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通过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充分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伟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背离或

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我们必须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团结带领人民把握历史主动、始终克难奋进

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

入主动。”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这是近代

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面临的艰巨任务，唯独我们党披荆斩棘克服千难万险才得以最终完成，其原因

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旗帜上、融入行动中，并在实践中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引领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没有马

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早已同中国近

代以来翻天覆地的时代与社会变迁、党带领人民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实现独立

与复兴的恢宏历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立和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鲜明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的积极转变。新时代新征程要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篇章，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就必须切实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体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领域全过程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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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不仅要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舆论领域抓意识形态工作，还要在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大力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不仅要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中去，还要贯彻到推

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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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科学揭

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用实践的原则和发展的

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

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性、突破性的认识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

理论飞跃。这些伟大理论成果都是建立在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的认知突破：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在肩负砸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枷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极其艰巨的历史重任

过程中，党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人民群众，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新中国

成立后，在由战争考验走上执政考验这一“新的赶考”之路上，党带领人民积极稳妥推进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

，党根据世界大势和国家实际，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目标，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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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积累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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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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载物等，是中国人民

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与马克思主义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

的、内在的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

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老百姓的共同价值观念贯通起来、融合起来，探索创造出具有中国力

量、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式和理论表现形式，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

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首先要把握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中立场是基础。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人民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我们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

竭源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认真研究解决在高质量

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等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回答，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文

化沃土，对传统文化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提升，让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提炼与

提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现出新的文明光辉，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行政学院）原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主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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