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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共鸣：遵义会议精神与龙场

悟道智慧的融合 
刘建浩 

（贵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框架，重点探讨“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及其在遵义会议精神与王阳明龙场悟道中的历史映照。通过深入分析这两个跨越时空的重

大事件，本文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与中华传统哲学智慧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思想的历史根源、理论创

新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遵义会议和龙场悟道不仅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更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养分

和哲学基础，为新时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具体范例。文章在深化对中国革命史、哲学史理解的

同时，通过探索历史智慧与现实需求的联系,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益的

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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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始

终相互促进，相互推动。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就有”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总结，被称之为“第

一个结合[1]”。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2]。这一“第二个结合”与

此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

一个结合”一起，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

重要指导方针。 

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与核心内容 

“第二个结合”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深刻洞察和战略回应，同时也是党百

年奋斗历程中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 

“第二个结合”的核心内涵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这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创新过

程，涉及多个关键要素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与普适性是这一结合的理论

基础和指导原则。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

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

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

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3]。”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适用性。在“第二

个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

用其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这不仅确保了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也为传统文化的现

代诠释提供了科学方法。 

二、龙场悟道：中国哲学的重要转折与”第二个结合”的

文化基础 

明正德三年，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这里环境恶劣，

自然条件艰苦，社会环境也十分复杂。“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

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

皆中土亡命[4]。”面对如此困境，王阳明深刻思考生死问题，并

自问圣人在此境遇下会如何应对。在一个夜晚，阳明突然领悟

了“格物致知”的真谛。这一顿悟来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情

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惊醒了身边的随从。他悟出了“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一刻，被后世称为“龙

场悟道”，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一）龙场悟道的哲学内涵 

龙场悟道是阳明对其生活经历的升华，是他超越生死困扰、

深入体悟“道”的结果。这次顿悟使阳明的思想突破了旧有的

框架，开创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实现了质的飞跃。从阳明心学

的发展角度来看，龙场悟道奠定了其心学思想的基础，成为其

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从更宏观的宋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

来看，“龙场悟道”改变了理学的思考方向，为中国实学思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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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新的道路。因此，阳明悟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其深远影响不仅塑造了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更对后世产生了

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二）龙场悟道与“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联系 

尽管龙场悟道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

与当代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理念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多元的内

在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了中华传统哲学的持久生命力，也

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宝贵的

思想资源。通过比较这两种思想,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哲

学的发展脉络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化根源。 

首先,龙场悟道和“第二个结合”都强调了主体性与实践的

重要性。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中提出的“心即理”思想,突出了人

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道德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认为宇宙的本体

和道德的根源蕴含在人心之中,极大地突出了个体在道德实践

中的主体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有着

显著的契合点。王阳明突出人心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则强

调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两者在肯定人的价值

和潜能方面达成了深层共识。”第二个结合”强调理论必须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也突出了主体在实践中的关键作用，将中国传统

的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相融合，为解决当代中

国和世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其次, “知行合一”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是连接龙场

悟道和“第二个结合”的另一重要纽带。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思想主张知识和行动是一体的,强调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

和完善。这一观点打破了知行分离的传统观念,为后世的实践哲

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 “第二个结合”也强调理论要在实

践中检验和发展,两者在本质上都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

一关系。这种统一不仅是认识论上的突破,更是方法论上的创新,

对于指导现实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龙场悟道对“第二个结合”的启示 

龙场悟道对“第二个结合”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这些启示

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也为我们在新时代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深入领

会和创造性运用这些启示，我们能够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新的光彩。

这些启示不仅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持久生命力，也为我们在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三、“第二个结合”视角下的遵义会议精神与龙场悟道智慧

的融合 

尽管龙场悟道和遵义会议在时代背景和具体内容上存在显

著差异，但它们在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上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

性。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也为

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供了深刻启

示。 

（一）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遵义会议和龙场悟道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它们

都鲜明地体现了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承的辩证统一，这恰恰是“第

二个结合”思想的核心要义。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会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

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会议所体现的实事求

是精神，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经

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创新与传承的

统一，为我们理解”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龙

场悟道则展现了传统儒学的创新发展。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中对

朱子学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开创了心学新天地，是中国传统哲

学自我更新的典范，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创新

潜力。从这两个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理论创新与文

化传承融合的重要启示。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或叠加，而

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

承和创新性发展[5]。 

（二）“知行合一”精神的现代诠释 

“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不仅在中国哲

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遵义会议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王阳明本人也以身作则，在军事、

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表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

度统一。这种将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思想，对于我们今

天推进”第二个结合”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遵义会议是“知行合一”精神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生动体

现。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充分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自觉性。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正是“知行合一”在政治、

军事实践中的运用。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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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集体带领红军转危为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会议决策的

正确性，这进一步印证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 

“知行合一”精神的现代诠释要求我们在推进“第二个结

合”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理论创新，又要注重实践检验；既要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只有真正做到

知行合一，我们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思想

武器和行动指南。这种将古今智慧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方法，正是“第二个结合”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将遵义会议精神与龙场悟道智慧置于“第二个结合”的理

论框架下，我们可以获得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诸

多重要启示。这些启示不仅体现了历史智慧与现实需求的有机

结合，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

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

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

新的基础和前提。”遵义会议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

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卓越能力，而龙场悟道则体现了中华文化自

我更新的深刻智慧。这启示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的同时，还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努力实

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文化创新。遵

义会议是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实现的理论创新，龙场悟道则

是王阳明在艰苦环境中的思想突破。这启示我们，要在新时代

的伟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能保持

理论的生命力和文化的时代性。 

（四）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王

阳明“致良知”思想强调的主体性和现实性，都给我们以深刻

启示。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研

究和解决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应对复杂多

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第二个结合”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

开辟了新境界，本文通过将遵义会议精神与龙场悟道智慧置于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深化了对这一重要思

想的理解，揭示了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

创新性的解读不仅丰富了“第二个结合”的内涵，也为探讨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本

文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重新审视遵义会议和龙场悟道这两

个历史事件，发掘了它们在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形成和中华文

化自我革新过程中的新意义。这种跨时空的比较研究方法，为

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提供了独特的洞见。

最后，通过探讨遵义会议精神与龙场悟道智慧的融合，为新时

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具体

范例。这两个历史事件在坚持理论创新、注重实践检验、强调

主体能动性等方面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为我们理解“第二个结

合”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提供了生动例证。既深化了对历史

的认识，又拓展了对现实的思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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