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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工作者的爱国担当是教育强国的基
础。我们要在“两个大计”战略定位下，明确教育工作者的强国使命;在教育“凝聚人心、完善人格、
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工作目标”导向下，强化教育工作者的强国责任;在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求下，提升教育工作者的为国素质( “为国素质”是笔者对“国民素质”的具体化，是处理个人与
社会关系领域的特定素质) 。

2021年，我国将喜迎中国共产党诞辰 100周年，同时，也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我们特组织了爱国主义专栏，
专家从不同理论角度论述对爱国主义的新认识、新理解，旨在与同仁共同深入挖掘爱国主义文化宝库，深
化爱国主义精神内涵，针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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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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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年来，始终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爱
国主义在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动员、激励与感召效
应，不断铸就巨大精神优势。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结合，激发出磅礴的革命原动力;
建设时期，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彰显了新中国建设的发展力; 改革时期，爱国主义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相结合，令中国改革迸发出生命力;在国际社会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爱国主义与
新世界主义价值相结合，使民族复兴焕发出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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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年来，始终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
主义是最先进、最高阶的爱国主义，在中国不同历史境遇中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动员、激励与感召效
应，逐渐成为中华民族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实践的精神优势。何为精神优势? 简单说，就是在同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比较中，在民族精神方面，我们处于有利的形势和地位，或者超过和优越于同类
的形势。精神相对于物质发生作用的方式具有间接性，但精神可以通过人的实践转化为认识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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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精神优势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体现，越来越成为既定社会秩序下
发展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优势，就在于其在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逆境和挑战中或以精神动力、或以精神自觉、或以政
治热情、或以民族共识等独特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化解各种困境和挑战，从而走向胜利。

一、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结合:激发中国革命原动力

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和外患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
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之初，就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使命，围绕“什么主义救国，建什么样的国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中的
作用等问题”［1］，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谱写了中国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伟大篇章。

(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掌舵人形成巨大凝聚力
近代的中华民族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阙如，直到辛亥

革命前后，进步人士开始警觉并疾呼民族精神的极其重要性，自此，民族觉醒的爱国主义被赋予救亡
图存第一要义: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究竟谁能救国? 多种思潮和主义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粉墨登场，
然而，农民阶级改革派宗教迷信的爱国主义不能，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的爱国主义不能，资产阶
级改革派的爱国主义也不能。革命斗争和历史发展实践让人民选择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
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伴随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自成立之日
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成为最坚决、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为爱国主义实践的领导力量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优势。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
进步人士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探索并明确救国的根本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如何实行
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又一个重大问题。“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
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与指导者不可。”［2］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阶级觉悟，还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是赋予其崇高的组织使命，充分显示出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成为无产阶级的
柱石和头脑。因此，经过争论和探索，革命领导力量逐渐明晰，即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自
此，中国共产党接过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接力棒，以国家统一、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为己任和使命，
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掌舵人。

在领导各族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兵民是
胜利之本”思想，通过组织和团结，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积极性，军民爱国主义群
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对以往爱国主义的超越，最大限度壮大爱国主义的主体队伍，最大
可能凝聚社会的一切爱国主义力量，毛泽东曾强调: “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
中。”［3］革命取胜的关键在于人力和人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不同时期，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
了群众，始终坚持团结作战、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
将爱国主义与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实践，不但形成了
自身的强大凝聚力，还铸起了全国各族人民广泛的向心力。

( 二)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结合生成革命原动力
在了解了俄国革命历史和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践性、人民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后，中国共产

党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与爱国主义热情相结合，“这在中国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成为中国革命道德萌芽的重要标志。”［4］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英
雄气概和革命牺牲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至坚理想、至高热忱和至伟境界，激发了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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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原动力。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救国理论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意志凝聚成明确的历史合力。实践证

明，宗教迷信不能救国、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的庸俗理论不能救国，而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
命的普遍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能救中国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指导思想，如灯塔照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爱国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以思
想启蒙、文化渗透、政治宣传、社会思潮和现实斗争等多种形式，把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华
儿女团结并凝聚在爱国主义的光辉旗帜下，将分散的爱国人士、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在先进政党
的领导和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各族人民形成了对祖国未来共同的向往和理想。

其次，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将中华民族的爱国忠诚汇聚成伟大的民族精神。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再一次升华和
明确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使命，并将其注入血脉骨髓、写进奋斗纲领、融入政治实践。
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党全军和革命人民树立了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为主线的坚定爱国信念，铸就了革命的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史，就是一部信仰的奋
斗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史。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捍
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5］共产党人和先烈们为了革命
理想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尽展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感天动地的牺牲精神，最终取得
了伟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1 年到 1949 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
370 万人。”［6］世界政党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付出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来守护自己的理想
和信仰。始终做最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革命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结合后，爱国主义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形成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党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 28 年的革命进程中，不断激发出中华
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原动力，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
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彰显中国建设发展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执政党，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进入崭新的历史
阶段。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意义结构———人民
之国、政治之国和文化之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得到了真正统一，现代爱国主义实现了爱国主义与
社会主义的历史统一。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不仅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
力，还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 一) 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目标极大地团结和动员了全国各族人民
1949 年，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成立了，但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

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还没完全结束; 经
济上，千疮百孔;国际上，还存在诸多阻挠和制肘的因素，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考验。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如何建设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
不忘初心，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纲要，并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建
设新中国的目标指向。因此，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巨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共同鼓舞下，全
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中国共产党面对严峻形势，英明领导，奋发作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和实施新中国外交
方针和指导原则，没收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稳定了物价并
统一了全国财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政府顺利进行了土地改革以及包括社会改革在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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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民主改革，在国家机关进行了“三反”运动，在私人工商业中进行了“五反”运动。经过中国共
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尽力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
环境，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充足的社会条件。1953 年底，提出过渡时期以“一化
三改”为核心的总路线，在党内迅速达成了共识，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
人民共同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7］117。

在建设新中国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展新颜，生机
勃勃。全国人民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与党上下齐心投入到国家建设中，迅速为纷繁复杂的政
府工作打开了局面，人民民主政权得到人民深切拥护和推崇，农民因摆脱封建枷锁而生产积极性大
大增强，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生产热情大大提升，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接受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解除压迫的妇女和根绝烟毒的民众由衷感叹“新旧社会两重天”，海外学子掀起归国潮，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人民政府的信赖也大大提升，在反对大汉民族
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爱国思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快速形成。中华大地充满着生机与活
力，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向阳起航。

( 二) 社会主义的制度确立与建设构筑起人民与党同心同德的向心力
执行“一五”计划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聚焦于如何为社会主义发展作充分准备，1955 年

夏季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
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科学性和正确性赢得了广泛的民心和高度的认同。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
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
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地搞建设，新中国焕发出了勃勃生
机，也为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1956 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逐步健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社会
意识形态中有机结合并高度统一，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自此，国家的性质变为社会
主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维护、实现、发展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基本
价值指向。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社会
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初步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经过几年的努力，新社
会的初步发展便展现在人民面前，彰显出中国建设的强大生机和发展潜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主义是保卫祖国和建设国家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巨大的精神感召下，各族人民经历了激情燃
烧的岁月，中华大地出现了无数奠基人、开拓者、领军人、带头人，尽显极大的建设热情。创造性的
爱国实践，还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体系，如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指向、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热爱集体的道德风尚、民族平等的团结精神和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9］。
这些精神塑造了成千上万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个人典范和英雄群谱，从而筑起了人民强
大的向心力，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因为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发展后，因为敢于正视错
误、改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仍然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未曾失掉威望和民心。

三、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结合:中国改革迸发生命力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进入当代历史阶段。开创、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并具体化为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主心骨”，成为保证党和国家工作、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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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实践。
( 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起凝心聚力乘风破浪的精神旗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转折点。这次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完成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
拨乱反正，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因而实现了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
的伟大转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春潮涌
动，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国民经济，以“稳定”的战略思维率先在农村改革并取得突破，对城市经济体
制进行改革，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社会各领域发展蒸蒸日上，社会生
活呈现出新面貌。

国门初开，中国万象更新。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此后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进入大发展时代，形成了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7］193，完成“六五”计划，
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
“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初步实践了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强烈爱国愿
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真正以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
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统一起来，准确把握了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尤其
是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回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因
而，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了全党全国人民凝心聚力的精神旗帜。遵循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和爱国
主义的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意义与实效相统一，综合国力与人民幸福相协
调。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在轰轰烈烈地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爱国主义实践中，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成就，使得全国各族
人民对迸发出生命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了信心和决心，使得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全球华人
对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国增强了自觉认同，使得全体热爱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爱国者增强和
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奇迹并筑牢精神依靠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反映人民意

愿、适应时代要求，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伟大历史阶段。围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成为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党和人民团结一致，锐意创新，承载光荣
与梦想，昂首阔步，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伟大实践，“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
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0］汇聚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竭的精神源泉。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

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
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
21 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实践创
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科学地回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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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确立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1］

在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继续奋斗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对党、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
神，将祖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党的命运有机结合在一起，坚定而彻底地践行爱国主义。让
中国在“压缩的时空”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世界奇迹，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辉映共进的奇迹，取得了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维度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拓展了世界社会
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境界，开辟了一条以追求和实现人类解放为旨归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2］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凝聚力量、砥砺精神、增强自信、激发智慧和凝结共识的精
神源泉，“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凝
心聚力，提振信心，唤起亿万人民的认同，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在实
现中国梦的征途上昂扬奋进。伴随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实践而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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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是立国铸魂、兴邦砺
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精神优势，从而筑牢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依靠。

四、爱国主义与新世界主义价值相结合:民族复兴焕发新活力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发展趋势，也是中国大国崛起的重要国际环境。
全球化对爱国主义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二者之间始终存在持续且复杂的内在张力。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重新反思传统的国家利益观，深刻剖析人类共同利益
与民族国家本国利益关系，坚定坚持中国立场又葆有世界眼光，原创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这也就意味着新时代爱国主义与新世界主义价值的结合。

新世界主义主张构建“世界各地的各民族国家彼此独立、共存而又不断展开跨文明平等对话、共
建普遍性价值”。这个“世界”的本体是“世界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及包括民族国家
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所有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即全球关系，而不是某个独立于各民族国家的、超国家
的世界政治体系”［13］，简言之，世界是关系性存在，即各行为体彼此间互动，相互作用与关联。爱国主
义与新世界主义的结合，超越了中国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悲情主义色彩，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
超越了西方个体主义的世界主义，改造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是中国的价值创新和科学创新
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这样的世界观基础上提出的，其强调世界各国休戚与共、相互依
存、共建共享共赢，不断寻求价值共识、弥合利益冲突，促进和增强和而不同、互学互鉴、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流和对话，是全球治理的新智慧和新选择。以新世界主义为价值基础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践，不但充实了中国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而且重塑了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实践模式。

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新世界主义为价值取向，不断完善我国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打造覆盖全球的“朋友圈”，不仅提升了中国实力、服务了本国人
民，还兼顾谋求世界共识、服务人类发展，特别是深化了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赢得了周边国家和国
际社会对中国及中国理念的理解与认同，塑造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通过加强与不同国家和
社会组织的合作，逐步建立起多元立体的交流系统和合作网络。爱国主义与新世界主义价值的结
合，不仅使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尽显硬核实力的亮眼成绩单，彰显了制度优势，还彰显了中国的精神
性软实力，标志着中国的制度性崛起［14］，进而使民族心理从自卑和悲情色彩中走出来，不断健康而
强大起来，增进了全体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爱国主义，她以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感召力、动员力整合、团结、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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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铸成坚不可摧的精神支
柱，形成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优势，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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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Advantage: Centennial Patriot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I Murong
( School of Marxism，North 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firmest promoter and practitioner
of patriotism since its founding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CPC' s patriotism has produced a
strong cohesion，mobilization，incentive and inspiration effect，and it continuously creates a
huge spiritual advantage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and unit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the patriotism was
combined with Marxist belief to produce the majestic revolutionary driving forc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it was combined with socialist practice to present a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it is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urst into strong vitality． In the great chang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not seen in a century，and the CPC's patriotism is combined with new Cosmopolitanism to
make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radiate new vitalit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triotism; spiritual advantage; a century old
political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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