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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
当代形态与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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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凝聚民心的强大精神动力。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光辉，同时也昭

示出人民领袖家国情怀的伟大人格魅力。毛泽东的家国情怀内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家国情怀思想的理论原点和思

想资源; 习近平的家国情怀是毛泽东家国情怀的当代形态，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新时代培育家国情怀，要注重弘扬

传统忠孝文化，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握中华民族“三个起来”的发展逻辑，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促进家国情

怀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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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

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

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①这个评价，字里

行间透露出他对毛泽东丰功伟绩的赞扬和崇高家

国情怀的肯定。他告诫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

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②。
今天，深入研究习近平对毛泽东家国情怀的继承

与发展，可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 毛泽东家国情怀思想的丰富内涵
所谓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

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它是对自己国家一种

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

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③作为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毛泽东的一生都

在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生

活幸福而不懈奋斗，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家国情怀

思想，具体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 一) 践行“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社会理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出生在 1893 年，那时

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然而这种状况还

在不断加剧。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签

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的危机进一步加深。1910 年秋天，17 岁的毛泽东

离开家乡韶山，发出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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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的豪言壮语，立下报效国家 的 雄 心 壮 志。1915
年，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

泽东挥笔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把爱国同报仇雪耻联系在一起，激发

起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国家与民族的前途

命运问题。1919 年，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

写道，尽管目前“国家坏到了极处”，但仍深信“中

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自觉践行“以民

族复兴为己任”的社会理想，引领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他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民族矛

盾和阶级矛盾，科学制定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路
线和纲领; 提出“两个先锋队”的重要论断，推动

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次提出“中国人民

的民族意识”的科学概念，热情讴歌中国人民有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气节; 科学预见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做好“两篇文章”，指明了从民

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两个步骤; 带领党和人

民浴血奋斗 28 年，建立新中国，“占人类总数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习近平对此

评价到: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

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华民族发展进

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②

( 二) 确立“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的 根 本

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

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他家国

情怀的重要内容。在 1945 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

第一次使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并

将这一宗旨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少数

人出现根本宗旨淡化的苗头，他及时提醒大家: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

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

重新振作起来。”③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强烈家国情

怀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作为党的宗旨，就是要求共产党人“一切要从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

的利益出发”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葆家国情怀，做好人民的勤

务员。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

袖，他一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惜

牺牲个人的一切，树立了践行家国情怀的光辉

典范。
( 三) 弘扬“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情操

1959 年，毛泽东回到了阔别 32 年的故乡，写

下了著名的《七律·到韶山》。这首词通过回顾

韶山人民火热的革命历史，赞扬了敢于牺牲的斗

争精神，描绘了群众的辛勤劳动和丰收喜悦，体现

出毛泽东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厚重的家国情怀。特

别是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至今读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气冲霄汉。
毛泽东的革命情操，既是对儒家文化“舍身

取义”思想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民
族观、国家观的发扬光大。其一，强调为人民利益

牺牲重于泰山。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

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指出: “要奋斗就

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

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

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⑤其二，尊称为国家利益

而死的战士是“民族英雄”。1943 年 5 月 2 日，毛

泽东为刘志丹烈士撰写挽联，称之为“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38 年，国民党师长王铭章在指挥滕

县保卫战时壮烈牺牲，为台儿庄大捷揭开了序幕。
毛泽东怀着对爱国志士的一腔敬重撰写了一副挽

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

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⑥其三，

倡导舍家为国、舍己为民的优良家风。他在谈及

恩师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时写道:“彼仁人者，

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

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

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⑦青年时代他就谆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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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家亲人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把全

家亲人引上革命道路; 全家为新中国牺牲了六位

亲人，他辞世走的时候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遗

产!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岸英惨遭敌机轰炸

不幸牺牲，年仅 28 岁。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

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 “革命战争总

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

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

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

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①

( 四) 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标准

1919 年 7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强调要团结和联合人民群

众以实现救国救民的事业。他在总结五四运动胜

利经验时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是毛泽

东集体主义思想的萌芽状态。1929 年 12 月，他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党的纪律

之一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②，他严肃反对党内个

人主义，认为个人要服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树

立正确的集体主义意识。在毛泽东看来，“一个

共产党人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

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无论何

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

行为作不知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

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关心党和群众的联系; 关心

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

还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③他在《在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和《丢

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中，都明确提到“集体

主义”的概念，把集体主义作为党的传统思想，集

中体现了毛泽东“公大于私”的家国情怀。
当然，毛泽东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并不是否

定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1956 年，他在《论十大

关系》中特别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

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

顾’”，④“要提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

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⑤。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

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确认识和坚持集

体主义的道德标准，才能更好地解决好个人利益

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平衡好“小家”与“大家”
之间的关系。

( 五) 倡导国际主义的世界情怀

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统

一，是毛泽东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则。抗日战争时

期，他曾指出: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

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 我们认为不但是

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国际主义需要通过爱国

主义来实现，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内在规定，要

把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作为我们处理

对外关系的出发点。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

在《论新阶段》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

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

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

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⑦毛泽东这里

提到的爱国主义并不是自私和狭隘的，而是把深

沉的爱国情感与国际主义进行完美结合，是以联

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这也是毛泽

东家国情怀的独特之处。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采访时谈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

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 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

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

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

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

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

加世界的大同运动。”⑧毛泽东矢志追求的不仅是

“将红色政权建立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之内”的国

际主义，也是“工人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是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时代背景下的高度融合，体

现了民族英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宽

广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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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习近平对毛泽东家国情怀思想的

当代发展
( 一) 大力弘扬“深沉的家国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到要在全社

会弘扬家国情怀，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

力。2018 年 9 月 10 日，他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

出:“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

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学生热爱

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

根人民、奉献国家。”①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切实把

坚定理想信念与爱家爱国统一起来，是对中华儿

女自觉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的激励与

号召。
2019 年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倡导增强全

社会的家国情怀，频率明显增加。第一次是在

2019 年 2 月 3 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他讲到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

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②

第二次，是在 3 月 4 日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

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③

第三次是在 3 月 18 日，他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情

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

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

养分、丰富思想。”④第四次是 5 月 14 日，在同希

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习近平指出，“中国

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

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

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⑤一次次嘱托，发自肺腑、
感人至深。在习近平看来，深沉的爱国主义、浓厚

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这种对国家

和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

家统一、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主体

意识等方面，都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 二) 高举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第一次深情地阐述了“中国梦”的深

刻内涵，“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后，中国梦

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的价值目

标。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中国梦与“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相并列，提出了

“四个伟大”重要战略任务; 在大会表决通过关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 ( 修正案 ) 》的决议里，“中国

梦”被写入庄严的党章。该修正案指出: “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⑥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伟大”作为

一个统一整体提出，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作为

一个富有家国情怀的大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

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的问题，体现了党的前

途命运、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前途命运三者的

高度统一，使我们党对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有了

新的认识。
“中国梦”是传统文化“家国一体”的时代表

达，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首先，中国梦是家庭、
民族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体，赋予了“家国同

构”鲜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强调中国梦的基本

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中国梦归

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其次，中国梦是家庭梦与国家

梦的有机统一。他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

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中国人历来

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
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
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

高尚的家国情怀。”⑦再次，中国梦是解决两岸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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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11 日。
习近平:《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2 月 4 日。
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5 日。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19 日。
《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15 日。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9 日。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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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同心梦”。习近平提出了“两岸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主张，认为两岸同胞命运与共，彼此没

有解不开的心结。他强调“两岸同胞要真诚团结

合作，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①

( 三)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发 展 思 想 的 价 值

取向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也在人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

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指

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②

“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

起来就是: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③ 他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从理

论的高度明确提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这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根 本

立场。”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发展是为了造

福人民，而不是把人民仅仅当做是发展的手段和

工具。习近平指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⑤在经济上，要把

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缩小收入差

距; 在政治上，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保

障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在文化上，要及时满

足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新需求; 在社会建设上，

逐步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在生态

上，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牢固树立“两山

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检验标准上，逐

步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让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 习近平对毛泽东家国情怀思想发

展的内在逻辑
( 一) 弘扬传统忠孝文化，赋予“忠孝两全”鲜

明的时代内涵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孝道的民族，忠孝

双全是我国传统家国情怀的典型表达和至善境

界。毛泽东对母亲感情笃深，在长沙工作期间他

把患病的母亲接到身边求医问诊，20 余天“亲侍

汤药，未尝废离”。母亲去世后，他写下了一首最

长的诗歌———近 500 字的《祭母文》，感怀母恩、
字字血泪; 并写下“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

遗恨皆需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

处寻”的悼念挽联。但是，他更以报效国家为己

任，1921 年春节，他召集家人畅谈家庭和国难当

头、民生多艰等情形，动员他们参加革命，舍家为

国、舍己为民⑥。1939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

表了《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

出:“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

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

战到底; 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

放。”⑦从历史来看，忠孝文化成为民族团结和国

家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在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应该

如何看待“忠孝两全”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

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指出“在家尽孝、
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⑧。一方面，倡导“在家

尽孝”的传统美德。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他认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

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他多次

强调，“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

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

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他谆谆告诫广

大党员干部，“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他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
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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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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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0 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谈共享》，《人民日报》2016 年 3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9 页。
丁晓平:《〈真情毛泽东〉系列之一 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母亲》，《党史文苑》2013 年第 1 期。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2 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8—59 页。
习近平:《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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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把“为国尽忠”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

在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爱国，是人世间

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

之本。”①在他小的时候，母亲齐心给他讲精忠报

国、岳母刺字的故事，“‘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

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

标。”②在实践上，他倡导要自觉把尽忠与尽孝、爱
家和爱国统一起来，古语有云“正家，而天下定

矣”“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都是要我们坚

持弘扬爱家爱国的传统美德，如此，千千万万个家

庭才能成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睦的重要

基点。
( 二) 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追寻“人民美

好生活”的奋斗目标

“人民美好生活”，是我们解读新时代习近平

治国理政的关键词、主题词和高频词。十八届一

中全会后，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出席

记者见面会时，就向世界郑重地宣示: “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他认为

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

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

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

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党

的十九大报告的开篇，就号召全党要“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立足不同时期的时代

要求，自觉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与时俱

进地提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引领

人民阔步向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

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④，提出了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奋

斗目标。在新中国三年恢复时期完成后，他认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

全国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之间的矛盾”的论断，确立了“一化三改”的总路

线，通过“和平赎买”民族资本主义，我国迈进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

义改造后我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

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

况之间的矛盾”⑤。当然，期间也有对社会主要矛

盾认识发生动摇、误判甚至错判的惨痛教训，导致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局面。经过改革开放四十

多年的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⑥。从中国共产党建

党近百年的历程来看，我们党不断加强对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认识，家国情怀彰显出自身

维护社会系统整体协调运转的价值功能，这既是

意识形态领域有机整体丰富完善的理论要求，也

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诉求。
( 三) 回顾中华民族复兴历程，阐明“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逻辑

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呕心沥血、不懈追求幸福生活的奋斗史! 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一个重要论

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

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回望历史，“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三部

曲”，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担负

的历史使命。2019 年 9 月 23 日，他在参观“伟大

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时再次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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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人民日报》2016 年 10 月 14 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0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9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1 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个起来”的历史任务，是以毛泽东、邓小

平和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
建设、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不同时期的实

践主题和根本任务，三者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根红线，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具体

化、形象化和时代化。从发展进程来看，所谓“站

起来”就是指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实现人民

当家做主，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

元。所谓“富起来”就是指邓小平理论的引导下，

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

开辟出人类社会通往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充分彰

显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所谓“强起来”就是

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

下，找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科学道

路，推动中国从世界大国成为世界强国，从世界的

边缘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四) 倡导知行合一原则，促进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倡导在全社会弘扬家

国情怀，而且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引领方面走在前

头。他告诫我们: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

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

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①

在理论层面来看，他科学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新变化，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作自己和全

党的奋斗目标; 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奋斗目标，赋予“家国一体”“家国同构”鲜明

的时代内容;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国际新格局。
与此同时，注重家国情怀教育的实践创新和

制度创新。一是把一些传统的节庆上升为国家法

定假日。比如，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设定为法定假日，积极在全社会开展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宣传教育活动。二是设立重大历

史事件纪念日。比如，把每年的 9 月 3 日确定为

“抗战胜利日”，把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

日”，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把每年的 12 月 13 日设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庄严表达不忘历史、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崇高愿望。三是完善国家功勋表彰制度。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

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

锋的良好氛围。四是高度重视先进人物的示范引

领作用。他尊称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为

“老阿姨”，号召“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

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

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老英雄张富清“在部队，

他保家卫国; 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

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时

代楷模黄大年，他强调，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

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把爱

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

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五是提出思政课教师

“人格要正”的政治要求。习近平强调，“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如果一个思政课教

师自身都品行不正、情怀不深，又如何以身作则培

育时代新人?

( 五) 关注人类发展命运，坚持家国情怀与世

界情怀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狭隘的民主主义者，而是

自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1917 年，

毛泽东在与同学交谈时提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

衣食住 为 满 足，还 应 追 求“吾 人 理 想 之 世 界 主

义”; 1918 年，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并倡导:“个人

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

东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

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

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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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和平和自由。”①1956 年，他在纪念孙中山诞

辰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中国应当对于人

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

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②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强调培育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认同意识的同时，特别强调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充分展现出他宽广的世界情怀。他在十

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曾指

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

有大的样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新的重大贡献”，“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③。2018 年

4 月 8 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

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

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

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④他强调: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要坚持立足民族又面

向世界。”⑤面对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潮流，习近平向世界呼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摒弃零和博弈、倡导共赢理

念，在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提升时，也注重兼顾他国

的利益，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之道。

Rich Connotation，Contemporary Form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Mao Zedong's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ZHOU Xian-xin ＆ YUAN Li
(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Abstract: The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the strong
spiritual power of Chinese Communists to gather the people's hearts as well． In the past century，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nation to achieve three transformations from“standing up”，“growing
rich”，and “becoming strong”，which ha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truth and brillianc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well as the great personality charm of the people's leaders'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Mao
Zedong's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are rich in content，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ideological re-
sources of tha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s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is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that of Mao Zedong，embodying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cul-
tivate our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by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complyi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and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Chi-
nese nation's“three ups”． We should advocate the practical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devotion to home and country with tha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Mao Zedong; Xi Jinping;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nov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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