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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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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松

　　一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其所以能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有多种迄今仍值得认真关注的原因。
　　对抗战胜利原因这一问题，有学者曾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于这场战争是一次全
民族的抗战；是一次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伟大的正义战
争；它集中了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是战争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这一论点无疑是
能够成立的。然而，如果不仅从物质层面去观察，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则需要从更广阔的
视野去进行分析。
　　首先，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极其坚强、有力的领导。这是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发挥凝聚起来的战斗力，抵抗侵略者的疯狂入侵，进而将其彻底击
败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民
抗战的坚强领导者，而且是历时14年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早在“九·一八”事变
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在1931年9月22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
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党：“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
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
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
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强
调，“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
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
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以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多次发表宣
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
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开展全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以求
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了一系
列的战略决策方针，在国共合作的正面战场背景下，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
战的中坚力量，取得了这场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其次，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正义之战，
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获得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与支持，特别得到了爱国华侨
和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作战的相互协调，作为反法
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必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最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由于抗日战争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兴亡，在中国
共产党和全体爱国力量的努力下，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各地不断呈现出空前民族
团结和英勇抗敌的场面，进而演变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集中体现，它成为推动抗战胜利不可遏制的精神力量。由中
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
战胜利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
方针等战争成果，都是在抗战精神的作用下取得的。

　　二
　　什么是抗战精神？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
年座谈会上曾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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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
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异常惨
烈，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
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杨靖宇、
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
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
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2]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曾经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
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3]换言之，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
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一在
战争问题上对人与武器关系的精辟论述和高度概括，足以充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
本原因所在。习近平同志更进一步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
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
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我们通过革命领袖的论述，不难感到：作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决定因素的抗
战精神，不仅伟大而且内涵极为丰富。有学者通过研究，将抗战精神具体解析为四个方
面，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4]这一分析无疑是十分准确且具
有较强说服力的。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伟大的抗战精神绝非凭空而降，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源。
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日战争这一
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高度升华。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毛泽东的论述：“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
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中，始终蕴含着饱满的爱国主义，在国家主权与民族存亡的生死时刻，在中国共
产党的号召下，人民的爱国热情便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成为一股众志成城、共御外侮，
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气势磅礴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
　　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主题，古今中外皆无例外，但它又是一个永远都在讨论和
研究中的课题。出于时代的变迁、国情的差异、民族的不同、贫富的悬殊，尤其人生观、
世界观的大相迳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爱国主义，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
式。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培育中逐渐形成和凝聚起来的，它
有着具体的对象、内容和形式。这种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就是
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虽出自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但早在先
秦之际，宣传这种情结的早已不乏其人。《左传·昭公二年》曰：“辞不忘国，忠信也；先
国后已，卑让也。”意即：言辞不忘国家，这是忠信；先国家而后自己，这是谦让。同书
昭公四年说得更直接：“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明白宣示：只要有利于国家，则自己的生
与死完全可以由它去。而这正是抗日战争中，那些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敌英雄们的胸
怀。
　　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身体力行的表现。对此，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论述。
《楚辞·九歌·国殇》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所彰显的正是这种气节。
其意为：战士即使丧失了生命也不能放下武器，哪怕身首异处，心中依旧毫无畏惧。秦汉
以后的史籍中，宣传爱国主义的言论，颂扬舍身报国义举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三国时
曹植《白马篇》中的“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流传后世，不知激励了多少人慷慨以
身报国。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充满了作者抗击金兵、收复故
土、统一祖国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
　　更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被无数爱国者奉为座右铭。抗日战争中那些战
死沙场的勇士，亦或战败被俘壮烈牺牲的英雄，身体力行的正是中华民族这种高尚的民族
气节。
　　至于抗战中广大军民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可以寻觅到它的文化之源。抗日战争
中，侵华日军疯狂地在占领土地上制造种种恐怖暴行，肆无忌惮地烧杀虏掠，惨无人道屠
杀爱国军民和普通百姓。然而，无论敌人何等疯狂，手段如何残忍，却始终扑灭不了熊熊
燃烧的抗战烈火。面对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与敌人展开殊死拼
搏。原因就在于，广大军民认识到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



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因此，他们并不以个人的安危与生命为重，而将国家的存亡、民
族的兴衰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早在先秦时期，韩非子就有过这种类似的论述。《韩非子·安危》中有曰：“安危在是
非，不在于强弱。”其意为：国家的安危在于战争的性质，而非取决国力的强与弱。对于
中华民族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之战，尽管当时日本在国力、军事上占有优
势，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处于正义一边的中国。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虽众辞不
一，但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这句话，正是抗战中广大军
民不畏流血牺牲，誓死捍卫祖国的写照。《三国志·魏书·杨阜传》传中有“死国，忠义之大
者”的论断，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忠义的重要标准。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广譬》中，认
为“烈士之爱国也如爱家”。说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应该认识到国与家的关系，只有
像爱家一样去爱国，国安了家庭才有幸福可言。这与今天脍炙人口的歌词“有国才有
家”，在思想境界上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唐朝诗人李贺的《南国十三百》中所写的：“男
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则是指好男儿都应该横刀勒马上战场，去与敌人拼
搏，以收复被敌人占领的祖国河山。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利用军事上的优势一度占据了中国的大片国土，日华北派遣军司
令寺内寿一甚至叫嚣：“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近崩溃；今后
中国军队无力作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侵略者
的狂妄反映出他们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无知。他们不了解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早
已铸就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礼记·儒行》教诲人们：“身可危也，而志不
可夺也。”意为生命可以受到威胁，但斗志却不能被摧毁。《论语·秦伯》说：“临大节而
不可夺也。”意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无论如何都不能屈服和动摇。《孟子·滕文公下》
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是告诉后人：有志气的人哪怕身葬沟壑亦
无畏，勇敢的人即使抛头颅也在所不惜。《后汉书·马援传》中的“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
革裹尸还葬”，更成为世代激发爱国精神的名言。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造就了
中华民族保家卫国，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频繁对中国发动
一系列侵略战争，始终不能灭亡中国，原因就在于，侵略者的战争暴行，不仅不能消除中
华民族的斗志，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增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出现了空前觉醒，危机意识和使命感
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抗战精神的形成，以及在这一精神作用下，举国上下全力以赴的
英勇抗战，最终将侵略者赶进了失败的深渊。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抗日战争就是中国人
民用中华民族精神建造的一座历史丰碑。”[5]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根据中央档

　　案原油印件刊印，新华网，2015年7月26日。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4年9月4日。

　　[3]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4]李振锟  张洪兴：《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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