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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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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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如何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张力，以更好地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
这个重要的课题，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文化反思与价值建构：全球化与民族精神》围绕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关于民族精神的多元解读，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全球化境遇下民族精神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及
应对方法，如何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全书共分成民族精神的审视、
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精神、全球化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探究、文化视域中的民族
精神等五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进行研究的初
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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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康，男，1953年出生，四川资阳人，哲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太地区学生事务协会主
席。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认识论。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60余篇，出版《社会认识论导论》、《哲
学研究方法论》、《欧阳康自选集》、《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人文社会
科学哲学》等著作多部。
先后十余次获教育部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十余项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科研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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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民族精神的审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探究民族精神的价值民族精神与人的生存——
时代的精神问题及出路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二 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精神全球化与民族精神——中华民
族的反思与超越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宽容精神民族精神面临全球化挑战论全球化和民族意识多元文化与
民族认同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主义从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德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三 全球
化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全球化形势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对策交融与独立：全球化趋势下弘扬
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考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经济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及对
策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扬当今越南民族精神以上帝的名义：伊朗文化精神印度同一性和文化延续性四 中
华民族精神探究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论纲“内圣外王”与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建构清朝末季：民族自信
的丧失与实用理性的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研究之一楚民族精神略议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伦
理资源与民族精神的培育论《儿女英雄传》中的族群意识五 文化视域中的民族精神文化类型理论与我
国文化类型研究及其反思理念与社会进步文化、传统和社会进步中国大学生及留美中国大学生民族精
神之对比研究民族精神与新闻媒介功能实现思维的网络性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古代的
网络思维及其现代转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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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杨叔子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人类经历几千年文明史的发展，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为什么至今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
以下简称中华文化）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其历史从未中断?这绝不是什么偶然，也绝不是什么侥幸，而
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即在于中华文化的本身，在于这一文化所蕴涵的哲理，在于这一哲理所拥有的
丰富情感与卓越智慧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在于这一哲理所凝现的民族精神，在于以这一民族精神作
为脊梁骨所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一民族、这一生命力绝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压倒，相反，一定要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并从中汲取营养而变得更加强大。
　　民族，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哲理，就有什么样的民族。
我完全赞成这一论点：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多么深刻：“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凝聚力，主要取决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取决于民族文化情感的吸引力；创造力，主要取决于对民
族文化精髓的掌握，取决于民族文化智慧的开拓力；而生命力，主要是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总和，是这
一总和所体现的战斗力，是民族文化哲理在精神与物质层面上的总体现。
正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富有深刻哲理的民族文化，从而具有无比的情感、智慧与无比的力量，具有
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具有支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
具有以此民族精神作为坚不可摧的脊梁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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