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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贡献

李雅兴，赖晓群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先行探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明
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第二个结合”的原初表达，初步揭示了“第二个结

合”的内在逻辑，大致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毛泽东探索推进“第二个结合”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形态，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新形态，创造出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建设显著成绩，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

文明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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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拓展与

深化。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①，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②这

一“第二个结合”的原初表达，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先行探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

往往将“第二个结合”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的思想元素，鲜有将毛泽东与“第二个

结合”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直到２０２３年毛泽东诞辰１３０周年之际，学术界才开始关注毛泽东对“第二
个结合”的探索与贡献，研究聚焦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探索、重要经验与现实启示等方面③，而

对取得成就的研究相对薄弱，不利于从历史纵深角度理解“第二个结合”提出的必然性。基于此，本文

试图在研究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历史性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推进“第二个结合”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以期为新时代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与启迪。

一、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原初表达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同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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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中华民族“珍贵的遗产”相结合进行了思考。１９４３年５月，毛泽东主持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
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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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①这一论断，可以看作

是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原初而又深刻的阐释。

第一，提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科学为指导，学习研究、总结承继、批判利用中国历史文化遗

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与各国具体实际

相联系。在《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名篇中，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的具体环境”“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点”等相结合，归根

结底就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还包括中国的

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后者以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

员的两大学习任务，一是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②。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剖析了当时党内研究国内外历史现状存在

的“闭塞眼睛捉麻雀”“言必称希腊”，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单纯学习而不消化、只片面引用

而不科学应用的“极坏的作风”③，指出其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

毛泽东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④，强调要充分尊

重中国历史，即“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⑤，并自觉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文

化遗产。对于如何总结承继，毛泽东提出了“善于分析”的方法，认为“分析就要批评”，就是将一个事物

分解为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⑥。在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

共产党人要正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既坚决抛弃中国古代封建性的毒瘤与糟粕，又应当“充分地利

用，批判地利用”⑦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推陈出新。总之，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辩证审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

第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历

史文化沃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质是“共性

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⑧。“民族形式”是毛泽东思考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

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特点，以一定的民族形式存在，包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和生长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创造

性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瑏瑠这里的“民族形式”，不再是“国际主义的内

容”，就形式谈形式，而是有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思

维方式与文化心理等紧密结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内容”

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异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度结合起来，通过“民族形式”深深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充分汲取其丰厚养分，才能实现从“在中

国”到“中国化”的转变。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把“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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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看作和自己“血肉相连”①的东西，自觉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在《关于共产国际解

散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②的观点。在《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

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③，是判断政党是否民族化的标准之一。以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

中国共产党只有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融为一体，才能推进二

者深度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由此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硕理论成

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上伟大创造力的充分体现。

二、初步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更多表征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⑤的真正会通。毛泽

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第一，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把握二者结合的逻辑前提。相

契，即两相符合，契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包容

的鲜明特质，双方都以开放姿态善于学习与接纳“文化他者”的优秀成果。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克思主

义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融摄异域文化的鲜明特质。在此基础上，他发

现了二者在社会理想与价值立场方面的契合之处，把握了二者结合的逻辑前提。

在社会理想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追求相契合。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青年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大同”理想目标。１９２０年，毛泽东
学习了《社会主义史》，其序言就是以《礼记·礼运》的“大同”篇阐发社会主义学说。毛泽东在各种主

义、方案中选择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共产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和谐友

爱、公正平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仁义相接、社会公平、人人平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在价值立场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相契合。１９１９年，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

力量最强。”⑥１９２０年，他总结俄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是“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和“有真正可靠的党
众”⑦。毛泽东从学生立场转向农民立场，毅然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

的人民主体思想肯定人民群众是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重视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传统民惟邦本

思想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以食为天”“立民为民”等内容具有高度的共通性。

第二，尊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异质之处，巩固二者结合的思想基础。契合

是结合的必要前提，但契合不是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异质基础上的契合，承认矛盾，正视差异，才

能顺利推进结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认为忽视两者的异质性将否定结合

的必要性，简单夸大两者的异质性将否定结合的可能性。他主张“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承认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时代条件与实践基础不同，尊重二者的时代性距离与民族性差异，

巩固了结合的思想基础。

虽然毛泽东曾使用“大同境域”“太平世界”等话语来通俗阐释共产主义目标，但这不意味着他认为

“大同”就是“共产主义”，二者在历史观、目的要求、实现途径与依靠力量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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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眼中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①，只有唯物史观指导

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一切私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天下大同社会

是一种带有唯心史观色彩的“圣贤救世”的“至善理想”，主要依靠德业俱全的圣人以及略得大本的贤人

启发民智、促动心力，实现民众精神境界的整体提升，最终走向理想社会②。价值立场方面，毛泽东同样

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在逻辑依据、出发点、内涵实质与

作用效果上的差异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是以“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社会关系为

逻辑依据，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至上，基本原则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

的利益而奋斗”③，人民主体性的复归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是以“天人

合一”的自然关系为依据，“民”受到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绝对“支配”。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只

有“皇帝”一个是非奴隶，几万万人“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④，“立君为民”“爱民恤民”主要取决于天意、

君民关系和君主的德性修养，其结果具有偶然性。

第三，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之道，打开二者结合的创新空间。结合

不是将二者简单叠加起来，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推动二者优势互补、功

能互补，进而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再造。早年求学时期，毛泽东就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与熏陶，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又大量阅读、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拥有深厚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传统文化素养，有助于他探索二者的互补之道，打开了二者结合的创新空间。

传统天下大同社会理想是深入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内容，早期毛泽东十分推崇圣贤救世的大同社

会理想，但残酷的事实表明，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变化民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行不通。天下大同社

会理想为毛泽东接受与信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提供了平等、自由等积极内容与文化心理基础，而共产主

义社会理想为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现实化指明了方向，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法求大同。为此，毛泽

东不仅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找到了既立足中国现实又通达理想社会的大

道，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⑤。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

民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的互补之道。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后，毛泽东看

清了传统民惟邦本思想“爱民”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为了剥削”和“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⑥，人民只是

他们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工具性存在。毛泽东不仅明确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⑦，还汲取了传统民惟邦本“万物为民”的思想精华，创造性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他指出：“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自觉地当工具”⑧，从而将传统民惟邦本思想根本扭转为人民是

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与最终目的，共产党是只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工具性存在。

三、大致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大致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包括

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坚持结合主体的独立自主与坚持结合成果的创新创造。

第一，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秉持何种态度，关系到结合进程能否顺利开启。毛泽东强调坚持

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就是要在贯通古今、融通中西的基础上推进结合。早在１９２０年，毛泽东就提出
“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⑨，其开放包容态度初见端倪。１９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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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卷 李雅兴，等：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研究问题，这既是学习研究党史的

重要思想方法，又是坚持结合态度开放包容的生动表达。古今维度上，毛泽东主张“通古今”以增强

“今”人的本领，“通古今”是普遍真理，“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符读书城南》），要尊古而不复古，

厚古而不薄今，以“今”为时间坐标，采取分析批判态度，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西维度上，毛泽东

强调“择西之善”以提高“中国人”的本领，既反对盲目排外，认为学“不应该分中西”，在两边都学好的

基础上努力“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①；又反对盲目搬用，要根据中国人的现实需要有分析、有

批判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１９４４年，毛泽东指出，“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②，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包容

性。１９５６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坚持结合态度开放包容的重要体现。毛泽东
强调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不仅表现在“为我关系”上对古代与外国优秀文化的兼收并蓄，还表现

在“为他关系”上对世界文化作出自己应有贡献，他曾指出：中国虽地大人多，但过去贡献仍太少，中国

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③。

第二，坚持结合主体的独立自主。结合离不开一定承担主体，即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自从中

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④，开启了中国人主动选择而非被动

强制结合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结合的探索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情

况，从幼年时期的“不善于”结合，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更多地学会了”相结合，但“没有统一的理解”，再

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新党员、新干部与“完全的

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⑤。《决定》明确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

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⑥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深入的“完全的统一的理解”，包括对“第二个结合”形成了较为深入的“统一

的理解”。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始终把结

合的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就是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

样处理二者的关系，能不能结合，结合何以实现，结合产生何种成果，等等，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张。

第三，坚持结合成果的创新创造。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推进“第二个结

合”的应有之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当前党内存在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与革命理

论创造的落后现状的矛盾，必须增强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主体自觉，“作出合乎中国

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１９４２年３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把理论用到实
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⑧这表明，结合

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在于创造出合乎中国需要且具有中国特点和科学形态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成果。

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批评了不少共产党员“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坏毛病，直指他们“忘记了自己认

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着重探讨了继承和借鉴古人与外

国人对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重大意义，认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瑏瑠。在１９５８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１１—６１２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２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０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９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０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①的思想方法，强调要正确处理学习与独

创的关系。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既要遵守马克思老祖宗的基本原

理，又不能“单靠老祖宗”，必须“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②。总之，在毛泽东

看来，坚持结合成果的创新创造，就是要实现结合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与

继承的辩证关系。

四、探索推进“第二个结合”取得的历史成就

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长期探索，在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建设的实践革新和人类文明的生命更新等方面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

第一，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领导

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

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③。１９４５年的《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④这是党成立２４年
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效破除了

人们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难以兼容、不能结合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有力证明了二者结

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大有可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

毛泽东思想既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

造出来”，又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⑤。如《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在

总结中国革命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同“知行合一”（《传习

录》）、“相反相成”（《汉书·艺文志》）等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

想的创立。不仅如此，《实践论》《矛盾论》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语言典范，如以“变革梨

子”阐发认识源于实践的原理，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说明认识指导实践的观点，引

用“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告诫人们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行文各处运用了人民大众

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经由结合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党确立“第二个结合”的原则，更好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第二，建构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新形态，推动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近代以

来，中华文明陷入“文明蒙尘”境地，中国社会各阶级关于“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纷争不断。以陈

独秀、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深入人心，但由于时代

局限，他们没来得及搞清楚作为封建专制思想工具的“孔教”与作为中华文明思想遗产的“孔学”的区

别⑥，而是以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方式呈现的，没有继承便谈不上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１９２１年７月，
“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⑦，中华文化

现代化从此有了科学指导思想与坚强领导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华文

化现代化的进程受阻。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⑧概念，阐发其民族化、民主
化、科学化与大众化的内涵。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重大命题，号
召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这一文化使命，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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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卷 李雅兴，等：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贡献

经过对“第二个结合”的长期探索与实践，毛泽东不仅完成了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割裂同传统文化精

神联系发展新文化的反思与纠偏，而且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塑。对于“何为中华民族的

新文化”，毛泽东强调，它不仅包含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是阶级性与人

民性相统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还内蕴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相

统一的新文化。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适时提出在思想文化层面把“新

民主主义文化”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①的目标任务，号召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为建设

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第三，创造出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建设显著成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新中国

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探索推进“第二个结合”，带领人民创造出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建设显著成绩。

一是知识分子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２００多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深受各
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高度重视引导知识分子广泛开展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运动，使其与大

规模经济建设需求相适应。１９５７年，５００万知识分子中仅有１０％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１０％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存在抵触、敌对情绪，剩下８０％处于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立
状态②。１９６３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经过１２年的普遍教育与改造，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起了根
本的变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接受党的领导，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是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快速发展。早在１９４５年，毛泽东提出把扫除８０％的文盲作为新中国建设的
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号召在全国积极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面向工农群众开门办教育。从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４年，普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分别增长了４．８５倍、６．５６倍、２．８１倍，文
盲、半文盲文化程度人口数同比下降了４６．４％，基本结束了我国文盲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③。

三是文学艺术事业不断推陈出新。毛泽东倡导大力发展革命文艺事业，１９４９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
文代会明确了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１９５６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戏曲发展实际、中国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

一方针指引下，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革命事业胜利与群众新风貌的优秀作品，如话剧《龙

须沟》、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电影《白毛女》《钢铁战士》、歌曲《歌唱祖国》，等等，极

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四，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正确道路，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青年时

期，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东方文明即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认为“俄国是世界

第一个文明国”④，主张把建设中国乃至世界的新文化作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⑤。毛泽东不仅确立

了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理想，还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文明政党，为建设新文明积蓄了领导

力量。

文明的进步与社会形态的发展密不可分。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初步勾勒了“中华民族的新国家”的
蓝图，即政治自由、经济繁荣与文化先进三者统一的有机体，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形态，同样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充分汲取了传统

民本思想的精华，主张发展人民民主，指明了经由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迈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现实道路。经过不懈努力，毛泽东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

立了新中国，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形态正式形成，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创造了根本

社会条件，为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提供了空前统一的现代国家形态，而且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

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１９５６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标志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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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４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１页。
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９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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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形态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形态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正式形成。面对“如何在中国建

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强调要“以苏为鉴”，提出“第二次结合”，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

标，制定“两步走”战略步骤，使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

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结语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①毛泽东不仅“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②，而且对“第二个结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里说的历史性贡献与成就，不

是说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具有“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已经提出了

这一重大命题，而是强调他在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和宏大叙事中，事实上推进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至少初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碰撞交织、相得益彰与相结合的实践要求。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与成就，为新时

代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镜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对毛泽

东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是在继续推进“第二个

结合”中开启更为广阔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文化空间，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Ｙａｘｉｎｇ＆ＬＡＩＸｉａｏｑｕｎ
（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ｐｉｏｎｅ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ｍａｄ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ａｍｅ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ｉｔｓｉｎｎｅｒ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ｅｄ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ｏｐｅｎｅｄｕｐ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ａｔｈｔ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ｆｉｎ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ｄａｐｔ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责任校对　唐尧）

４２

①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２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