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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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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极大地拓展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逻辑，更是对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现代价值的全新诠释。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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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丽和赵蓉表示：理论基于实践，

实践造就文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

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优秀基因。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既需要科学理论指导,也需要优秀文化支撑。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

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

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

际加以运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必由之路，更是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

又一个奇迹的一条根本经验。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沃土”；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两者之间

需要结合、必须结合，否则便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的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

要马克思主义的推导。毛泽东同志极其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常用“博大精深”来称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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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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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否认在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时而会呈

现出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双重面相。但主流的主导性与支流的迷惑

性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为汲取历史的宝贵经验，再创光荣历史伟业，宁夏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赵蓉认为要把持续化理论创新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稳固基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从此，这颗种子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揭示出人

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

了人类文明进程。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岁月中，始终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

创新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我们仍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我，在开放中博

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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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建东认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最紧要的是要求全党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人才问题

乃国之大计也。《决议》清晰地展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

就是在数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过程中取得的。同时，也深刻地揭

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代理想信

念坚定、具有过硬担当本领、勇于堪当时代重任接班人接棒前行。

高校作为培育时代新人的专门场所，要深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

神，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牢记“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在“抓好后继有人这

个根本大计”问题上勇于担当、勇于作为、甘于奉献，教育引导

广大青年大学生红心向党，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为党的事业永续发展提供强

大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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