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之多维探赜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发展、开拓中能够带领人民完成一项项艰难的历史使命，根本在于坚

持“两个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新历史起点上，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论断。从历史参照的角

度看，“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针对的是以往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

解放而言的，无论是建党初期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僵化”，以及当下的

“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体现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使命

。从问题指向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对“古”与“今”关系的解决；在波谲云诡

的国际形势中，对“中”与“外”关系的处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对“源”与“流”关系的把握，

给出科学指导与根本遵循。从价值意蕴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

其不断以历史主动精神与高度的文化自信追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根基，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

促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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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

正式提出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将“第

二个结合”阐释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

放”？其中的“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思想解放”所指向的问题是什么？着重将“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出来，其时代意义何在？只有通过必要的学理分析，才能进一步探寻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意蕴，为实践创新提供指导。

一、“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参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断内涵丰富、意味

深长，值得深入研究。从语义层面来分析，“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以“第一个结合”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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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的思想解放为参照的。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第一次的思想解放”到“又一次的思

想解放”，其中所包含的深意十分重大。

（一）“第一个结合”产生的思想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第一个结合”的诞生便是一场思想解放。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

马克思主义送到了中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领导经验相对缺乏，再加

上党的思想理论不完善，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往往将共产国际的指导与俄国的革命经验奉为神圣的

摹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在革命的领导权、武装斗争、革命道路等问题上造成过重

大损失。

为了对这种错误进行修正，毛泽东提出了“第一个结合”的重大命题，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

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

111-112

。客观地说，“第一个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冲破了“本本主义”的禁锢牢笼

，集中精力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进而对中国的革命实践产生了科学的指导作用。在“第

一个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总结和吸取革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苏，提

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

47

著名论断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化

三改”的总路线。其后，借鉴苏联经验，并以“结合”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根基。因而，由“第一个结合”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成功

开启思想解放大门的金钥匙。

（二）改革开放产生的思想解放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重点在于解决领导干部与群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僵化”问

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以往存在的

与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想法和做法。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这一错误方针将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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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囚禁在虚假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导致了思想的封闭，领导人不曾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或多干

一件，一切照搬照抄。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命运便也将陷入止步不前的危险境地。

为了拯救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书写了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处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历史节

点，党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马克思主

义进行重新认识，以历史浪潮冲刷教条主义的刻板印象与具体实践，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邓小平

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3]

143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束缚人们思想的疑虑，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围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对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回答，成为了又一个解放思

想的宣言书。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将思想解放的内涵进一步深化，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

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我们党在历史上极其重要和深刻的转折，也为以后的思想解放道路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三）“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思想解放

与“第一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不同，“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所针对的是“历史

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意识。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让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与束缚中解救出

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穿“中国衣”，说“中国话”。

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的认识，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的。一方面，对中

华文化的继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扎根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

能得以展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就是空洞的和抽象的，但“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4]

534

。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张继承的是精华，舍弃的是糟粕，要以百姓喜闻乐见

的语言、中国风格的民族形式赋予马克思主义更深层次的内涵。另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要“推陈

出新，百花齐放”。邓小平认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3]

211，“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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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既要继承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同时也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生

活为创作题材，推陈出新，并不断丰富文艺的表现手法，勇于创新。江泽民指出，在历史遗产中，精

华与糟粕并存，我们应在继承中加以辨别，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5]

302

。胡锦涛认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我们也一定能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

化的基础上，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篇章[6]

48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特别强调对传统文化基础性地位

的把握。2020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孕

育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需要结合新的现实，将其发

扬光大。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明确

提出，这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对中华文化的新的解读，从“思想解放”的维度上讲，其蕴含着新时代对

中华文化如何赓续、传承、创新的深刻内涵。2023年，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将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予以着重强调，指出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沿着我国现

阶段的发展道路，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思想解放中实现自身的超越与

突破。

二、“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问题指向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解放究竟指向哪里？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一是在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中，对“古”与“今”关系的解决；二是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对“中”与“外”关系的处理；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对“源”与“流”关系的把握。

（一）“古”与“今”关系的解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之“古”，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之“今”，以思想解放的理论高度

，突破古今之争的历史性藩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关于古今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长期

争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主要分为“古今对立”“古今一体”等多种争论，但这些论点都禁锢于形而上

学的思维方式之中。“古”常常被认为是与时代发展潮流不同步的事物，并为其贴上了“落后”“腐朽”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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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而“今”则被看作与时代发展方向一致的事物，具有“进步”“文明”的特征。实际上，“古”与“今”并非

完全对立，对于“古”中的“礼仪文化”“道德规范”等精华可以运用于“今”，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对于“古”中的“封建观念”“愚昧思想”等糟粕则应予

以剔除，为中华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扫清障碍。“第二个结合”对“古今对立”的论点进行了重塑，推动了

古今关系问题的思想解放，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思想解放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解放而解放，而是以思维方式的创新指导实践的创新，以更好地完成时

代赋予的任务。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是

否定传统，而是接续传统、创新传统的文明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

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西

方式”，它打破

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

解了西方现代化的“中心论”“历史终结论”[7]

等狭隘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中国特色”就必然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发

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引经据典，深刻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在治国理

政中贯穿“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圣贤仁政”的政治理念，“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亲仁善邻”的交往

之道，“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等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开放性，与时代前进步伐协调，

这也是“第二个结合”能实现的重要前提。总而言之，鉴古才能知今，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进行传

承，并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文化建设中迸发出强大活力。

（二）“中”与“外”关系的处理：应对国际文化激荡的良方妙药

着眼“百年漫漫上下求索”之“中”，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以思想解放的理论先导，化解“实践

之困”“文化之困”的难题，是应对国际文化激荡的良方妙药。置身于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以资本逻辑

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惯用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进行文化渗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中国在

处理国际关系与事务上，坚持的是以人本逻辑为主导的“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天下观，而“中”与“外”

在诸多实践方面的不同构成了“中外关系”难以治愈的病症。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思想文化常

常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体系所支配。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在道路探索中所遇到的

现实问题，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进行解释。而由于中西方在国情、发展道路、具体实践中差异较大，

若一味奉西方学术思想为圭臬，亦步亦趋，就难以有真正原创性的理论创造，也为文化自信的缺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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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伏笔。

面对中外关系的“实践之困”“文化之困”，“第二个结合”从思想解放的维度出发，以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

和平性，为中外文化发展的关系指明方向。中华文明中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使得中华文化有对世界

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中所具有的和平性特征，使得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不对抗、不

冲突”的原则。包容性意味着，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优秀文化，并将精髓吸纳到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丰富与发展中华文明；和平性意味着，中国以胸怀天下的理念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在文化借鉴

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互鉴。面对外来文化的传播，坚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但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渗透；对于适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西方思想应予以借鉴，在坚

守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持文化自觉，以中国具体的实践经验和中华文明为蓝本，总结出符合中国发展

实际的创新性中国理论。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外来文化思潮蜂拥而至，在面对外来文化

充斥时，要站稳脚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开创文化繁荣新的局面。总而言之，“第二个结合

”在思想解放的意义上，从中华文化独有的特性出发，为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外来文化的渗透提供了

有效途径。

（三）“源”与“流”关系的把握：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

坚持“闪耀无限真理光辉”之“源”，发展“积淀具体实践经验”之“流”，以思想解放的理论先导，消融“历史

虚无”“文化虚无”之坚冰，是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一些进

步青年和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对理论的正确认识，一度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原本本地

嫁接到中国，造成“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在党内大肆盛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

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在以其真理光辉普照世界的同时，也在被实践和运用中

得以拓展与深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源”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流”结合起来，

将其变为中国的，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的血脉之中，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得以滋养。“第二个结合”

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充分挖掘优秀文化因子的同时，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第二个结合”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姿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内充分地运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探索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道路[8]

。新时代新征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的同时，以实践的不断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向纵

深发展。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要准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敢于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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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前列，对现实的发展作出回应，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在坚持“两个结合”

的基础上，重点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涵，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使

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新的历史阶段，在扩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以“第二个

结合”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应着眼于中国具体历史境遇与优秀文化的思想资源，在肯定

历史与文化的同时，接续理论的推陈出新，以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总而言之，“第二个结合”所产生

的“思想解放”在打破原有思维定势的同时，坚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一系列原创性与创新性相

融合的理论，在文化空间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三、“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义所在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定位，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的“根魂”地位，这便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长路中，需要不断巩固中华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指出：“‘结合’

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文化根基。”[8]

因此，“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意义在于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引领了文明

再创造，并在追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根基中拓展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地。

（一）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破解了“古今中外之争”，实

现了精神的独立自主。

1.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根植于历史悠久的文化沃土。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处于某种生活形态、共享文化

形态的人们对本土文化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新时代，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文化在历史发展

中的地位，以对文化复兴与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新境界。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外之

争’，也比以往任何

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

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9]

“古今中外之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古老中国应该照搬西方还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的问题。过去，在中国对于如何走出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上，犯过照搬西方、视西方现代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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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本的错误，也吃过“尊孔复古”、使民族处于停滞不前的亏，因此使“古今中外之争”的难题无法真正

得到解决。新时代，中国正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而“中国特色”正是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为根

基的主体性的体现。

2. 中国道路的“摇篮”在于“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中，我们走上了一条以5000多年

中华文明为深厚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正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新征程。历史教训

已经指明，照搬西方的结果只会执迷不悟，文化复古的结果只会停滞不前，只有从中华文明的根基中

寻找文化创造的主体性，才能寻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要在“第二个

结合”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挣脱“现代化=西方化”的牢笼，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第二个结

合”为中国实践与中国道路奠定了文化基因。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的，让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在面对中国实际的革命、建设与改革

中，坚持文化主体性，在理论形式中凸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10]

844

。另一方面，要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从“第二个结合”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上看，要把中华文化改

造为符合时代潮流的，那就一定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摒弃传统文化糟粕的同

时，获得全新的文化生命力，使得古老文明在自我更新中创造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让中国经验在自

我进化中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的独立自主。

（二）引领文明再创造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引领了文明再创造，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了文化复兴。

1. 文明再创造的关键在于“第二个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如何结

合的问题上，习近平曾指出，结合不是简单地拼接，而是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

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指向的便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文化生命体就是从构成生命共同

体的意义上来推进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脱胎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是中华民族古

老文明的延续，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便是从生命体的新陈代谢和自

我更新的角度来理解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批判的环节的，而“否定”与“批判”的环节体现在文化生命体中

便是去粗取精的过程。一方面，从内在批判的视野出发，“新的文化生命体”解决了困扰古老文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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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处境，即文明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对立物，现代化成为从文化土壤连根拔起的孤立体，这便不可避

免地陷入文明传统与现代化相互否定的境地。另一方面，从内在反思的视野出发，将反思作为激活文

明生命力的重要环节，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自我革命与自我反思，将时代因素

融入中华文明，使之成为具有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形态。

2. “第二个结合”在促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推动了其创新性发展，而“第二个结合”的本质

便是要实现文化复兴。所谓文化复兴是指我国在进行文化建设中通过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创造出与

中华民族相匹配的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元素，为其改

造与转化提供了可能。回顾历史，在近代中国文明遭受挫折之时，马克思主义仿佛一道曙光，拓展了

创新空间，使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与和平性，为马克思主义深入人

心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在这种相互成就的基础上，为文化复兴提供了保障，也为“新文化”的创造提

供了前提。这种“新文化”既离不开对古老文明的合理性继承，又离不开与现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因素

。如果一味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机械复制，最终只会将文化的创造力扼杀在摇篮中，因而对中华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影响。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与创新性的特质，

在新时代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与创新发展，为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基础。同时，“第二

个结合”立足于思想解放的立场，针对文化传承与创新所面临的时代难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并在新的历

史阶段推动了文化复兴的前进步伐。

（三）追溯中国道路根基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坚定了历史自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推动对

中国道路根基的纵深性追溯。

1. “第二个结合”立足于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在总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基础上，以历史

主动精神拓展当代中国的历史深度。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

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1]

13

基于大历史观来看，历史是在完成不同的任务中连续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强调要立足

于大历史观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将其放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厘清所谓

的接续奋斗并非绝对否定与对立，而是应该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

。而要坚定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以历史自信歼灭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知，则需要从历史实践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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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度自觉的理论认识，从历史实践的价值根基中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实

际中坚定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便是以历史观的接续发展为前提，把握历史生成逻辑，在新时代凸

显“守正创新”的时代要求。

2. “第二个结合”以历史自觉和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根基。文化的发

展离不开继承性，因而现代文明如果与传统文明相脱离，便难以有符合时代前进方向的创新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结合”的时代产物，既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又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一方面，中国道路扎根于中华文明，即“我们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12]

84

。中国道路是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探索而形成的，也是在对中华文明合理继承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

中国文明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深的文化与历史底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离不

开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华文明史中拓展出来的，我国的社会

主义之所以能在21世纪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便在于“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拓展了

中国道路的历史深度，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发展、开拓中能够带领人民完成一项项艰难的历史使命，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

”，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同时，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深入挖掘其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意蕴，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叙事新篇章，是进一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筑牢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双重根基的

需要。新时代，在思想解放旗帜的引领下，中国开启文化复兴、转化与创新的新征程，开创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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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Combin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Another Ideological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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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PC is able to lead the people to complete a difficult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which is fundamentally based on adhering to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constantly pushing Marxism to a new he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reference, the reason wh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another ideological liberation" is

aimed at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liberations that have emerg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n the

past, whether it is the "dogmatism" and "essentialis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deological rigidit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urrent erroneous trends such as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cultural nihilism", reflecting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s the mission of the era of "another ideological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 orientatio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to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and "present" in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in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the gras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and

"flow"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fundamental adh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nnotation, the reason wh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is because it continuously trace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with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high cultural confidence.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t promot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nerates new cultural life forms, and shapes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deological liber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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