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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民族精神薪火相传，不断升华。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

精神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

在和平时代，民族精神又有新的发展。在研制“两

弹一星”过程中，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

星”精神；在与洪水的搏斗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的抗洪精神；航天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努力中铸就了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航天精神；在抗击南方冰雪天气的过程中，形

成了“科学应对，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勇于担当”的

抗冰精神。

一 艰难事业，铸就伟大
从实践角度看，民族精神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

用有时弱或者有时根本就没有。也就是说：理论与

实践存在偏差。当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数万个鲜

活生命倾刻间被吞噬的危机时刻，神州大地上演了

一幕幕生死大营救的感天动地的人间壮剧，凝练出

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

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

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

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

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我们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

扬抗震救灾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

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1]抗震救灾工作用事实诠释

了精神的力量，升华了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

了伟大的抗震精神。

二 抗震精神，不朽丰碑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

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

总和，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延绵不断的一种历

史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的伟大的民族精神。”[2]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

出：“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

高度凝炼和概括，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提

供了正确指南。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

抗击“5.12”特大地震灾害的过程中，锻造出一笔宝

贵精神财富，丰富了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险情就是命令，人民的呼喊就是号令。“一线希

望，百倍努力”、“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置受

灾群众”……这样的讲话我们在无数处可以找到。

为了取得抗震救灾工作的胜利，凝聚了中华民族的

集体智慧和力量。人民的军队、警察、医护人员来

不及给亲人说再见，就即刻奔赴抗震现场，救灾的

物资也源源不断及时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中。抗震

救灾就像“精神探测仪”，探测出我们民族深深蕴藏

的大真大善大美。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侨等都积

极行动起来，捐钱捐物、严阵以待，只要是灾区所需

要的，随时为灾区人民付出一切。抗震精神既承载

历史与记忆，又面对现实与未来。它作为一种新的

时代精神，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

道德风貌，蕴含着一种新的道德标杆和价值取向，

在社会中发挥着价值评判和行为导向作用。一切

与此不相符的落后思想和违背人民利益的不良行

为都将得到有力的批判，随着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

弘扬抗震精神，在灾后重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道路上，必将锤炼出一种更加符合时代需要和人民

利益的崇高精神。

（二）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尽管房屋大量倒塌、交通严重阻塞、通讯中断，

人员死伤惨重，山高路险，余震不断。即使在极其

艰难的情况下，各路救援人员，没有被困难所吓倒，

灾情就是命令。哪里灾情危急就向哪里冲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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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死考验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受灾群众就向哪

里集结。为了第一时间到达救援目的地，为挽救更

多的危在旦夕的生命，为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交通畅

通，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他们经历了种种艰

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的刚刚从废墟中

爬出来，就带着满身伤痛去救助他人：九岁的小林

浩，从倒塌的教室里逃出，顾不上头上的伤痛，用稚

嫩的双手从废墟里救出三十多位同学。“我是班长，

我要照顾好班上的每位同学。”这是灾区一位年仅

九岁孩子的坚强的声音。同时，母亲、女儿相继在

地震中去世，自己却一直奋战在抗震一线的公安民

警蒋敏曾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但她把泪水咽回

肚里，化悲伤为力量。她说：“只有拼命工作，才能

忘记悲痛，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告慰她们。活着的

人们更需要我们去帮助。”这是灾区一位同时失去

母亲和女儿的民警的声音，这让我们看到了灾区人

民坚强的信念和崇高的精神。我们在心里面默默

的为之伟大的精神敬礼。“敬礼娃娃”、“可乐男

孩”……废墟之下太多坚强的英雄值得我们去为他

们感动。

（三）以人为本、尊重科学

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生命的价值被视为最

高价值始终被信守。“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

务”，“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我们

就要作出百倍努力。”“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

国人民！”“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当务之急仍然是

救人”……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中央高

层及时发出一道道坚定明确的指令，充分体现了对

人生命的高度尊重，对人民的高度关爱。“救人！救

人！”、“不抛弃！不放弃！”、“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

一个！”……全体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不

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

于危难之中。举国上下可歌可泣的实践，彰显的是

以人为本理念的民族意识，更丰富了民族精神的价

值内涵。这一切都折射出以人为本的理性光芒，对

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全国哀悼日活动，昭示着社

会对每一个普通生命的尊重。

尊重科学、运用科学，又是抗震救灾中一个鲜

明特点。太空中卫星群传递快、精、准的信息；运输

机、直升机筑起空中绿色通道；生命探测仪搜寻废

墟中每一丝生命气息；专业救援人员现场指挥救援

等等。科学在其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先进的科学

技术成为战胜灾害的有力支撑和保障。在灾后重

建的科学规划中，也是本着对科学的高度尊重，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正是这种科学的

精神与态度，使我们能够攻破难题，化解风险，以最

快速度抢救援生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为民族精

神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 灾难记忆，价值永恒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数千年的传

统文化之中，是维系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

民族不断繁荣昌盛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民族之

魂。抗震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深化，必将

在以后的民族发展中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价值。

（一）抗震精神是凝聚力

抗震精神是对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
颜渊》的仁爱思想和墨家“兼相爱”的博爱思想的弘

扬，也是对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己及人的超越；同时也

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气概的继承与超越，也是我们

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新时

期的发展”；更是在多次经历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

所凝练成的诸如唐山精神、抗洪精神、抗冰精神的

继承与深化。全国人民用自己的骨肉亲情和血肉

之躯，铸就了一座举世震惊的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丰

碑。越是处于危难的时刻，就越能彰显出民族的凝

聚力。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震救灾中不屈不挠、战

无不胜的铿锵有力的民族凝聚力是我们坚不可摧

的精神长城。有了这样的民族凝聚力，我们中华民

族就能永远高昂起头颅，挺起笔直的脊梁，永远不

被任何困难和灾难所吓倒，夺得抵抗自然灾难的胜

利。

（二）抗震精神是战斗力

灾情发生仅半小时，胡锦涛总书记就作出了抗

震救灾的重要指示；随后温家宝总理立刻奔赴灾

区；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

部，统一布置救援工作；13万人民子弟兵奔赴灾区

开展艰苦的战斗，全国各地近20多万自愿者的无私

奉献，体现着全民族的抗争精神。正是靠着“房屋

震垮了，但精神不能垮。只要人在精神在，就会建

起更美丽更富庶的新家园。”这样的信念，灾区人民

不但迅速从废墟上站起来，而且还擦干眼泪投入灾

后重建工作中。这种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是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是灾区人民发扬自

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诠释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对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的追求。我们在感受地震灾

难带给人们巨大痛苦的同时，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中

华儿女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永不屈服无比坚

强的意志和战胜一切艰难的信念勇气和（下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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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此后的灾区重建事业中，必须努力保持和

大力弘扬这种战斗力，使抗震精神渗透到各行各

业，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

（三）抗震精神是创造力

这次抗震救灾工作，正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

的一次历史性检阅。没有30年全心全意谋求发展，

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就没有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大

的物质和技术保障、支持；没有30年全面推进的经

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今天协调各方力量

和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同时，信息的公开性、开放

性以及公民民主精神的进步，更是对30年来我国民

主法治建设、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刻反映。它让所有

中国人深刻领悟了“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

条”的真正内涵。抗震精神的传承，民族创造力的巨

大发挥，必将更加坚定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搞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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