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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 

百年探索与实践品格

臧峰宇潘明斐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问题意识回 

应时代关切，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形态，在百年探索中彰显了守正创新 

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实际地满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 

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理论的先导作用。伴随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中国 

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逻辑中发展，在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自身的 

升华中引领时代进步，并在实践中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形成了体现中国化时代化特质的科学理论形态 ， 

面对时代发展和人民需要而彰显强大的思想力量。习近平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 

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 

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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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 

2022年，第5T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 

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 

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岀发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百年来，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问题之“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实践自觉。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自觉促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时代同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回答中国问题、重塑文明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