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年前，中国

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①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成

果。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重要论断。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②正确认识伟大建党

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凝聚起奋进新时

代的精气神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雨，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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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懈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

格。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丰富和发展了伟大建党精神，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旗帜高高

飘扬，使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奋斗目标成就辉煌，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本色历久弥

新，使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更加鲜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个

同根同源的整体，蕴含着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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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

探讨源头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伟大建党精神从何而来、何时形成、又是如何传承的。精神作为观念

形态，其根源来自实践。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的建党实践形成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形

成的历史必然性还在于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底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晶，是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果。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形成的，也有一个形成过程。研究党的创建既要研究先进

分子的建党活动，自然也要追溯到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还要追

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

史必然性。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伟大建党精神相伴而生。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

纲领，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表明中国

共产党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党的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个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取得历史性突破，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重要标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政治品格、

优良作风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呈现，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源。所谓谱系就是同根同源而形成发展的

庞大系统和完整体系，犹如河流，有源才有流，流中包涵源，源流相融，奔涌向前；也像树木，同根生长，枝

繁叶茂，成为参天大树。伟大建党精神和精神谱系是源和流的关系，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伟大建党精神

是精神谱系的源头，也是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精神谱系的精髓和核

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中。

虽然伟大建党精神是庆祝建党百年时才概括出来的，但其精髓要义在建党之时就相伴而生了，其崇

高理想、价值追求、政治品格是与生俱来的。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有些概念如“初心”“使命”等，虽然是新

时代才提出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立

场和奋斗目标，新概念的提出恰恰是深化党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形成的伟大精神，也

成为一百年来建设党的精神，显示了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党“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孕育和生成的理论之源、宗旨之源、意志之源和品

德之源。

（一）理论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

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①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破了古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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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华民族进入一个苦难的历史阶段。无数先贤志士为救国救民上下求索，但由于没

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无法根本解决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悲惨命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

索的先进中国人点亮了一道霞光，促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之中逐渐觉醒。李大钊率先在中国

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指

导中国革命的“导星”。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先驱通过发表大量宣传马列主义

的文章、成立马列主义学说研究会等组织、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展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

等方式积极宣传推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

极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接受、传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

于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毛泽东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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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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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旗帜，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及中国共产党精

神谱系的理论源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必然选择。方志敏在

狱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

理！”②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的精神之源，

也是激励共产党人战胜千难万险、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宗旨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凝练和升

华，从源头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价值立场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宗旨之源。坚持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必然要坚守人民立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

代中国人共同的夙愿，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饱受西方列强剥削和欺凌的近代中

国积贫积弱，满目疮痍。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毛泽东在《湘潭评论》创刊词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

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③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中国共产党矢

志践行初心使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论逻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要求的历史逻辑的

有机统一，既是坚持科学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召唤。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

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

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④，“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1516页。
②《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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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与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紧

密相连，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装在心里、扛在肩上。这一宗旨之源是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的目标

指引和精神动力。

（三）意志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英雄本色和坚强意志。中国

共产党是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诞生的，是在英勇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早在五四运动中，就有进步学生被

捕，陈独秀也曾在散发传单时被逮捕。但他们没有屈服，而是更加积极地开展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从来

就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党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期间因遭密探的干扰而被迫停止，会场还遭到

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面对危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代表们成功转至嘉兴，坚持在一

条红船上完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人为坚持真理而斗争，为追求理想而奋斗，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怕牺牲的斗

争精神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坚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作风之

魂、意志之源。这种意志品格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经磨难和

挫折，却能够一次次地奋起，靠的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越挫越勇的顽强意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近代中国，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但英勇顽强的中华儿女从未放弃

过斗争与反抗。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义无反顾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意志品质，所以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中国共产

党人为理想而奋斗的步伐。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危

难。从 1927年 3月到 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 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就有 2.6
万多名。大革命转入低潮后，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下，有叛变者，有脱党者，亦有消极动摇

者，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 5.8万人锐减到 1万多人。然而，真正的共产党员并没有退缩和屈服，始终

坚贞如磐，顽强抗争。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有徐特立、贺龙、彭德怀、徐向前等一批勇敢的革命者挺

身而出，毅然加入党组织，坚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

继续战斗了”。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中披荆斩棘、在风

云突变中绝境重生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精神之源。

（四）品德之源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心系人民的公仆情怀，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的集中体现。“牺牲个人，努

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③，这铿锵有力的 24个字是由毛泽东在 1927年 10月
亲自撰写、亲自领读，也是“永不叛党”在入党誓词中的首次出现。一百年来，入党誓词虽历经数次变迁，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6页。
③《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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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永不叛党”依然赫然醒目，充分彰显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早期通过

的党纲、党章等文件中就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对党忠诚”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纲领》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

均可以接收为党员”①。从党的二大至五大通过的党章对于党员的言论行动以及保守组织秘密都有着

明确的纪律要求，明确提出对违反规定者进行处分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

系人民，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深厚情怀切实为人民造福，敢于担当、砥砺作为。在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中，在生命攸关的严峻

考验下，能否做到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衡量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试金石。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备受酷

刑，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努力保护被捕的青年同志，竭力承担一切责任，面对敌人的屠刀从容走上绞

刑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铁肩担道义”的崇高境界。陈乔年就义前依然坚定地喊道：“让我们的子孙后

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②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丹心碧血浸染了革命事业的鲜亮底色，

是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无限热爱的最高表达。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德从建党之日起就已

经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和灵魂，塑造着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培育着共产党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的

炽热情怀。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伟大建党精神在一百年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催生了一

系列伟大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伟大精神，从纵向考察，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伟大精神的

涌现；从横向看，一系列伟大精神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从类型上

看，一系列伟大精神包括重大事件类、重要地点类、重要人物类等众多类型，从而构筑起内涵丰富、思想

深刻、系统完整、生动鲜活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正是因为

有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才有精神谱系的正确发展方向、强劲发展动力和坚强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有各

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才更加突显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动力和源泉作用。

当然，能够成为精神谱系组成部分的伟大精神也应该是有严格标准的，不能把任何一个地方或单位

随意提出的某种精神都列入其中。一是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精神的重新提炼和概括，应采取慎重态度，

要有史料支撑和学理支撑，要经得住历史检验，不能随意化，否则就会导致精神谱系的泛化而失去应有

的激励功能。二是一些地方或部门在实践中会涌现一些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由此提出一些以人物或

事件命名的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可以视为精神谱系的广泛群众基础。如

果某种精神经过广泛宣传、深入挖掘，其价值和影响越来越大，经过权威部门认定，当然也可以纳入精神

谱系，因为精神谱系本来就是在实践中不断传承和丰富发展的，但要防止随意拔高某种精神，简单地将

其归纳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三是不能把作为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要求的精神笼统地归入精神谱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②《永远的丰碑（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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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如我们经常强调要发扬团结精神、奋斗精神等，这样的要求都是非常必要的，并有现实针对性，在

实际工作中也会发生重要作用，但是这样的要求和号召与那些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具体指向的各

种精神是有区别的。如果把带有“精神”字样的各种要求都纳入精神谱系，就会导致碎片化甚至庸俗化，

就会淡化精神谱系的作用，并影响精神谱系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纳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应该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发挥过积极作

用，得到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认可，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得到中央领导或权威部门认定的一系列精神。

我们认为，现在经常引用的能够纳入精神谱系的各种精神大概有 50多种①。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系列伟

大精神无论在科学内涵还是在呈现方式上都丰富和发展了伟大建党精神，从而实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

时空跨越和价值永续。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旗帜高高飘扬

马克思主义作为集人类思想精华于一体的科学真理，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

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人类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下建立起

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灵魂和旗帜，无论经历时代变迁还是遭遇风险

挑战，都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

又一次次奋起”。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即是宇宙的真理，为坚

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数革命先烈在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上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为我们赢得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开辟出新的道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都贯彻着理想信念的精髓。在斗争环境极度艰苦

的井冈山时期，广大军民在坚定理想信念的鼓舞和激励下，毅然擎起信念的火炬于暗暗长夜中冲破迷

雾，勇敢地开辟出中国革命一片新天地。面对军队中蔓延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毛泽东始终坚

信革命事业是大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心振奋了全党的斗争

精神。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中国红军靠双脚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跨越河流，饱受极端恶劣自然环境

和饥寒伤病的种种折磨，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与敌人殊死搏斗、与大自然顽强抗战，在长

达两年的时间里，红军将士用血和火熔铸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

迹，实现了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反复强调：“坚定理

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

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百色起义精神、照金精神、南梁
精神、雨花英烈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伟大抗战精神、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红岩精神、沂蒙精神、大别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了抗美援朝精
神、北大荒精神、兵团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两路”精神、西迁精神、右玉精神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孔繁森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塞罕坝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载
人深潜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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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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今世界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社会思潮更加纷繁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

明显，共产党人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带领全国人民无所畏惧，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明确的指向，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思想就是力量。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指引和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在奋斗中发展理论、创新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在新的实践和发展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和理论创造中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永放光芒。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

伟大精神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和哺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为丰

富和发展理论提供了丰厚滋养和生动素材。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使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奋斗目标成就辉煌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

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②中国共产党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历史

时期对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表达有所区别，但从一心为民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到以人民为中心等，人民立场始终如一，亲民爱民的炽热情怀永不减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苏区

精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焦裕禄精神，都是生动体现和丰富发展。“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这

首歌谣是苏区时期共产党人清正廉洁又一心为民的精神写照。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苏区干部

扎根于人民，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劳动问题以及各种生活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得到了苏区人民极大的支持与拥护，被人民群众称赞为最可亲可爱可信的人。“县委书记好榜样”焦

裕禄，在兰考治理“三害”的一年多时间里“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在他身患肝癌的日子

里，仍把老百姓放到最高位置，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忍受着肝癌的剧痛走村串户、访问疾苦。直至

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他还依然要求组织把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希望死后也可以看到兰考群众彻底把

沙丘治好。焦裕禄用尽生命的全部力量描绘了为民爱民的人民公仆形象，成为亿万人民心中一座永不

磨灭的精神丰碑。

伟大抗疫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是新时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壮美呈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宁愿按下经济发展的暂停键，也

要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③掷地有声的话语饱含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38页。
③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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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最大庇护。在中国大地上，无论是刚出生的婴儿还是百岁老人，每一个

生命都得到了全力护佑，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得到了最大诠释。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的疫情阻击战中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孕育生成的伟大抗疫精神，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的价值理念，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摆脱贫困的千年夙愿，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群众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至上的情怀和担当，

亲自挂帅出征、谋划部署，踏遍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访真贫，用脚步丈量贫困，用

真情温暖民心。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数百万扶贫干部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用自己的“辛苦指

数”换取了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经过八年多的持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消除绝对

贫困的艰巨任务，兑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①的庄严承诺，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贯穿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红线，又使党的初心使命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丰富

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有机统一，在谋求人民解放的

伟大斗争中为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强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

于向群众学习、汲取群众智慧；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些为民思想

和实践，在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和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身上都有思想结晶和光辉

实践，在一系列伟大精神中都有集中呈现和扩展延伸。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伟大精神构成的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勇挑历史重任，创造出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三）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本色历久弥新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精神特质。世

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经历过如此多的磨难，却从不屈服，愈挫愈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

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付出过如此大的牺牲，却从不退缩，百折不挠。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成长

与壮大，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内涵也不断丰富发展。如果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牺牲主

要是放弃个人安逸的生活、牺牲个人和家人的利益，那么随着武装斗争的展开，则是牺牲个人和家人的

宝贵生命。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初心使命，不惜牺牲一切。在残酷的斗争中，也有一

些人经受不住考验，当了逃兵甚至叛变革命，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从不退缩、不怕牺牲的。毛泽东曾

经豪迈指出：“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苦难吗？”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成功密码，这

就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英雄本色。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 28年间，就有 370多万革命烈士为国家与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这一时期共产党人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勇毅孕育生成的以南梁精神、雨花英烈精神、东

北抗联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为代表的伟大精神，都是对“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的弘

扬与传承。为了保卫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爬冰卧雪

①《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 10月
26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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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不拔、烈火焚身岿然不动、胸堵枪眼毫无畏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

等 19万英雄儿女将鲜血洒在了朝鲜战场。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顽

强意志，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改变新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20世纪 50年代，我国十万转业官兵挺进北大荒，发起了“向地球开

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形成了北大荒精神。半个世纪来，几代拓荒人用意志和勇气挑战人类身体

极限，战严寒，斗酷暑，忍饥饿，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最终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北大

荒，建设成了今天美丽富饶的北大仓。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一代代塞罕坝人在“黄沙掩天日，飞鸟

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以坚忍不拔的斗志和持之以恒的钉钉子精神将一棵棵的林木立在贫瘠的土壤之

中，牢牢地钉在了中国的大地之上。几代塞罕坝人用近六十年的艰苦奋斗与传承坚守创造了从一棵树

到百万亩林海的人间奇迹，塞罕坝精神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生态文明之光照

耀美丽中国，也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为了打赢疫情阻击战，医务工作者无畏逆

行，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人民军队奋勇当先，社区工作者夜以继日，各条战线涌现的无数抗疫勇士冲锋陷

阵、顽强拼搏，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守望相助，以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革命斗争精神，书写了人类精神所演绎

的又一个动人篇章。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1800多名同志不幸牺牲在扶贫一线，将生命永远奉献

给了脱贫攻坚伟大事业。

挑战激发斗志，挫折砥砺精神。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霜的洗礼、烈火的淬炼，铸就了不怕牺牲、顽

强拼搏的斗争精神，这是共产党人永不退色的顽强意志，是共产党最鲜明的精神特质，也是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使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更加鲜明

对党忠诚既是党章对党员的政治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忠于祖国、忠于组织、忠于人民的真挚情

感和行为自觉。从建党之初50多名党员到如今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我们

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

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对党忠诚作为共产党员首要的政治品格，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身上执着践行、

发扬光大。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同国民党反动派展

开了一场生死的较量。江竹筠受尽酷刑后仍坚贞不屈地喊出：“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

是没有的。”①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热铁烙胸、竹签钉指、电流击身的残酷折磨，始终忠贞不渝，

宁死不屈，用热血和生命锻造了对党忠诚的崇高品格，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胆

忠心。

不负人民就是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努力奋斗。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不负人民的形象表达。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在新中国集中体现为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炽热情怀。新中国成立初期，

①《永远的丰碑（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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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日脱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将“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热情，化作不竭的奋斗

力量，带领工人们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豪情壮志，以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

老黄牛”的奉献精神，创造了石油开发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数百万党员干部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他们当中涌现出坚守太行山 35年的李保国，用生命

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桂梅，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黄大发等一大批

先进个人和集体，他们以“九死亦无悔”的忠诚与担当，让鲜红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

百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锤炼了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斗志,也铸就了共产党人忠诚的宝贵基因。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涌动在共产

党人血脉之中的精神底色，是凝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不竭精神

动力。新时代对党忠诚的新要求，就是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新时代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的政治灵魂。

三、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共同特征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由包括伟大建党精神在内的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具体精神共同构筑形成的一

脉相承、交融互通的系统整体。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又是贯穿精神谱系的红

线。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科学内涵来

看，伟大建党精神又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髓要义。伟大建党精神与每一时期的具体精神形态之

间都有着内在关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蕴含着共同的特征。

（一）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及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

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

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

学指导下形成的理论系统，但它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抽象，而是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孕育和发展的，是实践的结晶，是经验的升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筹备建党活动的实践，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改革开放时

期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而伟大奋斗的伟大征程，自然灾害侵袭时党员干部和

广大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伟大斗争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的坚实根基。没有伟大实践就

不会产生伟大精神，实践性是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本质属性。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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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主题，以关照实践活动、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不断推动

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使其蕴含的精神品质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也使其自身的现实性与真理性在实践中

得到检验与升华。伟大精神也因为在实践中得到传承和弘扬而更具时代价值。强大的精神伟力激发出

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二）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

本政治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

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中国共产党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植于人民，成长于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性是精神谱系中最

鲜明的属性。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负人民”到伟大抗疫精神中的“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始终贯

穿精神谱系，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政治立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

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党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这个本质属性。伟大抗战精神是人民群众共同铸就的。在长达

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群众用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山河的钢铁

长城。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谱写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过四十多年不懈努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

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

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伟大的抗疫精神是 14亿中国人民共同铸就的。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

情，中国人民举国同心、众志成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彰显出伟大的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②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激发亿万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并且事物运动变化的结果必然是旧事

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创新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和发展的内生动

力。一百年来，无论是新道路的开辟、理论的创新发展还是科技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敢为人先

的锐气，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的惯性思维，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的新格局。

纵观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从红船精神中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到改革开放精神的开

拓创新，创新性始终是伟大精神的鲜明特质。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囿于照搬理论，坚持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创新性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真实写照。特区精神是经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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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区干部群众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冲破思想和观念束缚，敢闯敢试、埋头苦干，为我国改革开

放事业“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具体呈现。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一代代北斗人大胆探索，自力更生，自主开发

运行技术，自主建设、发展和运行北斗系统，为发展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立起的又一座精神丰碑。广

大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也

是创新性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①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融通，坚

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实践创新，一系列伟大精神也在这种创新中传承和弘

扬。创新性贯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也成为推动精神谱系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是对社会实践的深刻认识和生动反映。但这种认识和

反映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而是严谨求实、尊重规律的，是符合科学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以科

学性为前提的，是求真求实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生动表达。精神谱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身

就是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质。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激发了先进中

国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求真务实，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领域的快速发展。

科学性是伟大精神的显著特征。从伟大建党精神的“坚持真理”到伟大抗疫精神的“尊重科学”，都

折射出科学精神的光辉。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禁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形成了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精髓的延安精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意

识，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扬科学精神，发展科技事业，在不同

历史时期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等，共同绘就

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图谱，不断拓展和赓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同时，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在科学

精神的激励下，勇攀高峰、开拓创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实现我国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抗击新冠疫情的阻击战中，我国秉持尊重科学、科学抗疫的原则，从决策指挥、

技术攻关、病患治疗，到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始终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充分发挥了科技的重

要利器作用，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崇尚科学的理性态度与务实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探讨两

者的关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伟大精神的形成依据、科学内涵、精髓要义、基本特征和重要意义，更好

地传承和弘扬这些伟大精神。精神之美在于实践中的高扬。我们正处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大力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必将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毛殊凡

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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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up a New Realm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Jin Nuo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a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s the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the great moment of the centennial great party, the important speech i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commemora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under the new histori-

cal condition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the

re-mobilization, re-deployment and re-departure of innovative new historical great cause. The speech is also

a shining example of innovating theory and freeing minds.

Keywords: important speech on July 1;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litical declara-

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ntinue to Adapt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Shen Xiangping

Abstract: "Continue to adapt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

tant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new

"combination"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ghlights the or-

ganic unity of party spirit, nationality and people's nature, clearly marks the combination of "basic" and "ex-

cellent", deeply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adapt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ctivation, and clearly indicate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is new "combination" clarifi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Marxist universal tenets;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adapt Marx-

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and the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for the Party

Wang Binglin, Zhang Yu

Abstract: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is the Party's source of strength.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Party has carried forwar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and developed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for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empered a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 through its protracted struggles of revolu-

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and the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for

Chinese Communists are a whole with the same root and homology, containing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ity, people,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ity.

Keywords: the Party;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the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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