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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20世纪 30年代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形成的 ,是中

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集中而具体的体现 。长征精神包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仰精神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知难而进的自强不息精神 ,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以及艰苦朴素

的勤俭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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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万里长征 ,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

伟大壮举 ,是一部中华民族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在长征征途中培育出来的“长征精神” ,是中华民族百

折不挠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包括五大基本方面 ,这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精神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知难

而进的自强不息精神 ,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以及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精神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是红军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支柱和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 。长征

途中 ,中国工农红军不仅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给养不足 、自

然环境极其险恶的生存问题。红军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艰难与险阻 ,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与牺牲 。但

是 ,自然和社会的困难并没有难倒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 ,没有阻挡红军战士前进和走向成功的步伐。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魄 ,何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战士所表

现出的这种特有的精神从何而来? 从根本上讲 ,来自他们所具有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因为他

们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

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 ,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

有共产主义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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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 ,红军在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初的 40 多天里 ,便由出发时

的 8万多人减少到 3万人。然而 ,就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革命力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 ,红军指

战员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执著和信念。在整个长征过程中 ,他们所想到的仍然是

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有了这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就会产生战胜困难 、克敌制胜的

强大精神动力。在战场上 ,他们冲锋陷阵 、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 ,他们慷慨就义 、视死如归;在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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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他们精神饱满 、斗志昂扬 。中央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作战中 ,红九军团为牵制敌军 ,掩

护主力 ,奉命单独行动。他们不避艰险 ,孤军奋战 ,将数 10倍于己的敌军吸引过来 ,辗转苦战 2个月 ,终

于胜利完成任务 ,与主力部队会合 。红二 、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后 ,红 18师奉命留在根据地内 ,掩护主力

部队转移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他们与 7倍于己的敌人周旋作战 ,完成任务后 ,又突出重围 ,同主力部

队胜利会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与强大的敌军进行顽强艰苦的战

斗 ,最后仅以 3000人的兵力实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途中粉碎了数 10倍于己的敌人的堵截 、追击 、包围 ,

创造了新的鄂豫陕苏区 ,发展壮大了自己并先期到达陕北。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 ,无数革命先烈战死沙

场。他们之中既有普通的红军战士 ,也有师团首长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喋血娄山关 ,红二十五军政委

吴焕先血洒四坡村 ,红 34师师长陈树湘在湘江战役负伤后掏腹断肠 。许多烈士临终前深情地说:“为革

命而死 ,死而无憾。”红军战士用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谱写的英雄凯歌 ,催人泪下 ,激人奋进 !

长征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 ,也不是战争史上通常意义的“战役” ,而是征途漫漫 ,险象环生 。它

不仅要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苦战 ,而且要与异常恶劣艰险的自然环境抗争 。长征途中 ,许多红军战士血

洒战场 、身没沼泽和雪山 。许多牺牲的红军战士都非常年轻 ,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却十分坚定 ,他们以

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实现着自己的理想追求 ,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凌云壮志含笑九泉 。在

长征最困难的时候 ,红军官兵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 “只要跟党走 ,一定能胜利” 。正是这种坚定的政

治信念 ,点燃了他们的革命激情 ,把成千上万穷苦的工农子弟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团聚在共产主义的旗帜

之下;正是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 ,指明了革命的正确方向 ,使红军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着

清醒的政治头脑;正是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 ,凝聚了军心 ,维系和增强了红军的革命团结;正是这种坚定

的政治信念 ,鼓舞了红军战士的斗志 ,激励着红军战胜了强敌和种种艰难险阻。在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

验中 ,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惊天地 、泣鬼神。正因为红军有这样一种经久不衰的革命热情

和始终如一的理想信念 ,他们才拖不垮 、打不烂 ,才从中国革命的最低潮中坚强地走出来 ,实现了胜利会

师 ,坚定地走到了抗日前线。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铸造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军魂和中华民族

的民族之魂。

(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红军长征 ,是在 20世纪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 、中

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 ,严重

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自身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并不是只顾自身的安

危 ,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始终高举抗日的神圣旗帜 ,正确处理长征

与抗日 、国内阶级斗争与抗日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 ,把红军的战略退却与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

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向抗日前沿阵地的胜利进军 。

1934年 7 月 ,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团进军赣东北 ,与红十军会合 ,组成红十军团 ,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向北进发 ,即表明了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决心 。后来 ,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 ,这

支部队虽大部损失 ,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则成为中华民族爱国史上的光辉篇章。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 ,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共产主 义事

业的赤胆忠心。1934年 11月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 ,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

帜。他们在出发宣言中庄严宣告:“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 、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的命令 ,出发抗日 。”这支仅有 3000人的红军部队 ,横穿河南 、湖北 、陕西 、甘肃等省 ,突破了国民

党军的一道道封锁与防线 ,终于到达陕北 ,成为胜利结束长征的第一支红军 。

1935年 8月 1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 ,发表了著

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 ,停止内战 ,抗日救国 。长征中后期 ,中共中央

多次召开会议 ,旗帜鲜明地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 ,并且用这一方针来指导红军的战略行动。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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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 ,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春 ,红一军团 、红十五军团 ,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到达山西 ,虽然遭到蒋

介石 、阎锡山军队的堵击 ,未能东出抗日前线 ,但是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的影响。中共中央确定的红军主力北上的方针 ,体现了把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的胜

利进军结合起来的战略思想。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西北 ,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推动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经过国共的十年内战 ,又经历了长征中“追剿”与反“追剿”的血战的情况下 ,中

国共产党不计前嫌 ,宽宏大量 ,再度倡导实行国共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

(三)知难而进的自强不息精神

长征是在革命形势极其险恶 、斗争异常艰苦 、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进行的。红军每前进一

步 ,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 ,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 ,把红军屡次推入绝境 。面

对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无比英勇顽强 ,表现出了不怕困难和牺

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长征把中华民族知难而进 、“君

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奋进精神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了这种自强不息精神 ,红军将士就会

无所畏惧 ,勇往直前 ,知难而进 。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历程 ,它挑战了人的生理极限 。“雪皑皑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

粮。”海拔 4000多米的川康雪山 ,使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长眠于此 ,他们有的滑下山谷 ,有的想停下来休

息一下却再没能站起 ,有的虽然站着却成了一尊无畏的雕像 。千里沼泽 、人迹罕至的川西草地 ,吞噬了

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红军战士那悲壮行军 、慷慨赴死的义举 ,令人肃然起敬。“风雨浸衣骨更硬 ,野菜

充饥志越坚。”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 、“走出草地就有希望”的口号鼓舞下 ,以惊人的毅力战胜

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 ,并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表现出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过雪山 ,我们是顶天

立地 ,过草地 ,我们又盖天铺地 ,我们不愧是天地的主人” 。

“征途处处有险峰 ,革命战士何所惧” 。红军对艰难困苦如此藐视 ,对敌人则更是无所畏惧 。在岷县

战斗中 ,红四方面军连续架梯攻城 ,使自认为固若金汤的国民党鲁大昌部挂旗乞降。红一方面军在遵义

战役中 ,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 ,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面对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阴谋 ,红一方面军表现出“事到万难须放胆” 、“狭路相逢勇

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十七勇士率先抢渡惊涛骇浪的大渡河 ,二十二勇士舍身飞夺奇绝惊险的泸

定桥 。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 ,铸造了伟大的人民军队 、伟大的红军战士 、伟大的人间奇迹。据不完全

统计 ,红军长征中 ,经历了大约 120次主要战役 、战斗 ,共歼敌 40个团 ,击溃敌军数百个团 ,击落敌机四

架 ,缴获长短枪 3万多支 、轻重机枪 330多挺 、火炮 20多门 、骡马约 2 000匹。在长征的两年时间里 ,红

军损失了 10多万人 。漫漫征途洒遍了红军将士的鲜血 ,万水千山掩埋着中华民族的忠骨 。他们的革命

精神和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人民所敬仰和缅怀 。

(四)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团结是人与人之间各种积极因素的有机凝结和最佳整合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的团结 ,则是克敌

制胜的力量源泉 ,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团结关系着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

败。红军长征之所以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胜利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实现了全党 、全军和军民之间的空前大团结 。

长征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为从组织上实现

全党的高度团结统一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实行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 ,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

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解决 。这样 ,既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 ,

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 ,党中央既坚持了正确的原则 ,又进行

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 ,团结了绝大多数同志 。从而使全党全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形成了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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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破的战斗集体 。

长征实现了全军的空前团结。长征途中 ,红军各部队围绕党的作战意图 ,密切协同 ,互相配合 ,一方

有难 ,八方支援 。红二 、红六军团转战湘西 ,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 ,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

应 ,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 ,疲于奔命 。红军各部队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团队精

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 ,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总是将方便和生存的希望让给别人 ,把困难和死亡的

威胁留给自己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许多红军部队为了全局 ,自愿做

出局部的牺牲;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为了战友 ,奋不顾身 ,冲锋在前 、撤退在后。中央红军血战湘江 ,担

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 34师和红三军团第 18团死死顶住尾追的敌人 ,掩护主力过江 ,结果被敌军阻隔在

湘江以东 ,大部壮烈牺牲 。长征途中 ,红军部队不断整编 ,干部层层下放 ,有的师团干部成了普通一兵。

但是他们胸怀大局 ,能上能下 ,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红军长征中的几次大会师 ,红一 、

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分而又合的事实 ,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合 ,无一不是团结互助精神的生动

体现 。它证明红军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种合力是战胜艰难困苦的坚强动力。敌人的围追

堵截 、恶劣的自然条件 、张国焘的分裂干扰 ,都无法消解红军的团结互助精神 ,都没有改变红军三大主力

胜利会合的必然趋势 。

长征实现了军民的空前团结。长征期间 ,各路红军十分重视军民之间特别是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

结。红军长征绝大部分路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各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和各项

纪律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不入民宅 、不违禁令 、公平买卖 、救死扶伤 ,严格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

意 ,并且宣传群众 、武装群众 、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从而得到各民族同胞的衷心爱戴和支持 。红军还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士。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 ,红军总参谋长刘

伯承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结拜兄弟 ,得到了彝民的信任与帮助 ,增进了红军与少数民

族群众之间的了解与团结 。红二十五军进入回民聚居区后 ,军政委吴焕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

民族政策教育 ,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 、四项注意” :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 ,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 ,禁

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 ,注意回避青年妇

女 ,注意实行公买公卖。红军爱护群众 ,群众拥护红军 。长征中 ,沿途各族群众帮助红军筹款筹粮 ,烧水

送饭 ,传递消息 ,掩护伤员 ,支援红军作战。整个长征过程中 ,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了上万吨粮食 ,补充了

约 2万人的兵员 。长征在全国人民中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使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 ,只有红军的道路 ,

才是他们争取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 。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情谊” ,使红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 、兵

力支援和精神动力 ,从而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长征是一首团结协作的凯歌。长征的历史表明 ,紧密团结 、互相合作 、顾全大局是革命胜利的基本

保证 。团结出凝聚力 ,团结出战斗力。党和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钢铁般的团结和统一 ,是

任何力量也摧不垮 、打不破的 。

(五)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

长征是红军指战员艰苦朴素的壮丽史诗 。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

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长征途中 ,红军物质极其匮乏 ,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 ,但是红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 ,大力发扬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 ,官兵平等 、军民一致 ,最终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实现了自己

的战略目标。

长征途中所经历的斗争之艰苦卓绝 ,为人类战争史之所罕见;长征途中生活之艰辛 ,更是常人之所

难以想象 。长征途中 ,红军缺少给养和武器弹药 ,面对敌人的前堵后追和重重险山恶水 ,边行军 ,边作

战 ,野菜充饥 ,篝火御寒。红军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时 ,气候寒冷 ,氧气稀薄 ,无路可寻。路的两旁 ,

一面是深厚松软的雪崖 ,一面是陡立险峻的雪壁 ,一不小心 ,就会滑下去 ,越陷越深。红军只能靠先头部

队用刺刀在雪地上控脚孔 ,后面的部队手拉手谨慎地前进。在茫茫的草地上 ,红军战士断粮缺水 ,靠啃

679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9 卷　

树皮 、嚼草根 、吃皮带来维持生命 ,甚至靠拾拣马骨头和马粪中没有消化的青稞充饥 。红军将士编写《牛

皮腰带歌》鼓舞士气:“牛皮腰带三尺长 ,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 ,野火烧熟分外香……” 。每

逢夜晚 ,常常是裹着湿漉漉的单衣露营 ,背靠背以相互的体温御寒。就这样 ,他们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层

层封锁线 ,翻越了空气稀薄 、终年积雪的高原雪山 ,穿过了人迹罕至 、沼泽密布的茫茫草地 ,跨过了波涛

汹涌 、激流澎湃的条条江河 ,胜利到达抗日前线。

艰苦卓绝 、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结束了 70 年 ,在漫漫长征途中 ,无数的红军战士倒下

了 ,但“长征精神”却犹如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 ,被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擎着 、传递着。“长征精

神”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 、红岩精神 、抗

美援朝精神 、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抗洪精神 、“六十四字创业精神” 、“上海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以及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等等一样 ,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永远镌

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 。面向新世纪 、新阶段 、新任务 ,我们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弘

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的征程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和巨大的精神动力。这便是我们对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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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ng M arch Spiri t w as fo rmed in the 1930' s under ex tremely dif ficult si tuations.

It i s the central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great national spirit in the specific histo rical

condi tions.This spirit include s in fi rm belief of communism , intense pa trio tism , the spirit o f ceaseless

st riving in spi te of great dif ficul ties , cooperative spi ri t and the virtue of plain living and thri f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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