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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精神到西柏坡精神

双击自动滚屏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12-11-12   

                       逄先知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还培育了许多熠熠生辉、影

响深远的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

精神，具有共同性，一脉相承，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但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革命精神，一直是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推动

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我个人认为，井冈山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有两点。第一，是勇于创新，敢于开辟新路子的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该怎么办？怎样继续革命？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走俄国十月

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是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所主张的。因为有例可循，而且是上了书的。毛泽东则不然。他敢

于闯新路，另辟蹊径，上山打游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十月革命的方式截然不同。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需要

多大的勇气！这勇气从哪里来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迷信书本，又不照抄外

国，走自己的路。几十年以后，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创造出新的奇迹。  

  第二，是革命的坚定性，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当小小的红色政权处于强大敌人四面包围的

极端严峻的形势下，在党内产生了一种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像林彪这样重要的红军领导人都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

多久”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定性。他斩钉截铁地说：“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

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

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这种革命坚定性，不是建立在盲目性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全国形势所作的科学分析上面

的。事实最终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见。后来，毛泽东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他说：“世

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

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情况。”说到这里，我自然联想到今天的现

实。自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以后，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的甚至走向相反的道路。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来说话，他深刻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

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话坚定了全党的信念。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越来越强

大。毛泽东对井冈山那段艰苦斗争的历史，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总是念念不忘。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已根本好转，

人民生活有着显著改善。他就提出：“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

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奠定了基础。  

  再谈谈延安精神。多年来，对延安精神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对延安精神都有过精辟论

述。早在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就指出：“要保持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

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总

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宣

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克服困难的精神。”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

将延安精神概括为四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作风。”延安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之集大成，同时又吸收了一些中华

文化之精华。胡锦涛同志曾对延安精神作出这样的评价：“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

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远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延安精神已经涵盖了第二个历

史决议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延安精神的内容之所以如此丰

富，其思想内涵之所以如此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党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思想

已经达到成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且经过延安整风，达到全党思想上的统

一。延安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最后谈谈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继承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其他革命精神，并有所发展，突出了两个

“务必”的思想。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革命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中国共产



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全新的任务，将要经受从未有过的新的考验，这就是在和平环境中执政的考验。这时的毛泽东心

情是复杂的，又高兴，又担心。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怕党的干部在胜利面前骄傲起来，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不愿

再过艰苦的生活，而脱离群众，因此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就怕党的干部

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倒，贪污腐败，蜕化变质，因此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深

知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覆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早在延安整风时，他就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

祭》定为干部必读之书。综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总是这样：在困难的时候，强调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

己的勇气；在胜利的时候，则强调要想到困难和问题。他曾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

亏的。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他认为这时更需要准备困难，所以他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十

七条困难。1949年，共产党就要进城了，就要在全国执政了，预防和警惕党内出现骄傲和腐化而导致革命失败，已是迫

在眉睫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结尾（这是整篇报告的高潮），尖锐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告

诫全党，敲响警钟。毛泽东的预见，他所担心的事情，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果然就出现了，有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更有

一些干部贪污腐化，被糖衣炮弹所击中，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那些话，不幸而言中。  

  今天，我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外部的环境同建国初期更是大大地不同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和土壤，同建国初

期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的思想，不但不能丢，而且要更加大力发

扬，并且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这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要长久坚持抓下去的任务。弘扬西柏坡精

神，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重要，更有针对性，更有现实意义。对西柏坡精神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一点，应当加强研

究和宣传的深度和力度，使它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实际影响。人们还记得，胡锦涛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第一个令人瞩

目的行动，就是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瞻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这是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号

召，要求全党各级干部都要发扬西柏坡精神，牢牢记住两个“务必”，实践两个“务必”。此景此情，今天仍然深刻地

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

位领导干部做起！”他强调：“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胡锦涛同志的讲

话，切中要害、意味深长，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宣传和贯彻实行。  

  从井冈山精神到西柏坡精神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创时期到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

时期，这22年的战斗历程。这些革命精神是从革命实践中来的，它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和推动革命实践向前发展。这些

革命精神，在今天，仍然是武装全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根基。它们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是具有普遍意义和长久意义的。当然，要与时俱进，要结合新时代的特点来

宣传，来弘扬，并且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毛泽东是这些精神的主要

培育者和倡导者。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专门研讨西柏坡精神，研讨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重温历史，十分重要。从历史中汲

取智慧，汲取营养，借鉴历史的经验，可以使我们今后的路子走得更好。（作者: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毛泽东思想

水平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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