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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源于初心的使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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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心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是唯物主义心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理论新成果，具有现实的理论特

质和实践指导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思想的进一步完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创新和发展，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从严治党思想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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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sychology": A Probe
into the Mission Originating from the Initial Mind

REN Zhi-jie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uts forwar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et out that the first co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make the Chinese people happy and to re-

vive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sychology is the materialistic mind,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new achieve-

ment based o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has the realist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which i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undefineds first-core thought. It i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spirit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the new achievement of the strict Partyself-governance thought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

ism thought of Xi Jinpingundefined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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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

上指出：“‘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

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

的‘心学’。”[1]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成为党性

教育的新发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没

有离开这颗“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

统一的”，“从本质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

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共产党人的“心”就是“人民

心”，共产党的党性就是人民性，只有心正才能言正、

行正、事正。共产党人修“心学”就是修党性，中国

共产党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修身养性和治

国理政的丰富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家经典中，《大学》的

“明明德”、《孟子》的“不动心”，陆九渊的“心即

理”，直至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都是儒家思想

“内圣”方向的步步发展，王守仁最终将一切学问

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致良知”。儒家“心学”

阐明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论

述了从天理到人性，从人性到道德，从道德到为

政，从为政到各方面和谐的完整系统，对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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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坚定继承者和弘扬者，必能从儒家心学

中汲取优秀的营养成分，从而发展出更具科学性和

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心学”。

走进新时代，面对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3 ]。中国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有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结合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国情，坚定“四个自信”，

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儒家心学中修身养性的优秀养分，

不断提升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心学”，对加

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新时代治国理政具有无

比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源起及内涵

儒家心学主要谈良知、谈人性 [4]，学问的终结

点是以良知为标准。通过学习、自省、事上磨、知

行合一让自己天生本有的良知越来越光明，达到极

致的“致良知”，从而覆盖物欲私欲，让人内在本

有的良知成为一切言行、是非、善恶的判断依据，

让良知指挥人的视听言动。实质上，儒家所言的心

学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不同于儒家“心

学”，是对传统儒家“心学”的假借。虽然与儒家

“心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都追求人性的积极

面、高尚面，追求真善美，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提倡“知行合一”。但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心学”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

物主义的“心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

后发展出的新成果，具有科学性、唯物性和整体

性。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个“初心”是

“心学”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又有

利于保持“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以

“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为主要内容，是讲唯物性

和科学性的。中国共产党人缘何会有此“初心”，

这个初心、心学与党性有何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

层面论述。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心学与党性的源起

相同，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包括了

德性和党性。德性侧重个体性，党性既侧重个体的

政治性又包含集体的组织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儒家思想认为，人的德性源自人天生本有的人性，

人性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理性、先天道德性、先

天具有追求真善美的积极属性。人性中特有的道德

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的根

本，是人可能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内在“基因”。唯

物主义者认为，人性的道德性是漫长生物进化中形

成的特有属性。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源起

于人性天生本有的善性，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

育、指导而更具高度、科学和理性，完成从唯心到

唯物，从感性到理性，从个体到群体的升华。陈培

永在其《党性是什么》一书中阐述到，在人性本善

的逻辑下，人性与党性就是一致的，最起码是同向

的，都是对积极价值属性的强调。人性的美好、人

性的光明等特性，其实也是党性所要求的。[4]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基于此，再通过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指导而升华为党性，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

的“心学”。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具有对共产

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具有阶级性的，是一种远大的

信念追求。刘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

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

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党性、阶级性） [5]。由此可

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基于

人性积极面和光明面的基础属性，是对人性更高层

次、更高价值，更具整体性、唯物性、科学性和组

织性的要求和发展。

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心学和党性的目的

相同，宗旨一致。主要体现在为民族、为国家图强

之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开

放，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革命

是为了人民，发展是为了人民、改革是为了人民，

改革再深化仍然是为了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

力量之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心学”较儒家心学更

具生命力、更具深刻性和广泛性的特质，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历久弥新、永不变色的生命之

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

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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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是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

争”。[6]这是共产党人心学的理论起点，是共产党人

心学和党性的崇高性表现。毛泽东同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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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

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

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

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5]在毛泽东

同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根本精神，是毫无

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也正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

神。类似这样对共产党人“为民”的表述在毛泽东

同志的讲话中还有很多。刘少奇同志在《共产党员

的修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修养，集

中体现了以下几个观点：其一，共产党员的党性就

是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事

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

的生命。其二，共产党人的党性就是“将心比

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其三，共

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要到实践

中学习和修养的。[5]

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心学和党性是自律

与他律的高度统一。儒家心学讲究自律、自悟、自

证，而共产党人的“心学”要求自律与他律高度统

一，既要有在个人信仰与道德层面上的高度自觉自

律，也要有无条件服从组织纪律的他律和监督，要

尊崇党章、严守党纪党规，要有“四个意识”，中

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个人与组织的统一体现，

不是只讲个人不讲整体，只讲局部不讲整体。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要体现在具体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自律与他律的高度统一体现在党员对组织要真心真

意、老实忠诚，不能虚情假意、阳奉阴违、两面三

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

定不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的高度自信。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党性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考察、考验和监督检

查，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章制

度的约束，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整体统一性，

不是随意的、自由的。与以个人价值判断为取舍原

则的儒家心学相比，是超越了唯心思想，具有鲜明

的阶级性、组织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立场，具有鲜

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特质。

二、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理论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在理论层面上具有鲜明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

性和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国实际

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是更具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具有马克思主义

哲学特征。中国传统的儒家心学所要强调的是个人

的修身养心，是以个体为对象，通过个体的学习、

感悟、觉悟和总结提炼从而达到明心见性、通达道

理的目的，从而指导具体的生活和工作，说到底是

一种唯心的经验总结，是站在个体对主客观认知基

础上的纯感性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基

础，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视角，站在科学分析

社会更替的规律基础上，站在人类进化的事实面前

得出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党性要求，具有鲜明的阶

级性、科学性，更具有可推广和可组织的普遍性。

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是通过对科学理论的不断学

习、组织生活的深入讨论、群众路线的反复实践、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互校正、实践与理论的反复磨

合等方式实现，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生活价

值，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民意基础更为广泛。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具有马克思主义

政党特征。马克思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取得胜利

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无产阶级“组成政党是

必要的”[6]，《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表明

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党性，有鲜明的

政治目的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人“心

学”不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心学，以“为己”为出

发点，共产党“心学”以“为人”为出发点，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全党必须牢记，为

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

试金石。”[3]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

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试金石”。[7]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具有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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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具有“实事求

是”的思想特性。王守仁提出的“心学”以格物致

知、事上磨从而达到“致良知”的精神境界，但并

没有就“事上磨”和“格物致知”给出系统科学的

理论原理和实现路径，仍然停留在自我感悟、证悟

的唯心层面。而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既强调个人

的德行，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理论之

源”[3]。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真伪是中国共产

党人“心学”真理性的标志，是唯物性的典型特质

之所在，也具有联系群众、提炼理论和指导实践的

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实践性在“农

村包围城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国两制”“改革开放”等理

论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唯“本本”，不唯

“主义”，只唯“实践”，实事求是正是马克思唯物

主义的鲜明特征。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

“心学”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理论，其源于实践而

又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具有鲜明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特性。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具有自我革新的

革命特性。传统儒家心学讲究“自省”“除心中

贼”，讲究“苟日新，日日新”，是一种内在的反省

和洞察，是唯心层面的修身养德的功夫，具有很强

的借鉴价值，对于共产党人自我修身、养德和道德

提升确有价值。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则是内外兼

修的、科学的、唯物的方法，即讲究自省自察，更

讲究“两学一做”“三严三实”“批评和自我批评”

“群众路线实践教育”。通过学习、培训、党支部

“三会一课”组织生活达到“红脸、出汗、洗澡、

照镜”的自我更新。对于触犯党纪党规、国法纪律

的，则应用党纪国法进行刮骨疗毒，正风肃纪。中

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唯物性、阶级性、人民性、

纪律性决定了其自身具有的革命性，这是传统儒家

心学所不具备的。

第五，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具有与时俱进的

生命特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之所以生生

不息、初心不改、永不褪色的特质之一。中国共产

党从群众中吸收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优秀分子，从

实践和群众中总结经验，甘愿当人民的学生。毛泽

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

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

众”。[8]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植于人民、依靠

人民、拜人民为师，完成了一件件大事，实践证明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年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

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

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的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简单的说，不忘初

心，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宗旨。”[9]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有不忘初心，拜人民为师、善于

学习、实事求是的特质，才可能总结提炼理论后又

来发动人民、组织人民和带领人民完成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丰功伟绩。

三、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价值定位

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是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后更加有现

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理论发展，更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对于指导党员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党员党性修养有重要指

导价值。中国共产党人“心学”是共产党人德性和

党性的集合，中国共产党人生于斯长于斯，对中国

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天然的亲近感。中国共产党人

“心学”是指导党员们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中汲取自省、慎独、自尊、自爱、自廉、自

强的丰富养料，从而达到提升自我德性的作用。

“在道德问题上，党员、干部无疑应该比普通群众

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大量情况表明，道德情操与

生活情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腐败分子走向

犯罪的道路，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

败坏开始的。”[10]修养“心性”，提高德性，锤炼党

性，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选

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是中央反复要求的

用人标准。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对深化“两学一

做”，唤醒党性，坚定理想信念有重要的现实价

值。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从建党初心到现在不忘

初心，9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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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与中国革命、实践、改

革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和

党性的凝练。“两学一做”等各类专题教育活动是

加强党性，坚守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的有

效方法，是共产党人“心学”的必修课，是共产党

人“心学”不走样、不褪色的理论教材。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对从严治党、预

防腐败有促进价值。一代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将腐

败看作最大的敌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上

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

的威胁就是腐败。” [9]党的“初心”是一切为了人

民，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本质属性。“不忘初

心”就是要同一些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现象

作斗争。对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习近平在

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语重心

长地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

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1]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不坚决纠正

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

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这些论述都说明了腐败对

忘记初心、忘记宗旨、淡化理想信念的巨大消极作

用。因此，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教育，从

共产党人内心提升德行，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

修养是预防腐败，端正党风党纪的必由之路。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对增强治国理

政、实现中国梦有引领价值。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物

质的作用，也强调精神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

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

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力量的发

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更好更大

的作用。”[12]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也能渗透到治国

理政的方方面面，有利于构建起执政为民、为政以

德的教育、管理、监督的社会组织架构。良好的党

风，清明的政风、文明有礼的社会风气对实现中国

梦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对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推动价值。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是很重要的

文化基因。中国人自古就推崇‘亲仁善邻，国之宝

也’，‘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

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

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

的基本理念。”[13]天下大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心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对于中华文化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有理论指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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