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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百年奋斗历程，赤诚的爱国土、爱国人、爱国文之爱国情

感与救中国、建中国、强中国的价值追求交融互渗，发展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内

容，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价值追求的爱国主义理论、类型和精神，从而不仅极大地光大了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内容、义理和层次，整

体上开启了人类爱国主义发展的崭新篇章，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面貌均发生了巨

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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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宗旨和价值追

求，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崭新形态的爱国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而极大地重塑和发展了民族精神，使民族

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

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面貌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追

求及其中国化发展，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坚守，对人民幸福民族复

兴的孜孜以求和不懈奋斗，以自己对祖国国土、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超乎寻常的热爱，对国家命运和前

途感同身受的忧虑及其由此所生发起来的拯救中国、建设中国和振兴中国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不仅

使自己成为最彻底、最纯粹、最崇高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也确证着自己崇高的党性和优秀的党风，赢得了

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追随和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融理论求索、行为实践和精神弘扬于

一身，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之大成，彰显出科

学的义理、先进的内涵、崇高的价值和动人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和世界诸国爱国主义

发展史上一座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高峰。

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演绎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成为救国救

民、兴国兴民、富国强民的精神旗帜和价值引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定和中

国化的伟大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实践和武装自己，

而且也形成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优良

传统和学风，形成并发展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使中华民族爱国主

义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先进理论的科学武装，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和灵魂的全新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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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因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产生了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

的诸多爱国主义的人物、理论和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

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

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这些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努力及其实践

求索最后都招致无情的失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

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② 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之所以行不通，不仅

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而且在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法给予一个要从帝国

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以真正的理论武装和实践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力量和

政党的突出之处，在于意识到解决中国的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及其复兴问题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武装，

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资本主义作出深刻批判的同时，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学说，受到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青睐、认同和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定和中国化探索锻造

出的恰恰是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兴国兴民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作为救国救民、利
国利民、兴国兴民的武器，既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先进性密切相关，又与中国近代以来

诸种救国救民的理论和道路总是、行不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密切相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有科学理论的武装且更有适

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所以能够站在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高处，站在

时代前沿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上思考如何救国、如何建国和如何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也整体上

提升了自己的理论素养和马克思主义品质，不仅使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而且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核心。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爱国主义，经历了一个理论求索、精神内化和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过程; 也是从历史上的救国理论吸取教训，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信

仰，并使之契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的理论创新和

实践发展过程。
第一，求索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或文明路径的发展使然。
20 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都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危机，人们对封建

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生了双重失望。伴随着近代民主革命而开展的道德革命将矛

头直指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1905 年废除科举取士，切断了儒学与功名仕途的联系。1911 年辛亥革

命，宣告了制度化儒学的终结。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而著称于世，

使传统文化深陷困境。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等人对中国传统文

化和儒家伦理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救中国不能依

靠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思想来达成，成为当时几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严重危机的同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出现了严重

的危机。法国文学家戈宾诺指出:“我们的文明就像是由海底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岛屿，兀然裸露于破坏

力极强的激流面前，遭受那一度促使它生成的力量的拍打和侵蚀。它们无力逃脱分崩离析的厄运，最终

将会为滔滔巨浪所吞噬。”③在戈宾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可悲的结局，而这正是西方文明“必然的归

宿”。尼采在“上帝死了”的判断中对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予以“重估”和清算，发出了西方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0 页。
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张爱平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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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明是“病态”或“将死”之文明的呐喊。他说:“整个西方文化已开始逐渐滑向一场灾难的边缘”，

“现在我们不正迷失在无尽的虚空中? 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这虚空的气息? 它不是正变得越来越阴

冷，无边的暗夜正不断地涌向我们吗?”①西方文明已经陷入“病态”，而且这种病态似乎是十分严重的，

无可救药。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大爆发。1918 年斯宾格勒出版

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

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的双重危机，给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

争”以当头棒喝，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

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②。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 1917 年 8
月 23 日) 中指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但是“西方思想

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③ 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指

出:“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 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

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④ 瞿秋白其实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宗法的封建主义及其思想

观念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又以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表现出来，学习西方的道路对

中国来说走不通，中国革命或者说救中国必须要有既超越封建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论来武装

并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成功。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双重失望带来的对第三

新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接受和认可过程，也为形

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爱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对苏联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传播中认同接纳并成为一种信仰。
1917 年 11 月 7 日( 俄历 10 月 25 日)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克

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

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并开始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为俄国十月

革命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是 20 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等世界的新潮流

“是只能迎，不可拒的”，须知今后的世界必定是“劳工的世界”。⑤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⑥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认为“马克思

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⑦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

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⑧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

后也先后写了《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批评》《谈政治》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

劳工专政、剩余价值学说，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毛泽东在第二次赴京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张爱平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7 页。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6 页。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 页。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56 页。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263 页。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18 页。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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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认真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撰写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并

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① 他们在选择马克思主

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意识到了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同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

结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

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②“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③ 马克思主义

应当中国化，而且只有中国化才能真正锻造出救国救民的科学武器。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在长期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前后，一批进步

人士竞相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行

动指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董必武等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信仰后开始着手创建共产党的工作，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 9 月 16 日，蔡和森从法国

致信好友毛泽东谈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党的哲学基础与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步骤问

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

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才不致堕入迷阵”。④ 毛泽东 1921 年 1
月 21 日给蔡和森写了回信，认为蔡和森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

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⑤ 毛泽东的回信中还谈到关于建

党问题陈独秀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已经编出《共产党》，并认为这一刊物“颇不愧‘旗帜鲜

明’四字”。⑥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8 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

闭幕，这条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承载着伟大的“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此肩负起了民族解放

和国家独立的历史重任。“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⑧ 在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

步青年和思想先驱，已经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工人运动欲取得成

功和胜利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才能从自

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并新造自己的精神生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想在中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独

特作用，也必须而且应该走近和走进中国无产阶级并成为其开展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

义科学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和

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并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

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故而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先进理论的武装而且本身成为拯救中国社会和民

族的先进社会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开展工农运动，

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从而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
第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李方准 等译，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6 页。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3 页。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08 页。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蔡和森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3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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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

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致力于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

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求的中国特色包含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延安时

期，毛泽东在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优秀人物

奋斗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

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②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将理论和实

践统一起来，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伟力，又形成并发展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两大杰出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杰出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产物，它

不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步走的战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启了颇具东方

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

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

变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杰出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不断发展。以邓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

系，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和科学理论的内在价值，使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过程中，因科学理论的指引和武装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焕发出了空前的能动性和

创造性，进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观察中国的命运，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

程中推进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就为锻铸一种崭新形态的爱国主义提供了一种坚实的

理论基础，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的新型爱国主义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产生了，诚如毛泽东所

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

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③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爱国主义赋予中国人民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或禀赋，不仅使其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且也自觉

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寻求拯救中国、建设中国和振兴中国的理论和方略，使爱国

主义落实到高远的救国之志、坚定的报国之行和不懈的效国之举，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惨状，中国人民备受欺凌的遭遇，使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

会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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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建设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以此作为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和

兴国兴民的理论武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并结出了两大杰出理

论成果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从而为救国救民、利国利民和兴国兴民提供了科学理

论的武装和指导，而且在于在社会形态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洞开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大门，并成

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确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救国和兴国的真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爱国主义

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

义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挚追求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矢志不移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

创造性开拓，而彰显出自己独特的丰富内涵、价值机理和无穷魅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清楚而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

的必然。
1920 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为代表的中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等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或主张进行了有力

批驳，指出，中国确实需要发展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

义是不可能的。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

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

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① 陈独秀在《致罗素先生底信》中写道:“有一件要讨论的

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使用社会主义?”陈独秀强调，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

一些教育和工业方面的成就，但是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弄成“贪鄙、欺诈、
刻薄”和“没有良心”，所以资本主义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贪欲，而不能满足大多数劳工阶级的需要。“幸

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

走欧、美、日本的错路”。② 在《复张东荪先生底信》中，陈独秀坦陈，“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

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

死’了”。③ 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时，专门探讨了中国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

指出: “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④在李大钊、陈独秀

等人看来，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

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

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

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追求社会主义的前途密切联系在一起，坚

持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⑤从

而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区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277 页。
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6—207 页。
陈独秀:《致张东荪先生底信》，《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211 页。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第 25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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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共产党人的现在纲领和将来纲领，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现在纲领，社会主义是将来纲领，这是有机构

成的两部分。“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又说:“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 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①只有以共产主义做救星和指路

明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以共产主义做救星实质

上也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时代

所趋，大势所向，人性所归。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

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一个独立且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开辟，强调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发展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

政治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国成功实现了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

转折，使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巍然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和

开创出来的一条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它是在既告别苏联集中统一的计划经

济模式和封闭僵化的老路，又拒绝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落入西方新自由主义陷阱的改旗易帜的邪路

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主张建

立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竞争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优势，实现效率

与公平、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适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断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十分注重公平正义，把做大

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正地惠及

全体人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对历史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认识，而且对现实问题作出创造性分析，更

对未来问题作出前瞻性预测，所以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是砥砺前行和不断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发

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创新的、充满着无比生命力和发展活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人民自然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并以之作为行动的准绳，从而实现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

实践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和推进。
最后，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和价值特色。
当代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 28 年民族民主革命和

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

党的命运已经与新中国的命运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决定新中国命运的支配性力量和主导性

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及其现在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使中华人民

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爱祖国，爱新时代的中国必须而且应当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

党即是热爱当代中国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宗旨决定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

民谋利益，为中国国家谋富强的内在性和神圣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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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弘扬、培育和践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爱国与爱党统一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

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最真诚、
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者。

当代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爱中国必然要求热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内涵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民族压迫，寻求民族复兴的

道路上进行过许多尝试，实践证明，复辟帝制、代议制、总统制等都无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发芽、生长。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实行不了。只有社会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

才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要

求，始终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致力于老少边穷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施扶贫攻

坚和精准脱贫发展战略，数亿人口成功脱贫，还有几千万人口也将在今年成功脱贫，书写了一部人类历

史上脱贫攻坚的辉煌史诗，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热爱、对共

产党的热爱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他们从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中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以及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福，从内心深处强

化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极大地提升了爱国主义的

精神、情感和品质。

三、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价值追求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并将其落实贯穿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和奋斗历程中，从而

成为重塑和新造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形成并发展起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锻铸了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并通过人民挺立传承和弘扬

的具有丰富内涵和不朽价值的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政党、阶级或派别的爱国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是以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的，这种初心的确立及其保持和使命的担纲及其牢

记为其爱国主义注入了动力源泉并成为其目的性的价值追求，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是同

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志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一些政

党、阶级或派别的爱国主义总是看不到或意识不到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无法上升到以为民

族谋复兴的事业高度，故而使其爱国主义每每停留于本能情感和抽象意义的层次，无法真正为国家、为
人民、为民族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

人，才真正意识到了人民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自觉地把爱国家与爱人民有机地联系起来，

并且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宗旨，“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①为行为

的宗旨和基本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孜孜不

倦地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同时也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2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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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

的精神面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才把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主张建设一个

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为至上目标的人民共和国，并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

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视为自己的党性和党魂，这种党性党魂与民性民魂

的高度统一构成国性和国魂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要义，从而为爱国主义浇筑出了“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的认同和共同奋斗因子，使其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旗帜。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不仅以为人民谋幸福为自己的宗旨性追求和核心价值，而且也以为民族

谋复兴为行为的动力和始终不渝的目标，在团结民族、振兴民族和弘扬民族精神诸方面都作出了彪炳史

册的历史贡献。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曾长期走在世界发展前列。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近代

以来，由于封建社会的衰落和封建统治者的腐朽，特别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中华民族落伍了、衰
弱了，一度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虽然近代史上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保国、保种、保教”和

“振兴中华”的上下求索和不屈奋斗，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使得他们关于复兴民族的种种设想只

能落入乌托邦的空想之中，未曾也不可能改变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悲惨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正确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通途。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接过前人关于民族振兴的优秀成果，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为什么要复兴

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以及怎样复兴中华民族等重要命题、观点和思想主张，积聚

成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为助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矗起了一盏指路明灯。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始终着眼于以弘扬和光大民族精神为己任，并将民族精神发展到一个新

的阶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也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干事

创业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建设伟大祖国和美好家园、抵御外来侵略和克

服艰难险阻的历史和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意识、民族品质和民族信念等的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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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

华民族精神已然化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

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②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中华

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并以更科学的理论、更高远的境界和更博大的气魄，培育了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女排精神、深圳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北斗导航精神等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人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标揭出中国共产党人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浩然正气和高尚情操，并

构成中国现当代爱国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以自己百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及其由

此所呈现的行为实践，在全体中国人民心目中筑起了真诚爱国主义的精神长城。中国共产党用自己建

党以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和流血牺牲的事实，“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

①
②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00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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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为了争取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地荡涤旧世界留下的污泥浊水，治理好战争

的创伤，并开启了勤劳节俭、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和建设“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②的

新的历史，共产党人涌现出了一大批心系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楷模、劳动模范和共产主义战士。在改革

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创立并发展起了既继

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并健全了既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凸显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发展起了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国近代革命文化优秀成果又推进和创新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

性跨越，中国日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初露。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行为实践，使得祖国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华民

族的面貌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始终不改“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当家作主。继之又在富起来

的基础上向着强起来的目标攀越，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结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走过百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同和在实践中致力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笃定着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方向坚守和中国特色的

实践创新，确证着自己“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党性党德，书写了一部使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并朝着“强起来”迈进的伟大史诗，从而使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等理论命题获得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确证，而这一切又以无可辩驳的铁律证成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价值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

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将其与中国具体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进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伟大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救国和建国方案的比较中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信心并以其特有的创造能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孜

孜不倦、锲而不舍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行为实践凝聚起了全体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而彻底、纯粹而崇高的爱国主义者，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与热爱，化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赤诚的奉献精神，化作坚定的报国之志和无私无畏的效国之行，获得

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护。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

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③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代替中国共产

党。实践一再证明:“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在中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4 页。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0 页。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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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① 历史也将继续证明，在中国没有共

产党的领导，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难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成为一时的空想。由此我们

坚执而理性地认定，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定要将爱社会主义和爱中国共产党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

陶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魂并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The Principle Construction and Value Pursu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Patriotism

Wang Zeying
( Moral Culture Ｒesearch Center，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In the struggles carried ou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her
sincere patriotism expressed for the love of her motherland，her people，and her national culture，and her
value pursuit for saving China， building China and strengthening China， have been blended and
interpenetrated． The theory，type and spir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patriotism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
Marxism as its guidance，with socialism as its core content，and with the people’s happiness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its value pursuit，which have not only greatly expanded the Chinese nation’s patriotic tradition
and spirit since ancient times，but also have greatly enriched its connotation． The contents，rationales and
levels of Marxist patriotism and socialist patriotism have turned a new p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atriotism as a whole，and brought about unprecedentedly great changes to the Chinese nation，the Chinese
people，Chinese society，and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s’patriotism，Marxism，socialism，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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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2、35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