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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
青山不锁长飞势，沧海合知来处高。”98年前，在嘉兴南湖一艘小船上，十几位热血青年

轻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那一艘见证了“近代中国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小船，也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

名字——“红船”。在新时代，它依然寄托信念，承载使命，指向希望。

一艘画舫，是党的诞生地

从南湖岸边搭船，不过几分
钟便达湖心岛。这座人造小岛，
方圆十余亩，亭台楼榭，假山回
廊，错落有致。在小岛东岸，红
船静静停靠，恰似“万绿丛中一
点红”。

“这种船叫画舫，船体全长
16米左右，宽约 3米，内设前舱、
中舱、房舱、后舱 4个船舱，当年
开会就在中舱……”南湖景区讲
解员胡文羽熟练地介绍着。她
仍清晰地记得 8 年前第一次讲
解的情形，那一年正是建党 90
周年。

98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袭
扰，让中国共产党的“产房”从上
海兴业路 76 号搬到了嘉兴南
湖。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
举行。7月 30日，法租界巡捕房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会议被迫中
断，与会代表决定转移。

可去哪里呢？有代表主张
去杭州西湖，但由于那里游人
多、易暴露，且路上费时也多，未
被采纳。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
去她的家乡嘉兴，在南湖租游船
开会。上海去嘉兴通火车，当天
可来回，还有人脉关系，既安全
又方便，这一建议遂得到代表们
一致赞同。

南湖开会的景况，电影《建
党伟业》有过生动呈现。特别
是，周迅饰演的王会悟撑着油纸
伞，坐在画舫船头，那一幕如梦
如幻。现实显然没有这么唯美。
南湖革命纪念馆一段王会悟的
采访透露这样一个细节——当
时她承担着警戒的任务，一有动
静就要去叩门，里面的代表们则
随即摆出预先准备的麻将。

在这样紧张而热烈的氛围
中，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
领，第一个工作任务决议，成立
了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多年
以后，毛泽东同志这样评价“红
船”上的这一幕历史：“自从有了
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
一新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
武也在南湖写下这样的句子：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
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
处皆闻殷殷雷。”

“这是当年的那艘船吗？”胡
文羽入行以来，这是被问得最多
的问题，也是困扰了她多年的问
题。当年那艘船是临时租的，早
已难觅踪迹。现在的这艘“红
船”，是根据董必武、王会悟等人
的回忆，于 1959 年仿制复建而

成的。随着红船地位的日益凸
显，胡文羽心中的答案也越来越
清晰，“红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
象征，眼前的就是‘红船’！”

一种精神，是革命的根脉

南湖革命纪念馆坐落在南
湖南岸，整个建筑造型呈“工”字
形，建筑四周有 56根檐柱，青面
砖墙，庄重大气，又不失水乡韵
味。一走进纪念馆，序厅穹顶上
的锤头镰刀图案格外醒目。穹
顶下，一艘“红船”破墙而出。右
手边的墙上，赫然显示着三行大
字：“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

2005年 6月 21日，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
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
时代前列》一文，第一次提出并
阐述“红船精神”。至此，“红船
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
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
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强大精
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一直以来，建党这一重要
时期没有精神的提炼概括，‘红
船精神’的提出弥补了这一不
足。”红船干部学院副院长、嘉兴
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说。他
进一步解释了“红船精神”的内
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就是探索用马克思主义来
改造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就
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不懈
追求；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遵循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建
党原则。

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
心教授肖纯柏认为，红船是革命
的起点，井冈山是革命的转折
点，延安是革命的落脚点，新中
国的成立是新的出发点，新时代
是改革开放的再启程。“‘红船精
神’是伟大开端、执政根脉，是由

‘倒下去’到‘立起来’的精神，是
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完美结
合。”

在肖纯柏看来，“红船精神”
的三个内涵不是并列关系。“首
创精神是为了坚定理想，而坚定
理想是为了人民幸福。”他说，在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红船
精神”是源头，而这些精神最根
本的就是奉献牺牲精神。以自
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以奉献牺
牲赢得民心时代，共产党人才得
以顺应潮流、抓住机遇。

行走在南湖革命纪念馆，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展现
我们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
一生到蓬勃兴旺的清晰历程。

“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
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站在二楼观景台前，破墙而出
的红船就是答案。

一个传承，是不变的初心

2017 年，在瞻仰南湖红船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秀水泱
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
恒。”

如今，南湖游人如织，已先
后迎来了 3000多万人次参观。

在嘉兴市市区云东路 1129

号，一片橙色外墙的建筑格外引
人注目，这就是浙江红船干部学
院。进门不远处，一座红色的雕
塑分外显眼，呈阿拉伯数字 7和
1 的造型，形状如红旗飘扬，中
间挂着一个红船的模型，镂空呈
现出一个心形，是为“不忘初
心”。

“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追求，维护
人民的利益，这是‘红船精神’昭
示的三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徐
连林说，红船干部学院的组建就
是为了弘扬“红船精神”，去年不
到一年时间，已经举办了 558期
培训，培训人数达 3万多。“只有
一代代共产党人牢记我们的建
党初心，才能一代代接过接力
棒，坚定地走下去。”

漫步嘉兴街头，红船意象随
处可见，“红船精神”学习实践也
是如火如荼。“963455 党员志愿
服务”“红船党建云平台”“重走
一大路•再现 1921 嘉兴故事”

“青春党建”“党员先锋站”建设、
“人才改革试验区”建设、“五强”
领导班子建设等一系列党建品
牌引人关注。

“红船精神含义深刻、象征
丰富，具有浓厚的时代价值。”肖
纯柏说，它有利于增强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增强历史思维、拓
展历史眼光，坚持改革初衷、不
忘改革初心，增强全球意识、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南湖上
的一个小小画舫，到如今的复兴
号巨轮，我们要继续弘扬‘红船
精神’，顺应潮流、勇立潮头，依
水行舟、齐心协力，驶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新华日报记者 颜云霞 翟慎良

习近平总书记
与南湖红船
2002年10月22日
这一天，嘉兴南湖迎来履

新浙江第 11 天的习近平同
志。

“南湖是全国的南湖，红
船是全国的红船，甚至应成为
国外友好人士研究我们党史
的基地。这是活生生的革命
传统，年轻人容易淡忘，革命
传统教育十分重要，要不断扩
大影响。”习近平在瞻仰南湖
红船时如是说道。

参观过程中，南湖革命纪
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习近平，
纪念馆的参观效果受到空间
上的限制，正打算将纪念馆扩
建或者另辟新址，习近平当场
表示支持。

2005年6月21日
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

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
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在文
章中第一次公开阐述“红船精
神”，同时对“红船精神”的历
史地位、历史内涵以及现实意
义做了系统阐述。

2006年6月28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

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浙江
省党政军领导和嘉兴市党员
干部群众汇聚在南湖之畔，举
行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奠基
仪式。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
在奠基仪式上讲话。

习近平强调，南湖的“红
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等一道，因其固有的先进性而
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在前行道
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
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力量。

2007年7月22日
习近平同志带领上海市

代表团抵浙，首站即瞻仰和参
观了嘉兴南湖红船、革命纪念
馆。

2017年10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从上海乘火
车来到浙江嘉兴市，追寻中共

“一大”足迹。参观结束时，习
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
平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
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
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
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
的根脉。”

继承“红船精神”，最
好的继承就是在创新中
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历
来认为，历史、现实、未来
是相通的，而连结历史、
现实、未来的纽带，一是

“继承”，二是“创新”。对
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从

“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以及其后
的其它革命精神，离开了

“继承”就不会有革命精
神的延续，离开了“创新”
就不会有革命精神的发
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继承“红船精
神”，也应该把中国共产
党人的创党精神应用到
今天新的历史条件新的
实践中，用创新的精神去
破解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中的各种难题，增强党
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领
导地位。

学习“红船精神”，最

好的学习就是在奋斗中
学习。中国共产党作为
一个学习型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最重视学习。我
们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
中国和世界历史，学习国
内外现代化经验中，深入
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
成的。我们同样知道，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在党和人
民的奋斗中形成的。习
近平总书记最强调“学
习”，也最强调“奋斗”。
学习“红船精神”，最好的
学习同样是在奋斗中学
习，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奋斗中学习。

实践“红船精神”，最

好的实践就是在奉献中
实践。在奋斗中学习“红
船精神”，就是要通过实
践来应用“红船精神”。
而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
实践，始终贯穿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这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即使在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
党也强调要坚持用“为人
民服务”来规范市场经济
的价值导向。嘉兴的经
验告诉我们，大力弘扬

“红船精神”，必须唱响
“党在我心中、我在群众
中”的主旋律，通过党员
为人民群众服务、党组织
为企业和社会服务，来贯
彻落实党的根本宗旨，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所以，我们说实践“红船
精神”，最好的实践就是
在奉献中实践，在为人民
服务中实践。

链接>>>

观点>>>

“红船精神”贯穿党的
奋斗历程，既集中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也是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时代精神。纵观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许
多大党老党经不起时间的
考验，经不起人民的检验，
或因脱离群众而倒台，或
因固步自封而下台，或因
严重腐败而垮台。唯有中
国共产党这个近百年的大
党老党，始终屹立在世界
东方，战胜了来自内部和
外部的重重挑战和考验，
创造出中国革命奇迹、中
国改革奇迹、中国现代化
发展奇迹这样一个又一个
奇迹。探究其成功秘笈，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我们要结合新
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
精神”。唯有不忘初心，方
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
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
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红船精神”贯穿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既是中
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新时
代用自我革命统领社会革
命的动力之源。在中国共
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走过的光辉历程
中形成的精神谱系，蕴含极
其丰富，然而探究其最为核
心的精神根脉和力量之源，
仍然是“红船精神”所确立
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
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它
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
神所独有，而且贯穿中国
共产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全部精神谱系之中，是激
励中国共产党顽强奋斗、
不 断 发 展 壮 大 的 精 神 动
力，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
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
财富，也是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强精神支撑。我们要结
合新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
船精神”，就要在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不断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绽放新的时
代光芒。

“红船精神”贯穿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三次伟大飞
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跨
世纪航程伟大起点，也是
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新开
端。这里揭示的中国近代
以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此，我们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
信”，贯穿于中国共产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的伟大历程，是中
国共产党历经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三次伟大飞跃最可
宝贵的成功之道。

“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
李捷（《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新时代我们怎样弘扬“红船精神”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

转载《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