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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它过去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

的精神支柱，现在和今后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的巨大推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意识、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三者的有机统一，是“振兴中华”的伟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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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从各族人民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以及人民群社会实践中产

生，并经过世代相传的丰富和连续不断的发展而积淀形成的一种精神财富。这种

精神财富，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又反过来积极、深刻的影响和作用于各族人

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道德。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

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思想力量，它过去是中华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现在和今后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巨大推动力。  

一、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  

列宁曾对爱国主义作过精辟的概括：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

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表现为对祖国的土地、山河、历史和文化的热爱，

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为了祖国与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

切的献身精神［1］。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爱国主义作为不朽的民族灵魂而被

世代相传、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之一。爱国主义的优秀

传统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屈原“哀民生之多

艰”愤而投江是爱国，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爱国，岳飞“待从头收拾

旧山河”是爱国，苏武、文天祥、陆放翁、顾炎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近代先驱者和现代革命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更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图存，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结合在一起，把优

患意识转化为挽救中华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把爱

国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与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奏出了最雄壮的乐章。  

爱国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虽然在不

同时期、不同的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爱国主义不管是作为一种政治原则

还是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它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都是与一定的

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是民族意识的客观体现。由此，我们可以说，民族意识是

爱国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是爱国主义的永恒主题。  

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并不是空泛的，它必然要与具体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

起，才能具有自身的价值。江泽民在建国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当代中国，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2］。这是由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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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国情决定的。具体地说，一是社会主义拯救了中国。正是坚持了社会主义

道路，我国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局面，生产力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变为初步繁荣昌盛

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近代史昭示人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朴素而

含义深刻的至理名言，是中国近代无数志士仁人，经过千辛万苦的流血牺牲，才

最终探寻到的历史结论，也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

建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二是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爱国与社会主义的

统一表明了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强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我们今天讲的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激发了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精神，激励着

人们为祖国的发展、民族的振兴而不懈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爱国主义

的中心内容就是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证明

了爱国主义一旦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会失去行动的指南而成为一种盲目的热

情，甚至有可能在“爱国”的口号下做出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在我国，

讲爱国就意味着爱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这一现实，爱国便只能是空谈。爱

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容上具有互补性，在运行上具有互通性，在目的上具有一

致性。当然，我们在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不能将两

者简单的等同起来。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层次，对生活在不同制度、不同环境和条

件下的中华同胞，爱国主义的具体要求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邓小平指出：“难

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啊？港澳、台

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3］，这深刻揭示了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的关系。可见，社会

主义是当代爱国主义的时代内容。  

三、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注重对外交流、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在我国历史

上，对外交往和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主体意

识高扬、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到唐代造纸、印刷术的

传播以及外国宗教、文学、艺术的传入，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对外交往带来进步、闭关必然落后，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科学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具备了自主对外开放的基本

条件，才真正实现了较高层次地对外开放。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世界各

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同其他国家和民

族的联系和交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改革

开放不仅不同爱国主义相矛盾，而且其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所以，我

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破除

保守思想，打破闭关锁国，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当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三个有利于”

为标准，以稳定为前提，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

展和完善，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力

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现在，全国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

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

传统，就是民族意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者的有机统一，是“振兴中华”的伟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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