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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大报告对如何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做了深刻阐述。全面深刻地

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并认识其品质要求，对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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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

支柱，它的存在与否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中

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血脉和风

骨。党的十六大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五个方面。准确地理解上述五个方面的科学

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弘扬和培育

民族精神要求，培养高尚的民族品格，树立坚定的

民族志向和远大的民族理想，凝聚力量，增强综合

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一、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概念的涵义有三层：首先，爱国主义

是人们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巩固起来的

对自己祖国极其忠诚和热爱的深厚情感，这种情

感来自于人们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依赖和认同，

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其次，爱国主义是调节个人

与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政治、道德和人生价值规

范。在政治原则上，它强调公民应具有热爱和保

卫祖国的基本政治责任和义务；在道德规范上，它

要求公民把爱国、报国、效国、兴国作为崇高美德，

而把卖国、辱国、叛国、祸国作为非道德行为；在人

生价值上，它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报效祖

国，为社会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再次，爱国主义体

现为个人爱国情感的社会实践行为，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和效国之行统一起来。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渗透于中

华民族精神的其它领域，体现在中华民族精神的

其它方面。其中，团结统一体现为正确处理本民

族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爱好和平体现为处理好本民族（大多数情况下是

统一的多民族）和世界其它国家各民族的关系（中

华民族形成的基本主张为“协和万邦”、平等相待，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勤劳勇敢是一种吃苦耐

劳、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俭朴勤奋、不屈不挠的精

神，是中国人民创造文明、建设和保卫祖国的精神

体现；自强不息是一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

向上、不断进取的崇高追求，是为了国家繁荣富强

而锐意进取、不懈奋斗的精神体现。这四种中华

民族精神，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延伸和拓展，是爱

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倡导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

需要。全球化既为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机遇，同

时也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带来了挑战。民

族国家要在全球化中得到更新和发展，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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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团结和凝聚人民，坚持民族独立，激发民族

志气，维护民族利益，推动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

力。我们既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

程，抓住机遇，又要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高扬

爱国主义旗帜，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其次，它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世纪前 !" 年，我国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新的压力和困难、风险

和考验。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

柱，今天仍然是凝聚智慧和力量，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团结统一

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首要前提，它不

仅要求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团结，更要求中华

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维护整个

中华民族和由中华各民族组成的伟大祖国的统一

和独立，在统一的国家内部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和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一部中华

民族史，就是各民族人民团结、统一、奋进的历史。

自秦汉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团

结统一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理念。可以这样

说，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是中华各族人民最根本的福祉所在，是各族人民

共同追求的目标。没有为实现民族团结和维护国

家统一而奋斗的精神，就谈不上爱国主义，更谈不

上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统一精神对整个中华民族

来说，就是要实现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民

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

同繁荣，对每一民族或每一成员来说，就是以整个

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

的团结和统一。

今天，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的统

一大业尚未完成，国际民族争端纷起，并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弘扬团结统

一的民族精神，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坚定

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基本

方针前提下，我们应以军事和外交手段为主，加快

台湾问题解决的步伐，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

完全统一。同时，弘扬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可以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

稳定的社会秩序，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

三、爱好和平

爱好和平指中华民族在同世界其他民族的交

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求同存异，团结互助，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懈贡献的

精神。它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和

社会实践的文化积淀和结晶，是中华民族性格的

重要方面。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和平的意义并不

仅限于处理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准则，“和”含有五

层意思：一为天人之和，二为身心之和，三为人伦

之和，四为社会秩序之和，五为协和万邦，五层意

思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构成

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孔

子的“和为贵”思想，孟子的“非战”、“王道”立场，

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老子的“天道无为”理

想［#］，先秦诸子的上述主张，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

伟大传统的较早的朴素表述。数千年来，中国民

族的爱好和平的性格，引领着东亚地区的文明的

发展，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应继续继承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

精神，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以

和平开放的心态加强与世界各国各领域的联系，

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 的优秀成果；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

团，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

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

与发展。当然，爱好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战

争，不介入重大国际事务。当有人侵犯我们，把战

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奉陪到底，

直到实现最终和平。同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我们绝不奉行孤立主义，应积极介入到重大国

际事务中，为世界地区稳定、民族冲突、预防灾难、

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四、勤劳勇敢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勤劳勇敢是形成最早、

普及最广、传播最久、最受欢迎的美德之一，有着

永恒的意义。翻开中华民族的文化史，走进中华

民族的日常生活，勤劳勇敢都蕴含其中，数千年的

历史已经把勤劳勇敢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强大民族

精神。

勤劳主要指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及其行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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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反映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自然界

作顽强斗争的精神状态，要求人们热爱劳动，关心

劳动人民，勤奋努力，不怕苦，不怕累。“克勤于

邦、克俭于家”，“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中国人笃

信不疑的生活准则。

勇敢是人们在面临危难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

意志特征，它是一种临危不惧、不畏艰险的奋勇斗

争精神，与懦弱、胆怯相对应。它的内涵有三方

面：无畏，所谓“勇者不惧”、“不惧强御”［!］；智慧和

谋略，真正勇敢的人，是智勇双全的人；仁义为怀，

要求人们为了追求真理，坚持正义，见义勇为，在

所不辞。

勤劳勇敢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更为

突出，因为我国目前的小康还是一个低水平、不全

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国家穷、底子薄、教育科

学文化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

改变，因此必须做好长期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发

扬和培养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也是培养健康消费

观念和党风建设的重要要求。

五、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要求。“自

强”是不依赖、不仰赖，自尊、自重、自立、自胜之

意；“不息”是周而复始、永不懈怠之意。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奋

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它包含以下几方面涵

义：第一，锲而不舍，知难而进，这是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精神的渊源。“盘古开天地”的气魄，“女娲补

天”的艰辛，”“夸父追日”的坚毅，“精卫填海”、“愚

公移山”的执著，无一不凝结着中华民族 一往无

前、知难而进、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

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第二，奋发

进取，刚健有力。《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孟子说：“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唐人李

咸《送人》诗说：“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

强”等等，都折透出中华民族奋发进取、愈挫愈奋、

刚健有为的精神。第三，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诗经》上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刻：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

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升华，也是自强不息精神的核

心内容。离开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精神，自强不息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放眼世界，追求真理。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民族，不断

学习、追求真理不仅表现在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善

于向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学习，更表现在今天我

们勇于和善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成果。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守护神，中华民族精

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

的精神动力，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

涵，并寓于其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对于弘扬和培

育中华民族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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