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大力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努力创造更
加辉煌的业绩，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
光荣。”精神所在就是力量所在。伟大
建党精神是立党立国的精神之源，兴
党强国的信念之基，以新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
进，需要在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弘扬
中激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强大精神力量。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矢志奋斗的梦想。回望征程，一百多
年来，党和人民用伟大奋斗、伟大功业
和伟大创造书写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轨
迹，既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
自己的路的理论创新史，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开创了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体系；又是一部以民族复
兴为目标、推进革命建设改革进程的
创业奋斗史，在历经艰辛的长期摸索
中建立起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条件、政
治前提、物质基础、制度保证；更是一
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
血脉的精神构筑史、传承史，在实现现
代化这一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不
断改造主观世界，铸就了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历史证明，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
以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现代化事业
之所以能够在攻坚克难中向前推进，
正是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发生了根本性
逆转；正是在于有了伟大建党精神的

指引，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宝贵历史
经验和不竭精神动力。伟大建党精神
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初心使命为
方向，以中华民族精神禀赋为根基，以
共产党人品质和风骨为底色，诠释了
中国现代化探索走向成熟、迈向成功
的精神密码，赋予了中国现代化实践以
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它是涌动
在党领导的现代化实践中的红色基因，
也必将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丰厚精神滋养。

党的领导直接决定着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中国式”的质
的规定性所在，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
精神特质本质上是作为领导力量的党
的信念、价值、意志、品质在现代化实
践和创造中的体现。而伟大建党精神
是我们党在现代化百年探索中所彰显
出的特有的精神气质、一贯的精神风
貌、鲜明的精神标识，是党的政治品
格、理论品格、意志品格、价值品格的
集中呈现，这些精神内容内蕴在中国
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之中，赋予其
不同于其他现代化的精神符号和突出
优势。从这一角度来看，伟大建党精
神内涵着我们党坚定的信仰信念，塑
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特质，体
现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现
代化实践探索的统一，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
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统一；伟大建党精
神内涵着我们党崇高的使命任务，塑
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特质，体
现为把现代化推进方向与党的事业发
展方向、社会进步发展方向有效贯通，
把现代化建设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民族伟大复兴一体推进；伟大建党精
神内涵着我们党顽强的意志品质，塑
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特质，将
党的斗争精神、奋斗精神、实干精神注
入现代化实践中；伟大建党精神内涵
着我们党鲜明的价值立场，塑造着中
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特质，将人民的
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地位贯彻于现代

化建设中。因而，必须深刻领悟伟大
建党精神的内涵实质，从中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精神特质，确保现代化建
设道路不改、方向不移、成色不减。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伟大工程的支
撑，建设伟大工程需要伟大精神的引
领。作为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政
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
精神风貌直接关乎现代化的前途命
运，因此，必须首先把党建设好、建设
强；伟大建党精神凝集着党加强自身
建设的百年经验，是对“中国共产党是
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精神
宣示，因此，必须把伟大建党精神赓续
好、弘扬好。充分发挥伟大建党精神
的引领作用，关键在于把握好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把握伟大社会革命和
伟大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
党的自我革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
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增强以伟大自
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又要认识到伟大社会革
命对党的实践锻造和对党的建设提出
的新的要求，以伟大建党精神对一些
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思想观念、行为
习惯、体制机制进行自我革命，在中国
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和
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二是把
握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以伟大
建党精神锤炼政治本色，始终把信仰
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对党忠
诚作为最高政治标准和实践标准，把
对“两个确立”的认同转化为“两个维
护”的自觉，真正把“讲政治”建立在对
科学理论的掌握运用上、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正确认识上、对民族复兴光明
前景的充分信心上。三是把握全面从
严治党的原则要求，汲取伟大建党精
神蕴含的坚强意志和斗争品格，增强
从严管党治党的定力和能力，把“永远
在路上”的坚定与执着贯彻到全面从
严治党全过程，把“基础在全面、关键
在严、要害在治”的要求落实到全面从
严治党全方位。

新征程上，我们要高擎什么样的精
神旗帜、保持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依靠
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推动复兴进程不可
逆转、推进强国建设蹄疾步稳，伟大建
党精神无疑能提供精神指引。以伟大
建党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坚
持真理优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与
优越性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
新与正确运用，根源于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与阶段性奋斗目标的有机结合与持
续奋斗。必须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信
仰信念的坚定意志，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坚持人
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人民群
众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统一，必须发
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责任意识和人民情
怀，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
题，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
重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尊重人民首创精
神相统一、为现代化目标奋斗和为人民
谋利益相统一。坚持实干为要。中国
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
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人民一
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也必
然在新的团结奋斗中开辟未来。发扬
伟大精神的奋斗品格，把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
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
（作者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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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 张志丹 崔浩然

“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
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
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是曾任中
共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被捕后
在狱中写给姐姐夏明玮和她两个
女儿的信，这封家书字字尽显夏明
翰烈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视
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1928年3

月，他于武汉被捕后，在汉口余记里
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

红色家书记载了革命先驱为
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
民的平等自由，不畏艰难、坚持斗
争，直至牺牲的过程，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百年
荣光。透过这些家书，可以真切
感受到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
义，即坚持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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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正道是沧桑：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

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
义信仰，坚守理想就是坚定共产
主义理想，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
首要内容，也是红色家书最为鲜
明的主题。“我的死是为着社会、
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
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
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
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
犹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史
砚芬给弟弟妹妹的诀别信中尽显
殷殷报国之心，是他对“占据着真
理和道义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
的坚定信仰，力透纸背。1931年，
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后，因叛徒出
卖被捕，在狱中他坚持真理、传播
真理，写给舅父黄齐生的信中，他
一方面感念舅父对家人的关照，
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批评黄齐生的错误思想。“舅父思
想宗教色彩甚浓……我们的哲
学，是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在流动
变化着。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
而且是要改造世界。”彰显出中国
共产党人所坚守的理想始终建立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上。
无数革命先烈在战火硝烟中为追
求真理、为实现理想不惜英勇献
身，红色家书抒发了他们爱党爱
国爱家的赤子之心，为革命的后
来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敢教日月换新天：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
就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为己任，始终保持与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广大群众
历尽艰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最终赢得革命胜利。“灾难深重的
中国少衣无食者，不仅咱一家，弟
这几年来正是为了自己，为了这
饥寒的一群，奔波奋斗……弟将
更努力，为群众服务……”八路军
战士冯庭楷写给兄长的家书中坦
露了一个战士热爱百姓大众的情
怀。“为了铲除这个压迫人的力
量，打倒那些少数反动分子，所以
才要革命。为了这些，我才加入
了革命队伍，纯粹是要为人民服
务……”1949年2月，青年学生杜
峻毅然参加人民解放军，把为人民
服务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
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身上展现出
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样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为有牺牲多壮志：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

伟大斗争成就伟大事业，取
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靠
的就是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中践行初心使命，牺牲精神和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

贯之的崇高品格。许多革命家在
面临生死考验时发扬革命精神，
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1934

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
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奉命留
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
16日，在率部与敌作战中不幸负
伤被俘，3月21日英勇就义，时年
40岁。他在狱中写给妻嫂凤笙的
家书中谈及“弟准备牺牲，生是为
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
已”。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英雄气概。革命战士朱振汉1949

年在大湖之战前夕报名参加敢死
队后，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这
次写给你是最后的一封信……你
儿子的死是光荣的，为了全中国
的人民解放而死是最有价值的。
妈！”17岁的年轻战士在生死时
刻，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宽慰母
亲，最终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
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
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无非一念救苍生：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

“忠诚”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是中国共产党
人优秀的政治品格，体现在既要
“忠于党”，也要“忠于人民”，二者
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伟大建党
精神的归宿。我们党只有保持这
种道德准则，才能在身处困境时
做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实现“乱
云飞渡仍从容”。共产党人党性
坚强、信仰坚定，黄竞西在狱中写
给岳舅的遗言“我为党牺牲，有无
上光荣，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是他
忠于国家、忠于革命的坚贞不
渝。王稼祥一生忠于革命，忠于
党，引导堂弟王柳华正确认识中
国社会问题，动员他积极投身革
命事业，加入党组织，在家书中写
道：“怎样革命才可实现呢？我们
必须加入有组织的政党，以一定
的政策，一定的方法，群策群力，
同去干国事才可。”党代表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谋幸
福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表
现。陈毅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反复
提及“人民”：“一切均从人民出
发，儿窃愿勿愧于此，故不得不反
复言之。”“向真理和人民低头，固
我弟兄多年来之立身行道之风度
也……”这是陈毅作为无产阶级革
命家对亲人的要求，真正做到了亲
民爱民，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
民的深厚感情。

伟大建党精神四个方面的内
容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通过
深入挖掘和阐释红色家书故事，
发挥好红色家书传承和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重要载体的作用，深刻
领悟革命先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
追求、为国为民的深切情怀、舍生
忘死的崇高气节、对党忠诚的赤
子之心及人民至上的大爱情怀，
学习革命先辈的政治品格和道德
风范，这对于新时代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文化、涵养革命精神
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灵魂和泉源，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根基与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
中蕴含着鲜明的文化基因、独特的价值
追求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滋养了伟大建
党精神，同时，伟大建党精神所内蕴的时
代特性、深刻内涵与价值旨向也进一步
丰富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
的志道、大同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志道、大同
精神，是先贤们对于真理和理想的追求
与守望，与中国共产党所坚守的马克思
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
想契合，也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
大建党精神注入文化积淀。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真
理的志道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
供文化资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许多先贤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懈
努力。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
探究世界本源，围绕何为“道”展开了论
争；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的“仁爱”之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家主
张自然无为、逍遥自在的“无为”之道，
“我无为而民自化”；墨家则认为万物无
别、天下相亲的“兼爱”为道，“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志道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百余年
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
主义最坚定的志道者、崇道者与弘道者。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胸怀天
下的大同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和
发展铸魂奠基。《礼记》中就阐释了“礼运
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
同世界的轮廓被清晰描绘；宋代张载也
曾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地之
间万物皆是同胞，故要用同等的态度对
待世间人与物。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精神的思想养
料，坚守真理是在大同精神基础上的时
代性阐发。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
的民本、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份初心和使
命始终烙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
本与担当精神。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
为本的民本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
理论来源。“民本”即以民为本，强调在君
民关系上，民是一国之根基，君主必须政
得其民，社会才能安康，国家才能富强。
不论是《尚书 ·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
本，本固邦宁”，还是黄宗羲提出的民主
君客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等，均从不同层面阐发了民本思想。中
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及伟
大建党精神中所彰显的人民至上的理
念，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批
判与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重
民意、谋民利，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的治国真理，探索出依靠人民群众才
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挺
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内
生动力。在中国早期传统文化中，虽然
“担当”二字鲜有出现，但担当精神却一
直出现在各类古籍文献之中。如孟子主
张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曾子提倡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熹所
述的“向前担当，鞠躬尽瘁”等均体现出
中国古代先贤志士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
担当情怀。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担当使
命”正是担当精神的时代延续与价值彰
显。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担当意识，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伟大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
的取义、抗争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
光芒，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取义成仁
与不屈抗争精神一脉相承。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义成
仁的牺牲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精
神滋养。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十分
关注生与死、义与利的人生问题。《左传 ·

昭公四年》中就明确记载，“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孟子以鱼与熊掌为喻，指出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林则
徐在面对清政府软弱无能之时愤然感慨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取义成仁的影响与熏陶，并在革命斗争
中不断锤炼和升华，铸就出“不怕牺牲”
的伟大建党精神。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顽强不
屈的抗争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映
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不屈不饶、敢
于抗争的神话故事源远流长，大禹治水、
女娲补天、愚公移山……抗争精神也被
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所歌颂记载，《易传》
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 ·

告子下》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岳
飞在《满江红》中慷慨激昂的“莫等闲，白
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些都成为中华民
族不屈精神的历史写照。无数中国共产
党人在革命的洪流中，在建设的激荡中，
在改革的淬炼中，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抗争精神发扬光大。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
的忠诚、无我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
人民”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
的忠诚与无我精神。忠诚与无我精神
不仅构成了先贤志士们对于赤胆忠心
的恪守，也赋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独特的文化底蕴。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赤诚忠
心的忠诚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深
刻启迪。忠诚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
已经出现。《吕氏春秋 ·诚廉》有言：“石
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
夺赤。”《论语》中关于“忠”的字词出现
了十八次，孔子强调说话做事、与人相
交、侍奉君主时都要保持忠诚。对党忠
诚，是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中国传统文化
中忠诚观念新的时代内涵。对党忠诚
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党的性
质的科学认知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忠
诚，与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具有高
度一致性，是对传统忠诚观念的扬弃。

其次，“无我”的人格精神浸润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无我”
强调效法天地，大公无私；道家“无我”主张
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佛家“无我”则认为缘
起缘灭，和合而生。“无我”的精神内核
在历史演进中，逐渐统合儒释道三家释
义，强调心怀天下、不谋私利的崇高道德
境界。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负人民处处体
现出“无我”的价值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
罗马会见时任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到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更是强调“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
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需要广大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
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者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脉
■ 岳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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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是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
探索的精神印证

伟大建党精神是
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
化的精神特质

伟大建党精神是锻
造中国式现代化坚强领
导核心的精神根基

伟大建党精神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精神指引

编者按 红色文化是蕴含着丰富红色资源与厚重文化内涵的先进文化形态，是我们在前进道路
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弘
扬红色文化，日前，上海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红色文化传承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今刊发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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