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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初心”的伟大道路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文学习札记

■ 韩毓海

[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什么别

的主义。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奋斗精神，是挽数千年未有之大狂澜于既倒的精神，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牺牲奋斗精神，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劳动者第一次以

全球商品生产主体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的事业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

好、更快、更讲道德、更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正在与世

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建立一个团结协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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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讲

话的一部分，收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

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2—46 页。本文所引习近平讲话

均出自该篇文章。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

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

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

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什么是我们

党建党时的奋斗精神？我们为什么出发？

今天，这是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必须深

刻思考的根本问题。

一

1921 年 7 月 7 日，《共产党》月刊第六号，

发表了一篇数百字的《短言》。这篇文字向全

世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旧的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同时产生了美国和日本两个新

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把帝国主义扩张的野

心，“集注到东半球来”，即将召开的华盛顿

会议（太平洋会议），就是帝国主义势力分割

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会议。如今，新老帝国主

义国家，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都要喝中国劳

动者的血，都要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

的肥料，而当今之中国，面对着两个危局：一

个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则是沦为美国的

殖民地。［1］

为了避免这样悲惨的结局，《短言》号召

全中国的劳动者们团结起来：“我们要扑灭世

界资本主义，只有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

的国家，方能挽救当面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

痛！”［2］

也就是在那一年，也正是那个月，中国共

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

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 28 岁，风华正茂，这正是

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的平均年龄。而历史是如

此充满机缘，此后也正是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

［1］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1 页。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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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

什么是我们党建党时的奋斗精神？那就是

挽数千年未有之大狂澜于既倒的精神，是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牺牲奋斗精神，是

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当时远在德国的周恩来，与正在法国的蔡

和森等勤工俭学生一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共产

党旅欧支部。

那时的刘少奇，正由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湖

南俄罗斯研究会派遣，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并成为了最早赴苏俄留学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干

部之一。

风雨如磐的暗夜里，就是这样出现了一线

光明，先觉者们就是这样以血肉之躯，在沉重

的历史闸门之上，撞开了一个缝隙，开辟出一

条绝地逢生的道路。他们就是这样，向着未来、

向着光明、向着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不屈不

挠地前进。

我们为什么出发？

先驱者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他们却为

了一个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这个信仰，就

是马克思主义。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打碎旧世界、创

造新世界的行动指南。

我们出发，就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

去改造那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1］的弱肉强

食的世界体系。

习近平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

旗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

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

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

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

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

［1］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认为，人类永恒

不变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们出于利己心，在自然

状态下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而道德只是人

类理性为了结束像狼群一样的争斗而提出的和平条件。　

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

们今天依然处在他们所开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深思并牢记：中国共

产党与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根本区别究竟

在哪里？

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

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

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即使有一些曾经

是进步的力量，其所诉诸的也不过就是资产阶

级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

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时候，近代以来的中国所流行着的，主要就

是这样的思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较为进步的

势力，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政治力量。

为什么说以往一切政治力量都不能不受到

其自身特殊利益局限呢？马克思认为，这就是

由于它们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

础上，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导向”的市

民社会法则的束缚。而我们党之所以能以无私

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根本上说，

是由于我们党能以辩证唯物的科学精神，超越

旧世界的法则，特别是超越市民社会弱肉强食

的法则，为人类的团结协作提供科学的方案。

马克思曾经指出，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共和主义者们没有

意识到，近代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就是“市民

社会”的国家，就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

那样的国家所遵循的，是利润竞争的市民社会法

则，从而也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

掀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与这种“市民社会”的法则

完全相反，是重建人类的团结与协作。用最简单

的话概括：就是重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2］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再次向全世界

［2］ Gareth Stedman，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Penguin Random House，2016，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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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深刻阐述了建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他指出：

“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以合

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什么

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

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

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

少数人说了算。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

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

益共同体。

“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

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

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

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

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因为

我们的力量源泉和社会革命的基础，就是全中

国和全世界的劳动者。

二

马克思指出，要超越市民社会的法则，建

立人类团结协作的共同体，需要前提，需要基础。

这里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就在于全世界劳动者

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而这种联合团结也需要

坚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劳动者能够支配和

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

马克思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来

阐释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

他指出，在古希腊城邦中存在两个领域：

一个是由家长所支配的家计领域（oikos），一

个是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Polis）——

同样地，现代社会也存在两个彼此对立的领域：

一个是资产阶级所支配的私有财产的领域，一

个则是全球公共事务领域。

与资产阶级不同，现代无产阶级，从它产

生起，就是为大家、为全世界而工作的——这

是因为：现代无产阶级是伴随着“世界市场”

的形成而产生的，因此，那种以为无产阶级是

为了自己而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以为无产

阶级是为了“老板”们工作，这就是欺骗。一

旦无产阶级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为全世界而工

作，他们就成为了现代公民——如果说，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是指城邦里的自由人

的话，那么，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公民，就是指

无产阶级。［1］

马克思是在全面总结和批判人类一切精神成

果的基础上，深刻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

地指出：黑格尔认为，人类自由的基础，就在

于“人能够支配物”。但是，在现实世界里，

广大劳动者不但不能支配物，不能支配自己的

劳动产品，而且，他们自己也沦为了商品、沦

为了物，因此，人类解放的过程，人类争取自

由的斗争，就必然地、深刻地体现为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掌握和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创造

物的斗争。［2］

由此，马克思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就必须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有了这样的制度，劳动者的解放才会有政治上

的保障。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

革命，就是为劳动者求解放。

习近平指出：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

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

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

事业推向前进。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 页。　

［2］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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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马克思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毛

泽东来到北京大学。从李大钊等人那里，他了

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机缘远不止于此。

自 1852 年起，马克思便在《纽约先驱论坛

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和亚洲的文章。其中，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援

引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原理，辩证地阐述了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处于“两

极相联”的关系之中，能够对西方世界之命运

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中国。这里所谓“相联”，

就是指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这个大市

场突然缩小，那么（西方经济）危机的来临必

然加速”［1］；反之，如果中国的市场扩大，全

球经济就会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深刻地分析了

中国发展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发展

方式的不同。马克思指出，由于中国文明诞生

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

程成为土地耕作的前提。在中国，正是修建大

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使得大的共同体（统

一体）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问题得以

解决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

作。“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

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

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

体。”因此，正是这种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

一个“天然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并不

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

是其前提”。［2］

但是，在西方，首先是在以希腊、罗马为

代表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中，对土地的占

有，并不是通过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

为前提，而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个人

财产不是“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靠公

共劳动来利用”，而是作为战利品而存在，罗

马公民就是战士，“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10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8、466 页。　

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

地私有者”。而中世纪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

所有制形式），则是“在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

定居的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著居

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然后，“它

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进行

的”。［3］

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共同体的

基础，就是共同的劳动，这样的共同体乃是个

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个人发展必须以共同体

的维护和发展为前提，个人发展必须以融入共

同体为前提。但是，西方的所有制形式是建立

在战争与商业的基础上的，在这种发展方式中，

却是私人利益的发展为共同体的形成制造了前

提，在那里，共同体总是“暂时性的”，为了

私人利益的发展，可以破坏乃至摧毁共同体——

或者说，在希腊罗马共同体中，已经包含着作

为战利品的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对立，

而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也进一步推动着城乡的

对立，也正是从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中，方才产

生了“市民社会”的——或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我们理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就需要有马克思那样广阔的历史视

野。实际上，也只有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这些

经典论述，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的论断：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三

道路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自信从来不是

没有历史依托的。实际上，只有从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我们才能更为深刻

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加深刻地理

解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正像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一样，中国的改革

开放，同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

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469、471、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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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践行“初心”的伟大道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

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陷

入空前经济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改革

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长期的革命、建设，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

力严酷封锁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

不是被动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建立人类命运和利

益共同体，而不是瓦解和摧毁人类命运共同体。

通过改革开放，中西文明进行了深刻的交

融与交汇，使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得到了飞跃

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再次证明：封锁、

孤立、贸易保护主义、冷战思维不得人心，只

有打破壁垒，团结协作，人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劳动者第一次以全球

商品生产主体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的中

心，中国劳动者的群像，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

的封面。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超

过了 3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中国劳动

者成为世界商品生产主体的时候，世界商品生

产与交换的主要规则，还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

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货币生产与

交换的权力与规则，还掌握在以华尔街为核心

的资本金融集团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世界生产

中心与资本中心相分离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

性的改变，这就是全球发展不平衡的根源所在。

由于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广大发展中国家，依

然面对着基础设施短缺、资金短缺的发展困境。

当今世界，处于更为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关

头；当今人类，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束手无策，更不是堕

入空想。现实和历史都告诉我们，破解当前问

题的动力，就在于找回我们奋斗的初心，就是

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中，去寻找破解现实问题的答案。

当年，正是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

能够团结起来，以“国际”的方式，参与世界

商品生产交换规则的制定，参与国际资本规则

的制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方才亲手创立了第一

国际。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要使劳动者能够支

配自己的创造物，要使人支配物，不仅需要建

立劳动者的政权，不仅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

劳动者的联合——以支配商品生产与交换，从

根本上说，还需要实现劳动对于资本的支配，

只有劳动者的联合壮大到了这样的程度——能

够在世界范围内掌握和支配资本，才能真正谈

得上破除“资本拜物教”这种最大的“物的支配”。

于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这样预言说：“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

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

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

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

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

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

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

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1］

四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个时代，世界

上还没有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在此后漫长

的历史过程中，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

义政党，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过程中，

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付出了 28 年浴血奋战的代

价；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中

国一样，能够顶住世界两大霸权的全面封锁，

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世

界上也还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一

样，通过 40 年改革开放，成长为世界商品生产

与交换的主体。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

当 然 也 没 有 哪 一 个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能 够 以

8900 多万党员的规模，历经风雨沧桑，向全世

界庄严宣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为建立一个团结协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

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

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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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

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

创造新奇迹。”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历史的庄严承诺。

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

克思的事业进入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的伟大实践，使世界生产中心与资本中心的结

合，第一次成为了可能。它触及到全球发展不

平衡的根源，并为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平衡和

不充分，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障。这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全

球化的、另外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道路，找到

了一条更为公平、更为全面，通向人类命运和

利益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它将改变世界资本和投

资的流向，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

的根本保障。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中国共产党所贡献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

为全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们所欢迎和接受。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互相促进，统筹

联动，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形成。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好、

更快、更讲道德、更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

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正在与

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建立一个团结协作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

经奋斗了近百年。

“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国人民，正在稳步地、不屈不挠地，将《共

产党宣言》的伟大构想，变成现实。

回望来路，我们感慨万千；面向未来，面

对挑战，我们坚信：“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

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

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

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而我们的信心，从根本上说，就来自我们

伟大的党和人民，经历千辛万苦，经历不懈奋

斗，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是对人类

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是指导我们事业前进的理论基础。

“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必须在忘我的

工作中，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奋斗

中，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意义的认识。

“相信人民，相信党。”我们必须对马克

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我们必须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

今天，我们的党和人民，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党和

人民也承受着前人所未能承受之重。我们必须

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努力奋斗。因为我们正置

身于人类解放的壮丽事业之中，生逢伟大时代，

不辜负伟大时代，这是我们的使命。

历经千辛万苦，历经艰难曲折，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事业，将在我们手中实现；马克思

的事业，人类解放的宏愿，将通过我们的工作，

发扬壮大。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在我们

的前头英勇牺牲了，今天，让我们高举起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此 时 此 刻， 我 不 禁 想 起 毛 泽 东 的 话： 我

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

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正

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

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

到！［1］

〔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

京 100871〕

（责任编辑：茅文婷）

［1］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5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