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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推进

$两个结合%的启示

罗馨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

摘3要#毛泽东 (6"0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具体论述了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强调中国的东西有

自己的规律$并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和革命表现形式的讨论$在哲学高度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必要性和

重要性" 这一系列关于%中国化&基本原则的重要论断$内蕴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共性与个性*!中国化与国际化!传统

性与现代化等多对哲学辩证关系$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两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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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其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其二$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

%一瓶醋&#其三$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来织好%中国帽子&"

关键词#毛泽东#%两个结合&#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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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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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简称'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

'两个结合(不仅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应用层

面的相结合#也注重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相结合#深

刻揭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中国

化($以及开花%结果"'化中国($的逻辑必要性&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命题#'两个结合(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

辑内涵的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新叙

事的逻辑起点& 而 (6"0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

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作为毛泽东论'中国

化(的一篇重要文献#具体关涉共性与个性%内容

与形式%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多重辩证关系#其中对

于'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

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的

系列论述#对我们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两个结合(#乃至接续展望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视野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

启示与价值意义&

一3共性与个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

(6"0年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下

简称)谈话*$作为毛泽东论'中国化(的一篇重要

文献#它的重大价值意义绝不仅仅停留于对中西

文化的比较以及艺术文化发展层面#而是深刻体

现了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文明

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以

及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等重大时代命题的深层次思考&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在内

部哲学理路上与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

!$个性%"的辩证关系具有基本的逻辑同构性

在)谈话*中#毛泽东基于文化比较角度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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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为近代机器大工业时代产物的先进文化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可借鉴性#并从共性和个性角度探

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不同民族形式的

张力关系问题#认为'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

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 有共

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

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

& 一言

以蔽之#万事万物的形成有其基本原则即共性#比

如艺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而学习马克思主义

主要是学习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就是科学原理#

无'中学('西学(之分& 但根据各自国家的国情%

历史%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影响而又呈现出不同的

民族特点或者表现形式即个性& 所谓'共性和个

性(的二元辩证关系#也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

性的关系问题& 这一对辩证关系可谓是对马克思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

导致具体的再现(

"

$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的'隐性

传承(& 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原则指导之下#毛

泽东曾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理论和实践%普

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有过详尽而具体的解读#这

无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奠定

了坚实的哲学根基&

!二"通过$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

发展&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需要解

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

条化

在毛泽东的理论视域之中#并不存在抽象的

普遍性#而普遍性也是作为特殊性的'对偶性存

在(#并且需要通过具体才可以加以理解与把握&

这也意味着#没有抽象而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

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结合了特

定时代%民族形式和文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只有

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

来#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在否认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并无二致#也并无

优劣之分& '全盘西化(思潮立足于西方中心主

义立场#将不同文化之间的'中西(差异问题转化

为'古今(差异问题#即把文化的民族性差异转化

为时代性差异#从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对

此#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在具

体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国家革命形式的关系

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明确强调反对'全盘西

化(倾向#认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

通&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

有道理的#也不利(

#

& 这也意味着#不思创新%僵

化复制%盲从依附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可取& 实质

上#毛泽东正是在与张闻天%艾思奇%李达等人的

学术交往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希冀在

思想上清算党内长期存在的'言必称希腊(

$的不

良风气& 所谓'言必称希腊(#实际上就是'言必

称苏联('全盘苏化(的隐喻#也就是不顾中国社

会的特殊性%照抄照搬他国革命经验的倾向& 总

体而言#毛泽东始终强调的是从现实的革命需要

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有机结合#从'观

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层面

来判断中国具体问题#从而抽象出具有科学方法

论意义的实践理论#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中国

革命特殊道路并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

化道路(乃至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

!三"$两个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具有中国式体现&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获得中

国式运用&而且还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中

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

(6#*年#毛泽东曾在)论新阶段*一文中具体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即'马

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

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

卷$*对该段文字做出重要修改!其一#将'马克思

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修改为'马克

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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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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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

-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

&

在)谈话*中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的

关系时#毛泽东更是明确表明自身的一贯态度#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

国应有所不同& 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

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

& 这一重要判断内

在包含了对普适性元素"一般$与本土性不同元

素"特殊$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的回应#更是为新

时代'两个结合(的提出提供了重要铺垫& 从'一

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逻辑嬗变#昭示着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逻辑起点的全新开

启!第一种结合是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

加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贯彻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第二种结合是在精神%思

想%理念%理论层面上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并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即

立足中国实践%坚守中国立场%构建中国话语& 这

也意味着#实践空间由西欧转换成中国-实践内容

要跳脱于具体文字语句的窠臼之外-实践主旨是

要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实践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

来'织中国的帽子(

%

#而非搬来外国 '帽子(

本身&

二3中国化和国际化#中西文化要从

两个$半瓶醋%$有机结合%为$一瓶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同音乐

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西有机结合(论#

倡导中西文化要从两个'半瓶醋( '有机结合(为

'一瓶醋(#体现了将外国有用的东西'中国化(#

同时也需将中国有用的东西'国际化(的双位视

角& 毛泽东是这样打比方的!'非驴非马也可以&

骡子就是非驴非马& 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

不会完全不变& 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

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

点要保存& 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

的东西& 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根据'中

西有机结合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并非只是吸取传统文化精神那么简单#恰恰是一

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

综合加工过程&

!一"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沃土&构成了

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与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首要前提

在)谈话*中#毛泽东秉承自信自立的精神指

出中国的东西同样有规律#认为'我们历史久#也

有它的好处& 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

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

(

& 所以'中西结合( "包

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要

求在守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保存好中国特点

的前提下吸取外国有用的东西#从而真正实现外

来文化的'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 这也意

味着#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丢掉自己的'老

祖宗(#忘记'老祖宗(就是丢弃立足之根本#忘记

'老传统(就是丢弃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中

介& 可以说#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

社会实践进程中所生发和创造出的较为稳定的文

化形态#具有鲜明的强凝聚力和强包容性#呈现出

经世致用以及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点& 不同

于西式文明逻辑的'此岸与彼岸( '存在与现象(

二元划分的哲学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则趋向于在对立中寻求包容与统一性#从而形成

多元化的'圆融和合(理念& 有学者从文化比较

视野的角度#就曾高度概括了中国极强的文化个

性!独自创生非从他受#自成体系与他者差异甚

大#自古及今绵延独存#同化能力极强#影响力既

远且大#具有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

& 而'在中古

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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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

#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唐宋大家的绚丽篇章#到明

清之际的宏伟画卷#无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智慧& 即中华文明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及其

先进性在近代以前时期中都有突出表现& 其间内

蕴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

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

的思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

和持久的影响#也深度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

行为方式&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

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双方优势结合%和$双方功

能互补%

在)谈话*中#毛泽东跳出了中西文化二元对

立的窠臼#多次倡导在学习外国先进东西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的特点进行创新#一方面强调学习西

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重视民族

的东西#即'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

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

西& 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

心(

"

& 对此#毛泽东指出要使中西两个'半瓶醋(

合为'一瓶醋(#从而产生既不完全是西方文化也

不完全是东方文化的新文化来& 而这一重大论断

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

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问题& 即我们既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传统文

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要充分发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落地%生根#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和谐

思想%国家治理思想以及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等#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 即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

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种文化精神存在着某些内在

的文化精神价值的融通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

以能在中国沃土上生根发芽#不仅仅是中国特定

时空条件下的历史选择#更是一种文化选择#切合

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时空阶段的一种内在发展需

求& 历史地客观地来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

统文化形塑了我们国人的'中国性(#形塑了中国

人的文化自我& 因此#'儒学的.过时/#并不妨碍

它依旧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的

最重要的解释学背景(#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活/起来的不可无视的绝对前提(

#

& 而在持续

葆有文明定力的大前提之下#进一步实现传统文

明的现代转型和创造性发展#需要以构建科学%民

主%大众的先进文化为目标加以进一步传承%弘

扬%发展和繁荣#同时秉承开放包容的心态%博采

其他文明的优长&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

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批判及

改造的实践过程

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架构#在

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则

呈现出民族性特征& 而不同文化系统在不同境遇

下的发展过程呈现非同步性的逻辑表征#因而异

域文化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会产生势位差& 这也

意味着#中学西学结合不仅仅会改变中国形象%中

国面貌#同样也会改变西学本身& 即'西洋的东

西也是要变的& 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

们要拿它好的& 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

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

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

& 而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会反向推动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谈话*

中#毛泽东虽是同中国音乐工作者探讨学习西方

艺术文化进行中西结合的问题#但谈话中关涉的

'中西结合论(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融通问题& 其中毛泽东在 (6#*年所提出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实质上本身就包

含了'接着马克思主义讲#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双重维度的深刻意涵!一是立足本民族的

思想文化%发展实际#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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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优秀的历史智慧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

践经验#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本土化-二是在立足本国历史文化与现

实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世界各民族文明成果#

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

指导实践的先导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提供思想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三是更加自觉地坚守民族文化的立场#坚决反对

一切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蕴藏的思想智慧%价值观念%精神追求%道德规

范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从

而实现从'世界革命(到'中国革命(%从'范式接

入(到 '话语转换(%从 '中西对峙(到 '中西结

合(%从'在中国(到'中国的(等四重维度的逻辑

嬗变&

马克思主义在异域地理维度和文化特点下的

中国发展融合过程也并非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语境中的'直接位移(#这一过程是要以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表达的创造"即适应中国特定

历史性实践境遇和特定精神文化轨道下的具体形

式$为中介的& 这也意味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两个结合(不仅需要在实践层面充分运

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也要使中国化了的马

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即

一方面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具体历史地应

用于中国具体环境"'西方理论,中国应用($#另

一面也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和世界文

明发展大势#使得五千多年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

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思维等即中

国文化的精%气%神能够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成果中得到充分彰显 "'中西结合,民族形

式($& 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须臾脱离不开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一关键环节& 这一关键环节就是要使中华民族

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发展诉求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发展节奏相协调#从而使具有超越时空

意义的文化精神得到当代传承和弘扬& 换言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过程也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两相融合的过程& 这

一过程须臾离不开对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神价值的科学扬弃后的为我所用#须臾

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现

代化转化& 一言以蔽之#对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

和当代弘扬并非是'过去完成时(而恰恰是'现在

进行时(&

三3传统性与现代化#批判性吸收和

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来织好$中国帽

子%

在)谈话*中#毛泽东尤其强调#要批判性吸

收和借鉴西方'织帽子(的方法"即学习外国先进

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而非是对西方'帽子(本

身的简单复制#其目的在于学来以后要织好'中

国帽子(以期实现对中国固有的优秀东西的有机

改造和发扬#创造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 在

这个过程中#既不能一概排斥引进外国的先进东

西#也不能对其加以全盘吸收乃至全盘西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必须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足点&$结合%的理论成

果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是 !(世纪

的孔夫子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不仅仅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宝贵经验#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持续发展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循和

根本原则& '两个结合(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对

接与拼凑#它的根本在'马克思主义(#关键落脚

点要在'化(上做文章&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非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改旗易帜的马克

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论的集中体现#绝非是空洞抽象的字句语段& 长

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马克思最忠诚的学生#

也是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传人& 其忠诚就体现在

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坚持#并不

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其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原点#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资源#它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根基与

民族血脉&

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

中国环境下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科学理

!#



第 !"卷 罗馨!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启示

论"立场%实践检验过的观点和方法论$与'中国

特点("中国具体实践$%'民族形式( "中国传统

文化$'有机结合(的动态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这

一'西方有用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上扎

根%开花%结果"具体化%民族化和通俗化$的过

程#也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论克服其历史局限#以反向实现对马克

思主义丰富发展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实现了双方

优势互补%双方功能互补#又充分凸显了中国文化

特点中的容受性和创造性特征& 其中容受性就是

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外来的东西-创造性就是它

能够把外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或者思想资源#加

以锻造与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 在)谈话*中#

毛泽东就对如何正确处理好学习西方有用的东西

与守好中国传统文化根脉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

独到的见解#认为'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

++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 要重视中国的

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

!

& 这也意味

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既要学习'西

方(也要规避'全盘西化(#既要保持民族性也要

彰显时代特色#如此方能化解近代中国文化发展

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

启迪我们必须注重$结合%&才能既克服教条主

义)避免狭隘经验主义&又解决中国问题

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要反对教条主

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

的& 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

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

人&(

"这一逻辑判断中包含双重意蕴!其一是对

外来文化要求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和吸

收#其二是从满足中国现实发展需要出发#学习西

方的'技术工艺(和方法论"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将其作为

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

这也意味着#不能离开中国国情%历史条件和具体

实际#离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固守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基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得出的个别

论断& 该种习惯于从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中寻求

亘古不变的药方#并剪裁瞬息万变的具体实际的

教条主义倾向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相割裂%

认识和实践相分离%理论和实际相背离的主观唯

心主义"即黑格尔视域中的外部反思或者说是外

在反思的方式& 该种外在反思方式作为一种推理

能力#从来不深究事物的实体性内容而沉溺于抽

象的一般原则#且僵化地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

内容之上$& 中国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具体境遇

也充分佐证了#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一旦陷入对文本"不

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句$的迷信教条窠臼之

中#则会导致革命失败或者在发展进程中付出惨

痛代价"'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论(等都是例证$-而

能够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境况对原初语境下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加以实事求是地反思和发展#则使其

科学指导作用和辩证开放性特质能够在中国进行

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充分呈现& 即将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具体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去#并且

从这种社会现实的具体内容当中来制定自己的革

命策略#才可能真正取得革命的成功&

!三"坚持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

合%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本质上就是同

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可以说#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

式和文明秩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

的悲壮主题&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百年之现代

化运动的真正愿景#就在于建构起中国的现代文明

秩序"涉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现

代化转型$

#

& 在被迫成为西方学徒的过程中#面

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

主义为现代化转型乃至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指

导思想& 其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能够成为中

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

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

题#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

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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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

'马体西用(过程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中

体马用(过程#二者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

统到现代的渐进转型中互相推进#共同融汇于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摸索进程之中&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需要赓

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落脚点就是

寻求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根本道

路& 其间从中国现代化之时代主题的变迁史来

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就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

大革命实践进程中日益凸显和形成的#在充分彰

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的鲜明品格的同

时#也深刻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

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体同构性& 任何一

种发展道路要想达到真正成熟#就意味着它要在

特定的阶段走出对西方固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学

徒状态"从'照着西方说(实现'接着西方说($#

并展开对自立的%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

索& 在)谈话*中#毛泽东就曾郑重发问!'地球上

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 无论

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 西方国家

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

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

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3(

"对此#在马克思现

代性视域中创设中国本土式现代化逻辑的自我主

张和本我话语#一是需要正视和经历一种文化结

合的断裂%重新审视东西方不同文化特点下的客

观差异性-二是避免将抽象的普遍性现代化发展

进路先验地强加给不同时空语境下的特殊场域&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中国渐进摸索现代性发展规律

的过程#同样也是理性把握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

辩证关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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