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学者辜鸿铭认为，中国之精神是自由主义

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的原因和理由的精神，是

儒教里的哲学教导和道德体系。[1]这种颇具年代意

蕴的定义嫣然不能完全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精神。

从中国精神的要义来看，当下的中国精神已被确证

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统一 [2]。从公共性生成历史来

看，作为分化于个体性或私人性的公共性是一个从

无到有、从消极到积极的历史范畴。近代以来，世

界范围内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特别是市场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的个体性获得了极大地发展，但

人的个体性的过度彰显带来的却是公共性的危机，

即是说个体的公共性缺乏势必导致社会的公共性

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促成个体的精神成人

和助推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无

疑也就成为负载有各国色彩的全球范围内的博弈

难题。中国精神公共性便是在此动态背景下博弈、

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冠之以公共领域的公共

化的精神品质，而且最终形成为中华民族全民的公

共理念与精神追求。

中国精神作为领航新时代的精神品质，有其独

特的生成背景与生成路径。一方面，国内通过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成就令举世瞩目，但也

悄然濒临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冲突与挑战；另一方

面，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想的渐进致使部分中国

公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已成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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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厘清其中的糟粕，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将其

融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期作为中国精神公共

性生成的有效元素之一，已成为坚持和弘扬中国精

神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为此，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

中究竟应遵循什么样的逻辑理路，坚持什么样的生

成导向与原则，本文试着从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的

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分别从“公共价值认同”

“多元价值整合”和“社会公共利益”三个方面对中

国精神公共性生成进行探究。

一、公共价值认同——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
的出发点

公共价值认同即公共领域内公众意志的一致

表达。任何个体的行为动机都存在着合目的性的

要求，为了回应对利益的诉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

互动交往始终隐藏着相互的价值认同，个体的价值

追求在这样的认同机制下选择有利的条件和手段

进行交互。不仅个体与个体如此，事实上，个体与

集体、社会也采取同样的逻辑进行交互。不过，个

人与集体、社会之间本身应是一种抽象交互，主体

性的个人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往往会忽

视公共利益而强化私人利益。为更好地规避私利

的过度张扬，弘扬和培育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价值认

同和追求就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式，中国精神作

为中华民族全体儿女的公共价值认同也就在此基

础上出发，且随着对公共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这

种认同感也会随之加深，最终完成对公共价值的公

共性生成，这便是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的运作机

理，由此可见，公共价值认同便是中国精神公共性

生成的出发点。

中国精神的公共价值认同最直接的表现便是

构建了属于自身的中国精神话语体系。中国精神

话语体系阐述着中国情、践行着中国梦、表达着时

代内涵、构筑着中国精神自身的话语范式，受经济

和社会发展双向规约。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未间断，

文化未断层、文明未断根，随着历史车轮浩荡演进，

造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品格。古有“三

立”箴言、有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有君子当自强不

息的品质，近有拓万古之心胸的邓广铭、有辣手著

文章的邵飘萍、有两束雄文一抹背影的冯友兰，今

有千万无私、无畏、奉献毕生的先进共产党人，中国

精神在这样的实践中生成、在这样的生成中实践，

这也如马克思所言：“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中

华民族以民族共同体的类存在形式彰显着共同的

精神旨趣，创造了极大的精神财富，也为公民价值

观念选择提供了指引。中国精神正是脱胎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于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添砖加

瓦，从而形成时代的公共记忆。中国精神之所以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不但其影响和效应

源于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的公共价值认同，也源于

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引领和

“四个自信”的价值认同为出发点。

二、多元价值整合——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
的立足点

中国融入全球化潮流的今天，多元化价值观念

的形成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文明的交流互

鉴、文化的多样包容，中国精神的公共性生成也面

临着深刻的影响，如何消解多元价值冲突，进行多

元价值整合恰成为当下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亟待

解决的一大难题，这样的公共性生成是否会在生成

过程中面临困境，难题直指公共性生成的立足问

题。为此，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审

视。

首先，应大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学马、知马、懂马、信马，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应懂得如何兼容并蓄、整

合多元价值，凝练属于国人自己的精神品格。众所

周知，中国精神脱胎于、凝练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当前多元价值

观整合下的最准确表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高度凝练，是中国精神并蓄融合下的高度概括。

从公共性生成的内部机理上看，中国精神的公共性

生成促成了个体性人的精神成人，从《诗经》到《论

语》，从老子到诸子百家，从红军过草地到无私焦裕

禄，中国精神的宏大叙事始终贯穿于个体性人成长

的观念形成期、巩固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国民，而这种影响所带来的凝聚力和外溢效应不但

正面而且积极，正如国内学者所言，“人们对精神世

界的追求，建构出人们生活的意义世界”[4]。近些年

来，中国精神的教育日益进入教科书，看似加强了

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实则力度不够，特别是进入

新时代，无论你承认与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外来的一些思想和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部分公民价值观念的

嬗变，也给众多的不同层级的公民带去了一定的思

想冲击，所以，加强中国精神阐释本应是当前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有之意，它也为今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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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向公共性转型提供了一条

新思路。

其次，从公共性生成的外部影响上看，诚如上

述而言，中国精神的公共性生成始终面临着外部多

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冲击带来的诸要素深刻地影响

着近代以来的国民核心价值观念的公共性生成。

近代以来的中国吸纳了西方思潮中包括自由、民

主、科学的积极因素，接纳了先进的工人思想、马克

思主义理论、公民集体意识，现代意识得到增强，公

共观念得以形成，私域与公域、个人与社会、小众与

大众概念界定明晰。同时，多元价值观念在改革开

放以来的四十年实践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价值

观念冲突在国内时有发生，中国精神面临前所未有

的冲击，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改良主义、新自由经济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实

用主义等系列观念、主义甚嚣尘上，导致国内极少

部分人群在行为实践上开始信奉“指导思想多元

化”“道路选择多样化”“特色理论特殊化”等畸形扭

曲的精神旨趣。如何对多元价值观念问题进行中

国化整合，已显得尤为迫切。对于产生于中国的中

国精神，也必将服务于中国，中国精神不是外国精

神，更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所独有的

精神品质，多元价值整合的前提一定是将中国精神

立足本国、立足社会、立足公众，这才有了我们今日

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了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应

有的立足之地。只有依照这样的遵循，中国精神的

公共性生成才能更好地为提升现代公民意识和公

共实践能力服务，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国家意志和服务于国家战略。

三、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
的落脚点

中国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着社

会公共福祉，通过五千年的历史演进和实践，中国

精神日益从碎片化的民族精神品格里集大成，表现

出中国精神的公共性由“散”到“聚”的生成过程，

表达着不同时代不同实践旨趣下的社会公共利益

追求。纵观古今，中国精神里有着“明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中国气概；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中国品格；有“达则兼济天下”——儒道互补

式的中国操守；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的中国高度；有“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中国格

调；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中国气节。而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的概括更有高度凝练：

“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5]。这两个核心是

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的着力点，为全民族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支撑，既是科学性、民族性、公共性和继承

性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的两个基

本面。

具体而言，国家从意识形态高度对中国精神的

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形成了包括红船精

神、古田精神、二七精神、延安精神、工匠精神、吕梁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几十种精神

的细分，大体上对中国精神在质和量上进行了区分

与把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实质内涵，这种梳理与整合

意味着中国精神不再以零散、孤立的精神主旨存

在，意味着中国精神在新时代显现出强大的价值生

机与活力，表达了公众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诉

求，体现了党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品格的新

概括。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精神还应在质与

量上不断挖掘和丰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在血与火、刀与剑的古代与近代涌现出了大量鲜

活的事例，可以说，在量上，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

取得了对时代精神中改革创新的压倒性数量优势，

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大潮中不断挖

掘改革创新精神是摆在当下的最大难题。为更好

地服务经济社会转型，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挖掘与

阐释好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精神，树立好时代

新楷模，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方案，走好中国道路，

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和增强公民福祉作为中国精

神公共性生成的落脚点，亦将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

一条基本准则。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精神将肩负起民族复

兴大任的历史使命，弘扬好新时代中国精神，促成

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的聚合力，就必须要传递好中

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方案，走好中国道

路，可以预见，一旦中国精神的公共性生成，势必会

反哺社会，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协同效应，为

我国实现十九大宏伟蓝图所描绘的奋斗目标打下

坚实的思想基础。诚如，中国精神在经济领域表现

出的正确利益观；社会领域表现出的大同社会、大

同世界；文化领域表现出的开放包容、百花齐放；政

治领域表现出的以仁为政、德法兼治；生态领域表

现出的和谐共生等系列思想，可谓旷古烁今，为今

后治国理政和对外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指引和

方法论基础。

事实上，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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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精神的核心聚力早已初显于“亚洲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

践中。已有的实践证明，中国精神的公共性生成不

仅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与经济繁荣，

亦将推动中华文明与他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影响着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

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6]不过，这一切的良性发展和过程展开都有赖

于公共价值认同、有赖于多元价值整合、有赖于公

共社会利益的彰显，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体，公

共价值认同是前提，多元价值整合是基础，社会公

共利益彰显是归宿，因此需大力培育中国精神公共

性生成的诸环节，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好中

国精神，以期更好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28.

[2] 常雪梅,程宏毅.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3-03-17].http://cpc.people.com.

cn/n/2013/0317/c64094-20816352.html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5.

[4] 李忠军.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J].北京:社会科学战线,2014:33.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6] 吴海江,徐伟轩.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EB/OL].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9/05-15/8837112.shtml.

[13] 中华书局.清实录：卷三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 程泽时.因俗与易俗：清代苗例、苗俗之理讼适用[J]//谢晖,蒋传光,陈金钊.民间法:第十六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15] 佚名.论语·为政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6]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名例[O].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3.

[17] 蒙古律例[O].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中华民国57年).

[18] 韩伟.略论清代《回疆则例》立法特色及现实意义[J].新疆社科论坛，2010(2):71-74.

[19] 史筠.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基本法律——《西藏通制》[J].民族研究，1992(2):78-85.

[20] 牛绿花.略论《钦定西藏章程》及其历史意义[J].青海民族研究,2009(1):86-90.

[21] 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M].舒国瀛,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上接第11页）

杨竟艺：中国精神公共性生成理路探究 ··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