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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思考

骆郁廷

摘 要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探

索与创新。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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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的“两个结合”根本方法，要贯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的“六个坚持”创新方法，还需要把根本方法和创新方法融

合起来，转化为可以操作、运用的普遍与特殊、理论与实践、传承与创新、批判与建构、自主与

开放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方法的创新运用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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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造新境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新时代新征程，只有从实际出发，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

法论，通过方法的创新运用，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方法，是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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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17）。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根本的方法。

坚持这个结合，就是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和推动中国的具体实践。

“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

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

决的问题”［2］（P534）。坚持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坚持从中国的具体环境

出发，适应中国的具体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化中

国的过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立足中国实践，坚持实事求是，创新发展理论，形成具有突

出特色和鲜明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这一成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崭新境界。脱离中国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抽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往往会犯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既不能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向前发展，也不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一次次历史飞跃的

过程。这一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成果，指导和推动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

不结合，那就不行。”［3］（P90）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是在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得出的精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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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

合，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伟大成就，“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4］（P18）。进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

了开创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的飞跃”［4］（P26）。历史和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1］（P17），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我们党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新时代新征程，

始终贯彻这一根本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

题”［1］（P17），才能在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根本方

法。习近平在多个重要会议、报告和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全面深入地阐述了这一结合的时代价

值、本质意蕴和方法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P18）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在于，它“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

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5］（P9）。这一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本质意蕴，说到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1］（P18），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种贯通、融合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中华上下五

千年的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坚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推

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生命更新；另一方面，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第二个结合”将中华民族的丰富智慧和伟大精神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具有中华民族特

色，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岁月洗礼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这个结

合的本质意蕴，就是要在结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1］（P18）的贯通、

融合，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创

造、再转化与再发展，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文明形态，创造既有深厚底蕴，又有鲜明特色，更有

时代特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注意探索与深化相结合的方法，要同“第一

个结合”紧密结合起来，以“第一个结合”带动和推动“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否则就不能有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旺盛活力，不能以后者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个结合”还要扎根中国实践，立足时代前沿，同新时代新征

程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使之成为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要探索和回答“时代之题”。习近平指出，要“立

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6］。马克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是反映整个人类社会最一般、最普遍规律的科学真理。因此，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一定要具备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习近平强调指出：“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

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7］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百年变局加深加快，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提出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题，实际上是“世界怎么

了”“人类何处去”“中国怎么办”三个问题的有机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站在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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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战略高度，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全面深刻地探索

和回答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时代性课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包括对中国发展时代问题的回答，也包括

对世界发展时代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总是能在回应时代的呼唤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有坚持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及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相

互影响，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四个之问”，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和世界

的互动关系，有效应对和克服外部因素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方法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推动方法

的创新，通过方法的创新来推动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呼唤方法创新。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创新，方法的创新将有力地

推动理论创新。“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

只是瞎说一顿。”［8］（P139）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要探索与之相应的新方法。当今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成

为时代赋予全党全国人民的新使命。完成这一新使命，离不开方法的创新。列宁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

的社会科学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

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

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9］（P36）。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

创造性地运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这一不断发展的活的有机体中，形成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研究方

法，通过方法的创新来推动理论的创新，深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指导和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方法创新。实践创新是最根本的，“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

有止境”［1］（P18），理论方法的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1］（P18-19）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深入领会和贯彻“六个坚持”的创新方法。坚持人

民至上，就是站稳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总结实践经验，表达利益关切，推动理论创新。广大人民的历史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只有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蓬勃发展、兴旺发达。坚持自信自立，就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开展国家建设，推进民族复兴，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研究中国的问题，并由中国

人民自己给出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成功，强化了自立，增强了

自信，但不能故步自封，要继续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就

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更好地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P20）。解决问题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8］（P109），“调查就是解决问题”［8］（P110）。只有通过调查

来发现矛盾、抓住要害、找到方法、解决问题，才能在解决时代发展的新问题中发展理论，推动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加以创新和发展，把唯物辩证法

联系的、发展的方法融入现代系统论，始终“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1］

（P20），把握事物内部联系和客观规律，为“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1］（P21）。

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1］（P21），从民族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变局的战略高度，以理论力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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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代问题，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路径。总而言之，这“六个坚持”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创新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方法具有内在逻辑。在“六个坚持”的创新方法中，坚持人民至上是

最基本的方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

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P19）人民既是实践主体，又是价值主体。只有善于从人民

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才能把经验上升为科学，推动理论创新。只有关心、聚焦和深

入研究人民群众生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条件，创造反映、表达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创新理论，使

之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和践行，才能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力推动人民群众

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实践证明，坚持实践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民至上，是新时代理论创新

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坚持人民至上的创新方法，不仅贯穿在各项创新方法之中，也是实施各项创新方

法的基础。坚持自信自立是在坚持人民至上基础上的自信自立，只有来自人民的实践并得到实践的检

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才能增强我们理论创新的自信与自立。坚持守正创新，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坚持真理，创新理论。坚持问

题导向，就是要以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更好地服务人民。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站在系统、全局、战略的高度观察分析问题，推动理论创新，更

好地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长远、根本的利益。坚持胸怀天下，也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

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关系和矛盾，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因此，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至上贯彻到各项创新方法之中，才能更好地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使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真正成为人民的理论。而只

有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也才能更好地坚持人民

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方法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贯彻好“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和“六个坚持”的

创新方法，更需要把根本方法和创新方法转化为可以操作、运用的具体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一是坚持和运用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离不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

方法的贯彻和运用。“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

（P4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是普遍规律，是反映普遍规律的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带有普遍

性，对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推动中国的具体实践具有普遍指导作用。中国的具体实际反映了中国的具

体国情、具体实践、具体需要，带有特殊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具体化”［2］（P534），按照中国的实际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不同时

代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

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并规定和制约特殊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普遍真理同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髓。马克

思主义作为反映普遍规律的普遍真理，对探索并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具有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不同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不同时代的特殊规律，就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0］（P796）同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现代

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会使中国式现代化的面目为之一新。新时代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以马克

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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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理论，指导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

条新道路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具体

实际，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沿着这条现代化新道路前进，才

能推进强国复兴的历史伟业。

二是坚持和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

发，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方法。“马

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

研究使用的方法。”［11］（P664）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更要学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用于指导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

创造。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实际上就是反对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主观主

义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写的“两论”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反对和克服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揭露和批判教条主义和

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指出这些错误的实质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主观的东西而不是从客观的

实际出发，强调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不应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说到底都是主观主义，其特征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客观分裂。反对和克服教条

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倾向的最好方法，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问题、观察问题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着的

实际出发，在对事实的分析中探索找寻解决问题之道。要以实践为基础，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找到实践中的矛盾、问题和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导和推动解决问题的社会实

践。“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2］（P382）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指导实践，“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P18），才能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是坚持和运用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离不开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方法的坚持和运用。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第二个结合”，都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

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要传承，更要创新。传承就是要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创新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的问题，揭示

时代发展新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动新的实践。恩格斯指出，“我们

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P588）；列宁强调“我们决不

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13］（P161）。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阐明，“我

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4］（P14）。“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15］（P642），

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守正基础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回答解决时代

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要求，在“第二个结

合”的过程中体现得也比较充分。贯彻“第二个结合”，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来

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扬弃式接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遗产，又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1］（P18），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马克思

主义在贯通融合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

四是坚持和运用批判与建构相结合的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要坚持和运用批判

和建构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和论战中诞生和发展的，没有批判，没有论战，没有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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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思潮的揭露和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深刻指出，“新思潮的优点

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6］（P7）。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仅在于揭露、批判和克服为旧世界辩护的

各种错误思潮，更要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个新世界。没有对旧世界的批判就没有

对新世界的发现，就没有对旧世界的改造和新世界的创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

现了新世界，创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科学的思想体系，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

器。今天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也必须要批判错

误思潮，批判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错误舆论、错误思想、错误理论、错误思潮。不批判，就不能发展马

克思主义。从方法论的创新、发展和运用来看，在运用“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和“六个坚持”的创新方法

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批判和建构相结合，没有批判就没有建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

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

展的。”［3］（P230）正确的思想同错误的思想、真善美同假丑恶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批判

和克服了错误的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正确的思想。揭露和抵御了假丑恶，才能更好地彰显和弘

扬真善美。这是思想矛盾运动的规律，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

坚持“两个结合”，就要注重批判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批判对

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批判当今世界霸权主义的倒行逆施及其为之辩护和鸣

锣开道的错误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中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六个坚持”的创新方法，要批判与“六个坚持”相违背、相对立的错误思想和错

误倾向，只有在贯彻“两个结合”“六个坚持”的过程中坚持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方法，在批判旧思维中发

展新思维、在批判谬误中发展真理，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

五是坚持和运用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要坚持和运用自主

与开放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P21），既重视中国人民的福祉利益，又兼顾世界人民的重大关切。“面对快速变化

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17］（P30）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既要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又要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既要独立自主，站在中国的立场观察、思考问题，又要有世界眼光，以开放的胸怀和国际视野来分析当代

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世界的发展。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和世界、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互动关系，把握当代中国和世界、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杂性，把握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世界

格局变化的影响和世界百年变局对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影响，揭示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

与世界互动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规律和大势，才能提出应对的中国之理、中国之道、中国之策。只有这

样，才能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发展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更大

的推动作用，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维护世界和平，塑造世界格局，营

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环境、新秩序、新机遇，推动世界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和正确方向

前进，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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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Thoughts o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Luo Yut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new journey of New Era, furthe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method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of "two integrations" of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mplement the innovative methods of the "six 

musts" that ''we must put the people first, maintain self-confidence and stand on our own feet, uphold funda‐

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adop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pply systems thinking, and 

maintain a global vis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and innovative method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specific methods that can be operated and applied, combining universal and particu‐

larity, theory and practic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and independence and open‐

nes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ory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innovative applica‐

tion of methods.

Key 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hina's fine tradition‐

al cultur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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