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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提出的多维考察 

吕延勤
1
 

(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和阐释了红船精神，红船精神的提出不是偶然的，红船精神的提出是党的先进

性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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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6月 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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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后，全国逐渐出现了研究红船精神的论著，在红船精神的价值、意义、作用、传播路径等

方面成果颇丰。在此，本文从红船精神提出的必然性、社会影响因素和习近平个人成长环境等方面进行多维考察，更进一步加

深对红船精神的认识，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践行红船精神。 

一、红船精神的提出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先进性‘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红船正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象征，‘红船精

神’就充分体现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这也就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之源。”[1]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形成的

红船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这就是党在推动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始终坚定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始终恪守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

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在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中永葆党的先进性，进一步激发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力量。”[1]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所提出的战略举措。2002 年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央书记处的

同志前往西柏坡，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毛

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这在党内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井冈山、延安、浦东设立三所干

部学院，其目的就是要在我们党的教育过程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牢记初心使命，确保党的先进性，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从国际环境看，20 世纪 80 代年末 90 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而陷入低谷，一些社会

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丢失政权，社会主义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八一九事件”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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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被瓦解。造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

失去了先进性，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警示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 20 年祭》中说：“苏联共产党只有 20 万党员时打败了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政权；2000万党员时却打败了自己，失去了政权。”
[2]

历史教训表明，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乎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

本性问题。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要求我们党具有更强的战略谋划能力、驾驭全局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在

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地建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永葆活力，永葆党的先进性。 

从国内背景看，国家面临的使命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决定从 2005年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

主义教育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走在时代前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

出的：“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激励我们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

强大思想武器，是鼓舞我们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是鞭策我们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 

2005 年 1 月至 6 月，红船所在地的中共南湖区委，按照中央的部署，迅速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并结合实际，以

南湖红船为载体，开展如何弘扬“红船精神”的大讨论，同时向社会征求有关“红船精神”表述语方式，让群众在参与过程中

受教育。半个月时间，征集到表述语 663 条，中共南湖区委对表述语进行了梳理、归纳，最后评出了“开天辟地、坚定信念、

劈波斩浪、扬帆引航”等 5条表述语。
[3]
习近平同志获悉此事，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嘉兴

市广泛开展以‘精神传承、思想升华’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大讨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先进性教育活动。”[1]“我们要把

‘红船精神’贯穿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

根本上把握了‘红船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同时也就把握了先进性的真谛。”[1]因此，红船精神的提出体现了全党开展保持党的

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要求，红船精神的内涵展现了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的总结与提炼更是呼应了当时党内通过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现实要求。 

二、红船精神的提出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创建时期形成的，是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史明证。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

红船精神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红船精神的提出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分不开。 

浙江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地域，在近现代史上浙江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创建时期，浙籍知识分

子群体富有理想，敢于担当，积极推进社会变革，探索社会发展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共创建、工农运动的开展等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同志经常用“信仰的味道是甜的”故事，讲述国内第一个全本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的经

历。在《共产党宣言》影响下，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为他们的追求。1920 年 6 月，浙

籍的俞秀松、施存统两位先进分子参与了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筹备，并成为最早的共产党成员。之后，施存统参与了旅日早

期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在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中，浙籍的邵力子、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王会悟等积极参与建党活动，成

为建党的骨干，王会悟还为党的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确保会议的顺利圆满完成做出

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在 20位浙江早期共产党人中，俞秀松、沈泽民、邵飘萍、王一飞、何赤华、杨贤江、汪寿华、张秋人、

金佛庄、宣侠父、梁柏台、谢文锦 12人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牺牲者的比例占近三分之二，他们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

代价，践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诺言。[4]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实践中，红船精神在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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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改革创新是浙江发展的动力，浙江人民以历尽千辛万苦、踏尽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讲尽

千言万语的敢为人先、吃苦耐劳精神，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全国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浙江的创新发展是时代

创新发展的缩影。早在 2002年 12月 23日，习近平同志在基层考察时曾指出，浙江的发展“是创新的结果，并以创新为最大内

涵”“失去了创新，就失去了创新活力”,“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是浙江的一笔宝贵财富”。[5]488-4892003年 7月 11日，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讲话中明确指出：“浙江改革开放 20多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生动的

创新史。”[5]79 浙江人民在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中，创造了奇迹，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重要窗口。 

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全国起到先行示范作用。2004 年，浙江省 GDP 总量达到 1.1 万亿元，首

次过万亿元大关，居全国第四位。但对于浙江本身而言，又处于发展中爬坡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提出，

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具体联系浙江新的实践，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认真贯彻中央对浙江工作提

出的“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在前列”的新要求，在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再

铸新辉煌。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将“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建设“法治浙江”等一系列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红船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努力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前列；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努力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走在前列；切实增强执政本领，努力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为了推进浙江进一步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做了深入思考。这些思考已经蕴含了红船精神的一些内容，比如，在《之江新

语》一书中有《成功之道在于锲而不舍》《干部要拎着乌纱帽干事》《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增强走在前列的意识》等

文章，为后来红船精神的提出做了重要的铺垫。2005 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率领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来到

嘉兴南湖瞻仰红船，举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学习会。他强调，要充分利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这一契机，

针对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大力实施“八八战略”,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正

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直接推动了红船精神的提出和内涵总结。后来，

习近平同志《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这篇文章中总结红船精神时，特别提到“八八战略”,讲到建设“平安浙江”“法

治浙江”等，充分表明红船精神的提出和总结是基于浙江发展现实的考虑，目的是要通过红船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推进“八八

战略”的实施，促进浙江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体现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三、红船精神的提出体现了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 

红船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建实践中，并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传承与弘扬。

“‘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

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1]红船精神一直是存在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和

总结红船精神必然与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弘扬紧密相关。 

习近平同志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一生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老革命。五六岁的时候，习近平跟母亲去买

岳飞的小人书，“精忠报国”四个字他一直记着，成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父亲习仲勋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毛主席在延安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6]。他母亲也是老党员，是中央党校的教员，也教一些马列主义的课，

所以父母对他的熏陶是很大的。在浓郁的革命氛围中成长，这种信仰的薪火相传的“先天基因”和“红色血脉”,已经成为习近

平同志与生俱来的信念本源和信仰根基。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笃定信仰、远见卓识、历史担当，正

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 

习仲勋同志从 1962 年受冤屈，被关押审查长达 16 年之久。一家人天南地北、骨肉分离。习近平同志也离开学校和家庭，

走向社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人生第一站，曲折经历和艰苦磨砺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人民、读懂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15 岁那年，他到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当知青，长达 7 年之久，习近平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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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写道，“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

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我现在还受益于此。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7]同时，延安是当时知青

所向往的地方，使习近平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红色文化有了一些特别的感受。他 8 次写入团申请书、10 次写入党申

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十分迫切。他 20岁担任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体味老百姓的疾苦，热爱百姓，关心百姓，为

民办实事，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深受陕北老乡称赞和喜爱，这种朴素的情感穿越了近半个世纪。2015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

同志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提到：“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8]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

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在每一层级他都一心为民，扎扎实实、政绩卓著，在每一岗位上他都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受到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近平同志的成长经历，使他对红色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深深地印在记忆里，流淌在血脉中，落实在具体实践中。

无论是在地方主政，还是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同志曾说过：

“2002 年 10月，我调任浙江后，即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1]2006年 6月，习

近平参加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奠基，强调南湖革命纪念馆记载着革命历史，传承着红船精神。2007 年 3 月，时任上海市委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指出：“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目的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党的丰功伟绩，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豪情和斗志，把

上海建设得更美好。”[9]2011 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在出席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谈会时

指出：“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和

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0]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高度重视，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每到一地考察，都安排瞻仰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表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曾到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河南兰考、福建古田、陕西

延安、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江西于都、安徽金寨、宁夏将台堡、山西吕梁、上海和浙江嘉兴、河南信阳、桂林全州等地考

察革命老区、参观革命纪念设施、瞻仰革命遗址，就学习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焦裕禄精神、古田会议精神、延安精神、遵

义会议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吕梁精神、红船精神等都作了重要论述。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学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

意义，总结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提出学习革命精神的实践要求和学习弘扬革命精神的具体路径。习近平提炼红船精神，无疑

是这种红色基因一脉相承影响的结果。 

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红船精神的形成。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精神’正

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1]习近平同志提出红船

精神这一概念，使得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

丰富和发展。2017 年，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同志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南

湖革命纪念馆再次阐述红船精神，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在新时

代，红船精神将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永远

走在时代前列。 

四、红船精神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源源不断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命脉。习近平同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优秀传统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1]红船精神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升华。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变革创新、变法图强思想的继承与升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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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中，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思想始终推动着历史的进步。“革故鼎新”一语出自《周易·杂卦传》:“革，去故也；鼎，

取新也。”《周易·系辞》中也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革故鼎新”“穷变通久”旨在变革、创新，促进发

展。每当国家面临危亡、社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之时，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挽救统治阶级的地位。

在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推动维新变法，他在《上清

帝六书》中写道“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12],他呼吁变法，改革社会，挽救国家。在近代历史上，无数仁

人志士一直在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均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

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创新性的转化，走上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崭新之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担当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历史责任。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自强不息思想的继承与升华。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

罕》)。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之上》),“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各

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等等，都是舍生取义的生动

写照。“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中“乾”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不断丰

富发展“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们把志存高远、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励精图治、忍辱负重等视为“自强不息”的

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起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并与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为革命的胜利、新

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初心不忘、使命永担，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

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3]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正是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新时期的体现。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思想的继承与升华。“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礼记·礼运》)。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韩非子则强调“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

非子·饰邪》),等等。这些“崇公去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重民爱民的思想，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七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

心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荀子·王制》),等等。在私有制社会里，这些“民惟邦本”

的思想，自然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但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闪耀之处，也为后人所颂扬。而真正能够实现民本思想的是

中国共产党，“民惟邦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得到升华，进行了创新性转化，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

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立党

为公、忠诚为民，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综上所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凝结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并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不仅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经济社

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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