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各种超乎想象的磨难，尤其是湘江战役之后，

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余人

锐减到3万余人。在重兵堵截、敌军围追、物资缺

乏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

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路线问题，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

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是党的历史上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转变作战方向，翻雪山、过草地，

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付出巨大

牺牲，最终取得长征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

二、红六军团也先后进行了长征。在长达两年的时

间里，英勇的红军翻越了几十座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

雪的高山，跨越了数十条波涛汹涌的河流，数次穿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穿越历史的

沧桑巨变，回望长征的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长征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

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们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精神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

作用。

1933 年下半年，正当“左”倾错误在党内和革

命根据地得以贯彻执行之际，蒋介石调集 50万大军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而此时，临

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指挥大权交给了不了解中国国

情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

特点，一味地照搬正规阵地战经验，放弃过去几次

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先后采取军事

冒险主义方针、消极防御方针，使红军辗转于敌军

的主力和堡垒之间，一再丧失突围时机，最终导致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此，中央红军被迫撤出

苏区，开始长征。长征从瑞金一路走来，党和红军

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
文    王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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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解读与传承③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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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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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
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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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1]



了堪称“死亡世界”的茫茫草地，纵横14个省，行

军约六万里，冲破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

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和少

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部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

想象的重重艰难险阻，经受无数折磨考验，战胜党

内分裂的严重危机，付出巨大牺牲，最终赢得长征

的胜利，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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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崇高理想，坚定信念
靠着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支撑，中国工农红

军以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不

可思议的壮举，为人类历史贡献了一部无与伦比的英

雄史诗。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

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

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用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

位于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新华社	周	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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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夺

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刚从侦察连调到三连

当连长的王友才，没等廖大珠说完，也霍地站了起

来。他站在那里，活像座小铁塔，话匣子一打开，

就像机枪嗒嗒嗒地没个完，‘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

有落后过，这次我们保证把桥拿下来！’这会儿，

其他连队的干部也都坐不住了……一个个连长都站

了起来，他们各摆各的理由，各讲各的有利条件，

争着当突击队……”

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勇开新路是长征精神的精

髓。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

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

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

确立……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

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

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

验中得出的真理。”

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

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

支部，在重大路线方针问题上，必须严格执行共产

国际代表大会及执委会的一切决定。这样的格局，

共产国际能指导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但同时

也影响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

导致党内部分领导人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教条化，

照搬照抄，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给中国革命带来

挫折。由于电台损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客观

上也迫使中国共产党自己解决问题。遵义会议是中国

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批判并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并把党的路线转移到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

合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一次重要会议。

1935 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

5日至 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

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涌现出了一批批为理想

和信念而矢志不移的英雄群像。1935 年 10月15日

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

的报告》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3岁的孩子，

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

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

有任何吃的东西。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

伍。还有一些因伤病掉队的红军干部战士，凭着对

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坚持“死也要死在队伍

里”，在伤病恢复之后，想方设法，历尽千辛万苦，

找到红军主力部队，千里追随。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连绵不绝的群山、空

气稀薄的雪山、泥泞吃人的草地、干旱贫瘠的黄土

高原、险象环生的大江大河、对红军不了解而充满

敌意的民族地区、遭遇的各种战斗、饥饿的威胁和

无休止的行军，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的信念和意

志，无数红军将士血染长征路，他们中的很多人，

无法查证姓名，只知道他们是“红军”。

二、不怕困难，勇于牺牲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漫漫征途

中，无数的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始终保

持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斗志昂扬，一往无前。

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从飞夺泸定桥到强渡

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纵观长征中的系列战斗历程，

无不体现了红军将士英勇战斗、敢打敢冲、顽强拼搏、

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忘我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之前，指战员纷纷请战，

掀起了“争当突击手，飞夺泸定桥”的请战热潮。

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以下的情景：“我

的话音刚落，坐在我对面，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连

长廖大珠刷地站了起来。他那矮小而结实的身子激

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红到耳根。他吃力地

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了渡江模范连，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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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央政治局

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

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

议大纲》，并提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

责任。会议期间，周恩来劝博古交权使人印象深刻。

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

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

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

领导。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

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

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

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

长农民运动，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宁都会议后

他离开部队，中央红军失去一个人才，这就像一块石

头压在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

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我深

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

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加

军事领导。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

了一肚子话要讲。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

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指挥他们了。况且你自己也没有

强烈的领袖欲望。”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博古解开了

思想疙瘩，交出军权。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下独立自主、实事

求是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无产阶级政

党，严格遵守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党

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长征途中，红军不仅要同

恶劣的大自然作斗争，还要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作斗争。在这种极其艰险的境地下，只有严格遵守党

纪军纪、加强革命团结，形成坚强的战斗力量，才能

战胜敌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长

征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

长征之初，红军各路部队自觉以大局为重，坚持

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主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

希望留给兄弟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队，使敌人无

法形成合围将红军“剿灭”，中央红军进行大转移时，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中央决定苏区根据地必须有人

留下坚持战斗。明知留下就意味着九死一生，但项英、

陈毅、贺昌、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刘伯坚、毛

泽覃、古柏等人坚决服从、毫无怨言。很多人都长

眠在这段留守岁月里，用自我牺牲保证了主力部队顺

利转移。

长征期间，党和军队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

恩来等人，都胸怀全局，淡泊名利，甚至主动让贤，

以革命大局为重，紧密团结全党全军，带领红军摆

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迎来了革命的新曙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

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

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

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

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

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

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2] 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

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革军

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1935 年 8月

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王稼祥

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博

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

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这次会议从组织上正式确

认了毛泽东分管红军的地位。

五、群众路线，艰苦奋斗
红军长征中，广大指战员充分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各种自然的、人为的艰难险

阻，携手前行，走向胜利。雨夜行军，连续急行军，

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克服体力透支、粮食短缺等

困难，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

阶段，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夺取了许多战士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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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对青少年进行爱

国主义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生动教材。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精神，必须从娃娃抓起。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

价值取向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少年的接力奋斗

中变成现实。用伟大精神教育青少年，引导广大青

少年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是

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培

养兴趣爱好的关键时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这

一阶段的孩子通常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是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青少年的思

想中也没有真空，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

吸水一样汲取知识，会受到各种知识和思想的影响，

从小进行理论教育才能使科学世界观的种子在幼小

的心灵早早扎根。

青少年记住一些重要概念，明白一些道理，对

其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小时候学习的某些课文、知道的某些人物、听到的

某些故事，可能会让其终生难忘。很多小孩子背诵

古诗词，刚开始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丰富意蕴，

但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知识的丰富，会更加深刻体

会其意境和内涵。学习革命精神也是如此，开始记

住一些人物，知道一些故事，将来对于确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会终身受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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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时任中央红军红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回忆道：“红

十一团过了河，已经走出 70 多里，彭德怀军长对

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

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

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

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

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

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

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着背坐着，一动不动，

我逐一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

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

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到班佑，他们带走

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可以说，

艰辛的长征之路时刻面临着这样的牺牲。活着的人

擦干眼泪，怀着对革命的信念、对生命的执着，最

终走向了长征的胜利。

长征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

不怕困难，满怀信心，勇于拼搏，就一定能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长征

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人信念的胜利。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长征作了高度

评价，他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

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

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

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

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

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

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

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伟大的长征铸

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奋勇向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包括伟大长征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65.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一卷）[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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