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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Nan	Ni	Wan’Spirit	with	the	knowledge	of	modern	biological	medicine	and	sociology	in	western.In	the	eye	
of	Marxism,We	may	get	a	better	explanation.The	ideal	of	innovation	is	the	premise.Struggle	hard	amid	difficulties	which	is	the	gene	
of culture is the blood.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ensure the spirit.The class which unite as one motives the spirit.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of CPC members.Exploring profound meanings of labor work.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which 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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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对南泥湾精神内涵与价值的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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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现代生物医学和西方社会学对南泥湾精神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南泥湾精神进行尝
试性地解读。革命的理想信念是成就南泥湾精神的前提，艰苦奋斗的文化基因是贯穿南泥湾精神的血脉，实事求是的决策
是开创南泥湾精神的保证，团结一心的阶级是铸就南泥湾精神的活力。由此新时代要持续锤炼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挖掘
新时代劳动的深刻意义，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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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41 年春之前的南泥湾被称为“烂泥湾”。在 1941 年

春——1944 年 10 月发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所产生“南泥

湾精神”是用现代生物学和社会学根本无法解释的。

2 现代生物医学和西方社会学对南泥湾精神
理解的局限

2.1 现代生物医学对于南泥湾精神解释的局限
现代生物医学无法解释极端疲劳下干劲不减的现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分为 4

级。对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综合考虑战争、生产工具、自

然条件等因素，生产劳动强度保守估计是在第三等级。有时

为了赶时节，加大任务量，其劳动强度达到甚至超过第四等

级。如挥舞 4 斤半重的大板镢平均每分钟落地 48 次的李位

班长，经过 11 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创下了开垦三亩六分

七的记录。

现代生物医学认为长时间重强度劳动对劳动者的身心

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生理上的过渡劳累进一步会引发心理上

的问题，如此根本无法解释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持续了 3 年

多的辛勤劳作。正如瑞士钟表匠塔·布克根据自身做钟表控

制走针误差在 1% 以内的经历做出推论：金字塔的建造者是

一批“欢快的自由的人。”同样将“烂泥湾”变成处处是牛

羊的好江南的劳动者，也是一批“欢快的自由的人。”而这

是用生物医学知识无法解释的。

2.2 西方主要社会学原理对于南泥湾精神解释的局限
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存在着方

法和理论上的局限。西方社会学主要采取科学实证方法，呈

现出定量化、整体性和技术性的特点。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特殊条件造成的，不具有普遍意义。如

果按照西方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原则，所得出的结论难以透彻

地说明在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匮乏，人体劳动强度极强的状态

下，缘何广大根据地的将士和群众依旧保持着高昂的生产

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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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西方社会学理论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提

出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理论。他笔下的“社会”含义

脱离现实发展，“带有机械论色彩，……强调他所创立的‘人

道教’”。19 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主要关注于日

常生活的特定现象，之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是

基于行为者主观理性的选择，而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人的理性

在于利己。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帕森斯以“整合”和“均

衡”作为其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和归宿，认为任何社会能够自

给自足在于社会内部的整合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严

重忽略了社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情况。

3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南泥湾精神的
尝试性解读

3.1 革命的理想信念是成就南泥湾精神的前提
理想信念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理想信念就是共产

党人精神上的“钙”，丧失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之所以极度辛劳而不

知其所累，首要的原因是广大劳动者都坚定地秉持着崇高的

理想信念，为解放而革命，为翻身而劳动，即便是面对物质

生活资料的匮乏，也是“不能把我们压倒”，劳动所感受到

的不是“自私的乐趣”。

革命的理想信念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

信任。坚信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能够带领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幸福。

二是对革命前景充满信心。二万五千里长征锤炼了精锐的革

命骨干，留下来的都是革命意志刚如铁般的战士。落脚陕北，

边区建设，窑洞里面有马列，《矛盾论》《实践论》等为革

命指明了方向。三是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相信中国共产党

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不再受旧地主的残酷剥削，不再受国

民党反动派的虚假欺骗。没有这种精神上力量支撑，就不可

能有南泥湾精神的诞生。

3.2 艰苦奋斗的文化基因是贯穿南泥湾精神的血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民族的

文化是在民族的历史中诞生的。中华民族文化最初的形态表

现为神话故事。同西方神化自然不同，中华民族是改造自然，

变革自然，反映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这种自

强不息的表现之一就是艰苦奋斗。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

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正是在诞生之初原始居民通过合力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取

得了生存的权力，获得种族生命的延续。艰苦奋斗的文化品

格深深印在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中艰苦奋斗的作风贯穿始终，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从 359 旅开进南泥湾战天斗地，到最后实现全军粮食自给依

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3.3 实事求是的决策是开创南泥湾精神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其活的灵

魂表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没有实事求是的

原则，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同志在 1939 年 2 月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的号召，既是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又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

当时全国进步青年纷纷涌向革命圣地——延安，客观上对基

本物质生活造成了压力。其次，国民党顽固派在 1939 年冬

掀起了反共高潮，加剧了对战斗后勤补给的要求。最后，日

本帝国主义在 1941 年对敌后抗日游击区频繁发动“扫荡”

和“清乡”，实行“三光”政策。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既

要保障立脚点的稳固，又要谋求发展。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

问题必须解决。毛泽东指出，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

己动手，三条路，走哪一条？答案不言自明。

3.4 团结一心的阶级是铸就南泥湾精神的活力
人是生产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也是历史活动的首要

要素。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

具有不同的历史表现。由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在南泥湾大

生产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最具有革命性，革命意愿最为强烈。

其次中国无产阶级同农民尤其是贫雇农有着天然的联盟，他

们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大官僚的压迫，因此很

自然地能够走到起来。南泥湾生产运动中，作为党的领导尤

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普通群众一样一起劳动，丝毫没有特殊

身份的待遇。第三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因而能够代表民族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

者和创造者，因此，中国共产党又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

4 南泥湾精神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
启示

4.1 锤炼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的锤炼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在和平发

展年代，需要持之以恒锤炼理想信念。一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毛泽东同志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建设新中国，

要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我们既要谨防西方“毒奶嘴”

战略的和平演变，同时也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和自我提高。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这“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二

是新时代理想信念的坚守要有新的时代理论回应时代的新

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面对时代的新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清醒和自信，思想的任何罅

隙都有酿成事业上的大危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正是理论上清醒剂，行动上的指南针。三是在急难险

重时刻彰显理想信念的伟力。理想信念要转化为改革前进的

物质力量。在日常中的坚守中，尤其是在急难险重的任务来

临时，是否有担当，是否敢亮剑，是否敢拼搏。

4.2 挖掘新时代劳动具有的深刻意义
劳动本身具有永恒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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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即劳动的人。在这层意义上，

人区别于动物。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源自于人正常的需

求，而人需求的满足不是靠单纯的继承或他人廉价的赐予，

根本上还是靠劳动才能实现。劳动在实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同时，也真正实现了人作为社会人的本质性存在——对客

观事物能动性改造。时下社会存在的躺平、内卷，有着社会

体制的宿因和传统封建文化的成因，但并不是个人不奋斗、

不拼搏的原因。

劳动对群体的社会意义。社会的建设需要的是将个人

有组织地结合起来发挥出的力量。因此，有组织的群体劳动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个人的价值也只有融汇入社会性的劳动

中才有实现的可能。这样的劳动才能爆发出超出个人机械相

加产生的合力，而社会也正是在这种组织化劳动所产生的有

机合力中发展的。那么如何保证群体劳动的正常实施呢？即

如何保证社会生产力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相匹配的社会

制度。社会制度深层反应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其中人的生产

关系占据主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

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4.3 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现了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人按照

人的尺度对客观事物的改造。由此引出一个历史性的话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若将自然视为人格化的存在，人同自然的

关系可以简化为 A 同 B 的三种关系。

A ＞ B：表示人的地位高于自然，自然是人的附庸。

在这种关系中，人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

一切行为的中心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即便是保护自然生

态也是出于对人自身的考虑。这种以且只以人的利益为出发

点，忘记了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正是

对待自己的态度。

A ＜ B：表示人应该顺从自然，毋须改造自然。在自

然面前，人的能力是渺小的，即便是一时的胜利，最终也会

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以自然主义的态度遁世人间，得意失

意都顺其自然。

A=B：表示人同自然相互尊敬，和谐共处。尊重自然

本身的运行规律，在此条件下，开发利用自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同体”的含义表

明人同自然有着共同的发展基础，二者在生命的原始意义上

是同等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生动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两山理论”所换发出来的经济活力在于人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由单一数量向多维质量的改变，不仅要物质基

础的保障，还希望能够享受到美的事物，由此刺激了第三产

业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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