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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

根本宗旨、优良作风。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分以事件命名、以地域命名、以精神主体命名三

种类型。它们拥有共同的特质，即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保持艰苦奋斗、以人民为中心、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及其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伟大革命实践的价值升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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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概述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由各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凝结而成的精神系统，是一个“类型多样、层次分明、体系化的复杂精神系

统”[1] 64-7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程中形成的系列精神的汇集。这一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精神及精神谱系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以革命为主题、斗争为核心，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

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与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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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促进党的事业赓续发展的精神源泉，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2]

27-37。

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梳理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伟大精神并予以发布。纳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精神，包括建党精神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

、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

神、张思德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开篇[3] 1

8-25，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精神支柱的根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利于更

好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目前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马新发等[4]、杨少华[5]、陈晋[6] 17-21、汤志华[7]、蔡志强[8] 20-

22、唐鲁沂[9]等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形成、基本内涵、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出发，分析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谱系的理论来源、形成过程和时代价值，或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展脉络以及红色基

因，在新时代的视角下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有拓展空间。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初步建构阶段[2] 27-37。它形

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寻找国家出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

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进行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的先

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开始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

播[10]

5-13，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 2 / 14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探索遇到严重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取得

了长征的伟大胜利。14年抗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随后

，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文化根基

任何一种精神和精神谱系都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

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

方式”[11] 170。这种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血液和骨髓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精神，“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就会孕育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样的新形态”[12] 31-40。中国共产党精神和精神谱系吸收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建党精神中的“不负人民”，井冈山精神中的“依靠群众”，苏区精神中的“一

心为民”，延安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日三省”的自省精神，将其应用于政党建设中，形成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优良作风[13] 11-18。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如爱国主义也在这一时期的精神中有着突出的体现，如长

征精神中“救国救民”“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抗战精神中“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东北抗联精神中“高尚的爱国情操”等。另外，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等，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着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他

们在投身革命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优良传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产生了重

要影响[14]。

（三）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以李大钊为首的先进分子，积极学

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

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浴血奋斗、艰苦探索，不断从一个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在此过程中，逐步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精神中，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

精神。马克思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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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构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这一时期诸多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统称。根据不同的命名

[①]。

（一）以事件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事件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包括了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抗战精神等。这些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

近现代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以事件命名精神，充分彰显了这些事件在党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些事件中，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改天换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奋斗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家国天下观。

（二）以地域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众多以地域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红

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

区精神等。在中宣部发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以地域命名的精神最多。这

些精神多是在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形成的，这一地域分布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有直接关系。同时，众多具有地域指向性的精神不仅包含了各地域的文化特征，还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实践重点转换、由弱变强的过程[15] 42-47。

（三）以革命主体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精神

精神主体是伟大精神的关键构成要素，每一种革命精神的产生都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以人名

、英雄团体构成的精神名，体现了先进模范人物在党的精神谱系中的重大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既包含着东北抗联精神、红岩精神这类彰显英雄团体风貌的精神成果，也有展

现模范人物的张思德精神。这些群体和个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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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浴血奋斗中坚持真理、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当然，不同类型的精神是相互融合的。无论是以事件命名，还是以地域命名，都是以革命先辈的英雄

事迹作为主体支撑的。如谈及建党精神，就会想到陈独秀、李大钊等；谈及遵义会议精神，就会想到

毛泽东；谈及长征和抗战精神，自然离不开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形象及其事迹。而以精神主体命名的

革命精神，也无法脱离发生在具体区域历史事件的支撑。比如谈及东北抗联精神，就会想起杨靖宇、

赵一曼、周保中，想起白山黑水；谈及红岩精神，就会想起渣滓洞、白公馆，想起重庆，想起江姐、

许云峰。所以，各个不同类型的精神只是命名方式的不同，他们所体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的英雄品质。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特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拥有共同的思想内核，也就是一以贯之的共同特质，比如

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以人民为中心、不怕牺牲等。

（一）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

“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二大确立了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立了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从此以后，党就在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旗帜的指引下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以及精神谱系，首要的特质就

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和坚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党内以及军队内部的思想，建立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中

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发动人民战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延安整风运动中

，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提高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为夺取抗战胜

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6] 62-74。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学习

，为建立新中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几乎每一种精神都包含了关于理想信念的内容。如伟大

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中的“坚定信念”，长征精神中的“坚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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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理想和信念”，伟大抗战精神中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红岩精神中的“坚定理想信

念”，东北抗联精神中的“坚定的信仰信念”，大别山精神中的“坚守信念”，老区精神中的“爱党信党、坚

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这些理想信念，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

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正是依靠这种信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认识到，以

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于是，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

路。所以，井冈山精神中有“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苏区精神中有“求真务实”，照金精神中有“从实际

出发”，老区精神中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延安精神中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统一，不断

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注入新的内容。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才能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始终保有其时代价值，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一种为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利益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吃苦耐劳精神，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畏艰难险阻的开拓

进取精神[17] 271-27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28年，最终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贯穿这一时期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艰苦奋斗。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老区精神都明确提到了“艰苦奋斗”

，还有沂蒙精神中的“艰苦创业”等。

探索革命新道路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本身就是在落后的农村

地区建立起来的，还经常受到反动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面对复杂恶劣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实现革命根据地军民在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完成革命根据地的各项

建设任务[18] 18-23。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靠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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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理想信念和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19] 15-19。全面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

一方面要同国民党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势力作斗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在敌后

游击战场同日寇作斗争。面对日寇的扫荡和封锁，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

党坚持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渡过了缺衣少粮的难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提出了“两个务必”，明确了党要在新形势下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保持艰苦奋斗

精神。由此可见，艰苦奋斗贯穿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每一个阶段，是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精神和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

（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又一重要特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爱国与爱民紧密结合[20] 230，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为了救民于水火而浴血奋斗。在伟

大建党精神中，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井冈山精神中有“依靠群众、敢于胜利”，在苏区精神中

有“一心为民”，老区精神中有“鱼水情深、生死相依”，太行精神中有“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照金精神

中有“密切联系群众”，西柏坡精神中有“依靠群众、团结统一”，延安精神中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而张思德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伟大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中，有三个方面突出

了国家和人民，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

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史，就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体现为突出人民作为历史发展

的主体，始终为解放人民、维护人民利益工作[21] 38-44。

（五）坚持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百年党史中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最

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斗争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

历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中，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有着鲜明的体现。如建党精

神中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伟大长征精神中有“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伟大抗

战精神中有“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照金精神中有“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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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精神中有“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太行精神中

有“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老区精神中“舍生忘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一步步发展

壮大，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靠的就是这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

并传承至今。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当代价值

（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

导思想[22] 43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表现出坚

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使命担当和艰苦奋斗精神，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依旧艰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

神谱系有利于我们在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得到伟大精神的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凝聚的精神财富和理论

成果。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与谱系，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

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稳定、高速发

展，社会和谐稳固，国家长治久安。实践证明这些伟大精神是党的思想武器，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在

新时代建设学习型政党，引导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深化党的建设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

。

（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精神支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23] 2。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就是一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

现这个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党的政治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的成果，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坚守、对道路的求是创新、对过程的艰苦奋斗，对于调动社会各阶层投

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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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政党永葆活力都离不开创新，创新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中有着充分体现。在每个革命历史阶段，都有着丰富的创新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保持创新精神的品格。创新精神为实现伟大事业提供了不竭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行不通的，要想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

主地进行探索与实践。新时代，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在形势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自身命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24] 3。新

时代，需要一批信仰坚定、自觉奉献、不惧苦难，具有高水平专业能力的建设者，才能应对日益复杂

的发展局面。建设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可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里获得精神滋养。在精神层面，破除精神阻碍和观念阻碍，激发积极性；在组织层面，增强凝聚力

，提高组织能力；从价值层面，确立价值目标，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能够帮助党和人民始终坚定信心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奋

斗实现伟大梦想，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发展，为其构筑精神支柱[25] 1-4，15。

（三）为共产党人自觉进行党性锻炼提供精神支撑

党性修养就是党性锻炼，是共产党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26] 202。加

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关键

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27] 14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党史的

开端，包括了建党时期等多个重要历史阶段，有着大批典型英雄人物、重要历史事件。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就是在这些英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提炼和构筑的，是我们党宝

贵的精神财富。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利于共产党人更加深入、系统

、形象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学习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意识，学习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信念，

帮助党员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传承和传播红色基因，保持中国共产

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

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28]。加强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理解把握党在这一时期

精神与精神谱系的内涵，有利于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为共产党人自觉进行党性锻炼提供精

神支撑。

（四）为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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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源于中国，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背景下，依旧坚持独立自

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通过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等精神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这为在世界范围内仍然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

精神启发。

同时，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9] 20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与精神谱系中的“坚定信念”“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核，对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过程中，在不

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积淀的伟大精神财富。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精神及其谱系，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依然要继续坚持和弘扬这些

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

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28]。这些精神

和精神谱系是中国精神的宝贵精华，能够为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成为提振推进民族

复兴伟业信心的强劲动力，帮助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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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JIN Shican, SHI Wen

Abstract: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a

great spiritual wealth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ich embodies the party's ideals and beliefs,

fundamental purposes, and good style.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is period

wa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d after events, named after regions, and named after spiritual

subjects. They sh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namely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adherence to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aintaining a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hard work, people-centeredness, and

fearless sacrifice.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pedigre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tegra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e of China's great revolution, and providing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piritual pedigree; Marxism;

national spiri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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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062）、武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计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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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分类，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焦金波认为“从横坐标来看，……精神谱系

可分为地标型、人物型、行业型、事件型、工程型等类型。……从内容上看，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为主轴，以中国共产党精神核心要义为精神基因，以基于时代赋予的鲜活内容为中心词来概括和提炼

。”焦金波：《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架构问题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

期，1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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