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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

解放”，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6 2”重要

讲话的视野非常宽广、内容非常丰富、分量非常

厚重，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围绕第二个结

合，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中要有更

加强烈的责任担当。

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高度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

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如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

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

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日用

而不觉”，是在思维模式上的“暗合”或“无意

识融通”。正是这种潜在的高度契合，才使得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自

然而然、水到渠成，才持续地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

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

迹。

二是深入发掘江南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

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之魂，文以化

之，文以铸之。”江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和精神价值。

从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进精神，到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从民为邦本、兴利济

民的民本思想，到崇文重教、礼治天下的风尚传

统，从海纳百川、开放兼容的广阔胸襟，到协和

万邦、和而不同的理想追求，无不是千百年来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正是在江南文化的

滋养下，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先声在这里发出，富

有探索性的治理实践在这里推进。为传承创新江

南文化，省委宣传部2016年启动“江苏文脉工

程”，其中13市江苏地方文化史研究编撰由省社

科联组织协调，目前接近收官；2019年由江

苏、上海社科联共同倡议发起成立江南文化研究

学术共同体，决定每年轮流举办一届江南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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