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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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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于物质斗争实践中自觉推进革命精神生产,构筑起伟大精神谱

系。从学理层面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是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题中应有之

义,而一系列鲜明特质积淀、蕴含、贯穿其中,成为深入把握其内涵要义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的鲜明特质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即理想信念是灵魂根基、初心使命是现实统领、艰苦奋斗是鲜明底

色、开拓创新是进取内核、无私奉献是价值底蕴,其中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作为“引领性”特质,决定了艰苦

奋斗、开拓创新和无私奉献“践行性”特质的生发,特质间各居其位、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的稳定特质结构。当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问题的探讨,需要在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

维度上持续深化,尤其需要注重全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传播弘扬,为伟大事业输出强

劲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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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1]重大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中,一系列革命精神应时应运而生,共同构

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贯穿百年历史的全过程,内容涵盖社会领域的多方面,承载主体

更是丰富多样”[2]。当前立足“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所内蕴的强

大精神力量,与民族复兴接续征途之间的“共振”关系愈发紧密,全面研究阐释这一伟大精神谱

系,尤其是对其鲜明特质的深刻揭示,是理解其何以历经百年沧桑而风华依旧的“基因密码”,更

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明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核心密钥”。

一、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的系统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百年斗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开展精神生产实践的伟大

结晶,在与时代的交相辉映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既有内容形式的持续丰富,更有精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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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一以贯之,形成了开放且稳定的系统结构特征,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基本特质,

首先必须回答其内涵本体及外延边界,找准其理论方位。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内涵本体与问题边界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究竟“是什么”,即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内涵问题,是研究的

逻辑前提,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问题域中居于核心本体地位,需要在超越其具体形式的基

础上,保持对核心本质的追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

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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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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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蕴

含了斗争中锤炼“风骨和品质”形成革命精神构筑精神谱系的深刻逻辑,而多时期多样态的革命

精神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系汇集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形式展现,其中一以贯之

的本质内核,在于中国共产党于物质斗争实践基础上所自觉推进的革命精神生产。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变革的

物质基础上,自觉推进革命精神生产实践的总和。内涵本体明确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

问题边界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

一是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党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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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此,建党精神有了“源头”与“构成”的双重属性,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的生发开端,更是重要的精神成果构成。

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

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4]历史自信源自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构筑历程,是党的革命精神自信的根源,在党的百年斗争历程中,其精神

谱系何以能够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对于这一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内在必然逻辑的探究,关系到对

于党的精神谱系“从何而来”“何以产生”等重要问题的解答。

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筑的成就经验问题。“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5],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

神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丰富革命精神支撑起完整、系统的革命精神谱系绘

制,全面、准确梳理党在构筑精神谱系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成就、经验,是关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

发展提供强劲精神动力、智慧支持的重大问题。

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传播弘扬问题。在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全面迈进新时

代、踏上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如何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构筑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凝

心聚力、支撑事业,尤其是在当前数字化、信息化趋势加深,思想多元化挑战加剧等现实背景下,

如何传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基本特质问题,是其科学内涵的重要内容,

构成了解读党的精神谱系“是什么”这一本体问题的基本维度。作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有性

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基本特质,必然是能够将其特殊性予以鲜明呈现,使之能够与其

他政党相区别。由此,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内容构成问题的回应,就需要立足于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斗争实践本质,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展现

的实践品格进行判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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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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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艰苦奋斗、牺牲奉献与开拓进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斗争实践层面所展现的

鲜明品格,但如果保持对“这些实践品格何以能够存在”的追问,便能够发现在此之上,必然还存

在着某些“引领性”特质,在总体上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实践品格的形成和坚守。而要揭示

这一特质,则要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殊性展开进一步抽象,尤其是要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

展、演进历程进行分析,得出“共产主义信仰”这一最高抽象本质,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

党的根本所在。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既在一般层面具有共产主义信

仰,更在百年奋斗中立足中国实践,形成特殊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党始终拥有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6],从而

在一般与特殊辩证统一基础上,对党的最高本质做出准确判定。同时,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初心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在坚持共产

主义信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立足现实奋斗,为自身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将远大理想与现实斗争辩证统一起来,为党的百年奋斗谱写

了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综上所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体现党的宗旨

与本质属性,彰显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道德风范、价值追求等诸多精神,按照一定标准体系构成

的精神族谱。为此,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基本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百年奋进中构筑的精神支柱所展现出的鲜明理论和实践品格,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本质属性的生动反映,其中理想信念、初心使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和无私奉

献构成其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各个基本特质之间并非平面排列结构,而是具

有内在层次性的立体架构。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系统性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研究,当前呈现出热门与前沿的总体态势,自2006年国家

社科基金出现“革命精神”选题立项以来,相关选题立项数逐年增加,2016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

年平均立项3至4项。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进行中国知网主题检

索,2022年8月最新数据近2500条,其中直接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进行研究的文献为

320条,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内涵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什么”,这是

影响和制约相关研究的基础,目前学界对这一本源性问题展开了一定的探讨,邹绍清借鉴谱系学

分析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科学内涵进行了界定[7]。学界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某一

侧面或具体视角,如王易立足共生特质剖析“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民情怀、开拓创新、艰苦奋斗

和道德品质”等党的精神谱系的内涵特质[8];张薇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奋力开拓

创新、坚持艰苦奋斗四个“精髓要义”[9]。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问题在当前学

界“话题度”颇高,但着眼于本体层面,对其科学内涵进行回应,并缕析问题边界的成果并不多见,

直接制约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问题的研究。

其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质内涵剖析的研究。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有什么”特质的问题展开了多层次的探讨。一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共同特质视

角,立足各种精神“共有的‘内核’和不变的‘基因’”[10]来进行特质剖析。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精髓要义视角,通过探究党百年革命精神的精髓要义,分析和凝练其共同特质。三是

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核心理念视角,认为这一重要精神谱系的特质是“具有着贯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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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共同灵魂”[11]。这些研究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有什

么”,即内容构成问题展开多维度的探讨,对初心、理想、奋斗、创新、奉献等特质构成达成了较为

一致的意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的缕析,多为局部性探讨,

缺乏专题性研究成果。

其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体特质研究。目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

特质”的整体性阐释成果较少,但对具体特质及具体革命精神基本特质的研究则较多。在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体特质阐释方面,秦玉娟研究了党的精神谱系的爱国情怀[12],赵岩研究了

党的精神谱系的人民立场[13],冯思淇研究了精神谱系赋能国家治理的实践进路[14],黄智春研究

了精神谱系在思政课中“融入什么”的问题[15]等。在具体革命精神的基本特质研究方面,比如,

周勇对红岩精神的特质内涵进行了研究[16],张曼等阐释了抗疫精神的精神谱系逻辑依据[17],王

玉平对西柏坡精神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18]等。同时,一批博士学位论文也在对具体革命精神

的研究中,涉及相应精神特质的揭示,李单晶分析了长征精神的特质问题[19],刘浩林分析了井冈

山精神的内涵及特征问题[20]等。这些研究的分析视角较为微观,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基本特质的局部特征,侧重于从纵向上对具体问题的深化认识。

其四,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现实地位的研究。各个基本特质在精神谱系

中有何种地位,是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质问题认识水平的重要内容,学界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实践主体层面切入,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民情怀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

价值追求”[21],将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团结协作、开拓创新作为实现价值追求的“精神素质”。二

是从精神实质层面切入,揭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蕴藏的目的、态度和价值。三是从核心要义层

面切入,指出理想信念是根本基点,为民情怀是价值旨归,奉献精神是伦理指向,开拓进取是鲜明

底色,实事求是是实践原则[22]。学界目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现实地位问题

的研究,多基于局部性探讨的需要,对于基本特质现实地位何以存在、何以成立的基本依据揭示

不够,带来了研究主观预设性较强的局限。

其五,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内在结构的研究。这是目前学界研究的薄弱

之处,大多数研究虽然在内在结构问题上有一定阐释,但多以平面描绘为主,没有建构起立体的

结构框架。在现有研究中,比如王霞认为在特质构成中,爱国为民是价值内核,理想信念是内在

支撑,道义担当是深厚底蕴[23],隐现一种由内而外的“环状包裹”结构;上官酒瑞从图谱分析入

手,试图构建精神谱系的历史传承结构[24]。

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一是

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的专门性探讨不足,缺少系统研究;二是对于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的现实地位及其提出依据阐释不足,缺少学理支撑;三是对于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基本特质的内在结构揭示不足,缺少立体揭示。因此需要立足整体,对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的基本特质开展专题研究,明确各主要特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所具有

的现实地位、依据,揭示其基本特质间所内蕴的骨骼架构。

基于上述不足,本文拟专题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基本特质问题,开展整体性探

讨,依据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以系统思维为引领,立足灵魂根基、现实统领、鲜亮底色、进取内

核、价值底蕴五大功能性视角,在具体阐释理想信念、初心使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五

大鲜明特质的现实地位及判断依据基础之上,整体揭示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引领性特质与艰苦

奋斗、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践行性特质之间客观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最终建构起引领性特质

决定践行性特质生成发展、践行性特质支撑巩固引领性特质,以及各个特质之间相互渗透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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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二、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灵魂根基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25],理想信念以“精神之钙”的基底性功能,从根本

上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筑,成为决定这一伟大精神谱系生发的灵魂根基,这种根本

性的决定功能,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基础上的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26],其扎根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彻底批判之中,建立在对人

类社会发展大势科学预测的前提之上,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注入科学灵魂。理想信念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根本内核,理解、认同共产主义信仰,是革命先驱自觉推进建党实践历史

进程的根本前提,建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源头,更是贯穿始终的红线,坚守真

理、坚持理想的基本特质影响和渗透到党的精神生产全过程。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特质构成之中,理想信念具有引领性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其他特质的生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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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强调“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

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28]。在任何历史时期,理想信念对于党的事业而言,都是起关键和主

导作用的因素,都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建构、运行的灵魂。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科学根基。

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9]166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

在透视、批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指明共产主义发展方向,

“把这个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使它变成了科学的信仰”[30]。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

旗帜,以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引领,推进“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的伟大精

神生产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奠定科学根基。比如,在长征精神的孕育中,就是在极

端危急的局面之下,中国共产党人以理想信念的科学性为根本来凝聚队伍,使得崇高的理想信念

成为“长征精神的价值灵魂”[31],从科学与信仰交相辉映的维度,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

科学根基提供了深刻印证。

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奠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现实根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2]2,无论人类精

神世界如何纷繁,都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精神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33],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救国、兴国、富国、

强国的实践进程”[34]。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是构筑精神谱系的现实根

基,党的精神谱系的枝繁叶茂,必然深刻植根于事业的开拓进取之上。“道路决定命运……只有

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35],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可以发现,对

于革命、建设、改革正确道路的探索、坚持和发展,总是与革命精神的生成交相辉映,内在嵌刻于

中国共产党在具体时空条件下接续探索、坚持正确道路的深刻逻辑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基于“我们要赶上时代”的迫切需要及对“贫穷

不是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续写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深厚现

实根基。

第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奠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未来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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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是

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救亡尝试均告失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命运并未出现根本转变,“亟拯斯

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必然一力承担的现实任务,中国人民

“不断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先进政党的引领、先进阶级的领导、正确道路的指引、先进制度的保

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日益健全和完善,日益获得坚实巩固的基础”[36],伴随着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

光明前景”[37],“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38]。同时,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也是淬炼民族复兴强大信心的

心路历程,随着革命精神成果的持续涌现,系统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筑,成为“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支柱”[8]。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续写,必然与

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相连,立足中华民族必然复兴的坚强信心,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筑便具

有了向未来延伸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奠定坚实的未来根基。

三、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现实统领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39]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不仅包

含着远大志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还包含着伟大的家国情怀和兼济天下的理想追

求”[40],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质构成之中,

初心使命的现实统领地位集中表现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深刻熔铸于伟大建党精神之中,

成为党百年奋斗的现实主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物质与精神生产实践,均围绕着初心使命展

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质构成之中,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均居于引领性特质地位,二

者的区别在于,初心使命是在具体中国语境中对理想信念的现实表达,“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则

具有特殊性,即定位在中国和中国人”[41]。因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引领性特质中,理想

信念与初心使命并不位于同一层级,理想信念更具一般性,初心使命则立足现实层面,统领党的

各项伟大事业,而这一地位的取得也存在深刻的内在必然性。

第一,初心使命作为最基底的精神元素,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总图谱。

就系统构成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接续开展革命精神生产实

践所得成果之汇集,即“诸多精神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系构成的精神族谱”[7],而相较于具体的革

命精神成果而言,初心使命则是贯穿于其中的血脉红线,作为最基础、最本质的精神元素,熔铸于

革命精神生成、演进的全过程之中,成为构筑起党的精神谱系的“原材料”。因此,对于初心使命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着眼于两者交融共生的历史进程,尤其需要明

确初心使命在建党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3]生发过程中的表现。1916年,李大钊在

《晨钟报》创刊号撰文指出“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42],将

民族的复兴作为建党探索的重要目标指向;1921年,党的第一个革命纲领指明“党的根本政治目

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3]1,彻底改变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1925
年,毛泽东回答“为什么要革命”,强调中国革命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

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44]。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源头,伟大建党精神深刻

蕴含党的初心使命,而建党精神一经形成,便“通过其‘母体机制’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实

践主题下,具象化为不同的精神样态”[45],而在由精神源头向谱系分流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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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渗透、熔铸于整个精神谱系的根脉枝叶之中,从基底精神要素层面支撑起谱系构筑,具有现

实的统领性地位。

第二,初心使命作为最凝练的价值表达,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总内核。

从政党文化视角看,精神谱系是反映政党“全部政治活动总和的文化理论表现(或文化样

态)”[46]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精神谱系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有,任何政党都有可能基于连续的

政治实践,产出具体精神成果,形成特定精神谱系。由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何以独特”,

这一问题势必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最根本、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从而鲜明凸显出党自身的特殊

性。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客观存在着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如毛泽东强调“共产党

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47]47,邓小平指出“着眼于振

兴中华民族……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48]。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追问,认

为“精神谱系维系党的根和魂,以独特的实践形态标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升华路径,是

党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伟大创造的党性写照、价值结晶”[49],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是党“价值理念、政治文化中最核心要素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精神领域的反

映”[50]。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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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完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的总内核。由此,党的初心使命以最为凝练的价值表达形式,完整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的全部要义,其现实统领地位也在这种高度凝练的价值表达中得到确立。

第三,初心使命作为最深层的主流旋律,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总方向。

毛泽东强调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52]此处所

谓“主义”,既是思想学说,更包括追求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伟大理想,可见主义之于

革命实践、革命群众所具有的引领性,集中体现在对于革命前进方向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嘱托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53]初心使命能够统领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仅在于它是对党的“根本主义”的深刻凝练,且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更在于初心使命中的共产主义精神,为党的精神谱系发展谱写了主旋

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团结、凝聚和引领人民的历史进程中,突破

时空境遇的局限,矢志不渝地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获得感,提升国家

综合实力,迈向民族伟大复兴,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持续地书写下去。

四、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鲜亮底色

就哲学层面而言,艰苦奋斗既指向实践主体对客观现实条件的体认,更蕴含主体积极改造客

观世界的过程及精神状态。作为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

既表现为对现实斗争环境的高度自省,更表现为对自身初心使命的高度自觉,从而始终保持昂扬

向上、矢志不渝的创业激情。“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色”[54],无论身处何种

境遇,中国共产党始终于干事创业中“先天下之忧”,自觉将艰苦奋斗的作风贯彻各个方面,并使

这一特质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构成其鲜亮底色,且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将无

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发展现实诉求三者辩证统一,进而在革命精神生

产层面形成独树一帜的内在本色。艰苦奋斗的特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质结构中居于

践行性特质层面,其在引领性特质的影响、制约之下,于革命实践中生成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提供重要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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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艰苦奋斗作为先进政党的天然本色,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基本标识。

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502,“整个所谓

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5]196,从而将目光聚焦到人民群众这一创造历史

的主体力量之上,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变革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根

本力量,从而彻底与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划清界限,“建设起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英雄主体”[56]。

但问题在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

的”[32]3,既有统治阶级不可能主动交出领导权,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也必然遭到残酷镇压,无产

阶级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在艰苦环境中奋斗是客观环境所决定的现实必然。

即便是在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也还需要面对政权巩固、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其自身的先进性和

斗争的永续性都要求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天然本色。所以,在中国革命胜

利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号召,这既是对我们党“革命何以能够成功”的深刻归因,

更是对“革命何以继续成功”的经验展望。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质上是其革命实践在社

会意识层面的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凭借高度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

时期,都将艰苦奋斗的特质嵌入自身的革命精神生产,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了基

本标识。

第二,艰苦奋斗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基本滋养。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标识,在中华文明历史积淀

中,艰苦奋斗已成为全民族精神世界的共同记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思想源远流长,融会于

历代先贤的灵魂、血脉、风骨之中”[5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艰苦奋斗的深度体认,是支撑中华民

族从过去走向未来、从苦难走向辉煌的重要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38],始终扎根中华大地,坚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47]192,以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依据,自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

进程。“中华民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57],同时

也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持续产出提供基本滋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在这一过程中

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第三,艰苦奋斗作为事业发展的现实诉求,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基本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成就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整体实

力稳步提升。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

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8],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趋势愈发深刻显现,我国发展进程

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所要面临的困难挑战明显加剧的客观形势下,“这一大变局中蕴含

着‘危’与‘机’,这是两种互为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力量……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特

征”[58],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

骇浪”[51]。立足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艰苦奋斗这一鲜明特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的现实发展中,愈发扮演着重要的动力支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发展提供基

本动力。

五、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进取内核

创新是一个强调主体创造性实践行为的概念,创新实践的本质在于通过对影响和制约事物

运动、变化、发展的矛盾的认识、分析和利用,有效推进矛盾的解决进程,并形成新的物质运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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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突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窠臼,灵活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现实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

案,将开拓创新的鲜明品格熔铸于革命精神生产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生

机活力方面的最大公约数”[8],进而为这一革命精神体系提供“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22]。由此

可见,开拓创新特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断适应新情况、新环境,实现发展进取提供动

力支持,从而在这一精神谱系的特质构成中具有进取内核地位。同时,开拓创新特质作为重要的

践行性特质,其生成、发展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引领性特质决定,并在党的百年斗争实

践中一以贯之。

第一,开拓创新作为核心理论禀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嵌入内生动力。

作为完全向实践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在持续考察、分析现实问题的

过程中,将不断涌现的新主题、新范畴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完成对自身的丰富与发展,为

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

复的教条”[59],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9]376。可见,马克思主义科

学性的重要表现,在于紧紧扎根实践所形成的强劲现实解释力,使其能够超越时空局限,“在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指导实践破解时代之问,另一方面吸收时代的精华

使自己更加丰富和完善”[60],从而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精髓,孕育创新创造的核心理论禀赋。同

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奋斗实践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

类无产阶级精神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创新禀赋,必然深刻嵌入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并成为其关键特质。由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发展动力问题得

到解决,凭借“敢为人先”的开拓勇气,现实斗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被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理论

视野所涵盖,在持续推进社会现实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社会意识层面的创新性精神成果,进而产

生出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二,开拓创新作为核心文明标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铺垫文化根脉。

在人类古往今来的所有文明形态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灿若星河且绵延至今,在于中华民

族始终秉承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价值导向,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随事而制”,推动文

明的发展进步。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等,都深

刻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于不断进取、求新求变的高度认同,开拓创新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标

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于百年奋进历程中所进行的精神谱系构筑,在形式上表现为丰富

革命精神成果的接续产出,本质上是党的精神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在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创新创造活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命题便由此产生,且这一问题贯穿于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国共产党“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

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38],从而将中华文

明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造实践的根脉地位予以鲜明呈现,而开拓创新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

标识,也在这种文化根脉的延伸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特质。

第三,开拓创新作为核心思维方式,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植入时代品格。

在推进伟大斗争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所要面对问题的复杂、艰巨程度难以想象,在土地革

命时期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等,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作

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内在的先进性,要解决发展进程中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必须立足中国的现

实国情,实现对理论的创造性转化、运用。党史是治国理政最好的教科书,纵览党的全部历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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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能够且敢于创新是我们党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思维方式,自从摆脱建党初期教条主义错

误思想倾向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1],

坚定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正是生发、繁茂

于这一守正创新的伟大进程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备开拓创新的核心思

维方式,才能够“在独立自主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审时度势,破解时

代之问,解决现实矛盾,攻坚克难,破旧立新,因时制宜”[62],制定契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行动纲领,

并在奋斗实干中锻造出时代品格鲜明的革命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响

脱贫攻坚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在引领中华民族历史性

告别绝对贫困的过程中,锻造出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深刻回应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六、无私奉献———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价值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63]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

继,在崇高理想信念的指引下,以青春、力量、生命的无私奉献,支撑起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无

疑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淡泊名利、苦干实干的奉献精神发挥到了最佳的缘故”[64]。同时,

“牺牲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取向”[10],是在价值层面对党的宗旨、作风、传统的集中反

映,从而自觉熔铸于党的精神生产全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鲜明价值底蕴。由

此,无私奉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鲜明特质之一,在其引领性特质的决定和影响下,

为整个革命精神系统提供重要价值支撑。

第一,无私奉献作为先进政党的共同本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奠定身份标识。

“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22],在阐述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时,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9]413,同时,他们立

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运行,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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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11,“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9]413,所以共产

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存在、发展绝非为了争取所谓“党的私利”,而是作为无产阶级

的利益代表,引领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可见“没有私利”是共产党这一先进政治组织的本

质,能够自觉代表、维护和发展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既是区分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治

组织的基本标准,更是判断共产党本身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便将“推翻

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43]1写入党的纲领,自觉地为坚持、维护、发展中国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毫无保留地挺身而出,持续锻造出以无私奉献为价值底蕴的革命精神,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奉献自身光热的张思德精神;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扎根大漠、

奉献青春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危急关头,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

体健康勇敢逆行的抗疫精神;这些精神无不深刻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无私奉献的

身份标识。

第二,无私奉献作为民族赓续的基因特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历史传承。

中华民族历来秉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奉行为黎民苍生谋福祉的价值追求,

推崇为民请命、甘于奉献的英雄人物,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上古传说已经蕴含有为民

众献身的精神特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青照汗青”,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更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史诗的

一脉相承,展现出为追求“公天下”和多数人的福祉,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的无私奉献特质,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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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融入民族血脉赓续的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作为“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

统的继承者”[65],坚持在革命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既是马

克思主义本土化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应然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现

实选择”[66]。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收民族文化养分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将天下为公的社会

梦想提升为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并在为之不懈奋斗中推进伟大实践变革,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从而将无私奉献的基因特质熔铸于革命精神生产,并以蕴含有无私奉献特质的革命

精神持续产出和系统性精神谱系构筑,支撑起赓续民族精神血脉的历史使命。

第三,无私奉献作为党员群体的优良品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现实依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

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67]习近平主席的金句“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于为人民服务中,达至无我状态的崇高精神追求,这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人格的鲜明价值指向,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将自我的青

春、力量、热血、生命毫无保留地熔铸于党的百年斗争历程之中,人民的事业才具有如此广阔的前

景。革命时期,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等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解放前赴后继、舍生忘死,铸就起

“二七”精神、长征精神、红岩精神等革命精神。建设时期,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等无数共和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驱,为国家富强隐姓埋名、埋头苦干,铸就了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等革命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黄文秀、黄诗燕、李保国等改革先锋,为人民幸福扎根基

层、无怨无悔,铸就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等革命精神。可见,在与无数中国共

产党人积极投身的斗争实践的共振中,党的革命精神生产与精神谱系构筑拥有了鲜活、生动的现

实依托,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必然深刻映射这一先进群体中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七、结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展望与传播弘扬

回首百年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所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在于其所拥

有的贯穿生成、发展始终的鲜明特质,这些特质在党的精神生产实践中一以贯之且历久弥新,以

稳定的特质结构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由过去走向未来。其中,理想信念与初心使命

作为“引领性特质”统摄全局:理想信念作为党的精神之钙,在特质结构中居于内在灵魂根基地

位,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何以独特;初心使命作为党百年奋进的根本主旨,

在理想信念特质的影响下,在特质结构中居于现实统领地位,从整体上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作为“践行性特质”,是在理想信念与初

心使命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扎根现实、回应时代、传承文明、保有底色的生动展现,在特质结

构中分别居于鲜亮底色、进取内核和价值底蕴的地位,在理想信念的渗透灌注下,围绕初心使命

有序运行,形成完整的结构闭环。同时,虽然五大特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质结构中所

处的层次地位不同,但特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客观存在,从而保证特质结构的系统和稳定运

行。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鲜明特质,于辩证运动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内

在骨骼。

就问题定位而言,基本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内涵本体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

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理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

强,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奋。”[6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新征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胜利交汇的历史节点上,提升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认识、总结、阐释水平,是直接关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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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伟大事业输出强劲精神动力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问题也凭借

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热点话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后续探讨,需要在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维度上实现持续深化。

在历史维度上,需要进一步聚焦“从何而来”这一重要问题,持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发展演进历程的阶段性系统梳理。为此,既要坚持历时性视角,立足党的百年奋斗史,深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路走来,跨越革命、建设和改革多个历史时期的整体回顾;也要

坚持共时性视角,精准定位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不同时期,基于具体历史横切面,充分揭示革命

精神的独特个性。从而在研究视角的立体交叉中,完成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宏观架构

的整体描绘,以及局部特征的细节展示,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练党构筑伟大精神谱系百年奋斗历

程的成就、经验。

在理论维度上,需要进一步聚焦“因何而来”这一核心问题,持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发展演进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生成问题上,需要进一

步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传承以及与建党精神的源流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

联;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发展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揭示其与时代主题、事业发展同频共

振的动力机制,一以贯之的价值内核,丰富革命精神间相互影响、协同共进的内在机理等。在此

基础上,还需要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及重要功能。

在现实维度上,需要进一步聚焦“向何而去”这一关键问题,持续加强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弘扬的系统探讨。一是要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弘

扬战略目标、价值的认识。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实践的伟大精神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内蕴有鲜明的红色基因、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接续前进提供强劲的思想

动力支撑,必须将传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立党兴党强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并进一步明确其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重大战略价值。二是要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

弘扬的现实环境的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呈现出愈发明显的思想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网络信息

化特征,对于社会现实环境的认识是开展信息有效传播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传播

弘扬,需要紧扣环境特征,进一步厘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共振关系,明确在传播过程

中自身文化属性的凸显问题,回应信息网络环境下如何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牢固占领网

络舆论阵地等重要问题。三是要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弘扬受众特征的认

识。传播对象的差异决定了接受需求的区别,进而制约着整个信息传播实践的开展。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传播弘扬,需要进一步形成对不同受众具体特征的精准把握,剖析传播实践与

受众需求的紧密、高效衔接问题,尤其是要聚焦重点群体,加大对于青年群体和党员干部群体特

征的识别力度。四是要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弘扬方法创新的认识。在网络

信息化趋势日益深化的当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传播弘扬需要顺应时代特征,探讨如何

依托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实现方法创新,既要深入分析融媒体建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

播弘扬中的必要性,探究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传播弘扬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的机理、过程等

问题,还要将研究目光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新兴技术,探讨数据信息技术在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播弘扬中的融合、运用问题,实现对分众化、精准化、定制化传播的深刻把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2] 王炳林.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N].光明日报,2021-06-30(16).

52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4]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4-15.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N].

人民日报,2021-06-27(1).

[6]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

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N].人民日报,2021-09-02(1).

[7] 邹绍清,吴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精神谱系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6-28.

[8] 王易.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5):23-33.

[9] 张薇.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初步建构、精髓要义和实践进路[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2(4):1-8.

[10] 刘荣刚.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的基本特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5):51-58.

[11] 邓纯东.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核心理念[J].人民论坛,2021(5):20-25.

[12] 秦玉娟.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爱国情怀[J].思想教育研究,2021(6):87-90.

[13] 赵岩.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人民立场[J].思想教育研究,2021(6):91-94.

[14] 冯思淇.定向与聚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赋能国家治理的实践理路[J].探索,2022(1):15-28.

[15] 黄智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维审视[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2(4):9-17.

[16] 周勇.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需要把握的若干关系———论历史学视域下的红岩精神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1-15.

[17] 张曼,刘吕红.精神谱系视域下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根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3):289-300.

[18] 王玉平.西柏坡精神的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战线,2015(6):97-100.

[19] 李单晶.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7.

[20] 刘浩林.井冈山精神的政治伦理价值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1.

[21] 李太淼.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精神的主要本质特征及当代弘扬[J].中州学刊,2021(6):1-7.

[22] 李梦云.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4):92-100.

[23] 王霞.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理论意涵、鲜明特质与时代价值[J].中州学刊,2021(11):1-8.

[24] 上官酒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建:历史传承与适应性变迁———基于系列精神的图谱分析[J].理论与改革,2021(6):9-20.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

[26] 骆郁廷.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核心[J].思想理论教育,2021(4):4-11.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

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88.

[28] 习近平.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J].求是,2021(21):4-15.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0] 刘建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家园[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5.

[31] 韩洪泉.长征精神论纲[J].苏区研究,2022(3):95-106.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3] 刘晓哲,朱晓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逻辑与时代价值[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11-117.

[34] 王广义,李世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头、演进和主题[J].理论探索,2022(2):18-25.

[3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72.

[36] 金民卿.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大事变[J].近代史研究,2021(3):15-19.

[37]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人民日报,2012-

11-16(4).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17-10-28(1).

[3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0.

[40] 曾峻.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实践价值与时代意蕴[J].思想理论教育,2019(12):36-40.

[41] 刘建军.深化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几点哲学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3):127-132.

[42] 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2.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4]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62



[45] 张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关系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8-30.

[46] 梅荣政.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批判帝国主义政治文化[J].湖北社会科学,2019(12):5-7.

[47]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7.

[49] 蔡志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时代品格[J].人民论坛,2018(25):20-22.

[50] 魏巍,刘晓哲.学习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三个着力点[J].党建,2021(5):31-33.

[51]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2).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554.

[5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54] 陈理.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J].党建,2020(10):21-23.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6] 韩云波.论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14.

[57] 薛琳.论艰苦奋斗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0(3):86-94.

[58] 陈明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辩证逻辑[J].教学与研究,2022(6):71-84.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60] 邱慧青,梅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审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4):90-94.

[6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62] 李永胜,张馨艺.中国共产党创新思维百年演进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启示[J].人文杂志,2021(8):1-9.

[6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64] 朱永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演化逻辑、共生特质与传承创新研究[J].学习论坛,2019(8):42-47.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8.

[66] 杨玢.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实践的演绎向度[J].青海社会科学,2022(2):24-31.

[67] 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微镜头 “欢迎你到中国去”[N].人民日报,2019-03-24(1).

[68]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

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N].人民日报,2022-03-07(1).

OntheFiveDistinctCharacteristicsoftheChineseCommunistsSpiritualPedigree

CHENChen
(SchoolofMarx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SincethefoundingoftheCPC,theCPChasconsciouslypromotedtheproductionofrevolutionaryspiritinthe
practiceofmaterialstruggleandconstructedagreatspiritualpedigree.Todeeplyrevealtheconnotationandmeaningof
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fromthetheoreticallevelisthedemandoftheneweraandthenew
journey.Aseriesofdistinctivecharacteristicsaccumulated,containedandpenetratedin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
neseCommunists,becominganimportantcontenttodeeplygraspitsconnotationandmeaning.Thedistinctivecharac-
teristicsof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areconcentratedinfiveaspects,namely,theidealandfaith
arethesoulfoundation,theoriginalaspirationandmissionaretherealityguide,hardworkisthedistinctiveback-
ground,pioneeringinnovationistheenterprisingcore,andselflessdedicationisthecorevalue.Amongthem,theideal
andfaithaswellastheoriginalaspirationandmissionarethe“leading”characteristics,whichdeterminethebirthofthe
“practical”characteristicsofhardwork,pioneeringinnovationandselflessdedication.Thecharacteristicsoccupytheir
respectivepositionsandinfluenceeachother,andtogetherconstitutethestablecharacteristicstructureofthespiritual
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Atpresent,thediscussionon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
needstobecontinuouslydeepenedinthethreedimensionsofhistory,theoryandreality.Inparticular,itisnecessaryto
payattentiontothedisseminationandpromotionof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undernewhistor-
icalconditions,soastoprovidestrongspiritualpowerforthegreatcause.
Keywords:thespiritualpedigreeoftheChineseCommunists;theidealandconviction;theoriginalaspirationandmis-
sion;hardwork;pioneeringinnovation;selflessd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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