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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的伟大转变。 在理论维度

上,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动特质、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精神主动的理论探

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主动的重要论述,为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构筑。
在历史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进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接续

探索,不断推进人民精神主动水平的提升。 在现实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精神状态的彻底转

变,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建设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凝聚起空前团结统一的中国力量。 在

未来维度上,中国人民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于更高水平精神主动的接续探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深入推进为前提,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基础,以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为支撑,以坚持开放视

野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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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刻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

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 [1]15 中国人民“从

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2]13,本质上是中国事业宏阔实践的生动映射。 对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

神主动问题展开系统性追问,明晰其思想构筑、发展进程、实践成果、经验启示,是破解“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关键维度,更是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团结中国人民,凝聚精神力量的题中之义。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思想构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扎根中华沃土,推进实践探索,形成了理论内核先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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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体系根基牢固的思想构筑,为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民的精神被动状态,争取精神主动提供了

坚实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理论的奠基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3]22 作为中国共产党

开展革命精神生产实践,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将自身理论体系牢牢扎根于唯

物主义根基之上,同时以唯物辩证法为内核,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的精神动力问题。 其内涵丰富、深邃,

主要由三个方面的理论构成:一是自觉能动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以物质第一性为前提,充分肯定了意识

的能动作用,强调“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4]56。 “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

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趋向的行为的特征。” [5]312 “就单

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

起来。” [6]258 其从人的本质、目的、动机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精神所内在具有的能动性作用,从而为论

证精神动力的产生奠定了前提。 二是精神需要理论。 马克思主义立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4]135 这一基本论断,强调“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 [7]130,进而凸显人在

精神生存、精神发展与精神完善等方面需求的层次性与多样性。 而基于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人

的精神世界会产生一种需求与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正是在这种需求发展与现实发展的辩证统

一中,精神动力的输出具备了关键条件。 三是精神转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于“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 [4]136 的根本指向,科学论证了精神向物质的转化问题,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4]9-10,对理论这一“精神

的精华”如何通过掌握群众,进而转化为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而这一重要理

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物质变革基础上的精神革命的根本遵循。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主动特质的赓续

在不懈斗争中,中华民族逐渐积淀起体系宏阔、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文化体系,熔炼出支撑中华儿

女精神世界,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华文明。 在民族精神的延续中,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中的精神主动特质,也成为中华儿女一脉相承、守望赓续的关键基因,为中华民族于近代危局中求破局,

为中华儿女于精神被动下争主动奠定了精神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动特质,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表现:一是“自强不息”的斗争品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首重自立自强,将民族

的赓续繁荣、事业的兴旺发展寄托于不懈奋斗之上,体现出于斗争中求主动的精神品格。 二是“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中华民族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凝练的

深邃智慧。 在这一朴素辩证思维的引领下,中华文明逐渐熔铸起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于各

种风险因素的理性审视,体现出思变、思危、思亡的忧患意识。 三是“其命维新”的进取品质。 中华文明

能够赓续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文明所内蕴的求新求变特质。 在对于生存环境的辩证审思中,中华民族始

终以“顺时应境”的进取观为指引,保持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在开放包容中汲取时代菁华,实现自身的把

握时代、融入时代和引领时代,进而展现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8] 的进取品质。 中华文明精神主

动特质的赓续,是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思想构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精神主动理论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在聚焦、融入和引领时代中,始终立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现实需要,接续探索精神主动理论,形成了立场鲜明、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

·73·



领导集体,立足近代中国被压迫被殖民侵略的现实境遇,强调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造成中国人民精神

被动的根本原因。 同时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极大限制了中国人民的精神自由。 为了彻底扭

转“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 [9]1514 的困局,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

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精神主动奠定了坚实根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立足改革开放的时代诉求,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 [10]208,逐渐积累并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成为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战略

支撑。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先后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任务、新形势出发,接续推进

人民精神主动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保证” [11] ,强调人

民精神主动水平的提高要充分聚焦现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

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2]2278-2279,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3]35

等战略课题进行了系统谋划。 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精神主动的理论探索,引领人民完成了精神上由

自卑到自信,并持续走向更高水平精神主动的伟大转变。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主动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形成了关于精神主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成为新

时代党引领人民追求精神主动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足“四个自

信”的战略高度及其辩证联系把握精神主动。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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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 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 [15] ,从而明确凸显出把握文化根脉,进而充分彰显人民精神自信,实现精神主动的深刻逻辑。 同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16]9 ,进而明确凸

显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追求精神主动的底气。 二是聚焦“两个结合”的历史高度及其辩证关系把

握精神主动。 “两个结合”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拓

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途径” [17] 。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

刻阐释,指出“ ‘结合’的前提是相互契合……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

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8] ;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8]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将党关于

精神主动问题的把握推向了新的认识高度,从一般规律层面为新时代中国人民追求精神完全主动奠

定了学理根基。 三是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高度把握精神主动。 在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21 的全新战略命

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系统阐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1]22 ,进而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本质层面,凸显出实现人民精神主动,建设高水

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核心主题,便是立足深刻的物质变革,在对精神世界的构筑中,不断变革民

族、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面貌。 党的百年奋斗史同时也是精神生产史,是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精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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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伟大斗争史。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精神被动状态得到根本性扭转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本国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使中国人民处于双重精神压迫之

下,精神世界极度压抑,精神状态极其自卑,精神上的自疑、自否成为当时国人的常态。 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前,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探索均告失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民族和人民被奴役的命运。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18]3 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始终秉持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独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把旧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9]663,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从

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9]1516,中国人民的精神被动状

态自此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二)新中国成立后党引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追求精神主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顺利完成“三大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

命的过渡,并迅速投入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20]696 的伟大事业中,为实现中国人民精神主动奠定了坚实物质根基。 在此基础上,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旋即展开。 通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两种文化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的明确,即

“由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

素” [19]704-705,党领导人民进一步深化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腐朽落后文化的批判,进一步克服“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

在” [21]215,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入人心。 同时,党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工作方针,极大

地释放了文化活力,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党还对文化问题上的“古今中外”关系进行了科

学剖析,确立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开创了“尊古而不复古,学洋而不媚洋”的文

化发展新局面。 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的精神自信状态有了愈发坚实的物质支撑,愈发深厚的文化涵

养,精神主动水平大为增强。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精神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党和国

家各方面事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型,在我国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

水平持续提升的同时,由市场经济所衍生的各种腐朽、落后观念开始滋生、泛滥,为人民追求精神主动带

来负面影响。 为此,党从宏观战略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谋划,认为“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22]28,指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 [23]8-9,“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

的一时发展” [24]24,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制度性安排。 同时,党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精神主动实践的理论支撑持续夯实。 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融入世界发展的开放格局中,中国人民迅速摆脱了精

神迷茫状态,在事业发展中积极奋斗,贡献力量,积极性、主动性空前高涨。

(四)新时代党引领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实现精神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立足新的时代方位,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统领,接续推进实现人民精神完全主动的实践探索。 具体而言:一是制定了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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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使人民精神主动的目标可感可知。 进入新时代,党立足中国事业发展实际,制定了系统、科学

的战略规划。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相继确立了“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21。 在战略目标谋划与战略规划实施的辩证统一中,中国人民精神主动目标内

蕴其中,实现了由抽象到具象的转化,愈发清晰可感。 二是推进了事业的发展进步,使人民精神主动的

基础持续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展动能强劲输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人民实现精神主动的物质基础空前夯实,中国人民所展

现出的强大信心、必胜信念空前巩固,精神主动达到历史新高度。 三是确立了崭新的指导思想,使人民

精神主动的引领旗帜鲜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统筹谋划与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系统

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18 这一

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其科学立场、观点、方法为新时代人民的

精神主动奠定了科学根基。 四是实现了党建的不断加强,使人民精神主动的组织坚强有力。 “办好中

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14]22 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支撑,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强化,“四个意识”“两

个维护”深入人心,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在革命性锻造中,党对中国事业的领导力不断增强,人

民精神主动实践的组织核心地位愈发凸显。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实践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给中华

大地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带来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百年实践,积淀其丰富

的实践成果,支撑起中国人民持续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实现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根本性转变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从文化精神层面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妄图磨灭其反抗意志。 中国

共产党矢志变革旧中国,重建民族精神世界,根本转变人民精神面貌,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实现了中国人

民由精神附庸向精神独立的根本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实现民族完全独立为奋斗目标,

在取得经济完全独立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附庸境地,取得了完全的精神独立地

位。 二是实现了中国人民由精神自疑向精神自信的根本性转变。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极度

压抑,人民在精神世界的构建中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遭到巨大挑战。 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引领,实现了国家、民族的富强,中国人民的底气不断提升,

自信持续增强,精神状态日益昂扬饱满。 三是实现了中国人民由精神被动向精神主动的根本性转变。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精神附庸地位的打造,直接决定了人民精神世界的被动,追求思想解放

的努力处处受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通过物质革命与文化建设相统一,极

大地释放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使之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精神主动水平持续提升,向着精神完全主动

的目标积极迈进。

(二)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具有内在革命性特质的精神内容生产为支撑,引领中国人民重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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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精神主动。 在此过程中,党的革命精神成果逐渐积累并体系化、系统化,形成了“贯穿百年历史的

全过程,内容涵盖社会领域的多方面,承载主体更是丰富多样” [25]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是质与量、源与流、古与今的辩证统一,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一是就质与

量而言,党的革命精神生产贯穿于中国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基于不同时代现实境况与革命任务的具体要

求,数量丰富、特征鲜明的革命精神成果应时应运而生,但贯穿其中的本质内核始终如一。 坚持无产阶

级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坚持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等熔铸于党的百年精神生产实

践之中,从而实现了党精神谱系质与量的统一。 二是就源与流而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之源” [26]8。 革命先驱的不懈奋斗,铸就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26]8,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根本宗旨、

政治品格、
 

优良作风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呈现” [27]20,奠定了党的精神谱系的根脉。 党的革命精神生产

史,同时也是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精神谱系之间由源至流的辩证运动史。 三是就古与今而言,党的精神

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华文化沃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辩证统一的产物,其中既蕴含有自

强不息、天下大同、以民为贵等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实现了对人类文明的借鉴、吸收,实现了古与今的辩

证统一。

(三)建设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

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22]63 能够创造出更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既是社会主义自身优越性的关键呈现,更是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重要基础。 党于物质革命中推

进精神生产实践,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党构筑精神文明的过程。 以此为支撑,中国

人民实现了精神被动到主动,再到完全主动的蜕变。 具体而言,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建设了高度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建设起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对

于人民的强大引领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而“极端重要”的地位,决定了意识形

态工作必须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全党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28]337,“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9] 。 二是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的逻辑主线,即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价

值体系的辐射范围,持续深化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 我们党始终将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以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作为一项国家基础、战略工程常抓不懈,并在时代新人培育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

方面予以凸显,使社会文明蔚然成风。 三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根铸魂,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 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以先进的文化内容为支撑,党不断增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 [8]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追求物质文

明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拓展精神文明,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四)凝聚了空前团结统一的中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始终围绕“如何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这一根本主题行动,尤其重视通

过建构人民精神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8]19。 而基于党引领

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实践,逐渐凝聚起空前团结统一的中国力量,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接续发展提供了强

劲动力,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高度认同,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

救和发展中国。 二是中国人民“四个自信”空前高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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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的主题” [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百年奋斗的伟大结晶,更是支撑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的根本依托。 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前进方向高度认同,对于民族必定复兴的信念、信心极为

坚定。 三是中国人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信念坚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 [31]36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彻底变革,不断为民

族复兴积累物质成果。 在此基础上,党引领人民持续增强精神主动,不断深化对于民族必然复兴的信

念、信心,使中国人民以愈发昂扬、主动的精神状态行进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之上。

四、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经验启示

百年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物质层面为中华大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持续推动人民精神世

界变革与重构,完成了人民精神状态根本性转变,为中国事业的发展持续输出强劲精神动力。 党也在引

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实践中积累起宝贵经验,对伟大事业的接续推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前提

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有效开展,其根基在于理论能否保持对于现实的强劲解释力,这要求必须

以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前提。 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保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

动“守根基之正”的前提。 精神生产是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阶级立场的差异决定了精神

产生的根本方向与服务对象。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坚定立足人民立场,所主导的一切精神生

产实践,均是以服从、服务于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落脚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根本要

旨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中国事业,确保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伟大实践始终

扎根人民立场,坚守正确根基。 二是实现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拒教条之误”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真理性无可争议,是引领无产阶级“变革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

也特别强调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32]3。 毛泽东多次告

诫全党不要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

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19]534。 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实践要保持良性的发展态势,拒绝教条主义的

窠臼,则必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土壤,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是推动引领人民

掌握精神主动“创时代之新”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逻辑内核在于保持理论与现实的同

频共振,既实现科学理论对中国的引领,还要将中国的现实问题、时代的重大课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视野之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因此,党能够引领人民完成精神状态的根本性转变,其根

源在于党始终立足人民立场,聚焦人民利益的维护与发展,科学推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变革。 同

时,党在引领人民掌握精主动的探索中,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理论。 在理论与实践的

辩证互动中,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伟大实践以创新为魂,走在时代之先。

(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重构精神世界,进而实现精神状态根本性转变的前提。 坚持党

的领导是实现人民精神主动的基础,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中国人民掌握精神主动

实践的正确方向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认识、把握、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而

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改造,更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精神

文化发展主线,以及精神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 因此,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实践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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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正确方向的基础。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凝聚中国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实践的磅礴力量的基础。 中

国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实践是一项历史工程、国家工程,既要从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凝聚起一代代中国人

的奋斗意志、进取思想,更要从现实的维度上,凝聚起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统一信念。 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系统承担起如此艰巨的任务,团结带领人民在接续奋斗中

回应时代课题,迎接时代挑战,谱写人民的崭新精神史诗。 三是坚持党的领导,是落实中国人民掌握精

神主动实践的战略规划的基础。 中国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实践没有止境,需要在具体的时代条件下,持

续地回应时代之问,应对时代挑战。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引领人民在科学的战略

规划中行动,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主动。

(三)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是支撑

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坚守思想旗帜,将唯物主义立场一以贯之,以物质文明

建设为人民精神主动提升奠定坚实根基的过程。 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持续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22]64“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 [22]225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

践已经充分证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是持续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

前提,更是解决中国事业各方面问题的总钥匙。 物质文明大发展构筑起人民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的高度认同,也支撑起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持续彰显,赋予人民精神主动的伟大实践。 二是有力发展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

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33]9 发

展、繁荣精神文明,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在民族复兴曙光依稀可见的关键时刻,强大的精

神文明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意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的“助推剂”。 而精神文

明的建设高度由物质文明发展程度所决定,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是支撑起思想内核更先进、服务范

围更广泛的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基所在。 三是持续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之初,邓

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22]123,从而将共同富

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34]501

(四)坚持开放视野是保证

坚持开放视野对于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保证作用,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表现:一方面,在历时

性维度上,坚持开放视野是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实践能够贯通古今的保证。 包含文明创造、发展实

践在内的一切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具体的,均是在既定时空场景下由既定主体所开展的,因而“人们自己

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

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669。 所以,保持对于“过去条件”的理性审视、批判,

打通古代文明积淀与现代文化发展之间的互通渠道,是从历史发展的历时性纵向维度上,保证当代中国

共产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的具体实践,能够始终在贯通古今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足养分,

进而持续描绘当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构筑的鲜亮民族底色。 另一方面,在共时性维度上,坚持开放视野

是党引领人民掌握精神主动实践能够融通中外的保证。 “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

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 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35]162 “只有开放发

展才能赢得机会” [36] ,文化的交流互鉴是持续获取文明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

平总书记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我们要铸就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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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

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24]406。 可见,始终以开放的视野聚焦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在“以我为主”与“融通

中外”的辩证统一中,深刻把握精神文明建构的核心要义,是党能够引领人民持续掌握精神主动的关键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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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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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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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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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spirit
 

to
 

active
 

spirit.
 

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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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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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he
 

spir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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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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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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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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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spirit
 

and
 

initiative.
 

I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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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d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ir
 

ment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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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
 

built
 

a
 

high
 

degree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gathered
 

unprecedented
 

unity
 

of
 

Chinese
 

forces.
 

In
 

terms
 

of
 

the
 

future
 

dimension,
 

the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need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continuation
 

of
 

a
 

higher
 

level
 

of
 

spiri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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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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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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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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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found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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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romo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support,
 

and
 

adhering
 

to
 

an
 

open
 

perspective
 

as
 

th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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