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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于意识形态

安全建设探析
郝梦婷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科学性和人民性，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先进地位的

生动素材。应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激励功能，去引导党员厚植奉献情怀、强化党员使命担当意识、净化网络意

识形态传播环境，以巩固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此外，应积极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的红色内涵，去唤起人

民情感认同、筑牢人民价值观大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以逐步强化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维护意识形

态安全提供坚实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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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在

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

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

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1] 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作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征程中

凝练而成的精神样态群，是新时期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天

然载体，对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有着不可估量的价

值。

一、领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先进地位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愈发激烈 , 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抹杀马克思主义现实指

导作用的反动思潮不时登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

成极大挑战。马克思主义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服务于人民

群众改造世界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于

一代代中国人民的激励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突出

佐证。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以及不怕流

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无数好儿女投身革命；社会主义

建设期间，党和人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

的鼓舞下，大步向前迈进、完成一化三改 ；改革开放期间，

受“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之激励，人们

以巨大热情投入经济建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迈

入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仍需跨越

众多艰难险阻，在此段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

实激励作用仍起着重大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除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又

一论调即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然过时，进而上升至质疑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上。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终极真理，而是与时俱进的辩证理论。中国共产党结合实

际赋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时俱进的新内蕴便是马克思

主义科学性的生动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党主要使

命是挽救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此铸就了“伟

大建党精神”“伟大抗战精神”等以救国救民为内核的革命

精神 ；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百废待兴，我党带领人民狠抓建

设，形成了“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等以艰苦奋斗为内核的革命精神 ；改革开放期间，“特

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以敢为人先

为内核的改革创新精神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是结合时代新任务和民族复兴新征程，

进一步凝练出“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劳模精神”“探

月精神”等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精神样态。可以说，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完善过程，就是一部持续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史，

精神内容的推陈出新便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和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荒诞无稽的鲜明例证。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除责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外，反马克思主

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表现即质疑马克思主

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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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起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

伟大情怀的切实彰显。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

革命军挨家挨户切实访贫问苦、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民众

解决生产生活中所遇各式难题的“井冈山精神”；苏维埃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耕者皆有其田而在闽西北、赣西

南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苏区精神”；

长征时期红军战士哪怕只是借住一晚，临走前也要将仅有

的一条被子一分为二，留给穷苦老乡半条的“长征精神”；

延安时期由于很多民众不识字，我党创造性地发明了划道、

画圈、用烟点洞、投黑豆等选举方法，以保障全部群众都

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延安精神”等。这些精神背后

无不贯穿着鲜明的人民立场，是驳斥敌对势力对我党主流

意识形态人民性的质疑的极佳素材，对于维护我党主流意

识形态安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巩固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安

全的领导

（一）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激励功能，强化党员

群众奉献情怀		

回顾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历程，维护和不断加强意

识形态安全始终是党的重要工作，并形成了党管宣传、党

管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新时代要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的安全，离不开广大党员群众的真抓实干和默默奉献。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便体现了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为大家的

奉献情怀。“兵团精神”背后是离乡背井毅然挺进并扎根自

然环境恶劣的新疆大漠边缘，一步步战胜生存、生产困难，

满腔热忱地投入挖渠引水、开荒造田，终使人迹罕至的亘

古荒漠蜕变为丰饶绿洲的几代兵团人 ；“大庆精神”背后是

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青天一顶，

荒原一片”的松嫩平原，秉持“宁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

拿下大油田”的无私信念，始终坚持先国家后个人、先工

作后生活，不分昼夜地埋头实干苦干，终建成我国最大石

油生产基地的几代石油工人 ；“两弹一星”精神背后是毅然

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和显赫名声，克服重重阻挠返回一穷二

白的祖国母亲怀抱后，一头扎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隐姓埋

名数十载，终成功研制出中国首颗原子弹、首颗氢弹、首

颗人造卫星，进而有力增强我国国防实力的钱学森、于敏、

程开甲、邓稼先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这些革命精神背后

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真正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奉献。

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用作激发广大党员奉献意志的价值

载体，无疑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厚植党员个体的奉献

意志，进而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主

体基础。

（二）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铸魂功能，强化党员

的主体担责意识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不仅仅是各级党委的政治

责任，更是所有党员干部、所有党员的政治责任，任何党

员出于任何原因都绝不能将己置身事外。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在记载党和人民开创伟大事业峥嵘岁月的同时，也记

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光辉历程中一心向党、敬党爱党

的模范事迹，是最能够触及中国共产党人灵魂深处，培育

中国共产党人主体意识和担当精神的特殊材料。以新时代

“抗疫精神”背后是第一时间坐上赴武汉的列车，奔向最危

险的抗疫第一线的老党员钟南山院士，是隐瞒自身患有渐

冻症、妻子被感染隔离，率领全院六百余名白衣战士冲锋

在前，与病毒争抢时间的党员张定宇院长，他们均以实际

行动真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队属性。强化党员党

性意志，光靠喊口号是绝对行不通的，需实事求是地讲述

好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背后的党员先锋模范事迹，将之作

为对广大党员进行责任教育的佐证材料，增强教育的沉浸

性、故事性和形象性，无疑会更有助于当今生于长于国泰

民安之新中国的广大党员，加深对社会主义光辉现状的得

来不易、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可亵渎之理解，继而内省其

身意识到党员责任义务的不可推卸，更加自觉做好马克思

主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者。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正心功能，净化意识

形态传播环境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除需强化党员个体的领导

素质外，还需格外注重对意识形态传播环境的管理和维护。

网络媒体的出现给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创造新机遇的同

时，也带来了新挑战。互联网平台的匿名性以及无规则性

导致背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频繁出现，如不做科学

引导，任由其广泛传播，无疑会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和稳定。反动舆论泛滥原因五花八门，但究其根源，在于

部分网民自身意识形态辨别能力不强，对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度不够，因而极易受错误言论煽动，并不加判断地进行

二次传播。作为一种正向精神力量，革命精神不是中国共

产党人臆造出来的纯粹经院哲学，无论是精神谱系自身的

演进轨迹，还是革命精神和时代进步与发展的互动印迹，

都存在于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当中，因而具备直接性和形

象性的感性特征，是更能迎合当代网民浅阅读、快浏览的

信息接收模式的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以网民群体喜闻乐

见的网络主流话语体系讲述好革命精神背后中华儿女们在

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一则则鲜活

事例，减弱意识形态不可捉摸的空虚感，无疑利于增强带

有思想性和理论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社群传播中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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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使网络媒体受众在启蒙渗透中自觉增强对主流意识

形态的认同，进而为党净化意识形态传播环境、维护意识

形态阵地安全铺路搭桥。

三、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强化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

的认同

（一）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感召功能，唤起社会

大众的情感认同

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是要做人的工作，维护意识形

态安全的关键还在于提升社会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感。对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可与否实际上是个体基于主观判

断下的自主选择，它不是外界灌输下的揠苗助长式“改造”，

而是情感认同下的顺其自然式“生成”。强化人民对于主流

意识形态的认同，既难以单靠下达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实现，

也不可能单凭开展空洞的宣传说教便可大功告成，必须要

挖掘出某种能够凝聚共识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托付，以此激

发认同主体自身的集体情感共鸣。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作为一种红色精神文化，见证了

一代代普通但又不平凡的中华儿女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

不懈奋斗的青葱岁月。相较缥缈高深的纯粹理论式意识，

这一精神资源本身的通俗性、大众性特征决定了它有着更

广泛、更多样的受众群体，也决定了人民群众天生便对它

有浓厚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讲好革命精神背后中国共产党

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儿女谋

幸福的奋斗历史，实现文本叙事向生活叙事的转化，无疑

利于进一步拉近人民群众对党以及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心

理距离，进而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广泛的群

众基础。

（二）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教育效用，筑好人民

群众的价值观大厦

强化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仅囿于引导人们

生成情感共鸣并不足够。情感认同毕竟缺乏稳定性，在多

元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之下，要想实现社会成员对我国主

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恒久认同，必须从深层的价值观层面

入手，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与主流意识形态共通共鸣的

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使意识形态接收主体将

自身对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层面的浅层认可升华为价值层面

的心服首肯，并进一步外化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期冀的价值

行为。当然，价值观的塑造本身是一种双向运动，它一方

面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有意引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价值主

体的主动建构。但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对某种既符合主流意

识形态价值要求又能够呼应大众自身价值追求的依托，革

命精神本身便是这样一种有益载体。发挥好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的教育功效，在宣传精神背后榜样事迹的同时，以

红色榜样身上闪烁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我，我便能无悔

付出一切”的极高社会责任感，与少数为个人利益不惜损

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极端利己主义取向形成对比，无疑利

于让价值主体在切实价值冲突中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自我

比较鉴别中感受孰是孰非，进而真正从价值观维度加深对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为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稳

固的主体支撑。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底蕴价值，提高主流

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强化人民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除提升群众自身

觉悟外，还需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本身的说服力，这是重

中之重，因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靠其自身的感召力来赢

得社会成员的认可的。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这一定义，绝大多数

中国人并不陌生，但仍有部分群众并不真正理解我国的主

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在

向死而生干革命、聚精会神搞建设、锐意进取抓改革的奋

进征途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

际有机结合的实践生成物。相较带有浓厚学理性的原著理

论，它的话语表达体系更为生活化、大众化，且处处蕴含

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价值理念，融革命精神于意识

形态安全建设工作中，无疑利于意识形态工作者用更为感

性直观的文化载体向大众阐释好理性抽象的意识形态，利

于从个体理解维度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为意识形

态安全建设提供扎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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