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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论述的内涵要义与价值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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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的论述蕴含着由家延伸到国的递进圆融关系，其形成既是对优秀传统家国理念的传

承与发展，又是对中华儿女奋斗历程的省察与总结，同时也是对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研判与回应。其内涵要义主

要包括以厚植家国情怀上下功夫为基本要求、以爱家与爱国相统一为核心内容、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爱国主义

教育相共建为践履路径三个维度。从个体、社会、国家、世界来看，这一论述在于强化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道德

准线、培植清正淳朴家风民风的价值导向、筑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根基

四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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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具有深厚持久的传统文化底蕴，是一种由家及

国一脉相通的情感表诉与理想追求，呈现为个体对家乡故土

的依归和眷恋，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认同，是支撑中华民族

经久不衰、薪火相传的精神信仰，也是全体人民奋进新时代、
创造新作为的力量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

和推崇家国情怀，多次强调爱家与爱国的一体性，并对弘扬

和厚植家国情怀的时代要求与具体内容作出了明确阐释。
深入研究与分析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论述的基本缘由、内涵

要义及价值意蕴，对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崇高的爱国奋斗精

神、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伟力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论述的源头活水
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的论述，内含着家庭与国家的双向

连通关系，是致力于实现家庭幸福美满、国家振兴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的精神动力，其源头活水在于对优秀传统家国理念

的承袭与发展，对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省察与总结，对当前

家庭建设、国家治理与国际竞争等现实诉求的研判与回应。
( 一) 承袭与发展优秀传统家国理念

“家国情怀”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进程，是优秀传统

文化中最核心也是最活跃的精神财富。当前，习近平特别重

视挖掘和借鉴优秀传统家国理念，并将富含哲学思想和科学

认识的精华融入重要论述中，其家国情怀也就在历史传承的

基础上有了新的内涵特质。

一方面，是传承从家到国的优秀传统价值理念的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家国理念与西方所倡导的家国二元论、个人主

体性的价值取向有根本的不同，它是以“家国同构”“家国一

体”为政治秩序，崇尚“家齐而后国治”“国之本在家”的伦理

认同，使个体自觉将自我修身与家庭建设、国家治理和天下

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新时期家国情怀的有力表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继了传统家国理念中从家到国的社会

价值逻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

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1］169 可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与传统家国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都强调个体、社
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相互贯通，因而倡导每位社会成员要以

自身修养塑造为逻辑起点，遵从和执守社会交往中的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随之凝聚和内化为更高层面的社会价值共

识。显然，习近平对家国情怀的相关论述不仅深化了优秀传

统家国理念的时代意蕴，也阐明了现代家国情怀的本质内涵

和实践方向。
另一方面，是延续传统爱国为民实践的需要。习近平的

论述会产生强大吸引力和广泛渗透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善

于恰如其分地运用历史经典传达理论观点和情感态度。如

在阐释家与国的辩证关系时，便引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典故，直接且深刻地诠证了建设和

善纯良的家风对国家稳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在阐发“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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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时，广泛撷取“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

一叶总关情”等寓意深邃的古典名句，使人们既感动于先贤

们关心百姓之疾苦、深系民族之兴亡的爱国为民情怀，又赞

叹于中国共产党人胸怀祖国、心系群众、公而忘私的赤子之

心。由此可见，习近平对爱国为民典故的深层认知和精准征

引，为论述家国情怀提供了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厚滋养，激起

人们蕴藏于心的道德意愿与践行动力，在传承人文精神中延

续传统爱国为民的实践。
( 二) 省察与总结中华儿女奋斗历程

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就是探索中国梦的过程，

而中国梦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得力于全体人民的集体

智慧和艰苦拼搏。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国

家民族的发展紧紧捆在一起，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中国梦的

浇筑与追逐中，才能推动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方面，家国情怀是历代中华儿女不懈探索中国梦的精

神底色。中华民族能够在启蒙与救亡、忧患与觉醒、发展与

复兴的多重变奏里一如既往地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是成长

为中国人精神底色的家国情怀所凝聚出来的价值共识。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非但没有因此丧失信念、泯灭梦想，反而在历史和现实的双

重积淀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实

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1949 年以后，中国人民经

过 70 多年的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终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

了更为光明的前景。梳理历史脉络，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

硝烟弥漫、艰难竭蹶的革命时期，还是在波澜壮阔、惊涛拍岸

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无数中华儿女都会在国家前行

的大势中探寻自我人生价值的真谛，为深沉的家国情怀添上

最生动的注脚。
另一方面，家国情怀是当代中华儿女奋力实现中国梦的

精神养分。当前我国处于百舸争流的奋进时代，虽不要像民

族危难关头的“为国捐躯”，但更需要当代中华儿女把努力奋

斗作为诠释爱国的最好方式，将个人的智慧才干奉献于党和

国家事业的改革发展中，把个人责任担当体现在具体的实干

笃行之中，因为“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

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1］4。反之，若国

民缺少集归属感、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于一体的家国情

怀，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如同四分五裂的一盘散沙人心涣散而

形不成聚合力，像漂泊不定的无舵之舟摇摆不定而迷离正确

的行进方向，终将丧失奋斗合力而走向消亡。因此，习近平

号召全社会的奋斗者树立家国情怀，点燃他们干事创业的激

情与自信，释放他们创新创造的活力与动能，以为大家舍小

家的志气、功成不必在我的大气同心同德、一往无前，为实现

中国梦积聚起充沛的精神养分。
( 三) 研判与回应新时代国内外形势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

同时也面临着国家治理的突出矛盾，以及国际上多元政治格

局博弈的复杂形势，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弘扬家国情怀，以推

动国家治理的持续进步、实现国际地位的稳步提高显得尤为

必要。

一方面，弘扬家国情怀是提升家庭德育功能和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的顺利

推进，我国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得到明显增

强，与此 同 时“城 乡 家 庭 的 结 构 和 生 活 方 式 发 生 了 新 变

化”［2］，传统家庭德育范式很难真正发挥应有实效，再加上各

种消极社会思潮、花样翻新的价值观念竞相涌入，不断扰乱

着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理性认知与真正认可。其中“家族式

腐败”背后呈现的正是家教不严、家风不正的问题，其严重玷

污着党风政风，侵害着社会肌体。基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重视家庭、注重家教、培育家风是现实之必需，

“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

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2］。特别是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必修课，也是新时代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的“重要战场”。因此，广大家庭

成员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为巩固家庭德育效

果、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指明着力方向，提供思想保障。
另一方面，弘扬家国情怀是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利

益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国际战略竞争，从来就包含着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元素。［3］87 在面对国家主权和

尊严遭受侵犯和欺辱时，党和政府始终能够保有坚定的原则

和立场、高度理性和冷静的姿态，是经受过血与火淬炼的家

国情怀所带来的执着信念与厚重底气。正如习近平所强调

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

的信念高度一致，决心坚如磐石。”［4］这表明家国情怀是中国

人民坚定信心、凝魂聚气、共同抵御外在风险与挑战的精神

定力，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独立自主走好中国道路的坚强

后盾。总之，习近平深切认识到家国情怀是在国际竞争中取

得优势地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二、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论述的内涵要义
习近平站在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和时代变革的路口，发

表了一系列关于家国情怀的重要讲话，并在立身行事、治国

理政上率先垂范，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论述的内涵要义包含了三个层级，即基

本要求、核心内容和践履路径。
( 一) 基本要求: 在厚植家国情怀上下功夫

家国情怀不是生而有之的，需要在长期的培育和滋养中

才能深入人心和落地生根。厚植家国情怀是培养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要求，也是弘扬伟大中国精神、

铸就强大中国力量的重要切入点。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

合赞扬和肯定了科技人员、广大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强烈的

爱国报国情怀，也勉励广大青年学生和教师“要在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上下功夫”［5］。对于学校来说，要抓好学生的爱国

主义教育，才能解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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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核心命题; 对于教师来说，要“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

着国家和民族”［6］，才能用真理的力量和高尚的人格感召引

领学生坚守远大的理想抱负、践行浓浓的报国之情; 对于中

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7］，是人生

当中必须系好的一粒“扣子”。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

国情怀并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变得更加厚重

并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厚植家国情怀仍是势在必行、意义

重大的长期任务。
正因为如此，必须要在新时代着力厚植家国情怀，号召

人们传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精神，培养起对国家民族高度的使

命担当精神。作为厚植家国情怀的重点群体，广大青年应义

不容辞承担起这一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必须笃志弘毅、久
久为功。诚如习近平所要求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
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

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

国主义情怀”［7］。为此，首先，青年要向党中央看齐，以坚定

信仰、信念、信心应对前进路上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廓清困扰

和束缚现实行动的思想迷雾，为深层而艰难的斗争聚积强大

的政治定力。其次，青年要自觉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提升服

务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和人民一道以激昂的精神面貌触摸

时代脉搏，以自强不息的意志、扎实过硬的业务能力战胜艰

难困苦。最后，青年要弘扬爱国奋斗的崇高精神，抱定“知中

国，服务中国”的远大追求和“吃亏是福，奉献为美”的价值

取向，力争走好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广大青年也只

有厚植爱党情怀、为民情怀和报国情怀，才能在担任中国梦

的守护者、践行者、续写者的时代任务中彰显家国情怀。
( 二) 核心内容: 爱家与爱国相统一

中华伦理文明自古以来就格外重视家与国的互联互动

关系，认为家和国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

同体。习近平更是精准辨析了家国关系这一核心内容，指

出:“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

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8］一方面，

家是国的基础。家庭是构成社会和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离

开了个体的“家”，“国”这个统一整体也将不再存在。只有

家庭和顺美满、邻里友爱融洽，整个国家社会才会安定和祥、
幸福安康，中华民族才能行稳致远、繁荣富强。另一方面，国

是家的延伸。“国”既是代表着一定的疆土地域范围，也依靠

血缘、地缘的联结成为“家”的延伸，以“家”为辐射核心向外

扩展而成无数个体共同的“家”。［9］国家是每个家庭和个人

享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和公平发展的权利、追求美好生活道路

上的坚实屏障。据此，唯有体认“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的深层价值，才能将对国家和家庭的热爱与认同深化为投身

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行动自觉。
因此，习近平强调:“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

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2］在新的历史节点下，

人们更要读懂爱家与爱国的一体性，将根植于“家”的伦理情

感推及到“国”，从敬老爱亲、兴家立业走向爱国爱民、心系天

下，不断认同自身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联性，有效协调个体

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以主人翁的姿态实现个人梦、
家庭梦与中国梦的完美融合。甚至在关键时期仍要明晰价

值的优先顺序，为成就“大家”而不惜牺牲“小家”，担负起坚

持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责任。在如何实现爱家与爱国同

频共振的问题上，习近平指出: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8］在家尽孝是为国尽忠的前提，只有做到

了恪守孝道、团结邻里、尊老爱幼，才有可能会尽忠职守、敢
为人先、乐于奉献。同时，对国家尽责也是建设幸福和美家

庭的切实保障。这两者保持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辩证统

一关系。这种“忠孝一体”的观念对现代社会家庭自律与国

家治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强化了精神引领。
( 三) 践履路径: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爱国主义教育相

共建

家国情怀的大力弘扬和积极培育，既要从微观层面出发

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家风传承的社会风尚，也应从宏观上

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明确其总体要求并落实到爱祖国

爱人民的日常具体实践中，以激励人们真正涵养起勇于担当

的内在驱动力，不断在实现中国梦的辛勤劳动中团结奋进。
一方面，“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0］。优良家

风的传承对每位家庭成员的理想追求、道德品质、行为品格

等都会产生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习近平尤

为重视青少年的家庭教育，指出品德教育是其最重要的教育

内容，且要发挥妇女在家庭美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对于党

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必须从老一辈

共产党人精心塑造的兼具时代性和科学性的红色家风中蕴

润身心，带头树立好廉洁自律的标杆和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为全面净化和

恢复党内政治生态，凝聚党心民意正本清源。这种以熏陶教

化、寓教于行为的教育方式，以爱国爱家、廉洁守家、为民奉

献为教育内容的家教家风建设，实际上为家国情怀的弘扬和

培育奠定了深厚的道德根基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

为永恒主题”［11］。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动员人民奋勇抗争

走近舞台中央、推动我国社会向前迈进的一面屹立不倒的旗

帜。为了传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是历久弥

新、任重道远的任务，必须在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贯通

对接中开创新局面。一是要整体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深入体悟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

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

件。”［10］人们只有在充分了解新中国 70 多年发展历程的前

提下，才能懂国家之事、明国家之理、报国家之恩。二是要明

确当代爱国主义的本质。纵观近代以来我国的发展方向和

进路，中华民族能扭转自身历史命运、永葆无限生机，就是因

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这一

根本制度的保驾护航，因而在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统

一中推进国家的发展实为必然。三是要把握好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的有效平衡。“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

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12］我们既要坚持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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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核心利益的根本立场，又要以开放兼容和求同存异的心态

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总体来讲，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只有全面认知和掌握爱国主义

的本质规定和实践要求，才能转化为爱家爱国的情感表达和

行动意志。

三、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论述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关于家国情怀的论述，是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

“修齐治平”道德理想的文化积淀，深刻彰显了从家、国推广

至天下的重要特征。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社会矛盾多

发凸显的今天，家国情怀以其独特的思想理念和严密的实践

逻辑，对强化个体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培植清正淳朴家风

世风、筑牢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重要价值意蕴。
( 一) 强化个体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道德准线

家国情怀对于个人而言，是内心修炼的最高境界和外在

事功的理想追求，会引导人们以顽强奋斗的精神、无私忘我

的境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习近平对我国工人阶

级和劳动人民提出了殷切期冀，“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

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13］。这就要求全体人民在理

论学习和现实实践紧密结合的历练中，深谙家国情怀的道德

准线，使之成为个人成长成才的压舱石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助

推器。
当今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习近平针对不同主体的特性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和

要求。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始终秉持严以修

身、勤政为民、严谨务实等优良品质，为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做

好了良好示范引领。正如他所言:“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

说就是: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4］对于坚强的

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他明确表示要执着坚守和践行初心和

使命，发扬敢于斗争和勇于拼搏的精神，不断创造出不负时

代机遇和人民重托的伟大功绩。对于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

众，他勉励其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像

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15］，脚踏实地、坚
持不懈地把每件平凡细微的事情做好。我国各个社会主体

之所以能够把复兴的使命放在心上、把家国的责任扛在肩

上，其根本原因是尊崇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家国天下为先的

家国情怀。因此，每个中华儿女定将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

坚定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向的理想理念，固牢个人与国家

紧密相连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奋 力 担 起 社 会 责 任 和 时 代

使命。
( 二) 培植清正淳朴家风民风的价值导向

世代相承的优良家风民风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内在

动因，因为家风和民风是国风的具体展现，对社会良性运行、

民族团结繁荣、文明进步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当

前社会上功利主义、人际关系冷漠、无视国家荣辱等道德失

范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缺乏“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和“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的人格培塑，淡化了对传统美

德的继承与重构的结果。在这样亟需纾解社会发展矛盾，进

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培植清正淳朴的家风民风的境况下，必

须发挥家国情怀在提升公民素养、构筑幸福社会中的价值导

向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对国家的深切热爱和强烈担当不仅

是优良家风民风的核心价值表征，同时两者也存在相得益

彰、殊途同归的逻辑关联性，引导着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家

风民风建设。
对此，习近平指出在全社会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精神，尤其是要把以家庭为基点、以人民为中心、以国

家为核心的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践

行中，通过强化价值认识、价值判断的引领，使广大人民群众

能够领悟到社会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公正评判善恶是非、黑
白曲直，以良好品行和能动力承担起建设小家的责任，在家

庭环境中培养出清正廉洁的家风，在社会环境中营造出敦厚

淳朴的民风，最终对家庭、故乡和祖国形成高度的自豪感和

使命感。因此，新时代道德建设只有牢牢抓住家国情怀这一

极具意义的价值符号和重要参照，才能促进公民道德共识的

凝结和内化，淳正祥和家风民风的塑造和渲染，满足人民对

社会秩序的美好期待。
( 三) 筑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

民族凝聚力是指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交流

磨合而逐渐积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情感愿望、精神归

宿等观念形态的集中体现，它表现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

强烈吸引、各民族对民族整体的绝对依附以及各民族成员之

间的融合共生，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生

力量。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凝聚力自生成之时起，不管是遭

遇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生死搏斗，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

上升发展并走向振兴的征程中，各族人民都迸发出排山倒海

的爆发力，其实这就是所有中国人同舟共济、携手向前、攻坚

克难的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

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7］一个民族对特定的

环境和物质产生了深沉而坚定的情感，这一情感就如同是一

种任何力量也无法割断的纽带，中华儿女也因这一纽带而牢

固地联结在一起。这种对故国家园的情感共识正是中华民

族凝聚力建设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

永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最本真、最动人的自然情感的

召唤下，各族人民会在心理上提升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在思想上把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作为个体的奋斗目

标，在行动上将尽忠报国作为人生之大任，“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6］。因此，只有

更好地涵育家国情怀，全国人民才能在面对多样化社会群体

和多元化利益诉求时找到最大同心圆，凝心聚力在更高阶段

上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
( 四)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根基

新时代弘扬家国情怀不是“封闭式”的民族主义和排外

主义，而是主张超越地域范围的界限、社会制度的藩篱和民

族文化的区隔，以开放开明的博大胸襟把握人类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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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承载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伦理情结，寄托着

全人类走向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崇高境界，而且呈现出富

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和新型的义利观念。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正是对这一博大情怀的接续传承，并受这一理想目

标的引领与推动。没有家国情怀作为精神根基，新时代大国

外交理念必然是无法贯彻和实现的。
在新世界秩序形成背景下，习近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

受滋养，从国家发展经验中获得启发，提出了旨在破解全球

治理难题、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中国方案。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爱国意志与人类责

任担当相结合，将谋求自身利益和维护他国合理关切相结

合，切实体现出了家国情怀独具一格的民族性与开放性特

征。在回应新时代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时，习近平指明:“要

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

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

同利益结合起来。”［1］248 中国共产党要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

法则，超越一己之私和一国之利，力图通过主体间或文明间

的相互对话和理解，寻求凝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展现

出我国既竭力于民族振兴又具有国际胸怀的负责任大国形

象。这不仅是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新秩序构建的

正面引导，也充分凸显了我国本于家国又高于家国的世界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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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Xi Jinping＇s Exposition on National Feelings

LIU Li － quan，LIU Jiang
( Marxism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exposition on national feelings embodies a sequential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from home to the country． Its
formation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amily and country，but also the inspection
and summary of the struggle of all Chinese people，and the judgment and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ts conno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the family＇s national feelings，the core content of uniting the love
of the home and the patriotism，and the practice path of building the family tutorship and patriotism education together．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individuals，society，nations，and the world，this dissertation lies in four levels: the moral guidelines of strengthening the
sens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honest and simple family tradition and folk custom，the i-
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building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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