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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
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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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从 站 起 来、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百 年 伟 大 历 史 进 程 中，逐 步 积 淀 和 构

筑起了体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和体现党的本质 属 性、体 现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和 先 进 文 化 的 中 国 精 神 谱

系，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中国共产 党 构 筑 中 国 精 神 谱 系 的 百 年 发 展 历 程，其 主 要 成 就 是：历 时 态

地丰富和建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多层次地构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整体性地构筑

中国精神谱系，筑牢了中国精神支柱，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的基本经验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 为 指 导 构 筑 中 国 精 神 谱 系；坚 持 在 领 导 革 命、建 设 和 改 革 的

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继承优 秀 传 统 文 化、弘 扬 革 命 文 化、建 设 先 进 文 化 的 伟 大 实 践 中 赓

续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伟大复兴进程中以涌现的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的先进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坚

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写中国精神谱系，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壮阔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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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伟大奇

迹，积淀和构筑起体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和体现党的本质属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

文化的中国精神谱系，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和激励全

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旗帜，是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为此，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站在治国理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

方法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精神谱系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淬炼党性，坚定如磐信仰，恢宏精神伟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和民族

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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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发展历程

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振，国无精神不强。“中国精神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１］回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中继承、培育和构筑起来的中国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脊梁，“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２］，形成了中国精神的思想谱系。谱系研究

作为一种学术方法，“注重通过考据的方法，展现事物发展的系 统 性、秩 序 性 和 历 史 流 变 性”，而

“中国传统谱系研究主要呈现家族血缘、门派学缘、思想观念的起源、流布和发展”［３］，其原意通常

是家谱或事物变迁的系统。本文的“中国精神谱系”，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建构起来的以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整体架构的精神族谱。从本质上说，中国精神谱系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表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实质是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伟大成就，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精神系统。为了全面考察和描绘百年来中国精神谱系的发展路

线图，本文以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原点，以历史纵向发展为纵坐标，以横向精神元素相贯通

为横坐标，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轴，以创造、团结、奋斗、梦想等为精神基因，以爱国、敬业、

奉献、自强、革新、包容、厚德为中心 词，立 体 建 构 中 国 精 神 谱 系 总 表。同 时，为 了 便 于 编 谱 和 检

索，将采用中国共产党培育或构筑某一精神时以其缘起或发生的重要时间节点、重要地点、重要

人物、重大事件等为分类标准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期全面总结和深刻把握百年来党构筑

中国精神谱系的基本经验及其科学规律。

（一）初创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自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精神谱系的初

步形成和构筑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出发点，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

精神为主轴和最强音，在长达２８年的浴血奋战中，涌 现 出 了 无 数 可 歌 可 泣 的 英 雄 人 物、英 模 群

体，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铸就了值得历史和人民永远铭记的民族精神群谱。所以，这一时

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孕育和萌芽之期，也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孕

育之时，可称之为“扎根立魂”之初创期。这一时期以时间、地点、人名、事件命名的精神谱系有：

第一，初创期的时间节点精神谱系Ⅰ：以重大时间节点命名构筑的精神谱系。从１９２１年７
月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构筑了五四精神和“二七”精神等。虽然五四运动发生在１９１９年，早于党的

创立，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

治舞台，铸就了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根

和魂，具有奠基性意义。１９２３年，面对北洋军阀的镇压和屠杀，英雄的武汉人民在成立不久的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 了 震 惊 中 外 的 京 汉 铁 路 工 人 大 罢 工，即“二 七”大 罢 工，铸 就 了“二 七”精

神———彻底牺牲、勇往直前、不顾生死，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广大人民的英雄气概。

第二，初创期的地名精神谱系Ⅰ：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名而构筑的精神谱系，包括安源

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大别山精神、红岩精神、苏区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构筑了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牺牲。１９３５年，中国工 农 红 军 到 达

陕北，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铸就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４］，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特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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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并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不被任何险阻所吓倒，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强大

精神动力。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重庆

的红岩村、歌乐山等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生命

和热血铸就了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广大人民在同敌人斗争中

还构筑起了苏区精神、大别山精神和沂蒙精神等。这些精神都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同呼吸、共患

难，是团结、奋斗、创造精神的典范。

第三，初创期的人名（英模群体）精神谱系Ⅰ：以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向警予、瞿秋白、张

思德、刘胡兰等为杰 出 代 表 的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精 神，以 及 代 表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精 神 的 白 求 恩 精 神。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一个共产党员，

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５］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在张思德的

追悼会上提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

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６］。１９４７年，毛泽东为刘胡兰提笔写下

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构筑了熠熠生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集中

体现了共产党人及革命英烈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怕牺牲，为了革命

事业不懈追求的高度责任感、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

第四，初创期的重大事件精神谱系Ⅰ：以重大历史事件命名而构筑的精神谱系，包括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里铸就了红船精神，即“开天

辟地、敢为人先 的 首 创 精 神，坚 定 理 想、百 折 不 挠 的 奋 斗 精 神，立 党 为 公、忠 诚 为 民 的 奉 献 精

神”［７］。１９３４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构 筑 了 伟 大 的 长 征 精 神。“伟 大 长 征 精

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

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８］８－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号召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构筑了抗战精神，即“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

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

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

开辟发展新路的 民 族 创 造 精 神，坚 持 正 义、自 觉 为 人 类 和 平 进 步 事 业 贡 献 力 量 的 民 族 奉 献 精

神”［９］３３６。这些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 动 反 映，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

结一心、英勇无畏的奋斗精神。

总之，这一时期对中国精神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构筑，中国精神的种子开始孕育、发芽并渐

次生长，这是中国精神谱系之根、雏形和内核的创立时期。当然，这一时期还没有涉及“什么是中

国精神？中国精神谱系到底是什么”等问题；其鲜明特色就是以１９１９年后的时代精神为基，与中

国近代史的主线和历史主题相勾连，以弘扬爱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勇于牺牲和担当之主旋律

为主调，以爱国主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勇往直前等为精神元素构筑各类精神，高扬民族精神

的大旗，唤醒了各族人民和各阶层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英勇奋斗，唤起了一个沉睡的民族走向现

代民族的精神觉醒，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 战 胜强敌 的 民 族 自 尊 心 和 自 信 心。所 以，从 根 本 上

说，这一时期党所构筑的精神谱系，其实质是为中国精神谱系奠立了基石，树起了爱国主义的灵

魂，扎下了中国精神谱系之根，在党的百年精神生产史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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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精神谱系的探索期。这

一时期，以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中国共产党继续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不断探索构

筑中国精神谱系，可称之为“培土添新”的探索期。在中国共产 党 领 导 下，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全 面 展

开，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精神谱系的主旋律是涵养爱国奉献的奋斗精神，孕

育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六十年代精神，从而构筑起了继承和弘扬爱国奉

献、勇于克服困难的自力更生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探索期的地名精神谱系Ⅱ：以党领导革命事业的重要地点命名而构筑的精神有大庆精

神、大寨精神、“两路”精神、红旗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构筑了大庆精神———爱国、创

业、求实、奉献。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培育了大寨精神———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在建设川藏、青藏公路及养护过程中，形成和构筑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

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１０］的“两路”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广大人民群众不信邪，不怕困难，排除千难万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二，探索期的人名（英模群体）精神谱系Ⅱ：以革命英雄或先进模范人物命名而构筑的精神

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好八连精神、兵团精神等。其中，大庆铁人王进喜所展现的

铁人精神———以“爱国创业我最认真，求实奉献我最根本”为核心价值追求。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

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是共产党人伟大人格的杰出典范，

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突出代表。周恩来全面、精辟地把雷锋精神概括为：“憎爱分

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１１］

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全党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深刻地诠释了焦裕禄精神，“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１２］。这

些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崇高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人格，成为中国精神谱

系永远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品质。

第三，探索期的重大事件精神谱系Ⅱ：以党领导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项目命名而构筑的精

神有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农垦精神等。这些精神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捍卫

和平、维护新生革命政权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奋斗精

神。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了抗击美国侵略者，保卫美

丽祖国不被侵略者铁蹄践踏，不让近代以来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悲剧历史重演，进行了“保家卫

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

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

民。”［１３］构筑了集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相融合的抗美援朝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

和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精神财富。为了争取战略主动，钱学森、邓

稼先等一批科学家隐姓埋名、甘于奉献，硬是在荒芜的沙漠中让蘑菇云冉冉升起，构筑起“两弹一

星”精神，充分体现了爱国、奉献、公而忘私的奋斗精神，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邓小平说：“要提高全党同志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

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

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１４］３６９这一时期致力于爱国奉献、大公无私、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精神的培育，极大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４



（三）全面推进期（１９７８—）

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

全面推进中国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构筑起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精神谱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进程和雄健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

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第一，全面推进期的时间精神谱系Ⅲ：以重大时间节点命名构筑的精神谱系有“九八抗洪”精

神。１９９８年党中央领导全国军民奋力拼搏，抗击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相继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

洪水，铸就了“万 众 一 心、众 志 成 城，不 怕 困 难、顽 强 拼 搏，坚 韧 不 拔、敢 于 胜 利 的 伟 大 抗 洪 精

神”［１５］，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敢于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抵御重大风险挑战的敢于斗争的精神。

第二，全面推进期的地名精神谱系Ⅲ：以党领导重大事件发生的重要地点命名而构筑的精神

有小岗精神、深圳特区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上海精神、丝路精神等。这些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不变，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政治品质和强大的自我革命

精神。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敢闯敢试、敢于创新。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探

索“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对内改革的大幕，铸就了小岗精神。１９７９
年，广东省、福建省率先探索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

脚步，铸就了特区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行改

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方案和经验可供借鉴，只有开拓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彰显了改革开放的

鲜明特征，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２００８年，北京成功举 办 奥 运 会，铸 就 了 北 京 奥 运 精 神———爱 国、进 取、务 实、创 新、开 放、和

谐，空前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与他国或地区的合作、交流与共同发展，积淀和构

筑了“上海精神”和“丝路精神”。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发展体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 求 共 同 发 展”［１６］为 核 心 内 涵 的“上 海 精 神”。“一 带 一 路”倡 议 铸 就 了“丝 路 精

神”，习近平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１７］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得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及世界大

多数人的认同，巩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推动了国际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发展观、

新文明观的发展。这些精神既渗透着独立自主原则，又巩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思想共识和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第三，全面推进期的人名（英模群体）精神谱系Ⅲ：以英雄模范人物或群体进行命名而构筑的

精神有：以孔繁森、谷文昌、杨善洲、郭明义、黄文秀等优秀党员、先进个人或道德模范为代表的时

代楷模精神，以优秀群体或英模群体铸就的女排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科学

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一起敢闯敢干、无私无畏，积极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了强大的时代精神。其中，被誉为“九十年代的雷 锋”“新 时 期 的 焦 裕 禄”

“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的典范”“优秀共产党员”的孔繁森同志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具有无

比坚强的党性观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当代

雷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郭明义，几十年

如一日坚持把走雷锋道路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甘当矿石”，善小而为，追求纯粹，时时处处发挥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矢志不渝地传承雷锋精神。自１９８４年起，中国女排发扬祖国至上、顽强

拼搏、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多次在世界杯、奥运会上获得佳绩，“展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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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１８］，诠释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熔铸和弘扬了科学家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

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

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１９］

第四，全面推进期的重大事件精神谱系Ⅲ：以党领导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项目命名的精神有

改革开放精神、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汶川）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这一

时期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

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２０］几代航天人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辉煌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铸就了“两弹一星”

精神、航天精神，还培育出了北斗精神。航天精神的精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祖

国爱人民是航天精神的“根”和“魂”。北斗精神是我国航天人在建设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精神，体现了以国家为重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团结、奋斗和创新的精神。

在遇到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灾难和磨难时，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生命财

产和安全放在第一，急人民之所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扬举国同心，众志成城，舍生忘死、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极大地彰显了党的领导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２００８年，党领

导人民团结一心、抗震救灾，铸就了抗震救灾精神：“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

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２１］１２６２０２０年，在面对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

新冠肺炎疫情时，党领导全国人民“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

伟大抗疫精神”［２２］，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全球战疫合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动力，并“成为中华民族在全球战‘疫’中独特的精神标识”［２３］。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其鲜明特色是继续保持和弘扬

艰苦奋斗精神，积极培育改革创新精神和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其突出

贡献是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谱系和内核，也培育了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

中国精神及其谱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自觉和广大人民的精神解放，也使中国精神

谱系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精神大树，并绽放出绚烂的精神之花。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主要成就

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

的精神力量。”［２４］１７８中国 共 产 党 成 立 百 年 来，从 一 个 不 到６０名 党 员 的 新 生 政 党 发 展 成 为 拥 有

９　０００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直致力于中国精神谱系的建构，取得了精神生产的巨大成就，

高扬起了中国精神大旗，坚定了文化自信。

（一）历时态地丰富和建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筑牢了中国精神谱系的根和魂

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本质内涵之一。１９２１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历时态地致力于丰富和发

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谱系，包括以重大的

时间命名、地名命名、人名命名和事件命名的初创期精神谱系Ⅰ、探索期精神谱系Ⅱ、全面推进期

精神谱系Ⅲ，共计三期１２系，筑起了百年中国精神的主谱、主轴，厘清和筑牢了中国精神谱系的

根和魂，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精神生产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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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致力于构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

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８］９回溯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

小红船到领航民族伟大复兴的巍巍巨轮，靠的就是昂扬的民族精神力量，挺立起中华民族的伟大

精神脊梁。１９１９年以著名的五四运动所铸就的五四精神奠定了爱国主义精神之根，立下了爱国

之魂。毛泽东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２５］１６２邓

小平多次强调要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他在１９８２年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

“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

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１４］４０６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必须发扬五种革命精神，他谆谆

告诫：“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２６］江泽民强

调：“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是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２７］“中华民族的精

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个民族

精神，在祖国广阔 的 土 地 上 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人 间 奇 迹，缔 造 了 为 世 人 惊 叹 的 灿 烂 的 中 华 文

明。”［２８］４００胡锦涛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

中不断得到丰富，在灾难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２１］１２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

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 同思 想 基础。”［９］６３９习近平强调：“深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 强 爱 国 主 义、集 体 主 义、社 会 主 义 教

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２９］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历代

领导人都致力于培育和构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始终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旗帜，

并成为最坚定的实践者和弘扬者。

第二，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建构

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内涵，为党的精神谱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在党的十六

大报告中科学地阐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爱国主义是自古以来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深厚爱国情感，是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无论是红船精神还是抗战精神都是

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鲜明主题，成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支柱。

二是团结统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无论是抗美援朝精神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亿万人

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创造美好家园所铸就的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靠的都是团结统

一。三是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品格。无论是雷锋精神还是焦裕禄精神都充分展现

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宝贵精神品格。四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和与时

俱进等精神特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爱好和平是展现了国民的性格、价值观念和

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质。

第三，新时代创造性地揭示了民族精神构 成 的“四大支柱”。２０１８年３月，习近平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回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深刻揭示了伟大民族

精神构成的四大支柱———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撑起了民

族精神谱系的宏伟大厦。具体而言，一是伟大创造精神。中国人民具有优秀的创造禀赋和可贵

的创造品质，蕴藏着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奋斗的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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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固化了丰富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成为中华儿女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高度的政治自觉，体

现为使命、责任、担当和创造，这种自觉看似无形，却能在面对磨难的关键时刻显现出强大的精神

力量。二是伟大团结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 团 结 精 神的 民 族。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华

儿女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形成了伟大的团结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层

次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基因。三是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品质沉淀

固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体现为革故鼎新、自强 不 息、无 私 奉 献、共 克 时 艰、敢 于 斗 争 的 精 神 品 质。

伟大的奋斗精神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政治本色、价值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力量的集中

显现，一直激励人们迎难而上，努力奋斗。四是伟大梦想精神。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伟大的创新精

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

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这种梦想和创新精神深深地蕴藏在“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之中，创

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量子卫星等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

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敢于梦想、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多层次地构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擎起中国精神谱系的时代火炬

时空变幻，精神永存。每一个时代都有展现其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诉求和价值追求的伟大精

神，推动时代发展和进步。从本质上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之

一，它与民族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紧跟时代步伐，从荒芜到繁盛、

从贫穷到富裕，带领广大人民开拓宏大的事业，靠的就是始终照亮前行道路的时代精神火炬。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层次地构筑起了具有科学内涵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求真

务实、勇于探索、甘于奉献，支撑起了中国精神谱系的又一 主 轴，体 现 了 当 代 中 国 人 民 的 精 神 风

貌、精神状态和共同精神品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凝练出具有每个时代精

华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赓续和弘扬。历史证明，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红岩精神、

延安精神到大庆精神、小岗精神再到“两弹一星”精神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改革创新精神基因和精

神底色，并被我们党一直保持和发扬。其中，红船精神就是党的改革创新精神之源，也是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在我国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构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夯实了中国精神谱系的主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在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成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

前行、攻坚克难的内在精神动力。邓小平曾号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

来’”［３０］，中国人民硬是探索和开辟了一条世人或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在伟大的实践中铸就了

小岗精神、深圳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充分展现了党和人民每迈出一步都要有开拓创新的

精神，每攀登一个新的高度，都需要有超越过去的勇气，高扬起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精神旗帜，

体现了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求真务实、勇于探索、敢于攻坚克难、开拓创新

的时代精神品质。

第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丰富和发展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更是一路相

随，催生出气势磅礴的前进动力，也是满足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动力。新时代，一方面

要赓续和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铸就新时代的井冈山精神和新长征精神。习

近平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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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

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３１］另一方面，在新的伟大征途中，要继续丰富和弘扬劳模精

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

断构筑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谱系。

（三）整体性构筑中国精神谱系，为恢宏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着力提高文化软实

力，增强文化自信，加快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育步伐，提出了中国精神这一命题及其主体

结构，明晰了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理论精髓，整体上构筑起了中国精神谱系的宏图，为中国梦

提供了精神动力。

第一，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凝聚了党的历代中央集体的智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

阶段凝练、概括出不同时代的中国精神的内容和具体名称，不断培育、弘扬和升华中国精神的主

张。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

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２５］２８５刘少奇说：“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

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３２］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的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江泽民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２８］５５９胡锦涛指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

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９］６３９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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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由此可见，中国精神是凝聚了党的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和思想结晶，共同

为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建构了精神大厦，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精神坐标及其谱系。

第二，新时代，党成功凝练和提出了“中国精神”的伟大理论命题。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７日，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国梦要弘扬中国精神，这是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精神”这一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党在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方面取

得的创新性成果。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

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 增 强 团 结 一 心 的 精 神 纽 带、自 强 不 息 的 精 神 动 力，永 远 朝 气 蓬 勃 迈 向 未

来。”［３３］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 伟 力，时代精神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深化改革的精神

动力。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国精神构成的主轴，也是中国精神的主体结构。民族精神

集中反映了以华夏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和性格气质等方面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具有很

强的民族独特性；中国精神反映了中国公民对国家政权性质、权力运行方式、政策法律制度、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带有极强的政治导向性。无论是民族精神还是中国精神，

都是对特定人群集合体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反映。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伟大的民族精神

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支撑中华民族风雨无阻、坚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是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由此可见，中国精神是随着民族

精神的发展而发展，也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而发展，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才能为中国精神谱系的枝繁叶茂提供丰富的养料，进而促进中国精神谱系的兴旺发达。

第三，中国精神是党的治国理政、兴国强国之魂，实现中国梦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党的治

国理政、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国梦是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和共同价

值追求。“从中国梦的内涵看，国家富强规定了中国精神的社会理想，民族振兴规定了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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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愿景，人民幸福规定了中国精神的根本归宿，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的治国理政方略，展示出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３４］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

民族复兴、推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大战略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和未来国家的发展

走向，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治理具有形塑和精神引领的作用。所以，实现中国梦需

要广大人民群众弘扬中国精神，凝聚磅礴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壮阔前进。

总之，中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中的升华，成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

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主航道里跳动得最为激昂耀眼的浪花；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展示，是当代中国精神中的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的源头，

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的中国精神的先进内核和宝贵精华”［３５］。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在带领人民进行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中，构筑了善于团结和奋斗、勇于创造和创新、敢于梦想和斗争的伟大中

国精神家园，涵养了多姿多彩的精神谱系，铸就了凝心聚力的兴国强国之魂，熔铸为中国共产党

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党的政治优势和重要法宝，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为指导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既高度重视物质生产，也高度重视精神生

产，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马克思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

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 料，因 此，那 些 没 有 精 神 生 产 资 料 的 人 的 思 想，一 般 地 是 隶 属 于 这 个 阶 级

的。”［２４］１７８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需要理论为指导，始终坚

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不变，一直致力于在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为指导，注重精神上建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强调：“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

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２４］４２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实践中加强了党的全面

领导，一刻也不放松精神生产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政治堡垒。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发挥中国精神伟力的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铸就了

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改革开放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为代表的时

代精神，这些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筑了以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创新为中心词的中国

精神谱系。正是在这些精神的鼓舞下，无论中华民族在遇到什么重大的艰难险阻或重大磨难时，

总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一盘棋，上下齐动员，团结一心，英勇奋战，汇聚起全国亿

万民众的强大正能量，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为某一社会目标或战胜重大磨难坚定

信心和决心，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和重要法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和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需要理论为指导，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生活的美好需要。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

需要，在不断地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此，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构筑的中国精神谱系，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通过对坚定理想信念和崇

高的道德风尚的精神形塑，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从总体上看，中国精神谱系具有崇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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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等，都贯穿了一个不灭的理想信

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胡锦涛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３６］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坚定的理想信念都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党的精神谱系之“魂”，也

是党构建中国精神的根本优势和核心内容。这个鲜明的政治信仰从红军将士们用生命和热血铸

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人民的好公仆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精神中得到了充分诠释，不断指引

广大人民群众走好今天的新长征之路。

第三，坚持发挥党的精神指引优势。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探索、领导革命事业、民族解放运

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始终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指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无产

阶级政党，不仅善于从政治上加以领导，也善于从精神上加以领导，并善于将政治领导、革命运动

和精神构筑融为一体，努力将中国精神的建构融进正义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之中，体现党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勇担历史的重担和民族解放之使命，领导人民不

断继承和构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不断弘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无私

奉献和团结精神；不断赓续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奋斗精神，积极培育迎难而上、敢于斗争、敢于创

新的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二）坚持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在长期奋斗中继承、培育和构筑起中国精神谱系，

是兴国强国之魂，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取得了丰富的

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坚持在带领广大人民争取民族 独立 和 解 放 的 伟 大 斗 争 中 挺 起 了 民 族 的 精 神 脊 梁。

近代历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抗争就是希望。面对历史的抉择和民族的呼唤，党担负起了“一唱

雄鸡天下白”的神圣使命，培育和构筑了爱国、团结、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铸就了兴国之魂。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领导人民熔铸锻

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由此去感召和凝聚最广大群众，形成强大的力量，指引人民

开拓前进。”［３５］中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之一。

第二，党坚持在带领和指引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

谱系。百年来无数共产党员和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百

折不挠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抗 争 精神 永 放光 芒，这种 精 神 一 直 被 中 国 共 产 党 继 承、弘

扬，这种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和精神内核成为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生生不息的血脉流淌和鲜活素

材，需要不断地凝练、培育，使之成为指引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党坚持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百年

来党领导广大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伟大的成就，开创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 离 不 开 伟 大 精 神，需 要 不 断 地 弘 扬 和 传 承。２０１８年５月２
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讲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一代一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３７］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凝聚新的伟大时代精神，不断谱写新的中国精神。

（三）坚持在继承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的伟大实践中赓续中国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取得了丰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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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坚持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藏和精神追求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包含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核心思想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

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

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求 同 存 异、文 以 载 道、形 神 兼 备、俭 约 自 守 的 人 文 精

神”［３８］等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构筑精神谱系的主要血脉，是滋养

中国精神谱系的沃土，蕴藏着丰富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个人品质和顽强意志的锤炼等共同价

值取向、坚强的个人意志品质、舍生取义的行动取向等精神基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表达了对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奏响

了爱国奉献的主旋律。“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思维，影响着党的领导集

体的行事风格与执政理念”［３９］，这些思想文化在代际传承中赓续精神谱系世代相传、历久弥新，

既为构筑中国精神谱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赓续中国精神谱系提供了活水之源。

第二，党坚持在领导革命文化建设中注重红色基因的提炼和传承。党在领导革命的征程中

所构筑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积淀着丰富多彩的红色历史、红色文

化、红色遗迹等红色基因，这些共同形成的政治优势和精神力量，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激活，形成了

党领导人民精神上的极大主动，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如“右玉精神”激发出的“两山精神”，焕发了

生态文明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神动力；井冈山精神留给我们跨越时空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是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３１］。“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

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

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 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８］９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党和人民都要永远传承中国精神谱系中的红色基因，以红色文化的精神基因

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党坚持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中，我们党不断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和教育强国战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内核上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

化和价值观培育是壮大国魂和民族魂，促进党和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的根本，是强基固本的

战略工程”［４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通过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期刊、书籍、音乐等

大力宣传和弘扬当代道德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青年或英模群体，展现优秀党员和英雄模范

们面对困难时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体现了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冲得上去、挺得下去

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充分体现了当代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的精神品质和民族伟力。

（四）坚持在伟大复兴进程中以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先进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从崇高的政治品质与道德义务统一的高度来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革命人物、先进个人和英雄模范群体，他们的言行、

革命精神品质引领时代价值追求，鲜明地体现了党的纯洁性和以德治国的高度统一。为此，形成

了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的生动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的又一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坚持从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英雄模范群体对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不

懈追求中凝练和活化中国精神谱系。“党从来不掩饰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性，任何时候都

是立足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谋划事业发展。”［４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领导革命事业、民族

２１



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史中，共产党人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前赴后继地坚

信共产主义的崇高追求、无怨无悔地忠实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李大钊到毛泽

东、周恩来、向警予、方志敏、雷锋、孔繁森、谷文昌等，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爱国之情成

为中国精神谱系之魂，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团结、奋斗、奉

献、创造的精神典范。

第二，党坚持从以人名或英模群体的崇高道德品质中彰显出的真善美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极大地彰显了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先进共产党员及英模群体都致力于对“真善美”的价值追

求，铭记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镌刻了党领导各族人民对道德上的真善美的

价值取向。在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

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

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和革命精神，表现

了共产党人和英烈们的政治品质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三，党坚持从伟大复兴进程中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自１９９８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特别是优秀青年在抗击重大灾难而形成的抗洪精神、汶川抗震救灾精

神、抗疫精神等蕴含着团结一心、友爱互助、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宝贵精神品质。“这

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元素，无不是人民英雄在国家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创造的”［４２］，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 时代要求，集中彰显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广大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尤其是８０后、９０后、００后青年们继承革命精神基因，在磨难面前不屈服、不

低头，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韧不拔的责任心和大无畏的时代精神。

（五）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写中国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

写中国精神谱系，推动中国精神谱系与时 俱进的发展，做 到 文 明 互 鉴、与 世 界 同 步，弘 扬 中 国 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注重强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全

国人民团结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４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优秀民

族，每当灾难降临之时总是能激发起全国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东南西北，总是临危不惧、

挺身而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空前高涨。这些力量

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有抗战精神、沂蒙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大庆精神、大寨精神、抗

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在新时代有抗疫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制度优势和领导优势，带

领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使同胞一

次一次地从灾难中站起来，从苦难中走出来，使中华民族渡过难关，这种团结向上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不仅显示了党和人民的强大组织力量，也不断固化和沉淀为中国精神谱系的强大精神基因

和力量支撑，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伟力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民族自信心，成为中华民

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源泉。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世界认同相统一中建构百年精神谱

系，不断强化了对世界和人类共同责任的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

伟大的梦想，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先进青年

们的终身梦想和未竟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面对未来的政治宣言。”［４４］爱国、担当是

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文化内核密码，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和核心，担当更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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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标识。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的“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战胜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

生动诠释了中国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同，

为促进世界人民团结抗疫和推进世界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结　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生动地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

挺立的是民族的脊梁，昂扬的是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精神，而是我们党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不断加强对精

神生产和精神指引的领导，逐步建构起的一个具有整体架构的中国精神谱系（见表１）。
表１　百年中国精神谱系总表

时代 分类 精神名称

初创期Ⅰ

时间名谱系 五四精神，二七精神……
地名谱系 安源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苏区精

神……
人名谱系 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刘胡兰精神……

事件名谱系 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

探索期Ⅱ

时间名谱系 （暂缺）

地名谱系 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红旗渠精神……

人名谱系 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好八连精神，兵团精神……

事件名谱系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农垦精神，西迁精神，两路精神，右玉精神……

全面推进

期Ⅲ

时间名谱系 九八抗洪精神……

地名谱系 小岗精神，深圳特区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上海精神，丝路精神……

人名谱系 孔繁森精神，女排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

事件名谱系 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疫精神……

　　如上表所示，中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逐步构筑起的以爱国主义为魂，以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为两大主轴和支柱，以时间命名、地名命名、人名命名、事件命名的若干精神元素，共

同构成每一时期的精神族群和精神体系。可以从纵向的时段分为初创期精神谱系Ⅰ、探索期精

神谱系Ⅱ、全面推进期精神谱系Ⅲ，也可以从横向的角度分为时间命名精神谱系、地名命名精神

谱系、人名命名精神谱系、事件命名精神谱系，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立体架构的中国精

神谱系。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精神谱系深刻地诠释着党的初心和使命，镌刻着党领导人民的价值

追求和价值取向，彰显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铭记着党和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它既展

现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的繁衍生长规律，又展现了每一个时期时代精神元素的蓬勃发展；

中国精神谱系彰显了中国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感召力和创新力，它既昂扬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精气

神，也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柱；也彰显

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我们坚信，中国精神谱系承载的巨大精神力量，

必将会激励中华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参考文献：

［１］　邹绍清，金更兴 ．试论中国精神及其在疫情防控中的升华［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２０２０（４）：９０－９６．

［２］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４．

［３］　张慎 ．传统谱系学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１３３－１４２．

４１



［４］　戴焰军 ．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Ｎ］．光明日报，２０２０－０８－０５（６）．

［５］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５９－６６０．

［６］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０４．

［７］　习近平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２）．

［８］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９］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０］　习近平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６０周年作出重要批示 强调要弘扬“两路”精神 助推西藏发展［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８－０７（１）．

［１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６册［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８８．

［１２］　习近平 ．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Ｊ］．求是，２００９（１０）：３－６．

［１３］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９３．

［１４］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５］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３０．

［１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４４０．

［１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５０６－５０７．

［１８］　习近平在会见第３１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示 中国队加油！中国加油！［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８－２６（１）．

［１９］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１１．

［２０］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１２－１９（２）．

［２１］　胡锦涛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２］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１２．

［２３］　邹绍清，杨敏 ．抗疫精神的硬核要义、时代价值及世界意义［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２０（１５）：１５－２０．

［２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５］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６］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４６．

［２７］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６８．

［２８］　江泽民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９］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４３．

［３０］　习仲勋文选［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８２．

［３１］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 祝全国各族人民健康快乐吉祥 祝改革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１）．

［３２］　刘少奇选集：上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１０．

［３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０．

［３４］　温静 ．中国梦视域下当代中国精神的形塑与建构［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１）：５４－６１．

［３５］　陈晋 ．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６－０６－２９（１）．

［３６］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５０．

［３７］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２）．

［３８］　谭宏 ．昌明国粹 立德树人———思想道德教育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Ｊ］．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０（６）：１１２－１２１．

［３９］　王梅琳，张英魁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进路———百年学术史回顾与展望［Ｊ］．探索，２０２０（１）：１６６－１７７．

［４０］　邹绍清 ．论大数据嵌入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战略契合及思维变革［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５（６）：８４－９２．

［４１］　白显良，黄蓉生 ．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及其当代启示［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３９－４６．

［４２］　代金平，卢成观 ．新时代英雄精神的文化底蕴、实践基础和理论价值［Ｊ］．探索，２０２０（２）：１８３－１９２．

［４３］　邓磊 ．画好三个同心圆：凝聚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Ｊ］．探索，２０２０（４）：１８２－１９２．

［４４］　邹绍清 ．论五四精神与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８）：４０－４６．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ｈｔｔｐ：／／ｘｂｂｊｂ．ｓｗｕ．ｅｄｕ．ｃｎ

５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ＺＯ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１）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ｐ，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ｃｈ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ｌ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ｒｉ－
ｏｔ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　ｍｏ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ａｔ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ＨＥ　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１６）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ｔ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ｍｅｔｔｌｅ，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
ｖｅｒ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ｆｔｅｒ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ａｓｋ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ＣＰＣ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ｄｒ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ｈａｒ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ｌｏｆｔｙ　ｉｄｅ－
ａｌｓ；ｔｏ　ｓｔａｙ　ｔｒ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ｔｏ　ｐ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ｌｙ，ｐｒｕｄ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ｗ　ｏｕｒ　ｍｅｔｔｌ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ｏｄａｙ
ＦＥＮＧ　Ｙａｎｌｉ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ｃｈｅｎｇ（３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ａｃ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ｒｏｆｉｔ－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ｐｅｏｐｌ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ａｙ　ｆｏｒｅｓｅｅ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Ａ　ｎｅｗ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ｒｉｓ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ｆｔ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ａ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ｇ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ｇ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ｕｎｉｔｅｄ．

５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