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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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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摘摇 要] 摇 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的历史。 党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历史。 以史为

鉴,资政育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汲取并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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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
业史和发展史,其中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政治灵

魂和精神魂宝。 2013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的必修课。 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要

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

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1]。 深刻了解我

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汲取实

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课题。

一摇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生动体现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精髓有机地融入到传统的中国精神中,赋
予了中国精神以新的生命源泉,这就是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 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中国具体实

际的巧妙融合,使得中国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力量之源。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历史

历史,凝结了人类智慧。 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多

年的文明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她有过辉煌,
也遭受过屈辱。 当历史进入 19 世纪以后,我们的国

家陷入了重要危机。 她外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与凌辱,内有封建腐朽势力的压榨与叛卖,大片领土

被割让,巨额财富被掠夺,无数民众被屠杀。 面对国

家的危亡,中华儿女们前赴后继,发动了数百次反帝

反封建的暴动和起义,掀起了 3 次革命高潮。 但是,
所有这些努力,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

败了,“三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由解放的曙

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与革命运动相

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东方文明古国,终于踏上

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中国共产党 93 年的光辉历程,是从近代以来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承

继下来的。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阶级的

使命、民族的使命集于一身,把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任务结合起来,接过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历

史接力棒,肩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彻

底胜利的探索和实践,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28 年的浴血奋战,最后成

功地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

来,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民族饱受列强奴役、国家

分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一去不复返。 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起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



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

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

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

践勇气,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不断的艰辛探索,实行

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在世界社会主

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中
国共产党砥柱中流、岿然不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

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

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

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军,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

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

明前景。冶 [2]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新胜利的辉煌历程中形

成的“红船精神冶、“井冈山精神冶、“长征精神冶、“延
安精神冶、“红岩精神冶、“抗战精神冶、“铁军精神冶、
“西柏坡精神冶、“苏区精神冶、“大庆精神冶、“铁人精

神冶、“雷锋精神冶、“奥运精神冶、“抗震救灾精神冶、
“载人航天精神冶等等,共同构成党在前进道路上战

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支

柱和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地拓展了民

族精神的内涵,使中华民族展现出了崭新的精神风

貌。 虽然中国共产党弘扬的民族精神所处的时代背

景并不相同,但形成这些精神力量的动力源泉均是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并且这些精

神在不同形态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联系,在内涵上具有很多的共同点,比
如,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奉献精神等等。 正是这些内涵的一致性共同

组成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基本架构。 可以说,中国共

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大成者。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弘扬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改革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 党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 党的事业

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

大创新为先导的。 党从成立起,就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冶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且作为自己的行动

指南和思想武器。 建党初期,由于部分党内同志对

马列主义的理解比较肤浅,一段时间内盛行“凡是

马恩列斯的话全是对的,凡是共产国际的决议都要

坚决执行冶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

乎陷于绝境。 在此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

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冶的错误思

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

命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适合中

国情况的科学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

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历史

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

内较早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试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
但是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还是建立了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

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

础。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以邓小

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勇于创新,冲破各种错误思想的束缚,用改革和

发展思维,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突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1978 年后,邓小平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并且提出和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

问题,1992 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突破了长期以

来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冶 [3]。 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毋

庸置疑,假如没有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中国的经济

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被打

破。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

之交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

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的变化,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创立了“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探索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进入新世纪新

阶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又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
出新概括,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任务,揭示

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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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 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实践,不断推动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我们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是前所

未有的创新事业。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无论是革

命还是建设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 中国的发展必

须走自己的路。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坚持中国革命,
必须进行武装斗争。 但是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攻方

向究竟应当指向城市,还是农村,从国际共产主义的

历史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
致使革命工作确定为以城市为中心,结果所有以占

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都归于失败。 毛泽东等经

过摸索,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中国革命的重心

逐步转移到了农村,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

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农村革命工农政权,开辟

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抗日

战争时期,我们党首次联合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胜利的决

定因素;西柏坡时期在面对即将发生深刻变化的环

境下,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务必冶重要思想,为中国

共产党在角色转变的同时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改
革开放时期,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

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

展开,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
经济特区的兴办、沿海城市的开放到内陆边境城市、
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开放,从经济、科技、教育、文
化等领域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创了中国经

济腾飞的崭新时代。 还有“一国两制冶、科学发展、
和谐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成功探索和

生动实践,都充满了我们党的创新和改革智慧。
历史表明,改革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国家永远立于世界先

进民族之林的可靠保证,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加速

现代化进程的最佳选择和最有效的武器。

二摇 实现中国梦,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

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

的作用。 江泽民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

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

聚力和生命力。 胡锦涛也指出,要增强 “民族精

神冶,巩固“精神支柱冶、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冶。 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开始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定性阶段,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可是前进的道路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断会有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摆

在我们面前。 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要认真学好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汲取前人的经验

教训,总结并坚定我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

自信,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汲取并大力弘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发活力、汇集智慧、鼓舞斗志,为
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方向。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梦冶的强大精神

支柱

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

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
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3 年的光辉历程中,正是

凭借着共产党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为实现共产主

义而奋斗终生的坚定理想,才能使我党战胜无数个

艰难险阻,最终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看到:革命战争年代,无数的共

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无惧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屠杀,
无惧日军的疯狂“扫荡冶,甘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

业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和崇高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
更有大批的英雄模范不断涌现,无论是战士雷锋、科
学家钱学森、邓稼先、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等等,他
们不论身处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会为党的事业奉

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正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想信念关系党和国家的

前途命运,关系着全民族的兴衰。 在新的历史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特别

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

身建设也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 这就要求我们要

更加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并把这种坚定性自觉体现到为实现党的基

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而不懈奋斗的具体实践上,体现

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上,体现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来,体现到大力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拒腐防变

和抵御风险能力上来。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

前行,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国梦冶的力量之源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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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

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

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意

识到爱国主义精神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而把培育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自身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断

鼓舞着中国人民为着同一个中国梦而不畏艰险,奋
勇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

斗争,使中国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

也走上了民族繁荣、富强、复兴之路,形成了推动实

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从过去的 90 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从“打倒列

强,扫除军阀冶到“团结抗日冶,又从抗战胜利后的反

内战到召开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从保家卫国的

抗美援朝战争到反对台独,再到迎接香港、澳门回归

的成功实践,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升华

和集中体现。 江泽民指出:“我们的祖国在近代曾

经长期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 许多爱国志士

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成为这种斗争从失败转向胜利的历史性标志。 我们

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指出了

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团结、吸引

一切爱国者共同奋斗。 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中,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赢得了

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人,
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

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冶
江泽民同时指出,“我们的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以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

起独立的现代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旧中国

不可想象的人间奇迹。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沿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国民经

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国人

民从切身体验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爱国主义与社

会主义是统一的。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
条战线涌现出许多为国争光、创造了光辉业绩的英

雄模范人物,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焕发出新

的光彩。冶 [4]581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

阶段、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被赋予不同的内

容。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

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冶。 江泽民

强调指出:“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

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

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
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 在现阶

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

义现 代 化 的 事 业, 献 身 于 促 进 祖 国 统 一 的

事业。冶 [4]121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

速期,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全球化的浪潮

也带来了种种风险挑战,唯有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维系中华民族

大团结,感召中华儿女共同奋斗。 爱国主义不是一

句空泛的口号,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作为中华民族

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坚定爱国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实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不懈努力。 唯有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能将我们每一

个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共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的中国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

义传统需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全国人

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从学习党的历史中了解党

的光辉业绩和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精神更好地转

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

力量。
(三)改革创新是实现“中国梦冶的强行之路

时代精神是在继承民族精神的基础上,适应时

代变化、引领时代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 发展离不

开创新,创新意味着发展。 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进

步的灵魂和生生不息、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梦冶的

强行之路。
中国共产党 93 年的历史,正是因为敢于突破旧

思想、旧观念,才可以突破性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

义,并将其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很难想象,
倘若没有这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
中华民族的今天何来如此辉煌的成就。

与中国共产党曲折奋斗、创新突破的 90 多年相

比,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先辈留下的宝

贵财富,无论是思想的指导、理论的规范、物质的基

础还是光明的道路都让我们有相当的自信去迎接未

来的挑战,但是改革创新没有完成时,弘扬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没有完成时,停滞不前就等

于倒退。 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全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动力,唯有改革创新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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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两个一百年冶的奋斗目标,也唯有改革创新,才
能解决好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

正三大问题。 我们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创新。 其

中,改革现有的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

创新、文化创新,是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这里所述及的制度创新,
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全方位革

新,通过变更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激发

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和社会的活力。 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持续完善各项

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机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

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挑战,将“中国制造冶升级为“中国创造冶;
激发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获得撬动“中
国梦冶的精神杠杆,建设成“美丽中国冶 [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

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之共同努力。 在

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继续

“圆梦冶,需要我们不断汲取精神的力量,而中国共

产党的奋斗史则正是中国精神传承的载体。 鲁迅先

生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

命运。冶所以,在全民族都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中国精神的传承,
要时刻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用历史来培植中

国精神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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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the Mental Strength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ZHOU Chun鄄y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摇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only a national spirit whose core is to carry forward patriotism,but also
the spirit of time of which the core is to propaga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best textbook to promote the Chinese nation蒺s great
rejuvenation and realize the China Dream. We must study this history seriously,and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We must learn from the his鄄
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im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i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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