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燕ꎬ历史学博士ꎬ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ꎬ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历史教育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开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１７ＣＫＳ０１７)的阶段性

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３００ 期ꎬ２０２３. 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３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看中共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李　 燕

(北京教育学院　 历史系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　 要〕作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发于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

大实践ꎬ凝练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邃理论ꎮ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ꎬ赋予民族精神、传统谱系文化以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ꎬ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ꎬ构建起

自身精神谱系ꎮ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可从理想信念、党性宗旨、作风品格三个方面把握ꎬ这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相对应ꎬ是新时代下对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ꎬ这恰是中

共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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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

要命题ꎮ 对此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等场

合予以重要论述ꎮ 以此为契机ꎬ学界对这一精神

谱系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展开热烈讨论ꎬ并取

得重要成果ꎮ 然而ꎬ正如有学者所指出ꎬ既有研

究还存在内容分布不均、学科视角不广、缺乏问

题意识等现象ꎬ探讨构筑具体形式等问题的成果

还较少ꎬ应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予以优化ꎮ〔１〕

为此ꎬ本文尝试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ꎬ在借鉴

社会学、民族学既有成果的基础上ꎬ从内涵要义

和结构形式角度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对伟大民族精神、传统谱系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ꎬ探讨中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ꎬ以期

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ꎮ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ꎬ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是在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ꎮ 早在 ２００５ 年ꎬ习近

平已从系列精神的角度论及“红船精神”ꎬ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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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ꎬ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ꎬ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ꎬ也是‘红船精神’
的深刻内涵”ꎬ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ꎬ伴随中国革命的光

辉历程ꎬ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

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

宝贵精神财富”ꎮ〔２〕该文发表后ꎬ南湖区委曾从中

国革命精神的角度进行学习讨论ꎮ〔３〕２０１７ 年ꎬ他
重申这一精神ꎬ要求结合时代特点予以弘扬ꎮ〔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ꎬ习近平两次论及焦裕禄精神ꎬ此
外ꎬ他还就抗美援朝精神 ( ２０１０ )、 苏区精神

(２０１１)等进行论述ꎮ
２０２１ 年ꎬ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指出ꎬ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ꎬ“涌现

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

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ꎬ形成

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ꎬ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ꎮ〔５〕 这是他首次从整体上对“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进行表述ꎮ 在此后的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讲话上ꎬ他又论述了伟大

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ꎬ他指出:
“一百年前ꎬ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

产党ꎬ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ꎬ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ꎬ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的伟大建党精神ꎬ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ꎮ 一百年来ꎬ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ꎬ
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ꎬ
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ꎮ” 〔６〕同年ꎬ党中央批准中

央宣传部梳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

伟大精神ꎬ据此整理后ꎬ如表 １ 所示:〔７〕

表 １

　 　 由上表可知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

伟大精神涉及 ４ 个时期、４ 个类别ꎮ 其中ꎬ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ꎬ地域

类的精神最多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事件(物)类的

精神最多ꎬ而从地域类的精神名称来看ꎬ随着时

代的变迁ꎬ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实践的地域也

不断拓展ꎬ这符合历史和现实发展的逻辑ꎬ也反

映出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ꎮ

从学界来看ꎬ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ꎬ关于这一问题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ꎮ 学者们或横向探讨某

一精神的内涵、价值或某位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的论述ꎬ或纵向梳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

的革命精神谱系ꎬ或整体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的赓续与弘扬ꎮ〔８〕 就目前资料所及ꎬ较早系统

论述的可以追溯到 ２０１６ 年的陈晋«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谱系”解读»ꎮ 该文提出ꎬ毛泽东对中共

伟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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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习近平同志加以概括、提炼ꎬ党的伟大精神

可从理论、历史和实践角度认识概括ꎬ这一精神

谱系拥有连贯的思想内核、厚重的实践属性、崇
高的道德力量、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ꎬ在民族

精神方面ꎬ主要涉及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
摩顶放踵与艰苦奋斗、舍生取义与英雄气概、知
行合一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与独立自主等ꎮ〔９〕

时玉柱曾对习近平论述中共革命精神、提炼精神

谱系的问题进行梳理ꎮ〔１０〕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上述

重要讲话后ꎬ这一问题迅速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

热点之一ꎬ学者们就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生成

逻辑、内涵特点、时代价值、基本经验等问题展开

整体研究和个案考察ꎮ 同时ꎬ相关学术会议的召

开ꎬ〔１１〕也为研究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ꎮ 学界多

从历史、理论、实践等向度探讨这一谱系的生成

逻辑ꎬ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结合的产物ꎬ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

互推进的结果ꎬ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现实需要ꎬ〔１２〕其精髓要义包括理想信念、爱国

主义、为民情怀、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道德品质

等方面ꎬ〔１３〕 其基本特征体现在党性与人民性的

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

的统一ꎬ〔１４〕 其中蕴涵的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

和科学性等共性特征ꎬ体现着一系列精神形态与

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紧密联

系ꎮ〔１５〕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传统文化关系

问题上ꎬ有学者表示ꎬ其内核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中华民族精神ꎬ生成基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第一个精

神成果ꎻ〔１６〕有学者认为ꎬ传统文化为党构筑中国

精神谱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活水之

源ꎬ〔１７〕百年党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主要

是“义以为上”的价值取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刚正不阿的气节操守、“知行合一”的认识理

性ꎬ〔１８〕等等ꎮ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与发展来

看ꎬ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ꎬ同
时ꎬ其内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ꎮ 与此同

时ꎬ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ꎬ相关认识不断深

化ꎮ 在此过程中ꎬ政治与学术也体现出积极的互

动关系ꎮ

二、从内涵要义看“精神谱系”对伟大民族

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如前所述ꎬ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ꎬ〔１９〕 中共正是在弘扬这一精神的百

年奋斗中ꎬ才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ꎮ
习近平强调ꎬ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ꎬ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ꎮ〔２０〕这里就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与伟大建党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后

两种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ꎮ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

神ꎬ已有学者指出ꎬ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包含

与被包含关系ꎬ二者并非同一逻辑层面的概念表

达ꎬ也不是处于时间先后的排列关系ꎬ伟大建党

精神通过其“母体机制”作用ꎬ在不同历史时期、
实践主题下ꎬ具象化为不同的精神样态ꎬ这些不

同系列的精神样态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ꎮ〔２１〕事实上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

涵十分丰富ꎬ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范畴ꎬ伟大建党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与本、根与

魂ꎬ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红

线ꎮ〔２２〕历史地看ꎬ中共自成立以来ꎬ就坚持马克

思主义真理ꎬ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ꎬ并将“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

的初心使命ꎬ〔２３〕不怕牺牲、英勇斗争ꎬ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ꎮ 可以说ꎬ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了党

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精神风貌、崇
高情怀和价值追求ꎬ而这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内涵要义的生动诠释ꎮ
关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ꎬ每一个独立的民

族都有其民族文化ꎬ民族精神就是其中起主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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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本精神ꎮ 同时ꎬ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历史范

畴ꎬ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ꎬ民族精神在特

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就构成相应的时代精神ꎮ 习

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ꎮ 这

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ꎬ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ꎬ〔２４〕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ꎬ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

模精 神ꎬ 丰 富 了 民 族 精 神 和 时 代 精 神 的 内

涵”ꎮ〔２５〕从历史的实际看ꎬ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中ꎬ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ꎮ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期ꎬ逐渐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ꎮ 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包括劳模精神在内的诸

多精神样态ꎬ从不同角度体现和丰富了中国精神

的内涵ꎮ
在这个前提下ꎬ要进一步厘清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内涵要义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ꎬ就
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共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ꎮ
对此ꎬ毛泽东曾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

著称于世ꎬ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

民族ꎮ” 〔２６〕 邓小平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ꎮ” 〔２７〕 江泽民指

出:“中华民族的精神ꎬ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
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ꎮ” 〔２８〕 胡锦

涛指出:“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凝聚力量ꎬ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ꎬ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ꎮ” 〔２９〕 习近平强调: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弘
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ꎬ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ꎬ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ꎬ〔３０〕 并将民族精神的内

涵进一步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 “伟大梦想精神”ꎮ〔３１〕 显然ꎬ
中共领导人始终重视弘扬民族精神ꎬ并结合时代

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ꎮ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ꎬ所
形成的系列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ꎬ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ꎬ集中体

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ꎬ凝聚着

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

伟大品格”ꎮ〔３２〕 在这里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内涵要义可从理想信念、党性宗旨、作风品格

三个方面把握ꎬ这也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相对应ꎮ
具体来说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马

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ꎬ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

柱和政治灵魂ꎬ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

础”ꎮ〔３３〕例如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ꎬ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ꎬ对党忠诚、不负人

民的伟大建党精神ꎬ其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ꎬ
就是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ꎬ坚守共产主

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ꎬ这是中国历史发展

的必然逻辑ꎮ 不仅如此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ꎬ
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从
而使真理继续发展ꎮ

就其党性宗旨而言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ꎬ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ꎮ １９４４
年ꎬ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指出:“我
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ꎬ
是革命的队伍ꎮ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

人民的ꎬ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ꎮ 张思德

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ꎬ“为人民

利益而死ꎬ就比泰山还重ꎻ替法西斯卖力ꎬ替剥削

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ꎬ就比鸿毛还轻ꎮ 张思

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ꎬ他的死是比泰山还

要重的”ꎬ〔３４〕这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张思

德精神ꎮ ２００９ 年ꎬ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时

指出ꎬ焦裕禄同志以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

禄精神”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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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ꎬ也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所在ꎮ〔３５〕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张思德精神ꎬ到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

神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劳模

精神ꎬ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家精

神ꎬ这里的人物(群)类精神主体既有普通党员ꎬ
也有党的干部ꎬ既有党领导的个体ꎬ也有党领导

或组织的群体ꎬ这些精神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而这也是对传统民本思

想的继承与发展ꎮ
就作风品格来说ꎬ它既包含党历来坚持的优

良作风ꎬ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

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ꎬ〔３６〕 又

涉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要求ꎬ如对党忠

诚的大德、 造福人民的公德、 严于律己的品

德ꎬ〔３７〕“坚持原则”的重要品格ꎬ〔３８〕 “勇于自我革

命”的独特品格ꎬ〔３９〕 等等ꎬ而党在实践中锤炼的

“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

骨和品质”ꎬ则是其“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ꎮ〔４０〕

通过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ꎬ党的政治品格和个人

的伦理品格统一起来ꎬ党的风骨品质和个人的气

节人格统一起来ꎮ
例如ꎬ在抗日战争中ꎬ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

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ꎬ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ꎬ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ꎬ〔４１〕 这

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ꎻ而长征精神则是“中国共

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

映ꎬ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

示ꎬ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

现”ꎻ〔４２〕在抗美援朝战争中ꎬ中国人民志愿军始

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

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ꎬ英勇顽

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ꎬ不畏艰难困

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ꎬ为
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

的革命忠诚精神ꎬ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

斗的国际主义精神ꎬ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ꎬ〔４３〕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ꎬ充分体现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ꎬ而视死如归、自
强不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等民族气节品格、革
命乐观主义和忠诚精神ꎬ则是对谱系中道德品质

和风骨品质的深刻诠释ꎮ
可见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确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所对应ꎬ其中的系列精神从不同角

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性宗旨、
作风品格ꎬ体现出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的继承与发展ꎮ

三、从结构形式看“精神谱系”对传统

谱系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就其结构形式而言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还体现出对传统谱系文化的扬弃与超越ꎮ 而从

更深层次看ꎬ后者是由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衍生

而来ꎮ
认同问题是随着人类出现而产生的ꎬ它涉及

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ꎮ 从西方的研究来看ꎬ它最

初是柏拉图、笛卡尔和弗洛伊德等人从哲学、心
理学角度分析人的自我认同ꎬ进入社会学、人类

学等领域后ꎬ被用于考察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

的关系问题ꎮ 其中ꎬ社会认同理论发展出社会分

类、社会认同、社会比较和心理群体的独特性四

个基本概念ꎮ 泰弗尔(Ｔａｊｆｅｌ)认为ꎬ社会认同是

指“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ꎬ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

值意义”ꎮ〔４４〕

考察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实际和民族实际ꎬ
有一个由氏族到族群的演进过程ꎬ〔４５〕 随着氏族

制度的瓦解ꎬ人们的社会关系也由以血缘为纽带

转变为以地缘为纽带ꎬ国家产生了ꎮ 关于这一

点ꎬ恩格斯曾说:“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

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因此ꎬ按地区来

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ꎬ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

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ꎬ不管他们属于

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ꎮ 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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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ꎮ〔４６〕 与之相伴而生

的ꎬ则是族群认同、文化认同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

表现形式ꎬ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的中介形式”ꎮ〔４７〕 在传统宗法社会ꎬ谱系文化是

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突出反映ꎮ
谱系又称系谱ꎬ一般是指谱表的系统ꎬ本指

族群、物群的联系ꎬ后来被引介到多学科领域的

研究中ꎮ «史记三代世表»载:“太史公曰:五
帝、三代之记ꎬ尚矣ꎮ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ꎬ
周以来乃颇可著ꎮ 余读谍记ꎬ黄帝以来皆有

年数ꎮ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ꎬ古文咸不同ꎬ
乖异ꎮ”«正义»曰:“谱ꎬ布也ꎬ列其事也ꎮ”谍ꎬ«索
隐»曰:“音牒ꎮ 牒者ꎬ纪系谥之书也ꎮ” 〔４８〕从概念

来说ꎬ谱是对人物事迹的记载ꎬ牒记载世系谥号ꎮ
司马迁表示ꎬ殷商以前的诸侯事迹无从记载ꎬ而
周代以来这类事迹则颇多ꎮ 自己读记载系谥的

书ꎬ黄帝以下都有年数ꎬ参考历代记载帝王更替

的谱牒ꎬ记载颇有出入ꎮ 因此ꎬ他根据«五帝系

谍»«尚书»对黄帝至周代共和的事迹作«世表»ꎮ
对此ꎬ有学者指出ꎬ«史记»中的«五帝本纪»

«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三代世

表»ꎬ曾记载周代及以前的各血缘集团世系ꎬ结合

甲骨、金文和民族、民俗学资料看ꎬ至迟在商代ꎬ
已出现记载世系、人名的家谱ꎬ此外还有结绳家

谱和口述家谱ꎬ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血缘关系发

展的鼎盛期ꎬ人类的系谱知识也由此萌发ꎮ〔４９〕 在

此基础上ꎬ有学者进一步指出ꎬ从民族学的资料

看ꎬ人类自进入氏族社会后ꎬ就形成了对血缘世

系计算的习惯和方法ꎬ从而产生反映血缘关系的

谱系ꎬ这种谱系有早期的氏族谱系和后来的家族

谱系两种类型ꎮ 家族谱系产生于家族起源后的

母系氏族晚期ꎬ反映家族与家庭的血缘关系的谱

系出现ꎬ也就是家谱的起源ꎮ〔５０〕

随着社会的演进ꎬ西周在商代宗族制度基础

上ꎬ通过周公制礼作乐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宗法制

度ꎬ其核心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

和宗庙祭祀制等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出现了专人记

载宗族世系ꎮ 宗法制度亲亲尊尊、尊祖敬宗ꎬ其

本质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ꎮ 于是ꎬ反映宗族世系

血缘亲疏关系的谱牒便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依

据ꎮ
对此ꎬ清人邵晋涵曾说:“«周官»小史‘奠系

世ꎬ辨昭穆’ꎬ谱牒之掌ꎬ古有专官ꎮ 自官失其传ꎬ
«大戴记»首述系姓ꎬ后如杜预之«春秋世族谱»ꎬ
则以谱学附之于经ꎮ 至应劭之述系姓ꎬ王符之论

氏姓ꎬ又辅经而行者也ꎮ 自太史公征引«世本»ꎬ
考得姓受氏之原ꎬ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以谱

学附之于史ꎮ 五代以后ꎬ谱学散佚ꎬ于是士

大夫之述家谱者ꎬ或推始迁之祖ꎬ或述五世之宗ꎬ
守近而不能溯远ꎬ仅以叙同居之昭穆ꎬ而于受姓

别族之源流多未暇及ꎮ 谱学之失传ꎬ所从来远

矣”ꎬ“夫自奠系牒之官废ꎬ而后有专门之学ꎻ专门

之学衰ꎬ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ꎬ凡三变

焉ꎮ” 〔５１〕

邵氏认为ꎬ周代小史撰定帝系和«世本»ꎬ辨
别昭穆次序ꎬ专掌谱牒之学ꎮ 天子失官后ꎬ由«大
戴礼记»首先记述黄帝以来的帝王世系及族姓由

来ꎮ 魏晋时期ꎬ杜预以谱学附于经部ꎮ «史记»
«唐书»则以谱学附于史部ꎮ 自五代以后ꎬ谱学衰

落ꎬ于是私家修谱逐渐兴起ꎮ 这里指出了谱牒三

个阶段的学术形态演变ꎬ即由周代专官之掌经魏

晋专门之学至宋代私家之谱ꎮ
对此ꎬ章学诚也有论述ꎬ其曰:“古者ꎬ瞽矇诵

诗ꎬ并诵世系ꎬ以戒劝人君ꎮ «国语»所谓‘教之

世ꎬ而为之昭明德’者ꎬ是也ꎮ 然则奠系之属ꎬ掌
于小史ꎬ诵于瞽矇ꎬ先王所重ꎻ盖以尊人道而追本

始也ꎮ” 〔５２〕章氏表示ꎬ古代由小史撰世系、瞽矇诵

世系ꎬ旨在劝诫人君、追本溯源ꎬ这里也体现出世

系兼有追本始、行教化的功用ꎮ
魏晋至六朝ꎬ族望渐崇ꎬ士大夫承袭汉代私

修谱系的传统而往往自撰族谱ꎬ以此记述世系职

官和重要事迹ꎬ如名字、姓氏、籍贯、年龄、职官、
婚姻、著述等ꎬ在血缘上ꎬ以直系亲属为主ꎬ兼采

旁系ꎬ在性别上ꎬ以男性为主ꎬ男女并书ꎮ 关于魏

晋至五代时期的谱系功用及其学术兴衰ꎬ郑樵亦

曾论及ꎬ他说:“自隋、唐而上ꎬ官有簿状ꎬ家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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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ꎬ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ꎮ
历代并有图谱局ꎬ置郎、令史以掌之ꎬ仍用博通古

今之儒知撰谱事ꎮ 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

之ꎬ官为考定详实ꎬ藏于秘阁ꎬ副在左户ꎮ 若私书

有滥ꎬ则纠之以官籍ꎻ官籍不及ꎬ则稽之以私书ꎮ
此近古之制ꎬ以绳天下ꎬ使贵有常尊ꎬ贱有等威者

也ꎮ 所以人尚谱系之学ꎬ家藏谱系之书ꎮ 自五季

以来ꎬ取士不问家世ꎬ婚姻不问阀阅ꎬ故其书散佚

而其学不传ꎮ” 〔５３〕 自魏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ꎬ门
第成为选官和婚配的标准ꎬ人们对门第日渐崇

尚ꎮ 门阀制度使得士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

权ꎬ加之政权更迭带来的人口流徙、民族聚居ꎬ以
致谱系窜乱乃至伪造的现象时有发生ꎮ 为了维

护社会秩序ꎬ别尊卑贵贱ꎬ官方曾设图谱局ꎬ以管

理和考定百姓家族谱系ꎮ 这一时期ꎬ随着修谱之

风的盛行ꎬ专门的谱系之学迅速发展ꎮ 隋唐时

期ꎬ随着科举制的推行ꎬ特别是唐朝«氏族志»«姓
氏录»«大唐姓族系录»等官修谱牒的出现ꎬ姓氏

排列标准也由门第名望的高低转变为政治地位、
官阶的高低ꎬ这些举措有力打击了旧士族势力ꎮ

五代以来ꎬ谱系之学由盛转衰ꎬ但修谱现象

仍然存在ꎮ 宋代私家修谱盛行ꎬ在功能上更强调

尊祖敬宗、统宗收族的伦理教化之义ꎮ 谱系之学

除了族谱、家谱ꎬ还以年谱等形态出现ꎮ 清人多

以世系谱牒入“家史”ꎬ故而年谱在这一时期更加

盛行ꎮ 在结构上ꎬ年谱多以谱主为中心ꎬ以年月

为线索ꎬ择取行状、墓志铭、年表、传记等相关材

料ꎬ按照时间顺序ꎬ编排并述论谱主事迹ꎮ 在时

间和作者方面ꎬ年谱既有当时所作也有后来补

作ꎬ既有自作也有他作ꎬ其中ꎬ他作者多为谱主后

裔或门生师友ꎬ而谱主往往是学者或政治家ꎬ并
以两者兼具者为最多ꎬ这也是当时社会选官用人

制度的一种反映ꎮ
事实上ꎬ人们重视谱系的这一传统不仅体现

在宗族的赓续方面ꎬ也体现在学派的传承上ꎮ 而

在学术史上ꎬ最具典型性的当属儒家的“道统”
论ꎮ 众所周知ꎬ先秦以来ꎬ儒者称引“圣人之道”
多以周、孔并举ꎬ唐代周、孔分祀后ꎬ自韩愈作«原

道»“辟佛”而跻升孟子ꎬ孔、孟遂由“道统”而发

生关联ꎬ并形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
孟”的儒家统系ꎮ 在北宋孙复、石介、二程、朱熹

诸儒的努力下ꎬ儒家“道统”论也不断丰富和系统

化ꎬ对于维护当时以儒学为代表的学术观念、价
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自此ꎬ
“孔孟之道”取“周孔之道”而代之ꎬ几乎成为儒

学的代名词ꎮ 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ꎬ“孔孟

之道”这类表述仍多见于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袖

和其他知识分子的著述中ꎮ 明清以降ꎬ又有学者

提倡回归“周孔”ꎬ而为政者也经由官学、科举制、
释典礼等途径参与其中ꎬ显示出儒家道统内部、
道统与治统之间的张力ꎮ〔５４〕

民俗学认为ꎬ民俗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文化问

题ꎬ但民俗是共同体的产物ꎬ所以这里所说的

“人”是群体的人ꎬ也就是族群ꎮ 族群在相处过程

中形成民俗传统ꎬ因而族群谱系具有共同的习俗

和文化价值观ꎮ〔５５〕实际上ꎬ无论是司马迁«史记»
的帝王世系记载ꎬ还是北朝至隋唐的谱系修撰ꎬ
抑或是儒家“道统”论的建构ꎬ这些现象都表明ꎬ
谱系不仅是记载事迹、彰显功绩的有力载体ꎬ更
是传统宗法社会维系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

手段ꎮ
当然ꎬ众所周知ꎬ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

过程中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制度等方面的局

限性ꎬ不可避免地存在陈旧过时的东西ꎬ谱系文

化亦不例外ꎮ 对于传统的谱系文化ꎬ同样要发掘

其中优秀的内涵价值ꎬ结合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事实上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ꎬ习近

平曾在论述长征精神时提及这一“族谱”ꎬ他指

出:“伟大长征精神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

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已经深深融入中华

民族的血脉和灵魂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丰富滋养ꎬ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

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５６〕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源头ꎬ生发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７６１—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看中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的伟大实践ꎬ凝练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精邃理论ꎬ在名称上ꎬ既包含时空概念ꎬ又涉及人

物群体ꎬ既涵盖具体事件ꎬ又囊括历史现象ꎻ在历

程上ꎬ跨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不同历史时期ꎮ 以人物

(群)类精神为例ꎬ其中既有党的领袖人物ꎬ也有

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ꎬ既有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ꎬ也有党组织的人民群众ꎬ如党的干部方志敏、
焦裕禄、孔繁森等ꎬ普通党员张思德、王杰等ꎮ 而

地域类精神中ꎬ延安、西柏坡、南梁、吕梁、红旗渠

等ꎬ则涉及党的各级组织或活动所在地ꎮ 众多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英雄模范等人物或人群

的先进事迹ꎬ凝练着他们共同的理想信念、根本

宗旨、作风品格ꎮ 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ꎬ
在传承爱国、民本、奋斗、忠诚等优秀民族精神的

同时ꎬ也早已超越单纯的血缘、门第、性别等束

缚ꎬ而无宗族或学派之见ꎬ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鲜明的政治品格ꎮ
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ꎬ到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ꎬ再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ꎬ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ꎬ并基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ꎬ赋予民族精神、
传统谱系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ꎬ用时

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ꎬ构建起

自身精神谱系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恰是中共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动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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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习近平:«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ꎬ«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ꎬ北京:外文出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４９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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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李金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百年流变的四维图谱»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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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看中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