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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精神是 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

的各种革命精神的总和与升华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长征是毛泽东精

神形成的关键时期 ,长征精神是毛泽东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长征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

精神的基本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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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精神的讨论是时下的热门话题 ,论者多注重于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 、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

及如何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等问题 。本文则试图将长征精神放在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

体现的 、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象征和集中体现的毛泽东精神这一整体视域中进行考察 ,探讨艰苦

卓绝的长征与毛泽东精神的形成 、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的关系 。

(一)毛泽东精神是 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各种革命精

神的总和与升华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 ,是 20世纪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共

同价值观和民族共同心理

探讨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毛泽东精神的范畴 。

毛泽东精神是本文作者近年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①
。笔者认为 ,毛泽东精神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革

命精神的总和和升华 。毛泽东精神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更新 、丰富和发展 ,代

表了 20世纪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 ,不甘落后 ,英勇奋战 ,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和进步追求 ,

是民族意志 、民族理想 、民族价值观的集中表达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所在 ,是 20世纪中华民

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 。

毛泽东精神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笔者认为 ,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 ,不仅包括了关

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包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

主两个层面 ,还包含有第三个层面的内容 ,即其中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 ,以为人民服务精神为

出发点和归宿 ,包括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集体主义 、英雄主义等丰富内涵的毛泽东精神。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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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精神既蕴含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 ,如融入于具体的理论 、政策 、路线 、方针 、策略 、原则 、经验等

及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之中 ,又超然于其上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

毛泽东精神也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

实践活动中 ,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群体人格的精神风貌中 。中国共产党集体 、每一个中

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每一分子和他们的实践活动都是毛泽东精神的体现者和

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锤

炼熔铸了体现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丰富的精神资源 ,如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

“西柏坡精神”以及“抗大精神” 、“大庆精神” 、“大寨精神” 、“好八连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张思德精神 、

刘胡兰精神 、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等等 。每一种精神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那个时

代的精神实质和精神风貌 ,都是构成毛泽东精神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是 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

现和象征 ,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

所谓民族精神 ,是指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反映本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趋势或

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它集中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环境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和该民

族共同的价值观 ,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民族共同心理 ,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

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 ,但能够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思想体系必须具

备两个条件:一是影响广泛 ,被许多人所接受;二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
(第 1005 页)。影响了

整整一个时代并成为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毛泽东精神无疑具备这两个条件 。在几乎整个 20

世纪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的独立 、统一 、民主 、富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

程 ,正是孕育毛泽东精神的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 ,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伟大时代

精神 ,无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观” ,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民族共同心理 ,因而成为

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 ,以极为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对整个民族和整

个时代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不仅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民族意

识 、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 ,使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不能不受到它如此深刻的影响。它已经深

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 ,也是构成这个时代中国先

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将 20世纪中华民族最伟大 、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 ,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毛

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是我们党的骄傲 ,是我们国家

的骄傲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 2](第 346 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个名字本身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

理想 、未来和希望 ,毛泽东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 。毛泽东本人即是 20世纪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倡导

者 、实践者和体现者 ,他的思想 、他的言行 、他的博大胸怀 、他的高尚品德 、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都已成为

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的个人外在形象和精神气质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直接表征 ,成为我们

民族普遍而恒久的记忆。因此 ,没有比“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更妥当 、更具统摄力和感染力的选择

了。使用毛泽东精神的范畴可以起到统领和代表民族精神的作用 ,以最直观的形象语言反映那个时代

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本质内容。这样 ,毛泽东精神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符号 ,更是象征 20世纪中华民族

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 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丰碑 ,还是 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

(二)艰苦卓绝的长征 ,是锤炼熔铸毛泽东精神的关键时期;长征精神是毛泽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 ,长征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有各具特色的表

现形态 ,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一以贯之 、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精神孕育于井冈山时期(以井冈山精神

为其表现形态),锤炼熔铸于长征时期(以长征精神为其表现形态),成熟于延安时期(以延安精神为其表

现形态)。其后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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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长征时期 ,是毛泽东精神形成最关键的时期 。它之所以关键 ,首先体现于毛泽东精神和

在长征中形成的长征精神 ,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和一致性 。

江泽民在纪念长征胜利 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胡锦涛在纪念长征胜利 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

都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 ,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

和信念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 、严守纪律 、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 、艰苦奋斗的精神。而笔者则将毛泽东精神的内涵归纳为七个方

面 ,即爱国主义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精神 、实事求是精神 、艰苦奋斗

精神 、集体主义精神 、英雄主义精神
②
。这七种精神 ,在井冈山时期即在开始孕育 ,而在长征时期得到了

全面锤炼熔铸而得到升华 。

只要我们稍加比较 、延伸或重新归纳即可发现 ,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 ,长征精神已构成毛泽东精神的主体性内容 。若将两者的核心价值取向加以比较 ,就更是高度的一

致 ,那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是长征精神的核心。这正是爱国主义精神在长征时期的具体体现。爱国主义

精神历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也是毛泽东精神的核心。因此 ,长征精神从内容上来讲是毛泽东精神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毛泽东精神在这一时期最集中的表现 。

其次 ,说长征时期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 ,还在于长征这一举世无双的人类壮举 ,为毛泽东

精神的熔铸 、锤炼 、升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艰苦卓绝的长征 ,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淬

火”环节。

毛泽东精神孕育于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 ,毛泽东精神的七个方面在长征之前均以不同的

方式提出或表现出来 。如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早在 1930年 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便以理论主张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亦体现于那一时期党的方针和政策之中;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英雄主义等也体现于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和精神风貌之中 ,但还处于一

种零散状态 ,内容之间缺少联系尚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方式多种多样 ,尚未形成精神自觉;有些

精神内容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更谈不上内化于他们的精神血脉。而要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资

源 、精神资源上升为一种党的精神和民族精神 ,必须有一个锤炼熔铸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

问题是千百万人的具体实践 ,在实践中将这些已有的思想资源 、精神资源转化为一种精神指向和精神动

力 ,在成功与失败的切身感受与反思中 ,凝结和升华出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精神信念 ,并内化于大

多数人的精神血脉之中。长征 ,便是这样的一个“锤炼” 、“洗礼”和“内化”的过程 。

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民族共同心理 ,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 ,

其形成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的 ,经过千百年的层层积累和代代相因而形成 ,例如中华民族勤

劳 、勇敢 、勤俭节约等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民族的共同心理即是如此 。另一种则是突变性的 ,由于特

殊的时代矛盾或民族的大变故 ,加之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 、社会条件 ,包括特殊的自然环境 、自然条件 ,

该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之下 ,在追求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苦苦奋斗中形成的经验 、教训 、信念等

会以突变的方式迅速上升为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民族共同心理 ,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而代代相传 。如

古犹太民族的被逐出家园和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非常经历 ,都迅速形成了犹太民族精

神。毛泽东精神作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表现 ,其形成既承继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 ,更在

一个特殊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下 ,在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 ,以血与火的方式迅速完

成了民族精神的转换和再创造 ,这最突出地表现于长征这一“非常时期” 。

红军长征是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自然条件下进行的 ,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

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 3]
(第 150 页)。正是这种极端的

环境 ,使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大无畏革命精神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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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

境下 ,要想生存并取得胜利 ,所能依凭的只能是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的高扬 。但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具

有不同的层次 ,仅为生存或活命 ,也会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和超常的精神力量 ,但那仅具个体性 ,缺少

互动性 、集体性和超越性 ,而不可能上升为民族精神。而要上升为民族精神 ,其奋斗目标一定要具有社

会性 、正义性 、崇高性 。红军长征 ,一方面抱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 ,一方面肩负着北上抗日的神圣使

命 ,这个团结战斗着的集体 ,在血与火的搏杀之中 ,在爬雪山过草地随时与死神面对的生死考验中 ,把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 ,为了救国救民 ,不怕

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就成为党和红军将士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

同时在克服一切困难的过程中 ,这样的精神信念又不断得到强化 、发散和升华 ,变成一种具有集体性 、超

越性 、悲壮性 、相互感染 、相互激励的群体性精神信念 ,这种超越个体生命而融入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 、

爱国主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会洋溢在整个革命队伍之中 。经过长征的每一个人 ,都会从切身的

经验中珍视这种精神的神圣价值 ,那是他们用生命 、鲜血和种种磨砺而验证和换来的精神财富 。

经过长征的锤炼熔铸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毛泽东精神所包含的七

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升华 ,并凝结成一个相互联系着的有机精神整体 。它们不仅体现于到陕北之后中国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实践之中 ,而且表现在延安时期整个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红军将士的精神风貌

和精神气质上。这些有机的精神元素不仅已在全党和全军中取得普遍的共识 ,更内化于每一个共产党

员和革命战士的血脉之中 ,同时影响到整个延安地区的精神氛围 。更要紧的是 ,长征几大主力和各部队

在陕北的汇合 ,是一种力量的汇合 ,同时也是经过长征洗礼之后的“精神”的汇合 。至此 ,中国共产党的

群体人格已经形成 ,这种群体人格的形成正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百折不挠 、苦苦追求

血战的结晶 ,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高高耸起的民族的脊梁 。正是他们 ,成为后来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

展的中坚力量。精神是要落脚到人的 ,人是精神的载体 ,是精神的体现者 、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群体人

格的形成 ,是毛泽东精神形成最主要的表现。

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 ,还表现为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精神进行总结和表述的意向。

他们已经开始用毛泽东的名字来表述和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和精神风貌 。如朱德在《“七一”

二十二周年感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 ,它吸

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 ,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秀遗产 ,它在

大革命 、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 ,丰富了自己 。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 ,它把马列主

义中国化了 ,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现实社会的需要了 ,这种光辉的成就 ,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

袖毛泽东同志。”徐特立在《毛主席的实际精神》中 ,明确以“毛主席的实际精神”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

实事求是精神。张闻天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称为“毛泽东同志的作风” ,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与作风 ,就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与作风 ,实事求是的思想与作风” ,指出“浸透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的全部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 ,向人民负最后与最大责任的精神” 。“学习毛泽东

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必须首先把握他的这种精神” 。并特别指出 ,体现在毛泽东身上的这种精神“是真正

伟大的人格!这是从中国无产阶级 、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的血肉中生长起来的稀有的与杰出的伟大的人

格” [ 4](第 246 , 253 , 259 页)。这些论述 ,表现出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欲对以往种种革命精神进行总

结 、概括和命名的意向 ,表现为对以往种种革命精神进行言说的朦胧自觉。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毛泽东

精神已基本形成 ,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尚难以进行系统的总结和阐发而已 。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长征时期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 ,长征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淬

火”环节 ,作为毛泽东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征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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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参见宋俭 、孙康 、丁俊萍:《毛泽东精神:一个研究的新视域》 ,《江汉论坛》2005 年第1 期;宋俭 、孙康 、丁俊萍:《毛泽东

精神刍议》 ,《中共党史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宋俭 、孙康 、丁俊萍:《毛泽东精神刍议》 , 《中共党史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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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March Spirit &MAO Zedong Spirit

SONG Jian , SUN Kang ,DING Junping

(Schoo l o f Po 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 tion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ies:SONG Jian (1963-), male , Docto r , Professo r , Docto r superviso r , School o f Po li tics

&Public A dminist ration , Wuhan U niversi ty , majoring in China' s mode rn political

thoughts;SUN Kang(1958-),male , Associate professo r , School of Polit ics &Public

Administ ration , Wuhan Universi ty , majo ring in history of CPC.

Abstract:MAO Zedong spirit is the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all so rts of revolut ion spirit

w hich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revo lut ion and const ruction leading by CPC in the 20th century.

MAO Zedong spiri t is the symbo l and central mani fest of Chinese nation spirit .The pe riod of Long

March is the crucial phase of MAO Zedong spiri t fo rmation;Long M arch spirit is the most impo rtant

constituent of MAO Zedong spirit ;the fo rmation o f Long M arch symbolizes MAO Zedong spirit

fo rmation.

Key words:MAO Zedong spirit;nation spi ri t;Long M arch spir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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