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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形成的三重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艰苦奋斗的品格和马克思主义关

于斗争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思想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

的一生。”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的一生经历了无

数的坎坷和曲折。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逐渐

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无产阶级被压迫的惨痛命运，他

时常用尖锐的语言讽刺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多次触犯

了当地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驱逐。

1843年，马克思一家被迫流亡至法国巴黎，马克思在这里度过

了人生最艰难和贫穷的几年，后又流亡英国伦敦。现实的残酷

并没有使马克思褪去革命的热情，反而使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

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开始进行长达将近40年的《资本

论》的研究和写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一边指导国际

工人运动，再加上生活的拮据，马克思过度劳累使得他在晚年

患上了肺病。他认为“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

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

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 ，奋斗则是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的路径。马克思将外部的压力当作自己革命的砝码，为打破无

产阶级的锁链和枷锁，为人类求得解放，马克思耗尽一生的心

血，铸就了他伟大的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艰苦奋斗的品格和马克思主义斗争思

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献身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二）文化逻辑：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艰苦奋斗的品格是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历史文化来源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勤劳的中华儿女自强

不息、艰苦奋斗的历史。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

一优良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大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

液，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

“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 中

华民族敢于奋斗的实践史内在的锻造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

神气质，形成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良品格。艰苦奋斗精神

是中华民族不断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支柱，也是中华民族不

断富强壮大的精神动力。自古以来，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流淌在

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孟子·告天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说到，一个人在经受

身心考验时，必将能够锻炼和培养他的性格，增加他的才能，

并形成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

精神振奋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艰苦

求知求索的精神为世人所称赞。

古老的中华民族延续至今，靠的就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品格。中华民族凭借艰苦奋

斗的精神创造了大批灿烂的中华文明，古代的四大发明、万里

长城的奇伟壮观、领先于世界的养蚕和丝织技术等都是中华民

族瑰宝，现有“铁人”王进喜、李四光、黄大年的真实案例，

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优良的艰苦奋斗的气质和精神。

中华民族是敢于坚持、敢于奋斗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敢

于吃苦、敢于胜利的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

守护者、传承者和践行者，始终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艰苦

奋斗的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贯彻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精神萃取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1840年鸦片战争爆

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于危亡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顺时、顺势而生。中国

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走出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逻辑理路、价值遵循

及实践进路
胡佩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00）

【摘要】党的百年历史孕育党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内在的形成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

源于马克思自身艰苦奋斗的品格以及马克思主义斗争思想的指导，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延续，凝

练于中国共产党进行艰苦奋斗的伟大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的立场选择，以自我革命为导向

的坚决的内在建设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的坚定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苦奋斗精神的价

值遵循和价值选择。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一以贯之地培育和践行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艰苦奋

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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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给旧社会的中国带来了黎明的曙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

“艰苦奋斗”，称作是解放区的特色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奋

斗和团结人民的过程中不断积攒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

的准备。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党和人民建设经验不足，在建设

的道路上国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立，国民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逐步建立起了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同时，一大批杰出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不断涌现出来，体现了党与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顽强拼

搏的意志。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

“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 。江泽民则

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法

宝。胡锦涛指出，艰苦奋斗既是一种崇高的节操，又是一种巨

大的力量，在遇到困难时，“更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进入

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

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布满

荆棘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

“奋斗是长期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提倡和践行艰

苦奋斗精神，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在建设的道路上才能焕发

强大的生命力。

二、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价值遵循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的政治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中国共产党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为指导，高度肯定人民群众

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

出要相信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放松一刻工夫一

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才能取得革命

和建设的胜利，并逐渐将群众路线置于党的“生命线”和“工

作路线”的高地。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是否有

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

失的标准之一。江泽民则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之一，并将其作为

党的一切行动和实践的指南。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提出了以人

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瞻远瞩，纵观全局，提出了一系

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强调必须坚持紧紧依靠群众，

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观点，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将增进人

民福祉作为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替人民办实事，为人民谋

幸福。

（二）以自我革命为导向的坚决的内在建设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 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

的重要手段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

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

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中的“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是我们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党在自我革

命的过程中不断发扬光大的。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

就带领全党进行了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

的学习和研究的整风运动。此后，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在不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扫清生产力

发展的障碍，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改革的

对象，也是领导改革的先锋。习近平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以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化了党员和干部的紧迫感，激发

了党员和干部的斗争精神。进入新时代，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影响党的先进性和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中国

共产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不能丧失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越

是要坚守党的初心，践行党的使命。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

产党应该继续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刀刃向内，不断

自我革命，不断巩固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的坚定的价值

追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昭示天下。

在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邓小平则强调，我们要“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

中华民族” 。当今中国，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心怀崇高理想，脚下才有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苦奋

斗的最终目标和方向就是振兴中华。“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的拼搏与奋斗，之所以

能够发展壮大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心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将理想信念作为实践

的精神动力，并通过艰苦奋斗不断到达理想的彼岸世界。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目的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期的党和国家必须要走的长征路，长征

路上依然存在许多艰难和困苦。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中国共产党也不负人民所托，主动扛起民族复兴大旗，将

带领国家和民族走向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未来。历史和现实证

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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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利保障和坚强

后盾。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的实践进路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早已注入党的血液里，成为中国

共产党精神宝库的重要精神之一，对全民族起着伟大的教育和

警示作用。

（一）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培育艰苦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发家史、奋斗史、壮大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红

色基因的形成史、谱写史。党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红色基因

昭示初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青春和

热血筑起了中国共产党这座伟岸的红色长城。

新时代，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一是要阐释好红色资源和红

色基因的时代内涵。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时期留下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奋斗

时期的重要见证。红色基因是以红色资源为载体凝练而成的，

是红色资源的内核体现。红色基因的凝练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人

民群众和党员干部艰苦奋斗的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二是要

充分挖掘并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革命旧址、博物馆、党史

馆、烈士陵园等红色物质资源，伟大的建党精神、西柏坡精神

等红色精神资源，为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良好的载体。现有的

红色资源已十分丰富，但仍需继续深挖潜在的红色资源，为传

承红色基因汇聚磅礴物质和精神力量。三是要利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红色资源是开展艰苦奋

斗教育的天然教科书。用好红色资源，以革命故事和艰苦奋斗

的故事为载体，通过实践考察和生动的现场教学等，使党员同

志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背后前赴后继、百折

不挠的革命奋斗史，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对艰苦奋斗精神的内在

认同感，不断激发广大人们群众艰苦奋斗的斗志，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中，以确保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二）在筑牢信念堤坝中捍卫艰苦奋斗意志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新时代，要在筑牢信念堤坝中捍卫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信

仰，激发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意志。一方面，筑牢信念堤坝，

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心中有理想，脚下才会有力量。邓小平

强调“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

的时候，越要有志气。”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面对什么

样的艰难险境，我们党始终秉持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回望

革命年代，党员战士浴血奋战、披荆斩棘，为革命事业献身，

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和意志的支撑。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以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为代表的一

批中共党人，心怀理想信念，凭借艰苦卓绝和百折不挠的意

志，用事实和实践证明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是艰苦奋斗的精神食

粮。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明确教育目标、教育形式等，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自觉树立远大理想，并不断培育艰苦奋斗的情感和

意志。另一方面，心怀崇高理想的同时，又要做到脚踏实地，

知行合一。理想信念为艰苦奋斗提供不竭的动力和精神支撑，

践行理想信念的过程就是锤炼和捍卫艰苦奋斗意志的过程。

（三）在斗争实践中锤炼艰苦奋斗品格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斗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不竭动力。敢于斗争、勇于实践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本色，也

是我们党一贯的风格特色。新时代，培养艰苦奋斗精神要遵循

斗争实践这一本色。只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党

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首先，党员同志

要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提高党性修养。党员干部要敢于吃苦、

敢于涉艰难险滩。刘少奇在《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中提到，党

员不仅“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

己，加紧自己的修养” ,还要在胜利的实践中加强自己的党性

修养。其次，党员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想人民群众所想，急

人民群众所急，才能及时准确的反映人们群众的意志和愿望。

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同老百姓同吃同住、打成一片，用实

际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这一实践为他今后的工作

提供了价值引领和价值遵循。新时代召唤新实践，新实践又需

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作为后盾。艰苦斗争的优良品格源于对实践

的深刻把握，同时也反过来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勇于投身实

践，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全社会形成以艰苦奋斗精神为内容

的良好社会风气，在知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培养艰苦奋斗精神

和艰苦奋斗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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