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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宁华

  近年出现的“新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议论。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

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和感性的，甚至是混乱和错误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新爱国主义”的由来、表现和特征，充分

认识“新爱国主义”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层意义—— 

  “新爱国主义”的说法，是近年来出现的。但它又不只是一种说法，一个概念。“新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社

会存在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是中国人民在进入新世纪后形成的一种时代共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

年青一代中有着强烈反映，在中国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中有实实在在的表现。因而，“新爱国主义”现象从一出现就受

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议论：在国内，有的人赞赏“新爱国主义”，但对其认识还处于比较肤浅的感性阶段；有的人认为，

目前的“新爱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虚拟化的“网络民族主义”，将其“污名化”，加以排斥；在国际上，某些势力则认

为，“新爱国主义”意味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视之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证据。 

  由此可见，目前社会上对于“新爱国主义”的认识还是感性的、肤浅的，甚至是混乱的、错误的，因此，有必要进一

步弄清“新爱国主义”的由来、表现和特征，充分认识“新爱国主义”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层意义。 

  一、“新爱国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任何一种意识的产生和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新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

史进程，在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社会面貌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 

  1、“新爱国主义”的由来 

  爱国主义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

核。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更加高涨，成为反抗侵略、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新中国成立60年来，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不断得到提升和弘扬，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在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反对藏独分裂活动、抗震救灾、举办奥运

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充分地展现出来，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形成了一种“新爱国主义”的表现形态。具体说来，

“新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出现的。2008年“3·14”拉萨严重暴力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受阻事件发生时，

中国人民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空前有力地行动起来，揭露谎言，表达支持奥运、期望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意愿。今年乌

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中国各族人民在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意识，

都标志着中华民族爱国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对此，海外有媒体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爆发”，而且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当中的“新

爱国主义”。由此，“新爱国主义”一说开始流传开来，并受到了关注。 

  2、“新爱国主义”的产生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其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只要我

们联系一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及其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所带来的影响，就能揭示出“新爱国主义”勃



然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经济高速发展，GDP连续多年保持了平均9%以上的增长

率，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实现了质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

成就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奇迹”，中国的发展道路被冠之以“中国模式”。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

速提升，国际形象得到大幅度改善。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潮流

的激荡中，中国以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形象，更加成熟和自信；同时，改革开放也让

世界不断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这种认识和了解，不断地让西方世界消除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颠覆了他们脑海中

长期以来固守的对中国的陈旧陋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社会还提出了“负责

任的利益攸关方”、“G2”等概念，这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强盛态势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繁荣富强和不断崛起的发展态势，给中华民族的心理带来了深刻变化，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

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了近代以来民族意识中的悲情

成分，建立起对国家前途的完全自信。这种转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国家实力比较、文化认同、发展预期、建设效能等

方面形成优势共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已被人民广泛认同。可以说，

当今“新爱国主义”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 

  3、“新爱国主义”的表现和特征 

  从概念上说，“新爱国主义”并非第一次出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不少人，曾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用过

“新爱国主义”这个概念。但就中国爱国主义发展史来说，“新爱国主义”虽然在维护祖国利益和民族尊严等核心价值方

面与之前的爱国主义并无二致，但在产生背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上，的确呈现出了鲜明的新特征。 

  一是空前的爱国自豪感。“新爱国主义”的所爱对象是正在走向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经济的

落后、国力的衰微以及由此决定的在国际关系中的屈辱地位，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始终伴随在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平

等的奋斗之中。那时的爱国主义，始终带有一种以弱抗强的悲壮心态。而当今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大多都是以振奋和自豪

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并寄托着更为美好的期待。“新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不再是

一种弱者悲情、迷惘的抗争，而是建立在祖国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强烈抒发。 

  二是高度的爱国自觉性。如果说以往有些爱国运动是在政党或政治团体的组织和发动下进行的话，那么，当今在全体

中国人民之中形成的“新爱国主义”，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建设，对国家民族前途所

产生的充分自信，在利益取向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中国人民表现出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在当前价值多

元、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三是爱国主体的空前广泛性。中国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多元社会，与世界的交往交流空

前广泛，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在比较中增强自信，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产生共识。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通过实践而达到高度一致，从而在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上，空前地一致起来、团结起来。随着国家的强盛，中华民族对民族感情的珍视和根本利益的共识

已经超过其他歧见。 

  四是爱国具有高度理性。“新爱国主义”群体中有很多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年青人有激情，他们对国家

民族的发展有更新和更开阔的视野，其他经历过国家发展不同阶段的人，对中国的崛起也有着更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改革

开放的时代，尽管各年龄段的人们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都能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把握爱国的新

要求，而不是所谓排外和闭关自守的思维，人们以更加自信、理性、平和、宽广的心态观察国际事务,表达爱国心声，维护

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形象，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新爱国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的高度认同，源于对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见诸自信、自觉、理性的爱国行为。“新爱国主义”是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新发展。 

  二、关于“新爱国主义”的几个认识 

  “新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坚信中国崛起的必然，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自信。但由于“新爱

国主义”出现的时间不长，发展还有一个过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新事物，因而人们在认识上还有一些模糊的

地方，甚至有人刻意曲解。 

  1、绝不能把“新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甚至与极端民族主义划等号 



  当前，社会上有人总是贬低“新爱国主义”，把它当作民族主义甚至是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加以排斥。比如，对“80
后”在去年以来发生的几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有些人歪曲为“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些人眼中，爱

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贬义词，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旧中国“义和团”身上的那种愚昧和盲目排外，从而将爱国主义污名

化。实际上，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一种客观历史现象，是维护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粘合剂和

社会力量，对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一种进步的历史潮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近代

爱国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特点，是近代以来反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概否定，否定民族主义在一定意

义就是否定爱国主义。那些极力贬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和做法，实际上是对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也有旧殖民心

态在作祟。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有进步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分。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一种进

步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

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我们提倡的爱国

主义，是宽容、理性、开放的爱国主义，而不是狂热、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让西方社会对中国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感不安，他们炮制所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在搞“民族主

义”；一些“全球主义”者还极力主张“民族国家”的观念应当放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排斥民族精神，也

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民族精神的存在不合时宜了。在利益差别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急于取消民族国

家的界限，反对民族精神的倡导，不但是虚伪的，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倡导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

神，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决不是要搞什么民族主义，更不是要称霸世界，而是鼓舞中华民族要自信、

自立、自强起来，加快自己的发展进程，争取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这与“中国威胁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

及的两回事。 

  2、绝不能把“新爱国主义”的内涵抽象化、空洞化、固定化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

的。但是，当今有些人也口口声声宣扬爱国主义，但是他们所宣扬的是一种抽象化的爱国主义，即抽掉了本民族尊严和国

家利益至上这一爱国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抽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在这个空壳

中，一些人盲目地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言必称西方，企图用西方价值改造中国。事实上，他们所爱的是西方国家，而不

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有些人看不到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和潮流，看不到爱国主义的主题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把爱

国主义的内容固化，满脑子都是过去的那一套旧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认识。必须明确，“新爱国主义”

的对象和母体是社会主义中国，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体现着爱国主义

的核心价值。 

  3、绝不能为爱国设置荒谬前提 

  爱国主义的内涵无论怎么发展，始终遵循着一条“铁律”，这就是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这一

点决定了爱国是无条件的，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但是，近年来有一种论调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某些人抛出的“先民主，后

爱国”的荒谬说法，想当然地为爱国设置了一个所谓“民主”前提。在他们看来，要让他们爱国必须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政

治制度，这实际上暴露了这部分人虚伪的民族观和别有用心的政治诉求。他们实际上爱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不是

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事实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爱国主义的对象首先指的是自己的“祖国”，对于祖国的热爱应当

是无条件的，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独立作为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共识，也是爱国主义坚守

的底线。当然，爱什么样具体的政权形式的国家，也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能保护国家

领土的完整或是出卖领土，不能维护本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只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时，那将失去人民的

信任。 

  中国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能够不断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权形式，代

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和方向。在当代中国，“新爱国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爱国

的具体表现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搞西方那一套制度。 

  三、“新爱国主义”是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今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阐发“新爱国主义”，对于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

于凝聚中华民族意志，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代百年间，爱国主义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提供了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石，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一面旗帜。正是在这

面旗帜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真正的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已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一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

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改革发展任重道远，需要中华民族同心同德，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因而，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需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激发出符合新时代、新任务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此激发和凝聚民族意志和精神力量，将爱国热情转化为投身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实际行

动，奋力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本文语萃 

  ◆“新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是中国人民在进入新世纪后形成的一

种时代共识。 

  ◆当今“新爱国主义”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 

  ◆“新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不再是一种弱者悲情、迷惘的抗争，而是建立在祖国日

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强烈抒发。 

  ◆中国人民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建设，对国家民族前途所产生的充分自信，在利益取向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中国人民

表现出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在当前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在利益差别明显存在的情况下，急于取消民族国家的界限，反对民族精神的倡导，不但是虚伪的，也是行不通的。 

  ◆爱国主义的内涵无论怎么发展，始终遵循着一条“铁律”，这就是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这

一点决定了爱国是无条件的，是没有任何前提的。 

  ■关键词·新爱国主义 

  由来：2008年拉萨“3·14”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进行大量歪曲报道。这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抗议。海内

外华人反击“藏独”破坏奥运，抗议国外媒体污蔑中国的斗争，体现出了中华儿女极大的爱国热情。包括一些西方媒体在

内的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爆发”，而且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当中的“新爱国主义”。 

  内涵： “新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是中国人民在进入新世纪后形

成的一种时代共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青一代中有着强烈反映，在中国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中有实实在在的

表现。“新爱国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新发展，是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对中

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高度认同，源于对中华民族振兴富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见诸自信、自觉、理性的爱国行为。 

本信息共浏览：399次 [ 设为首页 ] [ 加入收藏 ] [ 打印文本 ] 关闭窗口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网管信箱 | 网站导航 

版权所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系统建设：宁波市委党校信息化办公室 

联系电话：87082028 Email：admin@nbd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