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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伟大革命造就伟大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

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的主流本质。 从北大红楼到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

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起始阶段,在明确社会革命目标的同时,也以坚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形成了具有深刻历史内涵与鲜明特质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征程的精神源头。
中共二大是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重要历史节点。 中共二大从革命客观规律出发,在积极推动

社会革命以促进自我革命,为伟大建党精神注入丰富内涵的同时,也通过自我革命以应对社会革命的需

求,不断丰富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涵,完善其内在要求。 由此,中共二大不仅是党推进社会革命,坚持

自我革命的出发点,更是伟大建党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点。 一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史,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进行社会革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

人实现自我革命与自我完善,不断在精神上成长的历史。 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

社会革命的伟大历程中熠熠生辉,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关键词:中共二大;伟大建党精神;社会革命;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D231;D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4-0104-12

一、学术背景与文献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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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1] 。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革命以解决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彻底完成社会形态的更替,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政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是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方式,不断清除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病毒,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
其身而天下治”,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社会革命的崇高使命必先进行坚定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社会

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精

神特质,是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强大精神指引与力量源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被写入党的二十

大主题,表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要持续、深入推进社会革命,将初心使命勇担在

肩,更要勇于自我革命,以自我变革的决心和勇气不断应对来自时代的挑战。 从党的发展历程来

看,在中共二大这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革命,保持自我革命的定力,探索

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正式形成。 立足新时代,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角度探

讨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拓展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传承和弘扬

中共二大会议精神,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自“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学界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深入

的理论分析和探讨。 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指南,是新时代推

进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动力[2]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过

程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秉性和风骨,这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

现,也是其他任何政党所不具备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3]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使党在坚持自我

革命的定力和方向,激发和提高自我革命的动力和水平,以及高扬自我革命精神中不断推动党的自我

革命[4] ;伟大建党精神彻底的革命性表现在,百年来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
终充满生机活力[5] ;包括伟大建党精神在内的精神创造力贯穿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反映和改造客观

世界的过程,汇聚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磅礴伟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先进

性、纯洁性与革命性[6]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中不仅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

成就,而且铸就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建党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7] ;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

和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紧密融合时代特征,贯穿了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

的发展历程[8] ;伟大建党精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确立了自我革命的根本指南,拓展了自我革命的重要

路径;从精神上锤炼了自我革命的强大韧性,为自我革命注入了强大道德内驱力,厚植了自我革命的崇

高品格[9]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永葆自我革命本色,保持自我革命定力,增强自我革命勇气,砥砺自

我革命能力,努力做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初心使命的带头践行者,伟大事业的不懈奋斗者和人民利

益的忠实维护者[10] ;在复杂形势下,必须大力弘扬历久弥新的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11] ;伟大建党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精神根基,提供了精神动

力,锻造了精神品质,指明了精神归向[12] 。 此外,齐卫平教授从党的二十大的郑重宣示、“三个务必”、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和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五个角度出发,结合社会革命

和自我革命,从不同层面对如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13] 。
可以认为,学界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角度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理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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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为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深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自我革命与

社会革命息息相关,都融汇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联系。 由此,
本文尝试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研究视角出发,结合中共二大这个中共创建历史过程中的重要

节点来阐释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拓展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理论指引。

二、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党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早期实践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表明,建党先驱们“创建”党的历

史过程,“形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 换言之,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

融于建党历程。 而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也贯穿于党自诞

生以来所进行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伟大历程中。 这“两个革命”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从萌芽、
孕育乃至形成的重要支撑,更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14] 。

从建党历程来看,北大红楼、上海渔阳里、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逐渐形成的

四个重要阶段,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两个革命”,引导社会变革的四个重要转折点。 及至中共二

大,党的创建完成,由此开拓了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篇章,正式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北大红楼以理论研究和宣传为主的社会革命,启发自我革命,促进了伟大建党精神的萌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党进行早

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15] 。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建党先驱,立足北大红楼,走上了研

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开展早期革命活动。 北大红楼由此成为建党先驱践行初心使命,探索

社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
先驱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中国,而他们推进社会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研究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7 年 1 月,已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北京大学任教的同

时,将《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并迁往[16]13。 《新青年》进入北大后不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胡适、鲁迅

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加入[17] ,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在北大迅速形

成,逐渐成为建党先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党先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力呼吁使马克

思主义理论变成民众革命行动的理论指引。 李大钊于 1919 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一文,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系统认识,发出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先

声。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陈独秀也于 1919 年 4 月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

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18] 。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建党先驱立足北大红楼,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表明先进的中

国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为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的建党精神。 可以说,建党先驱在北大红楼不懈推进社会革命的早期实践,启发了党对自我革命的

认识,使伟大建党精神开始萌芽。
(二)上海渔阳里的建党实践,围绕社会革命积极推进自我革命,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基于对民国初年政党的深刻认识,建党先驱们认为,想让旧的政党为人民谋福利,就像期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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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19] 。 只有建立新型的政党,才能实现以拯救国家和民族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的

远大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先驱们在上海渔阳里积极推进自我革命,走上了建党之路。
1920 年 2 月,为躲避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返回到上海,同时将《新青年》一并迁

回[20] 。 其后,陈独秀以他居住的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今上海南昌路 100 弄 2 号)为活动基地,创办并

发行了《劳动界》《共产党》《上海伙友》等刊物[21]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推动上海渔阳里成为

与北大红楼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基地。
自 1920 年 5 月陈独秀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他深感有在中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必要,遂开始了建党实践[22] 。 1920 年 6 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 5 人齐聚老

渔阳里 2 号,决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党纲,党组织初步定名为“中国社会共产党” [23] ;1920 年 8 月,
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6]13。 在党诞生前,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承担

了党的发起者的重任,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 [22] 。 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利金指出,“上海小组具

有领导作用” [24] 。 1920 年 11 月 23 日,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首次提出,党的任务是要

完成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 《宣言》
对党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党的组织功能和建设的设想为“中共一大”党纲奠定了基础,初步体现了

“两个革命”的紧密关系。
上海渔阳里时期,以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研究和党的发起初建,进一步诠释了自我

建设与自我革命的目标,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基础,展现了建党先驱对革命真理的不懈探寻和对

“两个革命”的深入思考,体现了革命政党坚守理想的宝贵品质,展现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

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孕育。
(三)中共一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凸显了以建党为核心的自我革命,进一步推进社会革命,伟

大建党精神开始形成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 13
个代表齐聚一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参会代表们集中探讨了党的性

质、纲领及组织原则等重要问题。 经过选举,中共一大产生了以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为代表的

中央局,组成党的首届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6]38。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一个新型

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以渔阳里的建党活动为基础,中共一大通过了首部党纲,确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专

政,提出党要直接进行社会革命。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便有着民国初年的其他政党所不

具备的新特征,实现了党从革命团体到革命政党的根本转变,为党的自我建设和自我革命提供理论

基础,奠定实践导向。 此后,党踏上了自我革命与自我建设的伟大道路。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建党先驱推动建党实践的坚实一步,第一部《党纲》实际含有党的自身建设的

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形成了政党的实体形态,党在党员、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以自我革命、自
我建设进而推动社会革命的初步举措,彰显了党的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展现了建党先驱改天换地的

决心和勇气。 在中共一大遭到法租界巡捕干扰,无法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代表们无惧生死,前往嘉兴坚

持开完了会议,凸显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由此,伟大建党精神开始形成。
(四)中共二大明确了社会革命的实际目标,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道路,伟大建党精神正式形成

中共一大尽管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通过的纲领与制订的章程虽然明确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

70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4 期　 　 　

现共产主义,但并未指出社会革命应按照何种方式来实现最高纲领。 换言之,没有明确中国当时的

社会性质,党的时代任务、具体方针政策也不明确,而中共一大的部分提法(如将主要矛头指向尚处

弱小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 虽已“顶天”,却未“立地”,建党事业亟待

完成。
中共一大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这一点。 1922 年 6 月 15 日,党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

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简称《主张》),这份由陈独秀起草的文稿在严厉批判当时国内风行一时的“联

省自治”与“好人政府”等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军阀政治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指出解

决中国混乱局面的唯一道路是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25] 。 《主张》是党首次向民众公开表达自己

的理论主张,在初步分析并明确了中国的社会现状的同时,也为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纲领做了铺垫。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今黄浦区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召开。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的二大明确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
定了反帝反封建是党在当时的社会革命任务。 同时,为完成这个社会革命任务,党的二大进一步强

化了党的自我建设,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其中,党的二大《党章》作为中国共

产党通过的首部党章,从党员、组织、纪律等方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最具自我革命性质,是党以自

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同党的一大《党纲》相比,党的二大《党章》表明了党在自我革

命认识上的飞跃,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加强

自身建设的关键一步。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的伟大开端,充分体现了党彻底改造旧社会的政治勇气,树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为世界谋大同的远大目标,充分蕴含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为党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

命明确了方向,为党的百年发展指明了道路。 中共二大正式开启了“两个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完成

建党伟业的同时,也正式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党领导的两个革命历程延续至今,伟大建党精神也

正是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进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党推进伟大事

业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中共二大推进社会革命,为伟大建党精神注入丰富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拯救民族危亡,实现独立自

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 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自建党伊始就将进行社会革命视为根本政治目的,以完成救国救民的革命任

务,这既是建党先驱对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现实考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检验。
在中共二大这个早期社会革命历程的重要节点,党开始结合中国国情,厘清社会革命的基本问

题,明确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指明了革命对象,思考革命路径,阐释统一战线理论,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开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是党不懈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证明。 由此,中
共二大对社会革命的实质性探索,是党坚守真理和理想的鲜明印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使得共产党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加丰满,还使得党立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

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更具现实性,集中体现了党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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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二大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指明了革命对象,体现了党的真理与理想的交融

社会革命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将

社会革命和真理、理想相融,在实践中坚持对真理与理想的不懈探寻和奋斗,并为社会革命提供精

神动力。 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

题。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中国的政局总体上呈现出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与各个军阀连年混战的

动荡局面。 从国际形势来看,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使得中国重新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

的局面;从国内局势看,党的二大召开前夕,随着直系军阀入主北京,一时间“联省自治”“好人政府”
等主张甚嚣尘上,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促进远东

各国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在 1922 年 1 月召开的远东会议上强调,由劳动群众与无产阶级组成的联

盟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是远东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26] 。 大会在谈及中国问题时

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从外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推翻封建军阀[16]43。 1922 年 6 月,由陈独秀

起草,经中共中央审定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打倒封建军阀是解决中

国政局的唯一出路[25] 。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共二大立足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党在二大

前的革命实践经验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革命理论,深化了革命认识。
一方面,中共二大明确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已

成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 [27]74,党的二大《宣言》也提出,中国仍处于封建制度把持之

下[27]109,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另一方面,中共二大对党的革命对象作出了精准

判断。 党的二大认为,中国名为共和,外部处于帝国主义的支配,内部又处在军阀的统治之下。 基

于此,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列强压迫,打倒军

阀,实现民族独立[28] 。 李达后来回忆指出,中共二大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29]588。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共二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明确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 党的二大对最高、最低纲

领的表述,表明党明确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时代任务,这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开端。 由此,社会革命的指向性更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起

点,更是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鲜明体现。
同时,为了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中共二大确定了革命的实际步骤。 从渔阳里时期的《宣言》和

一大《纲领》可知,党对社会革命路径和阶段的认识与阐释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比如关于社会革

命的阶段性目标上,既要有阶段区分,也不能跳跃。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 [30]党的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的成功不仅不会使无

产阶级获得自由,实现解放,反而会让资产阶级迅速发展,让二者处于对抗地位[29]105。 因此,无产阶

级应与农民阶级联合,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以便对付资产阶级[29]105。 由此,中共二大

形成了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战略。 相比一大《纲领》直接提

出进行社会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目标而言,中共二大对革命阶段、路径的思考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

规律,从步骤上来看更有利于推进社会革命。 党的二大提倡的“两步走”战略在此后党的革命历程

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刻证明,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伟大建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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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理论内涵更为丰富。
(二)中共二大提倡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社会革命的可操作性更强,展现了党的初心与使命的

交织

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所系,这既是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导向。 社会革命是党自诞生以来就明确

的最终任务,离开了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为了实现社会革

命的伟大目标,党的二大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倡导建立联合战线,体现了党的

初心和使命的实践属性。
党在诞生伊始便对联合战线问题有所关注。 党的一大《纲领》提出,党应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

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27]3,而党的一大的第一个《决议》更是直接指出,对现有政党

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7]9。 为实现纯粹的社会革命,对其他政治

力量的排斥,这表明初生的党对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是不够的,对于如何建

立广泛的联合战线来促进革命发展,推进社会革命是不清楚的。 此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提议中

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也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 陈独秀在

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表明,共产党在宗旨、阶级基础、政策等方面与国民党都是不相同的。 此外,以孙

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新加入者“决不能容纳意见及假以权柄” [27]32。
1922 年 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31] 上,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正式阐述并传播了列宁

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相关理论,对党了解中国革命和建立统一战线,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共

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下,在共产党人对革命认识渐次深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出了封闭状

态,认识到国民革命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大革命,必须要联合所有革命的政党、阶级一起来参加方有

可能完成。 1922 年 6 月,党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

民党等民主派”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7]45-46,这为中共二大正式提出民主联合战

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就民主联合战线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在中共二大进

行了明确的阐发。 中共二大指出,党应联合全国各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 为了扩大此主

张,党的二大计划:(1)先行邀请国民党等进步力量召开代表会议,商讨邀请其他革新团体的办法;
(2)与民主派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3)集合各类群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27]66。 中共二大

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策略与思想,改变了一大“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使
党对民主联合战线的探索由思想上的认识提高到了直接的理论阐释,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国

共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此后,随着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的先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

作”的形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有力地贯彻落实了党的二大的相关决议案,推动了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历史进程,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到来。 党在百年历程中的不同时期,根据新的时代特征

发展的统一战线方针成为党进行社会革命的制胜法宝,“坚持统一战线”也被列为党进行百年斗争

的重要历史经验,为党勇担初心使命的社会革命实践凝聚人心、积蓄力量。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阐释以及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突破了党此前革命

策略的局限性,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推进社会革命的理论总结和实践验证,使党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

幸福的初心使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蕴含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强烈历史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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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二大促进自我革命,为伟大建党精神完善内在要求

社会革命的推进,需要自我革命的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

格,也是党最大的优势[32]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将“坚持自我革命”
列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而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百年奋斗的精神结

晶,已深深融入了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品格[33] 。 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中,
必须时刻保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精神,不仅要勇于斗争,更要善

于斗争。
从北大红楼到中共二大,党的自我革命基因愈加浓烈。 在中共二大,共产党人首次结合国情,

就自身建设、“群众化”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等关键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展现了党积极推进

自我革命以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迈上新的历史台阶,奠定了党的百年自我

革命历程的坚实基础。 经过中共二大的自我革命探索,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锻铸了

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牺牲与奋斗精神,培育了坚若磐石的忠诚意志和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完善

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要求。
(一)中共二大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强化自我革命的印证,表明了共产党人牺牲精神与斗争

意志的融汇

中国共产党天然的革命性必定需要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革命必然面对流血与牺牲,党强化

纪律建设能为党员型塑“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使党成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革命政党,锤炼“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格,这是党进行自我革命以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是流淌在中国共

产党人血脉之中的红色基因,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意志基石。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前后始终秉持着严格的纪律。 早在 1920 年 9 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

认为,党的纪律必须为“铁的纪律”,这是党担负起改造社会重任的条件[34] 。 中共一大《纲领》指出,
在秘密状态时,党员对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密;地方组织的党员去其他地区工作时,一
定要受到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27]3。 党的一大《纲领》对党员的行为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纪律

约束,是“纲”“章”合一的产物,蕴含着自我革命的基因,锻造了党员“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自我

革命精神,激励着党不断进行“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社会革命[5] 。
中共二大关于自我革命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强调建立纪律严明的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 党的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占整个《党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确保党的组织

与训练是“严密的、集权的和有纪律的” [27]91,这是此前绝无仅有的。 党的二大《党章》规定了下级服

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党员应绝对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等组织原则,对党

员个人也明确指出,如果违反下列几项中的一条者,必须予以开除:(1)党员言行违背党的宣言以及

各项议决案;(2)连续两次不到会(无故);(3)三个月不缴纳党费;(4)连续四周不为党服务(无故);
(5)留党察看期满仍不悔改;(6)泄露党的秘密[27]97。 党的二大进一步细化了党的组织纪律规定,自
此,“有组织的队伍”和“铁的纪律”正式成为党在纪律建设上的准则,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

产党的自我革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推动党逐步建设成为引领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事实证明,中共二大的纪律建设是卓有成效的。 在党的二大后,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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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与自我斗争。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共产党员林

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但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北洋政府以生命相要挟,他说:“头可断、血可流、
工不可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5] 。 党的早期代表邓恩铭在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

绝食斗争,使得部分狱友成功脱险,但他自己却不幸牺牲。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尤为重视自我建设。 中共二大在纪律建设上的详细规定,

尤其是首部党章,为党的自我建设与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遵循,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为党凝

聚起强大的组织力量提供了纪律保障,激励党员始终保持斗争精神、顽强意志和优良作风。 这不仅

有利于党时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更有益于党以立场坚定的自我革命实现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

党的纪律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坚决斗争,舍生忘死,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
(二)中共二大首次倡导建立“群众党”,引导自我革命以掀起社会革命,体现了共产党人忠诚意

识与人民情怀的融合

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意识和人民情怀统一于党的自我革命之中。 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

无限热爱,在党的自我革命中不断得到深化,是共产党人进行伟大事业与伟大斗争的最终落脚点,
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旨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 [36] 。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 忠诚的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也要求对

党忠诚,这深深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中,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始终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

密码所在。 对党忠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庄严承诺,镌刻在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基因中。
每一名党员入党时,都要对着党旗宣誓。 中共一大指出,“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

密” [27]4。 中共二大强调,每个党员要在个人的情感意见及利益关系上有所牺牲“以拥护党的一

致” [27]91。 由此,自我革命成为培养党员忠诚意志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要求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扬群众路

线,推进自我革命。 在建党之初,由于党员数量较少,加上党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活动。 因此,
只靠自己微弱的力量来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势力,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社会

革命任务,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极为困难的。 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深入到广大群

众中,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响应,方能提高党的声望,壮大党的力量。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党逐渐明

确了这一点并在中共二大通过旗帜鲜明的自我革命、自我建设来达到动员群众,强化工作路线的

目标。
从本质上看,为了谁、依靠谁,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准。 中共二

大提出,党的活动是离不开群众的,应“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尤其不能忘记:(1)党

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27]90。 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史上首次提出建立“群众党”,明确要求将“少数人的革命团体”发展为一个

“大的群众党” [27]91。 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二字铭刻于心,始终将人民立场作为自己

的根本政治立场,一切从群众出发,以便深入自我革命,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
在中共二大各项决议和理论方针的作用下,共产党人在投身革命实践时,更加注重深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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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以爆发的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为终点,在此期间共发生罢工 100 余次,参与人数达到 30 万以上[16]46。
 

这不仅提高

了党的声望,表明党有独立领导群众的能力,是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群众化道路的重要体现,
更是党将群众路线与自我革命相结合,充分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鲜明印证,使党

永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彰显了不负人民的价值旨归,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实践过程中渐趋成熟的

标志。
群众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即便中共二大以后,党开始认识到建立群众党的重要性,但

从国共合作的过程来看,党体现出的精英党意识仍旧很强,要建立群众性政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后,面临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对和排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成为一个具有广泛

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政党的必要性。 而 1925 年中共四大召开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自我

革命,建设一个可以领导中国革命的“群众党”。 中共四大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飞速发展。 至中共

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由不足千人增加到 57
 

967 人[37]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二大最早提出建

立“群众党”是具有远见的。
勇于自我革命,时刻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是党勇担大任的内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

贵经验足以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原因之一[38] ,更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

不二选择。 中共二大关于自身建设、建立“群众党”的种种举措,意在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集全国

性、群众性于一身的无产阶级政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确保社会革命的特质,首次实现

了在发展方针上的重要转变,进一步明确了落脚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伟大建党精神得以凝练

升华。

余论

以自我革命引领和保障社会革命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彰显党的革命本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

勇立时代潮头的根本遵循,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 中共二大通过理论、实践

上的双重探索,真正完成了建党伟业,首次实现了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革命原则和政策方针的重

大转变,正式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了党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

化、时代化诠释,实现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 由此,中共二大不仅是百年大党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起点,更是党开辟“两个革命”新道路的历史源头。 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中,党必将充分总结历史经验,引领并推动社会发展,在新时代的考验中

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 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李思学.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和时代薪传[J] . 探索,2021(5):38-49.

[3]
 

郑卫丽,王标.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时代新人培养的三个维度:精神要义、实现思路与意义表达[ J] . 重庆社会科学,
 

2021(11):66-77.

[4]
 

孙道壮,赵付科. 伟大建党精神论析[J] . 理论探索,2021(6):5-11.

31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4 期　 　 　

[5]
 

蒲清平,何丽玲.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2-22.

[6]
 

党评文.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推进自我革命[J] .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4):3.

[7]
 

项久雨,范海群.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1.

[8]
 

金更兴.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重要成就与理论进路[J] .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13.

[9]
 

文大山. 以伟大建党精神推进自我革命路径[J]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1):20-27.

[10]
 

程波,彭雪容.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及价值意蕴[ 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3):250-260.

[11]
 

陶文昭.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N] . 光明日报,2023-06-30(06) .

[12]
 

郭超. 伟大建党精神是党自我革命的成功密码[N] .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8-04(01) .

[13]
 

齐卫平. 新时代新征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使命任务[J] . 思想理论教育,2023(1):4-11.

[14]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9:175.

[15]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 . 求是,2021(19):4-9.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17]
 

赵俊杰. 李大钊的人格魅力与教育情怀[M]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146.

[18]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499.

[1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9.

[20]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21]
 

陈绍康.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 .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15-20.

[22]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 中共创建史研究(第 3 辑)[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5.

[2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 1 辑)[M] . 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2:297.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1 册)[M] .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88.

[25]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

[26]
 

李蓉. 中共二大轶事[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2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M]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33.

[29]
 

时光.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0]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80.

[31]
 

全称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

[32]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25.

[33]
 

唐皇凤,王珣. 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作风建设之魂[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9,174.

[34]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0.

[35]
 

丁启清. 革命英烈传(上)[M]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5.

[36]
 

本书编写组. 人民至上:来自两会的声音[M]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0:5.

[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46.

[38]
 

郑士鹏. 伟大建党精神动力的内涵特征与发挥机制[J]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S1):123-130.

411



韦　 博,等　 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视域下的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

On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revolution
WEI

 

Bo1,
 

XIN
 

Ping2

(1. School
 

of
 

Marxism,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1,P.
 

R.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P.
 

R.
 

China)

Abstract 
 

A
 

great
 

revolution
 

creates
 

a
 

great
 

spirit.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runs
 

through
 

the
 

century-old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self-revolu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mainstream
 

nature
 

of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a
 

century.
 

From
 

the
 

Red
 

Build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to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promot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

revolution.
 

While
 

clarifying
 

the
 

goals
 

of
 

social
 

revolution 
 

it
 

also
 

leads
 

social
 

revolution
 

with
 

firm
 

self-

revolution 
 

forming
 

a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with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become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node
 

for
 

the
 

Party
 

to
 

promot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revolution.
 

Starting
 

from
 

the
 

objective
 

laws
 

of
 

revolution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actively
 

promotes
 

social
 

revolution
 

to
 

promote
 

self-revolution
 

and
 

injects
 

rich
 

connotations
 

into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and
 

improves
 

its
 

inner
 

requirements.
 

Therefore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Party
 

to
 

promote
 

social
 

revolution
 

and
 

insist
 

on
 

self-revolution 
 

but
 

also
 

a
 

key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A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is
 

a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people
 

to
 

actively
 

carry
 

out
 

social
 

revolution
 

and
 

striv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is
 

also
 

a
 

history
 

of
 

communists 
 

self-revolution self-improvement and
 

continuous
 

spiritual
 

growth.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shines
 

brightly
 

in
 

the
 

great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self-revolution 
 

lea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ntinuously
 

advance
 

towards
 

realizing
 

the
 

second
 

century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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