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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百年伟大社会革命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实

践精神，是鼓舞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新时代赓续共产党人的精

神血脉，传承伟大的革命精神，继续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就必须传承好、弘扬好中

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而不断变革、不断奋斗、不断创新、

不断惠民是其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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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conceived and developed in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It contains the revolutionary theory, practice and 
spir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is the spiritual power that inspires the people to move for-
ward towards the grand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be well inherited and promoted in the new era, we 
must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maintain the spiritual bloodline of the Communists, inherit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new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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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tion of the centennial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multifaceted, 
and its main connotation is constant change, continuous struggl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con-
tinuous benefit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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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上下求索，不懈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境遇，创造了彪炳人类文明发展史册的奇迹。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在党长

达一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孕育的先进文化，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中的许多先进因素，是马克思主

义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就必须阐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科学内涵，厘清其研究脉络。 

2.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不断变革的文化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广大党员同志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1]。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更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的那一天起，就把社会革命作为手段，把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定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革

命”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周易》中就有“汤武革命”的说法，《尚书》中也有“殷革夏命”的

提法。不过，中国传统的“革命”概念多用来形容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政治运动。直到近代

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革命”一词才逐渐从只能概括单一的政治变革、政权更替扩展

到囊括政治斗争、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宗教信仰等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发展和

进步的词汇。二十世纪以后，中国人所说的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革命，实际上已经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多次反复提到的“社会革命”，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关于“社会革命”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有所提及。他们说：“当人们谈

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

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2]。随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论述

了社会革命的概念。他们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时，便会同现有的生产关系

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

就到来了”[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实质上就是通过武装斗争、思想文化斗争、改革等手段不

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一基本矛盾，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马

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革命”，其实质就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腐朽的

落后的社会制度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

[4]。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有所区别，革命文化的具体内容也在发生着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39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昱丰 
 

 

DOI: 10.12677/ass.2021.1010390 2853 社会科学前沿 
 

化。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大不相同的。民主革命时期，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党的主要革命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转变为改造旧生产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基

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又转化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

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拨乱反正，党的主要任务发展为推动改革开放和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这一全新命题。可见，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革除一切阻碍

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因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并作出了我国仍将长期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的判断。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重申了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指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阶梯式递进、

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5]。事实上，伟大社会革命没有终点，

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迈进，我们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一系列具有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向更高的阶段迈进。 
因此，在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前，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一系列伟大斗争，都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社会革命没有

终结，也没有终点，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不断变革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

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与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更

是一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进步、不断变革

的历史。 

3.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不断奋斗的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说法。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秉持的优良传统。五

千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先辈们励精图治、顽强拼搏，创造了辉煌而灿烂的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万里

长城，雕梁画栋、磅礴大气的故宫、有着“东方艺术明珠”之称的敦煌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都闪烁着

中华民族先辈们的光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先贤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生产

力落后的年代，以伟大的奋斗精神鼓舞着自己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了被誉为“四大文明”之一的中

华文明。可以说，伟大的奋斗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

神标识。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开始了“救亡图

存”的艰难探索。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

其实质都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带领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困境的有益探索。十月革

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最终成为指导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大理论武器。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带领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

史性任务，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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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关键所在。事实上，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

一帆风顺的，我们党经历过“北伐战争”的革命高潮，也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开辟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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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也经历过

被“左倾”主义支配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革命低谷。然而，任何艰难险阻都打不败英雄的中国共产党

人，面对一次又一次危机，我们前赴后继，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和勇气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在新的执政条件下继续带领人民消灭封建

制度残余，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继续带领人民进行了

改革开放的伟大尝试。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今天，

伟大的奋斗精神仍在鼓舞着我们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不懈努力。人类社会总

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和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奋斗的方向和策略必然也是

大不相同的。毛泽东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但是在矛盾的斗争性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区分斗争的不

同形式。矛盾的斗争形式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因此，在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前和以后，党的斗争策略

是大不相同的。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而奋斗。列宁领

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斗争思想，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俄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开展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继续发扬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带领中国人

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其后，虽然左倾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在

党内占据上风，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地结束了错误的方针，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弘

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新论断，重拳出击惩治腐败

现象，有效地遏制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旧的政治体制仍然存在，

此时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通过暴力斗争夺取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旧的政治制度已经

被推翻，此时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了。 
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顽强的意志、敢于奋斗的勇气，恪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带领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着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百年来，广大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勇于斗争、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持续推进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奋斗中探索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奋斗。斗争精神

和不懈奋斗的顽强品质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基因里，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继

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动力。 

4.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不断创新的文化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马

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的体系，它不仅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而且否认自己是“绝对真理”

或“绝对体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

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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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继续焕发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党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以理论创新来解

决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从而有效地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 
从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

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

成了毛泽东思想，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探索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

重要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什么

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 21 世纪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殊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展示了党

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以持之以恒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为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反

映了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行动，展示了党在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在十

八大以来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时期的精神风貌。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新时代，我们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通

过一百年的伟大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了

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在人类发展史上都足以名垂青史的光辉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斗争，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最终以新的理论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我们曾经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无一例外都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

巨大损失。如：建党初期，我们曾经简单套用苏俄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革命的方法，遭受了巨大的挫

折。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日益深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其中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采取的“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的

方式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新的借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国际新的发展形势，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的重大决策，在新形势下继续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他独特的魅力，为世界上那些想发展自己却又不

想丧失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走自己的路，是党的

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9]。一路走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领

域的共同发展，最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9]，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

十一世纪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当

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指引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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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不断惠民的文化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立场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以往的

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也有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凡举大事必审民

心”的说法。中国历朝历代兴衰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走向灭亡是其

必然的归宿。因此，判断一个政党或者政权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它能否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

在首位。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屑于隐

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声明“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1]。
1925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撰写的发刊理由中指出，我们现在开展的革命

的目的是解放全民族、实现人民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继而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邓小平也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

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事业和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新世纪以来，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且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事实上，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正确方针，从民主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努力

奋斗。在成立初期，党不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积极地投入到领导组织工人运动、农

民运动、青年运动的革命斗争中去，提出要解放“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中国人”[13]的任务。在那个

外无主权、内无民主的特殊时期，只有打倒列强、消灭军阀，人民才能真正获得幸福的生活。新中国成

立以后，面对自身地位和目标任务的变化，党继续坚持人民立场，时刻谨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建设新

中国，通过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整风运动等行之有效的政治运动有效地防止了脱离群众的危险，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

逐步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地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一

穷二白的面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为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把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4]。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论断，

进一步强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判断共产党人工作得失的标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人民立场，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入

二十一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党的人民立场，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

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核心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党一贯的“人民立场”，首次提出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其作为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

一”[15]。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也反复强调了党的人民立场，要求党员同志在新时代要继续“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6]。 
在过去风云激荡一百年里，党始终以社会革命为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实现共产

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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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国家机器，消灭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旧制度，并建

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经

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的 GDP 由 1978 年的 3645 亿元发展到了

2020 年的 1,015,986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的 171.2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2,189 元[17]。 
总之，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的思想是贯穿百年党的百年历史的一项基本原则。在

党领导广大人民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孕育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自然也时刻体现着党的人民立场，具

有不断惠民的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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