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与信息

深刻展现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２ 年高层论坛” 综述

朱丽颖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 研究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着力深化当代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研究和时代创新ꎬ 更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研究和阐释当代中国与世界的

理论问题ꎬ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２０２２ 年高层论坛在东北大学召开ꎬ 论坛主题

是 “面向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ꎮ 本次论坛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 东北大学主办ꎬ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高校思政课田

鹏颖名师工作室、 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会承办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 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 «马克思主义

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等学术期刊编辑部的近千余名专家学者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襄思想盛会ꎬ 紧扣论坛主题ꎬ 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ꎮ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研究员主持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特聘讲席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ꎬ 东北大学党委

常委、 副校长孙雷教授ꎬ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二级巡视员张启元ꎬ 辽宁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主席石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ꎮ 侯惠勤教授指出ꎬ 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

不断展示真理力量的必然选择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铸就的百年辉煌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具有的强大力量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ꎬ 及时回

答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ꎬ 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ꎬ 为人类文明新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和价值经验ꎮ 孙雷教授认为ꎬ 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ꎬ 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ꎮ 张启元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

高度历史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实际工作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相关重要

论述ꎬ 推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进一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ꎮ 石坚在致辞中表示ꎬ 在新征程中要更好地用唯物史

观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ꎬ 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建言献策ꎬ 争做先进思想的倡导者、
学术研究的开拓者、 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ꎮ

１. 深刻把握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高度上对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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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形态ꎮ 侯惠勤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指出ꎬ 要从大历史观与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

义的战略定力关系维度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ꎮ 大历史观的形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ꎬ 是坚定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定力之思想源

泉ꎬ 有着深刻哲学意蕴ꎮ 从大历史观出发ꎬ 要精准把握唯物史观ꎬ 坚定历史规律和客观真理的自信ꎻ
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ꎬ 坚定科学信仰的理论自信ꎻ 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事业自信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融入世界潮流的伟大事业: 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汇入人类世界

历史的潮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解放的历史汇入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潮流、 中华文明的生机

活力汇入开创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潮流ꎬ 展现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ꎮ 作为三大历史潮流浩荡交汇的

产物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内在趋势和发展要求ꎬ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ꎬ 具有历史合理性和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ꎮ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历史观把握时代大势的哲学方法论自觉ꎮ 中国历

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教授认为ꎬ 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战

略态势对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ꎮ 一是我国发展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新的战略机遇ꎻ 二是面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战略任务ꎻ 三是面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 完成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宏愿新的战略阶段ꎻ 四是面临统筹发展和安全、 效率和公平、 国内和国际新的

战略要求ꎻ 五是面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战略

环境ꎮ 武汉大学哲学院赵士发教授阐释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ꎬ 认为习近平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重要论述具有人民性、 主体性、 原创性、 实践性、 科学性、 世界性等特点ꎮ
２. 深刻把握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饱含着深邃的历史自觉ꎬ 彰显着强烈的现实关怀ꎮ 对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

论主题的科学认识建立在对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科学把握基础上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关切的重大问题ꎬ 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ꎮ 中共中央

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ꎬ 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互促互进、 共荣共生ꎬ 为人

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副主编赵英臣认为ꎬ 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ꎮ 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双重视野中ꎬ
科学理解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构想ꎬ 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ꎬ 将中国问题

作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点和旨归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教授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

化的突出特性在于遵循 “两个结合”ꎬ 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并与不

断生成的中国具体实践共同诠释着中国的历史与未来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教授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独特的中国逻辑ꎬ 是历史逻辑、 理

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ꎬ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 传统和现代、 从属和独

立等关系上深刻把握历史主动逻辑的产物ꎬ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 科学社会主义

等的深刻理论自觉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回应了世界之问、 时代之问ꎬ 创造并进一步展现出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ꎮ
３. 深刻把握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揭示时代本质和历史规律的科学思想范畴ꎬ 在坚持守正创新中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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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真理、 笃行真理ꎬ 引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ꎮ 中国历史唯物

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辛向阳研究员认为ꎬ 始终强调理论创

新的指导作用和现实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ꎮ 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ꎬ 要用更加系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ꎮ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的开启、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ꎬ 都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要求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银传教授认为ꎬ 创新发展 ２１ 世纪马

克思主义ꎬ 反思历史是前提ꎬ 要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ꎻ 立足实践是根据ꎬ
要反映当今人类实践发展的潮流和趋势ꎻ 着眼解决问题是动力ꎬ 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ꎬ 回应时代关

切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高惠珠教授

认为ꎬ 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鲜亮特色ꎮ 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弘

扬ꎬ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的继承ꎬ 更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创新ꎮ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与坚定文化自信、 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同向同行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

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研究员认为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

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文化是重要内容ꎻ 推动高质量发展ꎬ 文化是重要支点ꎻ 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 文化是重要因素ꎻ 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ꎬ 文化是重要力

量源泉ꎻ 推进共同富裕ꎬ 文化是重要抓手ꎮ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茂华教授认为ꎬ 在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ꎬ 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ꎬ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行动指南ꎬ 以人民为中心是出发点ꎬ 互鉴互惠、 面向世界是着力点ꎮ 中

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迎春教授从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于

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的政治背景出发ꎬ 剖析了从苏共二十大到苏联解体期间ꎬ 苏共党内的错误倾

向和苏联社会错误思潮形成演化的规律及实质ꎬ 认为遏制错误思潮的根本在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ꎬ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项事业发展ꎮ

４. 深刻把握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空间拓展ꎬ 而且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升华ꎮ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艾四林教授指出ꎬ ２１ 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逻辑ꎬ 体现在直面世界重大课题ꎬ 在把握量变和质变、 变与不变等关系演进中深刻回

答世界之问ꎬ 揭示 ２１ 世纪发展的本质、 趋势及规律ꎮ “世界之变－世界之问－世界之答” 的演进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发展脉络ꎮ 中国式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ꎬ 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

化、 世界走出现代民主困境提供了中国经验ꎮ 朱继东研究员指出ꎬ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ꎬ 是毛泽东同志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世界化的伟大历史进程ꎬ 向世界

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立、 理论自信、 理论自强和意识形态自立、 意识形态自信、 意识形态自强ꎮ
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努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同时ꎬ 大力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世界化ꎬ 彰显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意义ꎮ 湘潭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黄显中教授认为ꎬ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ꎬ 从根本上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ꎬ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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