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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因信仰而产生。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

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信仰

是精神世界的终极指向，具有令人震撼的力量，推动着

个人的自我实现，政党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史诗，背后是无数

革命先烈在信仰的驱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舍身

奋斗，而江竹筠——也是我所熟知的“江姐”，就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

江姐面对黑暗始终坚守信仰，铸就出英雄的家国情

怀。而探索这种信仰的力量，对于新时期加强共产党人

的信仰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可以从她留存至今

的红色家书中找到答案。与其他文体相比，家书反映的

是真实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而江姐的书信资料所涉内

容除江姐对亲人的思念外，还记录了她作为一名共产党

人的信仰袒露。

通过分析江姐的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能够让我们

更深入地走进江姐的精神世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共产

党人的信仰，挖掘新时期信仰教育的素材提供宝贵了资

源。

一、江姐家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

个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所在。在信仰问题上，共产

党人的终极追求是一致的，但是对信仰诠释却有所不同。

1948 年 1 月，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武装暴动失败，

英勇牺牲。当战友把这个消息告诉江姐时，作为妻子、

战友的江姐极力镇定情绪，冷静地与其他同志研究应对

措施，并在重庆向组织汇报情况时，表达了继续留在下

川东的决心。我们对江姐的坚强深感敬佩，却也想深入

了解江姐此时的内心世界，而家书无疑是一个探索的突

破口。

江姐在万县期间的家书现在有 7 封被保存，她在信

中告诉亲戚谭竹安：“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

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

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除了

对丈夫怀念，家书中更多地还有对孩子的牵挂，信中写

道：“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

已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

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

顾。”江姐内心的这些柔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更衬托出

她对于信仰的执着。暂留万县期间，江姐积极投入到地

下党工作中，配合万县地下党组织联络失散的游击队员

和帮助游击队转移，她在家书中谈及过万县的工作，写

道：“政府尽力围剿以后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几月以内

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

乡下人可能少吃一点苦头了。”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到那个

时代共产党人的信仰解答——信仰是之于人民的。

通过以上几段江姐家书的缩影，可以进一步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当时复杂的政治舞台中脱颖而出，

在于中过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

也是共产党的信仰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激励了包括江

姐在内的很多人义无反顾投身于此，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的代价。

二、从江姐家书探索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力量

信仰能把人们最深层次的美好愿望挖掘出来，因而

产生出最持久的动力。而江姐也正是有了信仰的支撑，

才能在面对在敌人地狱般的折磨时，仍然坚守忠诚。

1948 年 6 月，由于叛徒出卖，江姐在万县被捕。为

严守党的机密，江姐受尽酷刑，但江姐没有屈服。她曾

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

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

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

从江姐家书解答信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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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信仰的力量需继续传递，而革命先烈坚守信仰的事迹和史料可以帮助我们

拓宽对于新时代信仰教育的思考。因此，本文试以江姐家书作为线索，解读信仰力量，进一步探讨江姐家书的时代

意义，挖掘信仰教育资源，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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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从信中可以看

出江姐对敌人的不屑与愤恨。被捕后，江姐始终严守党

的机密，被狱中难友称赞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而

这背后是信仰给予了她在苦难中顽强战斗的力量。

除此之外，信仰给予人希望。为信仰而奋斗，就是

为未来而奋斗。被捕入狱一年多，江姐仍然保持着对革

命胜利的信心，她在家书中写道：“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

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

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江姐怀抱着“新中国”

的信仰，从未犹豫和动摇，但她也深知敌人的残酷，所

以她期盼着自己唯一的骨肉彭云能够继续为了这个信仰

而奋斗。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她告诉亲戚谭竹安：“假若

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

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这是信仰力量的时空传承。江姐既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也是一位思念着儿子的母亲。可是在江姐的心中还装着

天下的母亲，天下的孩子，这也是江姐那一代人最质朴

的信仰与情怀，所以她选择放弃自己的幸福，用年仅 29

岁的生命谱写出共产党人的柔情与血性。

从江姐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信仰的强大推动力。有

信仰的人，会为自己的信仰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集中

到既定的目标上。当每个人信仰的力量凝聚时，也必将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从江姐家书挖掘新时代信仰教育资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信仰的政党。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

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而正是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驱使着

无数像江姐一样的共产党人在困境与挫折面前，毫无惧

色，推动着党和国家的不断向前发展。有学者指出，历

史要发挥它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而先辈们用鲜血和生

命书写的红色家书，无疑是最宝贵的信仰教育资源之一。

我们应汲取江姐家书的精神财富，赋予其时代内涵，让

红色家书的信仰之力历久弥坚。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强化共产党员思想意识领域

的引导，加强信仰教育。具体而言，一是要深挖。江姐

家书现存数量其实并不多，在开展信仰教育时，除了阅

读红色家书，更要去深挖背后的信仰故事，从红色家书

引申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如何抉择，如何坚守信仰

的，从而达到思想和精神上的共鸣。共产党人是有血有

肉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亲情、爱情、事

业等时内心的矛盾纠葛，更能体现出革命先烈对信仰的

果敢与坚毅，从而让红色人物的事迹更加立体、生动；

二是要延伸。历史需要转化成为当下发展的经验，所以

应将红色教育资源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去探索信仰教

育的创新点，提高教育的实效性。除了在主题上与实际

问题结合，开展以红色家书为主线的忠诚教育、反腐教

育等主题教育，还需要与现代教学方式结合，将江姐红

色家书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去呈现，推行情景模拟、访谈

互动、艺术互动等形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甚至还可以

借助多媒体、虚拟现实等媒介，创造条件增强互动体验

感。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并整合红色家书资源，将一

条红色人物主线相关教学资源联结共享互通，通过更多

地方化，或者多元化的合作来丰富信仰教育。

精神有了归属，生命才有意义，时代才能进步。正

如习近平所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面对“两个大局”，我们要在理性把握时代脉搏的

同时，加强信仰教育，挖掘更多地红色人物素材，并结

合时代特色进行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传承红色人物的信

仰力量。通过信仰把全社会的力量统一起来，才能引导

全国各族人民自掘地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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