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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红船精神为主要代表的伟大建党精神，其外在表现与内涵实质均是“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经过革命时期的嬗递，其内涵实质未变，外在表现

则不断丰富：以沂蒙精神为主要代表的党群革命精神，其内涵实质仍是“党为人

民谋解放”，其外在表现则发展为“人民坚定跟党走”。当下少数革命精神宣传

工作虽充分展示了其外在表现，却缺乏对其内涵实质的深入阐释，这说明对伟

大建党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嬗递缺乏整体认识。注重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整理提

炼、加强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宣传和讲授伟大建党精神切忌本末倒置，是研究

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时期嬗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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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称“七一”讲话）中提

出伟大建党精神，并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

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

承下去、发扬光大”［１］。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党

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

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

程”［２］。沂蒙精神是西柏坡精神诞生前最后形

成的革命精神，其外在表现比红船精神更丰富，

“与红船精神等建党精神‘政党型、精英型’的

自我精神相比，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

多是‘群众性、本土性’的党群关系精神，具有

鲜明的人民主动性”［３］。鉴于相关研究多在就

某精神论某精神，存在对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

时期嬗递的认识不足而出现的重表现轻实质问

题，本文拟从该问题入手，尝试分析其历史表现

和现实意义。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表现

　　“七一”讲话中“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

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伟大建

党精神”已指明建党精神的形成时间，而“一百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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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明伟大建党精神并非后来的一系列革命精神。

从内容上看，伟大建党精神既包含红船精神，又

比后者丰富。从习近平对两个精神的定位来

看，他在“七一”讲话中称伟大建党精神是“党

的精神之源”，在２００５年曾称红船精神为“党

的革命精神之源”［４］，前者所指的范围显然要

比后者大。因此，伟大建党精神是对我党精神

之源的最新概括，而红船精神则是建党精神的具

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已对伟大建党精神内涵

实质予以准确概括，本文着重考察其外在表现。

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筹备建党

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和马克思主

义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是伟大建党精神中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思想源头。无数志士

前仆后继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寻找出路，终

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失败［５］。俄国十月革命

的红船———“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开

通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航线，革命先驱

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已随马

克思主义传播树起，建党便被提上日程。１９２０

年８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接

着北京、武汉、长沙也相继组建党组织。他们出

版通俗刊物，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工会和社

会主义青年团，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

际组织工作［６］。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共一大

于上海法租界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

早已广为人知。随着相关档案披露，从事情报

工作、在中共一大上相对低调的尼克尔斯基也

渐受重视。后者同时还受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

的职责。虽然不远万里来华的二人是因身份重

叠而上下级界限模糊的同事，但尼克尔斯基负

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华工作经费的重任已

被证实［７］。上述均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在筹备建党时的具体表现。

２．转移会址与完成议程

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的人格理想和锲而不舍

的坚韧个性，深刻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与传统文化注重实现个人理想不同，伟大建党

精神树立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自马克思主义。建

党意义重大，但过程一波三折，代表们依靠“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

神才使之圆满成功。

因马林身份暴露，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

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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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写于中共一大

结束的十多天之后，无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较

为可信。文中提及中共一大遭打断的次日曾发

生一起“谋杀案”。因此案发生于有确切记录

的“７月３１日”，由此可断定中共一大被打断的

日期是７月３０日。２０１８年，“中共一大嘉兴南

湖会议研究”课题组首次发现法租界巡捕房有

两名身份、地位、年龄等相差悬殊的巡捕都叫程

子卿。虽然日本情报机关预先得知中共一大召

开的准确地点与名义［９］，但课题组查阅了涉及当

年留日学生救国团、全国学联、大同党等所谓“过

激派”的情报档案，以及日本警察审讯施存统的

记录和周佛海在京都大学的成绩单等，证实法租

界当局并未真正获知有关中共一大的情报［１０］。

经此变故，董必武建议年轻人离会［１１］。但

代表们不怕牺牲，在听取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

议后，冒着生命危险，转至嘉兴南湖游船。从上

海乘火车至嘉兴仅需一个多小时。王会悟让船

停于僻静水域，坐船头放哨，一旦有船靠近，就

哼曲并手敲舱门。就连午餐也用小船送来。她

还特备一副麻将牌。下午会议进行时突然传来

马达声，代表们以为是警察，当即停会打起麻

将。王会悟马上乘小船打听，得知是私人游艇

之后，会议才继续召开［１２］。除人为干扰外，南

湖会议可能还经历了天灾。据《申报》载，８月

１日“午后五时许”，嘉兴遭台风，南湖边裕嘉缫

丝厂３８间房屋被“吹倒者三十六间，并压伤漆

工一名……北丽桥上之桥石，亦竟吹去大石两

方”［１３］。“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

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

溺毙者竟有三人。”［１４］

代表们在白色恐怖中召开会议，由上海转

至嘉兴，由陆上转移到水上，克服了人祸天灾，

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中共一大所有的既定任务。

这就体现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组织成员当时“都未预见一大历史意义”［１５］。

１３名代表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仅２人出席开

国大典，这更说明伟大建党精神之可贵。

３．建章立制与团结工农

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马克

思主义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出路、使人

真正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

求，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思想源头。

因年代久远，中共一大决议和纲领原件遗

失。１９６０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发现陈

公博１９２４年在该校的硕士论文附录中存有这

两件珍贵文本。在中共一大纲领中，对党忠诚

体现在“除经党同意或法律所迫，党员不得出

任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不负人民体现为：

决议“规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

级、从事工人运动”。决议具体规定了建立工

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出版工会报刊和小册

子、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等。中共一大纲

领规定：“党员应据不同职业，在工、农、兵和学

生组织中活动”，确定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阶

级、废除资本私有制等阶级斗争目的”［１６］的奋

斗目标，这充分体现了红船精神中“立党为公”

的奉献精神。

中共一大成立的党中央局立即着手联系群

众，提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妇女团体的建立，

并开展运动。陈独秀还说：“我们不能靠马林，

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

己。”［１７］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多后，我们党在浙

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首个农民协会，带领自称

“贫贱、困顿、呆笨、苦痛”［１８］的农民开展抗租减

租等种种捍卫自身利益的经济斗争，建立了中

共首个金融机构———衙前信用合作社。衙前等

地农民协会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

女、反对旧礼教”［１９］等口号。半年后，中共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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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工人运动高潮。“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

安源路矿大罢工，为“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

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２０］的工人争取

１３条利益，使资本家承认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人

利益的代表，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人工资、改

善工人待遇、发清工人欠饷等。

我们党自诞生即无私利，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拯救亿万黎民于水火之中。带

领古老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世界最强最大政

党，竟诞生于一艘小船中，真可谓人间奇迹。董

必武重游南湖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

共党庆工农”［２１］，“庆工农”三字充分体现了我

党宗旨。这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在建党初期的表现。

考察伟大建党精神内涵的表现———建党前

的筹备工作、有惊无险的建党过程和建党后中

国革命呈现的新面貌，可知它们均紧密围绕建

党这一中心，体现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周

详缜密、有条不紊的心思与团结一致、民主协商

的作风。不论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外在表现还是

内涵实质，体现的都是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

政党精神，这也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

时期所共有的革命精神特征。

　　二、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嬗递

　　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在全

国性抗战爆发后逐渐形成了先进的党群革命精

神———沂蒙精神，并在解放战争中将其发扬光

大。伟大建党精神缔造者之一的王尽美回家乡

沂蒙建立了早期党组织，邓恩铭到淄博矿区宣

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纲领，由此开启了沂

蒙地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沂蒙精

神的“敢于胜利、开拓奋进”是对伟大建党精神

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延续，沂蒙精神的

“勇往直前、永不服输、艰苦创业”是对伟大建

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的发扬，沂蒙精神的“吃苦耐劳、爱党

爱军、无私奉献”是对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发展。由此可见，沂蒙精神对

伟大建党精神的嬗递极具代表性和时代性。

１．伟大建党精神发生嬗递的根基背景

“伟大建党精神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历

史根源和丰富营养，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

质禀赋和中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理念和道德品格。”［２２］与伟大

建党精神的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相比，沂蒙精神

的独特根基是山东省的地域文化。山东是孔孟

之乡、儒家思想和忠文化的发祥地。忠臣诸葛

亮幼时生活在临沂，临沂也是唐代大忠臣颜真

卿的祖籍地。颜真卿为人刚正义烈，极有气节，

其堂兄颜杲卿父子一门坚决抵抗安禄山叛乱，

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２３］，颜真卿最终也

因只身劝降叛军而被杀。中华传统二十四孝中

有七孝发生在临沂。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沂蒙精

神得以产生的根基，山东地区的忠孝等文化基

因是沂蒙精神“人民性”诞生的基础，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则是沂蒙精神等党群革命精神形成

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军

阀混战，社会上“蟊贼万千”，只有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对日军挺身而出。抗战

期间，沂蒙山区对日作战２．６万次，消灭日伪军

５０余万［２４］。解放战争时期，临沂作为国民党重

点进攻的地区，所抗击的国民党军兵力远超延

安。１９５５年授衔的１０位元帅和１５００多位将军

中，分别有３位（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和４３０

位在此工作过。２５年间，沂蒙４２０万人中，１２０万

人拥军支前，２０万人参军作战，１０万人牺牲［２５］。

２．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在红船精神被提出前，井冈山精神长期被

视为革命精神的源头。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填

补了从建党到大革命期间的精神空白，使我党

的精神思想史和发展奋斗史在时间上达成了一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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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从伟大建党精神的结构看，其内涵具有内

在贯通性，是核心、支柱与本质的有机统一。首

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反映的是中国共产

党人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的不变遵循，

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是动力之源，体现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其次，“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初心使

命和历史责任的庄严承诺，“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

的英雄气概，它们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支柱，是胜

利之本，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再

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反映的是中国共产

党人为党为民尽责奉献的价值追求，是伟大建

党精神的本质，是德政之基，体现的是马克思主

义的人文精神。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党群革命精神，是对

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其本质都是为人

民求解放与谋幸福。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政治

上实行“三三制”，引导群众代表投票，分组讨

论选举候选人，让不识字的民众进行“豆选”。

我们党领导根据地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

男女平等，沂蒙根据地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就

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人权保障条例》。在

经济上，我们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减轻了

老百姓的生产负担。在文化上，我们党创办

“庄户学”以启迪民智，创办“识字班”以教少女

识字。由于此举深得民心，以至如今临沂地区

仍将年轻女子称为“识字班”［２６］。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行为和举措，既保障了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改善了百姓的生活，

给人民以切实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中国共

产党是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政党，

所以人民群众才会一心一意地跟党走，形成对

党衷心支持的党群革命精神。因此，我们党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具体实践，

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实质与外在表现，也

是所有革命精神的不变追求。

３．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具体表现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党群革命精神是对伟

大建党精神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党群同心”，

即人民群众坚定跟党走、听党指挥。陈毅元帅

在分析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说：“遍地是运粮

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

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

战。”［２７］迟浩田将军于１９８７年纪念孟良崮大捷

四十周年时，感情至深地赋诗一首，其中有关人

民群众救助解放军战士的段落，便是对沂蒙精

神外在表现的生动描述［２８］。党群革命精神对

伟大建党精神的独特发展价值在于其更多地体

现着人民群众对党的忠诚热爱。

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虽然是人民，但它是

由山东党、政、军、民、学共同创造的。人民性是

沂蒙精神区别于早期革命精神的显著特征，但

若只将沂蒙精神表述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们普

遍引用与宣传的“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时，其主体就只剩下人民了，这

是不全面的。沂蒙精神的最终完善与准确提升

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考察

临沂时的重要讲话：“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为人民谋解放；人民群众跟党走，无私奉献。”［２９］

沂蒙精神之后，革命精神中的党群革命精

神不断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革

命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

精神、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革命精神

（如改革开放精神、劳模精神、奥运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创业精神

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革命精神

（如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三牛”精

神、探月精神等）中，人民群众逐渐成为创造主

体，伟大建党精神逐渐由“党的精神”变成了

“人民精神”。从这个角度讲，伟大建党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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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实质始终未变，外在表现中则增加了人民

性，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三、伟大建党精神嬗递的现实启示

　　伟大建党精神的外在表现由红船精神的

“精英式”逐渐发展为沂蒙精神的“群众式”，人

民性愈发凸显，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实

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展览，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

量。”［３０］当前，我国宣传展示革命精神的历史遗

迹主要集中在革命老区及其周边地区，大部分

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陆续规划为纪念馆、展览馆，它们为宣传

革命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可改

进之处。

１．革命精神宣传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与成因

首先，部分展览馆过分突出了革命精神的

外在表现，缺乏对其内涵实质的展示教育。例

如，除沂蒙革命纪念馆设有“党的群众路线”的

主题教育展厅外，沂蒙红嫂纪念馆就稍显过于

突出了红嫂无私奉献的事迹，却缺乏对这个先

进集体诞生原因的解释，给人以突兀之感。虽

然不同纪念馆可能对革命精神的展示各有侧

重，但涉及革命精神的基本要素还是需要完整

呈现的。实际上，除之前分析过的党对人民群

众利益的全力维护外，中国共产党自身超强的

动员能力，也是出现红嫂这类救助群体的另一

个原因。而党的这些民生观与实践经验，既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实质，也是中国革命取得

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的成就。

某些展览馆并未将其表现出来，殊为可惜。类

似的问题还出现在表现“人民群众拥军支前”

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中。该馆共分五个展厅，

分别为门厅、战役厅、支前厅、英烈厅和双拥厅，

却没有党的群众路线或党建展厅。而同样以军

事革命题材为主的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军区

华东野战军诞生地纪念馆，就开设有“军民鱼

水”专题展室。

其次，部分展览馆宣传的内容与规划形式

欠妥。例如，在有着“沂蒙红色圣地、华夏第一

庄园”美誉的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１１５师司令

部旧址暨大店庄氏庄园中，尽管其简介称“展

示珍贵图片资料１６００余张”，但内容多涉及当

地民俗，并未对八路军 １１５师各部进行介绍。

有些展室的墙壁空空如也，或仅有寥寥数语，以

至于无法让人得知八路军 １１５师内部科学领

导、协调分工的过程。此外，当地将“山东省政

府和八路军１１５师司令部旧址”这一珍贵的革

命精神纪念馆与作为当地民俗文化博物馆的

“大店庄氏庄园”相结合的做法，虽然会带来更

好的经济效益，但对革命精神纪念馆做出“能

与大观园、乔家大院相媲美的民俗文化旅游

区”［３１］的评价，是否会影响革命精神的宣传与

发扬，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由此可见，部分展览馆对革命精神内涵实质

的忽视，正是当前党群关系建设中需要加强的部

分，即舍本逐末地过度宣传革命精神中“党群同

心”的外在表现，而忽略了对党员干部提出“以

心换心”的要求。针对这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笔者拟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以供参考。

２．建党精神的嬗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借鉴与启示

从理论层面讲，应进一步加强对伟大建党

精神在革命时期嬗递的整理与提炼。从某种程

度上说，沂蒙精神等党群革命精神展览所缺失

的“党为人民谋解放”部分，正是以红船精神为

代表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内容。人民群众在

解放战争期间持续发挥主观能动性，源于深入

贯彻落实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中所提出的

“放手发动群众”的要求，但很少见到对这一内

容的展示。这说明某些宣传工作者对我党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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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群关系建设经验还缺乏整体认识、不能融

会贯通。再如，１９４６年底，曾先后报道过二战

期间盟军的“１９４２年缅甸失利、１９４３年北非作

战和１９４４年诺曼底登陆”等重大战役的战地记

者杰克·贝尔登第二次来到中国，他全程目睹

了解放战争，并写下了代表作———《中国震撼

世界》。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保

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确切地了解群众的要

求，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是为人

民群众利益而工作的［３２］。类似这样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融洽关系的还有美国记

者韩丁所著的《翻身》一书。这些记录我党优

秀党群关系作风的“外部声音”，本应是极佳的

宣传素材，却极少被国内展览所使用。

从现实角度看，应利用伟大建党精神在革

命时期嬗递的历史经验来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党

群关系建设。比如，红船精神充分体现了“党

走在时代前列”，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是党

的先进性之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红船

精神昭示出党群关系就好比舟与水的关系。而

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党群革命精神本身就为新

时代党群关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在革命时

期，人民内部矛盾被民族生死存亡问题所掩盖。

而今，中国处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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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变得

相对突出。如果再遇到危急关头，人民群众还

会不会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舍生忘死来保护我

们的党员干部？“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

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著名的“耿飚之

问”［３３］。要防止党的领导陷入“塔西佗陷阱”，

就必须解决好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作风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只有

继续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心换心”的内涵实

质，人民群众才会自觉发扬“党群同心”的革命

精神。

从实践角度看，宣传和讲授伟大建党精神

在革命精神中的嬗递切忌本末倒置。党群关系

建设和党的作风建设是当今中国繁荣发展的根

本保证。革命精神的宣传与发扬不能只重视

“党群同心”的外在表现，而忽略其“以心换心”

的内涵实质。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伟大建党精

神不仅阐释了党“从哪里来”，而且指明了党

“向何处去”：新时代要求我们继续“沿着红船

的航向”，矢志不渝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艘巨轮劈波斩浪、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

神的对垒。”［３４］因此，在思想工作中探赜索隐、

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研究伟大

建党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嬗递对新时代思想建设

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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