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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
及其实践转化

◇蒋占峰 苏东阳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出场

（一）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

实践场域

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民族国家政治

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

现代化之路。借助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

为中国现代化“出谋划策”，然而实践环境的转换决

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道路，它为党

的革命精神提供了既有世界普遍性又有民族特殊性

的生成、发展和转化的中国场域。

这个场域有以下几方面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社会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规定了党的革命精神的

理论空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道路决定

了党的革命精神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和领导地位规划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政治边界

和价值导向；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了党的

革命精神的制度框架；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了党的革命

精神的文化载体等。这些维度在生成党的革命精

神实践场域的同时，又不断被党的革命精神所渗

透、升华，它们在相互交织中勾勒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宏大叙事，而社会主义现代性就是这篇宏大叙

事的中心思想。

（二）社会主义现代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

内容底色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回答有关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不断开拓中国化现代性理论

新境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将资本逻辑

建立于人民逻辑的基础之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同时力争外援直至开放合作共赢，冲击了资本主

义现代性“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格局；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永葆初心使命，使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现

代性建构的领导地位。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中国

梦”“一带一路”“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连

接理想与现实、融合民族与世界的中国方案，倡导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引导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和谐、美好、正义的方向

前进。

其蕴育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革

命性与保守性、社会性与自利性的内在矛盾和悖论，

具有更为独特、广泛、真实、进步的社会历史意义。

故而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性既具有崇尚理性、主体

性、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等共性内容，同时又超越

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至上观念，力求规避和抚

平其带给现代社会的悲怆和痛苦，渗透到社会生产

生活的组织机制中，形塑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性质的文化精神，从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的内容底色。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统一于中国社会实践

百年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

会革命实践中创造、赓续的伟大革命精神，始终体

现着这种实践理性，不断启蒙、激励全国各族人民

投身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也因为这种

实践理性，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程规划原则、方向与目标，使之跳脱“历史的终

结”与盲目，而这一进程也使党的革命精神扎根于

中国社会革命实践沃土，免于沦为纯粹文化批判的

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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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化指向

（一）以革命精神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

持续性

现代化过程意味着人类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

明、生态文明的过渡。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一方

面推动了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也

产生了大量生产、大量污染、大量消耗的不可持续的

发展方式和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综合

来看，这些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生态文明精神在个别地方

和党政部门中淡化、缺位使然。生态之为文明，不仅

意味着绿水青山、环境美好，更意味着我们党始终把

实现生态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精神建构协同推进，

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革命精神作为建设生态文

明的题中之义。

如果没有现代性革命精神的引领，只是专注于

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历史目标就会失去精神支撑、生态支撑。新时

代，我国“生态环保任重道远”，需要将党的革命精神

中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建设，

坚持新发展理念，引导美丽中国建设，提升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二）以革命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平

衡性

现代化进程中，以往规制人们社会交往的利益

格局、道德理念和制度规范遭受严重冲击，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分歧失衡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发展失衡

是物质利益失衡，也是精神利益失衡，而精神上的分

歧失衡反过来还会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物质

生活差距与发展鸿沟。由于党对国家事业的全面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这些分歧失衡现象具有非

对抗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特点，但若任由其发展加

剧，不仅与党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还会割裂人们之

间和谐友善、团结互助的精神纽带，严重消解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向心力、凝聚力。

如前所述，党的革命精神从一开始就是实现中

国社会整合、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有力武器，我们

党在各个时期始终强调通过维护和发展人民物质利

益与精神利益画好最大的同心圆，从而超越分歧、形

成共识，在综合平衡中实现发展进步。党的十九大

以来，我们党更是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这都是党的革命精

神中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公平正义、执政为民等现

代性特质的具体体现。

（三）以革命精神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

体性

现代性带给人类以理性精神和自身价值的极致

展现，但也容易在对传统性人格的矫枉过正中使个

人精神世界走向反面。

身之主宰便是心，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离不开

精神意志的坚强和主动。历史证明，我们党坚守理

想信念、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帮助人

们捍卫自身主体性、树立精神自信与民族自信、抵御

资本侵蚀、驾驭资本逻辑的精神之“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既前景光明，又充满挑

战，只有坚持并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我们才能够规避

和战胜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精神世界的负面侵袭，

才不会在前进征程上被狂风巨浪吓倒、被重重困难

压垮，才能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

略自信和战略定力。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转化

（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的理论创新

精神和理论之间既有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也有较

为清晰的认识论分野和实践关联。革命精神在现代

化实践中有待继续深化为科学理性的现代性理论，由

革命精神的感性认识达到现代性理论的理性认知，是

推动革命精神向现代化实践转化的重要飞跃。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理论囿于纯粹文化批判

的误区，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现代化实践的引领作

用。因此，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

出现的主要矛盾和现实问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迸

发的人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既是现代化的源动力，也

是造成人民内部各方面需求和发展能力差异的现代

性根源，这使得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在创新能力、城乡区域发展、生态环保、民

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发展任务艰巨。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必须大力发扬我们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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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两

个务必”的作风和“赶考”精神，学好马克思主义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

研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并善于将重

大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命题，进而将对重大理论

命题的回答和解决升华为学术性、体系化的理念、方

法和话语，把朴素的革命精神转化为“一种理性的选

择”。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理论才能同我国具体

实际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实现从蓝图到现实的实

践转化。

在理论创新中，我们还要高度重视资本对于社

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作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性的“探索、生成、完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

利用资本、规范资本、驾驭资本、超越资本”。也就是

说，要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新时代资本运动的新特

点新规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维

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把资本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将其无序

扩张性驯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动能，从

而使其成为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形塑现代性

公民的有利工具。

（二）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

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成就是依靠人民

创造、发展起来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党的革命精神就会失去实践主体与价值依托。

但是当今社会，背离党的宗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

内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

会破坏党的执政根基、加剧社会的分歧失衡，如果放

任不管，还会严重破坏党的革命精神的群众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就

是中国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凝聚各族人民大团

结这个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党的革命精神之所以

拥有磅礴的实践伟力，离不开其始终坚守的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理性。新时代，如何继续坚守和传承

这个价值理性是夯实党的革命精神的人民根基、使

革命精神充分转化为中国力量的重要课题。

首先，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

新发展格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随

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更高层次和发展阶段迈

进，人民群众需要更公平、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

目标，不断调适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标准，

以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变轨人民需要的实现路

径，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全面发展水平，是党

的革命精神应始终遵循的基本要求。

其次，必须充分发扬人民的主体性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智慧，社会

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人民离得最近，也体会

得最深。人民群众中积蓄着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

强大力量，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

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就是新时代人民主体理性

和价值理性的最新生动展示。人民中迸发的智慧和

精神力量是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必

须倍加珍惜。

再次，要发挥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创新

群众路线这个党的传家宝。基层协商民主是践行党

的革命精神中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价值的

重要渠道，要将协商规范化、制度化，通过“民事、民

议、民决”“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促进

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疏通自下而上的协商民主

过程，贯通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把人民民主建立在

协商民主和过程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增强党的革命

精神与人民群众的现代性融合。

（三）实现革命精神的大众化与社会化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是通过制

定和执行一定的策略方针来贯彻其革命精神的。随

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党的革命精神在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得到广

泛传播和认同的同时，也面临多元的社会思潮挑战、

市场经济逐利性冲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污名化攻

击，当下，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展现的伟大抗疫精神也遭受着反华势力的恶意污

蔑。思想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威胁着党的意识形

态阵地，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方式使党的革命

精神大众化、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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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正面宣传灌输和日常实践养成结合起

来。利用教学培训、红色旅游、大众传媒等正面宣传

教育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革命精神主要内容和相关

历史的了解，这有助于人民群众建立相关基本认知

和价值判断。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

应领导并依靠群众化解日常生产生活的问题与矛

盾，使党的革命精神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在知与行的

结合中深化为群众认同。

二是把软性的文化涵养和硬性的制度规范结合

起来。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文化因素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是培育党的革命精神的肥沃土壤，应

大力发展弘扬“三大文化”、契合人民需要的文艺作

品和文化活动，利用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现代

信息传媒讲好革命历史、宣传英雄模范，使党的革命

精神犹如空气般充满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制度

是政策的规范性延伸，要健全和完善各领域各层次

相关制度体系，构建弘扬和践行党的革命精神的现

代化治理模式，使之融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

三是把斗争精神和团结精神结合起来。斗争精

神是党的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歪曲否定

党的历史的言论和反动思想的渗透，既要敢于揭露

和批判，又要掌握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善于分清敌

我，把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最终通过斗争精神激发

团结精神，从而“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

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以革命精神引领政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实践转化，必须以党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为前提。历

史地看，党对于自身的革命性锻造离不开对现代理

性精神的坚守和发扬，并因为现代化任务目标的提

高而愈抓愈严、愈跟愈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通过“从思想上建党”、建立民主集中制和发扬“三

大作风”使自身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

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进入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保

持“赶考”精神、警惕和平演变、打击党内腐败和特权

现象使党保持了革命党本色；改革开放后，党在建设

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么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由改革

创新精神向自我革命精神的升华，体现了党对自身

革命性锻造的新突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自我

革命精神转化为以理想信念为引领、政治整合为前

提、务实担当为重点、制度治理为保障的政党治理现

代化逻辑。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以强化使命理性。实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奋斗目

标，要通过理论学习、革命实践的催化，使党员干部

形成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

念，使客体性的目标设定转化为主体性的使命自觉

和责任担当，即将外在的现代化目标进一步转化为

强国富民的初心使命。

其次，要加强整合统领以巩固政治理性。党有

没有精神力量和革命能力，关键看党的内部是否有

一个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相关制度条例，在加强

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形成集中的政治纪律，继而形成

权威的政治核心，以政治上的向心力消解破坏党内

团结的不利因素。

再次，要强调务实担当以推动实践理性。党的

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性飞跃在于真抓实干。习近平

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要敢闯敢试，不要怕

失误担责，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把党的政策措施落实好。只

有这样，才能增强求真务实、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

复次，要强化现代治理以实现制度理性。党的

十八大以来，政党治理现代化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总体框架，要继续通过创新制度伦理强化软性

规约、完善制度体系构建硬性规范、落实制度执行实

现现实转化、落脚制度效能检验治理结果，把党的革

命精神的规范理性通过政党治理现代化传递到国家

治理现代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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