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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

实践中，孕育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精神谱系，其中就包括

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在领导创建苏区的斗争实践中凝聚而成的一种革命

精神。南梁精神是党带领广大军民在陕甘边区的革命

斗争实践中孕育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南梁精神为苏

区精神的孕育形成做出了贡献，既是苏区精神的具体

体现，也有独具特色的内涵。本文拟从时代背景、精神

内涵和新时代价值等方面切入，对苏区精神和南梁精

神的契合性进行探究。

一一、、孕育形成的时代背景契合孕育形成的时代背景契合：：土地革命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战争时期

任何一种革命精神的产生都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密

切相关，植根于一定的环境和革命实践。苏区精神和

南梁精神都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创建、

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因此，两者孕育形成

的时代背景相契合。

（一）孕育形成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

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初心

革命精神源于革命实践，革命实践的发展源于中

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即使革命遭受失

败仍然坚持真理、坚持进行不屈斗争，这是推动革命发

展的内生动力，也是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孕育形成的

内生动力。

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是对井冈山斗争及之前

革命斗争的延续。井冈山斗争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多

省“会剿”后，中国共产党人进而转战赣南、闽西寻求新

的发展空间，但探索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世界的初心始

终没有改变。经过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

了十多块苏区，苏区各项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正是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初心不改，才使得中央苏区成为

全国各大苏区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大最重要的一

个”。

陕甘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同样源于共产党人坚持

依靠真理探索革命道路。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共产党

人广泛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举起西北地区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接着创建南梁游击队、陕

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对强敌的军事“围

剿”，革命斗争虽遭遇多次挫折，以刘志丹、谢子长、习

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动摇革命初心和

信心，没有停止对革命真理和道路的探索。最终，在陕

甘边苏区基础上形成的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

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二）孕育形成的外在条件：有利的革命形势

有利的革命形势，即军阀混战使得苏区周边的国

民党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既是中央苏区和陕甘苏区形

成的有利条件，又是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孕育形成的

外在条件。

利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的有利形势，赣西南、闽

西各级党组织确立正确方针，不断巩固和发展苏区。

“二七会议”后，土地革命运动在赣南、闽西迅速开展，

广大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支援革命。中央苏区三次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随

后，利用国民党军队之间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各自打

着如意算盘”的有利时机，红一方面军广泛发动群众和

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的胜利，中央苏区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初始执政的

伟大探索与尝试，其他苏区革命遥相呼应，在这一过程

中，伟大的苏区精神应运而生。

同样，陕甘共产党人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在远离

陕、甘、宁三省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地区，利用其统治

力量薄弱、地方地主武装力量弱小的条件，进行革命斗

争和创建苏区的尝试，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三

位一体的革命力量，与全国各大苏区共同形成星火燎

原之势。1934年2月，陕甘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

广泛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游击区。1935年粉碎敌人第

二次军事“围剿”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

形成陕甘苏区，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南梁

精神和苏区精神伴随着革命斗争和创建苏区逐渐形

成。

（三）孕育形成的天然条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央苏区和陕甘苏区得以

建立的天然条件，也是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孕育形成

的天然条件。

以赣西南、闽西苏区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地跨赣闽

湘粤四省边界，赣江水系贯穿赣西南，汀江水系贯穿闽

西。闽西的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

隔。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利用多省交界的地理位

置和山地地形复杂的自然条件，在赣西南、闵西苏区深

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土地革命运动。陕甘苏区的中心

南梁地处陕甘边界，是“一脚踏三县”的“三不管”地带，

山大沟深、森林茂密、人口稀少，被称为“梢林地区”，敌

人统治力量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所以，

中央苏区和陕甘苏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远

离大城市的偏远山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地形复

杂、地势险要，能为保存革命力量提供天然条件；多省

交界地带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能为革命斗争争取更

多回旋的余地。因此，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既为两地

革命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又为两种精神的形成创造

了天然条件，艰苦环境中的斗争还丰富了两种精神的

内涵。

二二、、精神内涵的契合性精神内涵的契合性：：南梁精神充分体南梁精神充分体
现了苏区精神的内涵现了苏区精神的内涵

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都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

领导广大军民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

孕育形成的。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艰苦性、苏维埃运动

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性，都在实践

中极大地丰富了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的内涵，都凝聚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和高贵品格。因此，它们

在丰富内涵上有着契合性。

（一）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真实

写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批共产党人辗转从上海经

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等地，穿越重重封锁、历经

千难万险来到中央苏区投身革命；广大军民面对数倍

于己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

剿”战争和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的斗争，并为之付出

巨大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

失利，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抱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

坚定信念，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

央苏区的广大党员、苏维埃干部、群众和红军在坚定的

革命理想信念的支撑下，浴血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被

留下的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等人更是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陕甘苏区的广大军民同样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

人民幸福的目标，毅然进行革命斗争，以不畏牺牲、不

怕挫折的精神发起七十多次革命起义，虽然一次又一

次失败，但是初心不改。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拥有“革命

理想高于天”的追求，不畏牺牲、奉献自我，铸就了苏区

精神和南梁精神的基本底色。

（二）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革命

道路的集中体现

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初以城市为

中心，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都以失

败告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革命经验，探

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从以城市为中心逐渐转向农

村包围城市。在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

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实事求是地通

过调查研究，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

命、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

路。在陕甘苏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革命实践结合，开创根据地建设新局面；形成依托人

民开展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将农民运动与根据地建设

相结合；形成兵运工作、“狡兔三窟”式斗争策略与统一

战线相结合的武装斗争；立足根据地实际，因地制宜制

定灵活土地政策。陕甘苏区革命道路的探索也为中国

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独

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所形成的苏区精神和

南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性与

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

（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型

党的事业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得益于坚持群众路

线。群众路线的重要形成时期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真正践行了群众路线、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既关心群众生活，又注意工

作方法，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倾力支持和衷心拥护，

使中央苏区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各项事业不

断开创新局面。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中央苏区始终坚持一心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

利益、办实事，成了群众路线最早的倡导者、践行者，真

正让千百万革命的群众成了革命最坚实的拥护者，群

众路线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陕甘苏区的开创和

发展，同样离不开群众路线。陕甘苏区的开辟和建立，

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支持；陕甘苏区革命事业的蓬勃发

展，离不开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群众

成为革命真心实意的支持者；陕甘苏区打破国民党反

动派的军事“围剿”更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配合与支

援，他们愿意为了革命参军参战、奉献一切。正是坚持

和践行了群众路线，中央苏区和陕甘苏区各级党组织

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才赢得了

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为这一时期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鱼水情深”的光辉典范，也丰富了两种革命精神“一心

为民”的内涵，深化了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解。

三三、、时代价值的契合性时代价值的契合性：：历久弥新历久弥新

作为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苏区精

神和南梁精神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为党员干部

谋事创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理想信念之“钙”

理想信念是干事创业之“魂”，苏区精神和南梁精

神的精神内核都是坚守信念。正是有了坚定的信念，

面对挫折、“围剿”，苏区革命反而蓬勃发展，苏区政权

日益巩固发展，全国十几块苏区成就星火燎原之势；陕

甘苏区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革命后期

以“硕果仅存”成为革命的火种。这一时期，许多共产

党人和革命先驱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艰苦、不怕坐牢，

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真正做到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而献身。坚定理想信念也就成为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

的内核，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和精神高

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要坚守精神高地、坚定

理想信念，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够抵制诱惑、经

受考验，防止因缺乏理想信念之“钙”而得“软骨病”。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苏区人民之所以愿意倾其所有支援革命、不畏牺

牲参军参战，就因为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

群众路线，始终秉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干实事的

初心。一心为民的群众路线和理念，构筑了苏区精神

和南梁精神的基石，也是两种精神的现实落脚点。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更需要践行群众路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

这样，我们的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开展和推进。

（三）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争创一流的业绩

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在中

央苏区、陕甘边苏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弘扬求

真务实的作风，进行调查研究，使得两大苏区在革命斗

争、政权建设中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

策。在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后，争创一流，开创工作新

局面，这也成为两种精神的精髓要义所在。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

题更加繁杂，只有保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争创一

流的标准要求，才能顺应新时代的发展潮流。这也是

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的法宝。

总之，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孕育于伟大的苏区革

命实践，南梁精神既是苏区精神的一部分，又独具特

色，两者在产生的时空背景上具有契合性，中国共产党

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初心成为两大精神产生的

内生动力，有利的革命形势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则

成为两大精神孕育的重要条件。在精神内涵上两者更

是具有相通性，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

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践行群众路线的真

实写照。新时代，两者仍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坚

定信念、一心为民、求真务实等精神要义都是新时代开

辟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不竭动力。除上述论及的契

合性探究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层面和视角对苏区精

神和南梁精神进行比较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强大智力支持。（陈安系江西省赣州市中央苏区

研究中心苏区精神研究所主任、所长；黄敬荣系江西省

瑞金干部学院教师）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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