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民族精神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荣长海/姜晓梅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际上提出了研究民族精神的概念及其与民

族文化、民族凝聚力、民族复兴的相互关系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概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关

实践对策。 

【关 键 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凝聚力/民族复兴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

族精神”，这是我们党的文献首次提出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民族精神的概念及

其与民族文化、民族凝聚力、民族复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做一番探索，以便抛砖引玉。 

  一、民族精神蕴涵于民族文化之中，又体现在全民族的社会实践之中 

  1.民族精神属于文化范畴，是民族文化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集中表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它并不是某种有形物，而只能通过各种载体体现出来。在特定民族

中，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中，都会表现出该民族独特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

特征，其中最本质、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民族精神。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关于民族精神的规范的定义，

权威的辞书中都没有“民族精神”这个词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人们长期对这个问题重视

不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虽然无处不在，但确实在理论上很难把握。 

  本文所论及的民族精神，是指深深蕴涵于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且维系着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的某种精神力量。作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历代优秀代表人物的言论和

行动中，也通过各种文化产品中理想的、高尚的主人公形象表现出来。 

  2.民族精神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民族精神既深深蕴涵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又在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纽带作用，

它不但属于优秀的传统文化范畴，并且能够引领着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自我更新而成为当代先进文

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表明，在当代中国，我们考察先进文化，既要看到它的

历史继起性即纵向发展方向，又要看到它的现实包容性即横向交融特点。具体地说，今天的先进文化是

由昨天的优秀文化发展而来的，同时又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它所以是先进文化，是因为它既继承了

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吸收了有益的外来文化，又以最先进、最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先进文化具有这个特点，作为它的深刻表现的民族精神也必然具有这个特点。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无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无疑成为我们今天所

要大力发展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3.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族精神也要不断丰富和更新 

  民族精神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体现，其基本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

展，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表现出具体的时代特点，被打上具体的社会烙印。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极大地丰富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例如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创造性地表现出了

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威武不屈的红岩精神，等等。在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又表现出了战天斗地的大庆精神、甘于奉献的雷锋精神、勇

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气吞山河的抗洪精神，等等。这些都无疑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和

光大。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扬光大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可以有多种概括。例如，邓小平曾经要求

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发扬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

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的精神。面对新世纪、新形势和新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大力倡

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这两种

概括表明，民族精神生动地体现在全民族的社会实践之中，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必

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看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到民族精神的巨大社会

作用，从而指导我们积极有效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二、民族精神既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 

  1.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

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

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话至少提出了两个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二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

相互关系。 

  综合国力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由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政治组织和社会意识形

态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并有其运行规律的系统所显示出来的整

体功能和能力，其主要要素包括基础实力（地理位置、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资源等）、经济实力、

防御实力、民族凝聚力和外交实力等。其中，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属于精神方面的实力。但是，我们

也要看到，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是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大体说

来，民族精神基本上属于观念形态，民族凝聚力则是通过民族精神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整个民族特有的

亲和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弄清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相互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2.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民族情感（如民族认同感等）、民族文化（如文字、艺术

等）、民族信仰（如宗教或民间宗教等）、民族习俗，等等，其中作用最大的因素是民族精神。民族精

神在这些因素中起着灵魂作用和基础作用，从而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多年

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在民族情感、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

体现。正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个民族精神的不断发扬光大，才使得我们中华

民族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虽然历经无数磨难，甚至有过严重的外敌入侵和较长时期的内部分

裂，但民族凝聚力始终存在，就是得益于这个伟大的民族精神。也正因为有这个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



民族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中，能做到兼收并蓄，从而始终保持着强劲的民族凝聚力。 

  3.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 

  对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民族凝聚力，关键是看有没有民族精神。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基础，民族

情感就会逐步淡化，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会随着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而被同化或销蚀，民族

习俗的特征也会逐步消失，从而也就难以在重大事件出现时表现出应有的民族凝聚力。可以说，没有民

族精神，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 

  进一步说，民族精神是强是弱或是否振奋，则决定着民族凝聚力的大小。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

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发展、进步与挫折、暂时倒退交替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

样，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精神时强时弱，从而导致民族凝聚力时大时小，影响到整个民

族的兴衰成败。在古代，面对邻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大自然的巨大变化，民族精神的强弱对民族生存

起着关键作用。当然，也可能由于外力具有不可抗拒性，从而毁灭一个民族，当然也就毁灭了包括民族

精神在内的一切民族特征。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紧密，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也会给特定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这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的

发挥，进而销蚀其综合国力。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民族精神是衡量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证

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条件之一 

  1.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 

  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始终维系着国家统一，成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

展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团结和发展、实现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民族精神

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精华，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价值取向

和共同信念，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精神作用是非常重要和难以替代的。 

  民族精神所以能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发挥其重要作用，关键是民族精神本身也要随

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获得丰富的新内容。因此，对于民族精神，既要大力弘扬，也要积极

培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

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

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实际上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一项庞大而又系统的社会工程，必须认真

研究其科学内容和要求，并切实有效地加以建设和完善。 

  2.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

我们从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战略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不仅充分认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以扎实有效

的工作做好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篇大文章。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在当代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则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步骤。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只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真正表现出民族精神的现实意

义。当前，大力弘扬和积极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全民族自觉地理解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

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上来，使人们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热情，

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自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保持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积极向上、

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从而赋予民族复兴以强大的精神动力，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各项任务。 



  3.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也要体现时代特点 

  由于民族精神具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的特性，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

精神要与时俱进，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也要体现时代特点，也就是既要传承历史文化的精华，也要体现

时代进步的要求。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旗帜，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今天我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更要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要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团结统一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

发挥了精神支柱作用，当前发扬光大团结统一精神，就是要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

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和为贵”是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交往、相处的首要原则，在实践中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今天的中国仍然主张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和平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努力维护世界

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特征，“民生在勤”，威武不屈，是中国人民的

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倡导勤劳勇敢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今天仍然要继续

发扬光大，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尊自信，又积极进取、革新创造。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弘扬民族精神，并

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赋予民族精神以符合时代和要求的新内容，中华民族就能够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而且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采取适合今天形势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实际状况的有效措施。如果

没有好的方式，民族精神的培育就难以实现，弘扬民族精神也就会落空。积极培育民族精神，以下三个

方面很值得重视：一是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整个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中，使之贯穿于国民教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坚持从具体事情做起，利用实践中的各种有效载体，生动活泼地开展活动；三是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和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要求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

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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