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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时也曾这么评价：“除非我们同时把

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

他。” [2]列宁为了完成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同取消主

义、召回主义等软弱妥协的不良思想也进行顽强斗争，

才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二）发扬斗争精神展现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鲜明

品格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尽 管 没 有 明 确 提 出 “ 斗 争 精 神 ” ，

但是在他们指导革命，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论述中不乏

“坚定”“勇敢”“抵制”“消灭”“战斗”“斗争”

等词汇，他们在失败的教训中所总结出的关于斗争的论

述播下了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精神的种子。列宁坚持了马

克思恩格斯的斗争思想，并结合俄国革命实际，将斗争

精神同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更紧密地

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在继承马克思主

义 经 典 作 家 关 于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斗 争 精 神 内 涵 的 基 础 之

上，时时处处都包含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中国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

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

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3]共

产党人的崇高事业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保持无

产阶级政党斗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中不断得以实现的。

（三）发扬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有

力武器

中国革命初期，面对拥有大量农民的边界各县党组

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若不给以无

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4]这里所

指的思想领导，就是要引导树立坚定的斗争意识，“下

斗 争 的 决 心 ， 有 耐 战 的 勇 气 ， 才 能 增 加 武 器 ， 练 出 好

兵”。[5]毛泽东还将理论学习重要性与增强党的斗争能力

联系起来，他号召全党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以此

增强全党战斗能力。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丢掉幻想，

准 备 斗 争 》 中 强 调 ， 中 国 人 民 的 革 命 一 定 会 依 照 “ 斗

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条

铁律，不达胜利决不罢休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支援

朝鲜抗美、应对苏联撤资、三年自然灾害等挑战中，无

一难关不是靠斗争精神支撑。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

调应当“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

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6]以此不断

推进改革。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证明，唯有保持十足的

警惕意识和斗争精神，才能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

进。

（四）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

中 国 共 产 党 诞 生 在 苦 难 深 重 、 危 机 四 伏 、 内 忧 外

患的历史时期，为了完成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

史任务，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就

是其精神源头。党自成立以来，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

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永不褪色的五星红旗，写

就了苦难辉煌的历史画卷，塑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 精 神 特 质 。 毛 泽 东 曾 说 ， 从 鸦 片 战 争 到 1 9 4 5 年 抗 日

战争胜利的一百多年期间，中华民族面对列强的欺辱和

侵略，打赢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大涨了民族志

气。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历

史 性 决 策 ， 把 不 可 一 世 的 美 帝 国 主 义 打 到 了 谈 判 桌 子

上，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

创，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了颜色，共产党失去了执政

地位。面对“历史的终结”的严峻考验，我们赢得了这

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

确航向。当前，正处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动荡变革不

断加剧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坚信不想斗争不切实际，只

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能推动党和人民的

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发扬斗争精神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

业，直面于世界动荡变革风高浪急的严峻考验。习近平

强调，我们能不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

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一代

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

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要回答好这

一历史课题，必须发扬敢于善于亮剑的斗争精神。

（一）发扬斗争精神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

位的本质要求

正本清源，导航引领。习近平指出：“国内外各种

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

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7]当今社会，全球化的不

断深化和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人们接受的多元思潮越

来越多，而少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辨别力和

斗争敏锐性是较弱的，他们无法拆解西方媒体包装精美

的西方假性普世价值观的糖衣炮弹，进而成为不理智的

吹嘘民主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而不自

知。苏共前车之失，殷鉴不远，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上的

动摇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因此，我们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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