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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写说明

摇 摇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之际, 中共吉林省委党

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一书, 这是

给党的生日的一份献礼之作。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 伟大精神推进伟大事业。 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培育和

锻造的伟大精神传承了优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是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硕

果实, 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 积极培育和倡导弘

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从毛泽东、 邓小平到江泽民、 胡

锦涛、 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

伟大精神作过多次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曾系统阐述红船

精神、 实地学习和感受井冈山精神, 并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 高度评价和大力倡导弘扬焦裕禄精神等党在不同历史

时期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培育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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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论述, 是本书编写也是我们弘扬中国

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基本遵循, 书中择其重点予以表述。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一书, 以历史为脉络, 再现

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伟大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基本内涵和

弘扬伟大精神的重要意义。 重温、 学习这些体现时代精华、

蕴含独特精神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给人以教育、

以激励、 以鼓舞、 以启迪。 本书是开展党性教育、 党史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也是当前正在开展的 “两学一

做冶 学习教育的辅助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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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摇 摇 论

一、 总摇 摇 论

精神是人类在生产交往的各种物质现象中所体现出的意识、 观念和心态的概

括和升华, 是人脑对客观世界及其本质的集中反映。 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 改革历程中锤炼、 形成、 继承、 弘扬和发展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的总和。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以五四精神为发端, 历经九十多年, 树

起一条完整的精神序列, 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精神现象,

在世界各国政党的历史上独具特色, 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

摇 摇 (一) 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是伟大精神的基础和先导。 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理论基础是马克

思主义,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

合, 发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即与客观世

界及其规律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是迄今为止

最科学、 最先进、 最严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在 1937 年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

纲》 指出: 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 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 不

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的哲学的遗产而来的, 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

的。 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冶淤。 俄国十月革命后,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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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想的交锋整合和尝试比较中, 开始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和

解决国家命运的工具, 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根

源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社会, 才能够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

律,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 明确方向, 引领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

走向胜利。

第二,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 即无产

阶级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

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中国共产党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 每个共

产党人都把这个宗旨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追求。 红船精神中有立党为公、 忠诚为

民的内容, 苏区精神有一心为民的内容, 西柏坡精神有坚持依靠群众的内容。 雷

锋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典型。 雷锋精神的实质,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雷锋正确地解决了 “为谁活着, 怎样做人冶

的问题。 他把 “生为人民生, 死为人民死冶 作为自己的信条。 正因为如此, 他

时时处处都以党、 人民和祖国的利益为重, 把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看作最大的幸

福和快乐,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立足无产阶级的立场使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

益, 成为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特质, 成为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第三,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 发展为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否正确, 往往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一系列被实

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关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原则和

经验总结。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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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摇 摇 论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则把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精神相结合,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构筑发展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提供了强

大的理论武器,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

(李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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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二) 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灵魂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 这是党的伟大精神的灵魂, 是党的伟大

实践的原动力, 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精神上的集中体现和政治上的根本标志。

第一,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精神境界。 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伟大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每个共产党员从

入党之日起就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把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 信仰放在

事业和人生的首位。 从红船精神、 到井冈山精神、 再到长征精神, 从革命、 到建

设、 再到改革, 中国共产党人无论面对怎样巨大的艰难困苦, 都始终坚守和秉持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方志敏写下了这样发自肺腑的豪言壮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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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

啊!冶 毛泽东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伟大政治家, 他是旧世界挑战者, 更是新世界的

构想者。 他青年时代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冶 的豪迈情怀, 井冈山时期 “踏

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冶 的乐观精神、 长征途中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

今迈步从头越冶 的坚定信念, 长征胜利后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冶 的必胜态

度, 建设时期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冶 的不懈追求, 把共产党人坚定信仰、

信念、 信心, 敢想敢干、 改天换地的博大情怀, 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的崇高精

神,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 包括社会理想和道德理

想, 既是作为党的整体的共同理想, 又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个人的理想, 二者相

互融合, 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精神。

第二,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信仰。 党的伟大精神博大精

深, 内涵丰富, 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灵魂。 坚定的理

想信念是政党之魂, 更是力量之源。 理想信念, 本质是一种自我超越, 将自我服

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 有信仰就会产生敬畏和约束, 就会产生力量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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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产生魅力和光芒。 人生信仰是解决人生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命题。 共

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解决终极命题的唯一科学的答案。 在革命战争年代, 无数

共产党人不惜流血牺牲, 靠的就是信仰, 为的就是理想。 正是凭着这种理想信

念, 他们才可能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具有甘洒热血、 不怕牺牲的

坚强斗志, 具有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和平建设年代, 共产主义信仰

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精神。 这份信仰、 信念和忠诚武装全党, 转化为思想上政治上

的高度一致和组织上的坚强团结, 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 凝聚力。 只有坚持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 才能保持住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

方式的侵蚀, 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因为共产主义者把夺取政权只是看作

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必然继续地保持住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

斗的作风。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才会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 在受到外部封锁

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在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 在价值观较量呈

现日趋激烈的新态势下, 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游涡和逆流所淹没, 矢志不渝地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因为共产主义者懂得社会主

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 才能在贯彻执行党在当前阶段的路线和政策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具有远大

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就会有预见性、 前瞻性, 就不会成为自发

倾向的追随者, 就不会丧失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第三,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灯塔。 在马克思恩格斯撰写

的那部震惊寰宇的 《共产党宣言》 中, 有这样一句名言: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

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冶

共产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 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

人民群众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 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精神既坚守理想, 又脚踏实地。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

义, 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 为共产主义奋斗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和精神

支柱。 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实际结合, 把现阶段的任务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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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想统一起来, 把自己的理想信仰牢牢扎根在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民族复

兴这块沃土上。 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坚贞不渝, 对共产主义坚信不

疑, 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坚定不移。 党的二大结合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当代共产党

人, 结合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明确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任务,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明确提出了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李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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