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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民族的共同意志和思想

状态的集中体现，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升

华；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时代注解，它

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 30 年来我国社会

发展极为重要的精神动力。作为反映社会发展

某一阶段的时代需求并为社会成员广泛认同

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它是时代发展特点的

综合反映， 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影

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呈现出多维的内

涵。

一、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孕育的土壤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意识重

要构成要素的价值观念，有着社会意识所固有

的属性和特点，其中，由价值观念的相对独立

性和巨大反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传统性

和时代性则构成了价值观的重要属性。这就是

说，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既是民族的，又是传

统的，更是时代的。就价值观念的民族性而言，
各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总会由于各民族文化、环

境、历 史 的 差 异 和 政 治、经 济、社 会 发 展 的 不

同， 使价值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就

价值观念的传统性而言，由于事物的发展是一

个辩证的否定过程，任何一种价值形式的存在

都具有历史传承性，是人们对传承下来的文化

内容进行吐故纳新、再创造的结果。因此，传统

是一个历史性范畴， 是价值的一个稳定的特

质；就价值观念的时代性而言，表现为同一时

代各种价值观的共性，它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阶

段相协调，使价值观念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和

时代性。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世界上各民族的

主流价值观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

根据其特点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价值文化圈，
但它们异中有同，都具有时代性并按历史发展

的程序演化。作为引领一个社会发展方向的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是由价值观念民族性、传

统性和时代性的精华部分所构成。
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

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

中的体现。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中，
其独具特色的价值理念， 充满睿智的道德伦

理，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饮誉世界的文化典

籍，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渊源，
既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

和平、勤劳勇敢、祟德尚礼、公而忘私的民族情

怀，又形成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

的“自立立人”的人生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了革

故鼎新、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精神

和以人为本、放眼未来、博大情怀、和谐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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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这种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意

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其所蕴涵的基

本精神在现时代仍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构成了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强大

精神动力， 也构成了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内核。
在我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这种时

代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 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解放思想是时代精神的

前提和要义

当代中国社会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新时期发展经验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创新作为

时代精神的核心，其实质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

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其

实践对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思

想，使上层建筑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改革创新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
同时，随着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中的内化和升

华，在实践层面上必将荡涤我国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型，政治体制的

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

深刻调整，最终必然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发生深

刻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群众以

非凡的胆量和气度迎接传统旧思想和旧体制

的挑战，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来应对

时代的发展。解放思想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改

革创新精神的发挥程度。可见，弘扬时代精神，
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与时俱进，突破传统

价值观念的羁绊，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和主

导价值观念的更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改

革的理念得以认可， 创新的精神得以弘扬，才

能使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得以发扬

光大。因此，解放思想不仅是时代精神产生的

前提，而且其精神实质构成了时代精神的重要

内涵。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

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

是。” [1](p.364)这就是说，解放思想的精神实质，是

要求我们不断认识与把握客观事物及其发展

规律， 使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日趋吻

合，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作为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解放思想就是

要求我们在弘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坚持

改革开放，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

想中积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实践层面上

讲，就是要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推动下，打破任

何与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不相吻合的思想观

念、行为规范的束缚，使广大人民群众从那些

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

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一切有积极

意义的新思想、 新观念提供可生长的土壤、可

发展的机会，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迸

发出来， 形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力量，
凸显时代精神的要求。

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2](p.1)作为时代精神的解

放思想，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创

新提供了理论依据。30 年来， 党的领导集体高

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创

新传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党的

思想路线的高度契合，“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

质， 从而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创新。同

时，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的精神触动下，不

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成为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

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所有这些，都充分

说明了解放思想的精神力量对党的思想路线

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解放思想作为一

种时代精神的弘扬过程，实际上就是党的理论

创新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从意识形态的

高度为改革创新精神的确立和升华指明了方

向， 而且作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
本身就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必然为时代精

神所呼唤，成为时代精神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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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流中， 改革创新作

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愈

益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
改革创新精神，其本质就是将变革与创新

视为正常的、有益的精神现象，它是为实现某

种新的发展，寻求变革、适应创新、勇往直前的

文化与精神， 并将此当作开创事业的机会，以

形成一种赋予资源以新价值的创造性的行为

能力。具体而言，这一精神就是立足于反思传

统，勇于超越本本，敢于改变现状，善于开创未

来的精神。 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
改革创新精神就是要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

的行动得到肯定，有利于创业实践的意志得到

尊重，有利于创新创优的品质得到支持，并最

终升华为全中国人民发挥才华、 施展抱负、奉

献社会、报效国家的意志和品格。
改革创新精神弘扬与否，取决于人们开拓

精神的强弱。改革创新所呈现的开拓精神则直

接表现为全民族锐意进取的精神和奋勇争先

的品质。就其时代的内涵而言，这种精神和品

质，是一种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挑战自我的精

神，是一种抢抓机遇、争先进位、争创一流的意

志，更是一种勇于竞争、勇担风险、敢做敢为的

品质。就其实践层面的精神表现而言，则体现

为中华民族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

所惑， 在市场竞争中力争上游的精神和状态；
体现为中国人民在知识经济的呼唤下，吐故纳

新，立足于科技兴国的雄心和壮志；体现为中

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发展的背景下，勇于迎接世

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挑战

的品质和意志；体现为全体人民进一步增添改

革创新的锐气，把各个社会阶层和全体建设者

创造新社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进行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不

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

决心和勇气。
讲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

新时期改革创新精神的本质要求，就是广大社

会成员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

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实

际上就是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在此，艰苦创

业构成了改革创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创

业”的本义是“创立基业”、“创建功业”，为子孙

后代造福。在现代意义上，创业还蕴涵了“要标

新立异，打破已有的秩序，按照新的要求重新

组 织”。 [3](p.308)可 见，“创 业”的 核 心 在 一 个“创”
字，其实质是创造和超越。正因为“创”意味着

“首次做”， 这种精神总是面临着种种风险，伴

随着种种机遇，潜藏着巨大的成功，拥有着无

穷的示范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精神体

现了改革创新精神的本质要求，是我们的立足

之本、发展之源和强大之路，其实质就是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四、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新时

期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反映，其价值指向

是以促进社会广泛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

高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必然成为

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这里的“人”是马克思主

义所讲的具体、历史和现实的人，始终处在一

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处在实际生活的过程和活

动之中。 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的

“人”必然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内涵。因此，立足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实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过程中，“以人为本”
的实质就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

益为本。 从时代精神的层面展现以人为本，就

是要在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过程中，把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把维护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尊重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

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这

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实际上构成了时代精神

的目标指向、主体保证和评价尺度。
我们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

是要把实现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4](p..295)

作为其最终的目标指向。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

化程度和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

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使个体的人能够占有自

己全面的本质，满足自己的各层次需求，发展

68-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自己的一切能力。人类社会美好理想的这一终

极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为之付出长期不懈的

努力， 更需要我们从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出

发，在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过程中，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积聚物质财富；需要我们在保

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更加注重社会公

正，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消除社会生活中存

在的制约人们平等发展的因素，为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营造公平的社会氛围；需要我们坚持社

会主义物质、精神、政治和生态四个文明的协

调发展，使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提高整个社会

的文明程度，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文

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

为本及其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内涵为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包容贵和是时代精神的应有品质

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包容贵和精神体现了

中华民族“礼之用，和为贵” 、“爱己及人”、“和

则相生”的传统伦理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

海纳百川、 厚德载物的传统美德的凝练和升

华，体现为一种能够在彰显本体特质的过程中

包纳兼容其他人物、 事物和思想的意志和品

格，以及追求和谐、注重合作、提倡谦和、宽怀

大度的精神和风貌。体现在实践层面上，就是

要不断将其他事物中的积极成分升华、丰富到

本体特质之中，吸纳百家之长，兼集八方精华，
积极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切有利经济社会发展

的先进的思想文化、管理经验、资金技术和人

才智力，同时还要养成尊重他人、诚实守信、心

态平和、勤劳务实的人生态度，做到亲人善邻、
和睦相处、强不凌弱、富不侮贫，追求时代精神

的高远境界。
我们弘扬包容贵和的时代精神，就是要充

分彰显其“容”与“和”的柔性功能，实现与市场

精神的互补。回顾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在改

革创新精神的引领下，我国社会最突出的变化

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竞争是市场经济最突

出的特点，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市场要

素及整个社会生产优化的根本机制。但市场竞

争的结果是双向的， 它既是市场的活力所在，
激发了人们艰苦创业、奋勇争先的意志和思想

解放、敢想敢干的品质，也可以对经济运行以

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诸如社会资源的无效损

耗、经济秩序的失常、心理负担加重和精神危

机、人 格 异 化、价 值 迷 茫 等 消 极 现 象。客 观 而

言，竞争的本质特点在于“争”，体现为一种刚

性；包容贵和的本质特点在于“容”与“和”，体

现为一种柔性。“容”与“和”的精神实质就是要

求我们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引领市场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不但要求胜利，还要能够容忍失败；
不但崇尚效率，还要能保公平；不但张扬个性，
还要能够兼容集体；不但推崇活力，还要能够

保障秩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弘扬包容贵和的精神，就是要以“容”的生

成性来补益“争”的损耗性，以“和”的柔性来调

节“争”的刚性，以平和、健康的心态来淡化市

场竞争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克服人与社会的异

化现象，达到以容济争，和争互补，使市场经济

争而不乱，争而无伤，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

地发展。因此，包容贵和作为市场主体维护市

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应有品质，必然为时代精神

所接纳，以实现与市场经济内在精神的互补。
我们弘扬包容贵和的时代精神，就是要在

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实现各族人民的主导价

值共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必然

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取向

必然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反映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的价值诉求。无论是整体取向与

个体取向的论争、 道义导向与利益导向的交

织，还是动机评判与实效评判的差异、单一化

取向与多元化取向的共存，其矛盾的核心和特

点必然涉及社会发展具体价值原则、价值标准

和价值目标问题，并由此对社会的价值取向产

生直接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弘扬改革创新精

神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领域进一步凸显包容

贵和精神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统摄作用，不但能够弘

扬主流文化，还要能够兼容文化的差异，实现

多种文化共处共存，以最大限度地形成主导价

值共识，并以此来引领先进文化，尊重差异，包

容多样，求同存异，团结友爱，超越民族、城乡、
地域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增强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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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和

稳定。
可见，如果说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核

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锐意

进取、争先进位、艰苦创业的精神状态，那么，
包容贵和则从另外一个层面诠释着时代精神，
实现了与改革创新精神及其实践后果的有益

补济，是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

六、责任奉献是时代精神的基本风貌

改革开放的 30 年， 是我国逐渐步入现代

社会的 30 年， 是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公

民精神的塑造的 30 年。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在充分弘扬公民的主体精神的同时，
必然蕴涵了现代公民精神的另一层面———责

任精神和奉献精神。就责任精神而言，它是公

民对自己作为国家的一员应承担义务的自觉

认同、积极回应和内心自律，是每一个公民都

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的理性体现。就奉献精神

而言， 它是一种以集体或人民利益为本位，以

道义原则为主导，以注重社会公正、消灭剥削、
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

为调适， 在我国社会经济和道德生活中占主导

地位的价值原则或伦理精神。 就其形式特征而

言， 则主要表现为我国公民服务社会、 奉献国

家、献身理想、全心为公、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核心的改

革创新所蕴涵的精神实质，是将变革与创新视

为正常的、有益的精神现象，并将此作为开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然而，从市场

经济最一般性特征而言， 利益本位是必然的。
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主体的直接目

的。历史发展表明，个体利益的追求在总体上

激发了市场活力， 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

重己、重利、重实效的价值取向必然产生负面

效应，容易诱发只讲个人权利不讲对社会的义

务、只追求个人的享有回避对社会的奉献等消

极现象，甚至出现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金钱至

上的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丧失了安身立命的

精神家园。这种情况必然进一步激发市场的负

面效应， 最终影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
因此，我们在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推动市场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从社会主义的本

质特征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层面上规制市

场经济的价值取向， 引导个体利益的发展方

向。为此，责任精神和奉献精神必然成为时代

精神的重要内涵。
我们弘扬责任奉献的时代精神， 就是要克

服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大力提倡社会公

共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以弥补个体本位的不足。
对于我国公民而言，责任奉献是一种担待，更是

一种使命。具备了这种精神，就能更好地促进人

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对他人、对社会、对自己负

责的自觉意识，就必然会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
关心集体团队的事业，关爱他人，同时也会严于

律己、乐于奉献，使自己日臻成熟完善。因此，如

果说缺乏主体精神的公民无法成为富有创新

性、进取性和开拓性的现代公民，那么没有责任

奉献精神的公民也不可能是一个称职、有良知、
有正义感的现代公民。

我们弘扬责任奉献的精神，就是弘扬共产

主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就是希望人民时

刻牢记责任奉献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

值追求， 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良好品质，从

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

民道德的崇高性和特殊性。如果说改革创新精

神致力于公民主体精神的弘扬，那么责任奉献

精神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崇高道德原

则，引导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升华着时代精神

的价值与品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责任奉献

的精神构成了时代精神的基本风貌。
责任编辑：晓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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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a series of difficult problems with good planning. (CHEN You-wen)
Socialism Has Changed China———Great Changes of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China’s development has been called “Chinese Mode” and “China miracle”, which have at-
tracted many researches.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60 years are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national
independence, state strengths,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sperity, progress in science, the improve-
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nd spiritual st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others. This pa-
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a few aspects and probes the causes of these changes.
（ZONG Han）
Mao Zedong’s On Correctly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mong People Has Laid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asis of Socialist Reform: The notion proposed by Mao Zedong in the book
named On Correctly Dealing with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mong People has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reform. He philosophically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nature, object and contents of reform, and answered from the aspect of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the essential problems that are still in dispute. Viewing the 30 years’ reform,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con-
tradictions existed in socialist countries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contradic-
tions of socialism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reform; the state of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determines the object
and contents of reform. （ZHOU Xin-cheng）
“Hundreds of Thought but Same En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ractice: “Hundreds of thoughts but
same end” is a view of special feature in Feng Qi’s broad epistemology. Considered it as a thought and
knowing process, “hundreds of thoughts but same end” is used to illustrate how logical thought knows spe-
cific truth, which, to a certain degree, promot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is epistemic problem. “Hun-
dreds of thoughts but same end”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and full discussion, respect for others as well
for one’s own. This is of significance in practice when we need to overcome the trite scholastic thinking and
to emancipate mind and cultivate the free personality. （GU Hong-liang）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im-
portant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has important spiritual strength to inspire
people of whole nation reviving our country. Considering the great practice to build overall wealthy commu-
nity since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core val-
ue orientation and the ultimate value aim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ZHOU Ling）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 Spirit:The 5000-year-old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de the national spirit unique, and lai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hina’s time spirit. Since
the tim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ime spirit with mind emancipation, man as the priority, tolerance
and harmony, commitment and devotion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 core feature, bridges interpreta-
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stitute the multi-connotations of the time spirit.（WANG Yan）
On the Crisis of Hones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How to Over-
come it: With various subjects, complicated causes, scientific methods and others as feature, the main cause
to the present crisis in honesty lies in the insufficiency of system, the lacking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political life, honesty education in campaigns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To grasp the important value of hon-
esty and to construct a reasonable system is the basic route to cultivate the belief of honesty. （HUANG
Ming-li LIU Xiao-hua ZHANG Xiu-qin）
A Comparison of the Thought on Party Construc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o Zedong:In the de-
velopmental history of Marxism, the theory to construct a proletarian part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oth
Antonio Gramsci, the founder of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and Mao Zedong,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in first generation, had explored the issue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made similar proposation.
Mao Zedong thought have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nd more practical and specific, while Gramsci’s thoughts
are incomplete political ideas due to his imprisonment. (PAN X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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