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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界定中国精神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精神作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必须透过层层

表象，深入到历史和现实的深处，分析和把握其内在精神的逻辑结构，然后从中抽引和凝练出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统一

的中国精神。据此，我们按照中国精神的内部联系，将其划分为本体致思、思维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道德规范、
行为方式、意志品格等方面，一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就是由这些方面构建起来的有机的、整体的精神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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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中国精神? 如何对中国精神进行界

定? 自近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近年来，

中国精神的讨论又被推到理论的前台，成为人们关

注的一个热点。在吸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仅

就中国精神的本质规定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再作一点

反思，与学界同人交流。

一、界定中国精神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在对中国精神下定义之前，必须澄清这样几个

前提性问题: 究竟有无中国精神; 如果有的话，中国

精神是否包含消极的方面; 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

代精神是否是一个东西。只有把这几个关涉中国精

神是否成立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搞清楚了，我们

才有可能对中国精神作出本质规定。
1．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无中国精神? 或者准确

地说，究竟有无积极的中国精神? 无疑，精神与民族

共存，没有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精神，问题在于有无

积极的民族精神。梁启超把中华民族的精神称为

“中国魂”。在他看来，“中国魂”尚未形成，甚至“杳

不可见”，因而提出要“制造中国魂是也”，而其所倡

导的中国魂是具有“爱国心和自爱心”的兵魂。1899
年，他在《清议报》第 33 期发表的文章《中国魂安在

乎》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魂”的概念，并指出“吾因

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

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 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

何? 兵魂是也……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

之魂也”。梁启超所谓的“兵魂”，即指尚武的精神。
在该文中，他大赞古斯巴达、德意志、俄国和我国近

邻日本的尚武精神，而对于中国“文弱”则极尽批判

和斥责的态度。他说:“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

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

肓。”
黑格尔也认为传统的中国没有自己自觉的民族

精神。在其《历史哲学》中，他从精神本体的高度运

用思辨的语言来阐述中国的民族精神，指出其还未

曾分化，尚处于“实体性原则”之中。他说，在中国

人的精神中，“客观性和主观性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

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

己的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
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

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1］161。这就是说，在中国

人这里，自由的自我意识还未产生，一种未曾区分的

单纯自然物质性泯灭了一切，整个民族乃是以君主

之意志为意志，个体的意志则无从取得自己的主体

性和自觉性。
应该说，黑格尔和梁启超的这些批判性观点有

其深刻之处，但他们却把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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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即使在君主专制下，被压抑的民族精神的“实

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人作为“能思维的动物”［2］216，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会在当时历

史条件所许可的时空限度内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及

其本质规律进行反思，在寂静的思想夜空中，总会时

常爆发出精神的闪光。因此，完全否定中国人有自

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有反省或反思的意识，有其

自身的历史及其进步性，这是十分片面和偏颇的。
2．中国精神是否包含消极的方面? 对这个问

题，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但持否定观点的人居

多。后者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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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积极的正向的元素［3］。也有

的学者认为，中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源于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也是当前中

国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整体性概括，其内

涵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也包括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消极性的精

神体验和心理倾向，是中国精神状态的整体性呈

现［4］。
如果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角度来观照和考察中

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话，那么，对其所包含的某些消

极性或糟粕性的东西进行反思是可以而且必要的;

但是，当我们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自我扬弃之后，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积极的正向

的精神理念，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我

们党所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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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理念等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些精神正是构成中

国精神的重要本质内涵。
3．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不是一个东

西?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二者是一个东西; 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民

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其时代特征的

精神，而中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
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

三个有差别的东西。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差别。有

人认为，民族精神是蕴含于一个民族中的精神基因，

它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时代精神则呈现历史性

和变动性的特点。中国精神不仅是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的统一，还是实然和应然的结合，因而它不但加

入了当今世界中那些我们应该吸取和借鉴的先进的

思想精神，而且应倡导那些尚未确立但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的精神理念。
笔者认为，三者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

加以认识。
第一，就其客观存在形态来看，中国精神、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东西。无论是中国精神还是

民族精神并非一个独立的实存，而是蕴含于每一个

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之中，并通过时代精神而实现

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

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

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5］8。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

处在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并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时

代精神而得以彰显。这也正如一个人，他历经童年、
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其生命包括精神就存在

于人生各个阶段之中，而没有一个独立于这些阶段

之外的抽象的人。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关系就是如此。
第二，在其理论抽象的形态上，中国精神、民族

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有差别的。时代精神是一个民

族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的抽象，它带有其时

代的特质，因而是“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1］104。
而民族精神实际是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

中进一步凝练出来的带有普遍性或共性的东西，它

如同一 个 民 族 精 神 发 展 中 相 对 稳 定 的 基 因。从

“变”与“常”的 关 系 看，民 族 精 神 就 是“变”中 之

“常”，即历史流变中那常住不变的东西，然而，这种

作为常住不变的文化基因虽然是客观的，但却是一

种理论抽象的产物。正如“水果”是各种具体水果，

如苹果、李子、桃子、香蕉等的抽象一样，虽然它也是

客观的，但却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中国精神则是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变”与“常”的结

合，它以扬弃的形式包含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对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最高抽象。
第三，中国精神是传统与现代、实然与应然、民

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首先，中国精神既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也不是从人的头脑里主观自生的，它是历

史的产物，是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

中逐渐生成和积淀的结晶，离开传统和传统文化，它

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中国精神的根

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次，中国精神是实

然与应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一个民族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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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

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

代”［5］8。历史地变动着的中国精神是面向未来、面

向世界的，因而必然要在自我扬弃的基础上，对一切

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进行积极的吸纳和借鉴、创

造和建构。最后，中国精神的立足点、着眼点、归宿

点在当代而不是古代。它站在当代，回望、追溯历

史，反省、反思传统，最终又归结于、落脚于现实。因

此，当我们去探讨中国精神时，决不能将其视为考古

学、考据学，毋宁说，它是从历史的源头一路走向时

代深处的发展学、创造学和建构学。

二、中国精神的本质规定

自近代以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什么是中

国精神提出了不少定义。例如，辜鸿铭在其《中国人

的精神》一书中，将中国人的精神归结为一种性情和

心态。他说: “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精神的状

态，一种灵魂的性情……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态，

或者用诗人的语言说，是一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

态。”［6］有的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中国精神界定

为贯穿民族历史始终的主体立场和价值观念［7］。有

的学者从文化观的角度，将中国精神定义为在中华

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对立冲突过程中萌生的国家和民

族集体意识，也正是在与西方文化参照的基础上，其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表征，才显得更为清晰完

整［4］; 或者说，中国精神就是中国作为国家所体现的

精神，是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中国历史发展

的现实状况的文化凝结［8］。有的学者从认知观的角

度，将中国精神规定为源于人们解决社会矛盾和生

存困境的价值追求和生命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一种心理特质、意志品格和意识活动的凝练和升

华［9］。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气质、心理、意识、风

貌、知识、信仰等不同视角给中国精神下定义。
给事物下定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黑格尔指

出，认识事物的本质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

性，而认识事物的内在矛盾需要经过同一和差别、比
较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再到深入事物内部分析其

内在联系等三个阶段，只有到达了第三个阶段，即认

识到了事物的内在矛盾联系，才能把握住事物的质

的规定性。下定义也是如此，只有人们的认识通过

前两个阶段，抵达事物的本质内部，将事物内在的质

的规定性用概念和判断的形式反映出来，才能对其

作出科学的规定。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对中国精神作出这样一个定义: 中国精神

是指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中逐渐奠定并

在当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以发展创新

而形成的与其他民族的精神有别的本体致思、思维

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

为方式、意志品格等独特的心理意识、精神风貌和文

化理念的总和，它构成一个民族全部社会心理和社

会意识的内在精髓和灵魂，并成为制约和支配这个

民族生成和发展的精神力量。这个定义包含如下六

层含义:

1．中国精神扎根于数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

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其文

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化，它不仅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而且一以贯之、不坠于地，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实

属罕见。正是在这一延绵不绝的演进中，逐渐生成

和奠定了相对稳定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中国精神

之根。
2．中国精神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至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精神淬炼和反省之后，得到了创

造性的发展和提升。例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

行了重新认识，既澄清了过去“全盘否定”的错误，

也对其作出时代的改造、创新和超越; 我们从百年中

国共产党人的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中提炼出了“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
疫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 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

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出了“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从而为中华民族

精神增添了崭新的时代内容。这是中国精神之果。
3．中国精神是在与其他民族的精神相比较中所

凸显出来的一种精神特质。“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

的树叶”［2］253，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民族精神。由

于地理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

传承等的不同，不同民族必然在其文明的演化过程

中逐渐生成一种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精神，正如

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实践中最终会涵养

成一种独特的个性一样。中国精神既不是西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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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不是东方的印度精神和日本精神，而是在与这

些民族精神相比较中所彰显出来的一种“同中之

异”和“异中之同”。
4．中国精神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

之中并起支配作用的基本理念。一个社会的意识有

高低层次的不同。低级层面的意识称为社会心理，

它处在自发的、零散的和无序的状态。高级层面的

意识称为社会意识形态，它处于自觉的、系统的和有

序的状态。一个民族的精神既不是社会心理，也不

是社会意识形态，而是贯穿其中对其起主导和支配

作用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它是社会意识的精髓和内

核。一个民族和国家由于有了这种精神，才使得错

综杂乱的心理和意识得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统一

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这是中国精神之魂。
5．中国精神是无数个体精神的“类意识”和“类

本质”。就单个的个体来说，他是肉体与灵魂、物质

与精神的统一，其物质性的肉体是人赖以生存的基

础和载体，而精神性的灵魂则是人异于和优于动物

的本质所在，但是精神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只有

在社会中才得以生成和发展。社会是精神之母，每

一个个体只有融入社会中才能获得自己精神性的存

在亦即人的存在。这是因为人的“类意识”本身是

属于“类”的，离开“类”而离群索居，就只能成为生

物学的人，而无法成为具有“类意识”从而生成“类

本质”的真正的人。因此，个体的精神是通过与“类

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交融和结合而孕育和成长起来

的。单个的人的本质生命存在于其所生活的民族的

精神之中，对于个体来说，“此在”之在有赖于“类生

活”“类意识”之精神之“在”，“此在”只有沐浴在

“在”的精神之光里，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本质。这

是中国精神之本。
6．中国精神的独特性主要通过本体致思、思维

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

为方式、意志品格等得以展示和实现。“精神”是一

个十分抽象的概念，但它并非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
精神作为一种本质的存在，它必然要将自己对象化

为客观现实。精神的对象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展开

的: 一是通过客观化的思想活动而实现，从而形成诸

多不同的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 二是通过物质性的

生产活动而显现，从而创造出种类繁多的物质产品。
无论是思想意识形式还是物质产品，都是人的精神

的对象化。

中国精神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它主要通过作为

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的思想和行为

方式而彰显出来，因而我们可以据此将中国精神的

丰富内涵按其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剖析并划归为本体

致思、思维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道

德规范、行为方式、意志品格等，中国精神的概括和

凝练应以此为线索从这些方面加以具体展开。
在中国精神的反思和提炼上，目前学界存在过

窄和过宽两种偏向。有些学者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结

构的某一方面如价值观、文化观、认知观或气质、心

理、意识、风貌、知识、信仰等给中国精神下定义，这

样的定义尽管深入到了本质的内部，并抓住了其中

的一个要素，但遗漏了更多的方面，故失之偏颇。而

有些学者则将中国精神加以无限的扩张和泛化，举

凡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正向的积

极的精神元素，都统统纳入中国精神的范畴之中。
无疑，这些具体的众多的精神元素特别是那些被实

践证明是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先进元素应该而且必须

纳入中国精神的视野中，但是中国精神作为一个民

族的精神之精华和灵魂，是从众多的精神元素中抽

象和提炼出来的最为根本和普遍并对人们的精神生

活起到制导作用的那些元素，如果将所有的元素都

囊括其中的话，那么中国精神就会因累积式的泛化

而失去其本质的意义。
因此，对于中国精神的凝练既不能采用列举式

的方式将其泛化为日常生活的话语，也不能知性地

仅从本质关系中片面地提取某一个要素而替代其全

面的反思和概括。合理的方法是进入精神的深处，

按照其内在的本质逻辑联系，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采用理性的概念和判断的形式展现出来。只有如

此，才能较为全面和完整地凝练出中国精神的本质

内涵。

三、中国精神的内在逻辑

中国精神作为隐含于一个民族和时代之中的内

在灵魂和精髓，是一种历史的本质性的存在。本质

是一种内在联系或内在关系，因而必然具有内在逻

辑结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个体的精神

是不一样的，它会以比较自觉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

形式建构人类的“类意识”，以全面的方式来反映人

类的“类本质”。
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 作为“类本质”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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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精神，其内在逻辑结构是怎样的; 这种内在逻

辑结构形成的根源又是什么。
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由无限众多的观念所构

成的有机系统。在这个观念系统中，有本质性的观

念，有非本质性的观念; 有具体的观念，有一般的观

念; 有基本的观念，有非基本的观念; 有起到支配作

用的观念，有被支配的观念，如此等等。作为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之统一的中国精神，所要把握的是贯

穿于形形色色观念之中的那种起到支配和制导作用

的基本的、一般的、本质的观念。
对于这些起到根本作用的本质观念，我们又可

以按照其不同的视域和高低层次性，将其划分为本

体致思、思维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
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意志品格等方面。一个民族的

精神本质就是由这些方面构建起来的有机的、整体

的精神体系。
1．本体论即世界观。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定要通

过本体论或世界观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世界的最高层次。所谓本体论，就是追究这个世界

的终极根源和终极本质，所要解答的是对世界的根

本看法。本体论或世界观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具有

统领意义，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话，

那么，本体论就是哲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哲学殿堂里

的“至圣神”。在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体系中，方法

论、人本论、认知观、价值观、道德观、行为方式等都

隶属于本体论并受其统摄和指导。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哲学思辨的民族，在中国

古代哲学中就构建了“道本体论”和“气本体论”的

世界观。这与古希腊哲学元素本体论和柏拉图的理

念论可谓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各具有其智慧的特

色。
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

色，就是其所建构的阴阳和谐的“道本体论”和“气

本体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知识分

子到普通民众几乎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基本

理念，并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说，阴阳之

道已成为中华民族潜移默化的“集体无意识”和血

脉相传的“精神基因”。
2．方法论和认识论。实际上，本体论和方法论

虽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差别。因为方法论

是在本体论的基础上派生的，其原生和派生之间并

不完全对等。例如，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既可以与形

而上学相结合，也可以与辩证法相结合; 唯心主义亦

复如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合思想( 又称和谐思

想) 既具有本体的意义，又突出方法论意蕴。其方法

论具体表现为中和之道或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做事情追求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反对“过”和“不及”，即把握适度，做到恰如其分，恰

到好处。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 《二程遗书》) 在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任何事物都存在“两

端”，超越了右端，就“过”了，达不到左端，就“不

及”，“过”与“不及”都偏离了正道。所以，孔子提倡

做什么事物都要持中、守中、用中，所谓“执其两端而

用中”，就是要把握住“两端”，以防止越界而从两个

方面滑向极端。孔子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

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论语·泰

伯》) 恭敬、谨慎、勇敢、直率等本来是美德，但若过

头了以致违背礼的规范，就会偏离中道而向反面转

化: 恭敬成为劳倦，谨慎成为胆怯，勇敢成为鲁莽，直

率成为尖刻。一般来说，在中道问题上，人们对于

“不及”度量界限，是容易识别的; 但对于“超过”度

量界限则不甚了了，甚至以为是好事。因此，孔子特

别强调“过犹不及”，“过”与“不及”的错误是一样

的。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中庸之道( 或中和之道) 与阴阳和谐之道是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庸之道在本质上是一种如何使

自己的言行达到“道”的标准的方法，而这里的标准

本身就是“中和”。因为只有“执两用中”，防止滑向

左右两个极端，才能使阴阳相和，从而推动事物的发

展。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中，作为方法论的中庸之道与作为本

体论的阴阳和谐之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互为

表里、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的本质内

涵。过去强加在中庸之道头上的所谓调和主义、折

中主义的帽子，应统统予以推倒。
与中庸之道相关联的是知行合一的认知论。知

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知

行的先后上，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
几种观点的论争; 在知行的难易上，有“知易行难”
“知难行易”的不同意见的对立，但在这种探讨中，

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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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统一。朱熹虽然主张“知先行后”，但却强调

“行重于知”。他说: “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

致知为先; 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 《朱文

公文集·答程正思》) 他还认为，“夫学问岂以他求，

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 《答郭希吕》) 。王阳明

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提出“行先知后”，他们的

致思重点虽有所不同，但知行相须、知行相资而不能

人为分成两段的主张却是一致的。中国传统哲学中

这种“知行合一”“知行相须”“知行相资”的思想也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中

华阴阳和谐之道能够普及民众、嵌入人心的原因。
3．人本学说、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道不远

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中庸·第十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论

的思想十分丰富，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
性有善有恶论、善恶相混论，但其占统治地位思想是

儒家的性善论。尽管性善论只是反映了人性的一个

方面因而有其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

出性善论就等于肯定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从而确立

起了人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

上，儒家才进而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观、“仁者

爱人”的伦理观以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
这些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

4．行为方式、意志品格和终极信仰。一个民族

的精神最终要落脚到社会实践和行为方式上。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的精神、以自强创新为特

征的刚健有为的精神、以心性为根本的修身克己的

精神、以终极信仰为归宿的立德立功立言和追求大

同的精神等，构成中国人的实践品格。在行为方式

上，中国人秉承实用理性，注重现世价值，即便在终

极信仰上，其所注重的也是现世生活，而不是彼岸世

界。
正是基于以上的逻辑分析，在借鉴吸收已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把作为中华民族之本质存在

的中国精神概括为道行天下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

神、知行合一的精神、仁者爱人的精神、先义后利的

精神、以民为本的精神、爱国统一的精神、自强创新

的精神、修身克己的精神、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

朽”和追求大同的精神等十种。
对于上述十种精神，在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其划

分为这样一个三段式: 一是本体方法。其内容包括

道行天下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知行合一的精

神。二是人本价值。其内容包括仁者爱人的精神、
先义后利的精神、以民为本的精神。三是社会实践。
其内容包括爱国统一的精神、自强创新的精神、修身

克己的精神、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和追求大同

的精神。在这个三段式的逻辑结构中，本体方法是

基础，人本价值是主干，社会实践是导向。由于人本

价值观念是主干，又处于中间的位置，在一定意义

上，一个民族的精神主要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有一个根本的理念贯穿

其中，成为把诸种精神结合和凝聚起来的内核和支

柱。在中国精神中，将其紧密地联结和聚合起来的

精神支柱是“道”的理念。
何为道? 《易传》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

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传·系辞上》)

《老子》曰: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第二十五

章》) “道法自然。”( 《老子·第一章》) 由此可见，第

一，道是一种常住不变的普遍规律、法则; 第二，道是

一种根本的理念、观念、精神; 第三，道是指阴阳矛盾

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实体。
中国的这种阴阳之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中

国哲学就是道的哲学。中国是一个信奉“道”的国

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的民族。如果用一个

核心词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这个词就是“道”。对

中国人来说，“道无处不在”，上至治国，中则修身，

下至日常生活，都离不开阴阳之道。“道”是破解中

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一把钥匙、一个密

码。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中国精神是从上下五千的

中华文化中凝练出来的，但其立足点在当代现实而

不是古代历史。因此，其中每一种精神既是传统的

又是现实的，既是古代的又是当代的，是传统与现

实、古代与当代的统一。同时，上述十种精神的概括

是相对的，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重要精神未能囊

括其中，如民主科学的精神、自由平等的精神、公正

法治的精神等;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必定还有一些

反映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精神通过扬弃的形式被补充

和吸纳到中国精神中来，从而使其不断得到丰富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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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define the Chinese spirit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As an essential existence，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Chinese spirit must go through layers of appearance，go deep into the depths of history and reality，analyze and grasp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its internal spirit，and then extract and refine the Chinese spirit as the unity of national spirit and era spirit． Therefore，ac-
cording 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spirit，we divide it into ontological thinking，thinking method，cognitive theory，humanis-
tic theory，value orientation，ethics，behavior mode，will character and so on，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a nation is an organic and overall
spiritual system constructed from thes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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