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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关系 

——兼论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地位 

彭冰冰
1
 

(嘉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红船精神研究和宣传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起了基础性和开创性作用。正是红

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推动了人们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讨论，从而产生了进一步凝练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需要。伟大建

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既具有一致性，也具有差异性。从精神内涵、提出的背景和主体、形成的实践依据来看，两者是

一致的。两者的差异在于，红船精神主要侧重对红船起航这一历史性时刻重大意义的精神表征，伟大建党精神则更

加侧重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表征。100 年来，“红船”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标识和历史符号，

具有丰富的政治寓意。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党的先进性之源，集中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因此，在不断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同时，也要继续深化红船精神的研究。 

【关键词】：红船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 逻辑关系 精神谱系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079(2022)05－0062－09 

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后，理论界在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与宣传的同时，对红船精神的理论定位、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也产

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值得关注。如何把握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红船精神是不是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研究红船精神的必要?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些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并发表了一些有

益的观点。本文以《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南湖

重要讲话为主要文本依据，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解读相关文本，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凝聚共识，进一步深化红

船精神研究。 

一、红船精神研究与宣传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 

精神来源于物质实践。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作为历史形态的伟大建党精神早就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而形成了。但是，作为历史在场已然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并不意味着理论形态的伟大建党精神会自发地出场。一般而言，概

念的提出和出场总是要晚于事物或者事件本身。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性时刻，从政党精神建设和

发展史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成就的精神书写和科学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构筑自身精神谱系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自觉。 

虽然伟大建党精神正式提出时间不久，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学界多年来一直关注的热点。据考察，最早关注建党精神的学

者是余伯流。早在 2006年，他就提出了“创党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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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党精神、北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之间都是

一脉相承的。[1]2007年，他把“创党精神”改名为“建党精神”,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初始环节。[2]2008年，在他

担任副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一书中，把“创党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和远大理

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敏锐洞察力、开天辟地的非凡胆略和勇于创新的伟大气度。[3]可见，这里所谓的“创党精神”特指党在

创建时期的精神。但对其研究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建党精神研究的兴起是与红船精神直接相关的。2005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同志首次凝练概括了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此

后，理论工作者对红船精神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并达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普

遍认为红船精神的提出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革命精神的历史空白，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与革命精神史在时间序列上

实现了一致性。2011 年，首部红船精神研究专著《红船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出版，书中提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

精神”[4]。陈水林[5]、姚炎鑫[6]等学者也持相同观点。但是，随着红船精神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也有一些同志对红

船精神理解不到位，他们狭隘地把红船精神地域化，甚至提出质疑。[7]为避免对红船精神的片面化狭隘化理解，有学者提出，必

须把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联系起来，要上升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高度，紧紧围绕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来认识和理解红船精神在革

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邱巍揭示了以红船精神来命名或者代表建党精神的理论逻辑，他认为“红船”这个符号形象生动并

且寓意深远，深度切合了革命精神宣传与传播的需要。
[8]
杨晓伟认为，用基于“意象”思维命名的红船精神是对建党精神的最合

理表述。[9]总之，在学者们看来，“红船”不仅仅是指嘉兴南湖上的这条物质形态的船，而是一种政治象征。红船精神也不是中

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精神，而是早期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也就是建党精神。毫无疑问，

正是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推动了人们对建党精神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人们把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的形象化表达，这里的

建党特指的也是党的创建。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南湖红船，再次阐述了红船精神的内涵，他说：“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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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7-

4982017年 12月 4日，王沪宁在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上指出：“‘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

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11]此后，建党精神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运用，理论界对如何概括建党精神及其与红船精

神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探讨。齐卫平认为，“红船”启航，建党精神发端。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同时生成，时间序列上处于同一

位置，共同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12]严爱云认为，红船精神就其本质来说是建党精神的别名。[13]高福进认为，建党精神

是一种总体意识，红船精神是一种阶段性意识的体现。两者是总体性与个体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14]徐光寿认为，党在酝

酿和创建过程中先后形成的“红楼精神”“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与“红船精神”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构建起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15]韩洪泉认为，建党是一个历史过程，建党精神本身也构成了一个蕴涵丰富的精神谱系，其中红船精

神是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意象表达。
[16]
可见，学界认为，从逻辑上说，既然在红船精神之外另外提出建党精神，说明这两个概

念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能互相混淆。建党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要比红船精神丰富、宽泛。建党精神包含红船精神，红船精神体

现建党精神。与此同时，还引发了理论界对党的创建时期的革命精神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从局部到全国、从团体

到政党、从雏形到完备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北大红楼”“上海党的一大会址”“渔阳里”“南湖”和“红船”都是与中

国共产党诞生相关的标识符号。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上海建党精神、先驱精神、渔阳里精神、石库门精神、红楼精神等表述。

“全国红船论坛”“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等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建党精神的研究。 

总之，虽然作为历史形态的建党精神从建党开始就事实上存在，但理论形态的建党精神，也即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

历史过程。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正是在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中，引起了人们对建党精神的讨论，产生了对进一步凝练概括建

党精神的强烈愿望与迫切需要，终于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性时刻得以实现。2021 年 7 月 1日，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的历史性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概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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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特别是

对党的精神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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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的认识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为深化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提供了遵循。同时，带来了一

个急需厘清的重大理论问题，即“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问题”。总体上看，目前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有以下几种代表

性认识。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代替说”。这种观点认为，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没有明确概括以前，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红

船精神等同于伟大建党精神。例如，2021 年 1 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阐释建党精神时就直接采用了红船精神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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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
[17]
既然伟大建党精神有了明确的概括，就不再需要红船精神这一概念。

2021年 9月 29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向社会予以发布，红船精神不

在其列。这更加坚定了一些同志持这种观点，他们自认为，既然红船精神没有纳入精神谱系，就充分说明伟大建党精神代替了红

船精神，因而也就没有进一步研究和宣传红船精神的必要。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包含说”。这种观点认为，百年前早期先进分子的建党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必然性与偶

然性交织在一起的，包括酝酿、组织、筹备再到正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红楼精神”“渔阳里精神”和

“《共产党宣言》精神”“红船精神”等革命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建党时期这些革命精神的总概括。[18]与之相类似，延安时

期有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等革命精神，而延安精神则是这些革命精神的总的概括。伟大建党精神反映的是早期

先进分子在党的整个创建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品格意志和精神风范，是对建党历程中某一特定时空、具体人

物的精神内涵的超越。也就是说，伟大建党精神是对“红楼精神”、红船精神等具体精神的抽象和升华。[19]可见，这里理解的伟

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是总体与局部的关系，伟大建党精神包含了红船精神的内涵。李捷认为，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都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为弘扬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革命精神提出的重要论断。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涵盖了红船精神的主要内

容，两者的内涵与精神实质高度一致。[20]刘建军也认为，伟大建党精神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或地点的特定活动，而是对党的

全部创建活动所形成的革命精神的综合表述，包括了所有建党活动及其精神内涵。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一部分，是从党的

创建活动的一个特定环节上生发出来的，是相对来说更为具体的精神形态。[2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既然伟大建党精神包含了

红船精神，那么当前就要以伟大建党精神的宣传和研究为重点。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交融说”。这种观点认为，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各自的指向不同，

两者不能直接等同，也不能相互替代。齐卫平认为，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有源泉和起点的概念之别：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各个

历史时期各种革命精神之集大成，红船精神具有的象征意义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节点上，而建党精神则是贯穿于

中国共产党整个奋斗历程的精神引领。[22]段治文认为，建党精神是百年前“党的创立”和百年进程中“党的建设”精神力量的

总概括，红船精神特指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革命精神。建党精神既在历史起点上，也在逻辑起点上，即在内容要求上是“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而红船精神主要是时间意义(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精神之源”。[2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既不能用伟

大建党精神淹没红船精神，也不能用红船精神代替伟大建党精神。我们赞同这一观点。 

从上可见，学者们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两者关系的思考，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两者的理论定位问题。那些认为伟

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是等同或者包含关系的学者，一般是从狭义的意义上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即将其理解为建党时期的精神。

那些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是交融关系的学者，一般是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即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建党

时期的精神，并不局限于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具体历史事件所展现出的精神范畴，而是从百年党史发展的整体性角度出发，对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进行的整体抽象与概括。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红船精神是建党时期的精神。当然，在伟大建党精神有明确

概括之前，也有对红船精神的广义理解，例如李忠杰提出，“红船作为我们党成立的一种形象化标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精神。……而‘红船精神’,也不限于最初的建党，它是我们党的整个精神不断延续和多样化发展的起点和源头。”[24]我们

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后，红船精神不宜再作广义的理解。因为伟大建党精神是在红船精神基础上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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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把红船精神的外延扩大化，就会产生将其与伟大建党精神等同的问题。 

第一，从提出的背景和政治逻辑来看，两者都和“七一”纪念以及党的教育活动相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实现的。政治社会化是指特定的政治文化及体制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的主体有意识地向该文化的承载者的主动

教育和灌输过程。[25]政党通过严格的章程和仪式，以及经常性的教育活动，通过舆论宣传和各种政治活动，使其成员和社会成员

认同并支持其主张。[26]红船精神是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过程中提出的，时间节点是在“七一”纪念之际。1 伟大建党

精神是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提出的，是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性时刻提出的。两者的提出都是为了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要忘

记党的历史，不要忘记建党的初衷和宗旨，不要忘记党百年来在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

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10]498 

第二，从提出的主体和思想逻辑来看，两者都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红船精神是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首次提出来

的，而伟大建党精神则是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提出来的。但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另一个时间节点对于红船精神概念的重

大意义。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和浙江嘉兴，在上海瞻仰了党的一大会址，

重温了入党誓词；在浙江嘉兴瞻仰了南湖红船，参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红船精神，并指出：“我们

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10]498

选择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这样的时间节点，来进行这样一项具有特殊意义

的政治活动，习近平同志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再次阐述红船精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实

际上也确立了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两者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展

现了高超的战略思维和深刻的历史思维，彰显了深厚的红色情怀和对党的精神建设的一贯重视，既体现了他对党的历史的深刻

把握，也饱含着他对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切。 

第三，从两者的内涵和理论逻辑来看，其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的。“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是“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也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具体体现。“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既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也是“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具体体现。虽然从表面上看，红船精神中“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没有体现在伟大建党精神的

表述中，但其精神实质已经渗透于其中。“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是

不断创新的精神，也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必然结果。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一方面涵盖了红船精神的三个方面内涵，另一

方面包含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运用的一些政治话语，如“初心使命”“不负人民”“英勇斗争”等。总之，两者的内

涵都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是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两者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科学性、人民性、斗争性，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在气质的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7]13 

第四，从形成的依据和历史逻辑来看，两者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密切相关。无论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狭义理解，还是广义

理解，都不能脱离建党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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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27]8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伟大建党精神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时就已经形成。紧接着他又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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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

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27]8可见，必须要站在大历史观的高度，打通

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近代以来的总目标，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来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伟大建党精神虽然形成于建党之时，但其必然会随着历史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而

不断丰富，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展开的结果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红船精神也是以党的创建的历史作

为依据的。的确，党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南湖会议是中国共产

党创建史中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在这一标志性事件中，通过了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

了中国共产党的庄严诞生。因此，两者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近代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精神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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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既要看到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差异性，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更要在一致性的基础上理解两者的差

异性。红船精神主要侧重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革命实践尤其是对红船起航这一历史性时刻的精神表征，伟大建党精神虽源于

建党，但高于建党，其更加侧重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概括。 

三、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特殊地位 

红船精神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首先在于“红船”符号具有丰富的政治寓意。“红船”

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政治符号。政治符号通常用于指称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物、符号和仪式，其具有提供历史记忆、整合意识形

态和强化政治认同等重要功能。任何一个政治符号都与一定的政治意义相联系。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
[28]

“红船”起航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意义、“红船”符号所代表的政治象征意义，就在于其力图建立一个新世界。

“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29]“红船”符

号丰富的政治寓意可以从“红色”“船”“红船”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红色”是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红色”凝结着无

数革命先烈的鲜血，鲜明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旗帜是一种重要的象征物，表征着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人们往往通

过旗帜的样式、色彩和图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理想。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早在红军时代，就有新党员站在庄严的红色的

党旗下宣誓的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称之为“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瑞金被称之为“红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被称之为“红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也是红色

的。作为一种符号，国旗和国徽在被创造的那一刻就被赋予了内在的政治意义，同时担负起了国家形象的职责。“红旗”“红

军”“红星”“红都”“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等词，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情感和政治立场。浓烈奔放的鲜红，是马克思主义

的颜色，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象征着不熄的爝火，为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代表着中国

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满腔热血、一片丹心。[30]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出现了许多以“红”字命名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节目，诸如：《红岩》《红旗谱》《红日》等，通过讲述那些与信仰、价

值、理想、奋斗等象征有关的故事，激励人们为了理想信念不断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诞生

了中国共产党，14 年抗战、历史性决战，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

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31] 

第二，“船”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警示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船的寓意也很深

刻。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它延伸了人类的脚，扩展了人类的路。《易·系辞下》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

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早在古代，士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舟与国家社稷、人才延揽之间的密切关系，把“舟”作为贤

才的符号。《尚书·说命上》第一次把治世之贤臣比作“济川之舟楫”。“济川”成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李白用“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自己的济世情怀。“舟”还经常作为执政者的象征出现。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告诫执政者，就像载舟的水，人民既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又是政权覆亡的力量，所以荀子要求国君应

将爱民落到实处，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权力更稳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舟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

覆舟。”[29]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君民关系，不仅是舟水关系、鱼水关系，更是血肉关系。因此，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不能丢掉党的群众路线。此外，“船”还寓意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

曾形象地把党的任务比作过河，方法比作过河的桥和船。他强调，不解决桥和船的方法问题，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要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
[32]
我们只有始终为了人民、充分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我们只有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才能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惧风吹雨打、穿越惊涛骇浪。 

第三，“红船”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象征，寓意中国革命的航船不断走向胜利。“红船”航行需要舵手，舵手就是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29]尽管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看，

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上的成立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新型的政治力量。当我们回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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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将“红船”起航这一事件放入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之中，就能发现其非凡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一次次地编

织到当下的革命传统中，一次次地回忆、一遍遍地将其化为故事来讲述。通过这种精神故事的反复书写，不断唤起人们的情感和

信念，塑造和强化民众的革命历史记忆，即人们对于革命初心、革命历程、革命成果的记忆，并把这种历史(政治)记忆不断地刻

写在当下的现实的革命行动与革命者心中。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用这种带有文学“隐喻性”的语言来讲述红船精神的故事：“中

国革命的航船是在惊涛骇浪中到达成功的彼岸的，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航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高扬理想的风帆，荡起奋

发的双桨，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29]这些鲜明的比喻、形象的话语、磅礴的气势、开阔的意象可以更为有效地表述出红船精神的

实质。气势雄浑的山河画卷、一泻千里的船速、出没惊涛骇浪的勇气唤起我们对革命初心的记忆，产生心理上不自觉的感应，内

在的个人信念和外在的象征活动在人们的心灵上激荡互动，使人们能够以一种更饱满的姿态投身伟大的社会革命。 

经过岁月的沉淀，“红船”已经成为一种红色标识、政治象征和历史符号。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历程从南湖起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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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红船”符号将抽

象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把深刻的政治寓意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形象地凸显了中

国共产党这艘革命航船在 100 年的历史大潮中不畏恶浪险滩、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

书记瞻仰“红船”,这一政治仪式生动呈现与充分展示了“红船”符号的象征意义，唤醒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创

建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记忆，强化了他们对政治现实的体认并塑造与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红船”是革命之船、理想之

船、奋斗之船、复兴之船，引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正是鉴于“红船”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将之升华为“红

船精神”这一理论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这是我们党梦想启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10]498“党的根脉”注定了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

地位。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中，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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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27]8。这两个重要论述之间并不矛盾，只是指向有所不同。伟大建党精神主要是从逻辑起点上即从内容上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价值追求、精神气质、组织特质，既是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形成的起始环节，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展的逻辑起点。红船精神则主要是从历史(时间)起点上，作为中国革命精神

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开端。20世纪初，“革命”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先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

革命是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经过实践，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急需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领导力量。受十

月革命的影响，“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底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高了。”
[34]
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革命看作是实现无产阶级解

放的唯一途径。红船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35]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过渡到

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36]。中国革命的面目之所以焕然一新，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与中国近代

以来的各种革命运动相区别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社会革命”,具有总体性的意义，

意旨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总体性变革。“红船”所开启的革命，旨在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建立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仅仅解决一个政权变易的政治问题，更是一场文化

创新、传统重建的精神涅槃。劈波斩浪的“红船”,承载了一个政党创造历史的核心奥秘。红船精神昭示了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科

学的理论指导和崇高的价值指向。这就是革命精神之源的意义之所在。 

第二，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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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红船的航向”[29],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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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3,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既不

断有效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与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科学解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扬起红船的风帆”
[29]

,坚持围绕实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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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载着红船的意愿”[29],坚持践行初心

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谁而生、为谁立命、为谁执政，坚持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

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7]11-12总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就在于我们党一直坚守“红船”开创的革命理想。红船精神“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前

提”[37],一直引领中国共产党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第三，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

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11]
仔细研读《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创

建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来阐释红船精神的。开篇他就明确指出：“1921 年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

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9]

他亲切地把红船比喻为我们党的“母亲船”。他在阐释“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

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
[29]
在阐释“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时指出：“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

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29]没有崇高的信仰，道路就会失去方向，

难以走到光明的天地。在阐释“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

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29]以“首创、奋斗和奉献”为内涵的红船精神非常恰当地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创

建的意义、目标和宗旨，集中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初心和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 

因此，红船起航标明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红船精神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到共产党人的精

神血脉之中，化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色基因。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再到伟大的抗疫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接续奋斗、走在前列的精神表达。 

四、结语 

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中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作用。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不是对红船精神的否定，

而是对红船精神的再提炼、再升华、再创造。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无疑具有特殊的

源头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创立时期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史明证。”[29]因此，在推进伟

大建党精神研究与宣传的同时，要继续深化红船精神研究，尤其是进一步深化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

播史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两个结合”方面的历史贡献研究、建党先驱与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等多方面展开，为伟大建党精

神和红船精神奠定扎实的史学支撑和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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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05年 1月至 6月,为配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嘉兴市南湖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红船精神内涵以及如何弘扬红

船精神的大讨论,并向社会征集有关红船精神的表述语。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共提出了 663 条表述语。南湖区委对这些表述语进

行了汇总、梳理、归纳,评出了“开天辟地、坚定信念、劈波斩浪、扬帆引航”等表述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得知红

船精神大讨论活动后,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他专程派人到南湖区进行调研。正是在调研基础上,同年 6月 21日,在《光明

日报》上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首次科学阐述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