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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传统爱国主义有其价值取向 , 我们可以从爱国 、爱国主义和传统爱国主义的联系

与区别入手 ,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忠君爱国;民

族至上;整体利益;忧患意识;强国意识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有重要的意

义 。一方面 , 它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 也是应对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复兴的源泉 , 是面临价值多元化背景中民族团结的纽带 , 实现个人人生

价值的动力之源 。另一方面 , 正确认识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也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爱国

主义中愚忠以及狭隘性 、情感性为主导的一些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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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 具有丰富的内涵。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于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

想 , 以及为国家、 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

精神 , 体现着对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的

高度责任感和理性自觉。〔1〕爱国主义在中国具有漫

长的历史传统。当前 , 正确认识传统爱国主义的价

值取向 , 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 克服其中的一

些缺陷 ,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指的是什么? 首先 ,

我们可以从爱国、 爱国主义和传统爱国主义三个词

汇来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也有明显

的区别。

古往中来 , 爱国都是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已存在

的千古不变的主题。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主张爱国 ,

都把爱国当作一种最伟大 、 最崇高的思想感情。在

我国历史文献中 , “爱国” 二字很早就出现了 ,

《战国策· 西周策》 中有 “周君岂能无爱国哉” ,

《汉纪》 中则提到 “亲民如子 , 爱国如家”。由此

可见 , 早在在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 , 爱国

的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爱国主义与爱国不同。爱国是指热爱祖国的故

土家园 、 人民群众的心理情感和外在行为。因此 ,

爱国常常会是感性的 、 具体的 、 零散的。爱国主义

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

成的爱国的情感与行为的理性升华 , 是对个人与祖

国两者关系的理性认识 , 是热爱自己国家或民族的

情感、 意志和行为的统一。

就爱国主义的产生而言 , 列宁曾指出 , “爱国

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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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① 它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

己祖国的深厚情感 , 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

系 , 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 、 民族和文化的归属

感、 认同感、 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尽管对于爱

国主义的定义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 但实际

上 , 列宁指出了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 , 即爱国主义

是一个历史范畴 , 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同。

历史的发展是有其一般规律的 , 爱国主义的发展也

必然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按照时代

内容来分析 , 爱国主义可以大致分为传统的爱国主

义和现当代的爱国主义两个阶段。

那么 ,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究竟包括哪些

方面? 具体而言 , 它包括忠君爱国;民族至上;整

体利益;忧患意识;强国意识。

其一 , 忠君爱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讨人类社会由蛮荒时

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时 , 认为存在两种方

式:以古希腊为代表的 “古典的古代” 和以古代

东方国家为代表的 “亚细亚的古代”。 “古典的古

代” 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有制冲破

了氏族组织 , 国家代替了氏族。 “亚细亚的古代”

则是由氏族直接转化为国家 , 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血

缘氏族制相结合。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就属于 “亚

细亚的古代” 方式。它是在保留原始氏族组织的

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社会。按照史学界的通行见

解 ,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 禹的儿子启建立了第一个

奴隶制国家夏朝 , 标志着中国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

结构的两个最根本的事实。第一 , 以血缘为纽带的

宗法制的存在 , 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以家族为

单位的横向的网络形式。维护宗法关系 , 成为稳定

人际关系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途径。第二 ,

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 , 与作为

国家政体的君主专制统治的高度集中。要使分散的

自然经济得以存在 、 巩固 , 就必须加强政治上的高

度集中;反过来 , 要维护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

度 , 就必须加强对分散的自然经济的控制和

调节。〔2〕

中国古代社会中两个最根本事实的存在 , 彼此

相互影响 , 形成了 “家国同构”。以父家长制为中

心的宗法制 , 即所谓 “宗统”, 不仅稳定一家一户

的社会结构 , 也维护着君主的 “家天下”, 即 “君

统”。 “宗统” 和 “君统”, “家” 与 “国” 的彼此

沟通 , 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宗

法体制。而以适应这种宗法制而长期占据意识形态

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 , 构成了所谓 “道统”。宗法

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 , 嫡长子继承王位

而成为君王。这样的君王 , 不仅是天下的 “大

宗”, 享有祭祀祖先的特权 , 而且也是天下的共

主 , 拥有天下的土地。君王实际上成为土地和家族

制度的代表。由此 , 这就会必然推导出天下统一于

君主的 “大一统” 理论。从春秋时期孔丘的 “礼

乐征伐自天子出” 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 “一统

于天子” 都在诠释 “大一统” 理论。自秦始皇统

一天下 , “海内为郡县 , 法令由一统”, “大一统”

的理论首次成为现实。既然天子是天下的大宗 , 又

是天下土地的主人 , 那么 , 天子 , 或君主即代表国

家 , 天下万民为君主的子民 , 天下土地为君主的土

地。天下万民和天下土地就服务于君主。于是 , 人

们对于祖国 , 对于他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意识

和维护其生存发展的责任意识 , 自然地转变为对君

主的忠诚意识。这样 , 忠君就是爱国 , 爱国就要忠

君。可见 , 正是由于 “家国同构”, 爱国不可避免

地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忠君。 “忠君报国” 成为了

主流文化中传统爱国主义的有力诠释。所以 , 屈原

慷慨悲歌 , “吾闻之 , 新沐者必弹冠 , 新浴者必振

衣;安能以身之察察 ,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

流 , 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 , 而蒙世俗

之尘埃乎!” 岳飞在 《满江红》 中力陈 “靖康耻 ,

犹未雪;臣子恨 , 何时灭? 驾长车 、 踏破贺兰山

缺。壮志饥餐胡虏肉 , 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 、

收拾旧山河 , 朝天阙。” 爱国与忠君在中国传统爱

国主义中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当然 , 在先秦时期和以后的一些非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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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室:《对列宁关于 “爱国主义 ” 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 》 , 收于光明日报 , 1985年 10月 13日第

三版。这句话曾被误译为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情感 ”, 并作为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而广泛使

用。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室曾集体撰文指出: “误译之处有二:第一 , 没有把 `彼此隔离 ' 这个关键词译出来;第二 ,

译为 `对…的感情 ' , 是把原文的语法关系搞错了 ”, “旧译文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把 `如何形成 ' 的思想表达出来 , 在这里 , 能否

把 `如何形成 ' 的思想体现出来 , `彼此隔离 ' 一词起着关键作用。” 该文还指出:“从列宁的思想看 , 他在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 ,

是同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 ” 或称 “狭隘的 `爱国主义 ' 的感情 ” , 因为列宁紧接着就谈到:“我国无产

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 ,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 , 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 , 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

……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 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所以 , 列宁此处所讲的爱国主义并非试图给它

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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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忠君爱国 , 并非如此密切。比如 , 孟子不大讲

忠 , 《孟子》 一书中 , “忠” 只出现了八次。在孟

子看来 , “君之视臣如手足 , 则臣视君如腹心;君

之视臣如犬马 ,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土

菅 , 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君主

与臣民之间存在着浓厚的道德上的平等关系。臣子

杀死暴君也不为过 , 如武王伐纣 , “闻诛一夫纣

矣 , 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

认为 , “夺然后义 , 杀然后仁 , 上下易位然后贞 ,

功参天地 , 泽被生民 , 夫是之谓权险之平 , 汤武是

也。” (《荀子· 臣道》)这些显然与宋代所言的

“君要臣死 , 臣不得不死” 的极端思想有很大的区

别。而黄宗羲所提出的 “以天下为主” 和 “天下

之治乱 , 不在一姓之兴亡 , 而在万民之忧乐”

(《明夷待访录·原臣》), 其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民

主主义的萌芽 , 与传统中主流的的忠君爱国思想不

可同日而语。

其二 , 民族至上。

由于我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西方古

代国家 , 走的是 “亚细亚的古代” 方式 , 如果从

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地理环境来看 , 我国古代国家

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在古代文明形成

和国家诞生的过程中 , 先民们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河流域地区 , 东临茫茫太平

洋 , 北有漫漫戈壁 , 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 只有

其腹地相当开阔 , 具有回旋和发展的余地。如此地

形特征形成了一种 “隔绝机制”。恰如列宁所说 ,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

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正是由于地理环境

所形成的 “隔绝机制”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

化和传统的爱国主义。一方面 , “隔绝机制” 促使

使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

能够一以贯之 , 而不是如同印度文化、 埃及文化形

成了某种断层。同时 , 它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

定的 “惰性”, 缺乏竞争性。另一方面 , “隔绝机

制” 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向心力。依赖土地而生的

黄色文明使其人民深深地眷恋着脚下的土地 , 容易

化为一种一致对外的团结精神 , 视外来事物为

“夷狄” 或 “异端”。从而 , 它造成一种强烈的民

族至上性 , 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

心 , 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统爱国主义中荡漾

着浓烈的民族至上性 , 但有时这种民族至上性 , 容

易使民族自尊异化为一种妄自尊大的偏狭。

值得注意的是 , 民族至上 , 是一个民族成熟的

标志。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我们所谈的

民族至上性是中华民族的至上性。它是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 , 各个民族相互融合 , 逐渐形成的。我们应

该看到 , 统一的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

不同的民族都曾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自

己的贡献。尽管在民族分裂时期 , 不同民族都曾在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过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 , 都

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祖国 , 其爱国带有

其自身的民族性 , 但它包含着彼此融合、 共同前进

的基因 , 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中民族至上性形

成的前提。从历史上看 , 秦王朝 “奋六世之余烈 ,

挥长策而驾驭宇内 , 吞二周而亡诸侯 “ (贾谊 《过

秦论》), 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 , 完成了

统一中国的大业 , 实现了 “一法度衡石丈尺 , 车

同轨 , 书同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而使

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 、 语言 、 地域和民族

心理的一个整体民族。秦亡汉兴 , 历时四百余年 ,

巩固和发展了自秦以来开创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元光元年 , 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 , 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的建议 , “以为诸不在六

艺之科 、 孔子之术者 , 皆绝其道 , 勿使并进 ”

(《汉书·董仲舒传》), 确立了与统一中央集权制

度相适应的儒学文化 , 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所特

有的 “道统”,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

与繁荣 ,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某种意义上

说 , 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

使得民族与国家之间有了直接的同一性 , 二者的命

运休戚与共 、 息息相关 , 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把中

华儿女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 ,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

义传统突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统一、 反对分裂的民

族至上性特征。从秦汉到清的二千多年的历史 , 形

成了一个内聚式的越分越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尽管

传统爱国主义中的民族至上性在其形成和发展中 ,

有时是以局部的乡土之爱和单一的民族之爱为基础

的 , 譬如 “宋金世仇”, “辽金世仇”, 等等 , 但这

些矛盾 、 冲突甚至激烈的战争 , 在一定意义看都只

是各个民族之间间民族爱国情感的碰撞。但正是在

这一过程中 , 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主流

———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 , 突出整个民族利益的

至上性。正是这种民族至上性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

发展中 , 又转变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爱国主义

精神。

其三 , 整体利益。

与民族至上性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追

求整体利益的实现。从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最为根

本的事实来看 ,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和高度集中的君

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下 , 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 ,

既相互依附又相互对立: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家族和

26



天府新论 2010年第 4期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国家的利益 , 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和从属于家族

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为 , 以土地为基础、 以家族

为核心的宗法社会非常重视家族、 宗族 、 国家对个

人的限制和支配 , 强调个人对家族 、 宗族、 国家的

责任和义务 , 因而在群己利益关系中 , “无我”、

“无私” 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和核心。所以 ,

在伦理价值观上 , 中国传统价值文化强调 “群体

意识” 的整体利益 , 或者称之为道义至上 , “正义

不谋利”。 “义” 即为宗族 、 国家整体利益的反映。

“利” 即为个人私利。 “义利云者 , 公与私之异

也。” (《粹言·论道篇》)

实现 “公天下” 的整体利益是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尽

管我们很难看到 “天赋人权” 的观点 , 但还是能

够见到 “天赋价值” 的思想。 “天生我才必有用”

强调的就是个人天生所具有的个人价值。只是由于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宗法制和君主集权制的存在 ,

导致个人价值与宗族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 , 个人

价值就只有通过实现宗族和国家的群体利益得以表

现 , 从而也就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人们非常重视群体

利益 , 置群体利益于个人利益 , 乃至个人生命之

上 , 强调先公后私 , 公而忘私 , 提倡为国争光 , 为

国奉献。个人因为家与国的存在而有了其自身价

值。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修身 、 齐家 、 治国、 平天

下 , 其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 而是天下

为公 , 融自我于家 、 国 、 天下之中。所以 , 范仲淹

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顾炎武

的 “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

统社会中仁人志士的一种爱国主义的社会责任感。

尽管这种单纯追求整体利益的思想 , 在一些方面压

抑了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发挥 , 为一些人所诟病 , 但

是 , 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 , 正是在这种浓烈的

爱国主义的社会责任感中 , 无数的中华儿女为了国

家与民族的兴亡 , 位卑未敢忘忧国 , 以拯救天下苍

生为己任 , “义以为上”, 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

威胁时勇于 “杀身成仁 , 舍生取义”。无论霍去病

的 “匈奴不灭 , 何以家为” , 宗泽的 “得捐躯报国

恩 , 足矣”, 还是戚继光的 “封侯非我意 , 但愿海

波平”, 邓世昌的 “吾辈以军卫国 , 早置生命于度

外”, 都充分反映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族精英实

现整体利益的爱国主义选择。

其四 , 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 , 民族至上性和实现整体利益 , 经过

历史积淀而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形成了强调个

人对社会尽责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

而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又激励着中华儿女

把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前途与个人密切联系到一

起 , 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 , 以天下为己

任 , 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如果从历史上看 , 忧患意识也是历史经验的必

然选择。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 , 它就是一部饱

经忧患的历史。 “忧劳可以兴国 , 逸豫可以亡国”

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从 “文景之治” 到 “七国之

乱”, 从 “开元盛世” 到 “安史之乱”, 从 “乾隆

盛世” 到 “咸丰乱世”, 中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所

经历的兴盛与衰亡 , 都证明了丧失忧患意识 , 陶醉

于一时的繁荣稳定 , 看不到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危

机 , 最终导致盛极而衰。 而 “居安思危” 则能

“定其业也 , 有始有卒” (《贞观政要·灾祥》)。

因此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国忧民 , 以天下为己

任 , 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来自历史教训的

必然结果。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孔子周游列国 , 以求达则兼济天下;孟子

“道言善 , 言必尧舜”, “欲平治天下”;屈原 “长

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范仲淹 “先天

下之忧而忧”;岳飞 “莫等闲 , 白了少年头 , 空悲

切”, 征战沙场 , 只为 “还我山河”。自古以来 ,

心怀天下、 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 , 矢志不

渝。他们或忧天下之混乱 , 或忧国家之衰败 , 或忧

民族之存亡 , 或忧百姓之困苦。其所忧所患并非坐

而论道 , 而是将忧国忧民 , 以天下为己任 , 报效祖

国的忧患之情付之于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忧患意识———忧国

忧民 , 以天下为己任 , 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

正是由于无数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 , 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实际行动 , 我们的

民族才能历经磨难 , 绵延千年而不衰。

所以 , 无论从理论分析上看 , 还是从历史事实

来看 ,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

识。它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

之源。

其五 , 强国意识。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直接造就了中

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主导价值取向:忠君爱国 、 民

族至上和整体利益 , 忧患意识是其主导价值取向的

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现 , 那么 , 强国

意识则是主导价值取向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和历史

方向。

首先 ,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强国意识表现

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 恪尽职守 , 改造

祖国山河 , 创建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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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老民族。在其民族的发展过程

中 , 无数爱国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

发图强 ,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曾

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二千多年前就修建了雄伟

的万里长城 , 发明了造纸术;一千三百多年前发明

了雕版印刷术;一千一百年前发明了火药……。据

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千五

百年为止的世界科学成就中 , 世界最重要的发明创

造有 54项 , 其中 , 中国就有 31项。英国人李约瑟

博士主编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指出 , 十六世

纪以前 , 中国人仅仅在科学技术方面就领先世界的

发明有一百多项 , 从科技史的角度证实了中华民族

历史文明的伟大创造。所有这些成就各有其特点和

特色 , 都是指向共同的目标:为了民族利益和实现

国家富强

其次 ,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强国意识表现

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 自强不息 , 改革

弊政 , 实现政通人和 , 推动社会进步。 《周易·乾

卦·象传》 有: “天行健 , 君子以自强不息。” 孔

子曰 “发愤忘食 , 乐以忘忧 , 不知老之将至。” 屈

原称: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

国爱国主义传统 ,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 就

渗透着这种浓烈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

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 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 激

励人们为国家 、 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选择锲而不舍、

坚毅不拔地努力。这种强国意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

中化为气势豪迈的英雄主义 , 化为与时俱进的开拓

精神:外敌入侵 , 出现民族危机时 , 强国意识表现

为不畏强暴 , 抗御外辱;社会矛盾尖锐 , 出现政治

危机或经济危机时 , 有远见的政治家、 改革家 , 顺

应历史潮流 , 改革弊政 , 力图治国安民。正是这种

自强不息的强国意识引导中华民族不断前进 , 激励

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 赴汤蹈火 , 在所

不惜。

总之 , 中国古代的文明社会是直接从氏族转变

为国家。血缘宗法制长期存在 , 自然经济与君主专

制并存 , 以及所特有的地理环境 , 形成了中国传统

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 , 把忠君与爱国并论 , 追求民

族至上 , 崇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 并由此由产

生了与之相应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意识。

二 、 传统爱国主义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的

重要意义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 是在人类社会发展

进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

情 , 也是人们忠诚、 热爱、 报效祖国的一种融情

感 、 理性和意志于一体的社会意识。爱国主义是民

族精神的核心。千百年来 ,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 薪

火相传 , 其重要原因就是爱国主义传统深深融入我

们的民族意识 , 成为我们的精神血脉。因此 , 传统

爱国主义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 , 它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

需要。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 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中国传统爱国主

义的价值取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高

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 就需要借鉴爱国

主义的传统价值观。爱国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有利于

社会主义建设。比如 , 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价值取向

重视民族至上性 , 强调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在社会生

活中的首要性。在当代中国 , 社会主义集中地代表

着 、 体现着、 实现着国家 、 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

着逻辑上的自洽。只要我们很好地继承传统爱国主

义的合理内核 , 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之间会是统

一的 , 这种统一是现实的必然 , 是势在必然。所

以 , 邓小平曾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

不爱国 , 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 不爱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爱什么呢 , 港澳 、 台湾、 海外

的爱国同胞 , 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 , 但是

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否则怎么叫爱

祖国呢?”〔3〕由此可见 ,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

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它是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需要。

第二 , 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小康社会” 是由邓小平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所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深入 ,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 2020年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 ,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是是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之所在。它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经验和教训的

总结 ,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确立的的

奋斗目标 , 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完成

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 必然会遇到国内外的各种困

难和挑战 , 必然会遭受形形色色的困惑和考验。我

们所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的小康社

会 , 我们就需要借鉴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优秀价值 ,

赋予其时代价值 ,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 把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

结合 , 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 , 使全民族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 战胜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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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险阻 ,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三 , 它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复兴的

源泉。

所谓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贸易、 投资 、 金融、

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 , 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

泛流动 , 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 , 是不可阻挡的潮

流和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柄 “双刃剑”, 既给民

族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广阔空间 , 同时

也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学者甚

至断言 , “就好像樟脑丸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 , 我

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家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 , 民

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 , 就已经消失无

踪。 ……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 〔4〕

然而 ,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共同夙愿。借鉴传统爱国主义是我们迎接经济

全球化挑战 , 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当今世界 , 科

技日新月异 , 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 , 经济全球化给

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 ,

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进行的 , 具有

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 , 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

利的地位。因此 ,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积极融入全球

化浪潮时一定要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 , 这是实现民

族复兴和发展的前提。同时 , 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对

民族的复兴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经济全球化并非

经济利益一体化 , 各个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

强大的行为主体 , 仍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 仍要保

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与品牌 , 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的

经济利益 , 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经济威胁。

因此 ,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

化、 价值观念的渗透 , 爱国主义是我国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有力保障。我们需要有效

地借鉴传统爱国主义价值 ,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毕竟 , 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 一贯以天下为己任 , 以自己

的才智报效祖国 , 造福人类 , 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 中华民族要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传

统 , 艰苦奋斗 , 奋发图强。事实上 , 改革开放以

来 , 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美国兰

德公司曾预测 , 以中国的发展势头 , 到 2040年 ,

中国在经济上将成为相当于 10个日本经济规模的

经济大国。我们有理由坚信 , 有效地借鉴传统爱国

主义有助于这一发展趋势 , 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第四 , 它是面临价值多元化背景中民族团结的

纽带。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 , 社会关系的复杂和社会生

活的丰富 ,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

繁 , 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然而 , 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高举社会主义旗帜 , 全面构

建小康社会 , 迫切需要民族团结 , 形成民族共同的

精神支柱。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主义 , 是民族精

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是否有高昂的民族精神 , 是衡

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一个人没有

精神不行 , 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更不行。一个民族 ,

一个国家 ,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 就等于没有

灵魂 , 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效地借鉴传统

爱国主义的价值能够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纵

观五千年历史 , 爱国主义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巨

大力量。江泽民同志说: “在我国历史上 , 爱国主

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一面旗帜 , 是

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胡锦涛同志也说:

“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源泉 , 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由此可见 , 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

展中始终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

量 , 有着特别巨大的凝聚力、 感召力和动员力。我

们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 必要要借鉴传

统爱国主义的价值。

同时 ,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在价值多元

的条件下 , 一些西方强国借助经济实力推行其价值

理念 , 企图动摇作为民族国家的传统思想。美国中

央情报局制定的针对中国的 《十条诫令》 规定:

“一、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 , 鼓励

他们藐视、 鄙视 、 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

思想教育 , 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

情的兴趣和机会 , 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

他们不以肤浅、 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

吃苦耐劳精神。二、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

作 , 包括电影、 书籍 、 电视、 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

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 食 、 住 、 行 、 娱

乐和教育的方式 , 就是成功的一半。三、 一定要把

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

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 色情书籍 、 享

乐 、 游 戏、 犯罪性 的电影 , 以 及宗教 迷信。

……” 〔5〕与此同时 , 面对国人思想的多元化 , 如何

以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 、 重建政治信心 , 的

确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传统爱国主义

是最能发挥这种作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传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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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中的民族至上性 , 以天下为己任 , 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 , 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因此 , 借鉴传统爱国主义 , 继承和弘扬爱国主

义优良传统 , 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 也

有助于凝聚人心 , 瓦解西方反华势力西化、 分化的

图谋。它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 是

凝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坚强纽带。

第五 , 它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动力之源。

借鉴传统爱国主义 , 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优良

传统 , 对于国家、 民族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同时

对于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传

统爱国主义 , 非常重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

关系 , 认为个人的价值是通过民族 、 国家的整体利

益的实现为基础。 “黄帝作冕”、 “仓颉作书”、 “史

皇作图”、 “胡曹作衣” 、 “挥始作弓” 等远古传说

中的英雄人物都是 “成命百物”、 “明民共财” 的

人 ,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国而忘家”、 “公而忘

私” 等思想都强调把个人的生命活动与国家需要

融为一体 , 在必要时 , 为了国家、 民族的利益要杀

身成仁 , 舍生取义 , 勇敢地承担 “平治天下”、

“泽加于民” 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对祖国爱得越

深 , 历史责任感就越强烈 , 人生目标就越明确 , 人

生信念就越坚定。历史已经证明 , 并将继续证明 ,

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 , 无一不是忠诚的爱国者。他

们之所以能做出一番事业 , 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

有意义 , 其根本原因在于爱国之心使其把个人价值

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深深的爱国之情成为其强劲动

力 , 个人人生价值也就从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然 , 任何传统都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弘扬。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 , 在中国古代同样具

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 我们同样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

弘扬。一方面 ,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爱国主义

中的不足之处。比如 , 传统爱国主义价值取向中所

重视的忠君爱国 , 是与我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密

切相关。这种忠君思想曾经形成发展成为愚忠。在

现代社会中 , 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消失 , 我们就应

该对此赋予其现代价值 , 做出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

诠释。另一方面 , 正是由于传统爱国主义中存在一

些不合时代精神的内容 , 所以 , 我们要理性地正确

认识传统爱国主义 , 防止把传统爱国主义理解为狭

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源于所处地域和血

缘关系的一种本能留恋 , 而缺少客观的理性分析。

“这种爱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 , 它不做任何推理 ,

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 ……同所有的轻率激情一

样 , 这种爱国心只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 , 但不

能使干劲持久。” 〔6〕在当今中国社会 , 狭隘的民族

主义甚嚣尘上。一些所谓的 “爱国主义者” “基于

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 而形成的 “受害意识” , 产

生了 “高度的敏感心理”。〔7〕他们在对待我国与有

关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时 , 往往寻求敌对、 对抗 、 甚

至暴力的解决方式。还有一些所谓的 “爱国主义

者” 盲目自大 、 只注重传统 , 仅仅看到爱国主义

传统的优良一面 , 反而自诩为 “保存国粹”, 实则

思想僵化。而另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 由于强烈

的民族自卑心理 , 则仅仅看到传统爱国主义中的糟

粕 , 堕入了 “全盘西化” 的泥潭。因此 , 清醒地

认识传统爱国主义十分重要 , 既要看到其精华 , 也

不可忽视其中的糟粕。

总之 , 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基

础。我们在分析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中 , 要从历史

传统的角度来客观地理解 , 正确地认识其在当代重

要的意义 , 才能既增加我们对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感

情 , 又能以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心态面对其中的不足

之处 , 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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