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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
重要成就与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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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仅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而且铸就了感天动地的伟

大精神,构筑了集中体现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伟大品格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学界对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在深刻内涵、生成逻辑、谱系构建及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

一批重要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未来生长点,需要在科学内涵、生成逻辑、

世界意义、弘扬路径、图谱构建及其内在规律和具体精神等方面下功夫,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研究的纵深发展,深刻揭示百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密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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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铸就了感天动地的伟大精神,

构筑了集中体现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伟大品格的伟大精神谱系。2021年2月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重

大命题,学界迅速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的广泛研究。为

进一步拓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视野、明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未来研究的可能生长

点,本文对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成就,剖析不足,提出未来应着力深化的重点和方向。学

界在不同场合使用了指向同一命题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术语,为叙述方便,本文统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2月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重大命题,他说:“在

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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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1]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形态和革命精神,学界较早就开展了

对这些精神的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是具体精神

研究阶段。1950年代强调发扬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有学者指出,

一切工作要与当时革命和建设的总任务密切联系,要有不怕一切困难并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

气,就需要发扬革命精神[2]。1960年代,集中对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南

泥湾精神等具体精神进行了研究。1990年代以来,对具体精神形态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第

二阶段是党的十八大至2021年2月,以具体精神体系化为研究内容,是精神谱系研究的酝酿阶

段。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红船精神、苏区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系列革命精神的凝练,

以及中央对革命精神宣传教育力度的加大,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逐步深化拓展,表

现为对革命精神系列的研究逐渐增多和体系化。比如,2013年6月,教育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

联合在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

北师范大学设立首批8个“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推出了《为什么

需要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引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系列读本”32种,组织编写了10卷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话》。第三阶段为2021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重大命题至今,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整体研究,是精神谱系研究的丰富发展阶段。

在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时间范围选取2021年2月25日至2022年9
月1日,得到数据1343条,展现出短时间内取得精神谱系研究的丰富成果,涌现了以曲青山、王

炳林、颜晓峰、陈晋、齐卫平、王易、邹绍清、邓纯东等为代表的精神谱系研究学者群体。

学界虽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目前专注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综述性研究还较欠缺。

有少数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现状作了综述性梳理,如黄蓉生等在红岩精神研究成

果中综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研究[3];邹绍清等梳理了学界有关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学理建构、对精神谱系图表的学理阐释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功经

验的研究状况[4];杜宝彪等从基本概况、主要内容、深化展望等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研究做了初步梳理[5];张曼等梳理了精神谱系视域下抗疫精神研究的学术进展[6];吴正龙等依据

中国知网对2016—2021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7];等等。总的来看,

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状况的综述性研究重视还不够,专门性综述研究偏少,代

表性成果不多,不少综述成果仅限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主要内容、主要论域的归纳梳

理,理论升华不够,特别是对学界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存在问题的梳理深度不够,从时间纵向视角

梳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整体样貌不够。上述不足导致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

究成果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如较多研究论文集中力量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

辑、时代价值、精髓要义、精神谱系融入思政课等问题,而一些论题的研究明显弱化甚至缺失,制

约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深化发展。

本文重点回顾梳理学界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剖析现有研究存

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未来研究应着力加强的重点议题和方向,以期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

究的理论升华,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激励人们增强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理论自觉与精神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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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主要在深刻内涵、生成逻辑、图谱构建以及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

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多角度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刻内涵的研究

自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重大理论命题至今,学界

对其丰富内涵展开了多角度探索,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王炳林等从“体系论”角度界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认为“是在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信仰这个同根同源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庞大系统和完整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

党人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

中概括”[8],贯穿百年党史全过程、内容涵盖社会领域多方面、承载主体丰富多样,精髓要义在于

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一心为民、作风清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大胆探索、

开拓创新,尊重科学、遵循规律[9]。

第二种,肖剑忠等从“系统论”角度界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认为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

成的伟大精神按源与流、共性与个性、整体与局部等关系所构成的精神系统[10]。王霞认为,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与时俱进的历史性精神系统,“其生发于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以中华民族

精神为‘祖’,以建党精神为‘宗’,是结合不同时代特点始终传承初心使命的精神系统”[11]。

第三种,王易从“文化融合论”角度界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的不同历史阶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党的政治文化,所创造和形成的彰明党的发展脉络的价值理念、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

系统”[12]。

第四种,欧阳淞从“要素论”角度界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核心要义表现在8个方面:坚定理想、坚守信念,对党忠诚、亲民爱民,不怕牺牲、忠贞报国,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13]。

第五种,邹绍清等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论、谱系方法论角度提出的“精神族谱”论,认为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走向伟大复兴的百年

奋斗实践中,构筑起体现党的宗旨与本质属性,彰显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崇高道德风范、价值追

求和民族振兴的诸多精神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系构成的精神族谱”,并为之绘制了精神谱系的瓜

藤图和世系表[4]。

(二)多方位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哪里来”即“何以形成”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

根源性问题。只有科学揭示“何以形成”的内在逻辑,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为

什么”及“向何处去”的问题。围绕这一追问,学界从理论、实践、文化等三个层面的生成逻辑展开

了研究。

第一,从理论维度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理论逻辑研究。周进分析了“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共产党孕育革命精神、构建精神谱系的根本理论渊源”[14]。王炳林等认为“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中都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15]。

这些成果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奋斗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时期加强了伟大革命精神的构筑,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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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实现了无产阶级在掌握物质力量的同时掌握社会的精神力量,有

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

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6]

第二,从实践维度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逻辑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的奋斗实践中,熔铸了一系列革命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冯刚等认为,红色

精神谱系生发于、内嵌于并服务于党的伟大奋斗实践[17]。燕连福认为,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产物”[18]。这些成果虽然提出中国共

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不同时期的奋斗实践中熔铸了各种具体革命精神,但总体上还缺乏对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实践逻辑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从全局上系统揭示以建党精神为源头

的精神谱系的实践逻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奋斗实践与精神谱系生成的必然联系和内

在规律研究不够。

第三,从文化维度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先进文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孕育之母。王炳林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

族精神中蕴含的优质基因与强大文化生命力滋养了精神谱系的沃土”[8]。韩震探讨了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是“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在历史延续中不断升华的”[19]。韩云波认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目前学界从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如何孕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神密码,探索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生发逻辑的成果还很少,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生成逻辑链条进行

深度分析和研究,探索其内在生成规律,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引领规律,增强文化自信,为新时代

新征程面对各种复杂国际国内环境和风险挑战,增强历史主动精神的底气和骨气。

(三)积极尝试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图谱/图表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什么,还需要解决“长啥样”的问题,涉及对精神谱系图谱或谱系表

的构建,但学界大多对精神谱系的构建仅停留于类型学的分类上。李梦云从伟大精神的产生方

式出发,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分为重大事件孕育的、特殊地域产生的、先进模范人物彰显的、

科技创新激荡的和重大灾难磨砺的等五种伟大精神类型[21]。陈红娟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分为按照精神的来源(人物、地区、事件)、以时间为线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等)、以精神针对的对象(全局性精神、地方性精神、行业性精神、集体性精神、

个体性精神)等三大类[22]。目前较有影响的精神谱系构建研究主要有邹绍清等的“四期三系”谱

系图、王易的时空谱系图、齐彪等的“序谱+正谱”谱系架构等。

第一,在精神谱系表(图)构建中,最早的成果是邹绍清构建的“以时间命名、地名命名、人名

命名、事件命名”的“百年中国精神谱系总表”[23];她进一步根据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革命精神谱

系形成的内在规律及其特殊矛盾,按照谱系学方法绘制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总图谱,形成了

“四期三系”谱系总图谱,即以杰出人物(英模群体)谱系、重大革命事件谱系、抗击重大风险挑战

(斗争)谱系为纵向分谱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谱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谱系、改革开

放新时期谱系、新时代谱系为横向谱系,构建“四期三系”百年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总图谱及

分谱系,不仅突出了“时空交错”的必然性,也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重

要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斗争相交织”的历史宏大叙事与典型精神熔铸的耦合,形成了“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总图谱”[4]和“中国精神谱系总谱系(图)”[23]。

第二,王易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百年历时发展为纵坐标,以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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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科研攻关、奋进实干交织叠加的共时分布为横坐标,构建了立体多维的整体谱系图[12]。其突

出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历史时空延展的基础上,在横向分布上增加了对“奋进实干”

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凝练,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线

和方向,这是以往研究中尚未出现过的提法,颇具创新价值。但其不足是谱系图中英雄模范、科

研攻关、奋进实干三者界限不明确,易混淆,造成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随意性较大,且未把“建党

精神”纳入其中,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第三,以“序谱+正谱”建构的尝试研究。齐彪等依据中国共产党走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及进入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及每个时期的精神主题不同,构建了“序谱+正谱”五个部分组成

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框架,序谱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主要来源,正谱分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新时代伟大奋斗精神四组[24]。序谱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孙中山革命精神、五四精神等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础作用。这个谱系

构架的突出特点是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何以生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但不

足之处是以时代主题作为精神谱系划分依据,缺乏内在的严密逻辑,有些归入其中的具体精神形

态难以显现出其应有内涵和特色。

(四)初步展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的研究

随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研究成为学界关

注的重点和难点。学界主要有三类观点。

第一,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齐卫平认为,伟大建

党精神列于精神谱系首位,居于“上位”的统领地位,标志着精神谱系的肇始,具有“元精神”的意

义[25]。王炳林等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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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白显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成长,有‘源’必有

‘流’。无疑,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是‘源’,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则是‘流’”[26]。

第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伟大

建党精神的展开,精神谱系的一系列延展充分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本质内涵。曲青山认为,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和魂。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精神,尽

管内涵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是相通的、统一的、一致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各

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凝练[2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一系列伟大精神的主要

内容都蕴含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充分表明伟大建党精神既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

形成,又在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发扬光大;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源头,也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28]。

第三,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存在着一个“母体机制”作用。张明认为,

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解,要超越狭义层面关于创党精神的具象化理解,而应从广义层面出发进

行综合分析,从百年党史发展的整体性角度看,有三种样态的伟大建党精神:一是作为一种本体

论意义上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系列精神的逻辑之源;二是作为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伟

大建党精神,构成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总体性认识范式;三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

伟大建党精神,彰显把握百年党史的普遍性精神标识[29]。伟大建党精神是作为一种集本源性存

在、总体性存在和普遍性存在于一身的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

间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二者具有不同的所指对象,并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概念表达,

也不是处于时间先后的排列关系。伟大建党精神通过其“母体机制”作用,依据历史和实践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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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象化为不同的精神样态,这些系列不同的精神样态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

上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建党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有见地的,尤其是关于本

源性存在、总体性存在和普遍性存在的三种存在样态的伟大建党精神观点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对

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更加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

关系问题,突破了以往研究侧重从“源”和“流”“普遍性”与“特殊性”“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角

度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未来理论进路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科学内涵揭示不足、生成逻辑系统研究不够、具体精神研究不平衡等,因而有必要从学

理上进行厘清,探讨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和方向。基于学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继续深化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问题的研究,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科学内涵的深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记根本宗旨、坚持优良

传统和作风、涵养崇高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它由党的一系列伟大精神熔铸而成,

包含了许多具体精神形态,由于内置的内容丰富、形态多样,使得精神谱系内涵研究成为一个相

对有难度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具体精神形态的支撑和

确证,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一方面从表面上来说易于理解,但另一方面又易造成似是而非

的阐释困境。当前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领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泛化和模

糊化,部分研究边界不清、本体不明。从学界研究现状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是什么”等问题的遮蔽,对本体论问题“绕着走”,造成了就精神谱系研究精神谱系、就具

体精神系列论证精神谱系等就事论事的问题,不能从诸多精神现象中高度凝练和抽象出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实质来,难以准确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丰富内涵的科学研究。

一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从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奋斗实践始终加强精神引领和熔铸一系列精神形态的历史经验出发,从中抽象其内

在规定性,而不能仅仅用具体精神集合来表述其概念。要从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精神领

导和精神生产的高度,对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进行高度抽象概括,尽量做到文字高度精

练,避免简单描述或列举式下定义。二是需要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滋养,其本质属性是党的宗旨、性质、精神品质和精神风貌

的集中体现,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什么。三是厘清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边界和外延,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什么,边界在哪里,与其他精神有什么不同,为

什么命名为精神谱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相关问题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和前提。

(二)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逻辑的系统化研究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什么”,还要进一步追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何而

来”“何以产生”,这是研究精神谱系的本源性问题。学界虽从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实践逻辑等层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作了探讨,但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研究相对薄弱,需要深层次地从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等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进行整体研究,尤其是亟待从历

史逻辑、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以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目前研究的薄弱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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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突破,以促进其生成逻辑结构链的完善。

第一,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历史逻辑研究。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

成的历史逻辑研究成果还很少,亟待向内向外的历史纵深突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

结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每到重要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关头,都要回

顾历史、总结经验,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提出及其发展中的历

史经验总结,就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经验的累积即是历史规律,把握精神谱系的历史

经验即是寻找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规律。因此,应从中华民族文明史、近代百年屈辱史、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大历史观出发,深入分析各种具体精神形态产生的历史

必然性,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结合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历程,剖析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逻辑,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更好地发扬伟大

历史主动精神增添精神力量。

第二,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理论逻辑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政党,党的诞生及精神面貌的形成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塑造,要从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精神、政党精神的重要思想高度,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得以孕育的

理论根源。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政党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且与时俱进,这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因此,应深

入挖掘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逻辑关系研究。从本质上

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理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深化。

第三,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实践和现实逻辑研究。由于学界大多把精神谱系

生成的实践逻辑指向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而缺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现实生成

的研究,亟须从百年奋斗实践的整体性逻辑上以及现实发展需要上加以延展研究。因此,可根据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时代主题,按照中共党史历史分期的时空顺序来展开,

包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生动实践样态中,整体性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的实践逻辑。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世界意义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走向复兴的奋斗实践中形成

的,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性质宗旨、优良作风、崇高品质的独

特精神形态。精神谱系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形成了主动的精神力量和不可战

胜的坚强意志,这种精神力量为当下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

精神支撑,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但目前学界从世界意义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有何价值”的研究探讨不足,未能很好解答中国共产党屹立于世界政党之林的先进性精

神根源。文明需要交流互鉴,这方面成果的稀缺影响了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影响了传播好

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也影响了中国形象。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亟须理论界针对世界意义展开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的

政党精神、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不同政党有着各自不同的政党政治文化或政党精神,有比较、有

交流、有借鉴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提升自己。目前世界上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达180多

个,政党6200多个,其中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66个[30]。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只是少数,而百年

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年政党,有其内在发展的“基因密码”,其中政党精神、政党文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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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

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31]通

过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域外百年大党的政党精神或政党文化的比较,有助于进一步深

刻认识精神谱系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

期稳定两大奇迹,正以百年大党的形象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将伴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不仅对自身也对世界其他政党及世界人民产生

重要影响。因此,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应当放眼全球,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

值,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共同价值取向、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以及世界担当和国际影响等,特别是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新

贡献。

(四)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图谱的构建及其规律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图谱构建是一个难点问题,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

建遵循了精神关系的合价值性与精神塑造的合规律性[32]。但从总体上说,目前对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图谱构建的基本规律研究尚处于初期,有待科学把握精神谱系构建的开放性和系统性,

绘制出更加科学、合理、开放的精神谱系图谱或谱系表,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蓬勃生机

和奋发向上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精神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因此,亟待加强以伟大建党精神是精神谱系之源的研究,探索“为何是源,其流是怎么繁衍发展的

规律”,揭示伟大建党精神与百年奋斗历程中熔铸的诸多具体革命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结构演

变,绘制其科学图谱。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由不同时期党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按其内在规律熔铸而成的,这些

伟大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又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一脉相承地传承、

弘扬、赓续、发展而来,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在种子发芽以后,不断地吸收养分,长成枝繁叶茂的参

天大树,但无论大树如何生长,总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孕育生长规律和发展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也一样,其具体精神的发展和整体谱系的延展和生发都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以何种

逻辑架构来构筑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精神谱系全貌,这是未来研

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精神谱系图谱构建中,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科学把握伟大建党

精神在其中的源头地位,科学地揭示精神谱系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以解决中国精神谱系“长啥

样”的问题,特别是需要在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基础上,进一

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传承与适应性变迁规律、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规律等,这些

都是未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

(五)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实践弘扬研究

虽然学界现有研究注意到了传承弘扬精神谱系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积极对策和举措,但总

体上对传承弘扬的研究学理性不足、专题研究少。特别是对运用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

代化手段传播、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对构建传承弘扬长效机制

的研究还不足,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对外传播研究也相当少见,这需要加强研究,以提升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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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其精神秘诀就在于有精神谱系作为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使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挺起了精神脊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当前,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厚滋养,就需要传承、弘扬和赓续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路径与方法的研究。

第一,探索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有效形式,建立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题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第二,积极运用文旅融合方法,探索推进“红色文化+旅游”的模式,利用情景剧、

现场教学等手段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浸润传承[33];第三,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积极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全面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的路径方法;第四,运用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广泛运用各种现代化技术和载体,赋能算法推送、精准推送、个性化推送,有

效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传播,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教育主阵地作用。通过这些机制、方法和手段,

真正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宣传教育与弘扬传承落到实处,最终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转化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共识。

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还需要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对外传播研究。

相对于国内传播来讲,学术界缺乏对外传播、弘扬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其对

外传播能力决定了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内容和体现,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对外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的最好素材和范例,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研究中应着力加强精神谱系的对外传播研究,让精神谱系蕴含的感人故事和思想力量影响世界

更多的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34],

真正推动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六)深化对具体精神和综合性精神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呈现出三条路径:一是对精神谱系的整体研究,二

是对精神谱系中具体精神的研究,三是对综合性精神的研究。总体上看,对具体精神的研究比较

分散和不平衡,对综合性精神的研究不足。其中,第一条路径的研究近年来发文较多,从整体上

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概念内涵、生成逻辑、价值意义、谱系图谱构建等做了大量探讨,取得

了积极成效。第二条路径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不足的是对具体精神的研究不平衡,如

对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抗疫精神等几种具体精神的研究较多,而对照金精神、探月精神等的研

究较少。为此,按照各具体精神所形成的历史时期为主线,对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具体精神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检索,发现对遵义会议精神、照金精神、张思德精神、“两路”精

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的研究都比较少(见表1,数据截至2022年9月1日)。同时,对具

体精神的研究缺乏大背景、大视野,往往就具体精神研究具体精神,较少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第三条路径的研究,对综合性精神的

研究,如对自我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英雄精神等的研究也还不足,站在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广度、深度、厚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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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种伟大精神研究发文数量

形成时期 精神名称 文献(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建党精神 3836
井冈山精神 2598
苏区精神 932
长征精神 5277

遵义会议精神 268
延安精神 6070
抗战精神 1660
红岩精神 851

西柏坡精神 623
照金精神 65

东北抗联精神 705
南泥湾精神 338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558(222)
大别山精神 326
沂蒙精神 1193
老区精神 701

张思德精神 56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抗美援朝精神 436

“两弹一星”精神 698
雷锋精神 9178

焦裕禄精神 1881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3111(2491)

红旗渠精神 1274
北大荒精神 1082
塞罕坝精神 613
“两路”精神 134

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 248(161)
西迁精神 431
王杰精神 277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精神 1931
特区精神 311
抗洪精神 717

抗击“非典”精神 332
抗震救灾精神 3435
载人航天精神 144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4890(1637、26422)
青藏铁路精神 544

女排精神 9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脱贫攻坚精神 7084

抗疫精神 1463
“三牛”精神 267
科学家精神 921
企业家精神 10956
探月精神 127

新时代北斗精神 25
丝路精神 1249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多元精神系统,对精神谱系的研究,既包括精神谱系整体研

究,也包括对具体精神的研究,还包括综合性精神的研究。没有具体精神研究的奠基和丰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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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性精神研究的拓展性视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难以展现其丰富的全景,其整体性

研究也要失去更多亮丽的光泽。

第一,要深化对具体精神的进一步研究。重视对目前学界关注较少的遵义会议精神、照金精

神、张思德精神、“两路”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具体精神的研究,要放在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野下深化对这些具体精神的研

究,透视这些精神对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对时代新人的培育价值、对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作

用等,进行深入研究。强化对具体精神的专题研究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此推动具体精神研究焕

发新的光芒。目前已有一批期刊对具体精神进行了集中研究。比如对红岩精神的研究,《西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近两年连续推出了毛泽东对红岩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35]、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3]、红岩精神的爱国主义价值[36]、党的初心与红岩精

神的生成逻辑[37]、历史学视域下的红岩精神[38]、与时俱进深化对红岩精神及其现实价值的认

识[39]等研究成果,构建并丰富了红岩精神研究的整体格局与多元维度,较大地促进了研究水平

提升,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二,强化对综合性精神的集中研究。自我革命精神、斗争精神、英雄精神等虽不像井冈山

精神、雷锋精神等是由特定的事件发生或典型人物榜样而形成的有专门指向、特定内涵的精神,

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神同样反映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

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也应纳入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视域进行研究。在精神谱系视域下加强对这些综合性精神的研究以及解析这些综合

性精神与具体精神之间的关联,是未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这里需要学

界和期刊的共同聚焦与努力,比如对英雄精神的研究,围绕“英雄”主题,一批期刊采取集群化方

式联动策划,集中推出了多篇文章,分别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精神的整体文化历程[20]与制度

文化历程[40]、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历史发展与时代价值[41]、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

创造性发展[42]与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43]、新时代人民英雄范式[44]、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问卷调

查实证研究[45]与英雄内涵因子量性分析[46]、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学术建构[47]与新时期的英雄书

写[48]等进行了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英雄精神问题域较为完整的研究结构,对于英雄精神较为

重要的研究领域均已有所涉及,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关于英雄精神的体系化研究,为进

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提供了借鉴。

四、结 语

从学术史角度系统梳理和全面回顾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状况,对于准确把握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探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

码”有着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概念虽在党史学习教育的语境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背景下出场,但学界的研究早已涉及。1950年代对革命精神的研究是精神谱系学理

性研究的肇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

的伟大决策,推动了精神谱系具体精神形态的研究展开。1990年代以来,关于焦裕禄精神、红旗

渠精神、孔繁森精神、大庆精神、长征精神、抗洪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精神系列研究进

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

特别是伴随“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概念的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进入数量、

质量同时并举的繁荣发展期,由此掀起了精神谱系研究的热潮。学界取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在科学内涵、生成逻辑、谱系构建及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研究等方面研究的重要成就,并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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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精神谱系构建规律、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上进行创新性探讨,使精神谱

系研究进入到全景式、整体性的研究阶段。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正式概念提出较晚

及命题本身的复杂性,现有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存在精神谱系边界模糊、内涵

外延泛化,从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探究精神谱系生成的历史逻辑不够、精神谱系构建规律揭示不

够、具体精神研究不平衡和综合性精神集中研究不够等不足。展望未来的理论研究发展,特别是要

站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精神领导和精神生产的高度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厘清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内涵边界的基础上,深化对精神谱系生成逻辑的系统化研究、世界意义研究、谱系图谱绘制及

谱系构建规律研究、实践弘扬研究等,推动和拓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广度、深度、厚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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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永续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百年奋斗历史深处走来,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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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精神谱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深深融入我们党、国

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我们才能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无往而不胜,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

加昂扬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谱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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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AchievementsandTheoreticalProgressintheStud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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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itscentury-longstruggle,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asnotonlycreatedastoundingandgreata-
chievements,butalsoforgedamovingandgreatspirit,constructedaspiritualpedigreethatconcentratesonthePartys
firmbeliefs,fundamentalpurposes,excellentconductandgreatcharacter.Asystematicreviewoftheacademicresearch
resultsshowsthat,anumberofimportant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thestudyof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
ChineseCommunistsintermsofprofoundconnotation,generativelogic,pedigreeconstructionandrelationshipwiththe
greatfoundingspiritoftheparty.However,therearealsoshortcomings.Thefuturegrowthpointoftheresearchonthe
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requiresustoputeffortsinscientificconnotation,generativelogic,world
significance,pathofpromotion,constructionofthepedigreeanditsinnerlawsandspirits,etc.,vigorouslypromotethe
in-depthdevelopmentoftheresearchon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profoundlyrevealthespirit-
ualcodeof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overthecenturytoestablishandstrengthentheParty,and
providestrongspiritualsupportforcreatingnewhistoricalgreatnessandachieving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
nation.
Keywords: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thegreatfoundingspiritoftheparty;spiritualpedigre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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