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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深度结合，面临二者的关系处理、维度把控、标准把握三个问题。破解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这一基础性问题，需要把稳方向、准确定位、明晰主次、分清先后；破解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把控这一关键性问题，需要找准角度、掌握精度、把握广度；破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

合的标准把握这一核心性问题，需要准确把握这种深度结合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标准、对文化自信的提升标准、对人民利益的满

足标准。只有精准破解这三大问题，才能有效破解新时代二者深度结合的内在阻碍、深层障碍，真正全面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和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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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to Three Problems i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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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Era，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faced with three problems：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the definition of their dimensions，and the standards of their combi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a 
steady direction，set an accurate orientation，and sort out prioritie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hi⁃
nese traditional culture.We must find the precise perspective and manipulate its depth and breadth to solve the key prob⁃
lem of defining the dimens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need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standard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actical problems，of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in⁃
terests to solve the core problem of determine the standard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ly by solving these three problems can we effectively breakthrough the internal and profound obstacles in the combina⁃
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and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Keywords：：Marxism；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relationships；dimensions； standards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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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的重要思想，党的

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8，进一步突出

了“两个结合”的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基因，彰显了

“两个结合”所内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

义的内在关系，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成长的内在规律”［3］，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

叙事的逻辑起点”［4］。作为结合进程中的重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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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的深度结合仍然还面临着“关系处理”这

一基础性问题、“维度把控”这一关键性问题、“标准

把握”这一核心性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二者深

度结合的内在阻碍、深层障碍，严重制约着二者的

结合效果提升，制约了结合对象的良性发展。

一、着力破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度结合的关系处理问题

跨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度结合的障碍，首先要破解二者的关系处理问

题。这是二者深度结合的基础性问题，是推进二者

结合良性发展的前提。新时代，仍然在一定范围

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移位、错位、易位、异位等错误

倾向［5］171。究其根源，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二者关

系，未能准确认识二者地位。因此，破解新时代二

者深度结合的基础性难题，就必须准确认知二者关

系，把准方向、准确定位、明晰主次。

一是要务必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深度结合中的

主导作用。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一贯坚持的主流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优先发展地位，

这决定了我们科学认识和准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根本遵循，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二

者深度结合中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

得的巨大成绩，都无可辩驳地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

共产党的“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和马克思

主义的“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深度结合中的主

导作用，涉及中国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

性问题，是二者深度结合所必须坚持的原则。确保

马克思主义在深度结合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确保

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引领。要在深度结合中，用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甄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遴选出

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和解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引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指导其现代性转化，引领

实现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完成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现代化任务，更好地构建中国价值，弘扬中国

精神，激发中国活力，凝聚中国力量。其次，要确保

马克思主义在深度结合中的权威地位。要在深度

结合中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灵活运用马克

思主义原理解释中国现象，增强对民众关注问题的

回应力，提升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

代之问的解释力度，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话

语权，坚持马克思主义之根，防止马克思主义“失

语”“失声”，守住马克思主义之源，提升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上的解释力、在实践中的推动力、在生活中

的亲和力、在文化上的吸引力，在问题解决、解惑释

疑中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

二是要务必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度结

合中的不可或缺性。作为一种长期植根于国人内

心的内在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人独特的精

神标识和精神追求，是中国现代文化之源，奠定了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石。否定和抛弃传统文

化，中华民族就会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会失去魂魄，马克思主

义也会成为空中楼阁，难以继续在中国开花结果。

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度结合中的不可或缺

性，就是要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形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赋予其

活力，知其所来，守其所正，预知其往。保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深度结合中的不可或缺性，首先要充

分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度结合中的巨大价

值。作为一种异域文化，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文化隔

阂所形成的差异性。要尽快超越这种差异，使马克

思主义文化“要件合于原有文化价值，或者至少不

与之冲突”［6］476，就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实

的心理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有的固定形式

弥补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隔阂，拉近与普通民众的

心理距离。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仍然面临大

众化、时代化的重大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

一过程中的重大价值不言而喻，重要作用不证自

明。其次，要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形象塑

造中的重要地位。今天的中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

世界中心，影响力不断扩大，良好形象持续形塑。

在这一过程中，就必须摆脱西方范式，跳出“以西解

中”的误区，“解放”被西方中心知识体系压抑和边

缘化的知识体系，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用中国文化形塑新时代的大国新形象。在这一过

程中，就需要融传统文化于中国治理，以古之规矩

开今之生面，用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话

语阐述中国模式，用中国文化滋养中国体系，以优

秀文化凝聚中国力量，不断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得以进一步加

强，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在新时代文化形态

中的不可或缺性得以进一步凸显。最后，要充分凸

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力。要在深度结合

中，将中华优秀文化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相统一，既要重视原典的

解读，也要重视古意今用、古语今说、古义新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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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强传统文化在群众中的亲

和力，增强传统文化对当代问题的解释力，使人民

愿意接受、乐于接受，使其真正活起来、火起来。

三是确证两种文化在深度结合中的相辅相成。

两种文化的深度结合，既不是两者的单纯拼合，也

不是文化之间的相互取代，而是要实现两者的汇

合、融合与化合。这种深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统一，既要利于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开花结果，也能够有效激活中华文化的

内在生命力，是“文化旧形态的鼎新和新形态的化

生”［4］。因此，这种深度结合必须要兼顾两种文化的

发展，确证两种文化的相辅相成。确证两种文化的

相辅相成，首先，要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历史证

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独立满足近代以来中国

改革实践的需要，不能独立承担中国救亡与社会进

步的重任，马克思主义虽然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但也必须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行稳

致远。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天然的互补性，才需要避免二者的相互疏离、

各自为阵，从而抱持一种开放之心，使两种文化密

切交融，相互吸纳，相互印证，实现二者的良性互

动。其次，要实现两种文化的互相创新。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是对两种文化的

共同创新，是两种文化的共同发展。这种深度结

合，能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

完善和健全其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其理

论阐释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这种深度

结合，能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的开放特

性，兼容并包，不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吸取利于自身

发展的文化元素，突破传统文化的固有缺陷，激发

其时代活力，增强其当代适应力，实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固本开新，最终使两种文化在深

度结合中与时俱进，互相创新。最后，要实现两种

文化的互相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7］，马

克思主义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有益思想

和文化养分，用中国文化的表述方式、用人民乐于

接受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使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传统文化

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得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

法论、世界观进行改造，积极扬弃，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现代的，更加符合新时代的实际，更加符

合新时代的要求，并使深度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二、着力破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度结合的维度问题

跨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度结合的障碍，需要破解二者深度结合的维度问

题。这是二者深度结合的核心性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深度结合的效果。新时代，仍然存在的

“结合角度过宽，泛化现象较为严重”“结合深度不

够，强行嵌入痕迹明显”“结合广度不够，以偏概全”

的泛化、形式化、窄化等问题，就是结合维度把握不

准而造成的，最终弱化了结合效果，虚化了结合成

效。因此，精准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维度，破解二者深度结合的关

键性问题，就要找准角度、掌握精度、把握广度，实

现有机结合与有效结合的统一。

一是要牢牢抓住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角度。二者深度结合，不是

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机械照搬，也不是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本的完全套用，更不是粗暴地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做马克思主义讲义，简单地在“文学艺

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8］874。因此，这种深度结合，

只能是那些集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

方法、作为核心内容、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剔除文化糟粕、保留文化精华、

体现文化精髓、涵括中国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结合，是分析、吸收和扬弃的过程。牢牢抓住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

合的角度。首先，要反对教条式结合。教条式结合

或将理论当成认识的出发点，忽视实际，只看重抽

象的书本结论，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万

能公式随意裁剪，把部分观点当成普遍的历史公

式，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设想和论

点，并以之来指导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之来改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教条式结合，就不能仅仅

拘泥于文本，套用教条式的观点，而是要对马克思

主义做深入仔细的分析，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观点、方法，结合中国新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弘扬其精髓，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其次，

要反对庸俗式结合。庸俗式结合，就是对传统文化

不加选择、不加区分地结合，要求复活传统文化的

一切，甚至包括传统文化中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

官本位意识，一味迎合市场需要，盲目追赶时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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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只套用传统文化的“壳”，而罔顾传统文化的

“神”，想方设法推动传统重回宝座。反对庸俗式结

合，就要准确甄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分析传

统文化思想精髓与价值观念，系统提炼、深度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优秀元素，弘扬真正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

思主义的有效对话。最后，要反对深度结合中的文

化复古。文化复古主义以全面恢复推行传统文化

为己任，打着“反对以西方学说为圭臬”的幌子，借

口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拒绝中西文化对话，

主张在中国就应该只用中国的文化，认为只用传统

文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和人类一切问题。

反对文化复古，就要准确认知传统文化，既要看到

其优点，更要看到其缺点，尤其要看到近代以来传

统文化在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阻碍作用，给予

传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评价，避免高估传统文化，

防止过分拔高传统文化，防止以传统文化冲击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是要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深度结合的精度。两种文化的深度结合，不

可能是点到即止的结合，也不可能是粗放式的简单

嫁接，还不可能是简单粗暴的强行嵌入，更不可能

是浅尝辄止的拿来主义，而是“精髓”与“精华”的深

度融合、精准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度结合，本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

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但是，推进什么样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我们要深思的。毫无疑问，我

们要推进的决不再是来自 19世纪欧洲的、独立于中

国之外的异域文化，而是已在中国实践中获得新内

涵，实现新融合、实现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

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于

传统文化而言，用于结合的，也绝不是全部照搬、照

单全收的所谓传统文化，而只能是被社会实践证明

还发挥着巨大作用、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传统文化

之“精华”。把握二者的结合精度，首先需要精准把

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要跳出单纯的文本

约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准确的认知，准确把

握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那些经过反复实践而被证明

和确立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抓住马克思主义

之魂，发挥其一般性价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

点观察世界，利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分析问题，

一以贯之，发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引领作用。

其次，要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要

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分析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梳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

观、价值观、社会观，挖掘其对当代社会的有利元

素，遴选其优秀元素，以传统文化之“精华”去结合

马克思主义之“精髓”。最后，要推动马克思主义

“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互动结合。

既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运用矛盾分析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做实事求是的剖析，使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激

活其精华，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尽可能地释放

其正能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质的

飞跃；又用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输送文化滋养，

让马克思主义从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智慧，古话今说，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对马

克思主义的精髓施以中国化的加工，实行中国化的

表述，进行中国式的阐发。

三是要准确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广度。两种文化的深度结

合，是对两种文化全面认知、系统把握、细致剖析，

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

化优秀元素”的有效结合，是全方位的系统结合，广

度空前。准确把握二者深度结合的广度，首先要用

系统论考察深度结合。要着力研判这一结合是否

全面认知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否只拘泥于两种文化的某个观点、某些观

点的结合，是否只关注了两种文化的某一种思想、

某种思想派别、某个阶段的思想相结合，是否只强

调了两种文化在某些特殊领域内的结合。通过运

用系统论，要确保这种结合是系统的、深入的结合，

不是以偏概全，没有挂一漏万。其次要用对立统一

规律分析深度结合。要充分运用“两点论”与“重点

论”，分析这种深度结合是否触及了二者的主要矛

盾与次要矛盾，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是否触及了

本质，仔细剖析这种结合是否基本覆盖了汉族居住

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与

非发达地区等地域，是否涵括了包括汉族与少数民

族在内的物态、行为、制度等多民族和多领域文化，

覆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涵盖经济、政治、历

史、宗教、社会、教育等多领域、多时空范畴，是否真

正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解决了主要

矛盾，实现了二者的优质结合。最后，要用实践标

准验证深度结合。要在实践中找准民众思想的共

鸣点、人民利益的交会点、人们关注的焦点难点，并

运用深度结合所产生的新文化形态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在实践中不断优化结合结果，深化结合程度，

既不忘本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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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

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精神弘扬起来”［9］17，又敞开胸怀、积极吸收外来文

化，还站在新时代潮头，增强时代号召力，强化历史

穿透力，优化思想引领力，真正在实践中促进两种

文化深度结合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夯实

新时代的文化基础，厚植新时代的文化内涵，真正

建构起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态，服务

新时代。

三、破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度结合的标准把握问题

跨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度结合的障碍，还必须破解二者深度结合的标准

把握问题。这是二者深度结合的核心性问题，是对

结合效果的验证标准。新时代，仍然还存在的“标

准设定多样化，指向不明”“标准认定模糊化，清晰

度不够”“标准执行差异化，相互矛盾”等问题，都是

结合的标准把握出现偏差所导致的。因此，破解二

者深度结合的核心性问题，就需要对判断标准进行

归类，寻找共性，把握实质。结合党的初心和使命，

联系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任务，破解二者深度结合的

标准把握问题，就必须落脚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

程度、对文化自信的提升力度、实现人民利益的符

合程度，就需要准确把握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标准、

文化自信的提升标准、人民利益的满足标准这三个

标准。

一是牢牢抓住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标准。作为

批判和改造社会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准把握

中国国情，主动融入中国时局，在对时局的高度关

注中被接受，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中被发展、在对

当代问题的回应中被完善、在对未来走向的预测中

被优化。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具有理论

联系实际、针对具体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

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作为主导、

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思想，其重心在研究和解决社

会问题，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注当

下、面向现实和服务现实是一大优势。二者在新时

代的深度结合，就要求进一步发扬两者都特别关注

现实问题的优点，实现二者优势的强强联合，强化

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程度、回应速度，提升其对现

实问题的解释力度、阐释精度。牢牢抓住对现实问

题的解释标准，首先，要检验二者的深度结合是否

增强了对以往问题的解答力。要在对以往问题的

追溯中，对尚存在疑问的问题，就要验证用二者深

度结合后产生的新文化形态，能否进行较为圆满的

解释，能否给以有效、合理的解答，能否给予令人信

服的答案，使这一解答更接地气，更能服众，使这一

理论更能被大众接受和认同。其次，要检验二者的

深度结合是否增强了对当下问题的解释力。要仔

细研判二者的深度结合是否对新理念、新战略、新

思想有较强的支撑作用，是否聚焦了当今世界热

点、对准了当前社会焦点、盯准了当代社会痛点、瞄

准了现实民生难点；要仔细研判这一结合是否对这

些现实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解释体系并能对之

进行有效的解释，是否能有效地回应中国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并具有较为强大的说

服力，并能对那些具有针对性和攻击性的观点予以

有力回击，发挥了对当代中国更强的指导作用。最

后，要检验这种深度结合是否具有对未来问题的预

判力。要在实践中持续研判二者深度结合后的理

论架构是否对接了世界发展大势，是否把握了时代

前进脉搏，是否能够洞察时代变幻风云，是否在对

接中国发展现实、体现中华民族风格的同时引领时

代新风尚，能够有效预见和预判我国在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可能产生、可能

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及时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新方

案，真正提升中国文化自信。

二是牢固树立对文化自信的提升标准。文化

自信是当代中国的力量之基、思想之根。鸦片战争

后，西方价值挑战中国价值，由于无力回应西方文

化的冲击，无法有效解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时代

命题，国人产生了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马克思主

义的传入与运用则重新赋予了传统文化新活力，增

添了新光彩，焕发了新光芒，提升了人们的传统文

化自信。因此，二者在新时代的深度结合，就要既

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具有深厚的优

秀传统文化底蕴，既要提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同，也要提升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提

升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

权。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的提升标准，首先，要提升

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自信。要在深度结合中，

通过两者之间的文本交流、理论交锋和话语沟通，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具有中国新时代特点的

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风格上的空间转换、

在理论应用场上的时间转换”［10］151，实现两种文化的

义理融贯、理论融汇、价值认同，全面提升广大民众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其次，要提

升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要在深度结

合中，抛弃传统文化中落后、过时的元素，弘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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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时代需求提出新观点、增添新

内容，“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

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

理论、鲜明特色”［11］164，用马克思主义凝练和提升中

国经验，增强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最

后，要提升人民对“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的自信。

要在深度结合中，既实现两种文化的互相成就，也

催生二者结合的新文化样态。这一新文化既是中

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化了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

智慧结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新文

化能够进一步凝聚中国力量，体现中国精神，塑造

中国形象。通过提升人民对这一新文化的自信，牢

固奠定中华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石，真正产生“一加

一大于二”的精神动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筑牢

中国道路根基。

三是密切关注对人民利益的实现标准。人民

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从

成立之日起，就以人民为江山，在为人民服务中，在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进程中时刻为增进人民大众

的福祉而抛头颅、洒热血，不懈奋斗。因此，二者的

深度结合必须坚持人民标准，关注人民利益的实现

度和满足度。密切关注人民利益的实现标准，首

先，要用人民立场标准检验深度结合的效果。要紧

紧围绕二者结合“为什么人”的问题，立足人民立

场，检验这一深度结合最终想干什么、要干什么、最

终干成了什么，是否达到了理想目标；要判断这一

深度结合是否顺应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保持了与人

民的鱼水关系、血肉联系；要评判这一深度结合是

否实现了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的统一，达到了党

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弘扬了社会主旋律，产

生了人民满意的文化高原和文化高地，传播了正能

量，真正地以丰富、高质量的文化精品满足人民的

文化生活需求。其次，要用人民利益实现程度标准

检验深度结合的效果。要看这种深度结合，是否真

正围绕人民利益在推进，是否在以人民喜闻乐见的

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在以大众喜闻乐道的样式阐发

中国精神、在以百姓乐于接受的形式传播中国声

音；是否真正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心系百姓，扎根人

民，为人民代言，同人民心心相印；是否真正体现了

人民主体性，集中了人民智慧，尊重了人民创造，民

爱之、乐之，亦享之。最后，要用世界眼光标准检验

深度结合的效果。要结合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

界中心这一事实，为中国道路立言，既让这一文化

成果惠及国人，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

又要具备世界眼光，为中国道路代言。这种世界眼

光，就是要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拥有天下情

怀和世界情怀，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等向世界人民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信息，传

达中国文化蕴含的美好愿望，将民族的变成世界

的。中国的延展为人类的，以中国道路、中国范式

造福全世界人民，为当今世界发展注入中国力量、

贡献中国智慧，让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为世界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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