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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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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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就必须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地为之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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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认识民族精神在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把握

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对于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增

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竞争力，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它主要包括民族追求的共同理想、确

立的共同价值、形成的共同思维方式和共同品格，是民族意识的最高形式。一个民族如果没

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没有远大的民族理想，就

不可能凝聚力量，不可能成就伟业，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

过的“日耳曼精神”、“法兰西精神”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民族精神的。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开发建设祖国大好河山、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的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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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自己的祖国极其

忠诚和热爱的深厚情感，它是民族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动员和鼓舞人们为自己祖国的生

存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一面旗帜。古人说过，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标志着早在远古

时代，国人就有了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更是被赋予多种表达方式。“遥望中原怀故土，静观落叶总归根”；“乐以天

下，忧以天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

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有这些名句，

都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

权，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就

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  

    团结统一是指一个民族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凝聚全民族的意志、智慧和力量，

同心同德、维护统一、顾全大局的互助合作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就存在着一种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而自豪，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

民族分裂的整体感和责任感，从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的颂歌。中国从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有分合离乱，

但主体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高度一致的整体感、责任

感的价值取向，在于各个民族之间和睦合作、友好相待的优良传统。  

    爱好和平是指一个民族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求同存异，团结

合作，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奉献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

于世，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爱好和平精神不仅表现在与兄弟民族、各民

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携手共进上，而且表现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休戚与共

上。“协和万邦”、“德莫大于和”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亲仁善

邻”、“讲信修睦”、“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中国

先哲的著名言论，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历万难唐

玄奘印度取经，传经书鉴真东渡扶桑，通亚非郑和七下西洋，通中外严复翻译西洋书，这些

典型的事例，是中华民族积极与异域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勤劳勇敢是指一个民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不惧艰难的精神。在中华民

族的意识中，勤劳是一切事业成功的保证，是兴家的传家宝，是兴国立世之本，也是众德之

首、万善之源。正如古人所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业广惟勤”。勤劳又是和勇敢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畏强御”、“勇者不惧”，就是要求人们面对艰险和强暴，要有无

所畏惧的精神。“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就是要求人们为了追求真

理，坚持正义，要有置个人荣辱、贫富、生死于度外，“赴汤火，蹈白刃”在所不辞的见义

勇为精神。中华民族依靠这种勤劳勇敢的精神，缔造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说，它体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坚贞刚毅精神，体现为“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

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为“因时而变”、“随时世制”、“与时偕行”、“与日俱新”、“日

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精神。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它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

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在民族精神这个统一体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

其中，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处理国家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各民族成员之间关系

上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处理本民族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要求；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实践爱国主义精神的必要前提。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爱国兴邦

这一主题。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不断把中华民族精神提升到新的水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强

调，“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们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

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革命精神，对于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

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倡导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精心培育和倡导了“６４

字”创业精神、孔繁森精神等，并要求全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大力弘扬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而不懈奋斗的“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



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牢记“两个务

必”，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

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以上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和培育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体现了继承与

创新的统一。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忠诚继承者和弘扬

者。  

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价值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

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崇

高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坚

持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

界，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动力。  

    （一）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党的十六

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的力量包

括民族精神的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缺乏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说，民族精

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仅是经

济、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且也是民族精神力量的竞争。  

（二）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

化”图谋的需要。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面对来自西方

发达国家文化渗透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精神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因为有了这种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就能为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就

能顶住世界霸权主义的种种压力，有效地抵制西方腐朽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正如邓小平同

志所指出的：“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

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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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我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实践证明，越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大关头，全国人民就越是需要中华民

族精神所具有的非凡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我们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不

断夺取新的胜利。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生命力的源泉，它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

力的功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只有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才

能把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积聚起来，万众一心、坚忍不拔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艰苦奋斗、勇于攀登，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

艰难险阻，才能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顽强拼搏、锐意创新，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四）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民族精神是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精神动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警世名言告诉我们必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百折不挠的斗

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艰险，勇于开拓，才能不断地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

长新本领。民族精神是反对和防止腐败的强大力量。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的原则，一靠教育，二靠制度。这里的教育包含着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精髓的中华



民族精神的教育。这种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为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坚持艰苦

奋斗，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民族精神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精神纽

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坚持和弘扬中华

民族精神。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深入学习郑培民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中指出的那样：他身居领

导岗位，心系人民群众，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廉洁从

政，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郑培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  

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践和升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就必须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

要求，不断地为之增添新的内容，谱写中华民族精神的崭新篇章。  

    （一）适应时代的呼唤，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民

族精神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和精心培育。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

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

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准确地认识和把握

时代精神，并把它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弘扬

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性，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精神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我们一定要把民族精神教育同具有

广泛性、系统性的国民教育结合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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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要把民族精神教育贯穿到各级各类学校中去。要根据

不同类型学校的特点，适应不同对象的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把民族精神的内容

贯穿学校德育工程的始终，融于学校各门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还要重视课外活动、校园文

化、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的日常养成教育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和手段，让学生了解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感受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和淳厚的民风，学习体现时

代精神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例，在实践中接受民族精神的熏陶。  

    社会教育是对全体国民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社会方方面面都来关心

和支持，形成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整个社会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合力。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真正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

程，制定行动计划，采取有效措施。要善于抓住机遇，以一些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为契机，

及时不断地掀起民族精神教育的热潮。社会舆论、大众传媒要积极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营

造浓郁氛围。法制建设、各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要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有力保

障。要加强互联网的建设和管理，使其成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新阵地。  

（三）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为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华

民族精神中包含着高尚的科学精神。我们要看到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人们学习、掌握和运用科

学，提高人们的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对待科学，要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句空”的严谨求实精神；要有追求真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要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的高尚情操。在思想道德建设中，要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注意坚持把对人民的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大力倡导追求真理、锐意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乐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倡导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一切有利于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使中华民族精神同思想道德建设有

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在今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表现出来的那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正是伟大民族精神的新的表现形式。我

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以新的实践和新的创造将民族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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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spirit is the support with which the nation can survive and develop.Chinese national 

spirit is comity, unification, itching for peace,industry, bravery,striving to become stronger constantly ,and 

patriotism is the core,which sustain and impel the great enterprise.Developing and cultivating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must combine the epoch and social developmental demand to add new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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