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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
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邹 绍 清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步积淀和构

筑起了体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和体现党的本质属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的中国精神谱

系,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主要成就是:历时态

地丰富和建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多层次地构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整体性地构筑

中国精神谱系,筑牢了中国精神支柱,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的基本经验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为指导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的伟大实践中赓

续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伟大复兴进程中以涌现的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的先进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坚

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写中国精神谱系,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壮阔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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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伟大奇

迹,积淀和构筑起体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和体现党的本质属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

文化的中国精神谱系,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和激励全

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旗帜,是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为此,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站在治国理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

方法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精神谱系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淬炼党性,坚定如磐信仰,恢宏精神伟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和民族

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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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发展历程

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振,国无精神不强。“中国精神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1]回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中继承、培育和构筑起来的中国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脊梁,“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2],形成了中国精神的思想谱系。谱系研究

作为一种学术方法,“注重通过考据的方法,展现事物发展的系统性、秩序性和历史流变性”,而
“中国传统谱系研究主要呈现家族血缘、门派学缘、思想观念的起源、流布和发展”[3],其原意通常

是家谱或事物变迁的系统。本文的“中国精神谱系”,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建构起来的以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整体架构的精神族谱。从本质上说,中国精神谱系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表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实质是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伟大成就,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精神系统。为了全面考察和描绘百年来中国精神谱系的发展路

线图,本文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原点,以历史纵向发展为纵坐标,以横向精神元素相贯通

为横坐标,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轴,以创造、团结、奋斗、梦想等为精神基因,以爱国、敬业、

奉献、自强、革新、包容、厚德为中心词,立体建构中国精神谱系总表。同时,为了便于编谱和检

索,将采用中国共产党培育或构筑某一精神时以其缘起或发生的重要时间节点、重要地点、重要

人物、重大事件等为分类标准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期全面总结和深刻把握百年来党构筑

中国精神谱系的基本经验及其科学规律。

(一)初创期(1921—1949)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精神谱系的初

步形成和构筑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出发点,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

精神为主轴和最强音,在长达28年的浴血奋战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模群

体,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铸就了值得历史和人民永远铭记的民族精神群谱。所以,这一时

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孕育和萌芽之期,也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孕

育之时,可称之为“扎根立魂”之初创期。这一时期以时间、地点、人名、事件命名的精神谱系有:

第一,初创期的时间节点精神谱系Ⅰ:以重大时间节点命名构筑的精神谱系。从1921年7
月到1949年10月,构筑了五四精神和“二七”精神等。虽然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早于党的

创立,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

治舞台,铸就了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根

和魂,具有奠基性意义。1923年,面对北洋军阀的镇压和屠杀,英雄的武汉人民在成立不久的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铸就了“二七”精

神———彻底牺牲、勇往直前、不顾生死,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广大人民的英雄气概。

第二,初创期的地名精神谱系Ⅰ: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名而构筑的精神谱系,包括安源

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大别山精神、红岩精神、苏区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27
年,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构筑了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牺牲。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

陕北,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铸就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特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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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并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不被任何险阻所吓倒,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强大

精神动力。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重庆

的红岩村、歌乐山等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生命

和热血铸就了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广大人民在同敌人斗争中

还构筑起了苏区精神、大别山精神和沂蒙精神等。这些精神都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同呼吸、共患

难,是团结、奋斗、创造精神的典范。

第三,初创期的人名(英模群体)精神谱系Ⅰ:以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向警予、瞿秋白、张

思德、刘胡兰等为杰出代表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代表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白求恩精神。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一个共产党员,

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5]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的

追悼会上提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张思

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6]。1947年,毛泽东为刘胡兰提笔写下

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构筑了熠熠生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集中

体现了共产党人及革命英烈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怕牺牲,为了革命

事业不懈追求的高度责任感、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

第四,初创期的重大事件精神谱系Ⅰ:以重大历史事件命名而构筑的精神谱系,包括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里铸就了红船精神,即“开天

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7]。1934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构筑了伟大的长征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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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号召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构筑了抗战精神,即“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

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

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

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

神”[9]336。这些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

结一心、英勇无畏的奋斗精神。

总之,这一时期对中国精神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构筑,中国精神的种子开始孕育、发芽并渐

次生长,这是中国精神谱系之根、雏形和内核的创立时期。当然,这一时期还没有涉及“什么是中

国精神? 中国精神谱系到底是什么”等问题;其鲜明特色就是以1919年后的时代精神为基,与中

国近代史的主线和历史主题相勾连,以弘扬爱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勇于牺牲和担当之主旋律

为主调,以爱国主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勇往直前等为精神元素构筑各类精神,高扬民族精神

的大旗,唤醒了各族人民和各阶层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英勇奋斗,唤起了一个沉睡的民族走向现

代民族的精神觉醒,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战胜强敌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从根本上

说,这一时期党所构筑的精神谱系,其实质是为中国精神谱系奠立了基石,树起了爱国主义的灵

魂,扎下了中国精神谱系之根,在党的百年精神生产史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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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期(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精神谱系的探索期。这

一时期,以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中国共产党继续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不断探索构

筑中国精神谱系,可称之为“培土添新”的探索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

开,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精神谱系的主旋律是涵养爱国奉献的奋斗精神,孕

育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六十年代精神,从而构筑起了继承和弘扬爱国奉

献、勇于克服困难的自力更生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探索期的地名精神谱系Ⅱ:以党领导革命事业的重要地点命名而构筑的精神有大庆精

神、大寨精神、“两路”精神、红旗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构筑了大庆精神———爱国、创

业、求实、奉献。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培育了大寨精神———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在建设川藏、青藏公路及养护过程中,形成和构筑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

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10]的“两路”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广大人民群众不信邪,不怕困难,排除千难万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二,探索期的人名(英模群体)精神谱系Ⅱ:以革命英雄或先进模范人物命名而构筑的精神

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好八连精神、兵团精神等。其中,大庆铁人王进喜所展现的

铁人精神———以“爱国创业我最认真,求实奉献我最根本”为核心价值追求。1963年3月5日,毛

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是共产党人伟大人格的杰出典范,

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突出代表。周恩来全面、精辟地把雷锋精神概括为:“憎爱分

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11]

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全党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深刻地诠释了焦裕禄精神,“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12]。这

些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崇高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人格,成为中国精神谱

系永远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品质。

第三,探索期的重大事件精神谱系Ⅱ:以党领导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项目命名而构筑的精

神有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农垦精神等。这些精神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捍卫

和平、维护新生革命政权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奋斗精

神。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了抗击美国侵略者,保卫美

丽祖国不被侵略者铁蹄践踏,不让近代以来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悲剧历史重演,进行了“保家卫

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

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

民。”[13]构筑了集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相融合的抗美援朝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

和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精神财富。为了争取战略主动,钱学森、邓

稼先等一批科学家隐姓埋名、甘于奉献,硬是在荒芜的沙漠中让蘑菇云冉冉升起,构筑起“两弹一

星”精神,充分体现了爱国、奉献、公而忘私的奋斗精神,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邓小平说:“要提高全党同志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

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

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14]369这一时期致力于爱国奉献、大公无私、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精神的培育,极大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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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推进期(1978—)

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

全面推进中国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构筑起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精神谱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进程和雄健步伐。特别是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

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第一,全面推进期的时间精神谱系Ⅲ:以重大时间节点命名构筑的精神谱系有“九八抗洪”精

神。1998年党中央领导全国军民奋力拼搏,抗击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相继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

洪水,铸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

神”[15],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敢于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抵御重大风险挑战的敢于斗争的精神。

第二,全面推进期的地名精神谱系Ⅲ:以党领导重大事件发生的重要地点命名而构筑的精神

有小岗精神、深圳特区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上海精神、丝路精神等。这些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不变,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政治品质和强大的自我革命

精神。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敢闯敢试、敢于创新。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探

索“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对内改革的大幕,铸就了小岗精神。1979
年,广东省、福建省率先探索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

脚步,铸就了特区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行改

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方案和经验可供借鉴,只有开拓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彰显了改革开放的

鲜明特征,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铸就了北京奥运精神———爱国、进取、务实、创新、开放、和

谐,空前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与他国或地区的合作、交流与共同发展,积淀和构

筑了“上海精神”和“丝路精神”。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发展体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16]为核心内涵的“上海精神”。“一带一路”倡议铸就了“丝路精

神”,习近平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17]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得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及世界大

多数人的认同,巩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推动了国际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发展观、

新文明观的发展。这些精神既渗透着独立自主原则,又巩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思想共识和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第三,全面推进期的人名(英模群体)精神谱系Ⅲ:以英雄模范人物或群体进行命名而构筑的

精神有:以孔繁森、谷文昌、杨善洲、郭明义、黄文秀等优秀党员、先进个人或道德模范为代表的时

代楷模精神,以优秀群体或英模群体铸就的女排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科学

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一起敢闯敢干、无私无畏,积极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了强大的时代精神。其中,被誉为“九十年代的雷锋”“新时期的焦裕禄”

“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的典范”“优秀共产党员”的孔繁森同志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具有无

比坚强的党性观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当代

雷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郭明义,几十年

如一日坚持把走雷锋道路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甘当矿石”,善小而为,追求纯粹,时时处处发挥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矢志不渝地传承雷锋精神。自1984年起,中国女排发扬祖国至上、顽强

拼搏、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多次在世界杯、奥运会上获得佳绩,“展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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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18],诠释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熔铸和弘扬了科学家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

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

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19]

第四,全面推进期的重大事件精神谱系Ⅲ:以党领导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项目命名的精神有

改革开放精神、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汶川)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这一

时期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

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20]几代航天人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辉煌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铸就了“两弹一星”

精神、航天精神,还培育出了北斗精神。航天精神的精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祖

国爱人民是航天精神的“根”和“魂”。北斗精神是我国航天人在建设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精神,体现了以国家为重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团结、奋斗和创新的精神。

在遇到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灾难和磨难时,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生命财

产和安全放在第一,急人民之所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扬举国同心,众志成城,舍生忘死、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极大地彰显了党的领导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2008年,党领

导人民团结一心、抗震救灾,铸就了抗震救灾精神:“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

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21]1262020年,在面对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

新冠肺炎疫情时,党领导全国人民“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

伟大抗疫精神”[22],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全球战疫合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动力,并“成为中华民族在全球战‘疫’中独特的精神标识”[23]。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其鲜明特色是继续保持和弘扬

艰苦奋斗精神,积极培育改革创新精神和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其突出

贡献是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谱系和内核,也培育了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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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国精神及其谱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自觉和广大人民的精神解放,也使中国精神

谱系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精神大树,并绽放出绚烂的精神之花。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主要成就

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

的精神力量。”[24]178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从一个不到60名党员的新生政党发展成为拥有

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直致力于中国精神谱系的建构,取得了精神生产的巨大成就,

高扬起了中国精神大旗,坚定了文化自信。

(一)历时态地丰富和建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筑牢了中国精神谱系的根和魂

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本质内涵之一。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历时态地致力于丰富和发

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谱系,包括以重大的

时间命名、地名命名、人名命名和事件命名的初创期精神谱系Ⅰ、探索期精神谱系Ⅱ、全面推进期

精神谱系Ⅲ,共计三期12系,筑起了百年中国精神的主谱、主轴,厘清和筑牢了中国精神谱系的

根和魂,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精神生产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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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致力于构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

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8]9回溯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

小红船到领航民族伟大复兴的巍巍巨轮,靠的就是昂扬的民族精神力量,挺立起中华民族的伟大

精神脊梁。1919年以著名的五四运动所铸就的五四精神奠定了爱国主义精神之根,立下了爱国

之魂。毛泽东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25]162邓

小平多次强调要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他在1982年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

“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

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14]406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必须发扬五种革命精神,他谆谆

告诫:“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26]江泽民强

调:“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是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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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胡锦涛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

中不断得到丰富,在灾难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21]127“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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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

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639习近平强调:“深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29]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历代

领导人都致力于培育和构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始终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旗帜,

并成为最坚定的实践者和弘扬者。

第二,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建构

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内涵,为党的精神谱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在党的十六

大报告中科学地阐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爱国主义是自古以来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深厚爱国情感,是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无论是红船精神还是抗战精神都是

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鲜明主题,成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支柱。

二是团结统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无论是抗美援朝精神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亿万人

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创造美好家园所铸就的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靠的都是团结统

一。三是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品格。无论是雷锋精神还是焦裕禄精神都充分展现

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宝贵精神品格。四是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和与时

俱进等精神特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爱好和平是展现了国民的性格、价值观念和

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质。

第三,新时代创造性地揭示了民族精神构成的“四大支柱”。2018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回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深刻揭示了伟大民族

精神构成的四大支柱———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撑起了民

族精神谱系的宏伟大厦。具体而言,一是伟大创造精神。中国人民具有优秀的创造禀赋和可贵

的创造品质,蕴藏着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奋斗的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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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固化了丰富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成为中华儿女特别是共产党人的高度的政治自觉,体

现为使命、责任、担当和创造,这种自觉看似无形,却能在面对磨难的关键时刻显现出强大的精神

力量。二是伟大团结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民族。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华

儿女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形成了伟大的团结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层

次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基因。三是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品质沉淀

固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体现为革故鼎新、自强不息、无私奉献、共克时艰、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

伟大的奋斗精神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政治本色、价值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力量的集中

显现,一直激励人们迎难而上,努力奋斗。四是伟大梦想精神。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伟大的创新精

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

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这种梦想和创新精神深深地蕴藏在“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之中,创

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量子卫星等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

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敢于梦想、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多层次地构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擎起中国精神谱系的时代火炬

时空变幻,精神永存。每一个时代都有展现其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诉求和价值追求的伟大精

神,推动时代发展和进步。从本质上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之

一,它与民族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紧跟时代步伐,从荒芜到繁盛、

从贫穷到富裕,带领广大人民开拓宏大的事业,靠的就是始终照亮前行道路的时代精神火炬。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层次地构筑起了具有科学内涵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求真

务实、勇于探索、甘于奉献,支撑起了中国精神谱系的又一主轴,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

貌、精神状态和共同精神品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凝练出具有每个时代精

华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赓续和弘扬。历史证明,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红岩精神、

延安精神到大庆精神、小岗精神再到“两弹一星”精神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改革创新精神基因和精

神底色,并被我们党一直保持和发扬。其中,红船精神就是党的改革创新精神之源,也是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在我国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构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夯实了中国精神谱系的主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在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成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

前行、攻坚克难的内在精神动力。邓小平曾号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

来’”[30],中国人民硬是探索和开辟了一条世人或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在伟大的实践中铸就了

小岗精神、深圳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充分展现了党和人民每迈出一步都要有开拓创新的

精神,每攀登一个新的高度,都需要有超越过去的勇气,高扬起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精神旗帜,

体现了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求真务实、勇于探索、敢于攻坚克难、开拓创新

的时代精神品质。

第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丰富和发展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成为推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更是一路相

随,催生出气势磅礴的前进动力,也是满足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动力。新时代,一方面

要赓续和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铸就新时代的井冈山精神和新长征精神。习

近平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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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

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31]另一方面,在新的伟大征途中,要继续丰富和弘扬劳模精

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

断构筑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谱系。

(三)整体性构筑中国精神谱系,为恢宏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着力提高文化软实

力,增强文化自信,加快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育步伐,提出了中国精神这一命题及其主体

结构,明晰了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理论精髓,整体上构筑起了中国精神谱系的宏图,为中国梦

提供了精神动力。

第一,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凝聚了党的历代中央集体的智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

阶段凝练、概括出不同时代的中国精神的内容和具体名称,不断培育、弘扬和升华中国精神的主

张。1957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

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5]285刘少奇说:“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

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32]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的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江泽民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28]559胡锦涛指出:“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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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斗

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9]639习近平

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33]由此可见,中国精神是凝聚了党的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和思想结晶,共同

为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建构了精神大厦,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精神坐标及其谱系。

第二,新时代,党成功凝练和提出了“中国精神”的伟大理论命题。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国梦要弘扬中国精神,这是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精神”这一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党在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方面取

得的创新性成果。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

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

来。”[33]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伟力,时代精神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深化改革的精神

动力。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国精神构成的主轴,也是中国精神的主体结构。民族精神

集中反映了以华夏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和性格气质等方面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具有很

强的民族独特性;中国精神反映了中国公民对国家政权性质、权力运行方式、政策法律制度、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带有极强的政治导向性。无论是民族精神还是中国精神,

都是对特定人群集合体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反映。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伟大的民族精神

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支撑中华民族风雨无阻、坚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是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由此可见,中国精神是随着民族

精神的发展而发展,也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而发展,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才能为中国精神谱系的枝繁叶茂提供丰富的养料,进而促进中国精神谱系的兴旺发达。

第三,中国精神是党的治国理政、兴国强国之魂,实现中国梦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党的治

国理政、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国梦是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和共同价

值追求。“从中国梦的内涵看,国家富强规定了中国精神的社会理想,民族振兴规定了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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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愿景,人民幸福规定了中国精神的根本归宿,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的治国理政方略,展示出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3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

民族复兴、推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大战略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和未来国家的发展

走向,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治理具有形塑和精神引领的作用。所以,实现中国梦需

要广大人民群众弘扬中国精神,凝聚磅礴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壮阔前进。

总之,中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中的升华,成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

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主航道里跳动得最为激昂耀眼的浪花;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展示,是当代中国精神中的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的源头,

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的中国精神的先进内核和宝贵精华”[35]。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在带领人民进行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中,构筑了善于团结和奋斗、勇于创造和创新、敢于梦想和斗争的伟大中

国精神家园,涵养了多姿多彩的精神谱系,铸就了凝心聚力的兴国强国之魂,熔铸为中国共产党

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党的政治优势和重要法宝,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为指导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既高度重视物质生产,也高度重视精神生

产,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马克思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

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

的。”[24]178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需要理论为指导,始终坚

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不变,一直致力于在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为指导,注重精神上建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强调:“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任何一个

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4]420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实践中加强了党的全面

领导,一刻也不放松精神生产以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政治堡垒。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发挥中国精神伟力的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不断铸就了

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改革开放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为代表的时

代精神,这些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筑了以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创新为中心词的中国

精神谱系。正是在这些精神的鼓舞下,无论中华民族在遇到什么重大的艰难险阻或重大磨难时,

总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一盘棋,上下齐动员,团结一心,英勇奋战,汇聚起全国亿

万民众的强大正能量,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为某一社会目标或战胜重大磨难坚定

信心和决心,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和重要法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和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需要理论为指导,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生活的美好需要。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

需要,在不断地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此,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构筑的中国精神谱系,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通过对坚定理想信念和崇

高的道德风尚的精神形塑,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从总体上看,中国精神谱系具有崇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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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等,都贯穿了一个不灭的理想信

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胡锦涛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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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坚定的理想信念都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党的精神谱系之“魂”,也

是党构建中国精神的根本优势和核心内容。这个鲜明的政治信仰从红军将士们用生命和热血铸

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人民的好公仆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精神中得到了充分诠释,不断指引

广大人民群众走好今天的新长征之路。

第三,坚持发挥党的精神指引优势。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探索、领导革命事业、民族解放运

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始终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指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无产

阶级政党,不仅善于从政治上加以领导,也善于从精神上加以领导,并善于将政治领导、革命运动

和精神构筑融为一体,努力将中国精神的建构融进正义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之中,体现党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勇担历史的重担和民族解放之使命,领导人民不

断继承和构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不断弘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无私

奉献和团结精神;不断赓续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奋斗精神,积极培育迎难而上、敢于斗争、敢于创

新的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二)坚持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在长期奋斗中继承、培育和构筑起中国精神谱系,

是兴国强国之魂,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取得了丰富的

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坚持在带领广大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挺起了民族的精神脊梁。

近代历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抗争就是希望。面对历史的抉择和民族的呼唤,党担负起了“一唱

雄鸡天下白”的神圣使命,培育和构筑了爱国、团结、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铸就了兴国之魂。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领导人民熔铸锻

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精神,由此去感召和凝聚最广大群众,形成强大的力量,指引人民

开拓前进。”[35]中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之一。

第二,党坚持在带领和指引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

谱系。百年来无数共产党员和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百

折不挠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抗争精神永放光芒,这种精神一直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弘

扬,这种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和精神内核成为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生生不息的血脉流淌和鲜活素

材,需要不断地凝练、培育,使之成为指引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党坚持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百年

来党领导广大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伟大的成就,开创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精神,需要不断地弘扬和传承。2018年5月2
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讲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一代一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37]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凝聚新的伟大时代精神,不断谱写新的中国精神。

(三)坚持在继承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的伟大实践中赓续中国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取得了丰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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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坚持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藏和精神追求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包含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核心思想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

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

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求同存异、文以载道、形神兼备、俭约自守的人文精

神”[38]等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构筑精神谱系的主要血脉,是滋养

中国精神谱系的沃土,蕴藏着丰富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个人品质和顽强意志的锤炼等共同价

值取向、坚强的个人意志品质、舍生取义的行动取向等精神基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表达了对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奏响

了爱国奉献的主旋律。“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思维,影响着党的领导集

体的行事风格与执政理念”[39],这些思想文化在代际传承中赓续精神谱系世代相传、历久弥新,

既为构筑中国精神谱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赓续中国精神谱系提供了活水之源。

第二,党坚持在领导革命文化建设中注重红色基因的提炼和传承。党在领导革命的征程中

所构筑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积淀着丰富多彩的红色历史、红色文

化、红色遗迹等红色基因,这些共同形成的政治优势和精神力量,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激活,形成了

党领导人民精神上的极大主动,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如“右玉精神”激发出的“两山精神”,焕发了

生态文明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神动力;井冈山精神留给我们跨越时空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是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

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31]。“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

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

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8]9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党和人民都要永远传承中国精神谱系中的红色基因,以红色文化的精神基因

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党坚持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中,我们党不断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和教育强国战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内核上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

化和价值观培育是壮大国魂和民族魂,促进党和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的根本,是强基固本的

战略工程”[4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通过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期刊、书籍、音乐等

大力宣传和弘扬当代道德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青年或英模群体,展现优秀党员和英雄模范

们面对困难时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体现了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冲得上去、挺得下去

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充分体现了当代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的精神品质和民族伟力。

(四)坚持在伟大复兴进程中以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先进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从崇高的政治品质与道德义务统一的高度来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革命人物、先进个人和英雄模范群体,他们的言行、

革命精神品质引领时代价值追求,鲜明地体现了党的纯洁性和以德治国的高度统一。为此,形成

了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的生动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的又一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坚持从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英雄模范群体对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不

懈追求中凝练和活化中国精神谱系。“党从来不掩饰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性,任何时候都

是立足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谋划事业发展。”[4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领导革命事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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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史中,共产党人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前赴后继地坚

信共产主义的崇高追求、无怨无悔地忠实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李大钊到毛泽

东、周恩来、向警予、方志敏、雷锋、孔繁森、谷文昌等,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爱国之情成

为中国精神谱系之魂,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团结、奋斗、奉

献、创造的精神典范。

第二,党坚持从以人名或英模群体的崇高道德品质中彰显出的真善美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

极大地彰显了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先进共产党员及英模群体都致力于对“真善美”的价值追

求,铭记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镌刻了党领导各族人民对道德上的真善美的

价值取向。在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

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

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和革命精神,表现

了共产党人和英烈们的政治品质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三,党坚持从伟大复兴进程中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自1998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特别是优秀青年在抗击重大灾难而形成的抗洪精神、汶川抗震救灾精

神、抗疫精神等蕴含着团结一心、友爱互助、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宝贵精神品质。“这

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元素,无不是人民英雄在国家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创造的”[42],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集中彰显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广大

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尤其是80后、90后、00后青年们继承革命精神基因,在磨难面前不屈服、不

低头,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韧不拔的责任心和大无畏的时代精神。

(五)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写中国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

写中国精神谱系,推动中国精神谱系与时俱进的发展,做到文明互鉴、与世界同步,弘扬中国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注重强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全

国人民团结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4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优秀民

族,每当灾难降临之时总是能激发起全国各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东南西北,总是临危不惧、

挺身而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空前高涨。这些力量

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有抗战精神、沂蒙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大庆精神、大寨精神、抗

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在新时代有抗疫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制度优势和领导优势,带

领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使同胞一

次一次地从灾难中站起来,从苦难中走出来,使中华民族渡过难关,这种团结向上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不仅显示了党和人民的强大组织力量,也不断固化和沉淀为中国精神谱系的强大精神基因

和力量支撑,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伟力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民族自信心,成为中华民

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源泉。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世界认同相统一中建构百年精神谱

系,不断强化了对世界和人类共同责任的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

伟大的梦想,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先进青年

们的终身梦想和未竟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面对未来的政治宣言。”[44]爱国、担当是

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文化内核密码,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和核心,担当更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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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标识。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的“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战胜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

生动诠释了中国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同,

为促进世界人民团结抗疫和推进世界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结 语

纵观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生动地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

挺立的是民族的脊梁,昂扬的是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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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精神,而是我们党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不断加强对精

神生产和精神指引的领导,逐步建构起的一个具有整体架构的中国精神谱系(见表1)。
表1 百年中国精神谱系总表

时代 分类 精神名称

初创期Ⅰ

时间名谱系 五四精神,二七精神……
地名谱系 安源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苏区精

神……
人名谱系 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刘胡兰精神……
事件名谱系 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

探索期Ⅱ

时间名谱系 (暂缺)
地名谱系 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红旗渠精神……
人名谱系 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好八连精神,兵团精神……
事件名谱系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农垦精神,西迁精神,两路精神,右玉精神……

全面推进

期Ⅲ

时间名谱系 九八抗洪精神……
地名谱系 小岗精神,深圳特区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上海精神,丝路精神……
人名谱系 孔繁森精神,女排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
事件名谱系 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疫精神……

  如上表所示,中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逐步构筑起的以爱国主义为魂,以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为两大主轴和支柱,以时间命名、地名命名、人名命名、事件命名的若干精神元素,共
同构成每一时期的精神族群和精神体系。可以从纵向的时段分为初创期精神谱系Ⅰ、探索期精

神谱系Ⅱ、全面推进期精神谱系Ⅲ,也可以从横向的角度分为时间命名精神谱系、地名命名精神

谱系、人名命名精神谱系、事件命名精神谱系,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立体架构的中国精

神谱系。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精神谱系深刻地诠释着党的初心和使命,镌刻着党领导人民的价值

追求和价值取向,彰显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铭记着党和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它既展

现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的繁衍生长规律,又展现了每一个时期时代精神元素的蓬勃发展;

中国精神谱系彰显了中国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感召力和创新力,它既昂扬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精气

神,也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柱;也彰显

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我们坚信,中国精神谱系承载的巨大精神力量,

必将会激励中华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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