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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百年来，从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的革命必胜信念、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祖国信念，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攻坚克难信念，再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定追梦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理想信念的基本内涵。赓
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理想信念，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牢理想信念的理论根
基；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接受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推进理想
信念的实践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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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1]15，
坚定的理想信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思
想内核，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坚定理想信念再出发，就需要回顾
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历程，准
确把握理想信念的基本内涵，找准赓续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中理想信念的着力点。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百年发展中的
理想信念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中国共产党成立
伊始，就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罗国杰
先生指出：“当人们把理想认识变成行动的原则，无
论何时何地都坚信它的正确性时，这种原则就是信
念。”[2]110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将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转化为与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
紧密相连的坚定信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的基本内核。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

的理想信念分别体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革命必胜信念，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祖
国信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攻坚克难信念，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定追梦信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想信念集中表现为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必胜信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于民族危亡之际，一经诞生便主动承担
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此后的 28
年间，中国共产党历经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最
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坚定的革命必胜信念。其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必
胜信念的动力源泉。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便旗帜
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党的最高奋
斗目标。从此，这一理想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一
路前行的明灯，哪怕身处被反动势力逮捕屠杀的
险境，哪怕面临追兵阻敌、无涯天堑的漫漫长征，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意志坚定，以井冈山精神中的
“坚定执着追理想”、长征精神中“坚定革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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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念”争取胜利，于挫折中不断奋起。其二，革命
斗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必胜信念的现实表
现。理想面向未来，信念则指向当下、支配当下。28
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反动势力的迫害追击、无
惧日寇铁蹄的践踏，带领人民建立人民武装、创建
农村革命根据地、英勇反击日寇、与国民党反动势
力顽强抗争。从此，苏区精神中“坚定信念、求真务
实”、抗战精神中“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革命必
胜信念，成为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中的不
朽丰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理想信念集中表
现为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祖国信念。这一
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
济、三大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显示出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一，不
论面对任何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始终葆有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1950
年，美军入侵朝鲜，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击
退了军事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军。志愿军战士们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成功捍卫了国家安全，展现出他们对社会主义
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其二，根据国家发展的现实
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国家利益为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显现出积极建设社会主
义的坚定信念。为了响应国家建设需要，交通大学
的师生员工背起行囊一路向西，用实际行动培育
蕴含“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西迁精神；雷锋无私奉献、先
人后己，用信念的力量、大爱的胸怀书写出雷锋精
神；一批批西藏干部“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
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3]，锻
造出包含“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
境界更高”在内的老西藏精神。

改革开放新时期，理想信念集中表现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攻坚克难信念。这一时期，中
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团结带领人
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攻坚克难信念。其一，面对改革开放进程
中的外部风险和错误思潮的侵袭，党领导人民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保证市场

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注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其二，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一系
列突发风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百折
不挠,充分展现出“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
担”[1]415的坚定理想信念。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
性特大洪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坚韧
不拔、敢于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必
胜信念”[4]230。此后，在防治非典型肺炎和抗震救灾
的实践中，中国人民展示了“坚定战胜困难的昂扬
斗志和必胜信念”[5]24，表现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
英勇气概”[6]83。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种种风险挑
战，中国共产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攻坚克难
的坚定信念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新时代以来，理想信念集中表现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定追梦信念。这一时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党带
领人民追逐梦想的具体坐标，但梦想不是空想，而
是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现实目标。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用实干和拼搏表达出坚定的追梦信
念。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崇尚劳动、热爱劳动、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为人们指明了创
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
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
坚精神揭示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精神奥
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的千年梦想，一批批英雄战士和科研工作者向着科
技强国的目标进发，深耕于我国的航天、深潜和国
防科技事业，用以“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
合作共赢”[7]的探月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伟大精神，让
载人深潜、载人航天、探月等千年梦想照进了现实。

回顾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历程，
由于具体使命任务的不同，不同时期的理想信念
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但各个时期的理想信念都
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鲜明主题
之中，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局部性与全局性的
有机统一。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理想信念的
基本内涵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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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8]88理想信念贯穿于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百年发展的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夺取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
的强大精神支柱。

一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
神现象，它直接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
择。因此，选择一种信仰，也就选择了一种信念、一
种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
作为共产党人的心灵皈依。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
思主义信仰，源于一种对于真理的信服。19世纪，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
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走向
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指出了实现这
一社会理想的途径———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曾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
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11在革命战争年代，
面对“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的时代叩问，中国共产
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
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人民群
众的支持下，接续完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任
务。无数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社会理想的激励中，
形成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
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喊出了“敌人只能砍下我
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激励着中
国共产党人跨越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

二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直接表现和必然
结果。百年来，共产主义理想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夺
关斩隘、接力奋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
们党就注重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确保革命的正确
方向。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10]259改
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邓
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
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
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
念”[11]110。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指出，“没有远

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
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12]，即共产党
员要以远大理想为指引做好本职工作。百年来，无
数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当下、矢志奋斗，将共产主义
理想倾注于毕生的事业中，正是因为他们坚信，哪
怕共产主义并不会立即实现，但只要一代代人接
续奋斗，共产主义总会在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的实
现中成为现实。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一种
社会意识和精神现象，理想信念总是与具体的、现
实的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当代中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现实依托，因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理
想信念的重要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经
济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阶层及其利
益诉求的多元化，我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也日益多
样，人的物化现象、精神懈怠、崇高隐退等构成了
人们精神家园的普遍困惑。面对空前的价值观激
荡，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为指引，发挥其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重要作
用，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
标进发。百年征程中，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的鲜明精神标识，它指引着一代代共产党
人超越当下的物质局限，投身于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追梦征程。

三、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理想信
念的着力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就要紧
紧抓住理想信念这一思想内核，从打牢理论根基、
接受历史教育、推进实践淬炼等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牢理想信
念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
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
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3]348一方面，全党要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
修养。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中国共产党人尤其要注重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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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保持对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树
立起为之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全党
要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牢固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历史自觉。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历史发
展，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善于从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的高度，认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长期
性，又要充分认识远大理想追求对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进而坚定理想信念，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

二是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接受理想信
念的生动教育。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
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
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14]回首
党的百年征程，一个个革命圣地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的茁壮成长、一批批英雄模范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如磐信仰、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了
中国共产党的非凡历程。因此，从历史中汲取营
养，接受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就要以地点、人
物、事件为抓手。一方面，要善于运用革命圣地中
的宝贵资源，通过历史情境和珍贵史料的再现，
使广大党员在身临其境中充分领悟，理想信念是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要法宝。另
一方面，要大力弘扬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号召
全社会学习英雄模范的坚定信念、精神品格和道
德境界。此外，要感受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实
质。党的百年历史由一个个历史事件串联而成，而
每一个鲜活的历史事件背后，无不体现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总之，学习历史是
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重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要让理想信念的火种代代相传。

三是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推进理想信
念的实践淬炼。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成就，我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力量源泉，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身要
坚定理想信念，而且要将执政党的理想信念转化
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成为民众接受的主流意识
形态”[15]。这就是说，要聚合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强大合力，使人民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主动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征程当中。一方面，要善于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革命的伟大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而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借助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如通过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的今昔对比、中外
对比，使民众深刻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进而不
断强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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