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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概念的历史流变与话语建构
颜悦

南昌职业大学，江西省南昌市，330000；

摘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更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源泉。本研究以“长征”概念的流变为中心，深入考察其从早期用词的萌芽到正式概念

的确立，从革命英雄史诗的具象化构建到新中国成立后“新长征”的拓展演变，直至新时代回归经典长征精神的

历程。研究旨在廓清“长征”概念的逻辑抽象过程，阐明其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和“行动”意味，并探讨其在新

时代语境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能动指导作用，为红色基因传承和思政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鲜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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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构成了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红色基因”无疑

是其最鲜亮的底色。“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人类军事史上的

一个壮举，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其所蕴

含的革命精神世代相传，成为激发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

强大动力。对“长征”概念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历

史事件的叙述层面，更应深入其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

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实践表达”功能。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长征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

既有学者关注“长征”概念的形成及演变，如高华认为，

1935 年 5月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及

“长征”，而毛泽东在同年 12 月的报告中则首次对其

作出了全面的政治解释，使“长征”一词从此载入史册
[1]
；石仲泉则认为，1935 年 2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告

工农劳苦群众书》最初使用了“长征”一词，在 5月朱

德布告发布后“长征”便广泛使用
[2]
；孙力则持不同看

法，认为早期用词不能等同于概念理解，直到毛泽东在

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才真正赋予长征概念以深

刻意义
[3]
。其次，有学者从“长征”的宣传功能、概念

建构与传播角度进行考察，如毕耕、谭圣洁分析了长征

途中报刊宣传的作用
[4]
；许加彪、张宇然关注长征标语

口号的产制、修辞和社会动员
[5]
；杨才林则探讨了红军

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
[6]
。此外，“新长征”概念的形成

与传播也成为研究热点，韩洪泉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与规划是“新长征”的滥觞，

1978 年是“新长征”的元年
[7]
；李东方则认为，虽然1936

年 2月党内文献中已有“新的长征”一词，但直到 1949

年毛泽东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后，“新的长征”才逐渐演化为具有象征意义

的“新长征”
[8]
。

前述研究为本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细致审视，

仍存在一些探讨空间：其一，“长征”概念提出并形成

的过程在学界仍存争议，有待进一步廓清；其二，现有

研究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叙述，对 1949 年以

来“长征”概念的演进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表达”

功能的深度考察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章旨在以“长

征”概念的流变为核心，从概念史视角，深入考察其从

感性用词到理性概念的逻辑抽象过程，从历史事件到革

命史诗的具象化建构，从“长征”到“新长征”的拓展

演变，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下向经典长征精神的回归与重

构。通过厘清“长征”概念的流动线索，揭示其作为中

国共产党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和能动作

用，从而为新时代红色基因的传承和思政教育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更为生动的教学资源。

1 长征概念的萌芽与初步界定：从感性用词到
理性抽象

“长征”一词并非凭空出现，其早期用词的萌芽阶

段，体现了从红军将士的亲身经历、感性认识中逐渐提

炼、升华的过程。深入考察这一过程，对于理解“长征”

概念的本质和内涵至关重要。

1.1 早期用词的出现与修饰性表达

在红军战略转移初期，“长征”一词尚未作为一个

固定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这些早期的

提及，往往作为一种修饰性动词或概括性描述，用以形

容红军部队所进行的“长途行军”、“远征”或“战略

转移”等行动。例如，部分红军（主要指红一方面军）

为突破国民党围堵而实行的内线作战突围行动，其艰苦

性、距离长远性自然而然地促生了“长征”这类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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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然而，彼时的“长征”用词，更多停留在对客观军

事行动的描述层面，尚未被赋予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

史意义。它是一种基于感性经验的直接表达，而非经过

理性分析和政治阐释后形成的概念化名词。用申报书中

的话来说，这些早期用词“仅是修饰性动词”，指向的

是“部分红军实行内线作战的突围行动，并非概念化名

词”。

1.2 毛泽东对长征内涵的初步界定与概念确立

“长征”真正从一个修饰性动词升华为一个具有明

确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人，特别是毛泽东的理性抽象和政治赋予。申报书明确

指出，直到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才真

正赋予长征概念意义
[3]
，并对其作出了全面的政治解释。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篇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文献中，毛泽东首次对“长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和高度概括。他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

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
[9]
”这一系列精

辟的论断，将三大主力红军“作阵地大转移”这一共同

本质属性加以总结概括，将感性的军事行动提升到了理

性的政治高度，赋予了“长征”概念性的内容，使其正

式建立起来。

2 革命英雄史诗中长征概念的具象化与早期构

建

长征概念的形成并非止步于理性抽象，它同时经历

了一个从抽象到具象，从概念到叙事，从历史到史诗的

构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长征”被赋予了强大的词

义承载能力，形成了广泛多样的具象化表达，并成为中

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英雄史诗的重要元素。

2.1“万里长征”中的苦乐交织与革命意志

长征的具象化，首先体现在对长征艰苦卓绝的物质

条件的描述，以及红军官兵所展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申报书指出，长征是“国民党长途围截和红军殊死

拼搏过程，在中共话语体系，万里长征就是‘万里长追

长跑’，体现中国共产党广泛群众基础和情感支持”。

这种表述生动地描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红军所

面临的险境。

然而，长征的叙事并未止步于“苦难”本身，它更

强调了在极度困苦中孕育出的革命乐观主义。如谢觉哉

所言，“长征的‘苦’与‘乐’即是长征核心词语，也

重新构建了长征叙述话语体系，长征之艰难举世罕见，

苦难自然是要说说”
[10]
。这种“苦乐交织”的话语，深

刻揭示了长征的辩证统一性——既有物质上的极端匮

乏和肉体上的极限考验，更有精神上的坚韧不拔和对革

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它展现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革

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将长征塑造成一部充满

苦难却又洋溢着革命激情的英雄史诗。

2.2 转危为安的标志与历史性转折

长征的具象化还体现在其作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重要转折话语与标志”的叙事建构上。在长征途中，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湘江

战役的惨重损失，以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

正是在这样极其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

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最终使红军顺利入陕。

因此，长征不仅是战略转移，更是党在极其复杂和

险恶的环境中，通过自我纠错、实现历史性转折的伟大

实践。长征的叙事，突出强调了其在挽救党、挽救红军、

挽救中国革命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共

产党成熟和走向胜利的标志性事件。这种叙事，深刻阐

明了长征所蕴含的“曲折和前进辩证统一、光明与黑暗

搏斗、思想路线尖锐斗争”等哲学内涵，使其成为教育

后人识别真理、坚持正确路线的生动教材。

3“长征”到“新长征”的拓展演变与现实重
构

长征概念并非僵化不变的语言表达，它随着具体历

史语境和特定历史任务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生成，形成具

有“语言行动”意味的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开拓新局

面的重要精神资源。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

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长征”概念逐渐拓展演变为“新

长征”，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

3.1“新长征”概念的滥觞与历史演进

“新长征”概念的提出，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

和发展，旨在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李东方考

证指出，1936 年 2 月党的文献中便已有“新的长征”一

词，但其真正获得广泛的象征意义，则是在 1949 年毛

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之后
[8]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革命胜利的阶段性，预

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一个开端，未来的社会

主义建设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发扬长

征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而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各项规划，构成了“新

长征”的滥觞与酝酿，而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被视为“新长征”的

元年
[7]
。这表明“新长征”的话语，与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所面临的核心任务紧密相连。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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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它意味着百废俱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将中

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初步工业化的社会主

义国家；在改革开放时期，它意味着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富裕

之路。

3.2“长征”与“新长征”的内在逻辑与递进性

将“长征”和“新长征”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

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递进性。首先，从精

神实质上看，“新长征”继承了“长征”所蕴含的坚定

信念、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创新等核心精神。无

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还是和平建设年代的“新长

征”，其核心都在于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断奋斗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其次，从历史任务上看，二者具有阶段性和延续性。

“长征”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

长征”则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递进关系，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保持战略清醒，不断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从逻辑抽

象层面看，长征精神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范式，能够被

投射到新的历史语境中，从而生成“新长征”这一特殊

而具体的“行动”概念。

3.3“行动”概念的内涵与能动指导

“长征”作为中共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性话语，

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被动反映现实，而是能动积极地

指导现实，具有强大的“行动”意味。正如申报书所强

调的，它“因特定历史语境和具体意图变化而发展‘行

动’意味概念”。

在战争年代，长征精神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动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它是

百废俱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在改革开放时期，

它是解放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引领；

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赋予了“新长征”新的历史内

涵和使命。这表明“长征”概念突破了原有意义空间，

被赋予了新历史语境和新实践表达。它不再仅仅是对历

史事件的追溯，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引领行动的价值

导向和精神指引。

4 结语

“长征”概念的流变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

建设的实践史，也是其思想理论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历程。

本研究通过对“长征”概念从感性用词到理性抽象、从

历史事件到革命史诗、从“长征”到“新长征”的演变

轨迹进行深入考察，厘清了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

的语义拓展和实践表达。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

“新长征”。正如国家领导人所强调的，我们要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征程中，继续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这一论断，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念而提出的，是党中央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长征”

精神在新时代的延展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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