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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的进展回顾与视野拓展*

王凯旋

［摘要］2021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一词首次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迅速成为学

术研究热点。近年来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日益丰富，并日渐呈现学理化、体系化的态势，其核

心论域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内容表征和实践路向上。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研究阐释的创新空间，需拓展多维视角。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

综合运用“两个结合”、系统观念、类型学与谱系学、话语体系、历史地理学、他者等多维度视角，推动学科

交叉、视域融合，是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学术增长点的必然途径，也是提升学理化阐释、体系

化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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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社会发展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共

创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奋斗实践中形成的

脱贫攻坚精神等一系列具体精神，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共领导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团结一心、爱国

奋进、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写照。这些精神个性特征鲜明又一脉相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是激励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

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共二十大在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中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用好红色资源，发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育人功能，必须全面了解“精神谱系”研究现状，深化“精神谱系”的理论阐

释和实践应用。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进行概述，分析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的核

心论域，以期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全貌，从而为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探寻新的创新

空间和学术增长点。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概况

2021年 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首次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而后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溯源于“中国共产党精神”。20世纪 90年代，王

锦侠首次从宏观角度概括了中共在革命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典型精神，阐述了时代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适应性①。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形态研究以中共十八大

和 2021年 2月两个时间节点为界，分为三个阶段②。在具体精神研究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共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时代价值研究”（23AZD049）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锦侠：《试论中国共产党精神》，《学术论坛》 1993年第2期。

② 金更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重要成就与理论进路》，《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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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具体精神形态；在精神谱系研究酝酿阶段，强调对精神的凝练及深化

拓展的体系化过程；在精神谱系研究丰富发展阶段，重视研究的整体性和传承发展性。当前，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期刊展现丰硕的研究成果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来源，截至 2024年 6月 1日（以下所有数据检索时间相同），剔除本学科

外相关文献，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共检索到学术论文 1716篇，学位论文 282篇，

报纸 187篇；基于研究权威性的考量，最终以 CSSCI期刊论文为检索范围，共检索出 327篇。其

中，《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教育研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高等教育》等核心期刊刊发文献量居于前列，《红色文化学刊》等党

史党建研究专刊、各省党校学报、干部学院学报等均有刊发相关文章。

从学术期刊刊发的研究成果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体精神样态研究具有两个特点①：

一是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形成的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的精神，注重革命精神的价值研究，如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二是围

绕新时代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需的精神特质进行研究。从具体

精神形态到核心精神状态，关注培育时代新风貌的精神坐标，推动具体精神样态研究的历史性与

时代性有机统一，如工匠精神、劳模精神、雷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构成了新时代倡导的劳动精

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的精神内核。以 2021年为节点，研究趋向从

中国共产党孕育的具体精神样态转向“精神谱系”整体性研究。从主要主题词频次看②，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来源、核心精神和实践路径是当前学者研究的核心方向。内容总体上围绕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历程，包括阶段发展特点、核心特质、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另一

个重要维度是探析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视域阐述二者在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共同的作用和影响，从关系逻辑出发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动力及其

延展和传承。

目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综述性成果较少。已有的综述性成果主要提出了科学内

涵的深化、内容建构整体化、生成逻辑系统化与丰富化的观点③。陈红娟从方法论视角提出增强问

题意识引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与发展的通史研究，开展多维度的比较研究，深化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现时性研究；同时，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物化叙事，建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意义输出与当下现实的勾连，切实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塑精神面貌的

价值赓续与价值引领功能④。杜宝彪等提出加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世界向度研究要从学理上系

统阐明价值取向，理清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何实现人类共同

价值理念⑤。这些观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

（二）研究机构、主流媒体持续推动研究成果体系化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自 2013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中国共产

党党史、革命精神和文化资源的研究。该中心出版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共 32
本），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条件，

① 文献主题排名前十的具体精神有：建党精神、工匠精神、雷锋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红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依据主题词进行特点分析。

② 出现频次前 10位的主要主题词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精神”“思政课”

“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民族复兴”“立德树人”“建党精神”“延安精神”。

③ 刘超、黄仁森、康凤云：《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述评》，《社会科学动态》 2023 年第 9 期；杨鑫、邓显超：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述评》，《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3年第2期。

④ 陈红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方法论探究》，《思想理论教育》 2021年第10期。

⑤ 杜宝彪、姚自文：《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进展：概况、内容与展望》，《西藏发展论坛》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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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时代意义①。后续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百年史话》（10
卷）以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论述为根本遵循，从时间纵向梳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研究的全貌，为整体性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价值素材。系列读本

的出版体现了该中心持续推动精神谱系研究体系化发展的努力。2021年10月，教育部、上海市共

同成立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首批 10个分中心。其中，同济大学分中心致力于推

动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价值的理论集成实验室建设、基层赋能平台建设、云端咨政智库建设、智慧

评估系统建设和思政课转化系统建设②；上海外国语大学分中心致力于推动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传

播。各个分中心依据自身优势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上海模式。

主流媒体致力于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播。依照媒体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传播可以分为理论型、学术型、宣传型。理论型媒体如求是网、光明网等央级媒体，通过专

栏和专稿形式，提供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精神解读，如光明网“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专家谈”栏

目，邀请 23位专家学者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人具体精神样态及其意义。学术型媒体如《思想教育

研究》期刊推出系列文章，侧重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史和内容属性，包括百年发

展、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人民立场、创业传统五个维度。宣传型媒体如人民日报社出版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集》；求是网特别推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专栏，整合国家级权威媒体中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文章，重点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论述的宣传与解读。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系列视听作品，通过视觉、声像、故事讲述方式传递精神价

值。连载式传播方式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受众范围，增强内容传播的效果，展现专业

化、多元化、大众化多维网络通路。

（三）学术研讨会促进思想交流与融合

全国各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积极搭建学术平台，旨在以学术会议带动研究者的学术交流。

这些研讨会不仅聚焦于理论探讨，还注重实际应用，鼓励学者们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

的实际力量。2021年 4月，天津大学成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中心并开展研讨会。会议

认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拥有丰富的呈现样态，具有深厚的精髓要义，有着重大意义价值③。

2021年 6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讨会召开。王炳林在会议总结中指

出，深化精神谱系研究，关键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典型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党性与人

民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④。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深邃意蕴和时代价值；人民情怀；

与建党精神的关系；传承的形式、技术、载体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⑤。2023年 5月，“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论坛”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学理支撑、路径方法和方向省思三

大主题阐释观点⑥。2024年6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联盟成立大会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研究联盟的成立，进一步紧密

① 王炳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② 同济大学：《强国有我 同心奋进——同济大学以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助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4日，第5版。

③ 赵宇：《天津大学召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理论研讨会——“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光明网》

2021年4月26日理论频道，https：//m.gmw.cn/baijia/2021-04/26/34797556.html。
④ 崔文龙：《“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讨会综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年第4期。

⑤ 聂运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研讨会召开》，《解放军报》 2021年7月23日，第7版。

⑥ 刘有升、丁姣：《学理探析 路径探寻 方向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论坛”综述》，《思想教育

研究》 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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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对学理化阐释、体系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

用，带动了一大批青年学者投入相关研究，推动该领域研究的纵深推进。

（四）国家课题引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

国家课题是学术研究的风向标，是引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指南。自 2019年起，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主题紧密相关的项目数量有 59项。通过分析发

现，这些项目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本体论研究。朱喜坤、

吴潜涛、刘大可、邓凌月、张继才、闫立光、易重华、朱永刚等学者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核心内涵与鲜明特质、演化发展与逻辑机理、时代价值与意义。二是聚焦时代性和民族性

延展具体精神样态研究。王爱云研究“精神谱系视域下脱贫攻坚精神”；李建强研究“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中科学家精神的价值意义”；罗芬研究“新时代乡村旅游企业家精神演进机理

与培育机制”；张慧研究“负责任创新与当代工匠精神重塑”；鄢鹏研究“中国共产党带领西南少

数民族共铸红色精神谱系”；项露林研究“‘两路’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

践”。除了进一步研究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体精神，基金项目还扩展和支持了具有

现实研究价值的课题，如曹莉、黄莉、孟国正等研究“中华体育精神”；孟芳兵研究“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援藏精神研究”。三是扩展研究的理论、空间视野和方法载体。李淑英研究“马克思主

义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韦诗业研究“网络空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话语权建构”；郑向阳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影像书写与国际传播”；杨新宾和邓群刚

运用红色文本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叙事特点及人物精神风范；郭海龙、刘晓堂、彭陟焱、

聂爱文、张欣等运用口述史方法挖掘具体精神的核心要素。四是教育融合研究。这类课题主要是

思政课教师集中探讨的内容，研究者将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教育元

素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及专业课程中，为培养优秀的时代新人服务。

二、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核心论域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崭新命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强

烈反响和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拥有丰富的呈现样态，相关学者从生成逻辑、科学内

涵、谱系构建与实践路向等方面集中进行学术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

研究生成逻辑有助于理清“从哪里来”的问题，有助于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综观

已有文献，学者们主要围绕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展开。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生成。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

的表现样态和思想内涵，但本质上都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精神财富。伟大建党精神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创阶段的精神标识①，是作为一种抽象性的理论表达，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救亡

图存的不懈探索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每一阶段都传承、

积淀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形成时间谱序上的精神谱系。在“源与流”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延展和传承，是时代任务和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③。

理论溯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根本路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孕育革命精

神、构建精神谱系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① 魏泳安：《中国精神教育研究》，兰州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马报、王建华：《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结构维度及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2年第1期。

③ 赵凤欣：《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逻辑关系研究》，《思想理论教育》 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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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①，也是形成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催化剂”。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为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滋养沃土②。中华民族葆有的传统精神和优秀文化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精神血脉中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精神由人在实践中积蕴、创造，又在实践中塑造人的思想和灵魂。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坚

持目标导向与把握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形成一系列伟大精神。从个人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能够有效形塑社会行为、引领社

会风气、教化社会成员③，有助于提升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精神追求。作为孕育和发展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人的意识发展的内在结构，不断调动人的主观能动

性，发挥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培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以党员先进分子的先锋模范作

用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政党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红色

基因④，是新时代政党建设的精神引领。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有利于确保国家治理的政治方向，强化国家政权

的政治属性与基本职能，明晰国家治理的政治本色，增进社会共识⑤。

（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容表征

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容表征的研究，已有成果主要从内涵意蕴、谱系构建和历史关联

性等视角展开。

就内涵意蕴视角研究而言，一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时代性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体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鲜明特质，其共性特征主要有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

的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以及继承性与发展性、个体性与群众性，还蕴含着创新性、科

学性⑥。此外，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且鲜明的特征⑦。二是

侧重精髓要义阐释。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爱国奉献、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等精髓要义，犹如一

根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全方位支撑百年奋斗伟业，实现了对伟大建党精

神的守正创新⑧。三是凝练精神品格特质。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心系人民的公仆情怀，是中国

共产党人崇高品德的集中体现。自我革命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问题和不足，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法宝⑨，而且内蕴着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懈奋斗、甘于奉献的伦理品格⑩。革命性和

斗争性互为依托、创造性和实践性高度契合、整体性与一贯性彼此融通、先进性与科学性有机统

一是时代品格�I1。

就谱系构建视角研究而言，一是以历史时期为纵轴。断代分期式研究和通史全景式研究可以

① 习近平：《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求是》 2021年第21期。

② 韩震：《推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精神力量——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究》 2021年第8期。

③ 邓凌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机理、价值功能与赓续传承》，《理论探索》 2022年第4期。

④ 颜晓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特质、系统逻辑和强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 2021年第7期。

⑤ 冯思淇：《定向与聚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赋能国家治理的实践理路》，《探索》 2022年第1期。

⑥ 丁郁：《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无神论特色》，《科学与无神论》 2021年第6期；高振岗、王廷栋：《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构筑的逻辑理路、共性特征及经验总结》，《理论导刊》 2022年第 4期；李梦云：《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中国

高校社会科学》 2021年第4期；王炳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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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版。

⑦ 王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容特点和价值意蕴》，《红旗文稿》 2021年第20期。

⑧ 王炳林、马雪梅：《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年第 6期；邓纯

东：《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核心理念》，《人民论坛》 2021年第 15期；陈雨萌：《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创业传统》，《思

想教育研究》 2021年第6期；焦金波、薛琳：《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演进》，《南都学坛》 2021年第3期。

⑨ 白显良：《基于四重逻辑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年第13期。

⑩ 陈伟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革命品格与伦理品格》，《思想理论教育》 2021年第5期。

�I1 蔡志强、袁美秀：《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实践要求》，《思想理论教育》 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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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共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①。学者普遍认同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归类具体精

神形态。二是以形态类型为横轴。总体凝结于事件、会议、人物、群体、地点五种主要类型。有

学者还依据区域性或特定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丰富精神形态的类型，如地域类、活动

类、国企类等②；按照精神的属性，分为全局性精神、地方性精神、行业性精神、集体性精神、

个体性精神③。三是以价值功能视角来分类。从育人视角把精神谱系初步划分为造就伟大人格的

精神谱系、激励干事创业的精神谱系、加强党的建设的精神谱系、引领爱国主义的精神谱系、塑

造党的光辉形象的精神谱系、颂扬党群关系的精神谱系等六大类别④。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发现，

理论感召力、价值引领力、责任驱动力、组织吸引力四个维度⑤，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价值

功能分析的主要聚焦点。四是谱系学取向的系统架构。有以时间为纵向坐标，革命精神形态主体

为横向坐标，由事件、地区、人物三维延展的多维度立体式整体样态⑥。有采用“序谱+正谱”的

谱系形式筑谱，以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来源基础为序谱，构建“革命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

放精神—新时代伟大奋斗精神”正谱框架⑦。

就历史关联性视角研究而言，一是聚焦谱系内不同精神样态之间的关系。如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神、塞罕坝精神的关系，长征精神与中国梦的关系，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二是聚焦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精神是社

会实践主体的思想观念的结晶。伟大精神的产生，离不开伟大人物的倡导与弘扬。每一代领导

人，都以他们崇高的思想、坚定的追求、超凡的勇气、顽强的意志，立德立功立言并以上率下，

不仅成就了伟大事业，也培育造就了打上他们那个时代鲜明烙印的伟大精神。三是聚焦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根源内容的关系。如与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价值追求的逻辑关系，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的契合融通，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传承弘扬以及对共产党人崇高品格

的彰显，是学界进行重点研究阐释的方面。

（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实践路向

现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发展与教育主要聚焦在对于培育时代新人的价值与意义、方

法与载体、内容嵌入等方面。一是价值与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青少年成才发展提供丰

富资源，它能坚定时代新人崇高理想信念，能厚植时代新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能加强时代新人的

品德修养，能提振时代新人的奋斗精神；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涵养政治

生态，培养革命接班人，树立新风正气，促进生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二是方法与载

体。从思政课教学融入方面，首先要理清“为什么融入、融入什么、如何融入”问题，依据不同

思政课的特点，优化课程内容，做到“科学嵌入”⑧。从具体课程建设而言，将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作为重要的红色历史资源，注重彰显正确党史观的导向作用，在内容上要系统阐释百年实

践纵向流变、横向延展及一以贯之的精髓要义。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和教师主导性，通

① 谢建平、邱小云：《中共革命精神史几个问题的研究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年第1期。

② 刘大可、庄恒恺、陈佳：《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福建篇章》，《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学报》 2021
年第5期。

③ 陈红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方法论探究》，《思想理论教育》 2021年第10期。

④ 林燕喜、叶丽芬：《育人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样态分类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3期。

⑤ 上官酒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建：历史传承与适应性变迁——基于系列精神的图谱分析》，《理论与改革》 2021年

第6期。

⑥ 杨柳：《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整体样态和三维图谱》，《理论建设》 2022年第3期。

⑦ 齐彪、邢济萍：《中国共产党精神及其谱系探析》，《前线》 2020年第11期。

⑧ 崔龙燕、崔楠：《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重追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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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翻转课堂、案例分析、社会实践等方式，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①。

并且要突出地方特色，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增强教学亲和力，增强理论说服力。从红色精神的传

播作用看，历史现场感形成物质从抽象到具象的转化并赋予历史—现实的时代价值感，通过保护

更新、IP赋能与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实现②。此外，数智化路径可以打破传统红色精神传播模式③，

社交式、融合式、泛在式传承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红色精神

生活化转向。

综上所述，目前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呈现多维度、多层次

的特点，特别是在生成逻辑、科学内涵、谱系构建方面的研究系统全面，积累丰厚、成果丰硕，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创新空间广阔。

尽管如此，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一些亟须解决的难点，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拓

展。一是问题意识需要进一步强化。现有成果出现研究对象、现存问题和实践进路之间相脱节的

情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普通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容的内化，进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

及其执政理念的认同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调问题与对策研究，从现实困境出发，通过调

研、实践、完善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举措。二是与社会文化的融合性较为薄弱。在全球

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相融合，使之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实际和精神需求，是当前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可以探讨不同区域时空特性下精神谱系的传承特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有效传播和弘扬这些精神价值。三是缺乏比较

研究的视野。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只局限于国内，专注自身精神潜能及作用

的挖掘和探讨，这可能会陷入自我中心思维的叙事模式，无法避免“自说自话”之嫌，削弱精神

内涵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探究其他国家和不同政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知，有助于坚定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独特性和普遍价值。研究者可以融合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更多交

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讲好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故事。

三、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多维视角

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选题同质化明显，重复性研究较为普遍，一般描述

性成果多，学术研究性成果少。论者的研究多从党史研究的范式和思维展开，研究路径被限制在

单一学科或某一两门学科范围内。因此，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的比较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拓

展研究的深度，也有利于进一步打开学理化阐释的空间。

一是“两个结合”的视角。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由路径，也是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以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道德观

念的高度契合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深度融合为途径，从精神层面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

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围绕“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探索以伟大建党精

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讲清精神谱系的形成如何实现从高度契合到有机

结合、深度融合的机理，这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实践价值的必然

① 王易：《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教学与研究》 2022年第5期。

② 韩晗：《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机制与路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③ 欧阳斐、陈阳波：《红色精神数智化传承的趋势与路径》，《人民论坛》 202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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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重点围绕精神独立自主的目标，概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被动－主动－独立自主的逻辑

理路，重点分析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主体－立场－方法体系建构。

二是系统观念视角。

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强调将事

物看作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列宁曾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在这个由一整

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

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虽然内蕴的各种具

体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理论根基、思想渊源、文化基因和实践基

础，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品格的“一整块钢”，是集中体现中国共

产党人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的精神体系。只有把精神谱系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共产

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来理解和阐释，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才能准确把握其蕴含的

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充分发挥其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精神动能。除了对精神谱系本体进

行充分的研究，系统观念还应体现在探索建立精神谱系传承创新的长效机制。从时代情境出发全

面梳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脉络及其时代价值，明确时代赋予

的发展目标，挖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格局需要的精神元素。建构宣传

教育的客体系统，即大中小学生—党员干部—社会大众，从他们的认知现状出发，挖掘教育着力

点，将教育资源转化成教育内容，在联结关系的互动中寻找有效的实践路径。

三是类型学与谱系学视角。

现代类型学理论是基于理性主义语境的概念体系，将感知到的现象性世界通由主观建立的秩

序形成富有逻辑且具有客观解释力的表现，是静态式事物本体发展规律的探究。然而，事物运动

发展的特性要求研究者应从动态维度考量事物类型演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强调事物发生、发

展、演化的历史脉络。这是谱系学研究的核心，它不仅需要关注事物的起源和演变，更注重揭示

事物在历史长河中如何适应环境、调整自身，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从现有

研究成果来看，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中也有运用类型学和谱系

学这种点线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要素之维的内容和形式上突显类型学标准，在结构之维中突显历

时形态的谱系连续性特点，在功能之维中突显育人的实践形态。立足于百年大党的精神引领，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丰富精神主体这一要素的类型学

与谱系学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践行者和传

承者。精神主体是指精神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研究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可以关注精神主体的多元化表现，从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先锋人物、广大人民群众等多个维

度分析他们在精神谱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深入研究精神主体之间的互动关

系。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核心精神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优秀党

员干部的崇高精神风范和优良作风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品格产生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是精神谱

系中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他们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和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和外延。其次，不同阶段广大群众的精神风貌不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取得革命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展现广大群众勤劳、勇

敢、智慧的特质，在工业、农业和科技等领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推动着国家的迅

速恢复与发展；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群众以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态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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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全方位展现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

梦想精神的中国精神内涵。从不同革命先驱、伟大领袖、先进模范、优秀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等不

同精神主体的维度，研究相互之间的精神交往，有利于更好地论证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

成、发展的脉络和机理，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

四是话语体系视角。

福柯谱系学主导非连续性观念，将历史还原成元素、事件，关注这些事件的出现时的权力关

系及其实践特点，从而确认属于个体独特的身份标识①。将历史发展中话语体系和话语风格作为

研究对象，围绕历史事件中的“话语”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传承和发展的背景、立

场和叙事方式，是推动理论阐释学理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

的表现样态，不同的具体形态也体现着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话语风格。为此，有学

者运用口述史料呈现的“社会话语”和扎根理论提炼沂蒙精神核心理论模型，展现了当时社会环

境、党群关系、政治生态和斗争意志等内部要素②。也有学者基于“政策话语”，以中国共产党自

我纠错的经典文献、伟大建党精神的权威文本，从内容维度、实践维度、价值维度及共性与个性

特点解码中国共产党精神③。话语体系的研究范式克服传统精神概念内涵静态化阐释的局限，构

成了一个完整系统且能看到内涵逐步深化递进的社会行动过程，由此可以推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体精神的学理化结构。用好“话语体系”研究范式，有利于从话

语风格上折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推动理论研究更加紧密地联系革

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实现从静态阐释到动态阐释的跃

升，梳理从社会话语到国家话语的多维话语体系的内容系统。

五是历史地理学视角。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④。杨晓伟

认为，“人地关系”视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研究，不仅要运用地理因素阐明革命精神的

发生逻辑和科学内涵，还应着重“人”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人”和“地”关系的互动作用⑤。

区域化研究的代表刘大可等学者系统性提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福建篇章，以第一批精神谱系 46种

精神为依据，挖掘某种精神在不同地域中呈现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注重挖

掘习近平在福建工作 17年半期间凝结心血的厦门特区精神、晋江精神、闽东摆脱贫困精神、福州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武平林改精神、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精神、莆田木兰溪治理精神、

南平科特派精神、三明医改精神和廖俊波精神等在时空上的构架，为丰富精神谱系内容提供理论

依据⑥。邹华、罗成翼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湖南贡献，从思想维度、文化维度、实践维度

提炼区域特质⑦。当前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从地理角度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策略和行动。后续研究可以转向从“抽象空间”——时

间和“实在空间”——地域结合的时空维度，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地域版图、地域革命精神依

循何种逻辑呈现及地域革命精神的时代延展等内容。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区域

① 蔡春、卓进：《谱系学视域中的教育史研究》，《教育学报》 2015年第3期。

② 杨克：《沂蒙精神的概念模型：沂蒙老区百岁老人社会记忆的扎根研究》，《理论学刊》 2021年第6期。

③ 华诺、周竞风：《百年大党精神谱系之自我纠错精神探析——基于两个 〈历史决议〉 的文本分析》，《西藏发展论坛》

2021年第6期。

④ 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暨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⑤ 杨晓伟：《“人地关系”视角下中共革命精神的内涵认知与科学命名》，《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0年第5期。

⑥ 刘大可、庄恒恺、陈佳：《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福建篇章》，《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学报》 2021
年第5期。

⑦ 邹华、罗成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湖南贡献》，《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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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史，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对区域社会观念、人文精神的影响，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与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可以为学理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传续

提供时空依据，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六是他者视角。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①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人的主体性存在是受主体之外的自然环境、他人及其关系影响的。

认识论以人的精神主体性为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即“我者”；而“他者”是认识对象，是主体

性之外的客体，“我者”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和外部世界。社会文化维度的“我者”是与自

己有共同文化、语言、信仰或社会身份的群体，“他者”则是那些与这些特征不同的群体，是理

解和认识“我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他者”可以作为一种视角促进“我者”的反观和思考。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中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他者”：一是区域

与制度范畴的“他者”，主要指国外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其他外

国政党政要和友好人士。二是国内政党范畴的“他者”，主要包括国民党、民主党派及非党派人

士。尽管这些“他者”没有直接深入地探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但

是他们与中共在政治互动过程中的态度与认知，足以体现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

格的高度关注与赞赏。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评论映射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阶段性精神特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外交官、军事指挥官和作家记者们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好奇，来到革命根据

地探访。他们在实地考察、访谈的过程中，深深被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所震撼。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②。一些

国外外交官、军事家从生活作风、抗战态度、政治觉悟、理想信念层面进行国共两党的对比，进

而破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可亲又可信”的政治形象、“高超又灵动”的军事形象、

“为民又凝心”的道德形象③，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气质。这些亲历

式评价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积攒了宝贵的资料。后期有外国友人专门撰稿阐述延安精

神，认为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度和革命价值观方面的遗产，是革命变革持续进程中的根

本因素④，十分准确地表述了其核心要义和重要地位，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精神

特质的认知。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外国人关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国外的“中共学”研究愈发聚焦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知和伟大精神力量的研究。他们十分认

可中国共产党廉洁奉公、务实为民、大气包容的政党形象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百

名外国政党政要和友好人士讲述自己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脱贫攻坚精神”

等受到广泛关注。他们钦佩中国在脱贫中不遗余力、精准务实，敢于变革创新。这些精神不仅为

全球治理、民生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更彰显了大国担当，蕴含着携手世界共克时艰、共享繁荣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②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③ 赵小琪、王金凤：《抗战时期来华西方左翼作家笔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1年第6期。

④ 王亚妮：《外国友人眼中的延安精神》，《学习时报》 2020年6月12日，第A5版。

⑤ 高亚利：《新时代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积极认知与评价》，《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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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胸怀①。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其发展始终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互动、较量、竞争。其中，国民

党是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各级军官在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交往

以及对抗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品格有着深刻的感悟和独到的理解。不少国民党

高官曾从作风、信仰、追求等方面进行反思。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点的论述不

在少数，其中 1949年 6月 8日的日记详尽地例举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优点，即坚定的理想信念、

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执行纪律、昂扬的精神状态和科学的办事方法等②。蒋介石还记录了爱

国人士陈嘉庚、中间党派参政员们到延安后，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作风方面的态度转变以

及行动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些从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得道多助的核心是人心向背，其崇高

的精神追求、务实的精神品格、优秀的精神品质则是感召人、凝聚人的关键所在。

总体而言，西方观察家倾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各种优秀品质的提炼、形成优秀品质的路径

分析、运用不同视角挖掘并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其中，多维度多层次对国共两党的

比较、用西方社会历史知识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用群众史观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独

特的③，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巨大。国内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对比分析两党章程、宣言等纲领性文件，

系统梳理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揭示两党不同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进

而更好地从国民党败落的反面镜鉴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魅力和伟力，为更好地激发新时代

中华儿女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生动力提供了历史“教科书”的思想滋养。这些“他者”

视角的新探索将丰富研究阐释的叙事风格，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感召力、说服力和

穿透力。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国际传播方面，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深入了解外国媒体、外国青年友人以及其他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知状况，弥合

认知差异，深化认同、提升共识，用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需求和期待的叙事方法推动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根本宗旨、坚持优良传统和作风、涵养崇高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由一系列伟

大精神熔铸而成，包含了许多具体精神形态，内容丰富、形态多样。只有回归精神本体的研究，

多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元素和结构，才能真正理解这些精神形态的内在联

系和历史逻辑，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福州 3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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