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的 话
觉醒了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成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从太平天国的农民起

义到“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从试图变法自强的

戊戌维新运动到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其中有很多

热血澎湃的青年参与者。换句话说，青年作为最敏

锐感知时代的群体，他们的呐喊、探索和抗争从来

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

知 识 青 年 成 为 探 索 的 先 行 者 。 1907 年 到 1917 年 ，

中国至少有 1000 万人接受了近代教育，逐渐形成

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

知识分子，思想更加活跃，行动更加果敢。

1915 年，35 岁的陈独秀创办 《新青年》，以民

主、科学为口号发起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6
年 ， 27 岁 的 李 大 钊 在 《新 青 年》 上 发 表 《青 春》

一文，指出：“青年之自觉，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

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

会尤其是知识界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广大青

年知识分子备受激荡和鼓舞。

1919 年，由青年学生率先发起的五四爱国运

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

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

备。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陈独秀 40 岁，李大钊

30 岁，这是两位重量级导师。在各地比较活跃的

五 四 人 物 中 ， 毛 泽 东 26 岁 ， 邓 中 夏 25 岁 ， 恽 代

英、蔡和森 24 岁，周恩来、张太雷 21 岁，瞿秋白

20 岁。这些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知识

分子，大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他们成

为党的重要骨干。

我们再来看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 13 个代表的构成，7 位有着海外留学经历，4 位

与北京大学有缘。平均年龄只有 27.8 岁，25 岁以

下的占到一半，大多是有见识、有思想的青年才

俊 。 当 时 全 国 58 名 党 员 （党 的 早 期 组 织 成 员）

中，除了陈独秀、贺民范年龄稍大外，李大钊、董

必武、林伯渠、杨明斋等 10 多人是 19 世纪 80 年代

出 生 的 “80 后 ”， 毛 泽 东 、 周 恩 来 、 李 达 、 李 汉

俊、陈望道、俞秀松、张太雷、邓中夏等 30 多人

是 19 世纪 90 年代的“90 后”，还有 6 人是 20 世纪

之初出生的“00”后，这些大多是经过五四洗礼的

青年知识分子，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

一个充满青春朝气、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政党。

因此可以说，先进青年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而党的成立又促进了更多志士仁人的觉

醒。中国共产党是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而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党一成立便以崭新面目

出现在工农群众面前，英勇无畏地投入到实际斗争

之中。在失败中徘徊的孙中山不得不慨叹，最好的

新血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年轻，朝气蓬勃，

有思想，有才干，“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戴季陶

也曾感言：“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

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

党的事业需要青年“加盟”，青年
方向需要党来引领

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它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指导，是新型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先锋。共产党总是不断打破旧

框框、创造新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党为什么需要广

大青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生力军作用呢？因

为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

服大多数人，使他们认同党的纲领和策略。领导者必

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

这些骨干提高中间分子，争取后进分子。青年因其年

龄和心理特征，常常最先感知社会变革而又敏于行

动，青年心态能够影响社会心态，青年行动往往带动

社会行动。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青年群体求新

求变求异的固有天性与中国共产党积极进取、与时

俱进的品质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和吻合度。

在社会变革大潮中，青年的个体力量总是有限

的，青年的整体性目标和群体利益需要通过组织的

运作来实现。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青年的命运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发生根本改变。虽然党成立之

初吸引的只是少数先进青年，广大普通青年对党的

认识、了解、认同、追随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无论

怎么说，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打出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和旗帜，让很多正在探索和思

考的青年深受鼓舞。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青

年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使越来越多的青年

找到奋斗的方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青年的命运也焕然一新

了。进而言之，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年代，

进步青年的政治热情、现实理想需要通过先进政党

加以实现。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亿万人民实现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问题“在中国有头等

重要的意义。”中国青年深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

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潜质。他们既是革命运动的主

力，又是革命军队的主要构成。这一时期，正在发展

中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汇集力量，需要青年在革

命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需要青年在革命战争中冲

锋陷阵。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了 1957 年的 57 岁。这就是说，在这

一时期，青年是生产建设中当之无愧的主力军，是物

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铸炼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揭开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下转 T14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

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

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历经百

年展现出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不禁

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青年如

何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薪火永续？

在先进理论的引进与融合中落地生根

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封建专制难以为继，建

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势在必行。彼

时各种政治思潮乱云飞渡，但最终都没有交出满

意的答卷。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军阀纷争、列强环

伺的中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觉醒年代”，一批先

进的中国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路。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高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

因为二者之间有可以融通的基因。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落地生根、脱颖而出，并非单向的“撒播”，

而是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立足中国大地，积极与先

进理论对话的自我启蒙：一方面是经典作家对资

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解放事业的眺望展现

出强烈的正义色彩，另一方面是与中国传统文化

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呼应。

这种有机融合，让早期的共产党人从马克思

主义典籍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咀嚼出中国对社

会主义的需求，从历代劳动人民的斗争与反抗经

验中总结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认识到了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价值契合。中国

共产党处理好了“外来”的指导思想与“本来”的文

化土壤之间的关系，红色基因中稳定而缠绕的“双

螺旋结构”得以形成。

在中国特色的革命与现代化历
程中玉汝于成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

是干出来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革命和现代化

为核心内容的实践，构成了党的事业之主轴。而在这

之中不断优选、持续纯化、最为显在的基因标签，是

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而形成的精神内核。从革

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

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奥运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所有

的精神烛照时代、日久弥新、催人奋进。

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视精神的伟力，就在于

精神谱系连成了一根红线，指引新路、塑造新人。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

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

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

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

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

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

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所有

这些论述都昭示出，百年党史就是中国现代化的

实践史，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的成型史。当这些精

神和理念内化到每个党员心中的时候，它们就变

成了我们党的“红色基因”，根植到每个党员的血

脉之中，浸润出全党的底色。

在不断吐纳与自我革新中勇立潮头

政党作为“社会物种”，要想使得“细胞核”中

的优秀基因固定表达，永远赓续，唯有通过不断吐

纳与自我革新。培育优良的农作物品种要实现“抗

病变，抗倒伏”，党组织这样的“遗传特征”只有通

过恒久学习、终身教育和自我扬弃才能获得。

回首百年党史，党在不同阶段开展的学习教

育活动，都是不断净化肌体、固本培元的举措。近

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才 500 多年，马克思主

义诞生不到 200 年，中国共产党刚满第一个百年。

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历史使命过程中，我们党也碰到过激流与险滩，也

遭遇过挫折和反复。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干革命、搞建设，“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

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

（下转 T15 版）

红色基因的
青春解读
■ 陈 一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 葛家明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

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道理。”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从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搞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青年答卷，对于号召和组织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广大青年是党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事业的急先锋、突击队和排头兵

百年党史实质上也是一部我们党巩固和扩大青

年群众基础、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

大青年的艰苦创业史，同时也是广大青年响应党的

号召、追随党的理想、献身党的事业的苦难辉煌史。

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革命青年在共产党领导

下，抛头颅、洒热血，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武装到牙

齿的强敌劲敌，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打出了“钢少

气多”的军威国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广大青年在党的组织下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文化、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安全方面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在工业

战线、农业战线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创造了一个个奇

迹。在党的号召下，中国改革开放大业，首先在农村

由青年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十八个手印”打响第一

炮。1979 年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厦门、

汕头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 3 月改名为“经济特区”。

广大青年踊跃奔赴前来，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的闯劲拼劲建功立业、成就辉煌。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以来，广大青年自觉将个人

理想融入民族复兴梦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断

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党的精神气质、初心使命与青年的
青春气质、责任担当高度契合

真正弄清了理论逻辑才有更强的理论自觉。“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青年答卷中，内蕴着深刻而丰

富的理论逻辑。

广大青年的积极追随和坚定信仰使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宏阔高
远。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热血青年

奔赴延安的潮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约有 3000 名海外

学子毅然归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洪流，其中折射出

进步青年对科学真理、对红色信仰的孜孜以求。百年

党史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信念，是最科学、最先进、最有价值的信仰信念，对

这种信仰信念坚实笃定，行动上就有了方向盘和指

南针，一个高举科学理论大旗、注入强大精神内核的

青年群体，是有信仰、有理想、有灵魂的群体，是知所

趋赴、众志成城、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群体，能够让“革

命理想”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广大青年的历史担当和不懈奋斗使党的初心使
命能够付诸实践。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广

大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发生

“化学反应”，激发出以天下为己任、与家国共存亡，

对中国命运严重关切和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

复兴而奋不顾身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

有了这种家国情怀，就一定能够实现救亡图存、安邦

兴国、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广大青年的积极弘扬和主动践履使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得到深化拓展。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

风和革命精神的孕育和形成，离不开广大青年的青

春热血和牺牲奉献；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革

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提振和塑造广大青年精

神风貌的宝贵财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光荣传

统、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

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

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以之来

教育和塑造广大青年，就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信

仰+信心、无私+无畏、革命+拼命、苦干+巧干”的优

秀青年、有为青年。

广大青年的创新主动和创业激情使党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更具生机活力。广大青年是最具有创

新思想、创造精神、创业动力的群体，站时代潮头、领

风气之先是广大青年的鲜明特质。我们党是具有自

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新是我们党成就

历史伟业的重要秘诀。在改革创新上，党的内在品质

与青年的鲜明特质高度契合。 （下转 T16 版）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青年答卷
■ 聂 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青春力量嵌入百年党史的政治逻辑
■ 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不断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

如何使广大青年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体悟初心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如何赓续红色血
脉并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特约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梳理和解读百年大党的理
论自信，特邀请优秀思政工作者和各界青年代表，分享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心得体会。据此，我们以四个整版精心呈现七一理
论特刊。

2018 年 5 月 17 日，北京，许多市民和游人冒雨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真理的力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 人民视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