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6
Jul .２０２５

第 1 卷第 6 期
２０２５年 7月

185

西柏坡精神：历史、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

张璐1

（1.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西柏坡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新中国成立及后续发展意义深远。本论文深入剖

析其形成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工作重心转移和复杂国内外环境的历史背景，系统阐述“两个务必”、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等内涵。详细论述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体现，以及在当代全面从

严治党、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价值。并从教育传承、文化传承、实践传承等多路径提出传承

策略，旨在为推动西柏坡精神传承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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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柏坡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在
这一时期所孕育形成的西柏坡精神，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新中国成立的道路，并在新中国 75年的光辉
历程中持续闪耀，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2曾深刻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艰苦奋斗。”这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西柏坡精神在当代的重要指导意义与价值指向。西柏坡精神诞生于
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彼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严峻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出
的 “两个务必”“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等精神特质[1]，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精
神基石，更是在新中国 75年的风雨兼程中，持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智慧启迪。深
入探究西柏坡精神的历史渊源、精准把握其时代价值，并积极探寻切实可行的传承路径，对于在新时代传承红色
基因、坚守初心使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与深远价值。

二、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
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逐渐占据优势，但面临的战斗依然激烈而残酷。这一时期，党
中央在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需要高度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2]。例如，在辽沈战役中，
对于作战方向和关键战役的抉择，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先攻打锦州，这一决策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但却是实现东北战局乃至全国战局根本性转变的关键一步。这种在战略决战关键时刻的决策过程，孕育了西柏坡
精神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特质。

（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长期以来，党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
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然而，城市工作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西柏坡
时期，党开始积极探索城市管理、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规律。如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着如
何恢复城市秩序、稳定物价、安置人员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党一方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党员干部的城市工作能力，这为西柏坡精神中依靠群众、团结统一以及“两个务必”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
础[3]。

（三）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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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严重，民不聊生，但仍妄图通过政治欺骗和军事顽抗来维持其
统治。中国共产党既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要在政治上赢得民心，在经济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基础。国际上，
美苏冷战格局初现端倪，美国对中国革命持观望和干涉态度，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局势。在这种复
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例如，在与国民党进行和
平谈判的同时，坚决准备军事斗争，不被外部势力所左右，这种独立自主、坚定自信的态度成为西柏坡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三、西柏坡精神的内涵

（一）“两个务必”：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1.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胜利诱惑。然而，历史上众多农民起义和革命运
动在胜利后因骄傲自满而失败的教训历历在目。西柏坡精神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能
够正确对待成绩，清醒认识到面临的挑战和困难[4]。例如，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
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不盲目自大，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完善自身发展模式。

2.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西柏坡时期，尽管革命形势向好，但物质条件仍然匮乏。艰苦奋斗不仅仅
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中，如在“三线建设”时期，广大建设者们在艰苦的
环境中，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建设起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当代，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艰苦
奋斗精神依然在科技创新领域得到体现，科研人员为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夜以继日地工作，不畏艰难险阻，努力
推动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

（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勇气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和复杂的局势，但始终坚定斗争信念。三大战役就是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典范。在辽沈战役中，面对国民党军的坚固防线和优势兵力，人民解放军毫不退缩，奋勇作战。淮海
战役更是在兵力和装备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通过巧妙的战略战术和顽强的战
斗意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再次彰显，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
远不如美军的情况下，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与美军展开殊死搏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捍卫
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新中国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5]。

（三）依靠群众、团结统一：力量的源泉与保障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依靠。西柏坡时期，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开展，广大农民获得土地，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农民们踊跃参军支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支
持。例如，在淮海战役中，数百万民工推着小车，为前线运送物资，形成了战争史上壮观的支前景象。同时，中
国共产党注重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广泛吸纳各界人士参与
新中国的建设，形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在应对自然灾害时群众
的齐心协力，还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参与，都体现了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精神的强大力量[6]。

四、西柏坡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历程中的体现

（一）在政治建设方面

1.新政协会议与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确立

西柏坡时期筹备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会议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精
神，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广泛交流，共同商讨新中国的政治架构。通过新政协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为新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民主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中，这些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政治协商凝聚各方共识，顺利推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改
革开放以来，政治协商制度为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意见，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重要平台[8]。

2.政权建设与干部队伍培养

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开始着手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规划，包括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职能划分等。同
时，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干部，为新中国的政权运转提供人才保障。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干部成为各级政权的骨干
力量，他们秉持西柏坡精神，廉洁奉公，积极为人民服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主
义建设、改革开放等进程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如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广大基层干部深入贫困地区，与群众并
肩作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体现了干部队伍传承西柏坡精神，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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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经济建设方面

1.解放区经济建设与经验积累

西柏坡时期，解放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9]。同时，解放区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扶持公营和私营企业，建立起初步的新民主主义经
济秩序。例如，在一些解放区发展了纺织、造纸等轻工业，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需求，还为解放战争提供
了一定的物资支持。这些经济建设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
恢复农业生产、扶持民族工商业等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都能看到解放区经济建设经验的影子。

2.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

在西柏坡，党中央开始思考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工业化的构想，同时
也重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 “一五” 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起
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后续的发展历程中，尽管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始终围
绕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调整和完善经济发展战略，如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也是对西柏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与发展。

（三）在文化建设方面

1.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西柏坡时期，红色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通过宣传党的政策、革命事迹、英雄模范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情怀。例如，在解放区的文艺演出、报刊宣传等活动中，大量传播红色文化内容[10]。新中国成
立后，红色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不断涌现，如《红岩》《青
春之歌》等文学作品，以及《地道战》《地雷战》等影视作品，这些作品传承了西柏坡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使红色基因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2.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

在西柏坡时期，党就开始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解放区开展扫盲运动，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新中国
成立后，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大规模发展。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从文化艺术的繁荣到科
学技术的创新，文化教育在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1]。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
穿着西柏坡精神中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理念，广大教育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
奋斗。

五、西柏坡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价值

1.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西柏坡精神中的“两个务必”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在当今时代，党员干部面临着各种诱惑
和挑战，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尤为重要。通过开展党内教育活动，如“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12-15]，让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西柏坡精神，增强党性修养，时刻保持对党
纪国法的敬畏之心，自觉抵制腐败行为，做到廉洁自律。例如，在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部分党员干部
丧失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被权力和金钱所腐蚀，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传承西柏坡精神对于强化党性修养的必要性。

2.加强党内监督与制度建设

西柏坡时期，党就注重自身纪律建设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当代，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
完善制度体系。西柏坡精神启示我们要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6-17]。如党的巡视制
度不断完善，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防止党内出现特权阶层和腐败
现象，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始终能够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二）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价值

1.激发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力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鼓励在经济领域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在当今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环
境下，中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企业和科研人员要发扬西柏坡精神，勇于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难题，如在芯片技术研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加大创新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西柏坡精神
也激励创业者勇于开拓市场，在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中国经济从传
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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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倡导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不能丢。无论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还
是个人在消费观念上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都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一些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和原材料消耗，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社会层面，倡导简约适度的生活方
式，也有利于形成绿色消费文化，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

（三）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价值

1.增强群众凝聚力与向心力

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西柏坡精神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8-19]。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关注民生福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在社区治理中，鼓励居民参与
自治，共同解决社区面临的问题，营造和谐社区环境。在国家层面，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政策措
施，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与社会风尚

西柏坡精神倡导的团结统一、互助友爱等理念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在社会生活中，
倡导人们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广大志愿者秉承西柏坡精神，
无私奉献，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服务，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营造和谐、友善、互助的社会氛围。

六、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传承路径

（一）教育传承：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学校教育的作用：学校作为人才培养核心阵地，通过课程融合与实践活动实现精神浸润。在思想政治、历史、
语文等学科中渗透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与历史意义，例如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同时，组织参观
西柏坡纪念馆、主题演讲比赛等实践活动，强化学生对艰苦奋斗、团结统一等精神的理解与认同，提升综合素质。
例如石家庄市以“红色教育+青年实践”推进红色精神传承与青年发展深度融合，以西柏坡精神引领新时代青年砥
砺前行。

媒体宣传的策略：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传统媒体通过专栏、纪录片深度解读精神内涵，新媒体利用短视频、
H5 等形式扩大覆盖面。例如，制作西柏坡精神动画短视频在抖音平台传播，结合纪念馆参观攻略增强互动性。
建立媒体合作机制，联合制作综艺节目、知识竞赛等，同时通过数据分析评估传播效果，动态优化策略。在 2025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一项聚焦西柏坡红色基因传承的研究成果引发广泛关注。研究团
队通过实地调研、数字化分析与多维度实践探索,系统梳理了“赶考精神”的当代价值,创新性提出红色基因传承路
径,为红色文化焕发时代生命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样本。

（二）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传播形式

艺术创作的多元呈现：鼓励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创新表达。画家可通过油画再现三大战役场景，音
乐家创作合唱曲传递精神力量，戏剧编排重现历史故事，以直观艺术语言激发情感共鸣。

文化活动的创意开展：举办主题文化节，整合展览、演出、论坛等板块。例如，通过文物复制品展览展示历
史背景，组织专家论坛研讨时代价值，同时开展文创设计大赛，开发笔记本、茶具等融入西柏坡元素的日常用品，
实现精神文化生活化渗透。

文化场馆的互动体验：运用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场景，如虚拟七届二中全会现场，让参观者“亲历”历史
决策；通过 AR 技术激活文物展品的历史故事，增强感知力。文化馆、图书馆开展读书分享会与 “流动文化课
堂”，扩大基层覆盖面。

（三）实践传承：推动社会行动践行

红色旅游的价值：红色旅游兼具教育与经济功能。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超 8000万人次，通过实景参观与
志愿讲解，使青少年在实践中传承革命故事。当地依托景区发展全域旅游，打造 50 公里精品线路，带动民宿、
餐饮等产业，梁家沟村村民年人均旅游收入超万元，实现精神传承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志愿服务的意义：志愿服务体现西柏坡精神的实践品格。例如，高校社团通过“展志愿风采”活动，将理论宣
讲与医学检测、文化服务结合，践行团结统一精神；社区联合高校开展主题宣讲，通过互动问答激发居民参与社
区建设的热情，彰显艰苦奋斗的担当意识。

七、结论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成果，它贯穿于新中国成立的光辉历程，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有着深刻的体现，并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通过
教育传承、文化传承和实践传承等多路径的协同推进，能够让西柏坡精神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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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我们要深刻认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和意义，传承和弘扬这一精神，将其融入到党的建设、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各个环节中。通过传承西柏坡精神，加强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思想保障。让西柏坡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
眼的光芒，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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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Xibaipo: Historical, Contemporary Value, and Inheritan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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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baipo Spirit occupies a key posi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 and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it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ts formation in the strategic decisive battle of the Liberation War, the shift of work focus, and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s of "two musts", daring to struggle and win,
and relying on the unity of the masses. Elaborate on its manifest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New China, as well as its value in contemporary comprehensive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propose inheritance strategies from multiple paths such as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actical inheritanc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Xibaipo spirit and assis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Xibaipo Spirit; Historical backgrou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Time value; Inheritance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