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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
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
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
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
记还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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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界来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文艺
的基本问题域及其解决方向，即坚持“第二个结合”，真正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创造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即
“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文明成果。

文艺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发生及过程

“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出现，
提出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形态追求，
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绝对化的、形
而上学的倾向”

在中国文艺领域，所谓“古今中西之争”是指，在古代文艺
与现代文艺、中国文艺与外国（特别是西方）文艺之间，一度存
在谁新谁旧、谁优谁劣的问题。

本来，中国文艺独具优势——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规模、延续
性的角度，还是从文艺审美本性的充分发扬与建树上，自古以来
便形成了“星汉灿烂”之景，足以在世界文艺宝库中占有重要的
席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lane）
在他新近的著作中就说，自己曾相信，诗歌是英国人对世界文
学最伟大的馈赠，但到访并了解中国后，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
点。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英国，有记载的诗歌
创作史也远早于英国。一些具体数据，或许能进一步说明中国
诗歌的非凡创造力和巨大数量。艾伦·麦克法兰说，自己也许
可以说出50位英国诗人的名字，并知道其中大约10位生于何
处，或在何处度过了他们的大半生。但有地图标记了中国诗人
及其家乡，上面有唐代诗人2625人，宋代诗人2377人，明代
诗人3005人，清代诗人2079人。要想了解过去1500年来的
10000多名诗人的行踪，这是无法做到的。

与近代文化史相吻合的是，文艺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
的明确发生，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反思1840年鸦
片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路最终指向文化，首
当其冲者为文艺。《新青年》1917年第1期杂志刊登胡适的《文
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这“八事”的核心
就是文学必须采用新的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抨击“吾国
言文之背驰久矣”，实质上对传统中国文艺话语方式进行了根
本性颠覆。然后，陈独秀也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

“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
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
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
的社会文学。”由于这些主张迥异于传统文学，于是出现了新文
学、新文化的概念。然后，新文学、新文化的概念中加进了大量
欧洲文化与文学的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古今中西之争”。

新文化运动不只是见之于理论，还发生了以鲁迅为代表
的创作实践。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被称为文
学革命的“实绩”，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代
化的文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
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应该说，如此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积极意义是反省了
中国传统文艺的固步自封的倾向，提出了中国文艺的现代形
态追求，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

中国的是旧的，旧的是不好的；外国的是新的，新的是好的。对
中国文化过度失去信心，以胡适之论为极端：“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
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
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由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功，1949年以后西方势力退出
中国。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
模式，一度有所收敛。当然，这里还横插入了1950年代苏联文
化艺术对中国的影响问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处不赘。

19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客观上，西方文化与文
艺的影响又再度进入中国，于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中与古”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再度抬头，某些激进
人物步胡适之后尘，提出：“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
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
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
物。”一时间，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
是从”的倾向。

在中国追赶世界的过程中，出现这些观念并不奇怪，全球
文化史都有此种现象的存在。但是，当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时，
当中国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时，难道还可以容许“中与古”
不及“西与今”之文化比较模式存在吗？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
势，断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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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既拒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
盘西化”倾向，同时又坚定地推动中
国的现代化，拒绝简单的复古主义

我们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
中西之争”，中国的崛起当然是其重要的历史平台，任何一种
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都不可能脱离其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
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基本判断。而从思想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
方法来说，那就是我们有了“第二个结合”这个思想武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应
对接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否则就会发生教条主义的错误；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主要意义，乃在于
开创一种崭新的中国思想话语——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要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

前面已述，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古今中西
之争”成为一个突显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时间一直停留在
新文化运动，这个问题不会自行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是中国
的相对落后是客观的，发展起来有待时日；另一方面，西方文
化艺术对几乎凝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新鲜性尚能再持
续许久。也就是说，还会有很多人坚持“中与古”不及“西与今”
的观点。但是，历史自有其规律，就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疮疤被揭开，露其丑
陋；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来自欧洲的思想进入中国，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揭露和批判西方
的资本主义弊端，但它又积淀着欧洲思想的精华——从古希
腊传统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那些一度热衷
于一般欧洲思想的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很快就被
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于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反映了一种深
刻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而中国现代
文化的历史，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历史。站在21世纪的历史平台上，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是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呢？思想解放是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
的，因而要从两个结合主体因素说起。我们要破除一切非此即
彼的、绝对化的思想障碍，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两个结合”
主体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关系背景
下，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只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试
图简单恢复传统命题及其话语形式，抹除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
文化痕迹。这就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了，而是单方面的复古主义意图。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
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简单的复古主义显然是有悖于思
想解放的。

我们必须注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处处强调的是现
代化和创新，如“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
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
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
文明断裂的产物”。我们当然不能消灭古老文明，不能照搬照
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也不能发生文明断裂，但是，其目的全
在于现代化。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个历史性问题时，美国学
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正是在‘五四’运
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
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
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
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
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位学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否定西方对中国
现在的统治”，乃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帝

国主义立场的，拯救了被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但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又内含了现代化的思想，让我们思索如何推动暂
时落后的民族走向现代化——要走向现代化就要对沉重的文
化传统进行革故鼎新。

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深刻地进
行了一个对比：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西方资产阶
级文化是“高度文化”；而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度文化”
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不知要高出几多倍”。毛泽东的论断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特殊地位。中国人所接受
的马克思主义既拒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盘西化”倾
向，同时又坚定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拒绝简单的复古主义。

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文艺的新创造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方向和路
径何在呢？“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给
出了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文学艺术而言，中国的传统文艺在时间上源远流长、积
淀深厚，形态性质上璀璨华丽、光彩夺目，加以挖掘、继承并发
扬必定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会不断刷新全世
界的文化眼界。一种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文艺也是
文化史的呼唤。即使如毛泽东这样深谙中国传统之精髓的文
化大师，亦认为，“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
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以中国诗
词而论，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古典诗词穿越时空之后的独特华
章。但他也并不因此过高评价诗词创作。1950年代，毛泽东几
次谈及，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律、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
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因而不宜在青年中提
倡。文学史上，明代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一批人，“倡言文必秦
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本身就反映出传统文艺已形成
自己的惰性，需要进行现代化的革新。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方向和路径何在呢？“第二个结合”的理
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通过这种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一方
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艺、深入领悟中华美学思想的同
时，断然拒绝“全盘西化”的幼稚行为——毛泽东就理性认为，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另一方面，拒绝
“全盘西化”不等于不需要学习吸收欧美的现代文艺创作风格
与表现形式，更不等于不需要文艺的现代化。文艺界必须深化
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个结合”的主体因素的审美意义认识。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吸收域外文艺的安全通道：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消极面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马克思主
义的审美经验和美学思想集中了19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美
学的精华。就马克思个人来说，他对古希腊神话艺术魅力的称
颂，对中世纪宗教式的愚昧文化控制的批判，对文艺创作百花
齐放状态的向往，对文艺复兴典范作家作品（特别如莎士比亚）
及启蒙主义精神的高度评价，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体
现的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肯定等等，都足以为中国传统文艺加入
科学理性的视野和新鲜的营养。马克思最伟大的基本审美理
念——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有利于改革中国传
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之审美阙如（这只是总体而言，韩柳欧苏
等大家是注意到审美性的），又足以去质疑西方文艺中的现代
主义的“直觉即表现即艺术”观以及后现代主义中种种儿戏之
风。特别是，马克思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时期，敏锐地预言“世
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这是中国文艺的现代化所必须跟进的。

有了“第二个结合”，“古今中西之争”终获解决，同时，与
中国崛起地位相称的中国现代文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
的文化成果才真正成为可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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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第二个结合”中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新文艺
□黄力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
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
论述极大地启发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突出特
征，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为增强文化自信自
强、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承载着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髓，凝结着古代圣贤的思想精华，有着极高的审美
价值与社会价值，可化育心灵、陶冶情怀，使精神充满理想憧
憬，为生活增添美的感受。在当前，它更是作为思政资源进入
校园、深入社会各界，成为滋养人民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的文
化之源，成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蕴含
顽强拼搏、激流勇进等意志的《行路难》，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和强烈的使命感的《红岩》，对农业发展问题有深切思考的《创
业史》等文学作品，以音频、视频、图片等形式进入思政课堂。
故以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为契机，以新的教学理念、教学形式、
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于潜移默化中培
养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领悟能力和感知能力，激发广大受
众探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继而树立民族自信心与
自豪感，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学审美有利于激发人们崇德向善

作家们将自己对个人与时代、历史和现实，以及对人民群
众丰富内心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充分表达出来，进而创造出与
时代、社会相适应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既为世界文学留下中国
文学的鲜明刻度和灿烂华章，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了真
善美。就文学的“真”而言，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
更是情感、事理的真实。唐诗宋词以或豪迈、或婉约、或悲悯、

或庄重的词汇传递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情
感。带有鲜明历史性的红色文学经典，为世人生动描画了中华
民族在近现代的革命和奋斗史。就文学的“善”而言，彰显了人
性的光辉，是抑恶扬善的价值体现，如“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
将从彭咸之所居”中闪现的傲岸不屈、奋发自励的人格力量，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传递的正直刚强
的品质。就文学的“美”而言，是语言美、情感美、意蕴美，是形
式美、内容美，是审美价值的体现。例如，诗歌的节奏美、韵律
美，戏剧、小说的情节曲折之美、用词之美，拨动人的心弦。

正是中国文学所蕴含与传递的真善美，赋予其丰富的思
政教育价值。一方面，文学作品蕴含隽永的审美教育价值。审
美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蕴含真善美的
追求，是思想道德情操教育的活教材，具有极强的艺术感召
力，亦呈现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美学意蕴。将文学作品融入思
政教育系统，可让受教育者在审美化的情境创造、浓烈的感情
氛围中受到隐性教育。换言之，这种在文学欣赏过程中，从情
感出发的审美，更能发挥让人崇德向善的作用。如沈从文的
《边城》既是对淳朴自然田园文明的赞颂，也始终贯穿着作者
对人情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中，对小英子和明海纯
真爱情的动人描述，既呈现爱情的动人之美，也充分展示了桃
花源世界的人性之美。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蕴含深刻的理想信
念教育资源。理想信念是人们进行行为选择的依据和动力。理
想信念教育关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
容。以民族大义、兴衰盛亡、家国天下等为书写对象的中国文
学，蕴含着对仁政的呼吁与渴求、对人民情怀与家国情怀的张
扬、对黑暗统治的批判、对违反社会准则的人的谴责……其中
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表征，可为理
想信念教育提供滋养。例如，蕴含追求真理、九死不悔、永不屈

服的信仰之美的《离骚》等，蕴含同仇敌忾、气吞山河、无坚不
摧的勇力之美的《秦风·无衣》《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之》等，蕴含心系国难、不畏艰险、慷慨悲壮的崇高之美的《可
爱的中国》《黄河》等，用多样的艺术手法反映一段段风云激荡
的历史，用精彩的笔墨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用语言艺
术雕刻一个个信仰坚定、性格鲜明的人物。将这些文学作品融
于思政教育，既可让崇高的奋斗精神、爱国情怀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在广大学子中扩散开来，也有利于引导广大学子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理想信念，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促进文学经典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

文学作品是优秀文化赓续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一座“富矿”。我们既要勘探与发掘文学作品的思政元
素，也要做好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教学的有效衔接，助力思政
课程讲深、讲透、讲活，赋能思政课程“入情入理”“入脑入心”，
不断提升新时代立德树人成效。

依托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提升思政育人成效。影视艺术作
为影响大、覆盖广、受众多的文艺样式之一，总能悄无声息地
影响人的认知与行为。将文学转化为影视，在思政教育中进行
呈现，往往能够富有成效地面向当代青年群体说明特定审美
意趣、阐释价值追求，从而达到传递正确价值观、凝聚思想共
识的目的，提升思政育人成效。因此，开展思政教育时，可引入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影视化的文学作品，
更为生动形象地向学生阐明中国道路、中国特色。这样也有利
于受教者更为具象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引导受教者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当然，也可借用一些鞭
笞假丑恶的文学作品，向受教者进行反向教育，引导其从正反
两方面进行思辨学习，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基于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加强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的融
合。依托具有多样性、共享性、有效性等特征的大数据、云计
算、互联网、多媒体、虚拟技术等技术与媒介，通过数字采集、
复原再现、展示传播等手段，促进文学作品与思政教学数字化
变革，为文学作品与思政教育融合探索更多可能性。一方面，
利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平台引导学生整合
和传播文学作品，让其在分享与学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汲取
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从而达到思政育人与文
化育人的目标。另一方面，借助VR、AR等数字化手段，为学
生进行角色扮演构建好相应情境，让其在沉浸式体验中接触
更加直观、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作品人物、曲折情节、动人情
感，自觉建构起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念互联互通的情感链条。

坚守育人主阵地，在文学人物扮演中提升思政育人成效。
思政课作为思政教育的主阵地，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的成效。
将文学作品融入课堂教学，以此打造特色鲜明、教学资源丰富
的思政课堂，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例如，思
政教师可根据课程目标与要求，在课堂合理引入文学作品，以
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强化学生
对优秀文化的认同，激发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例如，针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一课程，思政教师可组织学生扮演巴
金《家》中精神空虚、封建思想浓重的高老太爷，激进、大胆却
又幼稚、单纯的知识分子觉慧，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
又怯于行动的觉新，聪明、美丽、善良却被迫投湖的鸣凤，悒郁
致死的梅等，让其在角色扮演与实际情景中认识封建社会的
压迫、人性的美与恶，以及五四青年意识觉醒的迫切性。更重
要的是，要积极推动学生阅读并排演那些红色经典，让学生们
在不自觉之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承担起传播优秀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教师，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
题“多元化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时空演化、风险画像与应
对研究”（编号2022N90）阶段性成果]

让文学经典为思政教育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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