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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课
资料，治学态度严谨。后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王

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寓居于岳麓书院，曾每日面对

“实事求是”牌匾，对这个古老命题认真思考。毛泽东

引兵去井冈山，实行军事割据，勇闯革命新路，体现

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指出：“‘实事’就

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就是求规律、求真。先人敢闯新路的思想

也非常丰富。《杂卦》明确指出：“‘革’，去故

也。‘鼎’，取新也。”成语“革故鼎新”即由此而

来。《礼记·大学》则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历史就是一部革新

求变的历史。

湖湘文化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近代

湖南人才辈出，造就了“无湘不成军”“一部中国近

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等声誉。湖湘文化的主要特

点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倡

导力行，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等。湖湘文化在出生

于湖南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

的体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引兵去井冈山，保

存力量后再图发展，体现了湖南人实事求是、敢于担

当的精神；在井冈山艰难转战开辟崭新的革命道路，

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体现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闯

劲。井冈山斗争实践，汲取了实事求是的精髓，从革

命实际出发，是需要勇气和智慧去突破和创新的，这

是共产党人对先人的敢闯新路思想的生动实践。实事

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赋予中国古语“实事

求是”的新内涵。

艰苦奋斗攻难关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从

来就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人民一直保有艰苦奋斗

的精神，他们不畏艰险、越挫越勇、迎难而上；不惧

穷困、克勤克俭、建功创业。“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等，“愚公移山”的故事等，正是古代中国人艰

苦奋斗的生动写照。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面对敌人的

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生活极其艰难。此时，共产党

人在井冈山的艰苦奋斗，不仅体现在勤俭节约、吃苦

耐劳、艰苦创业等方面，还体现在在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灯塔的照耀下，鼓舞人民百折不挠、不畏艰难地努

力奋斗。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从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到今天

党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艰苦奋斗成为党的优良

作风，成为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

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上井冈山，经过的地区

大都是客家人聚居地。客家人的根在中原，为躲避战

争、饥荒等，客家先民多次迁徙，在与当地居民的交

流融合下，形成了客家文化。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

据地，就是得到了客籍农民、绿林好汉袁文才和王佐

的帮助，没有袁文才“打开山门”，工农革命军难以

在此立足。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到湘

南，最后上井冈山，所经地区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客家人具有爱国爱乡、耕读传家、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团结奋进等特点。客家人因为土地资源的贫瘠，

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可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吃苦、更勤

奋、更节约。虽然井冈山的斗争艰苦卓绝，但是大山

深处的客家人苦惯了，他们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

客家文化中坚忍不拔、勤俭节约的精神，赓续到“艰

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之中。

依靠群众求胜利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尚书》记载：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

人”。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将人民与国家和国君相比，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

的、国家次之、国君再次之。荀子指出：“君者，舟

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充分地

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既可以支持统治者，

也可以推翻统治者。中华文明中的民本思想，体现了

关注民众疾苦、重视民众力量的价值取向，但其主要

目的还是“存社稷、固君位”，即为了巩固封建专制

统治，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井冈山斗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了群众的力

量，积极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最终获得

群众的支持，才使得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

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认同并践行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

一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制

定第一部《土地法》为广大穷苦百姓分田分地，从而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结果“得民心者得天

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人民立场。

总之，井冈山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是我们党应对新征程上的各种挑战、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