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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gyan spirit is the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ts far-reaching influence spans time and space, and 
is enduring. The spirit of Hongyan inherits and promotes the cor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inclusive thinking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the noble integrity of “sacrificing one’s life for righteousness”, and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integrity and self-discipline”. In the torrent of history, the spirit of Hongyan has become a solid shield for the 
CPC to maintain progressiveness and purity in the complex struggle environment, providing a strong spiritual impetus and internal 
support for achieving great victory, inspiring countless Chinese people to forge ahead and work tirelessl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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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红岩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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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其深远影响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红岩精神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廉洁自律”的政治品格。
在历史的洪流中，红岩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斗争环境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坚实盾牌，为实现伟大胜利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内在支撑，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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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中强调：“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其所孕育的革命文化，所形成

的革命精神谱系，无不是“两个结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

中凝结而成的。

红岩精神作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一，同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

宝贵精神财富 [2]。2021 年 2 月 20 日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并将红岩精神

纳入其中。红岩精神所体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

党人和革命志士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

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和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正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的传承。

2 红岩精神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理念历久弥新，

是民族精神之核。《尚书》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

子倡“得民心者得天下”，均凸显了民众之于国家安宁与治

理的基石作用。《老子》中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展现了以民为本的至高境界。《管子》则强调“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揭示了政策与民心相顺则兴、相逆则废的真理。

然而，真正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并彻彻底底做到人民至上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不仅是党的宗旨，更是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

时光回到 1945 年的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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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何处去，内战还是和平，生存还在毁灭的问题上进行

的一次重要谈判，国民党对于中国未来的计划是：建立国民

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代表的是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建立独立、自由、民

主的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人心所向。毛泽

东为争取国内和平，不顾个人安危，就在临行前得知自己的

胞弟多年前被国民党迫害而死，他依旧强忍背负着家仇，以

人民利益为重，坦然面对危机四伏的重庆谈判，是谈判就会

有妥协，就会有让步，但是对于谈判，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

底线，那就是让步不得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把

自身的得失看得很轻很轻，把人民的利益看得很重很重，在

国民党提出的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等关系到人民利

益的问题上绝不妥协，在自身领导权上，同意承认蒋介石的

领导地位，隐去了“联合政府”的说法，只提出“参加政府”。

重庆谈判是红岩精神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缩影，是中国共

产党初心和使命中人民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留下了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3 红岩精神贯彻了“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是深入骨髓的价

值取向。儒家思想中，“和”不仅是伦理、政治和社会的基

本原则，更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智慧与手段。孔子将“和”视

作人文精神的核心，它强调的不仅是表面的和谐，更是内在

的协调与平衡。“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对于形成和谐的社

会氛围至关重要。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尊

重与包容，共同为社会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正如《论语·子

路》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和谐

并非简单的意见一致，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圣谕广训》中提到：“尔能和其心以待人，则不和者白化。”

这告诉我们，以和为贵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修

养的提升。当我们以和为贵的心态去待人接物，不仅能够化

解矛盾，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

工作方面运用得淋漓尽致，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一项

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发展

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要求做好统战

工作 [3]，由周恩来同志全面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第

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被蒋

介石委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分管第三厅

文化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文化组，所以这样经

过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就如同一块巨大的“磁

铁”将国统区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吸引到了共产党的身边，

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坚持“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周恩来“以诚待人，团结多数”

心胸宽广，可以团结不同性格的人，听得进不同的意见，调

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

共同把事业做好。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是非常广泛的，既

包含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包含国民党党内高

官，甚至还包含国外人士，毛泽东三顾特园访张澜，周恩来

不计前嫌与张冲以诚相待，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宣传出去，

争取进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都是红岩精神的所蕴含的“以

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实践探索。

4 红岩精神展现了“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

“义”，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之精髓，是对人生终极

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深刻思考与不懈追求。它不仅是衡量善恶

的准绳，更是行为之导向。孟子“舍生取义”之论认为，生

命固然重要，但在面对生与义的抉择时，应当毫不犹豫地选

择义。这种为了道义而舍弃生命的决心，展现了中华民族对

于道义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荀子在《修身》中也强调了

“义”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身体劳累，但只要内心安宁，

就值得去做；即使利益微薄，但只要道义丰厚，也值得去争

取。这种对“义”的推崇，体现了中华民族对道德价值的尊

重和崇尚。“舍生取义”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

族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之中。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

儿女，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坚守道义，追求真理，为

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充满艰难险阻的国统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叶挺、陈然、

江竹筠、许云峰、刘国鋕等革命志士为了革命舍生取义，锤

炼出了伟大的红岩精神。1938 年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

共短暂的第二次合作结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

变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

变爆发后，国统区的共产党员随时面临牺牲，就在这危难之

际，周恩来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

牺牲，我们一起牺牲！”[4] 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国统区的共

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临危不惧。

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员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改旗易帜。据统计，310 位红岩

英烈中生于 1921 年，牺牲于 1949 年的有 29 位，他们为党

而生，为国而死，将短暂的 28 年的生命，奉献给了人民的

解放事业。这些人当中很多出身于富贵人家，比如刘国鋕，

他出生在四川泸县的一个大富人家，西南联大高材生，家庭

条件优越，他本可以在家人的援救下摆脱牢狱之灾从此走上

前程似锦的道路，幸福地度过余生，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

就是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在就义

诗中壮烈牺牲。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率先垂范，革命志士

的大义凛然，至死不渝，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共产党人“舍

生取义”崇高气节，成为红岩精神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

5 红岩精神涵养了“廉洁自律”的政治品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着严以律己的优良传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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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执政者更是深知德行的重要性，尤其在廉洁修身方面有着

深刻的认知。廉洁不仅关乎个人道德品质，更是国家兴衰、

社会公正、百姓幸福的基石。良好的德行并非一蹴而就，而

是在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自律自省中长期磨炼而成。正如

北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这既是对莲花高洁品质的赞美，也是对人们修身

养性的期许。孟子则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提醒我们在

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要保持内心的清净与淡泊。儒家经典《中

庸》亦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

告诉我们，在独处时更应谨慎自律，因为此时的言行虽不为

人知，却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实品性。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现个

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1939 年 1 月到 1949 年 11 月底，长达将近 11 年的岁月

里，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也成为有钱有权人的聚集地，在国

统区生活的共产党员，他们面对是跟延安完全不同的环境，

待遇方面，组织能提供的非常有限，物质生活非常匮乏，而

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复杂险恶而又充满

诱惑的大城市，在国民党这个大染缸里，共产党员会不会受

到污染？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共产党员会不会被侵蚀？要

知道国民党在当时是执政党，要做官发财走仕途都得通过国

民党才可以，为了融化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做了很多中共中

央南方局领导的工作，但是都没有成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

员的叶挺将军，即便因为多年身在国外脱离组织而成为非党

人士，身陷囹圄的他对国民党许诺的自由和高官厚禄却不为

所动，宁可将牢底坐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更

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表率，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

在国民党内的职务可让其享受中将待遇，每月收入 300 块法

币，还专门配备专车一部，相比较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待遇，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周恩来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

事业上，坚定地走着革命的道路，从不在意个人得失，坚定

的革命信念，严格的自我修养，为南方局的同志树立了廉洁

自律的榜样，就在他 45 岁生日那天，同志们专门为他准备

了丰盛的晚餐，他拒绝了，只吃了一碗长寿面就回办公室自

我反思，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南方局同志就是这样在

国统区的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坚定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对人民的

忠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和

而不同”的包容思想、“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廉洁自律”

的政治品格，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贯穿于中

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过程中，体现

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中

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从而锤

炼、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所以说红岩精神既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又来源于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实践，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

进性和纯洁性，并取得伟大胜利的精神动力和内在支持。新

时代，红岩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员前

赴后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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