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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伟大民族精神的基本原则
张瑞涛 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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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以伟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为基本内涵的伟大民

族精神， 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力量源泉。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伟大民族精神， 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 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 既要尊重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 又要不

断根据时代的主题、 问题和话题而创新、 创造、 重构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观念结构； 第二， 坚持现实性与超越

性相统一的原则： 既要尊重民族精神历史形成与发展的特点和特质， 又要积极发挥精神的引领示范作用， 提升全民族的

综合素养和精神修养境界； 第三， 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 既重视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性， 又尊重

民族精神形成与完善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从而在世界历史大视野中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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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reat

National Spir 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Rui-tao CHEN Che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which takes patriotism as the core, is with great creative spirit, great struggle
spirit, great unity spirit and great dream spirit as its basic connotations. It is the source of strength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To
inherit, sustain and advance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of the new era,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three following principles is
paramount. Firstly, hold fast to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y not only respe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national spirit but also innovates, creates and reconstructs basic content and concept of national spirit
following the agenda in the new era, challenges and demands of our time. Secondly,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reality and transcendence by way of not only respecting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culiarities of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but also to adopt and display exemplary and exceptional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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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不立， 国无精神不强。 中国人民在

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培育和积淀起来的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是中华民族历代英雄儿女独

特的精神气质与精神品格， 凸显着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民族文化、 民族意识、 民族性格、 民族心理

和民族价值， 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精神力

量和精神支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 时 代，
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 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包含着伟大创造精

神、 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

神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 是中国人民长

期奋斗中培育、 继承和发展起来的结果， 是支撑

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1]。 新时

代的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 立足于新时代的人

文语境， 对传统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继承 与 发 展、
创新与超越。 作为伟大民族精神基本内涵的四个

“ 伟大” 精神， 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 其中， 伟大

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开拓创新、 精益求精， 不断

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精神之源；
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披 荆 斩 棘，
不断取得伟大发展成就的精神支撑； 伟大团结精

神是中华民族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 不断战胜各

种困难险阻的精神保障； 伟大梦想精神是中华民

族满怀希望、 勇往直前， 不断奋发进取有所作为

的精神动力[2]。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既要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 继承与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精神， 也要在创新和超越

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升华； 既要发挥中华民族精

神鼓舞奋斗热情、 凝聚民族合力、 推动国家发展

的动力作用， 又力求为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 推

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所以，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 应当

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现实性与超越性相

统一、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
一、 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

“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

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3]马克思在 《 资本

论》 第 一 卷 中 关 于 事 物 发 展 规 律 的 阐 述 ， 表 明

“ 否定之否定” 促进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在这一过

程中， 肯定因素使事物得以存续， 否定因素则推

动事物走向灭亡。 否定之否定将新旧事物关联起

来， 促进了事物的发展， 其本质是“ 扬弃”。 就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来看， 否定之否定规

律的具象表现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 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是从几千年中华文明中

孕育发展而来， 既继承了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传

统， 又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人文语境而

不断丰富完善。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

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 不曾中断、 源远流

长、 历久弥新， “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民

族 有 一 脉 相 承 的 精 神 追 求、 精 神 特 质 、 精 神 脉

络。” [4]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而

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继承

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 反映了中华精神文化的

独特精神价值和根本精神品质。
守正创新是中华文化演进历程体现出来的基

本的发展原则和精神品质。 有学者指出， 尊重传

统、 重视常道、 崇尚守成， 是中国文化精神发展

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原则， 这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发展创新的进化意识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 改

造世界的独特方式， 使中华文化精神呈现出清晰

的发展延续脉络[5]。 坚持正道是谓守正， 开拓进取

是谓创新。 创新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正道， 守正

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要做到对自己民族文化传

统 的 坚 守， 才 能 与 时 俱 进、 融 会 贯 通 、 开 拓 创

新。 不能为了创新而全盘否定过去和传统， 创新

是立足守正的创新、 是推动民族文化一脉延续的

创新[6]。 守正创新必然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新时

代中华民族精神必然具有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本

of the national spirit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Thirdly, strict ad-
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worldwide character by not only value the uniqueness 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but also respect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exchanging and mutual learn-
ing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and appea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in the broad vision of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New era； Promot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Bas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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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一脉相承的特性。
传统文化中的团结统一、 贵和尚中、 天下大

同等精神理念得以传承和发展， 并积淀为中华民

族的内在精神品质。 从古代“ 四大发明” 的创造、
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的诞生， 到今天移 动 支 付、
人工智能、 宇宙探索等各领域科技发展的突飞猛

进、 日新月异， 正是中华民族敢为人先、 与时俱

进的创造精神的鲜明呈现。 从古到今涌现出了无

数 爱 国 志 士， 岳 飞 戎 马 倥 偬、 精 忠 报 国 ， 发 出

“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的呐喊； 文天祥

忠贞不渝、 宁死不屈， 在国家危难关头表现出崇

高的爱国情操； 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拼 死 抗 争、
壮烈殉国； 林则徐虎门销烟、 为国家和人民铲除

祸害； 杨靖宇、 赵一曼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英

勇献身； 钱学森、 杨振宁等爱国华人科学家矢志

不渝地毅然决然回国报效祖国， 无不彰显着贯穿

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坚毅的奋

斗精神。 从昭君出塞、 凉州会盟、 文成公主进藏、
土尔扈特部东归到今天中华各民族团结成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展现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团结统一、 崇尚和谐的价值追

求。 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 大同” 社会构想到今天实现脱贫攻坚、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梦想

的热切向往和不断追求。 从张骞出使西域、 鉴真

东渡日本、 郑和七下西洋所包含的“ 天 下 为 公”
“ 天下大同” 的理想， 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均传达了中华民族一脉

相承的爱好和平、 协和万邦的精神理念。 因 此，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必然立足于中

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
所谓“ 传统”， 是指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精神原

理和境界， 是由历史凝聚而沿传、 流变的不同形

态的文化特质而组成的有机系统[7]。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出指示： “ 抛弃传统、 丢掉根本， 就等于割断

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8]这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传统是使一个民族团结起来的根基。 当然， 如果

只拘泥于传统、 固守传统， 一个民族就会停滞不

前、 难以发展。 继承不是保持原来， 而是发展原

来， 是“ 文化主体在传承传统的文化精神、 价值

观念的过程中， 实现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和与

时俱进的再创造” [9]。 所以， 继承传统就是为了实

现创新性发展。 黑格尔的 《 历史哲学》 也论证了

民族精神传承的必然性： 一个民族必须接受一些

新的东西， 而这种新的东西从何产生呢？ 这种新

的东西一定是比原有精神内容更为高等、 更加博

大的东西， 实质上就是通过自身的扬弃来生成新

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内涵。 事实上， 这些新内容将

渗透到一种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民族

精神中 [10]。 中华民族精神同样以自我扬弃作为推

动自身发展从而适应历史及现实条件的车轮。 汤

因比曾指出， 文明成长本质的核心成分是一种不

断运动变化的生命力， 这样的活力会不断带来新

的挑战， 从而将已经形成的平衡状态又引向不平

衡 [11]。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 民族精神

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必然出现由适应到不适应、
平衡到不平衡的变化， 需要通过自身的革新与再

创造， 找到新的适应与平衡的状态， 从而完成对

原有文化精神的一轮超越， 实现文明生长。 这其

中既有传统文化精神内容根据时代条件、 环 境、
要求的发展变化进行选择性“ 舍弃”； 也有传统文

化精神中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表现出强大生

命力的因素与要素不断融入新时代， 以其新面貌

适应新变化、 融进新内容， 新旧精神内容有机结

合生成新的精神结构， 实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扬

弃。 传统文化的扬弃， 是文化发展过程自我的创

造性产生和开拓性发展， 从而使民族精神得以不

断革新、 丰富、 升华， 彰显出新的精神活力[6]。
民族精神从形成到发展， 始终是一个动态的

历史过程， 始终随着历史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自我

革新， 体现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12](P6)。 马克思

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说： “ 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

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3]虽说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

立性， 但本质上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变

化的， 即不断产生对社会发展的新认知、 新体悟。
不同时代背景下生成的时代精神不断融入民族精

神， 成为民族精神内容的组成部分， 不断丰富民

族精神的内涵， 为民族精神提供生机与活力， 这

是中华民族精神创新发展的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

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固定下来的稳定的精神

状态和心理倾向， 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某一时

代背景、 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所展现出的特征鲜

明的阶段性精神状态。 民族精神彰显一个民族文

化精神的民族性特征， 时代精神赋予一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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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以蓬勃的生命力。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红船精神、 长征精神， 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的大庆精神、 “ 两弹一星” 精神， 再到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航 天 精 神、
奥运精神等等， 时代精神是传统民族精神在不同

历史时期与特定实践和时代发展条件结合的产物，
赋予了民族精神崭新的时代内涵。

时代的发展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挑战， 新时

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 不断根据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要求、 新问题

而加以创新和丰富其精神内涵。 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上下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抗

争， 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 共渡难关， 是中华民

族伟大团结精神的生动呈现。 中国共产党秉持科

学精神和态度， 统一部署， 有效协调， 抗疫行动

有序开展。 医疗科研团队迅速展开对这种陌生病

毒的研究， 反复深入地进行研究论证和攻关试验，
在疫情暴发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研制出安全有效

的疫苗并上市， 中国也成为世界新冠肺炎科研领

跑者。 依托中华民族的创造伟力， 我们正在快速

筑起强大而坚实的免疫屏障。 尽管凶险的疫情给

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对社会经济造成

严重破坏， 但是中华民族依靠着伟大奋斗精神的

支持和鼓舞而砥砺奋进，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仅

实现了保卫人民生命健康和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的目标， 还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任务。 在控制国内疫情发展的同时， 积

极开展国际医疗合作， 与世界人民携手同行、 共

克时艰。 在艰苦卓绝的抗疫实践中形成了伟大抗

疫精神， 这种以守望相助、 顾全大局、 舍生忘死、
英勇战斗、 乐观积极为表现的精神是中国实践的

真实写照， 是当下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二、 坚持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在 《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说： “ 发展

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 在改变自

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

的 产 物。 不 是 意 识 决 定 生 活， 而 是 生 活 决 定 意

识。” [14]从马克思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分

析中可以看出， 思想的逻辑应该与社会历史相一

致。 如此说， 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与形成， 便应

该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性， 首先体现在其形成

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 从民族精神形成的

角度看，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各民族长期共同

生活、 团结奋斗的历史和实践中铸就的。 中华民

族的形成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结果， 中华文明也

在多民族文化交往、 交流、 交融的过程 中 生 成。
在中国传统的“ 天下” 意识的指导下， 由若干民

族集团汇聚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作为“ 天下” 的

中 心， “ 蛮、 夷、 狄、 戎” 等 周 边 民 族 也 都 是

“ 天下” 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各民族集团在长期

生 活 中 不 断 进 行 着 各 种 形 式 的 沟 通 与 融 合 [15](P36)。
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原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了较为先进和完善的社会经济体系， 从而成为了

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体和中心。 虽然不同民族

由于最初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了

各自的文明体系， 但在中原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
周边民族也逐渐接受了农业文明社会的“ 洗礼”，
即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来实现华夏化、 中国化[15](P67)。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和

心理归宿， 凝铸了中华民族基本的生活态度、 思

维方式、 价值观念， 使尊祖敬宗、 勤劳务实、 贵

和尚中、 团结统一、 崇德重义等民族心理深深内

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基因。
其次， 从民族精神发展的角度看， 时代背景

和社会现实影响着民族精神的发展轨迹。 近代中

国正处于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 救亡图存成为了

时代主题， 中华民族精神也随之发生变化， 不仅

忧患意识、 发展观念、 爱国主义等被进一步激发

而愈加强烈， 而且科学民主、 平等博爱等观念的

融入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精 神 的 内 涵 [12](P156)。
例如， 高举民主、 科学两大旗帜的新文 化 运 动，
目的就在于摒弃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 启发

民智， 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而寻找救

亡图存的正确道路。 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有

力地冲击了封建思想， 启发了民众的民 主 觉 悟。
五四运动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激发了中

华民族追求进步和真理的伟大觉醒， 培育了中华

民族团结奋斗、 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 强化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

族精神注入新的血液、 增添了新的内涵， 使其在

民族危难之际迸发出强大的动力， 激励和鼓舞着

中华儿女拯救民族危亡、 捍卫民族尊严。 新中国

成立以后， 面对国家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的严峻

局面， 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 锁 遏 制，
中华儿女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拼搏， 独 立 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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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 找到符合中国国情、 推动中国发展的

道路， 创建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民

族不断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 结合社会发展的要

求， 进一步塑造了自强不息、 锐意进取、 艰苦奋

斗、 改革创新的民族性格。
再次， 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性还体现出实用、

理性的精神特征。 实用、 理性是中国传统思维具

有的特点。 先秦时期各思想流派为了在当时的社

会大变迁中寻找出路而产生各种学说， 从那时起

就为中华思想文化奠定了对社会、 生活、 人生问

题的实用探索的基调[16]。 民族精神不是祖宗遗产，
而是活的传统， 是对当代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和价值的精神指导， 因此必须包含现实性的文化

成分。 中华民族重视现实社会问题的妥 善 解 决，
中华民族精神也就在现实社会实践中铸就， 进而

成为社会实践的精神指导。 和平时期， 勤劳勇敢、
崇德重义、 贵和尚中、 居安思危的民族精神是我

们实现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 危难时期， 团结一

致、 英勇无畏、 坚贞不屈、 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坚强支撑； 改革时期， 艰苦奋

斗、 自强不息、 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

是我们不断发展完善的强劲动力； 新时代， 坚守

理想、 甘于奉献、 戒骄戒躁、 砥砺前行的民族精

神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源

泉。 可见，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一路走来逢

山开路、 遇水架桥、 披荆斩棘、 生生不息的精神

定力。 因此，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 精 神，
要基于现实性原则， 注重实现其精神力量的发挥

和转化。
最后， 中华民族精神更具有超越性。 中华民

族精神产生于社会实践， 然而又不限于简单地反

映社会实践， 而是在反映社会实践的基础上， 融

合和升华民族意识、 民族性格、 民族心理等内容，
凝铸出优秀的、 积极进步的成分和因素， 从而进

一步对社会实践进行指导[12](P7)。 因此， 新时代传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既要积极推动精神自身的

发展完善， 又要充分发挥其对当下和未来的引领

作用， 必须明确和重视民族精神的超越性。
中华民族精神的超越性首先表现为其精神内

涵的不断发展、 层次的不断提升、 境界的不断升

华。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发展

历程中不断积累下来的民族优良品格， 是中华文

明精华的积淀， 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薪火相传

的道德品格和价值取向， 是已深深内化的民族性

格与气质 [17]。 在这个过程中， 中华民族精神根据

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与超越， 最

终形成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的精神内容。
例如， 团结统一作为精神主线贯穿于中华民

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尽管在历史上也曾出现

过短暂分裂割据的状况， 但团结统一始终是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只是， 这种团结统一精

神的内涵和实质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 在古代， 中央政府与边疆部族在联合中斗争、
斗争中联合。 中央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平 定 边 疆，
边疆为延续自身发展而臣服中央， 中央政府与其

他边疆部族之间遵循了一种“ 在冲突斗争中求融

合” 的民族团结观念， 以此结成各取所需式的暂

时的稳定统一秩序。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各族

人民逐渐认识到斗争和分裂只会造成伤害和破坏，
只有和睦团结才是促进共同发展进步的理性选择，
从而表现出进一步交往交流的意愿和自觉。 随着

各民族交往的日益密切和深化， 各民族之间的联

结与融合也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形成不可分割的

有机结合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 伟大

团结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 其

精神实质已超越过去， 其内涵是“ 在民族融合中

化解冲突斗争” 的民族团结观念， 各民族已然以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文化认同、 政治认同， 五

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各民

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 水乳交融、 唇齿相依、
休戚与共、 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 所以各民族团

结互助、 和睦友爱是人心所向、 必然之理， 只有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心协力， 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

蒸蒸日上、 蓬勃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正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 坚守中华民族

复兴梦想， 才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以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 能” 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好”。
中华民族精神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对美好未来

的指引。 伟大梦想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

涵之一， 千百年来， 孜孜不倦追求梦想的执着精

神， 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重要支撑。 从中

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 可以找到中华民族勇于追

求并努力实现梦想的精神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总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

复兴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时说， 民族精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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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 民族精神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重要精神引领和动力 [18]。 在中国梦

的实现过程中， 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大精神价值，
它昭示着我们的奋斗目标， 它贯穿于梦想实现的

始终， 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同心同德

的强大力量， 为梦想的实现提供力量源泉和精神

指引， 是我们勇往直前、 追求进取的精神动力。
三、 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 带有民族性

的东西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世界性价值

和意义。 它的产生受创造它的主体的民族个性和

文化特性的制约， 但伴随它的成长与完善， 不可

避免地发生文化之间、 民族精神之间的交流与碰

撞， 影响了他主体或被他主体所影响。 所以， 民

族精神必然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 中华

民族精神的内涵不仅包括本民族的精神理念， 还

包括人类普遍认同和遵循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所蕴含的中国思想和智慧， 为世界

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6]。
民族精神具有个体性特征， 它不是一个抽象

的、 独立的实体， 而是具体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
并由各个民族具体的民族精神所承载， 在这个意

义上它包含着对具体民族个性的认同。 每个民族

的民族精神都有其不同的内涵， 这种差异性是分

析判断各民族精神的基础 [12](P6- 8)。 中华民族精神深

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 化 传 统，
展现着中华儿女独特的精神气质， 具有鲜明的民

族性特质。
第一， 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源于中华民族自

己的文化传统， 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

财富。 中华民族精神， 作为中华各族人民长期共

同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群体精神， 包含了对自然、
社会和生活的具体感受， 是中华民族通 过 沟 通、
交流、 改进和抽象而产生的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

念， 是高度集中的民族意识， 是国家利益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

力量 [19]。 这种群体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各族人民形

成的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 马克思

在 《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 “ 我们的出发点

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

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

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20]道德、 宗教、 形而上学及

其他意识形态， 会因主体的实践活动而不断交流、
共振， 独立性外观不复存在， 从而随着主体实践

活动的发展变化而改变。 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的五十六个民族， 构成为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的

整体， 尽管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裔之间在宗教信

仰、 传统习俗、 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 但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 各族人

民在长期的交往与融合中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共鸣

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情感。 中华民族精神凝结

着各族人民最广泛的社会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共

同向往， 是在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中展现出

的独特精神风貌。
第二， 个性的、 体现着民族性的中华民族精

神， 内含着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 反映中华民

族特征的价值理念。 就天人关系来看， 在西方文

化中， 人与自然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信心

逐步增强， 不再像从前那样战战兢兢、 诚惶诚恐

地做自然的奴隶， 而是以高昂的姿态， 追求做自

然的主人， 自然环境由早期人们敬畏的对象逐渐

发展为希望掌控的对象。 然而， 在中国文化传统

中， 人与自然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 中国自古

以来就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 将人

置于自然之中来看待， 而不是将二者分隔开来甚

至对立起来， 主张“ 天人合一”， 认为“ 万物与我

一体”。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西方文化在对待

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 更强调个人的意志、 自由、
利益和发展。 而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性， 强调个体

的利益需要在整体中得到实现， 这也是中华民族

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重要根源。 就民族、 国家关系

来看， 睦邻友好、 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一贯秉持

的价值追求和交往原则 [21]， 即便在历史上中国最

为强盛的时期， 中国也从来没有开展霸权主义和

进行殖民扩张， 与不同文明对话交流、 借鉴学习

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 既包含了中华民族

仁爱、 贵和的精神基因， 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

百川的博大胸怀。 所以， 中华民族精神反映了中

华民族的发展历史，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

习惯， 抽象和提炼出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 人

生观和价值观， 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6]。
当然， 中华民族精神除了具有自身的民族特

性以外， 还体现出世界性精神特质。 民族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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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属于特定的民族， 也不只存在于特定 的 时 代，
而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所有民族所共有。 从这样

的全球视野和人类价值的意义上来说， 民族精神

也可以看作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12](P6)。
首先， 中华民族精神在形成发展过程中， 除

了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以外， 也积极吸纳了世界

其他文明的优秀价值和思想理念。 梁启超在 《 论

学会》 的政论集中曾提出： “ 独故塞， 塞 故 愚，
愚故弱； 群故通， 通故智， 智故强。” [22]这是说我

们要开放而不是固守， 东西方文明要相 互 交 流、
学习、 借鉴， 各取所长。 如果轻视或者直接切断

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 就会使得一个民族自闭

自大， 从而走向精神孤化。 毋庸置疑， 中华民族

精神的生成和建构离不开世界文明的滋养， 佛教

中国化、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都是涵

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的外来思想文化资源。 特

别是近代以来， 伴随西学东渐步伐加快， 大量来

自西方的知识、 思想、 文化传入中国， 西方文明

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广泛， 而且深刻， 直接推动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 正是在文明交

流与互鉴中， 许多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开启了以

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来启发民智的近代中国思想启

蒙运动。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

一步融入世界、 拥抱世界文明， 中国在不断走近

世界舞台的同时， 大量优秀和先进的西方文化涌

入中国，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习近平指出， 文明在不断进行交流互鉴的过程中

变得丰富多彩， 这一过程有力地推动世界的和平

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23]。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不断实现自身的

丰富和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的借鉴融合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品质，
也为中华民族精神自身的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 在肯定中华民族精神对本民族的生存

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同时， 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精神

本身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既属

于中国， 也属于全世界， 因为它是全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精神中所体现

的积极和进步的精神理念， 为世界其他文明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17、 18世纪的西

方启蒙时代， 欧洲世界就大量推介中国文化和中

国典籍， 中国的儒学和孔子思想成为先进知识分

子 在 哲 学 上 反 宗 教、 反 封 建 的 思 想 武 器 。 写 作

《 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 的斯蒂芬就认为， 自从非

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 才使得英国

人开始对人类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 他在 《 从中

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 一文中指出， 孔子的学说

是理性的结晶、 智慧的宝库， “ 英国的自由思想

家， 信奉自然神权， 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 向传

统的基督教徒进攻”， 他们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的

理论， 几乎全部为孔子学说， 中国的文化、 中国

的思想和中国的哲学为欧洲所尊崇、 吸收和利用，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五百年间， 欧洲流行“ 东

方主义”， 东方被西方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理想主义

色彩 [24]。 当前， 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

的进程中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谁也离不

开谁。 面对这一现实， 基于中华民族爱 好 和 平、
协和万邦的精神理念， 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主张全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们要团结而不是对

抗、 要共赢而不是独霸， 每个国家都应在谋求本

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25]。 这一思想

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 同 利 益，
在世界范围内收获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中国秉

持这一精神理念，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

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

之后， 中国迅速积极投身全球抗疫斗争之中， 秉

持“ 仁爱” 精神， 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和地

区提供医疗物资援助， 派出专家和医疗小组支援

他国疫情防控， 积极共享信息、 分享经验， 为遏制

全球疫情扩散贡献力量。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基础的国际团结精神应是今后支撑各国发展的精神

旗帜和思想武器， 也应成为指导各国开展国际交

往实践、 共同解决世界问题的根本指引和行动指

南。 由此可见， 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是中国

崛起、 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其蕴含的精

神价值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综上所述，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

民族精神， 既要尊重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 充分

发挥其积极价值， 同时又要善于透过新时代的主

题、 话题和问题， 创新、 创造和重构新时代的民

族精神； 既要尊重民族精神历史形成与发展的特

点、 特质， 又要积极发挥精神的引领示 范 作 用，
凝心聚力， 提升全民族的综合素养和精神修养境

界； 既重视和坚持民族精神的独特性、 自身发展

的规律性， 又尊重民族精神形成与完善过程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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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明、 精神系统之间交流、 互鉴的必然性与

必要性， 并善于从吸收外来文化精神加以创造性

转化， 也乐于和善于传播自己的优秀因素与要素，
提升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当然， 新时代传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三个基本原则， 其内

在具有着交相呼应的关系， 即在立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础上， 继承本民族优秀精神

文化传统， 保持和彰显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民族

精神所特有的民族性特征； 同时， 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实现其精神内涵的自我革新和发 展 超 越，
以便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要求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 总

之， 在世界大历史视野下， 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

神必会得到发扬光大，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和世界人类文明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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