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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在发生亘古未有之巨变的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经受了巨大的挑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
同时也得到了新的磨炼、丰富和扩展。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同时更是文化实力的竞争
。
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没有民族精神和文化，不打自垮。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文化，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依赖于并体现于文化精神的先进。
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尤其应当把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作为重中之重。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
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
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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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精神”孕育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但它却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并进入世界历史
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
现代性对于民族精神具有催化和消解的双重作用，我们从理论上必须回答“什么是民族精神”和“民
族精神何以可能”的问题。
中华民族有着不同于西方民族的独特经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精神雍容阔大。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正在经历新的文化自觉，而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界说正是题中应有之
义。
这本论著就是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所作的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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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人类从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
变已经持续两三个世纪了。
而今天，我们更是进入“全球化”时代。
在这个以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直接引领的时代，“工具理性”、“商品货币”以及“个人自由”、“
世界公民”的意识和理念，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及人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
在这种崇尚物质利益和个人独立的语境之下，任何关于“民族精神”的探讨似乎都显得“迂阔而不达
时变”。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历史的辩证法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过程中，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固然让全人类都能感觉到廉价商品所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福利，但它也使各个民族
都卷入到无情的激烈竞争之中；它以极具效率的科学技术和理性文化把人类带入到一个同质的世界，
同时也就强制性地破坏着世界各民族自己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而在表面上普世的“一视同仁”的现代性运动中，却隐藏着西方发达国家谋取自身利益和全球霸权的
特殊化取向。
对于那些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维护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来说，不能不陷入种种两难选择并发生文化身
份认同的危机。
但是，这些民族要真正在世界上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展起来，就必须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中开显出本
民族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也是最深层的思想和信念，并通过汲取、容纳世界上的先进文化，更新、丰
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既维护民族的尊严、树立民族的自信，而又能够开辟出通向人类未来的康庄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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