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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治文明 培育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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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 2003年04期 

“民族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文献里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在有些场合它似乎与“民族性
格”或者“国民性”没有太大的差别。M·勒讷尔在他的名著《作为一个文明的美国》里，将“美国性
格”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即产生于不断开展的土地垦殖与移民活动之中的自强自勇、坚韧顽强、崇尚
友情、平民化的不拘礼节，以及源于工业化和大都市资本市场的强烈的扩张性、对机会的渴望、组织能
力、摆弄器械的天赋、权力与成功意识及承担命运的勇气。他同时也把这些看作是对“美国精神”的概
括。如果说在人的个体性格中除了积极向善的人格要素，总是还不同程度地包含一些中性、甚至消极或
反面的成分，那么民族性格应当也是这样。尽管勒钠尔的描述或许带有某种过于理想化的色彩，至少他
所提到的扩张性、对权力的意识等等，仍然不是只具有积极意义或正面效果的性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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