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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视阈下坚定文化自信的路径探析

李明珠  赵  昕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血脉，更是人民的灵魂归宿。长征精神是理想高于天、信念如磐石、不抛弃、不放弃、敢于牺

牲、敢于创新、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伟大精神。同时，长征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中，长征精神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更加深入的理解并尽快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讲话中有关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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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一段让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为之自豪

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将士们完成了震惊

世界、气吞山河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无

与伦比的伟大壮举，使中国革命顺利的从挫折走

向成功。80年征程，中国红军所造就的伟大的长

征精神，早已与中华民族血肉相容。

一、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历史长河中，长征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和

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重要

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最为珍贵的共同精神财富。

这份伟大的文化遗产，对当今青年有着不可抗拒

的精神感召力和激励作用。

（一）长征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彰显。长

征�934年�0月开始，于�936年�0月胜利会师。在

这两个艰难并漫长的四季里，长征里中国工农红

军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是中国人民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团结进取的精

神，更是中华民族在暴风骤雨的艰难历史岁月里

沉淀的伟大民族精神。文化软实力就根植在这伟

大的民族精神之中。

“弹雨枪林马不前，一桥飞渡箭难弦。”的

长征记忆，是中华儿女和中国革命最为艰辛和难

忘的回忆。长征途中，在自然环境极其糟糕，敌

人前后围追堵截，战士饥饿疲乏的情况下，要穿

越高山峻岭、险关要道、通过鲜有人烟的雪山草

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

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大军西去

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几

多知友化沙虫。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

雄。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2]这样

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对国家安危存亡时期的

大义凛然，正是这样的信念，这样的精神气魄，

最终指引着中国红军取得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的辉煌成就。长征的胜利超乎敌人的想象，它是

工农红军的骄傲，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骄傲，这场史诗般的胜利也应归功

于伟大的民族精神。正是这样的民族精神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融合，最终汇聚成强大的文

化自信。

（二）长征精神是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化

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根基，是国家综合国力提

升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是一种能够激发民族

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

本国文化的自觉，同时还可以增强本国的文化自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5/20�7



�7

信。

长征精神则是以爱国主义、一切为了人民、

不怕牺牲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化软实力。长征不

仅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空前绝后

的全民族抗战的军事总动员。在中日矛盾不断激

化逐步成为阶级矛盾时，抗日救亡已成为全民族

的中心任务。为挽救国人，解决民族危机，红军

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号召全国各民族、各

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这样的爱国情怀、

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长征的最

终胜利。在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中，救国主张、

一切为了人民、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是推动红

军继续前行的内在力量。今天，若要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新征程，我们

仍然需要长征精神作为我们的引路灯。因为，长

征精神始终是最长久、最广泛、最强有力的精神

资源，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二、长征精神对文化自信的作用

（一）长征精神是夯实文化自信的精神基

础。革命战争年代所孕育出的长征精神是红色文

化体系中最为耀眼的星火。这种红色文化体系根

植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并且延续至今，是一

种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正是

夯实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

长征精神不仅继承了井冈山精神、八一精

神、苏区精神中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清廉为

民、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优秀品质，更是为

延安精神的产生起到了引领推动作用。长征将红

色文化中听党指挥的信条给予了传承，严格执行

阶级路线，维护人民的利益，主张全民抗日，高

举抗日救国旗帜，始终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最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

贯穿在整个长征中，成为了长征精神中的重要部

分。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被长征精神不

断丰富，为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

强大的思想武器以及精神动力。长征精神为坚定

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了精神保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长征精神是夯

实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

（二）长征精神是增添国人文化自信的精

神源泉。长征精神诉说着一代共产党人对共产主

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真

实写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

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实践中创

新、艰苦奋战的情怀展示。由长征所铸就的长征

精神，是探究文化自信缘由的沟通之窗、是洞悉

文化自信精髓的重要途径，是增添文化自信的精

华所在。

长征的总征程历经6万5千里，翻越雪山40余

座，跨过的大河近百条，全军平均每天行军70多

里。长征路上，中央红军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

名红军战士牺牲，各路红军由最初的20万6千人

到长征结束后仅剩5万7千人。在长征期间，中国

正处在内忧外患中，前有敌人后有追兵，阶级矛

盾不断的加剧，当时局势尖锐复杂。正是在这样

的恶劣局势中，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创新、敢为人

先、知耻后勇等优秀品质相继再现。长征不仅仅

是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较量，更是一场与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生死博弈。古云：“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3]这样纪律严明，一心为人

民的队伍，自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星星之火必然会成为可以燎原的熊熊大火。

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者大肆扩张屠杀中华儿女

的情况下，我党在长征中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放在首位，以谋求国家独立为己任，为民族存

亡做斗争，将军事战略转移与政治战略转移相结

合，始终把握长征前进的大方向，并让其与建立

抗日的前沿阵地想联系，大胆创新，积极实践。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党的宗旨，创新并

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长征精神产生于革命

战争年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党产生的先

进文化，这一硕果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

向，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的代表。在当今社会中，长征精神仍然是

最先进、最深沉的精神源泉。弘扬长征精神，是

弘扬中国精神以及凝聚中国力量的迫切需要，是

增添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显著的内在要求。

（三）长征精神是在增强文化自信中走好

新的长征路的灵魂载体。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伟大长

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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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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精神能够激活红色文化基因，是能够

使我们在增强文化自信中走好新长征路的灵魂载

体。今天的新征程同样和长征一样都是具有开创

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在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长期坚持，持续接力，不断的走好新的长征路。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是增强

文化自信、走好新长征路中不可缺少的灵魂支

柱。不怕牺牲、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是长征胜利

的精髓所在，是增强文化自信、走好新长征路中

不可缺少的精神命脉。长征在面临革命方向和道

路艰难抉择的情况下，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

浪，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无所畏惧，浴火重生的

伟大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

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在今天新的长征路途中，我

们应该继续发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创新

的精神，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理论联系实际，

不断的创新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一切为了人民是长征

胜利的基础所在，是增强文化自信、走好新长征

路中不可缺少的内在要求。长征路途中，我党在

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成

功的把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使

长征的大方向与抗日前线阵地的建立紧密相连。

长征途中，我党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

位，一切为了人民，这为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

民族战争提供了基础，为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坚实

基础力量。“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

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

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

己的长征路。”[4]长征精神，正是我们每一代人走

好自己的长征路中不可或缺的灵魂载体，它始终

为我们中华儿女在新的征程中指明方向，照亮路

途。

三、在弘扬长征精神中坚定文化自信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5]在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一）坚定信仰、创造奇迹。“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5]文化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

信是“最根本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所禀赋和拥有的文化

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

力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发展的希望。”[6]长征能够

获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因为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

始终拥有对于革命的无限忠诚以及对党的坚定信

念。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只有时刻谨记才能开辟

未来，只有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长征精神是

历史上具有标杆性的精神力量。总结历史经验，

长征中在内忧外患、前有敌人围剿后又追兵的恶

劣条件下，只有对共产主义的无限信仰，对革命

事业的无限忠诚、才能够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的旷世奇迹。坚定的信仰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的源泉动力所在，是长征精神产生的初始动力。

正是因为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我党实现了从东

南到西北的战略性转移，促使着我党和中国革命

从挫折转向了胜利。当今社会中，信仰缺失的情

况仍然存在着，因此大力的弘扬长征精神中红军

战士对于党的坚定信仰和革命的无限忠诚，更加

有利于我们重塑时代信仰追求，统一价值观，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条件，

从而在思想上为坚定文化自信带来了统一，有助

于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有助于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

（二）团结奋斗、凝聚力量。文化自信是

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在历史中文化的精华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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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身独特的影响力，是自身文化凝聚力的具

体表现。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所展现出的正是

这样一种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只有团结才能够

无往不胜。红军是一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有着

钢铁般的纪律，能够紧密团结、顾全大局的革命

军队。在长征中，四支队伍相互接应、互相完美

配合、相互间给予最大的支持。在军事战争中紧

密团结，相互配合，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正确的把握革命形势和党内斗争

的原则，挽回了革命局势，最终形成了可以燎原

的红色火焰。同时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军需

补给极端缺乏、困难的情况下，在生与死的较量

中，将个人的生死抛之脑后，每个队伍之间、各

个红军战士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给予最大的鼓

励、支援与配合，将彼此看成是一个整体，共渡

难关。这种全局意识，团结奋进的精神，极大的

维护了革命军队的团结统一。谨记历史开辟未

来，在今天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依

然需要这种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精神。只有不

断的深入团结和凝聚中国力量，才能够不断的坚

持文化自信，不断的增添中华儿女的骄傲。

（三）正气浩然、战无不胜。惠蒂尔曾经

说过：“正义是苦难者的希望和犯罪者的畏惧之

所在”。正气浩然、战无不胜是红军在长征中在

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上所造就的革命英雄气

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及积极乐观的精神状

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星星之火终将

得以燎原的正义事业。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遭

受敌人围追堵截的严峻局势下，仍然不忘自身的

使命，不断的传播着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救国

思想，因为他们始终坚信正义终将会消灭邪恶，

并为我们带来光明。在如今的地球村中，维持并

推进世界和平，带动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同样是

一个正义的事业。只有正气凛然，才能树立良好

的东方大国形象。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风、

传中国情。

深刻的理解历史，全面的把握现在，才能有

机会去创造未来。长征是世界史无前例的伟大壮

举，所以其铸造的长征精神是推动中国革命胜利

的坚实基础，更是解放人类的精神动力，也是促

进进步事业发展的精神补给。只有读懂长征，人

们才能了解自身意志是如何的坚固。只有读懂长

征，人们才会知道只有将个人命运与自己的民族

命运相结合，才能够拥有开天辟地的力量。只有

在弘扬长征精神中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坚定文化自

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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