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价值论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解析

[摘    要] 从哲学价值论的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体系的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要素结构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体系的要素结构具有一致性，主要包括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价值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价值原则

，以及英勇斗争、艰苦奋斗的价值规范，四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机

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深刻理论依据，受到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深刻涵养以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正确指引。在奋进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键是弘扬其所蕴涵

的价值观念体系，要做到提升理论认知以增强理论定力，传承红色资源以坚定历史自信，汲取时代养

分以在实践中焕发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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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

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1] 4这一股革命

加拼命的强大精神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探索、孕育、形成的具

有价值信仰和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2]这是对未来较长时期在全党全社会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部署。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价值论的视角看，精神是价值观积淀后而升华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每一种精神，

都记载了不同时期先进的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共同生活、生产实践中的集体记忆，彰显了他们在特定

环境和特定考验中面临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品格，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价值观念

。在党史党建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除了进行具体的历史事

实研究和逻辑概括外，不应仅仅停留在其内涵分析、构筑历程、鲜明特征、精髓要义等理论上的分析

，还应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当下人们的精神面貌塑造和价值观念引领的政治功能。对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的内容结构、形成机理和弘扬路径的分析成果，可以用于激发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潜在的价值观念力量，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当下人民群众的价值引领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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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观念体系的内容结构

从哲学价值论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由几十乃至上百种具体革命精神构成的精神谱系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具体化，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核心内容。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各种具体形态的革命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具体表现。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则是这些具体形态的革命精神的深层

观念结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抽象或集中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要素结构也就是从深层次分析蕴含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要素结构，其

中蕴含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价值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

价值原则以及英勇斗争、勇于开拓的价值规范。这四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体系。

1. 价值追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价值追求是主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价值，是激发

和调动主体积极性的具体动因，是保持和体现主体价值取向的主要形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各种

风险、挫折和困难面前，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贯穿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这是共产党人行动的意义、动机和目标所形

成的价值指向。

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党之初，党的先驱们在各种思潮反复比较中选择，在各种

道路实践对比中追寻，真切地意识到“诸路皆走不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从诞生

之日起党就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深深地镌刻在共产党人的基因里，烙印在共产党人的脑海里，贯穿

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各种具体革命精神形态里。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手握真理这一“金钥

匙”，于乱世之中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义词；于风雨飘摇之中坚

定“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信仰；于新时代道路上发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3] 26-27的声音，铸就了伟大建党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红岩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大别山精神、老区精神、

雷锋精神等具体革命精神形态，激励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面对各种风险挑战。

坚守理想就是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的政党才能走得更

久、走得更远、走得更有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

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4] 10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必将永不熄灭，并产生巨大精神力量。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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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在一片片红色热土上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在革命斗争、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了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这种信念激荡在井冈山上的号角声里、万里长征的汗

水里，遵义会议的决议里，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各个坐标之中，共同勾勒出一个红色的、

充满希望的新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十

大，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表明，坚定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

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价值追求。

2. 价值取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价值取向指的是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倾向性。价

值取向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追求，表现为这一主体所信奉的而且影响其行为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价值主体，因而选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初心和使命，这是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使命观。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于困境中

应运而生，于绝境中发展壮大，于逆境中越挫越勇，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

时代的各个阶段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被赋予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深

刻意蕴，也在实践中彰显着这一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孕育出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不屈不挠、敢于胜利”为核心的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老区精神以

及太行精神，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

国共产党大刀阔斧、意气风发，形成了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为核心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和“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的

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自信自强，一方面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让科技强国成为可能，带

领着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系列伟大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的历史。”[5]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始终在守初心担使命中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始终将为人民服务这一红线贯穿党的百年历程。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

放。这一过程中培育出了蕴含“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团结统一”共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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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照金精神，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奴役和受压迫的

旧社会。二是涌现出一批以雷锋、张思德、焦裕禄等为代表的精神楷模。他们“亲民爱民、服务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好的精神底色。三是中国共产党在自然灾害风险

面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无论是面对险恶迅猛的疫情、还是骤然发生的地震，抑或是来势

汹汹的洪水，中国共产党人为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冲锋陷阵、迎难而上、顽强战斗，凝聚出了

伟大的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抗疫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在与民共

进退、为民谋幸福、为民谋利益中积淀而成的，是在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中发展成熟的。

3. 价值原则：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世界。”[6] 136价值原则是主体按照客观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

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中始终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

价值原则深深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之中。

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探求客观规律，同时也表现为求真务实的政治原则。党在百

年风雨历程中，无论是在革命年代的实事求是闯新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精神，将马克思

主义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遵义会议精神，坚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还是在建设

新中国道路上，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闯出一条自主的油田开发道路的大庆精神；无论是改革开放新

时期，“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改革开放精神，还是新时代中追求真理、严谨

治学的科学家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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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17，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就，谱写了一篇

又一篇新的伟大图景。回顾百年历史可以看到，要注意“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

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8]。这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实事求是的价值原则提出了更多的新

问题、新要求、新境界。

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突出本色。开拓创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内生动力。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逢山开路的闯劲。面对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以“独立

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独立自主开辟革命新道路；面对敌人的侵略，共产党人以“求真务实、开

拓创新的科学态度”创造出独具一格又形式多样的斗争策略，在一片荆棘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第

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昂扬向上的拼劲。面对思想的禁锢、经济的转折点、西部的建设，中国共

产党人凭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冲破障碍实施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以及建设青藏铁路，

孕育出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在一片迷雾中“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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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水滴石穿的韧劲。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到青藏铁路的通车再到北斗

三号的开通，这一过程中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神，无一

不体现出科研攻关人员潜心研究、集智攻关的精神，中国始终将大国之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

事求是、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方法论，也是中国共

产党人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的动力支撑。

4. 价值规范：英勇斗争、艰苦奋斗。价值规范是人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结晶，是以往若干代人

评价标准、评价原则、评价经验的沉淀和升华，因而它具有社会共同性和普遍性。英勇斗争、艰苦奋

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其价值追求中形成的规范人们观念活动和行为活动的行为规范，二者共同彰

显的是党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百年历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的，必定会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解决各种矛盾过程中胜

利前进。

英勇斗争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始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遵循着“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的行动准则，这一准则是全体中华儿女反抗外来敌人入侵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支撑。在烽火连天

的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精神的指引下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篇章。在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山的英雄儿女团结合作、万众一心、浴血奋战，有力打击

了日本侵略者，铸就了蕴含“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从太行山到沂

蒙山，从于都河到延河，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座座革命老区中塑造了“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的老区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品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与恶劣自然环境

的斗争之中始终保持和发扬吃苦耐劳、勤劳肯干的优良传统。无论是面对河南林州的山多水少、黑龙

江垦区的凄凉荒芜，还是塞罕坝荒漠沙地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人都毫不退缩、勇往直前，带领着人民

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用青春和汗水打通了通往生命的幸福渠、端稳了“

中国的饭碗”、擦亮了塞北的“绿色明珠”，在实践中锤炼出了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塞罕坝精神。

艰苦奋斗这一价值规范不仅体现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还体现在祖国边疆建设之中。1950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其后几十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抵御风霜

、扎根边疆，培育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

神。当代中国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领导人民用鲜血浇灌、用汗水奋斗出来的。在未来发展道路上

也必将继续坚持和弘扬英勇斗争这一价值规范，续写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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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机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核心表现形态，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是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这种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机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科学

依据，也有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借鉴超越。它既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母体之上，又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指引前行方向，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也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

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的直接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关于价值及其意识的本质、规律的学说，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

首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类最高价值的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42

2。其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取向坚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中人民群众是最高价值主

体的理念。一方面，彰显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旨趣。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 411。另一方面，确认依靠人民群众自己创造价值的价值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强调人民群众通过生产活动缔造了充裕的社会物质财富、创造

了丰富的社会精神财富。质言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为人民谋幸福，发挥人民群众的价值主

体作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价值观念的价值取向。再次，实事求是、开

拓创新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强调价值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之

中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百年历程中编织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依据共产党人和人民

群众的尺度形成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价值原则。最后，英勇斗争、艰苦奋斗的价值规范始终遵循

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所强调的社会斗争是实现价值追求的实践方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党宣言》里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 400通过斗争才能逐步实现人与自

然之间、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所包含的英

勇斗争、艰苦奋斗的价值规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勇于、敢于、善于与各种矛盾进行斗争的具

体表现。

2.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涵养文化价值观念的底蕴。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的活水之源、文化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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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9] 164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价值观念体系

不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就失去了根与魂，难以开创未来、发展创新。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

升，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愈发彰显其巨大魅力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之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根基。

首先，“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这不仅是儒家最高社会理想

，也是全人类共同智慧财富。“大同”的世界就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自食其力，劳动结果

共享的一个乌托邦的社会，这一理想追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

。其次，“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

民》）再到黄宗羲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等

都体现出从古至今国家的治理要坚守着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体察民情的价值取向，为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之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人民至上、为民服务的文化支撑。再次，“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的求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从诸子百家到儒家文化主导，从程朱理学到王船山哲学

，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始终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

，这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价值观念体系涵养了实事求是的价值原则。最后，“自强不息”的进取

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从“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儒家文化，英勇斗争、不畏牺牲的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骨血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包

含的英勇斗争、艰苦奋斗的价值规范提供精神支持。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核心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

党人在全社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追求，社会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系列价值理念的指引。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如今，中国共产党人

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不断奋斗，国家主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追求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政治保障和文化积淀。其次，“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理念是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基本属性，彰显了

党的初心和使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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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表明，在进行价值

选择和决策之时，我们党要保持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使命任务。最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规范是从道德建设角度对人们进行的价值规范，也

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热爱

祖国，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报效祖国为重担；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克己奉公，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要诚实守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在个人层面的道德规范指引着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实践中形成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价值原则，以及英勇斗争、艰苦奋斗的价

值规范。

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观念体系的弘扬路径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实质上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

观念体系。“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0] 320。

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的弘扬在总体上必须依托人并以现实实践为目标指向。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将

精神动能转化为实践伟力，赓续精神血脉，可以从提升理论认知、增强理论定力，传承红色文化、坚

定历史自信，汲取时代养分、在实践中焕发活力这三方面着力，由此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及其

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体系弘扬落实到位。

1. 提升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认知，增强理论定力。提升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

观念体系的理论认知是继承和弘扬的前提，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在对物质的依赖中渐渐迷失了方向，物质的富足而精神信仰的匮乏，

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的重大阻力。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丰富、健康、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遵循。因而，提升全国人民的思想境界、强化

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激发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力量。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理论武装，夯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

哲学价值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的直接理论依据，是我们探索世界、

追寻真理、把握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刻苦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成果，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这一“传家宝”，掌握好其中认识世界的立场观

点、改造世界的方法规律，筑牢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和理论根基。其次，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掌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历史进程，汲取伟大精神力量。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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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干部的殷切期望，是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深红色记忆、感悟先辈精神的重要路径。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历史主动性精神遥相呼应，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遵循唯物史观的

基本逻辑，把握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历史规律，提高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理论认知，发

挥主观能动性来应对新的历史潮流。最后，提高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新形

式。提高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宣传不应只停留在书面上、理论上，而应通过创新其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使其更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让人们从心底去接纳、感悟、发扬它，熔铸于人民的血脉之中；另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需要走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的故事，传达中国的精神力

量，提高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知，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增添光彩的一页。

2. 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价值观念基因，坚定历史自信。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色文化是最好的

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11]

17“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1] 15。因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观

念就要“着眼坚定历史自信，坚持不懈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常修课”[12]。从历史深处和时代高处理解

和把握好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铸就而成的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力量。

第一，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观念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之中。在党内，要发挥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领头羊”作用，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系列讲座，研讨其蕴涵的价值观念体

系，提升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在党外，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主阵地作用，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蕴涵的价值观念体系引入校园、进入学生头脑、融入群众文化当中。要注

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多采取微视频比赛、党史故事演讲比赛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

化的影响。第二，依托先进科学技术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精神价值，推动精神谱系之价值观念的时代

演绎。一方面，在媒体平台上开设精神谱系特色板块，以视频、音频、游戏、图片、文字等形式鼓励

党员及人民群众进行学习、互动、评价等。另一方面，通过VR、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还原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史重要场景，让人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险境及其面对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以期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文化效果的统一。第三，发挥中国共产党历史英雄人物的榜样模范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13] 9中国共产党

百年征程上如果没有那一批批奋勇向前、舍生忘死的革命烈士，一批批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英雄人

物，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宁静的生活。英雄人物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挺起了中华民族

的胸膛，奏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学习英雄模范的典型事迹，传承英雄模范的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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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捍卫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和信仰高地。

3. 汲取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的时代养分，焕发新时代的实践活力。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

要途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源于实践，也必须应用于实践。它有着指引未来，走向真理的价值

引领作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机遇期。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任务，我们深刻

感受到了前路的艰险，也深知只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撑我们前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

的革命价值目标、价值导向、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强大的

精神动力功能[14] 25。因而在新形势下，只有在实践中汲取时代的养分，坚定、自信地赓续弘扬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才能奏响华夏新乐章。

首先，在伟大斗争中赓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

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指出：“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5] 69中

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也让我们坚信只有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新的赶考路必定不

会一帆风顺。我们要始终坚定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英勇斗争的价值规范，时刻以英勇斗争、艰苦奋

斗、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锤炼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在斗争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

观念的赓续。其次，在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赓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

值观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时刻与自我革命相伴随、时刻保持政治

清醒、坚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在党的自我审视、自我革命中赓续与传承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再次，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赓续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

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6] 13。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创造，离不开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价值观念的激励。诚然，我们始终要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取向融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当中。最后，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赓续弘扬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9] 36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编织了绵延厚重的精神谱系。在新的征

程上，我们必须坚定赓续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追求，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共

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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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Axiology

LI Binxiong, ZHANG Xiny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axiology,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value system. The structure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PC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lements of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CPC. The contents mainly

include adhering to the truth, pursuing values, stay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bearing

in mind the mission, as well as the value principle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and the value norms of heroic struggle and arduous struggle. These four aspects are

closely linked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axiology of Marxism, influenced b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guided by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

the key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enhance

theoretical cognition, inherit the red resources, absorb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also to

radiate the vitality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actic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piritual spectrum; values; revolutiona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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