础和文化支撑。

坚持“第二个结合”，要把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转化为话语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精辟概括，具有本
体论意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体现了中华
文化精神。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连续性体
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
史意识，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
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创新性是守正创新、进取精
神、无畏品格的体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中华
民族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统一性，统一性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
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共同信念的集中体现，彰显了团
结统一的价值追求，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连续发展
的精神动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开放包
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总是在兼收并
蓄中发展自己。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
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
念，和平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也是中
华民族在发展中秉持的价值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体现的中华
文化精神，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是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的宝贵文化

资源。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转化为话语优势，关
键是要坚持“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而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结合”的前
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
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
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
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
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有了
这种高度契合，结合才有深度，才能深度结合。“结
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落在中国的“泥土”里开花结果，而马克思
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
而为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推进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
工作、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到推动
中华文明探源、将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坚持“第二个
结合”，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5000
多年文化的“一池春水”被彻底激活，在新时代展现
出蓬勃生机、焕发出巨大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气象一新、格局一新，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
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正确精神指引，成为中国话语
的坚实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话语的自
立自强，需要彻底扭转“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态
势。要在坚持“第二个结合”中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
性，溯中华文化之源流、辟与时俱进之路径，坚定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厚植中国话语的历史根基、自信
底气，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
慧的思想和理论观点界定中国话语的范畴、概念、表
述，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
话语权。

以中国话语影响力的提升服务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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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没有魂不行，有魂没有根也不行。“第二
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
经验的深刻总结，确保我们同时坚守魂脉和根脉，巩
固了文化主体性，让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坚持

“第二个结合”，中国话语就有魂有根，具有强大影响
力、感召力。

人们常说“话语即权力”，说明话语的功能远远
超过它作为人类思维、信息承载物这一内涵。从某
种意义上说，对话语权的掌握决定着对“秩序的整
理”的能力。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是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服务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
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哲学家们说
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
一。”实际上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来任务。《共产
党宣言》译者、语言学家陈望道对“学术”做过这样的
解释：“学就是原理，术就是应用。”对于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来说，研究科学原理，是对真理的追求；应
用科学原理进行实践，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提升
中国话语影响力，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
命所系、责任所在。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
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也必须主动作为。用中国
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要做
到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照抄外国理论，真正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更好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
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在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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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出
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中国
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跟中华文化密不可分，
这条道路的内在密码就在于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个基因。我们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就是要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讲清楚，把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讲清楚，阐明其道理学理哲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强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另
一深层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
打造融通中外、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这是基本路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
于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来说既是内容也是方法，既
是原则也是路径。中国话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
力影响力为目标指向，通过坚持“第二个结合”筑牢
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
源，不断增强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

【转自《人民日报》，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副校（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