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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 年 10 月 10 日晚， 武昌起义隆

隆的枪声在中国大地上开启了新

纪元。 武昌首义不仅揭开了辛亥革命胜

利的序幕， 给清朝封建统治以致命的一

击， 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这就是辛亥首义精神。
精 神 作 为 文 化 更 为 抽 象 的 一 种 形

式，在丰富文化内涵、塑造社会价值体系

等方面有特殊作用。 王兴科指出“辛亥首

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 是最能

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 ”[1]辛亥

首义精神的形成既是源于武汉所处的荆

楚 大 地 厚 重 的 历 史 文 化 的 积 累 沉 淀 ，又

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面对亡国灭种

民族危亡的形势下所迸发出来的爱国爱

民精神品质的综合体现。 在这种环境中

形成的辛亥首义精神不仅在革命年代发

挥着巨大的精神动力作用， 在现代的社

会发展也彰显出其独特的魅力。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辛亥首

义精神内涵的研究综述

辛亥首义精神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

为 核 心 以 及 其 他 精 神 品 质 的 综 合 体 系 。
现代对辛亥首义精神研究最有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是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

提出的“敢为天下先”[2]的首义精神论，高

度赞扬了辛亥革命先辈敢于 “冒天下之

不 韪”，打 破 旧 的 政 治 体 制 ，建 立 新 的 制

度的大胆和创新。 还有很多学者对武昌

首义所表现出来的“敢为人先”的精神品

质进行概括论述， 如陈望衡将其简要概

括“敢为人先，砥柱中流”。 [3]罗福惠将首

义 精 神 概 括 为：赶 超，内 涵 是 不 甘 人 后 ，
后来居上，[4]意指武汉市发扬“敢为人先”
的改革创新精神，敢于超越，不断走在发

展前列。 在这些研究中都突出了辛亥先

烈“敢 为 天 下 先”的 魄 力 和 勇 气 ，辛 亥 首

义之中“首”字本来凸现出了武昌起义所

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和不畏惧精神。
但是辛亥首义精神表现出来的不仅

仅限于此， 还有学者不断丰富和扩展辛

亥首义精神的内涵， 提出了更为完整翔

实的精神含义。 在 2001 年武汉市纪念辛

亥首义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冯天瑜谈

到首义精神的内涵时，他将其归纳为“敢

打敢拼、 不畏牺牲的铁血精神， 不拘教

条、敢 为 人 先 的 创 新 精 神，团 结 进 步 、振

邦兴乡的爱国精神”。 [5]罗福惠从辛亥首

义志士对荆楚文化精神的发掘、 继承和

提 升 的 方 面 将 首 义 精 神 归 纳 了 四 点 ：首

先表现为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感； 其次是

为追求理想而不懈探索并勇于接纳新知

的襟怀；再次是反抗强暴、卓厉敢死的斗

争 勇 气；最 后 是“民 本”思 想 的 继 承 和 升

华。 [6]熊秉坤之子熊辉说，首义精神是“以

天下为己任、 爱我中华为天职的精神，这

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精神不会有辛亥革

命；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是改天换

地、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无私无畏、全心奉

献、甘洒热血的战斗精神；是胸怀全局、风

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武昌首义正因为这样

的精神才取得了成功。 ”[7]黄春华、王强的

“五种精神” 论， 他们把首义精神表述为

“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不竞声华的实干

精神、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通力协作的

团体精神和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 [8]尹汉

宁 也 提 出“把 握 大 势、乘 势 而 上 、勇 于 担

当、敢为人先”[9]为主要内容的首义精神。
这些学者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辛

亥首义精神进行了探讨， 但对首义精神

内涵的概括大同小异。 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 以 爱 国 主 义 为 核 心，以“敢 为 天 下 先 ”
的创新与开拓精神、 以不怕牺牲的无畏

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为重要内涵

的辛亥首义精神体系。
（一）爱国主义精神
“归根结底，它（辛亥首义精神）的本

质、 核心和根源在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

义精神。 ”[10]爱国主义是荆楚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先烈深受荆楚文化

的熏陶， 面对国内腐朽封建王朝的统治

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 积极为起义奔

走呼号，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革命

者甘愿舍弃一切， 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

义情怀。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百年历程，精辟

论述了爱国主义是振兴中华、 民族复兴

的强大精神动力， 真诚召唤全体中华儿

女携起手来共同奋斗。 [11]

（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与开拓精神
1861 年清政府内的洋务派掀起 “师

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和 1898 年以

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推动的戊戌

变法， 他们都没有认清清政府甘于腐朽

堕落的真正面目和封建制度阻碍社会发

展前进的实质，只是想通过改良的这一无

异于火中取栗的方式求得生存，最终未能

改变中国。 武昌起义打响了新启元的第一

枪，敢为天下先，用不同与以往任何形式

的手段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 结束帝制，
并且建立起的新型的民主共和体制，使民

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虽然在当时国内国

际环境中，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

的历史使命，但武昌首义创造的历史功绩

和敢于创新、开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自强

不息的中国人继续向前奋斗。
（三）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
在武昌起义之前， 革命党人已经举

行了镇南关起义、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等都失败了，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 尽

管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武昌首义先烈

面 对 的 是 依 旧 相 对 强 势 的 封 建 统 治 ，在

人 员 数 量 和 武 器 装 备 上 不 敌 清 政 府 军

队，但是以熊秉坤、吴兆麟和金兆龙为代

表的革命先烈甘愿为打开新局面抛头颅

洒热血， 硬是凭着自己不怕牺牲和舍身

为国的精神信念在当时严峻的条件下取

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武汉三镇迅速光

复。 革命者用生命铸成的视死如归的英

雄气概和敢于斗争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

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四）以人为本的精神
在中国盛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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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者的猛烈冲击下轰然倒下， 使人

们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推动社会

的发展前进，不论腐朽落后势力有多大、
多 权 威，要 敢 于 怀 疑、敢 于 挑 战 ，用 自 己

的智慧和力量改变社会历史的发展。 这

在 后 来 的 社 会 历 史 中 得 到 充 分 体 现 ，人

的价值不断得到尊重， 人的主观能动性

也得到发挥， 人民成为改革发展创新的

主动力， 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在人民的支

持下从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从辉煌走

向另一个辉煌。
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辛

亥首义精神的一脉相承

2011 年 是 辛 亥 革 命 爆 发 一 百 周 年，
社会各界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辛亥革命

诞辰百年， 作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

武汉市，积极宣扬辛亥首义精神，推动武

汉跨越式发展。 武汉市还提出了“敢为人

先，追 求 卓 越”的 城 市 精 神，这 种 精 神 不

仅是对辛亥首义精神的一脉相承， 而且

是在长期的改革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发展经验。
武汉市委党校课题组在 《辛亥首义

与武汉城市精神》 这篇文章中论述了城

市精神对于一个城市的改革发展的重要

作用， 强调了城市精神要反映一个城市

的精神实质，“城市精神既是一种对自己

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 又是一个

城市的自我期许。 ”[12]而“敢为人先，追求

卓越” 的武汉精神正是从辛亥首义精神

之中提炼与概括得出的， 即使对历史精

神文化的弘扬与继承， 同时彰显了勇当

时代先锋的毅力与魄力。 这一精神的表

达既简洁朴实又生动恰当， 准确表现出

武汉敢于创新、敢于超越的发展气魄，用

精神引领城市发展， 激励武汉人民发扬

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 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加快社会和谐发展。
（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体现出

武汉市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

个地区更是一个国家、 民族发展前进的

不懈动力， 唯有创新才能推进自身的不

断发展完善。 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最大

都市及中心城市， 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

要的产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中国重要的

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也是中国重要的交

通枢纽。 历史上的武汉积极发扬改革创

新精神，一直走在时代发展前列。 自 1980
年代以来， 武汉未能跟上改革开放的步

伐，逐渐被沿海地区抛在了身后。 但在近

年来，武汉市政府抓住党和国家“中部崛

起” 战略决策的机遇， 大刀阔斧改革创

新，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011 年，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 武汉生产总值排名第

五位。 [13]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武汉面貌发

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二）“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体现出

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 “敢为人先”首先

要注重人的价值，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

改革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密切联系群众，
坚持靠人民发展，为人民发展，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武汉市委市政府与人民同

心同德， 人民群众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

业，为社会建设发展贡献力量，推动社会

各方面不断发展； 党和政府也时刻把人

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市长唐良智在 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民生幸福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使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社会各方面和谐发展。
（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 邓

小平理论深刻揭示 了 改革创新对社会发

展的关键作用，鼓励大家要有改革创新的

勇气和毅力，这与“敢为人先”所体现的创

新精神如出一辙；“三个代表”思想中“代

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

是与“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所表达的用先

进精神文化引导城市发展和以人为本的

思想不谋而合；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科学的

观念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这也与武汉市

“追求卓越”的奋斗目标相呼应，体现出用

时代精神引领城市新一轮的改革发展。
三、文化强国：辛亥首义精神的

传承发扬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

国战略是党和国家在长期的改革建设中

总结的发展经验， 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不

仅要依靠经济发展等硬性指标， 更重要

的是体托精神文化等软实力的建设。 软

实 力 是 上 个 世 纪 90 年 代 由 美 国 哈 佛 大

学 肯 尼 迪 政 治 学 院 院 长 约 瑟 夫·奈 提 出

的， 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软 实 力”的 提 出 是 相 对 于“硬 实 力”
所表现出的国家实力的另一种重要发展

形式， 这种软实力就主要体现在用精神

文化的价值和力量来改造人们价值观和

发展文化事业。
精神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宣扬

辛亥首义精神，即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用

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 首先，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

下， 辛亥首义精神应该注重对人们思想

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塑造， 作为全国人民

共享的文化财富， 应加大在全国的宣传

力 度，提 高 民 众 的 爱 国 情 怀，传 承 “敢 为

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型国家建

设；其次结合自身特色，将精神文化资源

转化为生产力， 充分利用辛亥首义精神

的物质载体发展红色旅游事业， 在发展

旅游经济的同时也提高人们对辛亥首义

的认识，增强爱国主义信念。 通过种种形

式的宣传教育， 运用先进的精神文化资

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 全 国 共 同 探 讨 武 昌 首 义 精 神 ，积

极宣传发扬， 运用辛亥首义精神的先进

思想推动文化强国的建设发展。 充分发

扬“敢 为 天 下 先”的 思 想 精 神 ，不 仅 能 促

使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和武昌起

义的历史价值， 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地

体会它的现实意义， 在文化建设中增强

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尊

心和自豪感，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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