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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中国精神是历经数千年文

明发展逐步积淀，并且经过漫长历史时间，由中国各民

族共同创造，最终形成的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多元

价值体系的思想精粹。中国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根基和魂脉，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现实需求

的回应，并且对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到思想引领和

价值导向的作用。

中国精神：时代元素

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也

造就了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若以纵向时间段而

言，将全球范围内各个不同区域或民族所有的历史时段

的“时代精神”加以累积，则构成了该区域或该民族的

时代精神。

由此来看，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以

中原地带、黄河流域及长江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步

得以融合，其文化也得以全方位发展和积淀，期间积累

起来的精神文化成果是“中国精神”的根基和底蕴。不

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受到西方文

明的外来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 20 世纪后期，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坎坷发展，又为“中国精神”增添了

全新的血肉，或言生长出枝叶繁茂的枝丫和果实。具体

的历史时间段及其时代精神的表达，可划分为如下几个

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 ：中国精神的根与脉——传统文化及精神

的积淀和发展（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公元 1840 年）

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数千年的积淀及发

展：大约从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期间，

在这漫长历史时期中积累的文明财富就是博大精深、丰

厚凝练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结晶。具体为 ：包括一切外在

的物质载体的物质文化成果，以及包括思想体系、制度

体系、科技人文等一切学科所富含的精神文化成果。若

高福进

中国精神的民族特性及时代表达

【摘要】“中国精神”具有典型的时代特性，其古代元素集中包含在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历程中所积淀起来
的中华传统文化及精神 ；近现代元素既包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奋斗精神、
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的“建党精神”，亦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和创新精神 ；中
国精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得以凝练与升华，至今形成“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的民族特性则是
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渐融合起来的，中国各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具有多元特征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体系。

【关键词】中国精神  时代元素  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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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以“精神”而论，奠定这种精神根基的内容包括儒释

道文化和其他学说、文化及民族精神。

首先，以“三纲五常”为主体内容的儒家思想。孔

子在春秋时期所奠基的儒家学说至今已超过 2500 年，

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

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

至今也有超过 2100 年的历史。这种学说的主要内容就

是所谓“三纲五常”，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和“仁义礼智信”成为两千多年历代帝王和平民百姓所

奉行的精神主旨。具体而言，儒家思想强调“仁义”和

“人为贵”，它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思想，对中

华文明影响深远，当然，儒家思想不止如此，它历经丰

富和发展，内涵不断累积和凝练，诸如博爱、厚生，公平、

正义尤其是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乃至

民主、法治等，构成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儒家思想内

涵丰富……为历代儒客尊崇，①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

响深远，作为两千多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儒家思

想在当下越来越得到充分地传承和弘扬 ；同样也可以预

料的是，儒家思想对于未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

至对中外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潜在意义可谓深远。

其次，以“天道”“无为”和“个体价值”为主要内

容的道家思想。同样是在春秋时期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也

可谓历史悠久，道家学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都有较

大影响。这种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天道无为”思想和

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念。具体而言，“天道无为”作

为道家基础性的思想，也是其修行方式 ；在政治生活中，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其理论基础是天地万物皆由道而

生，且天地万物之运动也是循道而周而复始，即谓“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而为人处事皆需以

自然无为为本，避免妄为。同时，道家精神也追求人的

价值，重视人性自由与解放，所谓“谦”“柔”“心斋”“坐

忘”“化蝶”等“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念和修为对

后世士大夫阶层影响深远，而且道家思想对当今中国传

统文化传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佛教文化。自佛教传播到

中国以来，对古代中华文明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也形成

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

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并使之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华文化

的土壤，佛教在我国逐渐迈入“世俗化之路”，就是中华

文明强大“包容力”的有力例证。所谓“事君事亲，也

能成佛”，到北宋初期就有儒释道合流之势，佛教文化与

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影响，进而实现佛教中国化。当然，

佛教的精髓和主体亦即其重视生命价值和自然平等的思

想，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最后，以其他各种学说和少数民族文化为重心的精

神。中国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文化积淀，不仅有儒

释道这些所谓“官方”主旨文化，而且还有其他的内容，

因为数千年来，在民众中间尤其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广

大农民中传承的乡村文化、乡贤文化等，也发挥了较大

的作用。其中，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存在

于中华大地各个地方，从流行在中国民众间的神鬼、祖

先信仰以及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等，包括汉

族和少数民族那些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的仪式组织、

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等，皆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密

不可分。于是乎，民间文化模式存在着较大而潜在影响，

这些构成了当今所言的“中国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层面 ：转型与转折点——中国精神在近代社会

的变迁（1840 年—1919 年）

鸦片战争是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

历史转折点。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中国濒临边疆危

机和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因此而经受较大的考验和磨难。

当然，就“中国精神”内涵的发展而言，这种精神又得

以丰富和发展，增添了全新的元素。

一是发愤图强的精神。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自强

精神是新一代士大夫阶层以及民众的反应和应变，当时

面对内忧外患，部分社会精英开启洋务运动甚至变法图

强的事业，百姓则顽强应战，从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

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再到积极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

后到五四时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等等，

皆体现了这种民众的呼声和行动。

二是变革创新的精神。变革创新精神在古代也有展

现，而在近代社会，面临着危机和屈辱，一些精英分子

和著名人物，则更是勇敢地站出来，引领了一个伟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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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者潮流的开启。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薛福成，

再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

登场。

三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是这一历史时代

的典型和楷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先

生为振兴中华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是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

的完美展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统一、反

对分裂的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而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民

族和边疆危机，中国人民所展示的团结统一精神就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仁人志士为反帝、反封建

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这是一种使任何征服或分裂

中华民族的企图都不能得逞的强大精神力量。

无疑，这一历史时段之末诞生的“五四精神”可谓

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承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御敌

奋斗精神，同时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始全新的民

主主义革命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第三个层面 ：“红色精神”开启——全新的引领和内

涵（1921 年—2021 年）

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顽强拼搏的一百年。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开启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期间培育形成了

一系列彰显和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

力量的“红色精神”。这种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系列的“建

党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精神。

第一阶段，“建党精神”：创党实践及发展阶段（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从 1919 年

五四运动爆发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红色文化”为主

体的“建党精神”自红色基因诞生、辐射到发展和丰富，

这种精神不断地得以曲折而坚韧地呈现。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在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以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论指引中国精神，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提振中国精神，以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塑造中国精神，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育中国精神，

以 实 现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凝 聚 中 国 精 神 ”。② 从 1921 年 到

1949 年涌现出的“红色精神”，我们可称之为“建党精神”

的系列精神。它们包括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

伟大的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以及以“两个务必”

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等等。

第二阶段，“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社会主义

发展史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立 -1978 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内容依然有很多，

突出的是团结精神、独立自主的创造和创新精神、艰苦

奋斗精神、大公无私精神等。在这些精神中，尤以包括

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抗美援朝精神、以

艰苦奋斗为主体元素的时代楷模精神为主要内容，其中，

时代楷模精神包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至今依然影响很大。

当然，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还有以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勇于创新为表征的科学研究精神，例如，著

名的“两弹一星”精神 ；主体是广大农民的“大寨精神”

和主体是工人的“大庆精神”，主体是军人的南京路上“好

八连精神”；更有体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和不

屈不挠气质的“红旗渠精神”。

第三阶段，“改革创新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阶段（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体内容

包括小岗精神、特区精神、拓荒牛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中国女排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

典”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华西村精神、北京奥运精

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等等，而且它们又分别在不同的时

间段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那么，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继承和

接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精神，开启随后取

得中国精神的全面提炼和提升阶段。

第四阶段，“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凝练与提升阶段

（党的十八大到 2021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精神得以凝练与升华，我们可称之为“新时代

的中国精神”。纵观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期间所逐步积淀和构

筑起来的体现民族性和这一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的中国精神谱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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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谱系也“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③是新时代

中国精神的提炼。

自 2012 年以来，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 ：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国政府持续“深化改革和开放”，在经济发展

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期间中华

民族的团结精神以及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展现的创造创新

精神得以提升和集中呈现，诸如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

北斗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譬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同仇“疫”忾，团结一致，

将抗疫精神发挥到极致，这是对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

和“时代表达”。

总之，进入新时代以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

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得到“重新注解……

（它们）在国内、国外两个场域同时发力”，④彰显了强大

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的民族性阐释

以今日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

史而逐步融合、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和繁荣的共同体，期间锻造和凝练出来的“中国精神”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精神

的这种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并存及发展。中华民族是由诸多

民族逐步融合起来的，期间经历数千年文明发展史，这

种“多民族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和主体（主干），

同时也发展起其他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分支）。中国文

化精神富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⑤此亦为中华民族

及其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着差异性之本因。

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是世界文明发展大势所趋，

也是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之需，此为人类之主观愿望所

无法改变的自然结果。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一个突

出的特征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于一体”，在这一发展

历程中，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谓相

互依赖，也形成着一定的互补性，其相互之间的“文化

认同的逐步加深，各民族间形成了共同的向心力、凝聚力，

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根本原因”。⑥ 2500 年以前，

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局面，后来周边各个民

族逐步融入，使得文化多元之势得以奠基 ；特别是宋元

以来吸纳了世界各种文化，加之鸦片战争爆发后，近代

中国被迫输入更多的外来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多元化和

多样性更加突出。

在这种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经

过凝结升华将更加完整的传统文化与各个民族文化并存

及发展的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立足于现实，中华民族

的各种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当然这也是由于不同地

区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此即中华文化多元之特征。

“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性。中华民族认可、认同这一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精神。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由于外敌入

侵而带来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所形成的更加坚定也完

全得以强化的一种群体意识和精神共识，此为近现代以

来“中国精神”凝练和提升的呈现。

这种认同性在 20 世纪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是

20 世纪初期因内忧外患加深了上述“两大危机”，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

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

治，带来了全新的“共和国”新气象 ；其次，接下来军

阀的统治并没有带来局面的好转，相反却使得危机加深，

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时代精神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最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创

党实践带来的精神和文化的认同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

的目标和理想，因为这种精神和理念所包含的对象是广

大民众，这也是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重视做好民族团结工

作，其目标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种目标在

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加强，在新时代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这种“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强化

和凝练为全国人民的“五个认同”，亦即对伟大祖国的认

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对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的认知和认同。中华民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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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千年的融合，从先秦时期秦国自西北入主中原地带，

到北魏拓跋氏汉化，再到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们接受政

治体制及儒家传统，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到周边

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就了今日各民族的“文

化共识”；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

是其他一切共识的基础。而当下，“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

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社会及各民族具有这种伦理型文

化的共同认知。⑦

价值观的趋同性。价值观既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

的趋同性。不同的民族及群体最初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

值观念，不过随着交流甚至融合趋势，主流价值观也逐

渐被接受。因此，当今世界，价值观的多元化呈现于全

球各区域，但每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也存在着主流的价

值观。中华民族也是如此，从古代到今天，多元化的价

值观始终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不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

价值观也逐步影响到中原王朝的周边民族，甚至影响到周

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至今，如同“伦理道德认同”一样，

新时代中国各个民族的价值观既存在着多样性，也拥有一

种主流价值观，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的趋同性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的融通性。

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逐步融合起来的，期间经历了漫

长的“磨合期”，此处精神气质的“融通性”，指的是我

国各个民族对“中国”这一国家主权、传统文化、道德

伦理、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精

神财富和理想愿景的融会贯通，期间各个民族在历史上

相互沟通，逐步融合、融洽，最终相互理解、认同和贯通。

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

立足于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精神具有永恒的活力

和生命力，以及持久且强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中国精神是对中国社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就现实维度而言，中国精神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和精华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高度概括，也是时代精神的充分呈现。它“是对重大

现实需求的回应，是一种灵活、动态、开放的多元价值

体系和文化，各种价值……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 就像

交响乐一样”。⑧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是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乃至实现中国梦的底蕴和支撑。中国精神是中华

民族凝心聚力之魂，也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起

来的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基础和精华，是连接、增强各民

族人民的精神纽带，而放眼于未来，这种精神更是引领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中国精神是我国各个民族的精神之魂，其内涵丰

富而深刻，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即将呈现于国际社会 ；

其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辅

相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 ：本文系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

的文化自信研究”（项目编号 ：2020-B-003）、上海交通大学科

研创新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 ：

2019ZDPY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唐明邦、汪学群 ：《易学与长江文化》，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 页。

②魏泳安：《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中国精神培育的历史经验》，

《思想政治课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1 页。

③邹绍清 ：《论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历程与基本

经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④陈雪、王永贵：《中国精神 : 战“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37 页。

⑤郭齐勇、王晨光 ：《论中国文化精神》，《北京日报》，2020 年

11 月 23 日。

⑥陈育宁 ：《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生动再现》，《光明日报》，2015

年 4 月 27 日。

⑦樊浩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基于改革

开放 40 年持续调查的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8 期，

第 44 页。

⑧黄纪苏 ：《中国精神，“五常”够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

报》，2020 年第 6 期，第 107 页。

责编 / 谢帅    美编 / 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