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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

是指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它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

能够建构和宣示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和集体记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

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具有重大理论意

义和现实价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问

题，持续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内在价值，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汉语对中华民族精

神独立性的建构作用，构筑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强大“防火墙”。“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不能搞军事霸

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但不能没有独立自主的强大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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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独立性。在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

欣向荣、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热情日益高涨、树立民族自信成为中华儿女共同呼声、“强起

来”光明前景越来越清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

神独立性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课题。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

题，既有助于推动人们深刻认识该问题的重要性，又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精神独立性: 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

人是有精神的。历史唯物论从来没有否定精神的存在价值，只是将物质视为第一性，将精神视为第

二性。马克思指出，人是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信念的生产者，人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都是物质行动的

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
这说明精神总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作为个人的所有物存在，二是作为集体的所有物存在。

精神首先表现为个人的意识。人类首先是以个人生命体而存在。马克思说: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

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个人生命体是身体与精神的统一体。身体存在的实在性证明

个人生命体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力和活性，精神存在的实在性则证明个人生命体具有哲学意义上的

活力和活性。个人的精神实存是通过它的意识活动得到体现的，它就是笛卡尔所说的那个能够思维的

“我”。笛卡尔说，人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即“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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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①; 或者说，“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 因为假如我停止思维，也

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②。个人因为拥有意识而具有精神。
家庭、企业、政党、民族、国家等集体也拥有精神。每一种集体都具有集体性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思

想传统、价值观念和记忆。以集体性记忆为例。哈布瓦赫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

社会框架。”③其意指:“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 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

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④作为各种集体的成员生存时，人类精神活动在很多时候表现为集

体性活动。
与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既有个体精神，也有集体精神。前者指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独立自

主的精神主体，都有能力进行个体性精神生产，都有能力建构自己的个体性精神世界; 后者指中华民族

作为整体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精神主体，有能力进行集体性精神生产，并且有能力建构自己的集体性精

神世界。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是中华儿女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性思维方式、
话语体系、思想传统、价值观念和记忆的统一体。当代中华儿女拥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等事实是中华民族拥

有集体精神的重要表现。
独立性是精神的本质特征。精神的独立性实质上就是精神的自由性。无论人的精神是个体性的，

还是集体性的，它都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对于个人来说，拥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是其个体性人格健全

的最重要标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⑤军队可被夺去主帅，但老百姓不能被夺

走志向。志向即理想信念，它是人的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是否拥有志向是衡量其人格健全与否

的重要指标。对于集体来说，拥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是其集体性人格健康的最重要标志。德国哲学家雅

斯贝斯说:“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⑥失去独立、自由的精神，意味着失去精

神家园，这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都是灾难。
中华民族曾经长期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民族，但在近代陷入了精神独立性危机。早在公元前

2700 年前后，中华文化就已经发轫，轩辕黄帝一统中华，创造了以神话、算卦、祭祀、音乐、舞蹈、建筑等

为主导的上古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等开启中国哲学大门，开创了中国哲学百家争鸣的

历史局面，推动中国哲学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此后，大秦结束诸侯争霸、统一中国，历经朝代变迁，

中华文化赓续不断、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得到了保持和延续。“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

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

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⑦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第一次出现了深重的精神独立性

危机，其表现是: 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一些中国人开始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抱持质疑、否定的态度，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开始膜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鼓吹以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来拯救中国。
所幸的是，中华民族最终克服了近代陷入的精神独立性危机。其中，两种力量发挥了重要历史作

用。一方面，一大批仁人志士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见义忘利、公而忘私、天下为公、
杀身成仁等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激励下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其可歌可泣的壮举为挺立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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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独立性树立了光辉榜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

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面对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历史地看，我们党很好地处理了这

两个问题，这是它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

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根本经验。毛泽东说:

“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①毛泽东总是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

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②

精神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只要它存在，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中国就不会灭亡。钱穆说:

“中国人的文化观，其基本只在道。道存，国家存，民族存，文化就传下。道灭，那就完了。”③在钱穆看

来，中华民族具有崇尚道的文化命脉或中国历史精神; 由于它一脉相承、赓续不断，中国社会经历了错综

复杂的朝代更迭，其发展呈现出不定型、有分有合的特点，但中国精神并没有中断，中华民族的国家命脉

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根除，这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本原因。从这种意义

上来说，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就是铸造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精神独立性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

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

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④总书记还特

别强调:“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⑤

可见，精神独立性问题是当代中华民族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重大问题，它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能否得到保持和捍卫的问题，因而是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

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

义以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坚持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思想核

心是将精神独立性视为中华民族的根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总书记大力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范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主要贡献，为我们在新时代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树立了典范。
当代中华民族正在步入一个强烈呼唤精神独立性的新时代。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仅仅意味着我国已经跻身于经济大国之列，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变成了经济强

国。真正的经济强国必须有强大的民族精神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4 年指出:“经

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

家能够称为强大吗?”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这当然

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事实，但我国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也越来越多。为了应对和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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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代中华民族必须坚持培育和挺立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

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创造赓续不断、绵延不绝的

中华文明，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具有伟大辉煌的独立精神。我们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发展，形成和发

展了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和集体记忆，坚持以它们作为

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从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精神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繁衍发

展、生生不息、安身立命的根本。

二、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五个主要维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

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力量。”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标志是重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要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必须明确它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内容实质上

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或中国精神的内容。它包括中华民族的个体精神和集体精神两个维度，但主要指后

一个维度。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是由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个体精神汇聚而成的，但它一旦汇聚而成，就不

再是任何中华儿女的个体精神所能相提并论的精神形态。它是经过一定的稽查机制和筛选机制进行严

格过滤的结果。在稽查和筛选的过程中，中华儿女个体精神的糟粕被剔除，其精华则被保留，因此，中华

民族的集体精神是中华儿女个体精神的结晶和精髓。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主要是要培育

和挺立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本文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概括为以下五个主要内容。
一是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首先表现在话语上。我们采用何种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

想信念和集体记忆，这既是语言问题，也是精神问题。“语言不可能存在于进行思维和说话的人之外。
它的根子扎在个人意识的深处，它要从这里汲取力量，让人们的口里开出鲜艳的花朵。”②话语是语言得

到实际应用的表现形式，它与人的精神活动相互交融、相互贯通。
一个人的精神品质总是首先通过他的话语体现出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也总是首先通过它的执

政党、政府和国民的话语表现出来。《文心雕龙》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③言由心

生，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话语状况总是折射出背后的精神品质。马克思说: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

的历史;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④其意指，语言即意识，意识即语言。
中华民族具有注重话语体系建设的优良传统。老子、孔子、墨子等先秦哲学家之所以能够为中国哲

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首先是因为他们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哲学话语创新。他们建构了我

国最早的哲学话语体系，用最富有表达力、感染力的哲学话语表达原创性中国哲学思想，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中国哲学奇迹，为中国哲学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2—43 页。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417 页。
《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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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播前辈创造的优美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华民族应该弘扬的美德。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①、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②、“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③，孔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④、
“中庸之为德”⑤、“德不孤，必有邻”⑥，墨子所说的“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⑦、“言无务为

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⑧、“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⑨，韩非子所说的“有

道之君，外无怨仇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10、“理定而后得道”�11、“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12等等，

都是富有哲理、脍炙人口的经典话语，承载着中国哲学家卓尔不凡的话语智慧，中华民族应该代代相传。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们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根本特征、发展规律等进行

深刻认识、理解和把握所形成的正确思想、理论，也是中华民族将关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解和

把握应用于实际所展现的实践精神和实践智慧。要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需要有强有力的话语体系作为支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不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对外传播工作。他说: “要着力推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3只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才能

将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传播到国际社会。
二是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思想理念。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是思想理念。要彰显精神独立性，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

尊重思想、热爱思想、拥有思想的民族。如果轻视思想、厌恶思想、摈弃思想，我们的精神独立性将荡然

无存。
帕斯卡说:“人因为有思想而伟大。”�14在帕斯卡的眼里，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他甚至认为，人

可以没有手、没有脚，但不能没有思想，因为没有思想的人就是一块石头或一只动物。
思考是思想的源泉。中华民族应该勤于思考。真正的思考不是象牙塔里的思维活动，而是实践中

的思维活动。马克思说:“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5在当今中国，思想的产生应

该主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只有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华民

族才能有思想灵感。
思想不能直接实现什么东西，但它能够通过超越自身的方式来引导社会发展。马克思说:“思想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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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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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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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 119 页。
《论语 大学 中庸》，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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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大学 中庸》，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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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 197—198 页。
帕斯卡:《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郭向南编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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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①要不断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华民族必须拥有能够引领它的正确思想。在当今中国，能够发挥引

领作用的正确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的核心是真理问题。“真理这个名词具有无比的魅力。它显然暗含着我们人生的真谛之所

在。损害了真理，则一切靠损害真理而赢得的东西也就统统为之败坏。”②要挺立精神独立性，中华民族

应该做真理的发现者、坚持者和捍卫者，决不能以损害真理为代价来谋取一己私利。
坚持正确真理观是中华民族拥有精神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视生存真

理的优良传统。儒家和道家都具有以德润身的伦理思想传统。《大学》说:“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故君子必诚其意。”③其意指，一个人有了充足的财富时，可以花钱装饰房屋;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

定程度，它就会有益于修养身心; 一个人心胸开阔，身体自然就会舒适安泰; 君子一定要使自己修炼身心

的意念真诚。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④修炼德性，必须恭心向己，才能使自身受益于修

德。这种主张以德润身的生存真理观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在当今中国，中华民族更应该坚持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它将真理视为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强调真理是客观性与主

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

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⑤无论是中国

传统的生存真理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真理都是现实的、实践的。
三是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
人不仅生存着，而且会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进行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此，人都是有价值

观念的。拥有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具有精神独立性的另一重要表现。
价值观念包括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和美丑观念。是非观念要求人们能够明辨对错，不能对错不明;

善恶观念要求人们能够辨别善恶，不能善恶不辨; 美丑观念要求人们能够分辨美丑，不能美丑不分。能

否明辨对错、辨别善恶、分辨美丑是衡量人之为人是否达标的基本指数。
中华民族从来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据《史记》记载，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中华民族的祖先轩

辕黄帝就知道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即“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

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⑥
其意指，黄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运行规则、阴阳五行的变化法则、生死道理和安危存亡的规律; 按照时节播

种百谷草木、驯化各种鸟兽昆虫，其德政广泛传布，也使天地无灾无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 烦扰勤劳自

己的身心，节约各种财物; 由于具有“土德”的祥瑞，所以号称“黄帝”。可见，黄帝既具有老子所说的“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的自然主义价值观，又具有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崇尚德政、倡导节俭

等人本主义价值观念。
史学家司马迁本人就是中华民族拥有儒家道德价值观念的典型代表。他受过腐刑，深感屈辱，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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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①，“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最终完成了鸿

篇巨制《史记》。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③在司马迁身

上，我们看到了儒家倡导自强不息、以义为先、忍辱负重、厚德载物等道德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的深刻影

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精辟的归纳和总结。他说: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

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

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道德价值观念占据着核心地位。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

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永不褪色的价值。”⑤
当代中华民族应该致力于建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

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

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发展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主要内容。
四是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个人的人生指航灯。它在哪里照亮，个人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理想信念也是一个

民族发展的指航灯。没有理想信念的民族只会盲目前进，不可能拥有光明前程。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信念是它意欲实现的目标。这种目标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远的，主

要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国家发展的目标追求。一个民族追求什么样的理想信念，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它

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的。马克思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

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

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⑦
当代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崇尚和平的理想信念。钱穆曾经指出:“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中国

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中国民族和其文化之和平，

是一种强性的和平，它赋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对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

美德大加称赞。他说:“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非中国莫属。”⑨中华

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主张不轻易言战，反对好战的做法，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懦弱无能。罗素说:

“如果中国人愿意，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求自由，不愿主宰。”�10
当代中华民族主要有两个近期的理想信念: 一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第一个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旨在完成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第二个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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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立足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激荡的现实背景，对世界发展、人类社

会发展提出的一种构想和愿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理

想信念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信念并行不悖。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或精神独立性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应该对自己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什么

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文明有独立自主的看法和追求，应该对自己要坚持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有独立

自主的看法和追求，应该对国际新秩序建构、国际社会发展格局、世界发展规划、人类文明进步、国际正

义维护等有独立自主的看法和追求，而不是漫无目的、盲目地往前推进，更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以

某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发展目标。作为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民族，中华民族就应该树立坚定的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五是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人类以回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能力。个人拥有个体记忆，家庭、企业、政党、民族、

国家等集体则拥有集体记忆。拥有记忆是个人和集体具有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标志。
记忆是个人和集体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或集体患上失忆症，他的个体性身份或集体性

身份就会遭到质疑，其精神独立性也会被怀疑。“对人类来说，失去记忆就等于失去了自我，如同丢失

内存的电脑也不过沦为只会做加法的机器罢了。”①正因为如此，人类必须建构和保全自己的记忆。为

了克服自然记忆能力的有限性，人类会发明各种人工手段来增强自己的记忆能力。人类甚至会利用记

忆控制来达到统治的目的。“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到现代国家，谁掌控了人们的记忆，谁就能大权在

握。”②

作为一个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民族，中华民族必须拥有自己的集体性历史记忆、国家记忆、文化记

忆、文明记忆和道德记忆。这些记忆形态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时刻提醒着我们是怎么来的。中

华民族的身后拖着一长串集体记忆。它们不是过去留给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为自己

建构的精神血脉。
集体记忆是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建构者。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价值理念，中国

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中国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力量。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层、最有价值的精神追求，但它们的形成和

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③总书记对中

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作出的指示，适用于整个中华民族。对于当代中华民族来说，既需要有立足当下、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也需要有建构集体记忆、珍惜集体记忆、守护集体记忆的智慧。

三、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方法和路径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只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推论。”④他认为哲学不可能改

变任何东西。这种哲学无用论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哲学

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但它毕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先导性、引导性作用。如果没有

①
②
③
④

迈克尔·S．马龙:《万物守护者: 记忆的历史》，程微、苑杰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 页。
迈克尔·S．马龙:《万物守护者: 记忆的历史》，第 6 页。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 页。
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 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思集》，唐少 杰 等 译，天 津: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2007 年 版，

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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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恐怕早已经糟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是一个重要哲学论题。相关探究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为解决问

题提出建议。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如果能够在

某种程度上推动人们思考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重视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相关研究工作的价

值就体现了出来。
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完成需要依靠我国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
精神独立性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应该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华

民族精神独立性表现在中华民族是否具有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集体记

忆等多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参与社会建设、国家建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空前提高，整个社会呈

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我国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西
化主义等错误思潮此起彼伏的问题。这些错误思潮相互勾连，在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

影响。历史虚无主义以否定或虚无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

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是要斩断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历史之根。文化

虚无主义以否定或虚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要

破坏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传承弘扬。西化主义以推崇西方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作为主要

形式，其根本目的是要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消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
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主旨是要求中华民族在话语体系、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集体

记忆等方面彰显独立自主性，在当下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

自信，将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

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②总书记重视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用意十分明显。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传统的伟大民族。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证明，只要精神独立性能

够得到保持，中华民族就能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就不会被消解。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必须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第二，持续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内在价值。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体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精神涵养。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③人无精神不立。精神独立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一个民

族没有精神是不可能走向强大的。中华民族也应该拥有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具有民族

身份的根本标志。
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不是要将我们自己变成一座民族精神的孤岛，更不是要将我们的民族精

神民粹化。中华民族不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推行民粹主义，更不搞民族中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但主张传承传播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思想理念、价值理念、理想信

念和集体记忆。我们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6 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5—46 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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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要展现中华民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

力，是要发扬中华民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精神。
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旨在将中华民族变成一个精神强大的民族，而不是要将中华民族变成一

个推崇政治霸权主义、经济霸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民族。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强大自

身的民族精神，使自己具有正确思维方式、合理情感态度、坚强意志力、坚定信念、强烈集体记忆意识，从

而具有应对一切挑战、一切困难的优良精神品质。
第三，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对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善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着重

要作用，因而是树立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力量。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必定会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哲学构建民族精神的力量更加突出。德国哲学推崇理性、重视思辨、关注现实的思想传统对德国人

形成理性严谨、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视经验、推崇信念、强调实用、注重实践的美国

实用主义哲学塑造了美国人敢于猎奇、冒险、创新的民族精神。同时受到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深刻影

响，传统社会的中华民族形成了既能够积极入世又能够超然出世的精神品质。
倡导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不意味着中国从来没有产生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社会科

学，也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特性。它主要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建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缺乏创新的现实状况。在当今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队伍

恐怕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能够提出新概念、新见解、新思想、新理论的学者非常少见。这种状况使得我

国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严重缺乏活力，既不能对人民之问、社会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说服力的回答，也

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对思想和理论的紧迫需要。如果这种状况长此以往，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制约。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强大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当

代发展，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总体原

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思想和理论智慧，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中汲取思想资源，从当代中华

民族全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大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生动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和解答问题，以发挥它们既解释世界又改变世界的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汉语对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建构作用。
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中国境内除汉族外，回族、满族、畲族等也都使用汉语，蒙古族、壮族、

傣族、苗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既使用本民族语言，也使用汉语。其他民族中也有

不少是兼通汉语的。所以，实际上汉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交际工具。”①
汉语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交际工具，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使用汉语

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展开、得到张扬的过程。我们在汉语的实际应用中思维，同时建构自己的

意识。中华民族精神的直接现实是汉语构成的符号系统，它是由丰富多彩的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
句、语法、修辞等组合而成的一首交响乐。

汉语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建构者。中华民族使用汉语的过程实质上是树立本身精神独

立性的过程。当我们借助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和集体记忆时，我们就是在建

构和宣示自己的精神独立性。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与汉语同在，与汉语贯通。汉语的发展状况直接

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存在状况。受到重视的汉语有助于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
要充分发挥汉语对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建构作用，必须改变全民学英语的状况。改革开放 40 多

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患上崇洋媚外的疾病，这与强制性地要求全民学习英语的教育体制弊端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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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求小孩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并且使之终身化，这不

仅使得大多数中国孩子在思维方式、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上容易西化，而且很容易产生不重

视汉语、不重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不重视中华文化的心理和情感态度。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崇洋媚

外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工作也难以推进。
第五，构筑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防火墙”。
要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必须构筑强大的“防火墙”。构筑这样的“防火墙”，是要防止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遭到内外部破坏。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并不少见。苏联曾经是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

家。冷战期间，它曾经与美国平起平坐，但由于苏联共产党不重视培育和挺立俄罗斯民族精神独立性，

任凭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西化主义思潮腐蚀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他们

最终因为失去民族精神独立性而陷入悲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猛烈攻击下，社会主

义苏联最终丧失了自己长久坚持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模式。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也

是这种情况。它们留给世界的是民族精神独立性遭到抛弃的历史教训和警示。

四、结 语

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是指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它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

民族，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能够建构和宣示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

和集体记忆。无论处于何种历史阶段，中华民族都应该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自己的精神独立性。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

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致力于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奋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是当代中华民族具有精神独立性的具体表

现。
需要指出的是，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只是强调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将自己变成“精神的孤岛”。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同时指出: “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②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开放、包容、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无意于追求精神上的自负和霸权，更无意于否定人

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 “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③

中华民族追求自强、自立、自信，但从不谋求自恋、自负、自满。我们已经迎来“强起来”的光明前

程，但我们没有因此而骄横跋扈。“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不能搞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但不能

没有独立自主的强大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首先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坚持中华

①

②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3—24 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6 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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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正确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以及具有永

久价值的集体记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凸显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

品质和中国力量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促进世界发展、人类文明进步

的应有价值。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ang Yuqiao

( Moral Culture Ｒesearch Center，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12，China)

Abstract: Spiritual independence is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so it is a fundamental issue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ans that is should stand on its own spiritually． It implie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must think about problems independently，and construct and declare its own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ideas，values，ideals，beliefs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over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world，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and uphold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day’s China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ual independence，flourish
and develop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constructing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build a strong
“firewall”to safeguard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which is
“growing stronger”can by no means pursue military，economic and cultural hegemony，and it cannot do
without a strong national spirit of independence．
Key words: discourse system; ideas; values; ideals and beliefs; collectiv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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