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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笔谈

［编者按］2021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大

而庄严的日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高度评价

了 100 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精辟概括出伟大建党精神，全面总结了“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并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努力为党和人

民争取更大光荣。这一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

性、理论性，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

义的纲领性文献，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为了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特邀请部分专家、学者撰写了学习体

会，以飨读者。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  辉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

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其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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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一重要

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邃理论思考和宽广历史视野，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途径，

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发展新飞跃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 

A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下文中凡涉及“七一”重要讲话的内容均同此出处，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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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具有内在契合性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传到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先进分子

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

同历史时期坚持不懈地把这一科学理论同本国实际和历史传统相结合，使之持续民族

化、本土化，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内化”过程。正如毛泽东明确指出的，马克思主义

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

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A。在这一理论“内化”的过程

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本源性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它们之间

有着内在的契合性，都具有开放性、辩证性和与时俱进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契合融合的内在基因。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悠久的唯物论、辩证法、无神论

的传统，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追求大同社会的

美好理想，等等。这种内在契合性，再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的延续性、包容

性、开放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虽有时空差异和意旨不同，但彼此之间共同的思维特征

和潜在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具有可能性

和现实性，也使马克思主义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并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实现民族化、本土化，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产生一脉相承的理论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

克思主义一样都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国的历史遗产进

行批判总结，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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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B 此后，他又

指出：“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C 改

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最早出自《诗经》的“小康”一词来诠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目标。历史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共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了许多新观点新

论断，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许多理论创新成果既有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塑造了当代中国马

A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C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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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1 年

3 月在福建考察时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

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

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A 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揭示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提供了丰厚资源，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沃土和思想渊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进程中逐步融合、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

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成功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

扬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占有指导和主导地位，中华文

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主体，具有文明主体地位，二者已成“两源一体”。“两源”就

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一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源”融合、统一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

灵魂，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具备了全面的中国化特征，中华文明在 21 世纪也具备了

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

华文明的结合，经过了“差异—契合—融合”的实现过程。

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两个结合”的实现途径

文化蕴育一个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广大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是体现国

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深层的部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

为支撑的。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是一

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自秦汉时期就进入盛世，曾以世界上头

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千年以上。中国 5000 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给世界留

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新时代，在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和优

秀传统文化更加有机地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实现中华文明新发展，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重大的时代课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文化自信，并将其作为“四个自信”的

基础和根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

定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A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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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A 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时代特征、本国实际、历史文化相

结合的深刻道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

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

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B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传承和弘扬的现实途径，就

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经验，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泉”C。比如，对“民贵君轻、政在养民”民本思想的扬弃借鉴。“民贵君轻、政

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坚持永远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这不仅包含着中华传统

民本思想的精华，更是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升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

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D 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100 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用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文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使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跃升为现代形态，再次迸发出

强大精神力量，形成了中华文明新样态，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国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实现“两个结合”的典范和最新成

A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 页。

B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C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

D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



· 8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

中国实际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下的实际，即现实条件；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实际，即包含中国人民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

的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构成的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推进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

结合起来，而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上更加全

面、深入和彻底，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和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贯穿

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灵魂，又广泛吸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承载了中华文

明独特的民族特色，是两者深入融合、有机统一的最新成果。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彻底贯彻马克思

主义的实践性，在深刻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提出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

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创造性地

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正确

战略决策，及时解决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

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境界，形成

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坚持以现代视野

接续中华文脉，坚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度结合，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立足时代需

要，将制度层面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支撑，将文化层面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将价值观层面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将历史观层面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道路的历史基础，将中华人文

精神层面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中华文明，

以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展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样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同具有 5000 多年历

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有机结合的历史性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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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笔谈 

新飞跃，激发了中华文明新的强大活力，加速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推进

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也是在继续推进“两个结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思想指

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

宽广，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继续引领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

步方向。

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指引新中国史编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朱佳木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我们党“以史为鉴、开辟未来”的豪迈宣言，

是全党全国人民踏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进军号角，是抵御任何妄想欺负、压

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外来势力和粉碎任何“台独”图谋的动员令，也是科学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史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新中国史编研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指针。

“七一”重要讲话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条红线，将过去 100 年的党史

扼要划分为四个阶段，并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其中指出：我们党在第一个阶段，

主要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

主义建设，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武装挑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第三个阶段，主要是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了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

件；在第四个阶段，主要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

的精神力量。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为人们深入学习

和正确认识党史国史、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

“七一”重要讲话在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的基础上，围绕过去为什么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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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ary o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Xi Jinping’s Speech at A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Editor’s note: On July 1st 2021, it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solemn da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PC was grandly held in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ceremony, in which he deeply reviewed the glorious course of 

the CPC’s centennial struggle, evaluated highly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PC’s unity 

and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and solemnly declared that “we have 

realized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cisively 

summarized the great Party-founding spirit, and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the “nine musts” of 

“learning from history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and called on all Party members of the CPC to strive for 

the greater glory for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on a new journey. The important speech was high-minded, 

profound in thought and rich in connotation, had the strong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natures, 

embodied the far-reaching strategic thinking, the strong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incere feelings 

for the people, and is a Marxist programmatic document. It has pointed out the way forward and provided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entire nation in the country to march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In order to thoroughly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important speech, the 

editorial specially invites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write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readers.

The “Two Combinations” Is the Inevitable Way to Adapt Marxism to Chinese 
Context  ………………………………………………………………………… Jiang Hui（ 4 ）

Guid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by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on “July 1st” …………… Zhu Jiamu（ 9 ）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Founding Forever …………………………………………………… Li Dianren（12）

Deepen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 New China … Li Zhenghua（15）

A Study of the Great Cre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entennial Struggle  ……………………………………………… Song Yuehong（18）

Strengthening the Great Unity of Chinese Sons and Daughters and Gathering the 
Mighty Forc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 Zhang Xingxing（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