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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必须有自己的家园，一个民族除了必须拥有栖息生活的自然家园之外，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家
园。
缺乏自然家园的民族，将因居无定所而四处流浪，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进程中；缺乏精神家园的民族，
同样会因精神灵魂无所归属、理想追求无所寄托而漂泊不定，迷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个民族的自然家园可大可小，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容不得片刻的荒芜或失落。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共有精神家园”，就是共有的精神、观念、理想、目标和追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坚守共有精神家园，才会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才会不断产生和
强化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共有精神家园是国家之根，民族之脉。
而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通过民族精神的弘
扬和培育，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观念、理想、目标和追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的系统理论，既使民族精神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也使民族精神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和张扬。
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必须界定民族精神与中
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明确研究的价值与研究的思路。
    本书是关于研究“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机
缘、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路径选择、自强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科学精神的
弘扬和培育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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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机缘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改革开放
的历史，也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
历史发展的机缘既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也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出了
诸多具体要求。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基本国情使然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祖国统一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立足基本国情需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已经进
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经过建国30年、40年、50年的发展，尽管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
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各项事业有了较大进展，但我国的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
其主要表现是：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在社
会上还有广泛影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既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背景，也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的重要缘由。
　　1．人口多的基本国情需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到2005年初，中国人口已达到13亿，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也蕴含巨大的
发展潜力。
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需要广大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
分发挥。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要使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民族精神的激
励和引领，需要民族精神的熏陶和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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