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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谭敏 徐作明 关晓 金博 杨海幸
西安思源学院思政部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凝练为以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统

一战线、大局为重，以人为本，心系百姓，勇于拼搏、不怕牺牲为核心内涵的革命精神，翻开了西北革命斗争崭新

的一页，追溯这种精神品质，对新时代贯彻落实新时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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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

命精神。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精神源于西北红军的伟

大革命斗争实践，西北红军在实践取得巨大的成就与进

步，同时，也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准确把握西北

革命根据地形成的革命精神，深入挖掘西北革命根据地

的时代精神，对于传承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溯源
1.1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

第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初步探索。大革命失败后，

陕北面对国民党的镇压和井岳秀白色恐怖的笼罩，陕西

省委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指示谢子长等人结成

反革命联盟，加紧武装起义。根据“九二六”会议指示，

陕北成立军事委员会，在清涧召开干部会议，对武装起

义做了部署，并决定在 1927 年 10 月 14 日发动清涧起义。

在清涧起义的影响下，渭华、旬邑、三原等地纷纷爆发

起义，因敌强我弱，上述起义纷纷失败，陕西特委为改

变革命形势，提出加紧开展兵运工作，从这时起，谢子

长等人便开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军事活动，这为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提出。1932 年面对国民

党的四次围剿，中共省委将游击队编成红军一团，后发

展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1934 年，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

和赤卫军到南梁与红 26 军会师，后陕北游击队、红 42

师及陕甘军委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龚逢

春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 26 军的指示信，汇报了

革命根据地建设状况，着重讨论了陕北和陕甘边的领导

权问题 , 与会同志形成统一认知建议中央派遣得力人士

领导西北革命军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

剿”，争取统一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 [1]。

第 三， 西 北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发 展。1934 年 8 月 27

日 , 陕北军阀井岳秀发动陕北革命根据地“围剿”, 在

红二十六军的奋战中取得三战三捷。陕北特委认为 , 敌

人不会甘于失败 , 我们应集中全力巩固乡村阵地 , 使红

色局域发展成块 , 于是提出组建正规军 , 在惠墕里会议 ,

红 27 军建立。1934 年 10 月，革命斗争来势汹涌 , 面对

蒋介石调动六省军阀准备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围剿，红

军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因西北革命根据地内

部存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支军队

属于不同支委指挥，调动困难，为粉碎敌人 “围剿”，

陕北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六军相互策应 , 并肩作战 , 集

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力量，粉碎敌人

的基层统治 , 促使两块革命根据地成片发展趋势 , 已不

可阻挡。

第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1934 年国民

党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面对国民党的猛烈进攻。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在

赤源周家碱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成立西北工委、西北军

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标志着西北革

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2]。周家碱联席会议是西北革命史

上一次重大会议，形成了一刘志丹等革命同志的正确领

导，会议统一两片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制定反“围剿”

的战略方针，为粉碎敌人“围剿”做了充实准备，其将

西北革命斗争形势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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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继续发展。西北革命根据

地实现统一后，刘志丹等革命同志积极响应周家碱联席

会议精神，亲自制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其在毛

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下，根据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

况，发动反对国民党的“围剿”，在这次战争中，西北

红军解放了定边、延长、安塞、保安县城等地，成立西

北军委，构建红军主力团，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

用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奠定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

新形势，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奠定基础。

2 西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精神的核心要义
西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精神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

人士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和表

现出来的特有的革命品质，其蕴含了立场坚定、对党忠

诚，统一战线、大局为重，以人为本，心系百姓，勇于

拼搏、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2.1 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和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 ,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 ,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

果仅存的一块比较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在西北革命根据

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等革命人士面对井岳秀白色恐怖

的笼罩和国民党的围剿，先后组织了清涧、渭华、旬邑

和多地农民起义，创建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西北

红军在经受各种挫折与失败中，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毫

不动摇地执行中央方针，坚持对党忠诚，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永葆政治本色。

2.2 统一战线、大局为重

西北红军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习仲勋同志所

说 : 西北革命的斗争史，就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

的历史。西北红军面对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敌人的猛

烈进攻，为打倒国民党军阀与压迫而斗争，陕西省委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陕北红二十七军和红

二十六军，以及其他民间其他革命团体，建立广泛的统

一战线，集中兵力，并肩作战，以壮大革命力量，使红

军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已达到孤立反动势

力，扭转革命战局的目的 [3]。

2.3 以人为本，心系百姓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 只有动员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3]。西

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西北红军领导人把人民利益放

在第一位，全面体现了革命为民的中心思想。如在革命

早期，刘志丹曾提出：积极发动群众，完善群众宣传，

群众工作做好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才能发展

壮大 [4]。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大力支持，

为挽救革命事业，粉碎敌人的包围起到重要作用。

2.4 勇于拼搏、不怕牺牲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 , 无论面临是军阀的

白色笼罩，还是国民党的围剿，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

的广大红军官兵都无所畏惧 , 奋不顾身 , 视死如归。在

面临陕西省委“左”的和右的指导错误 , 刘志丹等人清

醒面对，排除干扰，形成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往直

前的革命精神 , 展示了西北红军坚定不移、顽强战斗的

品格。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 , 刘志丹、谢子长等人

才克服了西北地区地贫人稀，粮食匮乏、武器装备的不

足，恶劣环境中的斗争实践培养了西北红军任劳任怨，

勇于拼搏的革命作风 , 铸就了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

革命家“勇毅笃行”、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为扭转革命形势，取得革命胜利奠定基础。 

3 西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精神的当代传承
革命精神的形成不因岁月流逝而失色，不因时代变

化而黯然，西北革命根据地孕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时

至今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西北革命根据地

的革命精神的传承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

3.1 传承革命精神 , 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

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

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5]。重温西北革命根据

地的发展历史，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克服各种艰

难险阻，能在每次挫折中实现奋起，归根到底是西北红

军在实践的过程中铸就了远大的理想信念。进入新时代，

我国发展进入攻坚期，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峻考

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西北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的光荣传

统，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只有坚持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汲取革命力量 , 才能立足人民、固本强基，

确保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才能以更加自觉的姿态投身社

会主义事业，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3.2 传承革命精神 , 树立大局意识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全局要做到

从整体出发，抓住关键，协调各方。重温革命精神，就

要学习西北红军为打倒敌人压迫，做到从大局出发 , 自

觉树立大局意识，维护大局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建

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各方

力量相互配合 [6]。进入新时代，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

解决新问题，需要我们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抓住事物发

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树立大局意识，增强大局观

念，在面对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出现冲突时，能自觉作

出正确抉择，始终做到以大局利益为重。

3.3 传承革命精神 , 坚持以人为本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提到：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事业得以取胜的关键，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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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 [7]。重温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

就要学习西北红军为了人民解放事业，不惜牺牲宝贵生

命的革命精神。当前，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为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做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自觉做到扎根群众、立足人民，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

3.4 传承革命精神 , 发扬顽强拼搏精神

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到，一个国

家的繁荣发展，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

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温西北革命根据

地的革命精神，就需要学习西北红军以勇往直前、敢于

担当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形成不怕困难、奋力拼搏、

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今天，进入新时代，大力弘扬西

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反对

一切不良风气，化不利为有利，为国家的永续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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