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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创新理论对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的时代化发展

奚洁人

[摘　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六个必须坚持”是党的创

新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其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同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间具有守正创新的逻辑演进关系，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是

新征程上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思想方法论典范。对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丰富实

事求是的时代内涵；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化群众路线的执政意蕴；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坚挺独立自主的精

神风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历史贡献

和时代意蕴，这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式，对于新征程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篇章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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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

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1]

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

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新篇章。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

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理论创新必须讲新

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2]“六个必须坚持”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

体现，其中，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

持问题导向正是“不丢老祖宗，又讲了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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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具有守

正创新的逻辑演进关系，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又为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注入了丰富时代内涵，让毛泽东思想

活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中。

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丰富了实事求是的时代内涵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实事’就是

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

究”。[3](p.801)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有三点基本

内涵：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必

须尊重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只有深入实际才

能认识事物，找到事物的发展规律。二是反对

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此，毛泽

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

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pp.115-116)在

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三是肯定和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强调：“必须使各级党的

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

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

著标志之一。”[3](p.1094)因此，他把“实事求是”作为

中央党校的校训，旨在敦促领导干部坚持和发

扬这种优良作风。

实事求是精神包含了鲜明的问题意识。

一是从哲学高度运用事物矛盾的观点揭示了

问题的本质。毛泽东说：“什么叫问题？问题

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

里就有问题。”[3](p.839)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对待现实中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对待问

题，“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5](pp.110-111)

三是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和方法。

对此，毛泽东有句名言：“调查就像‘十月怀

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

决问题。”[4](p.839)四是要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矛

盾和问题。毛泽东强调，“不是回避问题，而是

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

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路线”，[6](p.201)而“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

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4](p.306)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是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更加突

出了必须从实际出发回应时代之问、把握时代

问题，回答时代课题的明确要求。习近平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战略高度守正创新

地阐释了实事求是。

第一，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

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的’。”[1]同时，他突出了“有的放矢”的时

代要求：“不能刻舟求剑，不能守株待兔，也不

能叶公好龙啊。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之

‘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7]第二，习近平

突出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真理观的时代意义。

他指出，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

展真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

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

真理光芒”。[1]第三，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的马

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事关党性强弱的重要

问题。他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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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8]第四，习近平首次在党的历史上强调实

事求是原则是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本领。他指

出：“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

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

心、付诸于行。”[1]这些论述对于将实事求是原

则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历经百余年奋斗，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

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此，

必须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

务，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和研究解决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

路上碰到的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难

题，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习

近平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

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

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

论创新。”[9](p.12)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

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p.203)坚持

问题导向，就是要回应时代的呼声。

第一，党的创新理论的“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一是强

调问题的普遍性、客观性。习近平指出，要

“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

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

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1]二是

强调问题的时代性、现实性。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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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回答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

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12]三是

坚持观察解决问题的辩证法。习近平强调，

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善于从繁杂问题

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

物的趋势性、从偶然问题中认识事物的必然

性”，[13]即强调要透过问题发现规律、把握趋

势、认识必然。第二，要增强问题的战略意

识。习近平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强

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 [14](p.26)所

谓问题的战略意识，就是面对现实中的诸多

问题，要善于认识、把握和着力解决具有时代

特点和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

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

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2]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性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

思路新办法。第三，强调问题导向是理论创

新的根本任务，这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

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回答并指导解决

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习近平强调：“坚

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

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

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

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9](p.20)这是因为一切划

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2]是

实事求是地科学解答时代问题、总结时代经

验、凝结时代精神的思想精华。

二、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强化了群众路线的执政意蕴

党的群众路线及其精髓，就是“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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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是我们党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主

要立场观点方法：一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

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根本力量的马克思

主义群众史观。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强调：“只

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

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

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

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p.1096)二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一切为了

人民的价值立场。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队

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3](p.1004)党要服务群众，也要教

育群众、组织群众，党必须“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才能赢得胜利。党员干部要虚心向

人民群众学习，先做学生，再做先生。三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

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

法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凡属正确工作的领

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

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

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p.899)四

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毛

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

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

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

出发点”。[3](pp.1094-1095)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为

群众路线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使群众路线成为

守护人民江山的制胜法宝，强化了群众路线的

执政意蕴。

第一，对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唯物史观基

本原理的守正创新。一是坚守人民是历史创

造者的观点。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同时指出，“只有坚

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

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

而不胜”。[1]二是提出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共同创造历史的重要观点。习近平指出：“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

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15](p.7)他强调：“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16](p.17)三

是更加强调尊重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和保护人民群众在改

革开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因

为，“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

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

力”。 [14](p.25)第二，坚守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

政，执政为人民的执政观。习近平强调，要始

终牢记“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

政最深厚的根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5](p.11)

因此，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守住人民的江山，

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党执政：在价值目标上，

要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在权力观上，要“始终保持对权力

的敬畏感，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

权、廉洁用权”，[17]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在政

绩观上，“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

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必须牢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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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7]第三，强调要走好党的

理论创新的群众路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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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近平强调，党的理论“无不源自于人

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因此“继

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线”，要更

加“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

慧”。[2]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群众，不仅要使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更要使之成为“人民所喜

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2]第

四，坚持和运用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努力“把党的正确

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

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第五，把群众路线

看作党的生命线，强调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作风，牢记“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

群众”，[18]以筑牢党执政的坚实根基。第六，坚

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工作的根本标

准，让人民做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的最终

评判者。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

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

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

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

三、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坚挺独立自主的精神风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

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

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8]

第一，独立自主思想萌发于在中国革命

道路探索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把

握和对教条主义的深刻反省。早在 1930年，

毛泽东就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

志了解中国情况”“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

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定。”[4](p.115)但我们

党一开始不懂得这条真理。因此，毛泽东后

来回顾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

开始的。”[19](p.339)第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是针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切经过统一

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我

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

又独立”；[5](p.540)二是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

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

济封锁，给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造成了极

为严重的困难，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

展大生产运动，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第三，新中国成立

后，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长期的政治经

济封锁，加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从中国

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迫使我们不得不依靠自

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搞建设”——成功发射

“两弹一星”，就是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最好

证明。第四，从革命时期就开始的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概括地讲，独立自主：一是反对任何形式

的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

革命和建设道路；二是面对世界上任何大国、

强国和富国，始终没有奴颜婢膝、卑躬屈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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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政治自信；三是不怕困

难，不怕封锁，敢于斗争，坚持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四是在各种统一

战线中和合作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原则，牢

牢把握自主权、主动权；五是坚持独立自主的

对外政策，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坚持把战

略重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精神

风骨，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淬炼而成的。“必须

坚持自信自立”，具有坚定自信，自立自强的鲜

明理论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对独立自主原

则的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依靠

独立自主精神，自信自立地开创了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不仅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由之路，也为人类的进步发展提供了中国方

案，拓展了独立自主的世界意义。

第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

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

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

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

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

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2]对于这种自信

自立的独立自主精神，习近平多次强调，在新

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

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1]第

二，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是针对积

贫积弱、受压迫欺凌的中国，主要解决中华民

族要“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的

话，那么，自信自立要解决的是让中华民族“强

起来”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因此，自信自立对独立自主的守正创新，

是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转型和升级，其不变的

精髓，就是坚定自信、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其

鲜明的时代内涵和特征：

一是坚守政治信念，坚定道路自信，增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自觉和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强调：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

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

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2]这一

重大原则，就是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

精神标识。

二是坚定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以增强自

立自强的理论底气和文化根基。“两个结合”，

“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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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

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2]习近平强调，“‘结

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

的最有力体现。因此，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要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

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20]

三是坚守强国之志，坚定战略自信，加快

实施强国战略。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把高质

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首要任务；面对西方大国的围堵打压和高科

技封锁制裁，必须把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方针。正如习近平所强

调的，“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

之要”，我们必须“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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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21]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12]

四是坚定历史自信、文明自信，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

性、和平性，坚持文明自信，既坚持文明的自主

性，也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坚持自信自立，世

界“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

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注入动力”。 [22](p.3)我们坚持“两个结

合”，独立自主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

此引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就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步提供了精神指引。

总之，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必须坚持守正创

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的历史贡献和时代意蕴，这是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式，对于新征程上不断谱

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重要

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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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ly Grasping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Promoting party construction as a great project and constantl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and guideline of the Party's 
management and strict intra-party governance is a great innovation of the CPC as well as a magic weapon for building up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 
To make the Party stronger, and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foothold and focus of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lies in its comprehensiveness and strictness. As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and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s 
always on the road, we, never be tired or weary, must persevere in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and strengthen our 
ideals, beliefs, team building, principal responsibilities, and supervision. To advance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incessantly win the people's support, consolidate its long-term ruling position, and continue to lead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with the Party's 
great self-revolution. (An Yu-fe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Civilization narrativ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uidance of philosophy as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the time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is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inly 
represented by Comrade Xi Jin-ping,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China's civilization narrative in the new era. To examin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epth, historical thickness and practical validity , we should 
scan culture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namel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beyond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in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at is, to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ird, we should observe China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which means 
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building a modern civiliz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ealizing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fourth, we need 
to take a broad view to the world, namely, to adhere to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seek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uman development. (Guo Qing-song)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An Ontology of Threefold Dimensions：：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is so lofty,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that it must be deepened to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ontology in order to achieve deeper comprehensio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embodies a 
threefold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First, the context of Xi's cultural thought is a response to the three erroneous cultural trends: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ulture, the inferior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ultural closure. Xi Jin-ping's summary of the five-fol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suggests that Chinese culture has long reached a philosophical height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solemnly proclaim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first 
to touch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effectively refutes the three erroneous arguments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non-scientific, non-philosophical, 
and non-rational. The proposal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as a strong realistic orientation, providing a powerful theoretical weapon for 
striking back against the typical nihilism such as historical nihilism, cultural nihilism and ecological nihilism. (Wang Ping, Liu Xue-li)
Modernizing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rough the CPC's Innovative Theories：：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ass line, 
and independence are the three main aspects of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six principles to adhere to" primarily embody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CPC's innovation theories. The necessity of adhering to the people first, adhering to self-confidence and self-
reliance, and adhering to the problem-oriented logically evolved from the three basic aspects of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former enriched the latter with rich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an ide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odel of writing a new chapter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enrich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the 
mass lin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self-confidence and self-sufficiency, and strengthen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To apply the 
Party's innovation theories, we must adhere to the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and thoroughly study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 important way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Mao Ze-dong Thought, the practice is of grea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stantly writing a new chapter of 
localiz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m in China on the new journey. (Xi Jie-ren)
Mao Ze-dong's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Liberation War Period: An Example-Based Analysi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inly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continued to adhere to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realizing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meanwhile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this period, Mao Ze-dong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with the ideal of communism, enrich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 
concept of "people", and flourished the dignity and backbo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anti-imperialist ideology. He 
also renew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a new life when encountered with a wise monarch" with the modern spirit of self-
reliance, inspir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win the victory with the ancient Nanyang military heroes, and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tactic 
of "not pressing the defeated enemy" into the strategic idea of "courageously demolishing the defeated enemy" which guid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n the revolution to the end.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ded a mighty touch to the epic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War. (Liu Shu-lin)
Mao Ze-dong's View of Knowledge and Action：：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Mao Ze-d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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