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要闻 4CHONGQING DAILY

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 逯德忠 美编 郑典

中宣部宣教局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中国文明网

准确把握红岩精神的特质
□徐塞声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
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 1985 年邓颖超正式提出“红岩
精神”这一概念以来，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
李长春、宋平、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多次对红岩
精神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论述。学术界对红岩
精神也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红岩精神作出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
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精神
实质，为我们准确把握红岩精神的特质提供了
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

深刻认识红岩精神特质的历史本源

红岩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
历史必然性。红岩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
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
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
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
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
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党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需要
精神支柱。与解放区和根据地相比，党在国统
区没有政权和军队，除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以及
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等公开机构外，从总体上
看，党组织在国统区不仅处于秘密和非法状
态，在力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国统区社
会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也是排斥
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即使是在第
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在军
事上制造摩擦、政治上制造分歧，先后发动三
次“反共”高潮，政治气候可谓“阴霾压城、白色
恐怖”；国民党特务还采取监视盯梢、威逼利
诱、秘密屠杀等伎俩，企图从政治信仰、意识形
态、社会生活方面渗透、分化和瓦解党的组织
和党员。在斗争环境如此复杂险恶情形下，一
个政党、一个组织或者个人，如果没有强大的
精神力量为支撑，是难以长期坚持和完成革命
任务的。因此，红岩精神的产生是实际斗争的
必然要求。

红岩精神是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
区革命实践中精神风貌的高度凝练。国统
区斗争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
面。全民族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
一辈革命家，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
的革命意志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带领国统区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与国民党反动势力
展开了坚决斗争，致力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团
结抗战的局面，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
贡献；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了统
一战线新格局，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
政治基础；团结各阶层人民，为党赢得了民
心、凝聚了力量，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
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胜利后的
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赴重庆进行了决定中
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使国民党承认了和

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有力推动了国统区民主
运动，使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
向发展。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中外各
界人士，表现出来的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使
命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
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等，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中
国共产党领袖的人格魅力和伟大风范。解
放战争时期，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
东党组织先后领导广大共产党人积极开展
人民民主运动，投入第二条战线，发动武装
斗争，进行统战策反，组织护厂护校等，有力
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重庆
解放前夕，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
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
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
了宝贵生命。党在国统区开展的卓有成效
的工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
想、崇高信念、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等精神
风貌，这是阐释红岩精神特质的基石。

红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
神成果。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
到重大挫折。在经过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
惨重教训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正确革命道路，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成
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飞跃。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毛泽东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南方局工作，
1943年5月起更是直接联系和分管八路军驻
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他提出的“巩固党，深入
群众，向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荫蔽精干，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等一系列重要
思想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根本遵循，为
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和强大
政治引领。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人结合国统区
斗争实际，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坚持“质重于
量，巩固重于发展”，执行“三勤”（勤学、勤业、
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贯
彻中央“荫蔽精干”政策；在统战工作上支持和
促成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
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成立；
在武装斗争上领导华南地区等地抗日武装力
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党领导的敌后三
大战场之一。这些成功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毛
泽东思想，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准确提炼红岩精神特质的方法论

革命精神贵在提炼、难在提炼，必须以科
学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从独特的革命实践准
确提炼出独有的特质，否则千人一面，更难以
全面、准确。具体就红岩精神特质提炼而言，
应该以“四个坚持”为基本方法。

坚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
神的重要论述。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强调红岩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如磐
石的理想信念”；2018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
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经常想一想红
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勇气概；2019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谈到红岩精神时强调，
“坚贞不屈、永不叛党”和“不折不挠、宁死不
屈”。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7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中以刘国鋕等人为例，指出：“理
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这些
重要论述阐明了红岩精神所呈现的坚如磐石
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不叛党
的崇高品格等鲜明特点，为提炼红岩精神的特
质提供了旨归。

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坚持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把红岩精神置于党的
百余年伟大奋斗历程中去把握。与其他革命
精神相比，一方面，红岩精神体现出来的中国
共产党人肩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
史使命是相同的，为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
宏伟目标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国统区的环境
决定了不同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全民族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高举抗日与民主的旗
帜，将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主要任务，发动国统区
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
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直至抗战胜利。解放
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
迫害、反饥饿的群众斗争，促成强大的民主运
动，开辟同人民解放战争相呼应的第二条战
线，以孤立和包围蒋介石独裁统治。党在国统
区的斗争，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谱写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壮丽篇章。

坚持伟大建党精神是红岩精神之源。伟
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
本、根和魂。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精
神，其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是相通的、统一的、
一致的。红岩精神作为伟大建党精神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生动体
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这一特殊战场上
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准确提炼红
岩精神科学特质，必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整体把握其实
践主体、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等。

坚持守正创新。近 40 年来，关于红岩精
神的研究阐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96年，重
庆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首次将红岩
精神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
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
的奉献精神”；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重庆
考察工作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
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
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尤其强调贯穿
其中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凛然斗志、浩然正
气，为我们守正创新科学提炼红岩精神特质拓
展了新视野、开拓了新境界。

与时俱进阐释红岩精神的特质

对历史的认知不是一劳永逸的，作为历史
产物的革命精神也是如此。科学提炼红岩精神
特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
循，既立足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又要跟上
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丰富和完善。当下，
在以更加全面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视角去回顾
当年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基础上，对红岩
精神的基本特质可以进一步提炼归纳为：坚如
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
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这一特质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信仰”，在
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
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的坚强党性。
与解放区或根据地相比，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环
境更为复杂艰险，共产党人既要随时经受生与
死的考验，又要面临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的诱
惑，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支撑，要在白色
恐怖的国统区坚持斗争并取得胜利是不可想
象的。周恩来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越是在恶劣
的环境下，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出污泥
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不动摇，人人“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
革命的人生观”。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特殊环
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在隐蔽
战线，无论在政坛还是在商海，无论身在红岩
村或是隐于乡间，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
信念始终是他们坚定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
魂。特别是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在生命
最后时刻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狱中意见”，
体现出他们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
对党的绝对忠诚。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这一特质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
民族危亡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海
纳百川、相忍为国的宽广胸怀。全民族抗战
时期，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大力加强对国民党
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
界、地方实力派、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统一战
线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
舟、共同奋斗，发展壮大了进步势力，争取了
广大中间势力，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坚决维
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新
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以革命的大智大勇，
与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充分表明了共产党
求和平、反内战的诚意和立场，揭露了国民党
顽固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与中外人士广
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政治主
张，推动形成更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为新中
国的诞生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力量。解放战争
时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党在国统区高
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建立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这一特质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不
畏艰险、百折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
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
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国统区的特殊环境和
建立统一战线的特殊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
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
利、有节”，既要有斗争的精神又要有斗争的韧
性，既要敢于斗争、坚持原则，又要善于斗争、
斗而不破，坚持在斗争中牢牢把握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
立性。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数
次发电，要求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撤回延安。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商量后决定面对生
命危险仍坚守重庆，极力挽救和维护统一战
线。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代表团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努力争取
和把握斗争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民
主建国方针。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人民的解
放，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国统区的共产
党人，尤其是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
的共产党人，面对诱惑和酷刑，面对牺牲，坚持
与敌人斗争到底，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革命斗争精神。

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这一特质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
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坚贞不屈、永不
叛党的铁骨丹心。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危局，
周恩来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
人的生死置之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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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
共产党人都能善处逆境，在革命顺利时，不骄
不躁，甘于奉献；当逆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
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身陷囹圄，面对威
逼利诱仍威武不屈、不动心志。他们都视革
命气节为生命，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
信念，以“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志似铁石的
坚贞”捍卫真理，以“只要一息尚存，誓为真理
而抗争”的大义凛然笑对屠刀，涌现出张文
彬、何功伟、苏曼、罗世文、车耀先、张露萍、江
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优秀
儿女，他们以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浇灌了红岩
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丹心向党、坚贞不
屈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
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
立不倒、挺立潮头。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
相传。我们必须努力与时俱进，深入提炼、进
一步科学认识红岩精神的特质，从而更好地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红岩精
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使之光照千秋，成为
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重要精神力
量。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新时代传承弘扬红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