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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长的胎盘&延安精神

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标示$它撷取中国革命时代的精华$由井冈山革命火种中淬炼出的精神种子$经过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千难万险磨砺$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黄土地上开花结果&我们从延安精神中能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生性演化关系$从而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强健文化自信的主心骨$增添文化自信的

力量&

关键词!中华文化!延安精神!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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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
%D

周年大会讲话中

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所言的文化是指-在
D"""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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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时期

创造的独具魅力的革命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长的母体胎盘&-以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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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万生更%以延安精神培育文化自信的基本理路研究

文化独特的精神标示$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

之源&

一"以延安精神筑牢文化自信之根

文化自信是我国人民对文化抱有一种坚定)执

着的信心和信念$是对自身文化所拥有的自主性和

自豪感&文化自信需要充足的底气$有了底气才能

信心满满&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血脉永续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形

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

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审美观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修齐治平的价值准则$是

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治国理

政的思想渊源&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崇高气节$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人

生价值取向$再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对理

想的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人

格和精神气质$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和国

家的繁荣富强$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

延安时期$既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从低潮

走向高潮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

向伟大复兴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文化形成和

成熟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了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所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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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解决中国革命新情况)新

问题的智慧$培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在延安时期艰苦的岁月中$在同国民党溶共阴

谋和日本灭亡中国阴谋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倍

的敌人&而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凝聚

在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的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理想继承了传统文化中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并使它从内容到

形式都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有了全新的革命意

义$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的黄土地上谱写出

一曲曲威武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同党内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经过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

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等务实精神的领悟$将实事

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依靠实事求是$彻底肃

清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

发$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持久

战)实行-三三制.)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

国.-民主共和国.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决

策$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扭转乾坤

的历史活剧&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延安时$人少)枪少)地

盘小&怎么办3 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

以民为重思想的合理内核$又抛弃了-保民为王.的

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将其升华到-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的新高度$提

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

众路线$成为党的事业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路线和

生命线&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国民

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面对被困

死)饿死的局面$边区军民发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的拼搏进取精神$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形成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毛泽东用-愚公移山.

的故事$形象地概括了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它作

为中国革命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艰苦奋斗的

精神$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恶劣环境的挑战精神$包涵了对-建立一个新中国.

美好未来的追求&

延安精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成$激活了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并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巨大

的能动力量&没有延安精神$就没有延安时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就没有全国党员人数从

长征后的
&

万多人到
#%'C

年
!C"

多万人的飞跃发

展$就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弘扬延安精神$就是透过中国革命在延安时期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华丽转身的背后$揭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自创生)自复制)经世致用的强大生命力$

坚定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

持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反对-去历史化.)-去中国

化.等文化虚无主义!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打足文

化自信的底气$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气神$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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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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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文化自信之源

中国革命文化作为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形

态$产生于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打

碎旧社会$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

了一系列先进的革命理论$他们展示出的理想信念)

精神气质)革命壮举$生成了中国革命文化&党中央

在延安的
#&

年是革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党

领导人民在赓续建党时期以-五四.精神)红船精神

为标示的革命文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井冈山精

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为标示的革命文化的基础

上$创造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精神为标示的革命

文化$在它的基础上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以西柏坡

精神为标示的革命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革

命文化组成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整体性$延安时期是

革命文化承前启后的发展期$也是革命文化的成熟

时期&

以延安精神为标示的革命文化$毛泽东称之为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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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改天换地)勇于创

新)不畏艰险)勇于牺牲)敢于奋斗)敢于担当的革命

文化$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

经济)教育等领域开花结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观$是推动革命胜利的精

神力量&

革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在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社会各种先进

的政治力量$如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农民阶级中

的杰出人物)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无

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进行了前赴

后继的斗争$但是由于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和先进

文化的引领$这些革命既没有能够彻底革掉反动阶

级的命$也不能革掉旧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兴起$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主义的新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文化&以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武装的中国共

产党人$深耕厚植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以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为灵魂的革命文

化$引领和推动了革命实践的发展&是理想信仰提

供的不竭动力$实现了中国革命由败到胜的伟大转

折&-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

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

'

,延安理想信仰的灯塔$

召唤着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

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中$净化灵魂$升华思想$坚定

信仰$成为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延安时期坚定的理想信仰$不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

重要保证$也彻底改变了封建专制的旧文化$引领形

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文化奠

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

一帆风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式革命

道路$不被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同志认同$不被共

产国际看好&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党的革命

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党中央到达延安后$首要任务

是把全党从-左.倾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此$

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精辟的概括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开展了以

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

运动$孕育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革命文

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先进文化基础$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没有以解放思想)

实事求为精髓的延安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样$革命文化也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没有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

革命文化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在物

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文化上也占统治地

位&在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以阶级分野为

基础而划分的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表现

为严重的对立$文化是剥削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

而驯服广大民众的工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

行革命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实现了人民群众文

化创造主体和享有主体的统一性$彻底改变了中国

文化的发展目的$重视群众$服务群众$以人民为中

心$成为革命文化发展方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

务$成为革命文化的目的&延安精神将革命文化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扬光大&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

D

,

$DC延安时期$彻

底实现了文化为人民服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

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广大文化工作

者的行动口号&从延安时期义务的免费的国民教

育)创办冬学夜学的社会教育$到'兄妹开荒()'白毛

女()'小二黑结婚(等优秀文艺作品$均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歌剧'白毛女(剧照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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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人民大众方面书写了彪炳史册的业绩$使中

国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革命文化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

宝.&如果说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那么中国共产党

人是在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环境中生存$在贫

穷落后的农村)艰难困苦的山区环境中生存$-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了共产党人

主要的生存方式&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同中外反动势力进

行艰苦卓绝斗争中的文化创造&延安精神将革命文

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予以发扬光大&

从自力更生)开荒生产$-一把撅头一支枪$生产自给

保卫党中央.$把到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

的好江南.!到以窑洞为教室)以洞壁为黑板)以石头

为桌椅和讲台$开办学校!再到毛泽东)朱德)周恩

来)林伯渠等领袖人物身穿补丁衣服)施肥锄草自动

手$以身示范$与官兵同甘共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在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开放

出灿烂的文化之花)结出胜利之果$而且也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在建国初$毛泽东在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强调%

-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

的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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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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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

下)承前启后功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连心桥和实现

文化自信的主心骨&我们要从延安精神中深刻认识

革命文化所赋予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和科学性的思想

内涵$深刻认识革命文化传承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红色基因&从深刻认识革命文化的价值中$正本

清源$强健文化自信的主心骨$理直气壮地向文化发

展中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各种

否定革命文化的错误倾向亮剑$同-以洋为尊.)-以

洋为美.)-唯洋是从.现象进行不懈斗争&

三"从延安精神中厚植文化自信的力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文化创造$它的明显标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等

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类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指

引$为世界提供了促进人类发展体现中国立场)中国

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对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自信$就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

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源头和优质基因&弘扬延安精神$才能永葆

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不迷向&

永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要坚定理想信念&党

在延安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理

想$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以坚定的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凝聚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必须要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所说%-政治方向出了

问题$理想信念出了问题$那就可能走向万劫不复的

深渊7.

+

C

,

&''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抵制-西

化.)-分化.的图谋&只有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社会多元价值取向$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和号召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

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永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文化自信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由文化自信

而产生的巨大的力量也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党在延

安时期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政治准则提出来$由

延安时期民有民享的革命文化基因发展而来的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同样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

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

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

民群众的利益&.

+

!

,

D!!延安精神就是来源于人民群

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文化发展方向$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满足人民

群众的文化需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

台阶&

永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要坚持对真理的追

求&延安时期$我们党只所以实现了中国文化由衰

落到复兴的伟大转变$是因为延安时期的文化发展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

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如果

背离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文化发展就会偏离正确

的方向$产生价值观扭曲$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

底线&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必须弘

扬延安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用我们的智慧

和力量来解决我国和人类发展面临的许多突出的难

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的真善美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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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现实的多样文化中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主导地位&

永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要发扬矢志奋斗的优

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时期的-传家

宝.$今天$它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

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

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自力更生的意志不能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创造社会主义

新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艰苦奋斗的传统

不能丢$坚决抵制文化发展中的奢靡之风$在文化发

展中始终保持那么一种勤俭作风)一种奋斗精神&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创业的激情不能减$要

创新文化发展理念$提高文化自主创新的能力$不断

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吸引力$提高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软实力&

党在延安时期$先进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指明了希望和前进的正确方向&在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中$用延安精神正本清源)固根守魂$使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永立时代潮头$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的灯塔$唯有如此$才能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

信$才能为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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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三思(作为南音最重要的散曲之一$其特点

鲜明$曲韵包括-指骨.及其隐含的旋律$在音阶方面

保存了西周时期业已有之的古音阶$在移宫犯调方面

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商音乐文化中-引商刻羽.

的转调现象&就调性调式而言$并不比同为三撩拍的

-上撩曲.相思引曲牌逊色&其富有个性$动人心弦的

大韵旋律采用重复和变化重复手法$如-异头同尾.或

-同头异尾.$强化了音乐形象+

!

,

##%

&古人殚精竭虑精

心创作的如此委婉动听$温润柔美而又激情四溢的散

曲$历经历史长河的荡涤而留存至今的南音佳作确实

很值得我们后人传承与发扬&

(注
!

释)

!!

均出现在乐曲的中间$它的弹奏方法是食指和拇指做急

速的)渐弱的连续点挑$时值为一个四分音符&

%!

出现在弱位$虽然以一个八分音符出现$但是它弹奏的时

值实际上要长于一个八分音符$因为它抢占了前半拍的

部分时值&

&!

右手食指由上而下弹弦&时值根据指法组合的情况及撩

拍的位置做出判断$时值相当于一个八分音符或四分音

符$有时也为二分音符&

'!

右手拇指由下而上挑弦$时值相当于一个八分音符或一

个四分音符&

(!

即一去一返之意$时值合为一个四分音符&

)!

点和紧去倒的组合符号$时值合为一个四分音符&

*!

半跳和点的组合符号$最后一个点的时值为一个八分音

符&通常和上)下方大二度或小三度音组成一个四分

音符&

+!

即-反指.的意思$它经常出现在撩拍位上$时值为二个四

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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