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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史视阈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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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报党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精神成长历程,它刊发了历任领导人论述百年大

党“精神谱系”的政治话语,通过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使源自人民而又用以引领人民的“伟大精神”得

以不断铸造锤炼;记录了人民参加百年大党“精神谱系”创造的丰富实践,为重建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记

忆场域”提供史实支撑;登载了学者阐释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理论文章,从理论层面上支持从讲述中国共

产党故事到诠释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转换提升;推出了强化百年大党“精神谱系”引领的宣传文本,通过致

敬当年的伟大精神,激励当下人们奋斗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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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不断推动社会变

革、创造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民族复兴史,也是一

部不断锤炼风骨品质、铸就百年大党“精神谱系”
的精神成长史。 传承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主题。 2021 年 9 月

29 日,新华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

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消息,发布了党中央批准

的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伟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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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
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

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

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

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

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 党报党刊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精神成长历程,
它刊发了领袖论述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政治

话语,记录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百年大党“精神

谱系”创造的丰富实践,登载了学者阐释百年大

党“精神谱系”的理论文章,推出了当下强化百年

大党“精神谱系”引领的宣传文本,是书写百年大

党走向崇高的精神之旅、进行百年大党伟大精神

教育的鲜活文本,对提升党史教育的政治高度、历
史厚度、理论深度与价值效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层与基层:传递百年大党“精神
谱系”的政治话语

　 　 党的伟大精神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精神谱系”
的培育、总结、倡导与光大。 在锤炼党的“精神谱

系”过程中,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发挥着关键

性作用,有多种党的伟大精神都是由领导人定位、
概括、命名并大力倡导的。 他们有关“精神谱系”
的政治话语及身体力行的领袖风范,通过党报党

刊从高层传递到基层。 正是通过党的领导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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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良性互动使源自人民而又用以引领人民

的“伟大精神”不断得以铸造锤炼、传承传播。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精神塑造,
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作过重要论述。 他

们推崇中国共产党崇高精神的题词、文章、讲演

等,通过党报党刊发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的培育。 革命时期,他们培育和倡导

了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白求恩

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党的伟大精

神。 白求恩于 1939 年 11 月病逝后,毛泽东为 12
月 1 日的延安各界纪念白求恩大会题写了“学习

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

心与工作热忱”的挽联[1]145;又于 12 月 21 日写下

《学习白求恩》(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纪
念白求恩》)一文,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精神。 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白求恩同

志》的文章,推崇“白求恩同志是真正充满着共产

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优秀党员,从他身上,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高尚纯朴的品质”,是“富于国际主

义精神的模范”;“是一个富于实际主义精神的

人,他看到我军许多医生技术水平低,便把教育和

提高医生、护士作为自己的职务,他自己写课本,
办学校,走到那里,教到那里,没有夸夸其谈,言多

于行的坏习气” [2]。 1944 年 9 月 21 日,《解放日

报》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 　 毛主席亲

致哀悼”为题发表“本报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

集》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就是根据这则新闻整理

的。 建设时期,他们培育和倡导了抗美援朝精神、
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党的伟大精

神。 上世纪 60 年代,雷锋精神因党报党刊发表了

党的领导人的题词而在全国家喻户晓。 1963 年 3
月 2 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

同志学习”的题词;3 月 5 日,《人民日报》 《光明

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各大报刊

刊登了该题词。 次日,《解放军报》刊登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雷锋题写的题词

手迹,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

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

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

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

级斗志”。 自此,雷锋精神传遍全国千家万户,对
培育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

重要作用。 3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刘少奇、周

恩来等人学习雷锋的题词。 1964 年初,余秋里向

毛泽东主席汇报大庆石油会战情况,引起了主席

的重视,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

刊出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后来又发表过

《工业学大庆》等社论,推动了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的传播。
改革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

导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传承,重视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培育与创新。 党报党刊

在传递传播党中央领导人树立、锤炼“精神谱系”
的政治话语方面,持续倡导革命、建设时期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方面,继续承担重要职

能,发挥重要作用。 如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83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

决定再次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激活雷

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各大报刊根据中央决定,重
新发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学习雷锋的相

关题词,其中邓小平的题词为“谁愿当一个真正

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

学习”。 1990 年 3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江

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关

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其中,江泽民的题词为“学习

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 次日,《人民日报》发
表题为《雷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的社论,社
论称“所谓雷锋精神,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奉献精

神、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同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的结合。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精神,还
用雷锋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把毕生精力和整个

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全部献出’的
精神” [3]。 他们又树立、培育了改革开放时期党

在“精神谱系”方面新的典型。 邓小平为开启改

革开放大业、培育改革开放精神做出了历史性的

贡献,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胆子

要大一些”“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
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4]372。 《深
圳特区报》1992 年 3 月 26 日发表了 11000 字的

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

圳纪实》,记录了这位世纪伟人对改革开放大业

与改革开放精神的坚守,一时国内媒体争相转载

这篇通讯,使邓小平大力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再

次在神州大地快速传播。 1998 年夏天,时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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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指挥了长江、嫩江、松花江等

流域的抗洪斗争,并在 9 月 28 日的全国抗洪抢险

总结表彰大会上提炼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
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

洪精神” [5]。 其讲话在 9 月 29 日的《人民日报》
和其他大报上发表。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学
习抗洪英模弘扬抗洪精神》社论,指出“抗洪英模

所体现的抗洪精神,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战胜困

难夺取胜利的精神力量” [6]。 2002 年岁末 2003
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指挥了抗

击非典型性肺炎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的斗

争,他在 2003 年 4 月 28 日主持第四次政治局集

体学习时号召“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
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

神” [7]。 次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连续

发表了 《在抗击非典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2003 年 4 月 28 日)、《迎难而上敢于胜利》(2003
年 5 月 2 日)、《筑起我们新的长城》(2003 年 5 月

15 日)、《团结互助和衷共济》 (2003 年 5 月 16
日)等评论员文章,胡锦涛对文章作了批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

承与弘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伟大精

神,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各种红色精神进行了

新的解读,同时建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话语体系,使之成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 2005 年 6 月 21 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弘扬“红船

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指出“开天辟地、敢为

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

精神之源, 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8]。 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带领第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瞻仰嘉兴南湖红船时再次强调要结合时

代特点弘扬“红船精神”后,11 月 30 日新华社重

新播发该文,次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

国及各地主要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发。 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新时代的历史特点对党的

革命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概括,党报党刊及时进

行了报道宣传。 2014 年,他两次来到兰考,强调

弘扬焦裕禄精神。 是年 3 月 19 日和 8 月 28 日的

《人民日报》对此都作了重点报道;10 月 15 日,
《人民日报》以“新时期更要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为题,刊登了 6 位同志在该报与中共河南省

委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联合举办的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座
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培育、树立、构筑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如他亲自指挥面对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并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讲

话中概括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次日,《人
民日报》刊载了他《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同时刊发《致敬伟大抗疫精

神》的社论,社论称“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科学概括了伟大抗疫精神,深刻阐明了伟大抗

疫精神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强调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力量” [9]。

　 　 二、旧闻与新闻:重建百年大党“精神
谱系”的记忆场域

　 　 党报党刊记录了百年党史上党团结带领人民

致力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的光辉历程,记
录了中华大地上先烈英模致力于国家发展、社会

进步与人民幸福的先进事迹,记录了不同时期代

表百年大党精神高度的重要事件、典型人物与红

色地标,为从百年大党的时间维度、中华大地的空

间维度与共产党人心灵世界的精神维度,重建百

年大党“精神谱系”的三维“记忆场域”提供了史

实支撑。
革命时期,我们可以从《劳动者》 《劳动音》

《少年》《共产党》《工人周刊》《新青年》《向导》等
早期党报党刊中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领悟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1922 年 9 月 13 日,中
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在上海问世,创
刊号刊登的《本报宣言》称:“现在的中国,军阀的

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

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

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本报同仁依

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

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

民之前” [10]。 我们可以从《浪花》《红军日报》《布
尔塞维克》《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红色

中华》《红星》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党刊中

体悟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与长征精神。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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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从
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到 1937 年 1 月 29 日更名

为《新中华报》,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可以从不

同侧面体现“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
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

精神。 如从《拥护中央政府的宣言》(1933 年 3 月

9 日,第 59 期)、《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

4 月 20 日,第 71 期)、《红军的胜利,是党的路线

的胜利》(1934 年 8 月 20 日,第 227 期)等社论中

不难体会到苏区精神中的“坚定信念”;从《以宣

传鼓动, 革命竞赛来推销公债》(1932 年 10 月 16
日,第 38 期)、《一切节省给予战争!》 (1934 年 3
月 13 日,第 161 期)、《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

斗争》(1933 年 2 月 10 日,第 51 期)、《保证红军

的粮食———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36 年 5 月

23 日,第 278 期)中不难体会到苏区精神中“艰苦

奋斗”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新中华报》 《解放日

报》《晋察冀日报》 《拂晓报》 《人民日报》等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党报党刊中体悟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张思德精神。 如前所述,延安

时期毛泽东所倡导的张思德精神最早就是通过

《解放日报》传播的。
通过党报党刊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时期的

“建党”“建军” “建国”故事,战争年代党的伟大

精神,仍被建设时期、改革时期的党报党刊不断传

承演绎,昔日关于伟大精神的“旧闻”通过新时期

党报党刊的链接成为重新闪耀光芒的“新闻”。
建设时期,我们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党报党刊中,既可以看到对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

山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等红色精神的重

温,也可以看到对新中国培育的雷锋精神、大庆精

神、焦裕禄精神等伟大精神的大量报道。 20 世纪

50、60 年代,党报党刊在培育、传播抗美援朝精

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等伟大精神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1951 年 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魏巍

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使之成为传播、
讴歌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作品。 1964 年 4 月 19
日新华社播发记者袁木、范荣康采写的《大庆精

神大庆人》一文,次日《人民日报》等联袂发表,是
第一篇公开向全国报道大庆石油会战情况与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的长篇通讯。 《人民日报》所附

“编后”《崇高的榜样》称:“大庆精神,是无产阶级

的革命精神。 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

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 这种精神,

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看看王进喜、
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胸怀远大理

想,抢挑万钧重担,吃大苦、耐大劳、赤胆忠心,谁
能不连声赞美,从他们身上得到无穷力量和鼓舞

呢?” [11]这是第一次提出大庆精神的概念,为油拼

搏、为国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从此传遍大江

南北、感动全国上下。 焦裕禄于 1964 年 5 月 14
日离世,同年 11 月 16 日新华社播发其逝世的消

息,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改变兰考自然

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为党为人民忠

心耿耿》;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穆青、
冯健、周原撰写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人民日报》成为最早也是最多刊登焦裕

禄事迹、传播焦裕禄形象、塑造焦裕禄精神的媒

体。 《人民日报》 在 1966 年以 《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起首,全年刊发焦裕禄相关报道

304 篇,形成了传播焦裕禄形象与精神的第一次

宣传高峰,并在这个过程中着重树立焦裕禄“毛
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形象与其“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党报党刊在党的形象塑造、党

的伟大精神宣传上继续发挥主阵地的关键作用,
一面传承、弘扬革命与建设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

党人的伟大精神;一面推介、宣传改革开放以来代

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的先进典型。 在传承红

色精神方面,党中央在改革时期再次倡导大庆精

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伟大精神,党报党刊

跟进作了大量报道。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人民

日报》形成焦裕禄形象与精神传播的第二次高

峰。 1990 年 7 月 7 日新华社播发穆青、冯健、周
原撰写的报道《人民呼唤焦裕禄》,次日《人民日

报》等大报纷纷刊发。 1991 年 2 月 9 日,江泽民

参观焦裕禄陵园并题写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在 1991 年推

出焦裕禄相关报道 171 篇,着力宣传焦裕禄“人
民的好公仆” “党的好干部”形象与鞠躬尽瘁、实
事求是等精神。 在 2014 年,《人民日报》形成焦

裕禄形象与精神传播的第三次高峰。 如前所述,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兰考作为调研指导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系点,同年《人民日报》
发表焦裕禄相关报道共计 281 篇,如 3 月 19 日发

表的《习近平:弘扬焦裕禄精神 　 继续推动教育

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大庆精神在改革开放以

来,继续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肯定与重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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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1 日,新华社播发李凤双等采写的《百年

油田正青春———记新时代大庆精神大庆人》,传
播了大庆“新铁人”王启民“宁肯把心血熬干,也
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以及第三代铁人李新民把

井打到国外、“宁肯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

石油”等新时代大庆精神。 在推出代表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境界的新典型方面,如 1995 年 4 月 7 日

《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
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

论,同月 29 日江泽民发出 “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

党的楷模,我们要像当年学习焦裕禄、学习雷锋一

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的号

召。 2003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

形成了抗击“非典”精神,《人民日报》从 2 月 12
日发表第一篇关于“非典”疫情的报道,到年底共

推出 254 篇,这些报道的重要主题是宣传众志成

城、团结一心、战胜病魔的抗击“非典”精神,如
《危难中,我们众志成城———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抗击“非典”纪实》(2003 年 4 月 26 日)、《用生命

谱写的英雄赞歌———记在抗击非典中以身殉职的

人民的好医生邓练贤》 (2003 年 4 月 26 日)、《抗
击“非典”让我们共同面对》(2003 年 4 月 30 日)
等;《人民日报》还开设了“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

线”“众志成城战胜疫病”“各方协同共抗非典”等
专栏。

　 　 三、说事与说理:阐释百年大党“精神
谱系”的学理内涵

　 　 党报党刊坚持说事与说理、叙事与诠释、建构

“记忆场域”与搭建理论平台的统一,一面以百年

大党“精神谱系”的事实传播为“建党精神”及以

其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建立实证基础;一面以百

年大党“精神谱系”的学理阐释,为“建党精神”及
以其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拓展思辨空间,从理论

上支持从党史到党魂、从激活记忆到激励精神、从
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到诠释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

的转换提升。 党报党刊既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回眸

百年征程、致敬伟大精神的“记忆场域”,也为理

论工作者诠释建党精神、分析“精神谱系”搭建了

理论平台。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概念的提出,反

映了建党百年之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从整

体上、宏观上进行梳理、把握的趋势。 陈晋是较早

使用“精神谱系”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共产党伟大

精神的学者之一,他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在《光明

日报》 发表的《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谱系”》一文中指出:“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讲,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由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
标’组成,进而形成了一个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

‘精神谱系’。 这个精神谱系炫目多彩,前后相

接,多以地点、事件或代表人物命名,已经或正在

命名的就有 30 来种。 诸如,在革命时期,有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在建设

时期,有抗美援朝精神、好八连精神、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等等;在改革时期,有女排精神、经
济特区拓荒牛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孔繁森精

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以及带

有综合性质的中国精神等等。 列入这个精神谱系

中的每种精神的具体内涵,有的经过党和国家主

要领导人作了明确论述和界定,有的经过宣传部

门在报刊上作了广泛推荐和介绍。 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犹如鲜活生动的历史链条,把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精神串接起来,展示出来。” [12]他还概

括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 4 个特点: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拥有连贯的思想内核;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谱系拥有厚重的实践属性;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谱系拥有崇高的道德品格;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谱系拥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 在该文

发表后,陈晋还在《95 年,中国道路及其熔铸的伟

大精神》(《紫光阁》2016 年第 7 期)、《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谱系”解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

报》2016 年第 4 期)等文中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谱系”问题。 蔡志强 2018 年 9 月在《人民

论坛》第 21 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时

代品格》一文中指出:“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谱系,实质上是在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

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创造更加美好

生活的理论创新与思想积淀。 谱系的解读路径,
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具有共同信仰一致价

值观的先进分子以铁的纪律组成的战斗团队;二
是突出谱系是贯穿不同时期奋斗实践的系统;三
是精神谱系需要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中实现对

党员干部‘形’的重塑、‘神’的重铸。 党的精神谱

系本质上指的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价值理念、理
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系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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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党的政治文化有机融合的成果,是马克思

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时代结晶,被形象地称为中

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13] 近年论述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论文还有卢黎歌等的《试论中国精

神谱系中的“西迁精神”及其教育价值》(《思想教

育研究》2018 年第 3 期),夏远生的《从毛泽东到

习近平:光大革命精神谱系》 (《新湘评论》2018
年第 21 期),张昭国、唐玉的《建国以来革命精神

谱系的“变”与“常”》(《宁德师范学院》2019 年第

4 期),唐辉、唐云的《长征精神在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19 年第 6 期),韩洪泉的《长征精神谱系述论》
(《苏区研究》2019 年第 4 期),刘晓宝的《铸就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源———中共建党时期北京红

色文化内涵研究》(《北京党史》2019 年第 3 期),
宋效萱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谱

系和红色基因探究》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等等。

在使用“精神谱系”概念之前,学界或以“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成长史,或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
“时代精神”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

族精神的创新发展。 2011 年 5 月 13 日 ~ 6 月 15
日,《人民日报》理论版推出“寻根———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精神”专版,共 10 个专版,其主题依次

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
这些系列文章后汇集成《精神的力量———中国共

产党伟大精神最新阐释》一书,同年由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
党报党刊还刊发理论文章对构成“精神谱

系”的各种具体精神、“一个个鲜明具体的 ‘坐

标’”进行具体的分析、解读,并不断根据时代发

展作出新的诠释,不断根据时代发展提炼、总结、
升华新的精神坐标以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使中国共产党精神实现与时俱进。 这里

以“红船精神” 为例作一说明。 《光明日报》 在

2005 年 6 月刊发习近平的《弘扬“红船精神” 走

在时代前列》一文后,一直重视对“红船精神”的

阐释与传播。 2016 年 6 月 28 日,《光明日报》记
者严红枫主持了“弘扬‘红船精神’,始终走在时

代前列”的笔谈,认为习近平提出“红船精神”,填
补了建党到大革命之间中国革命精神史的空白。

2017 年 12 月 6 日,《光明日报》推出“光明日报学

习弘扬‘红船精神’大家谈”的专栏。 张政撰文指

出:习近平“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

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提炼了中国革命的源头精神、
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建构”,“‘红船

精神’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
正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强精神支撑” [14]。 李春林在谈到《光明日报》首

发《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时指

出:“《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发于光

明日报,这是我们的荣光。 荣光同时是责任。 作

为一张以思想文化为特色的报纸,光明日报理应

在弘扬“红船精神”方面做得更多、做得更深、做
得更好。” [15] 陆先高撰文指出,“‘红船精神’,彰
显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命运的洞察与担

当,对于理想信念的忠诚与执守,对于人民群众的

深情与尊崇;揭示了它从一支小队伍成长为一个

大党,从探索一条道路到引领一个大国的精神密

码” [16]。 沈卫星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将‘红
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升华为激励我们的强大思想武

器、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支柱、鞭策我们的强大道

德力量,其本意就是提醒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夺取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17]张碧涌

撰文指出:“96 年波澜壮阔的红船航程,充满苦难

与辉煌,彰显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的奉献精神。” [18]2020 年 6 月 21 日,在习近平

关于“红船精神” 一文发表 15 周年之际,《光明日

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
写在习近平在北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

“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十五周年之际》的评

论员文章。 《人民日报》也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

刊登了《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编》。
党报党刊刊发的对某种具体精神坐标进行诠

释的理论文章还有: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

心的《在抗击“非典” 中锤炼伟大的民族精神》
(《人民日报》2003 年 5 月 26 日)、中共大庆石油

管理局委员会的《铁人精神:推进企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求是》2003 年第 17 期)、李文彩的《大
力弘扬井冈山精神》 (《光明日报》2007 年 10 月

21 日)、张湘涛的《弘扬雷锋精神 彰显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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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2 年 4 月 8 日)、刘金祥的《雷锋

精神:中国道德高地上的鲜艳旗帜》(《光明日报》
2012 年 4 月 21 日)、张湘涛的《雷锋精神是核心

价值观建设的宝贵财富》(《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 日)等。

　 　 四、当年与当下:强化百年大党“精神
谱系”的价值引领

　 　 致敬当年的伟大精神,是为着激励当下人们

奋斗进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2 月 20 日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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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
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

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

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9]他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

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20]。 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

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

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

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

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

系。” [21]党中央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出“建党精

神”和“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既
是为了总结历史,更是为了着眼当前和未来,是为

了激励全党全国“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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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为了彰显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

强化党的伟大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引领,在党中

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

神”的概念后,党报党刊相继推出相关报道与理

论文章,以期在全党全社会激扬起继往开来、不懈

奋斗的精神力量。
《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 共 49 篇系列评论员文章,集中解读了中

国共产党从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源头出发而形成的

一系列伟大精神。 这些文章是:《伟大建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之一》(2021 年 7 月 19 日)、《让井冈山精

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之二》(2021 年 7 月 26 日)、《苏区精神要

永远铭记、世代传承———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之三》(2021 年 7 月 29 日) 、《在新长征路上

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之四》(2021 年 7 月 31 日)、《坚持不懈用

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之五》(2021 年 8 月 4 日)、《伟大抗

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论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六》 (2021 年 8 月 5
日)、《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 历久弥

新———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七》 (2021
年 8 月 11 日)、《践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

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之八》(2021 年 8 月 13 日)、《把雷锋

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之九》(2021 年 8 月 16 日)、《深学、细照、笃行

焦裕禄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

十》 (2021 年 8 月 20 日)、 《大力弘扬大庆精

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一》
(2021 年 8 月 23 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主

动肩负起历史重任———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之十二》(2021 年 8 月 28 日)、《继续发扬特区

精神,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之十三》 (2021 年 8 月 30 日)、《大
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之十四》(2021 年 9 月 5 日)、《弘扬抗洪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之十五》(2021 年 9 月 6 日)、《弘扬抗击非典

精神,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之十六》(2021 年 9 月 9 日)、《大力

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之十七》(2021 年 9 月 13 日)、《弘扬载人

航天精神 自立自强创新超越———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之十八》 (2021 年 9 月 19 日)、《必
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论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九》 (2021 年 9 月 23
·53·

报刊史视阈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建构



日)、《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勤于创造勇于奋

斗———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
(2021 年 10 月 4 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

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论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一》(2021 年 10 月 13 日)、《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论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二》(2021 年 10 月

15 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三》(2021 年 10
月 18 日)、《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

四》(2021 年 10 月 19 日)、《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

光芒———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五》
(2021 年 10 月 20 日)、《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六》
(2021 年 10 月 22 日)、《弘扬西柏坡精神,不断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之二十七》(2021 年 10 月 23 日)、《传承照金精

神,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论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八》 (2021 年 10 月 28
日)、《用东北抗联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九》 (2021 年

10 月 29 日)、《弘扬南泥湾精神,走更高水平的自

力更生之路———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

十》(2021 年 11 月 2 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

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之三十一》(2021 年 11 月 3 日)、《弘扬大

别山精神,把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论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二》(2021 年 11 月 5
日)、《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

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三》
(2021 年 11 月 18 日)、《弘扬老区精神,把伟大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之三十四》(2021 年 11 月 19 日)、《弘扬张思德精

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论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之三十五》(2021 年 11 月 20 日)、《红旗

渠精神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论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六》 (2021 年 11 月 21
日)、《以北大荒精神鼓舞信心、鼓舞斗志———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七》(2021 年 11
月 23 日)、《弘扬塞罕坝精神,把我们伟大的祖国

建设得更加美丽———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之三十八》 (2021 年 11 月 25 日)、《弘扬“两路”
精神,在新征程上作出新贡献———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之三十九》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弘扬“老西藏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论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 (2021 年 11 月 27
日)、《大力弘扬“西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建功立业———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

十一》(2021 年 11 月 28 日)、《让王杰精神绽放新

的时代光芒———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

十二》(2021 年 11 月 30 日)、《改革开放精神,当
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三》 (2021 年 12 月 2 日)、
《发扬青藏铁路精神,创造更多中国奇迹———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四》(2021 年 12
月 5 日)、《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

神———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五》
(2021 年 12 月 6 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国家

作出更大贡献———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

四十六》(2021 年 12 月 7 日)、《弘扬探月精神,勇
攀科技高峰———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

十七》(2021 年 12 月 9 日)、《传承好、弘扬好新时

代北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

八》(2021 年 12 月 14 日)、《弘扬丝路精神,共创

共享美好未来———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

四十九》(2021 年 12 月 20 日)。
自 2021 年以来,党报党刊还陆续刊发了诠释

“伟大建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
理论文章,如欧阳淞的《建党精神与建党伟业》
(《光明日报》2021 年 8 月 11 日)、董振华的《伟
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红旗文

稿》2021 年第 14 期)、王炳林的《深刻领会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光明日报》2021 年

6 月 30 日)等。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回望百年大党的“精神谱系”,是为了以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迈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党的事业发展历史阶段的

交汇点,也是党的 “精神谱系”薪火相传的交汇点,
建构记忆正是为了立足今天、着眼明天,正是为了

赓续连接过去、当下、未来的红色血脉。 主流媒体

在传承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伟大建

党精神”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与独特的优势,党报

党刊通过激活百年大党“建党精神”“精神谱系”的
历史记忆、媒体记忆,激扬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党的喉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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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承担社会责任与政治使命的高度自觉。

参考文献:
[1]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毛 泽 东 年 谱 ( 1893—

1949):中卷[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朱德. 纪念白求恩同志[N]. 解放日报,1942-11-13.
[3]社论. 雷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N] . 人民日

报,1990-03-05.
[4]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

点[M]∥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 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 人民日报,1998-09-29.
[6]社论. 学习抗洪英模弘扬抗洪精神[N] . 人民日

报,1998-09-29.
[7]胡锦涛. 在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

习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03-04-29.
[8]习近平. 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N] . 光

明日报,2005-06-21.
[9]李浩燃. 致敬伟大抗疫精神[N] . 人民日报,2020

-09-09.
[10]本报宣言[N] . 向导,1922-09-13.

[11]编后. 崇高的榜样[N] . 人民日报,1964-04-20.
[12]陈晋. 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N] . 光明日报,2016-06-29.
[13]蔡志强.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时代品格[ J] .

人民论坛,2018(21) .
[14]张政. 此时潮平岸阔 且看风正帆悬[N] . 光明日

报,2017-12-06.
[15]李春林. 继往圣开来学的鸿篇巨制[N] . 光明日

报,2017-12-06.
[16]陆先高. 壮阔航程高扬之帆[N] . 光明日报,2017

-12-06.
[17]沈卫星. “红船精神”与时代开新一脉相承[N] .

光明日报,2017-12-06.
[18]张碧涌. “红船初心”正由梦想变为现实[N] . 光

明日报,2017-12-06.
[19]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 求是,2021(7) .
[20]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21-07-02.
[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N] . 人民日报,2021-11-17.

Construction of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the CPC Memb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vel’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YU Zuomin1, ZHAO Huifeng2

(1. Library;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ve witnessed the 100-year struggle and spiritual growth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y publish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leaders discussing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a major party with a 100-year history. Through the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the “great spirit” coming from and guiding the people has been continuously
forged and tempered. They record the rich practice of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a major party with a 100-year history, and provide historical facts support for the “mem-
ory field”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a major party with a 100-year history.
They publish the theoretical articles about the scholars interpreting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a ma-
jor party with a 100-year history, and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from telling the stories of CPC
to interpre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CPC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y launch a publicity text for intensifying the
guidance of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a major party with a 100-year history, which inspires the cur-
rent people to struggle and keep forging ahead by paying a tribute to the great spirit in those years.

Key words: the Party’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of the CPC mem-
bers;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construct (责任编辑　 雪　 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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