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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 Long March spir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 The Long March 
spirit,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re all rich in connotations, and the three 
meet, embrac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story of Long March achieved by the Chinese Red 
Army. The value pursuit and spiritual character, contained in the spirit of Long March such as lofty 
thoughts, revolution feelings, heroic mettle, pragmatic style of work, political awareness, good 
character and so on, add flowery glory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inject it with 
rich sources, and provide powerful support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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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革命文化、文化自信均有丰富内涵，三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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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长征故事里相遇、拥抱、相得益彰；长征精神所蕴含的崇高思想、革命情怀、英雄气概、务实

作风、政治意识、优良品德等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增添了绚丽光彩、注入了丰厚泉

源、提供了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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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我们之

所以有理由和底气坚定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拥有“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这其中的中国革命文化更是包含有博

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八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著名二万五千里长征所铸就的伟

大长征精神即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璀璨明珠，它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

增添了绚丽光彩、注入了丰厚泉源、提供了强大支撑。 

2. 长征精神、革命文化及文化自信 

八十多年前，为了北上抗日，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震

惊中外、开辟中国革命继往开来光明道路、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前进重要基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铸就了

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之优良品质、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中

华民族精神之魂的客观集中真实反映。作为观念形态，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有一个逐步概况、

深度凝练和系统挖掘的过程。 
1986 年 10 月 22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50 周年大会上讲话中

把长征精神科学内涵概括为：“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

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

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3]这是我党面向全国全世界对长征精神科学内涵

所进行的首次概括和凝练，对准确揭示和阐释长征精神科学内涵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1996 年 10 月 22 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代表党

中央对长征精神科学内涵又进行了新的概括和阐释：长征精神“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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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

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

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

奋斗的精神。”[4]这是我党面向全国全世界对长征精神科学内涵所进行的最权威最全面的概括、凝练和

升华，对于准确把握长征精神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自此之后，对长征精神科学内涵的概括和凝

练，一般都以此为范本，在 2006 年和 2016 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和 80 周年大会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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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就是延续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对长征精神科学内涵的界定

和解读，同时，又结合具体实际，对长征精神的伟大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精神，无疑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民

族自由和解放、人民安康和幸福，在长期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不断选择、整合、重组中外优秀思想文化

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精神文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文化开始萌芽、酝酿，之后，经过太

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成形、成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其精神又得到传承和发展。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则是中国革命文化

的内核与主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崇高的共

产主义革命理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演绎了

一幕幕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威武雄壮又光芒四射的革命活剧，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催人奋进、激荡人心

的精神遗产。伟大的长征精神即是这无数精神遗产中最光辉最璀璨的一个“明珠”，中华民族因为拥有

这样的精神文化遗产，足以自豪，足以产生强烈的文化自信。 
说起文化自信，学界对其有不同理解和界定，其实，它就是一种积极稳定的文化心理状态，是文化

主体基于对自身文化及其历史的清醒认知，“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

念”[5]，对自身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信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都能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6]，都是足以使我们自豪自信的文化；而作为中华民族丰厚精神文化遗产和中国革命文化最重要组成部

分的长征精神，无疑是中国革命文化自信自豪的“砝码”、底气和根基。 
中国革命文化因为有长征精神而更加璀璨绚丽，中华文化自信因为有中国革命文化而更有底气和实

力。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故事里，中国革命文化、红军长征精神、中华文化自信相遇、拥抱，相互映衬，

相得益彰。 

3. 长征精神为革命文化自信提供支撑的缘由 

关于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尽管各界表述不一、言辞有异，但都揭示了长征精神的实质，尤其以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对长征精神科学内涵的概括和凝练最为典型。伟大长征精神内在蕴

含着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这些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综合党和国家领导人阐释以及学界研究，

基本可以概括为：理想高远、信念坚定的崇高思想，牢记宗旨、甘于奉献的革命情怀，迎难而上、不怕

牺牲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大局为重、团结统一的政治意识，依靠人民、艰苦

奋斗的优良品德。 
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之所以这样说，是

因为长征精神蕴含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

民族自由与振兴、人民安康与幸福”的伟大征程之中，记录和见证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顽强奋斗的光

辉历程；这些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为“国家独立与富强、民族自由与振兴、人民安康与幸福”的实现提

供了强大原动力和进一步前进的坚实精神基石，是革命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泉源。“自信从来都不会凭空

产生，也不可能凭空产生。无凭无据瞎讲自信、空喊自信，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7]，“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

最有理由自信的”[2]。长征精神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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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最有理由自信的基本依据之一，是中国革命文化自信的底

气之所在。 

3.1. 理想高远、信念坚定的崇高思想 

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信念坚如石。理想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基础、灵魂和核心要义，是长征

的精神瑰宝和胜利之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致胜法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日起就坚定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正是因为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在面对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和民族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能够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存亡

看得高于一切，不忘民族使命，及时担负起救亡图存之责，对国民党不计前嫌，适时提出了“北上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正是因为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工农红军虽屡经挫折、历尽苦难，但始终不忘初心，最终能够跃然奋起而淬火成钢。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精神之源，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是

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艰难的原动力[8]。正是因为长征精神蕴含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这样的

价值追求，在面对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较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博弈、正确与错误两种思想斗争时，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够临危不惧，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才能够“击

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9]；才能够不断

纠正错误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

工农红军才能够“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9]，才能够所向披靡，无敌不可。 
中国革命文化，因为有长征精神，自信的根基自然牢固夯实，自信的底气自然充足充分，因为所

谓自信就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和自我肯定，不是盲目乐观和傲慢自大，而是建立在理论的科学性基础之

上，深信一定能够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长征精神蕴含有闪耀着火热光芒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

因为有这样坚定的革命信念，确信远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才

能够敢于拼搏，一路向前、无坚不摧，并最终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中国工农红军对自身理想信念之力量的充分展示，更是一种确信，中国革命文化因此而熠熠生辉，

自信自豪不言而喻。 

3.2. 牢记宗旨、甘于奉献的革命情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始终把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血肉联系，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

放、人民幸福甘于奉献一切。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和奉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身上

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长征途中，工农红军严守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尊重所经区域少数民

族习俗，秋毫无犯；以实际行动真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打土豪、分田地，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群众

治病送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长征精神所具有的这一牢记宗旨、甘于奉献的革命情怀极大

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战胜敌人围追堵截的千军

万马、征服艰难程度超越人性底线的雪山草地，汇聚了势不可挡的磅礴之力，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

量，奠定了深厚良好的群众基础。 
长征精神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拥有牢记宗旨、甘于奉献的革命情怀，又为中

国革命文化自信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在逆境中把握、寻找获胜机会，并最

终取得成就，是撑起自信的最重要支柱。长征精神蕴含的牢记宗旨、甘于奉献的革命情怀，不仅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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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及工农红军摆脱了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克服了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而且锻炼了党和红军，

“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9]，并最终找到了指引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正确理论，取得了万

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党和红军所进行的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充分说明，长征精神蕴含的牢记宗旨、甘

于奉献的革命情怀是党和红军逆境中取胜的法宝之一，中国革命文化因为有这样的长征精神，自信底气

即会犹如泉水般自然涌出。 

3.3. 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长征精神蕴含的基于理想信念所铸就的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

作风，激励着广大红军将士强烈迸发激荡人心的浑厚力量、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

数百次战役战斗中个个奋勇争先，勇于“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被称为‘死亡陷

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9]，用意志和勇气谱写一曲曲荡气回肠、跨越时空、

跨越民族、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奋斗、精彩感人的文明华章。 
长征精神蕴含的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极大地增添了无穷份

量和厚重底气。自信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有自信，就能产生力量、勇气和毅力，就能自强不息、奋

发向上、克服千难险阻，就能战胜一个个挑战和考验，勇敢地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行。长征精神所蕴含

的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深深埋藏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身上，正是因

为蕴藏有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面对乱云飞渡、

惊涛骇浪，面临血与火的交融时，从容地表现出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伟大实践精神和浴火重生的伟

大创造精神，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无数个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为中国革命

走向新生、走向胜利趟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中国革命光明大道的艰难趟出，离不开长征精神蕴含的革命

英雄主义气概的充分发扬，有了这样的精神气概，中国革命文化自信自然生成生发。 

3.4.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长征精神蕴含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推动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

位得以确立，推动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得以制定、执行，使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能够成功地“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大方向同建立

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9]，及战略目标的转移，红军

由原来的被动转变为主动，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后追前堵，最终找到了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战胜

了敌人、胜利会师陕北，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征精神蕴含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无疑又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增添了份量十足的“砝

码”，因为自信是一种心境，有自信，就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智慧、作风和信心，就能够承受挫折、克

服困难，有能力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征服他相信可以征服的一切。正是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体现在党和

红军身上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不仅使党和红军有了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勇气、智慧、作风

和信心，而且在面临方向和道路抉择时使党和红军做出了正确判断，党和红军因此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

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并由此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中国革命新画卷能够成功展开，与独

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这样的务实作风及其成效做支撑，中国革命文化

自信无需赘言，不证自明。 

3.5. 大局为重、团结统一的政治意识 

长征精神蕴含的大局为重、团结统一的政治意识是长征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长征过程中，尽管

各路红军出发地点时间路线不同，但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甘愿牺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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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全大局和整体利益，坚持同甘共苦、互助友爱、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这种大局为重、团结统一的

政治意识，使党和红军形成了巨大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中国革命赢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力量和

政治保证。 
长征精神蕴含的大局为重、团结统一的政治意识也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增添了厚重底气。自信是一

种健康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是相信一定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一种情感，是推动人们为完成某种目标任

务而进行活动的一种强大动力和有力保证。自信建筑在集体自强不息基础之上，自信者，因对自己所从

事的事业充满信心而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并因此而凝心聚力、团结在一起。中国革命文化因拥有蕴含

大局为重、团结统一政治意识的长征精神而无比自信和自豪，因为大局为重、团结统一的政治意识，激

励党和红军自觉地凝心聚力、团结在一起，勇敢地克服长征路上无数苦难、曲折、死亡，使党和红军不

断成熟，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和战略转移，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战略

能够成功转移，最后胜利能够实现，为拥有长征精神这一蕴含大局为重、团结统一政治意识的中国革命

文化自信做了最好的诠释和说明。 

3.6. 依靠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 

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

得胜利”[9]，进一步佐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这一至理名言。广大人民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艰苦奋斗，敢于勇于善于攻坚克难，是党和红军取得

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依靠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说明我们党和红军

能够“始终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

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9]。正是这样的优良品德，使党和红军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并

使“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

新的革命高潮到来”[9]。 
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依靠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进一步为中国革命文化自信夯实了基础、丰富了

内涵。自信，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是对自己拥有实力的感性评估，其实质是对自身拥有实力的自信。

没有实力做基础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依靠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之所以进一步为中国革命文化

自信提供了活水源头，其原因就在于党和红军有无比坚强的民心做基础，对中国革命文化自信，实质上

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9]。作为靠山的人民，就是党和红军足以自信的实

力和基础。党和红军正是因为能够始终植根于人民、依靠人民，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

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长征精神蕴含的依靠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有力地推动了党和红军成功完

成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敌我力量之悬殊的伟大长征，使党和红

军谱写了世界军事史上豪情万丈、激荡人心的英雄史诗，“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9]。激荡人心

英雄史诗的谱写，气吞山河人间奇迹的创造，是中国革命文化自信最好也是最有力的注脚。 

4. 结语 

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9]，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无论时光如何转换、

时代如何发展、条件如何变化，它都应该是而且本就是中国革命文化自信的源泉、基础和支柱。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9]。在大力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的今天，坚持文化自信尤显重要和必要，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均立足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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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支柱，只有文化软实力足够强大、对自己文化充分自

信的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并持续前行。面对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现实

社会价值多元、思想多样、思潮多变，坚持中国革命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还会面临诸多阻碍和

考验，还需要走较长路程。文化自信不能只有主观感觉，应该具有实质性和客观性内涵。弘扬、传承伟

大长征精神，无疑是坚持中国革命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

重要精神资源和实质性、客观性的基础“硬件”。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前，创造和播撒了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文化自信的绚丽光彩，

使我们文化自信的大势得以形成，基本格局得以奠定，影响力得以积累。伟大长征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民族品格的道德规范和道义高点，其高尚品质和伟大价值追求，对任何有向善向上之心和是非

观念的人来说，都没有理由拒绝，更勿说反对。 
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坚持中

国革命文化自信，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使人们更真了解中国文化、更多理解中国精神、更深感悟

中国道路真谛，进而把中国道路优势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使中国

道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顺利。 
这是我们的义务，更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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