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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耦合关系探析＊

□唐平秋，原理铎

［摘　要］　爱国主义是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工作。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要正确认识爱国主义与党的“初心”“使命”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爱

国主义作为一种磅礴伟大的精神，在党恪守“初心”和践行“使命”的过程中会转化为强大的实践力

量，为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实践基础、信仰力量和民心基础，为党的“初心”“使命”凝聚起强大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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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的价值追求，无论身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爱国主义都是一个

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

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

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①在学术界，对爱国主义这一主题的研究也是经久不衰、成果颇丰。佘双好、

陈君梳理了“爱国”与“爱国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提出要科学认识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特征。［１］（Ｐ５２～５３）张奇峰指

出要从理性理解中重构爱国主义，对当代爱国主义时代内涵进行了理性的论证。［２］（Ｐ４７～４９）李心记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对爱国主义进行了具体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在国家目标、社会导向

和个人行为准则的统一。［３］（Ｐ２９～３１）温静从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必然趋势论述爱国主义的核心地位。［４］（Ｐ３７～３９）赵

建波梳理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要论述，并将其归纳为“五论”：爱国主题论、爱国精神论、爱国教

育论、爱国本质论、爱国视野论。［５］（Ｐ７～１０）王泽应则是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６］（Ｐ１～７）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不仅在全党范围掀起了学习的热潮，也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邹庆国、陆腾龙从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理论逻辑 出 发，为 长 效 落 实 党 的

“初心”“使命”提供制度进路。［７］（Ｐ１３～１９）秦宣、杨彬彬在论证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党的“初心”“使命”

的历史逻辑、实 践 逻 辑。［８］（Ｐ３８～４７）朱 静 芸、罗 永 宽 认 为 党 的“初 心”“使 命”彰 显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高 尚 政 治 追

求。［９］（Ｐ５～１２）邓纯东提出，在新时代 中 国 共 产 党 开 展“不 忘 初 心、牢 记 使 命”主 题 教 育 活 动 应 当 深 刻 把 握 好 历

史、实践和理论三重逻辑。［１０］（Ｐ３１～３８）王玉鹏从理论维度、情感维度和文化维度三个方面剖析党的初心和使命，

旨在增强对主题教育的整体认识。［１１］（Ｐ３４～４１）丁俊萍、许月认为深刻领会主题教育的总要求，诠释主题教育取

得实在成效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１２］（Ｐ１～１３）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目前研究爱国主义和党的“初心”“使

命”的成果均产生于各自主题框架内，爱国主义与党的“初心”或爱国主义与党的“使命”分别结合研究的成果

多是与时政话题耦合，而将爱国主义与党的“初心”“使命”二者天然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结合起来的研究还较

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强国路、圆中国梦需要将党的“初心”和“使命”与爱国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认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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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论述，在爱国主义精神力量托举下恪守党的“初

心”、践行党的“使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聚积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爱国主义与党的“初心”“使命”具有内在统一性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天下归心、凝心聚力的精神主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的光辉历史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先锋队和排头兵，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在

爱国主义这条主线中坚守和践行的，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把握爱国主义与

党的“初心”“使命”的内在统一性，首先需要掌握二者的精神内涵。

（一）党的“初心”“使命”蕴含着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以大会主题的形式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我是谁”“为了谁”？对此首先必须

明确，“我是一名中国人”。对每一位中国人而言，爱国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既是本分也是职责。中国共产

党人的爱国主义表现，从一开始就体现在党的“初心”和“使命”里。面对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积贫积弱的旧

中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肩负着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推倒“三座大山”实现“站起来”

后，在经过改革开放“富起来”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没有变，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也始终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对“强起来”这一新目标有了新

的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相统一，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兼容并蓄的世界眼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基于此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继承和发扬优良爱国传统，以爱国主义为精神黏合剂，把爱国主义与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家

国一体、小我汇聚成大我，投身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祖国统一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提出，“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

最重要的体现”。① 任何企图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诋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在理论上

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

（二）党的“初心”“使命”是爱国主义的理性聚集

爱国主义是个人对母国和本民族情感归宿的表达，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并存的情感。然而爱国主义

需要坚守理性的指导，避免滑入盲目暴力、偏激危险的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中去。李吉彬认为，理性爱国的

正确表达方式应当是剔除非理性的爱国情感，树立正确爱国意识，将内在爱国精神升华为能更好地维系国家

整体利益的理性爱国力量。［１３］（Ｐ１３０～１３１）爱国不仅有感性的表达，更要有理性的行动。郭欣认为真正的爱国态

度是理性守法的、爱国行为是符合法律边界的，而不是盲目暴力地释放个人情感。［１４］（Ｐ１２４～１２５）在现代法治社会

中，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都不能触碰法律这根“高压线”，更不允许为宣扬爱国而触犯法律。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以科学的理论滋养爱

国主义的理性之魂。同时，强化国民依法爱国的法治观念，提升制度和法治对爱国主义的保障能力，使爱国

主义有法可依、有法护航。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

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②中国共产党克服以往封闭僵化的民族偏见，克服了骄傲自负的民族自尊心，弘

扬爱国主义的同时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地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势，将爱国主义与人类解 放 事 业 联 系 起

来。更摒弃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狭隘的“忠君”思想糟粕，将人民摆放至爱国精神中的主体地位，涵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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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让全体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在新时代有了竞 相 喷 涌 的 空 间 和 条 件。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体现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的家国情怀，是

深厚家国情怀到深刻爱国理性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初心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

践行爱国主义的忠诚担当。

（三）党的“初心”“使命”与爱国主义统一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之中

党的“初心”“使命”对爱国主义的要求本质上就是要把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实际

行动。爱国主义包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境界、理想追求和价值范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继

承和发展了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跨越了几千年后依旧得到长足发展的必

然结果。毛泽东的一生为了创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①用抗击外来侵略者、保卫中国

领土主权和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报国史诗。面对改

革开放的中国存在质疑热爱社会主义的杂音，邓小平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

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

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②世纪之交，江泽民指出，

“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的强大力量。”［１５］（Ｐ５８２）胡

锦涛将爱国主义的精髓高度凝练为“八荣八耻”，在全社会范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更是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

恒的是爱国主义”。③ 可以看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对爱国主义与民族复兴的论述具有一致性，是一脉相承

的。

爱国主义具有把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并借助于具体的行动来承载其价

值凝结和实质呈现。在国弱民贫的时代，承载爱国主义的价值凝结和实质呈现的具体行动，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即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爱国主义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渴求民族独

立、厌恶军阀内战，这种意识经过升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一而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凝

聚爱国主义奋斗精神带领中国人民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向人民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是

忠诚担当的爱国者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坚持求真务实的爱国主义教育，注重思想洗礼、精

神熏陶的实际效果。深化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理论工作虚功实做、久久为功，实践工作在具象化、细微处真

抓实干，在“四个自信”中体现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性、群众性和创造性，提升全体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④ 所以，党的“初心”“使命”就是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

络熔铸、凝练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具体行动，带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并

走向“强起来”。

三、弘扬爱国主义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有力保证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凝聚奋进新时代的思想精神，在党恪守“初心”和践行“使命”的过程中也会转化为强

大的物质力量，为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实践基础、信仰力量和民心基础，成为履行党的“初心”“使命”的

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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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主义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思想基础

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中，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承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是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之一。“爱国”这一光荣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古代中国爱国

主义的内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强调的是热爱祖国、忠于国君，抵御外敌侵略，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犯我强

汉者，虽远必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体现的是中华儿女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每

当国家面临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时，就会呈现出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群雄并起、慷慨赴国景象。近代中国由于国家衰败、民族羸弱和强敌环伺的历史原因，内忧外患、任人

宰割的旧中国的爱国主义则偏重于国家解放、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解

放展开了“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豪迈气概的爱国革命运动。在这一

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不断壮大，从弱小到不断成熟，最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迅速改变中国一贫如

洗的国家面貌。改革开放后的爱国主义又主要表现为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和开放包容的精神。从枪林弹雨

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恪守１９２１年成立党组织时为实现国家

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初心，始终用实际行动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与“初心”“使命”结合起来，高举爱国主义

旗帜，继续旗帜鲜明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体党员要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加深对“初心”“使命”的感悟，做一名知行合一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四个自信”，自觉、

自主地阅读马恩经典原著、学习党史国史，涵养爱国情、强国志，切实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自觉践行“初

心”和“使命”。①

（二）爱国主义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信仰力量

爱国主义是每一位社会成员对国家最原始、最真挚的感情。中国的爱国主义根植于中国历史，也在中国

革命中得到升华，作为一种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思想精神，它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行为

准则和价值追求，也成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理想信念道路上坚定的信仰。信仰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

能激发人最深处的原动力。爱国主义信仰能将每一位社会成员对国家最原始、最真挚的感情从内心深处激

发出来，“小我”成就“大我”。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上，以爱

国主义提供的强大信仰力量为支撑，主动扛起彻底解放旧中国、实现民族振兴的大旗。正因如此，中国共产

党才能从“白色恐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顽强生存下来，星星之火形成最后的燎原之

势，结束外国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焕然一新的新中国。凭借着爱国主义提供的强大信仰

力量，中国共产党走过波澜壮阔的９９年，带领人民做成了许多过去旧中国想做但做不成的大事，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人间奇迹。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②中国共产党人

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始终牢记自己肩负的是中华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使命”，坚守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取美好生活的“初心”。把爱国主义树立为自己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扎根

人民，共建伟大复兴中国梦。

（三）爱国主义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孕育了民意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根植于人民，“使命”是为了人民，人民是我们党实现长期执政最大、最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

切的联系。”③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在日本侵略者严密的监控和残忍的迫害中顽强地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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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９４～１０９５页。



离不开人民对我们党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能快速带领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开创独

立自主和平外交局面、科教文卫多项事业都取得傲人的成就，离不开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改革开

放时期，中国经济实现迅速腾飞，离不开人民开拓进取、勇立时代潮头的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离不开人民时刻保持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可和信任。这一系列成就的实现，说到底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坚持将国家利益、以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爱国主义信仰，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爱国主义信仰成为吸引和凝聚中华民族民心的光辉亮点，为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孕育

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推进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国产客机Ｃ９１９、墨子、悟空、天眼、蛟龙号等国之重器上天

下海，和谐号和复兴号在世界风驰电掣，无不是在发挥人民主体性、首创性作用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要在

坚持贯彻党的宗旨和铭记党的性质下继续发挥爱国主义凝心聚力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热

情和社会担当，集民智、聚民心和顺民意，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四、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救亡图存、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时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身体力行参与爱国主义实践活动，凝聚全体党员的力量和人民群

众的力量，培养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接班人。

（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全体党员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也是爱国主 义 的 宣 传 者 和 践 行 者。李 心 记 认 为，党

员、干部坚守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精神追求和发挥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

人格感召力，是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爱国主义风尚的关键。［３］（Ｐ３２）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全面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的内容中去，凝聚全体党员的爱国力量。各级党组织通过组织党员同志参加“重走长征路”“再上井冈

山”等主题的红色之旅活动，带领党员同志们重温革命历史，激发党员的爱国斗志，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在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各级党支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和引领广大党员学习宣传部

门编撰的党史国史、理论读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①学懂弄通做实方能见真功

夫。推动爱国主义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强化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强化共产党员对“初

心”与“使命”的认同，培育更深厚的爱国情感，提高践行“初心”和“使命”的责任担当能力，为全体中国人民树

立光辉典范。有的党组织党员深入革命老区，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与红色革命纪念馆名家论坛系列活

动，聆听专家学者和革命老军人讲解革命先烈的先进事迹，切身感受建国７０年来我国取得的非凡成就，汲取

建党９８年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非凡智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言献策。

全体党员自觉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履行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庄严承诺。

（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

爱国，每一位中华儿女既是台下观众，也是场上主角。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

入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融入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中，发挥人民主体性作用，为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

幸福公约数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引领

全体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这面大旗的号召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汇聚合

力。宣传部门要确立爱国主义“热在基层、热在群众”的宣传思想，制作贴近人民生产生活的 优 秀 的 影 视 作

品，组织联合一批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模范等推出有深度的教育节目，通过隐性教育的方式对普通民

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依靠隐性爱国教育对人民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人民自我宣传、自我教育，爱党、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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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境界就会不断提高。《厉害了，我的国》《点赞中国》等作品充分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

精神，给予人民直观的爱国体验。《大国崛起》《大国重器》系列节目的推出，加深了全体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认

同感。电影《战狼２》《红海行动》高票房的背后，点燃的是隐藏在人民心中的爱国情怀。通过创新“微时代”的
“微传播”手段将爱国主义红色教育与网络有机结合，生动活泼开展线上线下双结合模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奏

响互联网爱国主义主旋律。人民在切身的感受中相信我们党有能力践行“初心”“使命”，在党的带领下形成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公众向心力。

（三）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培养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接班人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擎旗手。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和“初心”“使命”教育，就是培育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有生力量。１０１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由进步青年掀起

的革命救亡运动，正是由于充满革命斗志、思想活跃的青年的澎湃之力，中国革命得 以 进 入 历 史 的 转 折 点。

１００年后的中国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青年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①培养中国梦、强国梦的践行者，首先要培养青年一

代的爱国情怀。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对青年树立爱国主义信仰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要牢牢把握好青少年阶段的“拔节孕穗期”，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对爱国

主义教育和党的“初心”“使命”教育常抓不懈。② 高校要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要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要重视讲好革命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理直气壮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比重，其他专业课程；也要适时交叉融入爱国主义内容，将爱

国主义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领域、各环节，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引导青年树立坚

定的爱国情和报国志。每个时代的受教育群体都有不同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队伍要

及时掌握受教育群体的特点，根据时代特点、形势发展和现实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利用好新媒体技术丰

富和优化教学方式，将生硬的理论知识生动化。发挥青年学生主体作用，采用互动式、启发式、交流式教学，

让学生深度参与到课堂中来，亲自走到爱国主义实例中去，以身临其境、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青年的爱国主

义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守党的“初心”“使命”，把个人发展的“小我”融入整个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大我”，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因此，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党的“初心”“使命”，需要将党的“初心”“使命”放置于中国传统爱国主义

中，放置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使 “初心”和“使命”在爱国主义这面

大旗帜的感召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

斗。? ［责任编辑　廖智宏］　［专业编辑　李玉雄］　［责任校对　袁诗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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