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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动力发展史。 物质对精神、社会存在对社

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中国

共产党人充分重视精神力量对奋斗实践的推动作用,是在坚持物质对精神、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

作用的前提下的精神主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精神力量源于人们的知识、情感、意志、理想、
信念、信仰等,这些精神因素在人的实践中所产生的“力”便构成了精神动力。 精神动力的形成发展与作

用发挥,源于客观的社会存在与主体的精神需要的双重要求,并通过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而将这种

精神力量作用于实践,以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找准来时路、走好当下路、瞭
望未来路的精神动力,是信仰动力、信念动力、信心动力的系统整合,是个体精神动力、群体精神动力、民
族精神动力的多元融合,是精神创造力、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的有机统一。 它对推进党和国家的各

项事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身成长起着方向指引、情感激励、意志砥砺和力量凝聚的重要作用。 从精神

动力的层次来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基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

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乐观心态,指引着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 从

形成精神动力的主体来看:精神动力是个体精神、群体精神、民族精神的作用彰显,个体精神动力是中国

共产党人联系个体与国家、民族的精神纽带,群体精神动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群体情感、群
体意志,民族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血液里的民族精神基因蕴含的持久性、深层次的精神力量。 从精

神动力的作用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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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凝聚力汇

聚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礴伟力,精神约束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
纯洁性与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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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与人的成长发展固然受到物质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还受精神

力量的共识凝聚、情感激励、目标感召、行为约束等方面的重要影响。 骆郁廷教授曾从哲学上对“精

神动力”的范畴、形态、结构等进行过深刻且系统的研究,他将精神动力归类为个体精神动力、群体

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动力三个层次,并划分为精神创造力、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三种形态,其理

论观点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动力的重要基础。 所谓的精神动力,就是“思想、理论、理想、信念、
道德、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人从事的一切活动及社会发展产生的精神推动力量” [1] ,是主体为了

生存和发展,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主要由精神因素激发产生,以精神满足为直接目的,导致主体有

目的的行为的精神力量[2] 。 这种精神力量的形成发展与作用发挥,源于客观的社会存在与主体的

精神需要的双重要求,并通过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而将这种精神力量作用于实践,以达到合目

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无精神不兴。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

党人高度重视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天换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合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凝结着几代人的夙愿和梦想,尤其需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从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精神营养,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

范” [3] ,也正是在科学把握精神因素的功能性动力作用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是信仰动力、信念动力、信心动力的系统整合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4] 。 这一论述深刻彰显了信仰、信念、信心对中国共产党人

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

得‘软骨病’” [5]7。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

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信只有改革开放

才能发展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满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坚信民

族复兴一定能完成。 崇高信仰、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体系,“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

的精神支柱” [6] ,也正是拥有信仰、信念、信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

中寻出路、屈辱中谋发展、落后中创辉煌的强大精神动力。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制度优势保障理想信念、信仰信心的精神支撑

作用,助力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基础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

力” [7] 。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大厦,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找到正

确道路,突破重重困境并开创美好新时代。 在世界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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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要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更应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坚守马克思主义信

仰,牢牢掌握精神“定心丸”。
在信仰对象上,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信仰对象,“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

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7。 回顾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历史,中
国革命能够在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坚持和发展下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艰难局

势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保存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政治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整顿党

风……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规律、发展动力,还指出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

带来了黑夜里的曙光,而且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还为中国共产党人

指明了谋复兴、求解放的科学道路,并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坚定的依靠力量。 所以,中国共产

党人从一开始就置身于革命斗争之中,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完成革命任务。 在信仰目的上,中国共

产党人树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非像宗教信仰一样痴迷于个人的原罪救赎或希望死后得以

进入天堂,以实现狭隘的个人利益或特殊利益为直接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希望对外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求得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希望对外提高国际地位、对内实

现人民富裕;进入新时代,希望对外提升国际话语权、对内实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尽管中国

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但其根本价值向度在于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

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最直接的精神追求。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追

求不是单个人或部分人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最根本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在信仰方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 坚定

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8] 中

国共产党人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教条,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批判地、实
践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在实践发展中不断丰

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依靠神的庇佑或绝对精神的力量,而是通过现实

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创造,实现个人的幸福、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类的解放目标。 同时,中
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

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却能在遥远的东方生根开花结果,这不仅仅是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世界大同、济世救民、辩证思维等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相契合,还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

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

什么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色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概括,是中国式话语表述,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

定信念和高度自信,强调既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又要把崇高远大的信

仰转化为具体的信念,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发展好中国的社会主义。
其一,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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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它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既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守了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广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继续坚定不移走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一致、与增进人类福祉共命

运、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唯一途

径。 其二,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 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9]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在中西横向比较和古今纵向对比之

中彰显了独特优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

理效能,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主

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具有自我完善能力,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时与势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创

新、完善、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 [10]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

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与重大意义,从 13 个方面的制度部署擘画“中国之治”的美

好前景。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它凝结着改革

开放以来我党全部实践探索的集体智慧,也凝结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不懈奋斗历程,还
凝结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正确性,释放出科学理论的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必将把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在一起,成为激励中

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八大斗争,
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果、理论成果,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形成合

力。 其四,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11] 。 深厚的文化基因、优秀的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与精神世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困难挑战面前不

退缩、有作为的精神支柱,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最深层、最持久的精神动

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的精神力量” [12] 。
(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

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13] ,是实现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的阶段性目标,它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接力奋斗、共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是民族复兴一定能实现的问题。 尽管“中华民族历

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14] 。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也激

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矢志奋斗。 首先,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源于中华民族追寻

的复兴梦本身是一项正义的、和平的事业。 尽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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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但是历史积怨没有让民族复兴走向民族复仇。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实现强起来的奋斗进程中,始终把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兼顾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思维为世界谋大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绝不会陷入西方

霸权国家所宣扬的大国崛起强而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 其次,民族复兴之所以一定能够实现的

根本,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先进性与革命性,使其成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中国共产党的“能”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儿女

对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心又反过来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朝向民族

复兴的目标前进。 再者,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使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中国

共产党人更有信心实现民族复兴。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让中国人民从经济上、
政治上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提出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问题,“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5]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

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 [16] ,完成了

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任务,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因为有“更接近”复兴目标的时空定位

和“更有能力”实现复兴的综合条件,所以我们“更有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是个体精神动力、
群体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动力的融汇整合

　 　 马克思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
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17]356。 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征程的伟大图景,是一个个鲜活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奋斗、接力奋斗的生命展现,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整体精神形象的彰显,更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乐章。 展望“十

四五”,奋进新征程,依旧要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的个体精神、群体精神、民族精神所蕴含的精神动力

作用。
(一)个体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联系个体与国家、民族的精神纽带

马克思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 [18] 一方面,人类的实

践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个体精神动力产生的依据。 各个阶级救亡图存活动的惨

遭失败,使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现实境遇和历史任务造就了中国共

产党人挽救民族危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具体精神追求,为着共同的理想与夙愿,无数的仁

人志士自觉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连接起来。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现

实和实践需要基础之上形成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追求成为他们做出是非辨

别、价值选择、行为决策的重要尺度,也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内在精神动力。
马克思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

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

史” [17]356-357。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受到现实的触动、理想的感召,无数的革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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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斗争精神、革命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前行

的精神动力,他们用生命挽救了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用鲜血和生命开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兴国之要、时代强音,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创新精神、拼
搏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的激励之下开启了富国强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之旅。 其间涌现了“中国

导弹之父”钱学森、“永做革命螺丝钉”的雷锋、人民公仆焦裕禄、“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王进

喜等榜样典型与先进模范,他们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彰显的无私奉献精神、
为民服务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表率与精神养料。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协调统筹两个大局、协同推进两种革命的形势与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向着强国梦奋勇向前、
接续奋斗、接力奋斗。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体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以“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勇气,全身心投入民族复兴大业中。 追寻“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遍布全球

梦”的袁隆平,谱写脱贫攻坚青春之歌的黄文秀,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等共和国功勋获得者、优秀共

产党员、先进模范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统一起来,铸就了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新时代奋斗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成为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的营养剂。
(二)群体精神动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群体情感、群体意志

马克思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

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

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19] 。 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精神动力体现在群体的认知、情感、意志所彰显

的精神力量,是群体智慧与群体精神的作用彰显。
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动力主要是满足群体的求真需求,以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合目的性的

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规律性认识,集体认知的智慧结晶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不仅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还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

前进方向,找到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

支撑。 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还体现在重要关头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破除西方国家对我国

发展道路的误解、偏见和抹黑,从理论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与

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感动力是他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体现的喜怒哀乐等真情实感所产

生的精神推动力。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正是民族的劫难、国家

的动荡、人民的艰难,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并且触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
为民情怀,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化为前进的动力,也促使个人积极投身于国家发展之中,使个

人与国家、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 随着国家的一步步强大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极大增强,国家认同感得到极大提升,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的情感与真

切的认可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感召力与共情力,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而

奋斗。 此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涌现的英雄先烈、光荣典范、榜样先锋,他们的英雄事

迹、精神品质让一代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到精神情感洗礼,成为情感动力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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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动力是他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蕴藏的坚忍不拔、乐观向上、顽强

拼搏等意志品质,这种坚毅的意志力量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曲折前进、攻坚克难的信心,并驱动着

他们朝着共同理想、远大理想而奋斗。 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的是“杀了

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坚定信仰,塑造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意志力。 站在结束十年“文革”动荡等重要关口,社会主义中国将要向何处

去时,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意志

力。 从追求人民解放到实现人民富裕,再到实现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动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意志力。 中国人民曾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中华

民族曾落后挨打,尽管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但依然尊重世界人民的共同

利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和平意志力。
(三)民族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血液里的民族精神基因蕴含的持久性、深层次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

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20] 。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刻而独特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精神气质

等。 它在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孕育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锻造中国共产党人的气质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是维持和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中生存、困难中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其一,民族精神激发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动力。 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就崇尚自强、刚毅,“女娲补

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人自身主体能力的重视。 这

让中华民族在遭遇自然灾害、外族入侵、亡国灭种等种种危机时,都能始终怀揣昂扬向上的奋进心

态,坚持不懈寻找出路、谋求发展,这种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人激流勇进、
顽强奋斗。 也正是这深厚的民族精神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乐观、奋发有为的品格与性格,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担起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并且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胸襟气概与“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政权、建设新社

会、建功新时代。
其二,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共产党人的磅礴力量。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将中国共产党

人以及其他先进分子团结起来,构成了推动民族复兴的命运共同体。 “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共

产党人与其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都坚守着同一个“道”———朝着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奋斗。 因此,全民族精诚团结、勠力同心、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

历程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独立自主、倡导国共合作的基

础上,形成了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积极政治力量在内的最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局势与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一条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既加强了民族团结,又为建立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争取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其三,民族精神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必胜信念。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民

族气质与民族风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拼搏进取、勇于改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 毛

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

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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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21] 。 中国共产

党人也一定能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之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是精神创造力、
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的有机统一

　 　 精神创造力、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是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动力的重要内容。 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使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并继续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凝聚力将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汇聚到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来;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约束力即党的自我革命在百年奋斗实践中的作用体现,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初心

和使命刻在心里、担在肩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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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精神创造力不仅表现为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表现为使观念形态的事物满足实践

主体的新的需要,实现主体实践活动的预期目的” [22] 。 人们在从现实向理想靠拢的过程中,发挥人

的意识、精神等主体因素,创造性地把观念形态的事物变为客观形态的事物,把理想变成现实所形

成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精神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指导思想、理论体系等在不

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为推动各项事业深入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作用。 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创造力,一方面体现在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形势、主要矛盾、历史任务等方面的正确

认识与规律探索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供的精神动力。 正是基于对三座大山压迫的现实

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现实与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理想之

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现实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中国共

产党人确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与实践方式,向着开天辟地推翻三座大山压迫、改天换地开

展社会主义建设、惊天动地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还体

现在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换。 人们现实状态的有限性、不美好性与未来理想状态的完满性、美
好性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实现人的发展目的、社会的发展目标,人们总会努力缩小或消

除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建党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正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有限性而对美好

未来满怀憧憬。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史是创造性精神与创新性实践相结合的奋斗历程,创造性

精神点燃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而创造性实践把美好憧憬变成现实。 例如,“工农武装割据、农村

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开辟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科学构建了治国

理政的新框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四五”规划引领着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 正是精神力

量向物质力量的转换,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实现了在卑躬屈膝中站起来,在一穷二白中富起来,在
挨打受骂中强起来的一步步飞跃,越来越靠近民族复兴。 精神创造力带来的物质硬实力与文化软

实力的提升生动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行”等问题。
(二)精神凝聚力汇聚起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礴伟力

个体的精神因素有时候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矛盾,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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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上也有力量大小之分、正负之分,最终在作用方式上表现为精神离心力或精神排斥力,而非作

用一致、功能向上的精神向心力、精神凝聚力。 因此,为了发挥出精神动力更大的推动作用,就需要

在共同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多样的、无序的精神力量融汇整合成集中统一的精

神力量,形成精神合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凝聚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活动过程中,基于指导思想的科学

性、使命任务的人民性、目标方向的美好性而把不同个体的涓滴精神力量汇聚在一起,为推动中国

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磅礴伟力。
其一,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来看,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

义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思想理论本身的魅力将群众掌握思想与思想掌握群众统一了起

来。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观点、
科学方法,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人的实践活动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保持团结、形成凝聚力的动力之源。
其二,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来看,初心与使命“既在观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指

针与精神寄托,又在实践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遵循与实践向导” [23] 。 除了为国家谋富强、
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其他的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所以能够增强人民

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将一切积极力量协调统一起来,形成足以推翻

三座大山、完成三大改造、探索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向心力。
其三,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路线来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群众路线,既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又体现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的阅

卷人,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形成统一战线开展民主革命,轰轰烈烈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开放实践,共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都是

在尊重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中统一的行动。
(三)精神约束力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与革命性

社会实践主体的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革命的积极精神力量是精神动力重要来

源。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自我革命,促进党组织和党员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没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就会丧失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丧失执政基础和执

政能力,就会严重脱离人民” [24] 。 精神约束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成长发展、保持纯洁的重要精神力量,
也是当好主心骨、顶梁柱的重要精神保障。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约束力,一是体现在严于修身的精神自制力上。 在百年历史中,我们党以

正视问题的政治自觉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曾三次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50
年整风运动、1957—1958 年整风运动,以及开展“三反”“五反”等整党运动,通过整党整风运动与党

的作风建设,党内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得到及时纠正,清除了党内的腐

败分子,纯洁了党的肌体。 中国共产党人还重视党性教育这一“心学”,通过党性教育培养党性、锤
炼党性、坚守党性。 党的十八大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纯洁了党群干群关系。 党的十九大后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补足共产党人思想上的“钙”,筑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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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避免精神腐蚀与精神瓦解的精神屏障。 二是体现在坚如磐石的精神抵抗力上。 百年奋进

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在各个阶

段都面临过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等各种柔性包围圈,还得防范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侵

蚀。 中国共产党人以纯洁的党内作风、坚定的理想信念、铁的纪律所展现的精神抵抗力,成功突破

精神上的困境和抵制精神上的诱惑。 三是体现在攻坚克难的精神战斗力上。 马克思曾指出,“批判

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 [25] 。 正如理论的力量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一样,精神力量也能转化为物质力量。 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自制力、精神抵抗力最终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人充

分发挥了精神对于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不畏牺牲、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敢闯敢干的改革开放精神书写了改革开放

的伟大篇章,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推进民族复兴由最伟大的

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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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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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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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is
 

promoted
 

by
 

the
 

decisive
 

role
 

of
 

material
 

to
 

spirit
 

and
 

social
 

existence
 

to
 

soci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active
 

reaction
 

of
 

spirit
 

to
 

material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to
 

social
 

existence.
 

Chinese
 

Communists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spiritual
 

motivation
 

in
 

struggle
 

practices 
 

which
 

reflects
 

their
 

spiritual
 

initiative
 

on
 

the
 

premise
 

of
 

insisting
 

on
 

the
 

decisive
 

role
 

of
 

material
 

to
 

spirit
 

and
 

social
 

existence
 

to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conforms
 

to
 

the
 

basic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piritual
 

motivation
 

originates
 

from
 

people s
 

knowledge 
 

emotion 
 

will 
 

ideal 
 

faith 
 

belief 
 

etc.
 

These
 

spiritual
 

factors
 

of
 

people
 

generate
 

forces 
 

in
 

their
 

practice 
 

which
 

constitutes
 

spiritual
 

motivation
 

as
 

a
 

resul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objective
 

social
 

existence
 

and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subject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forms 
 

develops 
 

and
 

functions 
 

while
 

being
 

applied
 

to
 

practice
 

through
 

the
 

exertion
 

of
 

the
 

subject  s
 

conscious
 

initiative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purpose
 

and
 

regularity.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points
 

out
 

where
 

they
 

came
 

from 
 

how
 

to
 

engage
 

well 
 

and
 

where
 

to
 

go.
 

The
 

power
 

is
 

a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belief
 

motivation 
 

faith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motivation 
 

a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spiritual
 

motivation 
 

group
 

spiritual
 

motivation 
 

and
 

national
 

spiritual
 

motivation 
 

as
 

well
 

as
 

an
 

organic
 

unity
 

of
 

spiritual
 

creativity 
 

spiritual
 

cohesion 
 

and
 

spiritual
 

binding
 

forc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various
 

undertaking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in
 

the
 

self - growt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uiding
 

their
 

way 
 

inspiring
 

their
 

emotion 
 

sharpening
 

their
 

will 
 

and
 

condensing
 

their
 

strength.
 

From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motivation 
 

Marxist
 

belief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belief
 

and
 

is
 

the
 

spiritual
 

pillar
 

and
 

action
 

guide
 

of
 

them 
 

the
 

firm
 

belief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pulates
 

the
 

road
 

cho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mains
 

their
 

source
 

of
 

strength 
 

the
 

confidence
 

in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ws
 

the
 

optimistic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guides
 

their
 

struggle
 

di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who
 

forms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it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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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ndividual
 

spirit 
 

group
 

spirit 
 

and
 

national
 

spirit.
 

Individual
 

spirit
 

is
 

a
 

spiritual
 

link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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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s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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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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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piritual
 

power
 

shows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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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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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oup
 

will 
 

national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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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persistent
 

and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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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ontained
 

in
 

the
 

national
 

spiritual
 

genes
 

flowing
 

in
 

the
 

blood
 

of
 

every
 

Chinese
 

Communi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ole
 

of
 

spiritual
 

motivation 
 

spiritual
 

creativity
 

ru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ommunists
 

creatively
 

reflec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objective
 

world 
 

spiritual
 

cohesion
 

brings
 

together
 

the
 

great
 

power
 

of
 

Chinese
 

Communists
 

to
 

lead
 

Chinese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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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form 
 

spiritual
 

binding
 

force
 

urges
 

Chinese
 

Communists
 

to
 

keep
 

their
 

advanced 
 

pure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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