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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体现在个人修养、社会交往、国家治理、邦

国交际等方方面面。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具有支撑民族独立、维系民族团结、提升综合国力、实现

民族复兴的价值意蕴。中国精神传统基源的现代转化与价值意蕴的深度开掘，要求不断培育和养护共

有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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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与价值意蕴

□ 刘晓亮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创

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经过文化积淀和实践塑造而

体现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等精神，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不

竭的源泉和动力。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国精

神，并赋予其深厚的传统基源与丰富的价值意蕴。

一、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的丰厚滋养。”[1]（P100）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蕴藏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体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点点

滴滴，涉及个人修养、社会交往、国家治理、邦国交际

等方方面面。

1. 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体现于个人修养。个人

修养是个人修身养性所达到的一种思想和精神境

界。古人历来重视个人修养，并将修身作为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基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礼记·大学》）。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

让，忠、孝、勇、恭、廉等都是中华民族历来在个人修

养上的重要内容，这些个人修养的内容虽然具体体

现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但是更为强调深层次精神世

界的意义。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在个人修养上主要

表现为重义、崇志、贵直等。重义是注重公正、正义

等，古人修身，尤其重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修身，首推以义，义

作为重要的价值准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舍生取义”是孟子的价值标准：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

上》）“志”是志气、志愿、志向等，是追求理想和实现

目标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和

坚定信念就是一种志。只有树立人生志向，才能做

成大事，有所成就。古人向来崇志，孔子说：“三军可

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墨子说：

“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明代大儒王守

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文成公全书》

卷二六，《立志》）。贵直是以正直不阿为贵。春秋时

期，祁奚荐贤的故事被人称颂，流传成为千古佳话，

祁奚先后推举自己的杀父仇人和自己的儿子为官，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充分体现了古人修身的以

直为贵。此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与“位卑未

敢忘忧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等都是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

在个人修养的体现。

2. 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体现于社会交往。马克

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说明

了人具有社会属性。人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

的，都要同他人进行或多或少的交往，这就是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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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社会交往主要是待人接物，与人交际，处理关系

和事务。“诚信”和“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也是在当代指导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交往

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诚信”和“友善”具有悠

久的历史传统，同样是古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指导原

则，两者分别是古代语境中“信”和“仁”的现代释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信”和“仁”集中体现了古人在社会

交往中注重精神的优秀传统。“信”即信誉、诚信，诚实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推崇“言必信，行

必果”，言而有信，行而有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论语·为政》）。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以

立木为信；秦末的季布诚信重誉，一诺千金。“仁”的内

涵丰富，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最

基本的含义即为爱人，在人际交往之中要常怀爱人之

心、同情之心，要诚信待人、知恩图报、谦逊待人、与人

为善、宽容待人、助人为乐。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

为大”（《礼记·中庸》）。仁的实质就是和合、修睦、爱亲

人、亲大众，增进人际和谐。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古人

在社会交往中注重精神意义的优秀传统。

3. 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体现于国家治理。中国

精神的传统基源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与社会交往等

人的层面，而且体现在国家层面，不论是在内部的国

家治理还是在外部的国际邦交中，都积累了丰富的

精神财富。国家治理是发挥国家的职能协调社会关

系与矛盾，从而维护正常的秩序。国家治理是通过

处理政务进而造福百姓，达到国泰民安，使人民安居

乐业。中国历代治理国家，追求“为政以德”。孔子

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

语·为政》）就是说用德治来治国理政，就仿佛北极星

一般，处在一定位置，其他众星都环绕周围。以德为

政即以德来治理国家，强调“民为邦本”的百姓情怀

和“清廉笃实”的治理作风。唐太宗常以“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来引以为戒，正是用这种民为邦本，本固

邦宁的为政之道，励精图治，才出现“贞观之治”的繁

荣景象。中国历朝历代以清廉笃实为官的典范比比

皆是，比如“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

谦，为康熙皇帝称赞“居官清正，实为天下廉吏第一”

的于成龙，还有广为流传，被世人称为“海青天”的海

瑞等。此外，古人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来的大公无

私、礼贤下士、选贤任能、居安思危、“兼听则明，偏信

则暗”、“力排众议，除旧布新”等都是中国精神传统

基源的具体体现。

4. 中国精神的传统基源体现于邦国交际。中国

悠久历史发展中，国际邦交间有战争有合作，总体来

讲和平是主流，战争是支流。国与国之间交际中有

物质输送，更有精神交流。邦国交际间注重精神交

流的意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中国传统文明

中“协和万邦”和“天下为公”等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

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崇尚和平共处，“招携以

礼，怀远以德”（《左传·僖公七年》）注重“以德服人”，

而非“以力服人”，凸显了精神层面交流的意义。《孟

子》有记载：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

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

昆夷”（《孟子·梁惠王》），孟子认为大国对小国平等

以待，是仁义的体现。“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

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道德经》）大国平等谦

虚对小国，可以获得小国的依附；小国平等谦虚对大

国，可以获得大国的包容。“不以兵强天下”的理念体

现中国古代反对战争。墨子也主张：“大不攻小也，

强不侮弱也”（《墨子·天志下》）。中国精神的传统基

源在邦国交际间还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要以诚信相

待。《左传》有云：“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

失授必毙”（《左传·僖公十四年》），说明了国与国之

间一定要以诚信相交，背信弃义，则可能遭遇灭国之

灾而无外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是和亲还是

朝贡，无论是路上开辟丝绸之路还是海上郑和下西

洋，中华民族传统中处理邦国之交一贯重精神，体现

出仁义宽容、兼容并包、广结善邻的气度与风范。

二、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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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4）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就在于其是兴国之魂、

强国之魂。鲁迅先生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

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4]（P222）人无魂

不立，国无魂不兴。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兴国

强国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

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兴国强国之

路需要精神作为支撑，实现中国梦，需要兴国魂。

1. 中国精神是支撑民族独立的思想基础。中国

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在历经重重磨难而顽强拼搏，

实现独立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思想基

础。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进入了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中华民族遭遇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危难，中华

儿女经历苦难，艰难求索，同时也孕育了凝聚民族力

量的伟大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在近代时期聚焦在救

亡图存。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蚀着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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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不甘屈辱，奋起反抗，抛头颅，洒热血，书写

了一部又一部可歌可泣反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在这

场充满拼搏与抗争、鲜血与牺牲的救亡图存征程之

中，以爱国主义为重要内容的中国精神是激励和支

撑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前赴后继、英勇拼搏的重要思

想基础与强大精神力量。近代以来陆续出现了太平

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势力为

抵御殖民侵略，救亡图存而尝试多种道路，进行多种

努力，以雷霆万钧和排山倒海之势开展反帝反封建

的斗争，沉重打击了西方的殖民侵略，严重动摇了封

建腐朽统治的根基，最终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

一新，更为中国精神发展注入了先进性的活力。中

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具有无比的先进性与广泛的基础性，高扬爱国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旗帜，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

2. 中国精神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国

精神是维系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要精神纽带，

在漫漫中国历史发展中，中国精神对维护民族团结

统一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出现过三国、两晋、南北

朝、五代十国等短暂分立时期，但总体上保持着团结

统一，几千年的历史有力地证明：只有民族团结统

一，国家才能强盛繁荣。如果民族分裂，战事频发，

国家也不得安宁，积贫积弱。中国精神中包含的“协

和万邦”“大同世界”“兼容并包”等精神在中华民族

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与团结统一，离不开在中国精神感召下

的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携手奋进。中国精神注重整

体性，推崇和为贵，引导不同民族气质和特点的各族

人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引导不同心理和性

格的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

民族归属感，从而将全国各族人民牢牢融合在一起，

化身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3. 中国精神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世界

舞台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精神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一个国

家的综合国力是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

教育等方面发展水平和程度的整体能力，是一个国

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实力的综合体现。综合国

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能力和军事力

量等“硬”指标，而且包括文化、教育、精神等“软”因

素。在全社会大力弘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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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素质，提振国魂，本身就是增强综合国力

的过程。此外，弘扬中国精神，可以激励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兴我中华，

建设美丽中国；在改革创新的鼓舞下投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之中，极大地推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

能力和军事力量等“硬”指标的提升。相反，如果中国

精神衰落不振，全国人民一盘散沙，何谈经济建设、科

技发展和国防军事提升？中国精神凝聚涓涓溪流汇

成汪洋大海，将个人力量融入祖国现代化建设，提升

我国的综合国力，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始终

立于不败之地，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

4. 中国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中国

精神是推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

大动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近

代以来，由于外部殖民入侵和内部统治的腐朽，中国

几近亡国的边缘。所谓民族复兴，就是恢复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领先他国的国际地位和大国风采。中国

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

族独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一步一步接近伟

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之所以能出现这种历史转折，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一次

次探索之中逐步重构了中国精神，实现了中国精神

的涅槃重生：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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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精神，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和重

要路径。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中国精神作为兴国

之魂、强国之魂的价值和意义更为凸显。

三、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

中国精神传统基源的现代转化与价值意蕴的深

度开掘，要求不断培育和养护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

根本、价值认同的标识、传承发展的支撑，是维系中

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推进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的精神动力。精神家园孕育着民族生命力、民族

创造力、民族向心力、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民族进行

源源不断的精神滋补，不断地激发民族生命活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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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创造动力。只有培育和养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实践才有方向，人生才有滋

味，才能滋养我们的思想，温润我们的心灵，启迪我

们的智慧，照亮我们的前进征程。

1. 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需要继承中华民族注重

精神的传统。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一直重

视精神的力量，善于激发精神的力量提升个人修养、

促进人际交往、维系民族和睦、推动民族发展，并在

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了中国精神。这种历久弥新的

中国精神是当下培育和养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主体

部分。精神家园不是虚无缥缈的意念产物，也不是

凭空捏造的虚幻世界，而是具有民族历史传承性的

精神归宿。“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创造了辉煌的中

华文化，积淀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五千多年的历

史长河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气质

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感和意志品格等中华

优秀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财富为中华

民族全体成员共同传承和发扬光大，筑牢中华民族

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记录了民族

之魂形成发展的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

思想意识的自觉和自信。

2. 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精神家园是全体社会成员情感的归宿

与心灵的港湾、精神世界的皈依之所和寄托之处，是

用信仰之笔勾勒出精神世界的家园。精神家园指引

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的关注与追求，

蕴涵着对人生的价值追求与终极关怀。培育和养护

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方面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中华

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要立足现实，从轰轰

烈烈的实践发展中培育新的精神，为精神家园注入

新的活力。而这个实践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

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根本方向。”[5]（P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培

育和养护精神家园提供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为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提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为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提供保障。

3. 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勤劳善良的中华儿女在长期生产实践

和社会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

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

精神，其作为民族归属的根源，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

理解接受和高度认同，而且概括反映整个中华民族

精神演进与发展的轨迹，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凝心聚力，支撑和推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创造

辉煌、实现梦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

是脱离民族精神的“另起炉灶”，而是历久弥新的民

族精神在改革开放全新时代的合理转换。改革开放

以来三十多年的生动实践证明了改革创新是当今时

代的核心特征，同时也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养护我们的

精神家园，需要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

聚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共识。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上

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意识

多元多样多变更加凸显，社会结构急剧变革等多种

因素造成人们的思想状况纷繁复杂，精神追求多元

和精神信仰缺失等，对精神家园的培育和养护造成极

大的冲击和挑战，必须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消除疑窦、凝心聚力。

4. 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需要将中国精神转化为

实际行动。培育和养护精神家园需要全体中华儿女

将中国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涵养和积淀而成的民

族意识、价值观念、性格心理等共同的特质，并在改

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历久弥新，追求改革创新，它是

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精神家园作为一种精神的归宿，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却不是虚幻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需要用

实际行动来精心培育和细心养护，因此需要中国精

神的指导，将中国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培育和养

护精神家园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贡献智慧和力量，

自觉弘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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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

领，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中国精神转

化为实际行动，以当代中国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引领

社会风尚，推动我们共有精神家园的培育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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