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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起源

（一）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

政党，她的初心离不开马列主义对共产党人的基本

定性和定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借鉴前人理论的基

础上，通过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完成了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奉为圭臬的《共产党宣

言》。《共产党宣言》阐释了共产党人的性质、短期目

标以及终极理想:就性质而言，共产党人“没有任何

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就短期目标而

言，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

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

终极理想而言，共产党人的终极目的可以概括为“消

灭私有制”，即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奠定了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提出了共产党人最早

的“初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运动面临修

正主义的威胁，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坚决

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列宁将共产党人的“初心”在俄国的实现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民主革命阶段，该阶段的革命

纲领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第

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该阶段共产党人要实

现其最高纲领，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

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

权，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列宁关于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论以及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为共产党人“初心”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基础。

（二）以早期共产党人为坚强载体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近代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作

为自身信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探索挽救民族

危亡的道路中反复思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

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找到了再造中华的新

路径，积极在中国介绍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从马列主义理论中找到了新的曙光，认为

Bolshevism的精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

中共同觉悟的精神”，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

旗的世界!”这种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最初

来源。

毛泽东1920年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考茨基

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共产主义

书籍，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理论和行动上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参加革命的初心。作为

老同盟会员的董必武结合自身以往的革命经历，经

过认真思考后认识到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的思想变化很有代

表性，五四运动后，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奠基者。

二、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看党的初心

（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确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早期

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工人群众的巨大力量，他们自

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组建了领

导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小组。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

组的充分酝酿，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嘉兴南湖），制定

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

诞生。这一纲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内

容上明显继承了《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人任务和使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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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规定，分为终极目标和短期目标。终极目标是

消灭社会阶级区分，即实现共产主义，短期目标是推

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自此确立，其终极目标直接来源于马

列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而短期目标则会根据

具体国情而不断调整，朝着最终目标不断迈进。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

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新”主要表现为以马列主义为

指导思想，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者，以工农群众为

基本力量，而维系这一“新”发展阶段的基础则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始终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审时度势制定

新的阶段性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短

期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短期目

标得以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

的短期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工

业强国。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短期目标全力加快国

民经济建设，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新中国前三十年

的社会主义建设摸索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

和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短期目

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围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短期目标，中国共产党

人秉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逐步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

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造了良好的开

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为

迈向新时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理论依据和道

路支撑。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党的初

心和使命。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发生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

党人适应新形势提出了新时代的初心和使命，即“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这

一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概括高屋建瓴，将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

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起来，其最低目标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即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继续发

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终极理想是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通过共产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

三、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内在特征

（一）理想性

理想是人们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憧憬，它

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

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基础上，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无产阶级

运动提出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将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

理想。然而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

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

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

目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共产党人

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每一阶段都要根据斗争

的性质和条件制定短期目标，以逐步实现终极理

想。不论何时，初心的理想性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

人前进的永恒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邓

小平曾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为什么我

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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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

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步入新时代，理想

信念被作为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

斗。

（二）忠诚性

忠诚意味着对特定的对象尽心尽力，诚诚恳

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承袭传统知识分子的忠

诚这一伦理精华的同时，又由于中国共产党特殊的

性质和使命而表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忠诚性表现为对党

的忠诚。中国共产党具有集中统一性、严密的组织

性和纪律性，这是马列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

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和

加强呢?列宁曾经指出:“党员的忠诚是我们实行和

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1980年，中共

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

出:“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

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然而对党的忠诚不仅仅

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体现在切实奋斗的实践中。中

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正是无数共产党员用绝对服从、

坚韧不拔、敢于牺牲的实际行动表明对党的忠诚，才

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不同历史阶段短期目标的

实现。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忠诚性表现为对

人民的忠诚。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就以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自居，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都牢记这一初

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共同富裕”、“代

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紧紧围绕着

人民的利益确立党的宗旨、性质和任务，表现出对人

民的忠诚。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将“为人

民谋幸福”作为初心的短期目标，更加强调共产党人

对人民的忠诚。凭借共产党人的忠诚，以共产主义

为终极理想的初心就不会动摇，我们的共产主义事

业方能稳步前进。

（三）奉献性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力量薄弱，为宣传马克思

主义，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早期共产党人充分展

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牺牲奉献精神是战争年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激励着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

改革事业而不懈奋斗，无私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共产党人中，

涌现出了一批批无私奉献的典型和榜样。他们将自

己的人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

党员的宗旨。奉献性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始

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为共

产主义而奋斗的支撑力量。

（四）自我革命性

革命意味着破旧立新，对于一个政党而言，自我

革命就是要革除党员意识中落后的、封闭的、不正确

的思想和观念，树立先进的、科学的、正确的理念。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

成的优良作风，这一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

命的有力武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中国成

立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国

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

不能摆脱物质的诱惑，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邪路，对共

产党人的初心造成极大威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地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向全

体党员干部提出了反对“四风”，走群众路线，坚持

“三严三实”的基本要求，坚持有腐必反，“老虎”“苍

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零容忍的态

度惩治腐败，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性的最新表现，是保持

共产党人初心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吴宏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9 年第 1 期，原文约

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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