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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马

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创造性提出

“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从“结合”的前

提和结果，“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

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等方面，深

刻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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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在逻辑、历史必然和重大意义。坚持“两个

结合”，推进知识话语创新，是新时代文化

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任务。

对于理论自身及其形成和传播、发展与

创新来说，知识话语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知识话语包含知识和话语两个基本要

素。知识可视为理论之“根”，是理论的基

础构件和主体内容，起着为理论奠基、为理

论 筑 底 的 重 要 作 用 。 话 语 可 视 为 理 论 之

“器”，是理论的重要载体和必要工具，起着

为理论发声、为理论聚气的功能效用。把知

识和话语有机结合起来，不是简单的关于知

识的语言表达或内蕴于语言表达中的知识，

而是形成与整个理论相对应的有机统一体。

它既是对一定理论主旨与内容、内涵与外延

等的具体表达，也是理论传播与发展的重要

载体。一般而言，知识话语具有相对确定可

靠、简明深刻、逻辑严整，能够被学术界和

理论界广泛理解和接受等特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大都具备独特鲜明、系统严谨的知识话语。

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和整个人类精神的

精华，其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博大精深，包

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

知识话语，这些知识话语及其所蕴含的原

理、规律，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知识话语

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思想智

慧和实践经验，产生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

知识话语，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天下为

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为

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知识话语创新厚植了历

史根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新时代文

化哲学知识话语创新，需要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

提炼和阐释标识性概念。概念是构成知

识话语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

“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中，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标识性概念，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等，形成了标识性概念群。这一系列

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为创新新时代

文化哲学知识话语奠定了坚实基础。

分析得出原理性知识。原理性知识是知

识 话 语 的 主 要 内 容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

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

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自

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重要论

述揭示了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文化自

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新的文化生命体

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

信的来源。创新新时代文化哲学知识话语，

需要深入研究阐释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必

然逻辑，让学术理论更具解释力和彻底性。

助力提升我国国际文化话语权。“两个

结合”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知识话语创

新、提升我国文化哲学研究国际影响力提供

了重要方法论指导。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

究，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将其贯穿于知

识话语体系构建全过程，扎根中国大地，遵

循学术创新规律，提炼出具有前沿性和引领

性，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文化哲学知识话语，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

力、提升我国国际文化话语权提供学理支

撑、贡献学术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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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

高度统一，具有深刻的思想洞

察力和强大的理论引领力。深

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阐释，

以其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为基

点构建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范

式，对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研究范式，可以理解为

学术研究的规范和方式。研究

范式具有整体性、公认性、规范

性等特征，涵盖某研究领域学术

共同体分析、阐释、解决问题的

程式和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

所蕴含的一系列原理性理论成

果，为构建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

范式提供了科学指引。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论述，就是典型代

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回答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战

略性、全局性问题，揭示了文化

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其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在

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

历史上从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的

探讨很多，提出了诸如批判继

承、综合创新等主张。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两创”方针，立足

文化建设实践、文化理论发展，

不仅阐明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而且内蕴着文化自信、文化主体

性，科学回答了古与今、中与外、

理论与实践等关系问题，实现了

对此前诸多民族文化继承发展

观念的超越和创新。

“两创”彰显文化自信，挺

立起民族文化精神的脊梁，体

现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 文 明 的 智 慧 结 晶 和 精 华 所

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的根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

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

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

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

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等。这些重要论述把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价值理念和

方法论原则凸显出来，把实行转化的价值主体和发展的

创新动力及其价值目标确定下来，彰显了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

鲜明体现。“两创”逻辑地展开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使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现代性得以相融相通。

综而观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创”方针，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传统与现代相贯

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融通，彰显了着眼

文明复兴、会通众流而超乎其上、光大中华文化的思想价

值，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理性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科学发

展民族文化的战略指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

富和发展。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讲，“两创”是具有广泛

适用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把具有元理

论意义的“两创”转化为研究范式，需要经过学术研究的

实践积淀和理论探寻，其方法和路径应当是多元开放的，

比如，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倡“两创”，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战

略研究上倡导“两创”，在学科设置和学术规范制定上倡

导“两创”，在科研课题设置、教材编写上倡导“两创”，在

对外学术交流、文明互鉴的实践中倡导“两创”，等等。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原理性理论成果还有很多，

这里仅举了“两创”方针一个例子。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原理性理论成果系统性地转化为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范

式，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用功用力：一是注重抓纲带目，深入

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其

内在联系，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研

究阐释，为构建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范式提供方向指引。

二是强化体系构建，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为“四梁八柱”，构建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

主体结构。三是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在文明交流互

鉴中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哲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助力新时代

文化哲学研究范式构建，充分发挥文化哲学引领文化实

践、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功能作用。

（作者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

究所教授）

把
﹃
两
创
﹄
转
化
为
新
时
代
文
化
哲
学
研
究
范
式

李
宗
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

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

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

化哲学主要以哲学思维对文化的生发机理、

发展历程、发展样态、发展规律等作出认识

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分析和把握。深化对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阐释，不断巩

固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的重

要方向和重点任务。

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
的内涵特征和重要价值

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人在文化活动中的

自觉意识和自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

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

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

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

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

体性的内涵特征，阐明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

重要价值，为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提供

了方向指引。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

定的自我。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形

式，是作为主体的人在文化活动中的自主性

和自觉性。具有文化主体性，就能形成对自

身文化自觉的、理性的认知，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坚守自身文化属性、立场，进而在文化

意义层面形成坚定的自我意识。深化新时代

文化哲学研究，需要从认识论上深入研究文

化意义层面自我意识的内涵、外延及具体表

现形式，努力阐明巩固文化主体性与坚定文

化意义上自我意识的因果作用机理，为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提供方法论

支持。

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

依托。坚定文化自信，前提是要形成鲜明的

文化自知、强烈的文化自觉。只有巩固文化

主体性，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源流、文化精

神、文化演进规律和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全面

深刻的认识，搞清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

和独特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明确本民族文化

源于何处、何以自信。同时，文化自信的不

断增强，又会进一步彰显本民族文化的特质

和优势，强化人们的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

巩固文化主体性。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

究，重在从学理上、机理上阐明巩固文化主

体性与坚定文化自信的双向促进效应，为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

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文化活动是主观见

之于客观的活动。具有文化主体性，就能在

文化活动中不断强化主动性和能动性，继而

凝聚起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力

量。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

文化，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再到改革开放后提出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在各个历史

时期，我们党始终以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文

化引领力唤起广大 人 民 群 众 同 心 干 。 党 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推动

文化传承发展呈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推进新

时代文化哲学研究，必须持续深化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运用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建构体现时代特

征、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哲学知识体系、研

究范式、学术理论。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文化是民

族的精神命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

同，为强化国家认同提供持久、深沉的文化

力量。强化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前

提是要巩固文化主体性，牢牢坚守我们生而

为中国人的精神命脉、文化根脉。中华民族

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

文明史，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

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念和伦理规

范，这样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是中华

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活力之源和内生动因，构

筑起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

化基础。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重在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

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深入研究中华文化

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阐释清楚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情感纽带，为强化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筑牢文化基础。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

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

有姹紫嫣红多元形态，文化活动的过程也是

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相互影响和塑造的过

程。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

而不是被异化或“他者”化，就必须具有坚

实稳固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

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

至今的伟大文明，深层原因就在于其稳固的

文化主体性。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需

要以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为基点，以巩固文化主

体性、坚定文化自信为重点，深入研究和阐

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鲜明特

质和深层优势，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贡献学术智慧。

坚持以“两个结合”
为研究路径和方法论指导

文化主体性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自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文化

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

立起来的，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

现。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必须坚持以

“两个结合”为研究路径和方法论指导，在“两

个结合”中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助推中华文

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坚守好“魂脉”和“根脉”。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

性，二者的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

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同时也为深化新时代文

化哲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以“两个结

合”为路径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必须

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个根脉，从“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中，探寻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

体性的充沛生机活力；立足“第二个结合”

开辟的广阔文化空间，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

哲学知识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哲学学术理论，创新发

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聚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

之争”，是文化哲学研究中长期面对的一个重

要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所谓“古今中西

之争”也是文化话语权之争，事关文化主体

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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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中西之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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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实践创造中进

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不断推动中华文

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我们党带领人民成

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有力巩

固了文化主体性，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

究，需要聚焦经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

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为目标，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中取得一

大批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

性、彰显文化主体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作出学术贡献。

推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主体

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精神上的独立

自主。对于文化哲学研究而言，只有巩固文

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彻

底摆脱“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心

态。伴随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我国文化哲

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有一些研究者

仍习惯于照搬、套用西方学术理论研究和解

读新时代文化现象、文化实践，这种做法是

不可取的。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既要

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学术交流，更要坚

持 以 我 为 主 、 为 我 所 用 ， 在 “ 两 个 结 合 ”

中用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研究好、阐释好新时代文化实践，以新

时代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文化哲学。

找准推进新时代文化
哲学研究的着力点

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为文化

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感性材料。以巩固文化

主体性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重

在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发现研究课题，激

发创新灵感。

以 “ 文 明 更 新 ”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创

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

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同时，积极借

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

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

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以巩固文化主体性

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重点在

于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更新演进

中 认 识 和 处 理 传 统 与 现 代 、 本 土 与 外 来 、

文明延续性与创新性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哲学智慧滋养。

以 “ 旧 邦 新 命 ” 推 动 中 华 文 明 重 焕 荣

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拓展，赋予古老

的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极大增强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自信，有力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

性。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需要以辩证

思维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

关系，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贯通古今的深

厚底蕴以及求新求变、引领时代的现代力

量，着力阐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

文化创新发展的演进轨迹和动力构成，为推

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提供认识论和实践论

支持。

以“文明互鉴”融通中外。多样性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华文化素有和而

不同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

中，“同”主要指单一性，“和”则指差异性

和多样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世界形

势越是复杂多变，就越需要尊重文化的差异

性和多样性，越需要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

对话。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引领推进新时代

文化哲学研究，需要以胸怀天下的宏阔视野

促进中外学界对话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

超越文明优越，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多元

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
郭建宁

文化哲学以哲学思维对文化的生发机理、发展

历程、发展样态、发展规律等作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

面的分析和把握。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性

系统性研究阐释，以这一重要思想中的原理性理论

成果为引领，构建学术研究范式，推进知识话语创

新，是深化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期

学术版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探讨。

——编 者

文化主体性集中
体现人在文化活动中
的自觉意识和自主立
场。深化新时代文化
哲学研究，需要以巩固
文化主体性为引领，以

“两个结合”为研究路
径和方法论指导，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哲学智慧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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