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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爱国主义的信仰意蕴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爱国主义是世界性现象，但在中国语境中却有着更为浓厚而稳定的社会氛围、更为

宏大而神圣的话语表达，这透露出爱国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具有理想信念或信仰的意义，只是

没有明确表述而已。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现象，本身就包含有理想信念的元素

或层面。在爱国主体的“心理-行为”结构中包含着信念的底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

念中包含有爱国主义成分。爱国主义不仅具有理想信念的意蕴和信仰色彩，而且它本身在一

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理想信念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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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并不把爱国主义作为理想信念来谈

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仔细思考也会发现，爱

国主义在我们的语境中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信仰意

蕴。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爱国主义有一个

更全面、更综合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将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打通理解，从而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把握。

一、问题的提出：爱国主义话语中透

露出信仰讯息

在通常的话语中，我们并不把爱国主义看作一

种理想信念或信仰，也不用理想信念的话语来谈

论它。不论是日常话题还是理论话语，都是如此。

我们在谈论理想信念的时候，通常指的是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而在谈论爱国主义的

时候，不论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性，一般也都不会出

现“爱国主义信念”或“爱国主义信仰”的说法。假

如有人这样来称呼爱国主义，人们一定会觉得奇怪

的。而且，与之相关的是，在谈到理想信念教育的

时候，也往往把它与爱国主义教育区分开来。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人们觉

得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或一些感性的东西，并不是

一种层次很高的精神观念，没有达到理想信念的高

度。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爱国主义处在更为基础的

层次上，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东西。或者说，爱国主义

是一种大众化的普遍性的层面，而理想信念则往往

是一部分人才具有和达到的层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迹象，表明

爱国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朴素感情和感性意识，而是

一种丰富而综合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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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层次。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爱国主义话语的

考察来寻找这些迹象。虽然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现

象，所有国家都有爱国主义，很多国家也大力提倡

爱国主义，但相比之下，中国人谈论爱国主义的方

式和话语毕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体现着一种

更为浓厚的爱国主义社会氛围，并透露出一种更明

显的爱国主义精神价值。

首先，中国人普遍地对爱国主义持肯定态度。

对中国人而言，爱国主义是一种正面价值，这是不

言而喻的。对此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即使有个别人

有所质疑，也不影响中国人的整体态度和共识。甚

至在全球化条件下，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下，国

内有人表现出某种“恨国主义”，但他们毕竟只是

极少数。而且，这些人也是把自己标榜为“真正的

爱国者”，并表示他们质疑的不是爱国这件事本身，

而是中国的体制。这样一种想当然的爱国意识，可

以说是自古传承下来的传统，因为中国悠久历史上

一直对爱国持普遍的正面态度。从历史到现在，这

一点并没有改变。

其次，中国社会特别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爱

国主义及其教育。党和国家历来大力倡导爱国主

义，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毛泽

东到习近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爱国主义

教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系列讲话中都谈到爱国主义，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的重要性。2015年1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专

门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进行了全面论述。他强调，伟大的事

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

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2019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对新时代条件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做出了全面	

部署。

再次，中国在表述爱国现象时所使用的核心概

念往往都是大词，而且有一种不断提炼和升华的趋

势。这里涉及三个概念：爱国、爱国主义、爱国

主义精神。其中，“爱国”一词是现实生活中最常

用的词汇，它既可以作为小词来使用，表达个体的

爱国感受和情怀，又可以作为大词来使用，表达一

种社会价值观。从我们正式的语用情况看，更多

是把“爱国”作为一个大词来使用的，把它作为我

们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公民层面价值理念的第一个就是“爱国”，而

且在各种行业规范和乡规民约中，打头的第一个

词也往往是“爱国”。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语

境中我们较少简单使用“爱国”一词，而是更多地

使用“爱国主义”这样有高度的理论词汇，人们在

谈论这一问题时也是这样用词。当“爱国”成为

一种“主义”的时候，它已经带有很强的系统性、

理论性和精神性了，已经是某种带有信仰意味的

表达了。因为“主义”正是现代社会中非宗教信

仰、特别是政治信仰的常见表现形式。而且，在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中，也并不满足于“爱国主

义”表述，还进一步提出“爱国主义精神”这样更

高级的表述，这就更加突出和聚焦爱国的精神层	

面了。

最后，中国的爱国主义话语表现为一种宏大叙

事，具有一种神圣性话语特征。我们党和国家的爱

国主义语言表达往往都十分宏观，具有一种宏大气

势和庄严情感，架构起一种宏大叙事的风格，给人

以心灵的震撼和冲击。有些表述反复出现，具有雄

壮的节奏感，并形成一种话语旋律。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

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

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再次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

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

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

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

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

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2]	在谈

到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时，他

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

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	[3]	这种“三个最”的表

述，表明爱国主义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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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爱国话题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呢？原因

是多方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的一种主流文化，而且中

国意识形态话语擅长宏大叙事，喜欢使用宏大的词

汇并作有高度的概括和论述，等等。但是，还有一

个易被人们忽略的原因，即爱国主义之所以得到如

此神圣化的表述，是因为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位

置，并不仅仅是一种朴素感情而已，还或多或少地

成为一种理想信念了。

这一点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献中已有一些体

现。尽管我国官方文件中通常并不把爱国主义作

为理想信念来表述，但这并不排除在个别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

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把培养广大

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感情，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

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

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是在爱国

主义语境下明确提到了“理想、信念”，体现了爱

国主义的信仰意蕴。这里的“正确的理想、信念”，

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包括爱国主义。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唱响爱国主义

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

和精神依靠。”	[4]	在这里，表述已经很清楚了。2019

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再次指出：“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

帜，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

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5]	在这里，“让爱国主义成

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

地表明了爱国主义的信仰内涵，但囿于长期以来

的话语习惯，还是配上别的词如“精神依靠”、“精

神力量”等，以避免出现对爱国主义信念的单独	

表述。

二、爱国主义心态中包含有信仰的因素

我们的爱国主义话语所透露出的信仰讯息还是

外在的，实际上它有着更为深刻的来源，是爱国主

义信仰属性的一种内在表达。当我们转向现实中爱

国者的内心和行为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信仰

元素。

在爱国主体的“心理－行为”结构中，本身就

包含着理想和信念的因素。一定主体的爱国状态本

身包括从内心情感到外部行为的全过程，这个过程

有若干环节，信念即是其中之一。综观学界对心理

过程和要素的划分，从简到繁有三种方式。最基本

的是三要素划分，即将人的心理现象分为“认知、

情感、意志”三个方面，这是普通心理学中的基本

原理。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扩充为四要素，即

“认知、情感、意志、行为”，还有人更进一步扩

充为五个元素，即“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

为”。这三种划分只有详略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

的不同。如果说前两种划分还不容易看出爱国心理

中的“信念”元素的话，那么到第三种划分就很清

楚了。

在心理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把“爱国信念”独

立出来，使它具有与“爱国认知”、“爱国情感”、“爱

国意志”、“爱国行为”相并列的地位，是非常有意

义的。首先，它表明在爱国心理或心态中包含着信

念的成分，这种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是

完整的爱国心态。其次，它表明这种爱国信念并不

能简单地归结为其他成分，或为其他成分所替代。

再次，它表明“爱国信念”在爱国者心理和行为结

构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爱国认知”、“爱国情感”、

“爱国意志”向“爱国行为”转化的中介环节。爱国

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还是一种实践行为，而从前

者向后者的过渡和转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

因素，就是“信念”。最后，它也能够表明，“爱国

信念”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和精神空间，具有内在的

丰富性。“信念”可以是一种一般层次的心理现象，

而且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哲学上通常把它归之于

“社会心理”范畴。但“信念”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高

级的理念，它由理性观念转化而来，并与抽象观念

结合在一起。“信念”还可以是一种更加高级的精

神状态和境界，甚至可以进一步升华到“信仰”的

高度，并成为一种“信仰”。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爱国心理的具体过程，特

别是深入爱国信念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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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就会发现：在爱国心理或心态中，“信念”

的存在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孤立的元素而与其他元素

相并列，而是渗透性地存在于知国之明、爱国之

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中。“信念”的心理形式

是“相信”，而“相信”是一切心理现象的底色。“相

信”是一种趋向肯定的心理倾向和态度，是形成其

他各种心理因素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所有心理元素

都是一种真实的心理现象，都有意或无意地体现着

主体的肯定态度。如果没有这种潜在的“相信”和

“信念”，知国之明、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

行就成了虚假的东西，因而它们实际上就不能存	

在了。

“信念”在爱国心理或心态中的地位，并不只

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

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中国人的爱国心态，就会发现其

中所包含和体现的理想信念成分。

从爱国认知来看，我们对爱国重要性的认识达

到了最高的程度，已经形成了关于爱国主义的理论

体系，并在话语方式上体现出来。而且，这种认知

正在一步步地揭示出爱国的信仰内涵。

从爱国情感来说，其中已经包含有理想信念的

成分。其中一些情感样态，如对国家的尊崇感、神

圣感、依赖感、归属感以及感恩报效的情感等，都

具有信仰的意蕴。至少对一些爱国者来说，自己的

国家不仅是一种热爱的对象，也是一种信仰的对

象。特别是对于体现国家存在感和形象的代表性

符号，爱国者是以一种神圣而敬拜的心理来对待

的，绝不允许任何亵渎。比如，国旗、国徽、国歌

等，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国

歌的奏唱、国旗的升降有严格规范，决不能马虎

和随意。《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唱

国歌是公民表达爱国情感的一种神圣行为，在升

国旗仪式和大型集会等活动中，要奏国歌，而且

要齐唱国歌。奏唱国歌时应庄严肃立。”显然，这

里的神圣感和崇敬感等，都表明爱国主义的信仰	

内涵。

从爱国意志或“强国之志”来看，其中包含着

更为明显的理想信念成分。一方面，“强国”体现

的是理想及其追求，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并

为此而奋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本身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目标表述，体现了我们共同的社会理

想。而“志”本身则不只是一种意志，更是一种信

念，可以说是“信念”一词在中文中的表达。“信念”

一词是近代以来才出现在中文中的词汇，在古代是

没有的。中国古人通常是用“志”来表达一个人的

“志向”和“信念”的。可见，“强国之志”本身就是

一种为实现国家强盛而奋斗的理想信念。

从爱国行为来看，其中也有理想信念的意蕴。

首先，这里的爱国行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它

不是受外界强迫而产生。这样的行为必定有其主体

的动机和内在信念。其次，这里的爱国行为是一种

惯性的行为，而不是偶一为之的行为。这种稳定而

持久的行为，就需要有稳定的情感和内心信念作为

支撑。再次，这里的行为是能够达到献出生命的层

次的那种牺牲行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论

中国还是外国，都有许多坚定的爱国者，他们自觉

自愿地为了自己所爱的国家而作出奉献，有的甚至

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遗憾，而是认为这样的牺牲恰恰体现和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的。

这种情况显然只能是出自信仰。

三、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理想信念的重

要内容

在当代中国，我们大力提倡的理想信念是一个

体系，大体说来包括四个层次：一是对马克思主义

或共产主义的信仰；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三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信心；四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作用的信赖。在

这“四信”系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居

于关键地位。而在这四个层次上，特别是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这个层面上，内在地包含有爱

国主义的成分。

首先，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或共产主义信

仰具有中国印记和中国色彩。马克思主义信仰当然

是全人类的，不限于中国，但是在中国语境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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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的。我

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在内的。而且我们在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

候，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如

当下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

此，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带有中国色彩，

它与爱国主义也是并不矛盾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人是从爱国主义升华

到共产主义的。当他们实现了这个升华而成为共产

主义信仰者的时候，并不是放弃或摒弃了爱国主

义，而是同时也升华了爱国主义，把爱国主义作为

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个方面而包含在自己的信仰中。

所以，在延安时期，当有人采访毛泽东，问他首先

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时，毛泽东做了毫不犹豫的

回答。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包含着中国元素

和底色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人的共产主义信

仰，是具有爱国主义意蕴的共产主义信仰。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包含有爱

国主义的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所从事的

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是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中国的体现，也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当

代中国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都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本身就包含着爱国主义的

内涵在内，这一点在“中国特色”四个字上就直观

地体现出来。“中国特色”不只是“特色”而已，它

还是理论立场和实践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体是重合

的，“共同理想”与“中国梦”是一回事，只是角度

不同。从实践上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既

是一种社会主义理想追求，也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

理想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

的内在统一，明确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

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我国爱国主

义始终围绕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

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

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

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

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

体现。”	[6]	可以说，不包含爱党和爱社会主义在内

的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是真实的爱国主义；同

样，不包含爱国主义的爱党和爱社会主义，也不是

真实的。

再次，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中，也包含爱国主义的成

分。对未来的希望特别是信心，是理想信念的重要

内容。	我们不仅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仅对这个伟大目

标和梦想有着强烈的实现渴望和意愿，而且有着对

于这一目标和梦想一定能够实现的坚定信心。而这

种对未来的信心，是当代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应有之

义。我们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这是当代中国人爱国心态的核心内容。爱国不只是

依托朴素的感情，更需要有坚定信心的支撑。如果

对自己热爱的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那么他的爱国

之心就会逐渐冷却，甚至走向反面。有些人之所以

表现出“恨国主义”，并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本身缺

少朴素的爱国之情，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中国的

发展进步缺少信心。

最后，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信赖中，也

包含着爱国主义的成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

核心，对党的领导的认同和信任是理想信念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党的存在和坚强领导，

才使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有了着落和靠山。而在对中

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赖中，也包含着浓厚的爱国情

怀。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者，不仅是中国工人

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

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爱国与爱党在当代中国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有的人来说，他们对党的性

质、宗旨可能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事业和制度也可能缺少深刻的理解，但他们之

所以仍然能够对党有高度的信赖，对习近平总书记

有高度的信赖和敬仰，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发

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党的领导，特别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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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离不开习

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

四、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信仰

在我国语境中，爱国主义不仅具有某种朦胧的

信仰意蕴或信仰色彩，而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达到

信仰的高度，甚至成为一种独立的信仰。

虽然在一般的爱国心理中本来就包含着理想信

念的成分在内，存在着进一步升华为理想信念高度

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这样的

高度；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人来说，或对所有的爱

国者来说，爱国都是一种信仰。事实上，爱国主义

是一个广阔的精神空间，具有不同的境界层次，表

现为不同的主体状态。对有的人来说，爱国只是一

种朴素的感情；对有的人来说，爱国是一种明确的

思想；对有的人来说，爱国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对

有的人来说，爱国是一种崇高的信仰。当我们说爱

国主义是一种信仰的时候，指的就是它的最高境界

和最高表现。也就是说，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是一

种信仰。

当有的爱国者达到这一信仰境界的时候，他的

爱国信仰是与另外的信仰合在一起，还是成为一种

独立的信仰？应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对有

的人来说，他有自己明确的信仰，如共产党人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是放弃自己

的共产主义信仰去标榜自己的爱国主义信仰，而是

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同时体现自己的爱国主

义信仰。正如前文所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包含着

爱国主义的成分。还有的人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他

们也通常不会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标榜爱国主义

信仰，而是把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宗教信仰的一部

分，并在其中得到体现。对于上述这些人来说，爱

国主义信仰并不是他们的一种独立的信仰。社会生

活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或宗教信

仰，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爱国达到了信仰

的高度，那么爱国主义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独立的信

仰。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并应该从信仰

的角度和高度来审视自己的爱国状态，自觉地以信

仰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爱国表现。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这一境界。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尽管真正的爱国者代不乏人，

而且出现过许多为国献身的爱国者群体，但是真正

能够达到这一境界，把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崇高信仰

的毕竟还是少数。正因为多数人并没有达到这样的

境界，因而爱国主义在社会公众层面并不是作为一

种信仰体系或信仰文化而存在的。我们通常谈论爱

国主义的时候，都不在理想信念的层面上谈论，而

且尽力避免明确地谈论爱国主义信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通过爱国主

义教育，使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向着信仰层面前

进，不断提高爱国主义的境界，努力使之逐步达到

信仰的高度。另一方面，要避免脱离大多数人的实

际而空谈爱国主义信仰。当我们说爱国主义具有理

想信念的意蕴，甚至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理想信念的

时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都把爱国主义当

作为理想信念来看待和处理的。揭示出爱国主义的

信仰意蕴并强调弘扬这种信仰层次的爱国主义是一

回事，但盲目提升爱国主义，把理想信念看作爱国

主义唯一的存在形态和层次，那是另一回事。要避

免那种一味拔苗助长的做法，避免把爱国主义当作

一种悬在半空中的信仰，使之变成空洞口号的做

法。否则，就违背了我们揭示爱国主义信仰意蕴的	

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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