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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具有的根本的精神品质。它根植于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厚土壤，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集体彰显了伟大奋斗精神，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都具有崇尚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注重劳动实践

能动性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另一方面，三者从劳动主体、劳动思想和劳动价

值三个层次对“创造未来”的劳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为弘扬

伟大奋斗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清晰的精神指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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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 spirit of struggle is the fundamental spiritual qu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eople. It is rooted in 
the deep soil of Chinese n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ain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practice.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the spirit of labor, and the spirit of craftsmen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 the great spirit 
of struggle and are the spiritual force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the spirit of labor and the spirit of craftsmen all have the value concept of advocating labor, respecting the 
working peopl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itiative of labor practice, which reflects the labor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ree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labor of “creating the future”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labor subject, labor thought and labor value, further deepen the labor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clear spiritual guidance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struggle and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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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培育和

凝练起来的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持续

进步发挥的精神动力之源，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精神品质，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理论传承。

一、伟大奋斗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

土壤

“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

事，要幸福就要奋斗。”[1] 自强不息、不懈奋斗的精神品

格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几千年并不断迸发新的生命力，

滋养中华大地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的根本所在。对中华

民族文明进程中蕴含的伟大奋斗精神最精炼的解读，集

中体现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象》）

这段话所蕴含的深刻哲理里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说的就是，“天的运行以其自身的力量，刚健不

懈、永不止息。君子就应该以‘天’为根本遵循，发挥

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2]。这一句话包含着深

刻的思想和智慧，既具有古代先贤对世界、对自我认知

的世界观意义，也具有人们应该怎么做的方法论和价值

论意义。

“天行健”表明的是世界运动的客观性，“君子”之

首要的是尊重“天”，这样的观点既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

场具有一致性，也与中华民族自古就向内寻求“救赎”

的理念是一致的。

“自强”表明的是要有自我增强、强大的能动意识，

同时还要有自强的能力和本领，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度和不断学习吸收提高自己的动力。如何才能“自强”

呢？就是要“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向内自我

反思是基础，“锲而不舍”（《荀子·劝学》）加持不放弃是

途径。

“不息”表明的是要有不断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意

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要有创新的

意识，“天”不停歇，实践无止境，人的奋斗和追求就永

无止境，因此，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我的修养

和能力，才能顺应“天”而得“不朽”。

概言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体现的理念

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也成为新时代伟

大奋斗精神的民族基因和核心理念。

二、伟大奋斗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

以及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观点为伟大奋斗精神提供了

理论基础。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互依赖，任何改造世界的过

程都必须以认识世界为基础，尤其是成功的实践，必然

是以正确的认识为前提。但同时，认识世界的过程也离

不开改造世界，因为，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形

成并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从认识的本质上讲，认识

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如果没有“改

造与被改造”的实践关系就不能形成“认识与不认识”

的认识关系，因此，认识世界也离不开改变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相互制约，充满矛盾的

过程。现实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人们也不

会满足于现存世界。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创造历

史”的，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受到人类的目的性和能动性

的制约，其目的是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求。而外部世

界又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存在，必然按照其固有

规律运动者，不会自动形成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存在。

现存世界的客观必然性和人类的目的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是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动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矛盾关系源自于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也只

有在实践（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中得

到解决。

总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

点，而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作为伟大奋

斗精神的哲学基础的实践观点主要是指基于认识世界基

础之上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实践、劳动对于人和社会及

其发展的根本意义，即强调实践主体发挥能动性积极推

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运动的实践意识，因此，

伟大奋斗精神从实质上讲就是伟大实践精神、伟大劳动

精神。

三、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是伟大奋斗精

神的具体体现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集体彰显了伟大奋

斗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长期

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

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

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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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动体现，

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

神动力。”[3] 这三种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品格，是既具有

相同核心价值理念，又各有不同侧重点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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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三者都具有崇尚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注

重劳动实践能动性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和政

治经济学两个领域对什么是劳动进行了阐释，从哲学范

畴讲，劳动创造了人，是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从政治

经济学层面讲，劳动创造了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由此，也确立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研究的主要论域。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具体的治

国理政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现实

相结合，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内涵及其重

要价值的理解。并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

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

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4] 因此，我

们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发扬劳动精神，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这样，就从思想和精神相结合、价值引领与

现实导向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阐明

了新时代如何践行和实现“劳动创造未来”的劳动思想。

另一方面，三者具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同时，也

从不同侧重点系统阐明“劳动创造未来”的观点，进一

步深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为弘扬

伟大奋斗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清晰的

精神指引。

劳模精神倾向于对劳动主体即劳动者所具有的优良

品格的精神凝练和价值引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

人层面的价值倡导具有高度契合性。“‘爱岗敬业、争创

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

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5] 劳动者是劳动过程中

的唯一能动者，是整个劳动过程的主体，主导着整个劳

动过程，劳动者的优良品格引领伟大劳动过程、成就了

伟大劳动成果。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劳动模范始终是

引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

劳动精神倾向于指导思想和观念意识层面上的理论

概括和价值引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

值倡导具有内在一致性。劳动之于人、之于人类社会的

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中，

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农村以及工业和农业

等的分工的存在，人们的劳动分工不同，具体的劳动形

式等的也都不同，就形成了人们对于不同形式劳动的区

别对待，而劳动精神的倡导，就是从理念和思想层面上

实现真正劳动平等的基础上，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

创造性，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力军，

从而依靠劳动创造未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劳

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得尊

重和鼓励。”[6]

从劳动精神所蕴含的价值引领来看，“崇尚劳动”要

真正认识和把握劳动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

事业的重要意义，这是根本的价值引领；“热爱劳动”说

的是要有积极主动参与劳动的能动意识，是劳动态度，

只有态度积极端正，才能有积极有效的行动，只要充分

发挥劳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取得实践的成

功；“辛勤劳动”指的是要有不懈奋斗的意志和毅力，任

何成功和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人们不懈的努力

奋斗；“诚实劳动”指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脚踏实地的劳动作风。从弘扬劳动精神的角度看，

就是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的重大方针，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

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蔚然成风。”[7] 劳动精神为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弘扬劳动精神，极大

的拓展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总之，

劳动精神相对于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主要是从劳动理

念、劳动思想上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劳动观，从而指导

人们的具体实践。

工匠精神是对劳动实践过程的精神升华和价值引领，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倡导具有共通性。

劳动者的素质、劳动的效率、以及劳动成果的水平等对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今世

界是一个由人才、科技引领发展的时代，国家与国家的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如何

才能站在人才和科技的制高点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呢，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技

术水平。中华民族曾经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辉煌，

但是，近代以来的诸多磨难让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受阻，

中国共产党勇担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领导中国人民顽

强拼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伟大成就，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8] 在世

界经济舞台上，逐步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国建

造，在世界科技舞台上，从“嫦娥”奔月到“祝融”探

火，从“北斗”组网到“奋斗者”深潜，这些变化表征

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断发展，而这些变化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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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们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实干来实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国家在进步，科

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世界更在不断进步，但是劳动

创造财富、劳动创造未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奇迹

的理念没有变。

因此，可以从人类社会劳动实践的整体性出发来理

解三种精神的相互关系及其整体性，也可以从社会主义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三种精神的相

互关系。概言之，三种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劳模精神

彰显的是劳动者的优良品格，劳动精神彰显的是科学的

劳动理念和劳动观，工匠精神彰显的是精益求精的价值

追求。作为彰显劳动者优良品格的劳模精神在三种精神

中居于主导地位，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也是劳模精神的

有力支撑，因为劳动模范本身就是具有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的劳动者的典范，可以说劳模精神是劳动精神和工

匠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它所彰显的劳动者具有的优良品

质中不仅包含崇尚热爱劳动的价值理念、辛勤诚实的劳

动实践、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而且还包含爱国主义、

勇于创新、敢于奉献等更深层次的优秀品格。总之，三

者从劳动主体、劳动思想和劳动价值三个层次对“创造

未来”的劳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提供了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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