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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西方的民族精神也

就是西方的智慧。它要人成为英雄并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而中

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道法和佛家的悲智双运。一个民

族要发展和振兴，就离不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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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于世，不可没有骨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于世，则不能没有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是一个国家在历史变迁、国与国的竞争中永不落败、

永不消亡的支撑和动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是民族大多

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总

和。而这个总和是这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一个民族的传统

文化密不可分，它产生于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台湾目前

将中国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就是舍弃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就是舍弃民族认

同。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该民族的宝藏，发掘和传承这座宝藏，靠的是文化。而文

化的提炼，便是民族精神，它又成为民族继续向前发展，历史继续蔓延的推动力。

因此，文化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文化的作用意识不可替代。加强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教育，意义深远。  

民族精神是维系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它虽然是精神层面上的抽象概念，却大则

关乎国家命运，小则影响个人的言谈举止、喜乐好恶。而民族传统文化是形成民

族精神的基石，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文化来谈精神。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在漫漫

五千年中，以儒学文化体系为基础，提倡的是“仁义治天下”、“以礼治国”，

这就造就了平和、宽容、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若没有宽容、和平的精神，又怎能组成一个大家庭？

长期的文化熏陶已经造就了各民族的集体民族认同感，这就是超越了狭隘民族精

神界限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再比如，我们一直教导“君子不饮盗泉之

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自尊、自强精神的成

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却在民间遭受到无法想象的抵抗。他们不能想象，是

什么让这些手持钢刀长矛，甚至是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

全然没有死亡的概念。为什么说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就在于此，它已超

越了生死的界限。  

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世界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中华民族也不断地与其

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相遇，其中有冲突，也有交融。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生

活、思想和语言等。正是在这种中西民族冲突的时候，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中华民族精神是否具有优越性？它是否要被西方的民族精神所同化？对此问题

有不同的回答。但解决问题的真正的道路并不是非此则彼的选择，而是要深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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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自身的本性。  

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民众概念。因此民族不能狭隘的理解为自然性的，如同人们

所说的被“大地”和“鲜血”所规定。民族必须宽广地理解为文化性，这就是说

一个民族在根本上是被思想和精神所铸造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个民族就

表现为其民族精神。  

谈起中华民族精神，人们一般都会想到爱国主义。从屈原、岳飞到抗日战争的英

雄等都是广义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无疑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但它并不为

中华民族所独有。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的国家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甚至极端

化为一种白人主义。人们之所以讲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因

为十九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来民族的欺凌、压迫和剥削，而需要以爱国主义

来凝聚人心，努力奋斗而获得民族解放。除了爱国主义外，人们还认为勤劳、勇

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精神各种具体的表现。在五千

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确显现了这些美德。但也必须承认，世界上其他优秀的

民族也拥有这些美德。这就是说，它们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本性，而是人类

文明所共有的属性，甚至可以说是普遍人性。  

因此，我们必须揭示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精神。民族精神不仅表现

在其一般的日常生活和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表现为其智慧，并主要包含在文学

艺术、哲学和宗教等形态之中。其实，西方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西方的智慧。古希

腊的智慧结晶为《荷马史诗》，它要人成为英雄并具有以下美德：智慧、勇敢、

节制和正义。中世纪的智慧表达于《新约全书》它要人成为圣人。作为圣人的美

德就是：信仰、希望和博爱。近代的智慧见于卢梭等人的著作，它要人成为公民，

也就是自由人。一个公民的基本美德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同时代的智

慧铸造了西方人的民族精神。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拥有其独特的智慧。中国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儒、道、禅的思想当中。

儒家主张仁爱天下。它要人如同爱自己的亲人一样而爱天下大众，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类的箴言。仁义道德成为了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与儒家不同，道家

强调道法自然。它认为文明压倒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归自然，让人性得到自由成长。作

为外来的文化，佛教在中国却生根、开花和结果。佛教宣扬的非智双运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心

灵的觉悟获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萨情怀不仅渡己，而且渡人。唐宋以来，中

国知识分子都行走在儒、道、释之间，他们的思想也影响了一般大众的生活、思考和言说，

从而陶冶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和精神。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人爱

天下、道家的道法和佛家的悲智双运。这使中华民族不仅不同于西方民族，也不同于东方的

其他民族。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传统也影响了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对它任何简单的否定或者

肯定都是无济于事的，关键在于如何批判的对待中华民族精神。所谓批判就是区分，也就是

说要判别出哪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从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才是真正的发扬传统。

在发扬传统的同时，是面向世界。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交融是一个不

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和鉴别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丰富自己。但这一切不

过是一种准备。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它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  
当然，我们说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是指偏激狭隘的民族意识，不是搞民粹。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是坚持自己可贵之处，但不排外。中国人历来都是宽容和包容的。民粹不一样，他们

坚持自己，还要打倒别人。陈水扁的“去中国化”，也是民粹。一心要脱离中国文化、中国历

史的影响，可惜是欲盖弥彰。  
民族精神也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现象，它也要发展，乃至转变。因为我们的历史在前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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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进步，我们的文化也在吐故纳新。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要发展和振兴，就离不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任何一个民族

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又都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

代价值，使之成为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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