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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的政治伦理学解读

双击自动滚屏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发布时间：2010-06-07   

刘浩林  胡伯项 

    摘  要：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视角考察井冈山精神?熏可以发现井冈山精神实质上包含了新时期政治伦理精神的原

型。作为政治伦理的井冈山精神，主要内容包括：体现政治本质的价值理念；达致政治目标的政治制度；锻造政治操守

的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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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春节，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在国内外面临严峻经济形势的关键时期，胡锦涛同志重提井冈山精神，意味深

长。围绕井冈山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对其进行过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归纳和阐释，最后形成了

较为统一的内涵表达。然而井冈山精神毕竟是一个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精神宝库。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其认识应该不

断深化，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用政治伦理学的视阈来进一步解析，井冈山精神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

伦理精神。它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和态度、政治制度和规范、政治行为和实践的充分展示，是中国

共产党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一、 井冈山精神表现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体现党和人民军队政治本质的价值理

念 

 

    政治价值理念，“一般指的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和认识，包括其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活

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１]。在某种政治文化影响下，政治行为主体

在总体上都存在一种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和态度。政治伦理学的研

究者认为，政治价值理念着重于对政治生活的伦理价值考量，是政治生活的价值基础。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它对人们的政

治行为有着深层次的导向作用。政治价值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政治既寻找终结，也寻找目的。在政

治实践中，他们的价值被争论，实用性被实验，有效性被检测。同样，努力寻找价值给政治注入了一个目的和基本原

理”[２]。 

    井冈山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战争年代的政治伦理体系，其核心和灵魂就是在当时环境下

孕育生成的一整套政治价值理念。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人们最终见证了革命先烈们忠

诚、奉献、求实、民主、为民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取向。以上范畴表明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政

治价值理念的不懈探求。所有的政治价值系统，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觉提升铸就的，它们成为不同时代

解析人类政治生活最基本的“核心概念”，成为政治领域的“主流话语”。认识井冈山精神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理念对于

把握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实践活动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为新时期井冈山精神的弘扬找到了最为重要的现实抓手。正

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始终忠于理想、坚定信念，勇于应对挑战、战胜困难，矢志

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使井冈山精神始终成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奋

斗的强大精神力量”[３]。 

    二、 井冈山精神表现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保证党和人民军队实现政治目标的政

治制度和行为规范 

    政治伦理学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关系中具有伦理道德性质的问题，为解决政治关系中的特殊矛盾，提供伦理道德上的

理论根据和基本原则，同时它在对政治伦理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为政治家们处理政治矛盾确立正确的道德原则、规



范和准则。这些政治伦理制度和规范是保证政治价值理念“正当”存在与付诸实践，并追求可能实现的基本规则。政治

制度体系的基本价值就在于保证政治的价值观念获得具体的落实。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和军队都有过很好的制度建设。当时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各种制度进行精心设计，但是在特

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制度规范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弥足珍贵的制度规范是当年调节根据地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指

导党内生活，规范士兵和军队领导行为的重要举措，是促进根据地不断壮大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制度建设，内容相当广泛，比较重要的有“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党代表”制度、“三大

纪律，六项注意”等等。井冈山斗争的实践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４]。同时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具有深远意义。“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

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５]这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一个重要

论断。井冈山时期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就是士兵委员会。毛泽东１９６５年重上井冈山时，依旧对士

兵委员会制度情有独钟：“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

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６]井冈山斗争时期创制的这些制度和规范，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核心

价值理念，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当前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 井冈山精神表现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形成的锻造党和人民军队政治操守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 

    政治实践是凭借实践主体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政治价值理念的实现以及政治制度规范的执行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组织

和人。由此政治实践不得不涉及到政治主体伦理，即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人和政治组织的道德操守。政治人伦理特

指政治人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与政治过程有关的个体均可称为政治人。因此，政治人可以分为一般群众和

政治领袖，具体研究政治人伦理时可以从一般群众的政治伦理和政治领袖的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政治组织伦理是指对

政治组织的宗旨、目标和行为所进行的伦理道德的考量和追问。在实现政治价值理念和执行政治制度规范的政治过程

中，政治行为主体伦理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政治品格和政治作风。一般意义上的作风是指思想上、工作上、生活

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风。党风是指党的作风，

是党的世界观和党的性质的外化，它是全党包括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成员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

学习上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内容主要有：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

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上。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的工作作风。二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握住了这一根本，革命的星星之火才得以

燃成燎原之势。三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环境极其险恶，由此铸就艰苦奋斗的作风，党靠艰苦奋

斗起家，也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与广大军民建立了血

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威武雄壮的革命诗篇，取得了井冈

山斗争的伟大胜利，闯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２００３年８月，胡锦

涛总书记来江西视察时指出：“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

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基

于这样的历史地位，对井冈山精神的研究与弘扬，自然应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恒久关注的时代主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井冈山精神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存在形式，同当前政治实践的紧密关联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回应是井冈山精神价值生

命得以延续的最好方式。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将政治伦理学的研究与井冈山精神的研究结合，以新的视角进一步诠释井

冈山精神的内涵，以此推进井冈山精神在新时期的光大和发扬，是一种尝试。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尽管有较大难度，但我

们相信，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新时期对井冈山精神还有迫切需要的现实环境中，我们对于井冈山精神的研

究一定会更加全面、更为透彻、更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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