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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YUAN

论苑

从早期共产党人教育背景
试论“红船精神”的文化基因传承

■ 平湖市委党校 刘 颖

C3平湖版

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
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
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
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红船精神”是近代社会变革背景下，中
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
实践过程中有机结合的产物，更是早期共产
党人为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勇往直前，置
生死于不顾的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红船
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是中国
革命精神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
伊始。

近十几年来，对于“红船精神”的研究，
学界深挖理论内涵、深悟理论精髓，“红船精
神”研究的数量可观。然而，现有文献中，

“红船精神”研究的同质性较强，多学科观点
不足，而且，立足于史料挖掘以及从文化层
面解读“红船精神”的文献也不多见。由此，
本文试图拓宽“红船精神”研究的学术视域，
基于教育背景与人格塑造之间的关联，试图
从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角度，
进一步探讨“红船精神”和传统文化之间的
渊源，以及在当下如何进一步弘扬的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
究》一书及相关文献资料统计，早期共产党
员共58名，除郑凯卿外，其余57名早期共产
党员均在国内正式接受过不同形式的基础
教育。当时国内的基础教育主要分为两个
部分，以私塾为主的旧式私学教育和以各类
学堂为主的新式教育，早期共产党员中有超
过80%的接受过私学教育，近90%的接受过
学堂教育。私塾教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初经历改革和取缔，但是各种形式的私塾
其核心教育内容未变，还是以儒学礼教为基
础。学堂教育大多受“中体西用”思想影响，
西学虽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中学的根基地
位是毫不动摇的，而且中学授课教师一般是
名师大儒，这就使得新式学堂中传统教育仍
然占据很重要的部分。总之，无论是私塾还
是学堂，其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息息相关、休
戚与共。

（一）少时以围绕儒学内容为主的私塾
教育

私塾教育是封建时期各类私学的统称，
承载着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教育，承担
着封建社会启蒙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任
务。清末民初，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
学堂一夜涌现，传统私塾逐渐衰落。然而由
于新式学堂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所以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私塾教育仍然充当学龄
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依托。大部分早期共
产党人年幼时就在私塾接受识文断字的教
育。他们之中，还有不少的祖辈、父辈本就
是秀才或举人，其本身或就是塾师，都有深
厚的家学渊源，或者经引荐拜相识的秀才或
儒师以求学。李大钊 6岁入私塾，学习传统
儒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陈望道 6岁
入学，在私塾读书10年。还有不少早期共产
党人，其本身就有秀才功名，如陈独秀叔父
是举人，他自己也获得过满清秀才；何叔衡
在学堂求学时，曾被戏称为“穷秀才”。

传统私塾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伦理、识
字、开蒙、常识和陶冶性情等几大类。《三字
经》和《千字文》等，都要求儿童注重“五常”，
认真学习，并且对待生活要奋发向上。这些
教学内容既起到识文断字的效果，又有着渗
透道德教化的作用。到后期如果有走科举

之向的，就必学《四书》、《五经》等。总体而
言，清末民初的私塾教育还是以儒家思想的
教化为主，注重伦理和精神层面的修养，强
调仁、义、礼、智、信，虽然经历壬寅学制和癸
卯学制的改革，但是基本内容变化不大。一
方面，由于私塾教育的时段是人成长的关键
时刻，另一方面，以背诵和教化为主的教学
使儿童对知识的记忆深刻，所以少年时期的
私塾教育，对早期共产党人影响深远。李大
钊在私塾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重视儒家民
本和民德，在此基础上批判吸收形成了后来
的民彝、青春人生观、新型伦理道德等思
想。毛泽东读了“六年孔夫子”，正是这段经
历为其古文功底打下良好基础，但是私塾教
育灌输的封建传统思想又激起了他的反叛
意识。

（二）青年时期的教育以奉行“中体西
用”的学堂为主

私塾教育之后，早期共产党人进入新式
学堂学习。新式学堂起源于 1863年的京师
同文馆，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
等的推动下，成为承担清末民初青年教育的
主要场所。清末民初的学堂教育，大体奉行

“中体西用”原则，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术为我所用。这一点在洋务派代表张之洞
的《劝学篇》、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及后面的
清末新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传统文
化的根就深埋在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中。

1904年，清政府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
章程》）颁布后，大批新式学堂建立。就江苏
而言，1904年是99所，到1909年已经有1357
所学堂。癸卯学制要求学堂的立学宗旨是

“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
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
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辛亥革命
后，1912年到 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壬子癸
丑学制，否定了清末教育宗旨中封建君权的
绝对权威与儒术的独尊地位，体现了资产阶
级促进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但
学制颁布第二年就经历袁世凯封建帝制复
辟，新式学堂中的尊孔祭孔活动起复，这一情
况直到袁世凯倒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才有
所改变。因此，从政令角度讲，直到 1916年
废止旧式尊孔读经，新式学堂“中学”的主导
地位才松动；从实际教学讲，因为几份学制接
连颁布，地方教育对上级政令的调试存在滞
后性；从教师队伍讲，清末学堂旧式文人所占
比重大，到民国仍有不少秀才和名儒，所以
1912年学制的实行必然在癸卯学制基础上大
打折扣。故而，纵观早期共产党人在学堂求
学的时间，可以发现大多数在清政府时期参
加学堂教育，极少部分是在民国时期入学
堂。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刘仁静，
1918年时已经中学毕业，新学制对其影响时
间较短。由此，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的学堂教
育中，传统文化的分量显然不容小觑。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道，如果要形成一个
人，那么必须由教育去完成。无论是少时的
私塾，还是青年时期的新式学堂，这些形式
的教育都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成长产生深远
影响，而这些教育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以早期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形成与
传统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华传统文化
发源于春秋战国，灿烂一时，封建王朝后期
由于弊端逐渐暴露和放大，清末民初传统文
化也到了毁誉参半的程度，而新文化运动更
是扛起了反孔的大旗。总体而言，传统文化
中有优秀的部分值得传承，也有糟粕的部分

需要舍弃。早期共产党人正是意识到这种
两面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下，结合具
体革命实践，在取舍之间形成独特的个性，
并集中体现在“红船精神”上。

（一）用马克思主义运动观审视传统文
化中“变”与“不变”的二重性

马克思主义运动观与传统文化中“变”
与“不变”二重性论述之间的碰撞，刺激早期
共产党人形成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马克思主义运动观认为，运动是物质
的固有属性，一切事物都在运动之中。换言
之，一切的事物都处在变化当中，变化是无
条件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变”与

“不变”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
主流文化教育始终捍卫经典认为的“天不
变、道亦不变”。然而，又讲究“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要知道，“天道不变”思想统筹
下的“穷变通久”是儒家入世的法则和信条，
也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来源和依据。
但在另一方面，儒家之外，传统文化中还有
大量优秀的部分，其中小传统教育对早期共
产党人反叛意识的形成也是影响深远。这
种小传统教育大多来自于历史上的种种变
法、起义、改革等。周恩来从小听母亲讲梁
红玉抗金、关天培抗英等故事，深受其气节
影响。邓恩铭从小被水族英雄潘新简反清
的故事所激励，长大后为革命奉献了一生。
张太雷从小随父读《资治通鉴》等史书及古
典小说中的历史故事，学生时自号“长铗”，
以战国时的义士冯驩自期，誓要铲除人间一
切不平事。

传统文化中的“变”，虽然有成功之处，
似乎都没有跳出“不变”的圈子。商鞅变法、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封建权贵的利益，在不
改变封建体制的环境下，必然会困难重重。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未根本改变
小农的经济基础，加之太平天国内部仍然沿
用封建君权制度，最终随着天京陷落而失败
告终。早期洋务派大多是科举教育后做官
的，他们直接承袭经世致用思想，为维护摇
摇欲坠的清廷统治而变法图强，用“中体西
用”原则指导开设新式学堂。受传统儒学教
育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教育影响的维新派
和革命派进行更深层的变革，在中国率先引
进新的国家体制，试图打破这种不变的“天
道”。然而这些变革都没有彻底进行下去，
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中国的前路尚未
全然清晰。“五四”运动兴起，早期共产党
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很多在大学期
间和工作之初研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事物
变化的必然性，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仅
彻底地“变”，而且率先地“创”，更为彻底地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引领历史和时代发
展的潮头，敢变前人未变之处，进行了一次
完全不同以往的颠覆。

（二）汲取传统士人精神中的精髓并在
革命实践中得以迸发

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强调舍我其谁的
社会责任感和杀身成仁的骨气。在救亡图存
的革命实践中，这种深藏于读书人骨子里的
气概被激发出来，为早期共产党人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孔子
强调入仕做官，孟子提倡做大丈夫，墨子以

“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这些都展
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和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然而，在实践中，传统士人因
为经济难以独立，所以只能依附于统治阶
级。虽然最早的士人追求“天道”，从道不从
君，但是到后期由于思想的大一统，大多数士
人对读书做官的兴趣逐渐大过对天道的憧
憬。周佛海就是典型的做官迷，他出身封建
官僚家庭，立志做大官谋富贵，所以党的一大

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诱之下，放弃理想，
走上邪路。当然，这只是个例。

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理性吸收、批判继
承，汲取了传统士人精神中的精髓，拥有高尚
的理想信念，并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早期
共产党人大多出身于条件良好的知识分子家
庭，而且做官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少。陈
独秀出身士大夫家庭，叔父是前清官员，但是
他却毅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之中。俞
秀松在面对官位利诱前坚定拒绝道：“做官？
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心
目中的“道”，不是为了谋求个人仕途和利益，
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幸福，
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

不做官，并不影响早期共产党人对于改
造社会的决心，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粉身碎骨浑不怕，要
留清白在人间”的英雄气节，在早期共产党
人的身上熠熠生辉。据相关统计，有近百分
之四十的共产党早期成员在中国革命道路
上壮烈牺牲或积劳病逝，他们虽然没有见证
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身上凝聚的坚定理
想、不畏艰难的高尚人格，为了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牺牲小我、奉献生命的可贵精神，值
得后人永远铭记。赵世炎被捕后，面对反动
派的威逼利诱，咬紧牙关，没有吐露我党的
半点秘密。邓恩铭在济南被捕，遭受酷刑折
磨仍然坚定革命信念，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
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同
志得以脱险，他本人则壮烈牺牲。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破传
统民本思想的局限

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的传统儒学教育，其
核心是“仁”这一民本思想。儒家民本传统
归结起来有四大要素: 天下为公，立君为民，
政在养民，革命论。早期共产党人对其进行
批判地吸收，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
想，推动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的形成。孔子云：“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
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重视人民的利益和诉
求，但归根到底是把人民作为统治对象，最
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权。如果
遭遇民权与王权的冲突，那么牺牲的必然是
民众。晚清，维新派康、梁和革命派孙中山
等人都曾经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西
方的民主思想作比较，认为民主思想是对传
统民本思想的补充，但是他们都忽视了民本
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然而，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红船精神”传
递出来的民本思想，则是跳出时代的局限
性，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把人
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并结合马克思主
义对人类解放和人全面发展的崇高追求，以
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基调，由此形成了“以
人为本”的思想。这里的“公”不再是狭隘
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群体，而是人民群众；这
里的“政”不再是封建专制政权，而是无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以李大钊为
例，他尤其注重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吸
收。李大钊强调打破民本传统中的阶级对
立，将儒家对民德的重视与现代法治相结
合，并且结合儒家革命论和马克思唯物观大
力推动农民革命的进行，毛泽东、瞿秋白等
人受其思想影响深刻。

为人民奉献的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
属性，这在无数早期共产党人身上得到鲜明印
证。近百分之四十的早期共产党人在革命过
程中流血牺牲，还有的共产党人不仅在革命
中，还在自身的专业领域传承着这种奉献精
神。董必武在继承和创新传统的民本思想基
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刑事诉讼法治思想。他
不畏强权，铁面无私，但是对老百姓却有特殊
情感，不仅提倡司法人员在审判中要亲民，而
且主张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教育背景
可以看出，“红船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渊源之
深，传统文化对“红船精神”的形成影响深
远。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
内环境，传统文化仍然对“红船精神”时代价
值的发挥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对党员干部的
成长和党的队伍建设大有帮助。

（一）认识“变”与“不变”辩证性，加强党
建业务双学习

虽然传统文化中关于“变”与“不变”二
重性的论述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未
尝不显现出先贤对待万物辩证思考的态
度，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早期共产
党人在对待“变”与“不变”关系上，因为当
时民族存亡的需要，更强调开天辟地的

“变”，但是他们也“不变”爱国主义情怀。
在国泰民安的环境下，新时代共产党人要
结合时代特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

“变”与“不变”。新时代，“不变”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变”是指面对复杂环
境，要顺应时代转变思路，不能僵化思维。

“红船精神”的缔造者们就能做到适应时代
的变化，率先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
付诸实践，才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新局
面。新时代背景下，共产党员既要加强政
治理论、党建知识的学习，用以巩固信仰和

信念，坚持“不变”；又要适应时代变化，及
时学习和更新业务知识、专项知识，学习如
何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只有这样，才能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的基础
上，做到有理性、有底气、有能力、有效率地
应对各项挑战，以“不变”的社会主义制度
应“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继承重视内心修养的传统, 加强党
性教育锤炼

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心修养的锤炼，无
论是曾经大一统的儒家，还是超然物外的道
家，抑或是由境外传入的佛家，都注重品德品
行的修炼。这种环境的熏陶有利于早期共产
党人养成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
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舆论环境复杂，反动
意识形态的渗透往往不经意间就会侵蚀人们
的思想，这对共产党员保持纯洁党性，坚定初
心使命带来了重大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老虎”和“小苍蝇”纷纷落马，大多是因为
钱、权、色的交易，这与个人定力不强、党性修
养不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要守好早期共产党
人凝结在“红船精神”中的宝贵财富，重视内
心修养，重视党性锤炼。在实践中，要坚决贯
彻执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各级党
组织要深度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
式，过好党内组织生活，党员个人要加强政治
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标找差距，赶超争先进。

（三）谨防“学而优则仕”的陷阱, 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

论语云“学而优则仕”，在当时这是儒家
积极入世态度的写照。但是后来很多读书人
掉入了一个陷阱，认为做上官就是人生理想
的现实体现。到现代，这种思想陷阱仍然存
在。就此次抗击疫情而言，就照出了党的队
伍里仍然存在着一些利己主义者，他们为自
我私欲，慵政懒政，全然不顾公共安全，这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员队伍的良好形象。但
是，我们欣喜地看到更多的党员干部，跳脱了

“学而优则仕”的陷阱，一心为民服务，如全城
核酸检测时村社区干部彻夜奋战在第一线
等。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共产党员的带
领下，民力汇集，人心凝聚，更多普普通通的
老百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全国拧成一股
绳，铸就了国家坚实的后盾。所以，发挥好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至关重要，这就对加
强队伍管理提出了要求，要加强队伍的党风
廉政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支部工作条例》
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经常性地开展警
示教育、党员道德建设教育，以党组织为堡垒
构建清廉文化氛围等方式，加强党员干部对
权力的审慎运用，对岗位的忠诚值守。

四、结语

近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
五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6方面主要目标，包括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
能得到新提升。这些新目标、新规划对我们
党的队伍建设和党员干部个人都提出了更
高、更严格的要求。这样的时刻，“红船精神”
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能够对我们有新
的启发和新的指引。就党员干部个人而言，
面对新要求新规划，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必
须得到及时提升和增强。一方面，要不断加
强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习近平总书
记尤其重视政治能力，他多次强调“年轻干部
要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
未来五年，国际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国内环境也千变万化，所以提高政治能力才
能“乱云飞渡仍从容”；而且，党员干部只有不
断加强业务能力的提升，才能更高效、更针对
性地去应对“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新挑战和新
要求。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十
三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党员干部不能
骄傲自满，不能不思进取，要善于总结和反
思，不断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就党的队伍建
设而言，国家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要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只有拥有强大而
稳定的领导核心，国家地发展才能顺利进
行。这就要求我们党自身要永葆生机，要以
人民为中心，要坚决抵制腐败，要加强党风、
党纪的约束等。

对嘉兴、对平湖而言，今年同样是非常重
要的一年。嘉兴市提出努力打造新时代全面
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
中的最精彩板块。我们平湖提出今年是金平
湖新崛起的追梦奔跑之年，围绕铁路梦、大港
梦、整车梦、通航梦、数字梦、科创梦、安居梦、
善治梦“8个梦”开展宏图篇章。对于党员干
部来说，这既是富有挑战的时机，又是大展拳
脚的时机，所以坚持以“红船精神”和优秀传
统文化为引领，廉洁自律、坚定信念、提升能
力，必能在这个最好的时代实现我们共产党
人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

一、早期共产党人的教育背景带有
明显的传统文化烙印

二、早期共产党人在传统文化影响
下创造“红船精神”的路径

三、传统文化对于发挥“红船精神”
时代价值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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