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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

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为该民族大多数成员认同接

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民族文化

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1]江

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

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2]39-40他并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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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2]40这是对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

度凝练和概括，学术界对民族精神内涵进行了讨论

与研究，由于内涵的丰富性，加之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内涵没有统一的定义。今天笔者拟在广博的民

族精神中探讨其中最具民族特点的内涵，并对其进

行现代化的诠释，构建其新的价值。

一 民族精神内涵及传统价值
（一）自强不息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3告诉我们天道在

刚健有力地永远不停运动变化。作为有理想、有道

德的君子应起而仿效奋发自强。这正是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最好概括。这种精神一方面

体现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面对诸

如战争、瘟疫、天灾等种种灾难表现出不畏艰难，百

折不挠的斗志。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在民族发展进

程中内化为凝聚力和同心力，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有志诚

可嘉，及时当自强”，“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

之德”等这些誓言睿语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中华民族

行健自强的精神风貌。

（二）厚德载物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13要求人们要重道

德修养，处人待物以德为先。我国传统文化主流

——儒家思想特别重视德、义、仁的修养。孔子提

出“仁”，“刚、毅、木、讷近仁”[4]215“克己复礼为仁”[4]191

将仁作为道德的核心，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4]75力

主以德治国。儒家对道德的追求首先体现在个人

修养上，通过不断完善个人的人格，道德修养使自

己一步步走向至人、圣人。另一方面，将仁心不断

向外发散，即通过诚意、正心、修身进而达到齐家、

治国、平天下，完成德由个人走向社会的过程。传

统文化的重德精神还体现在义利之辩这一古代伦

理道德中最重要问题的探讨中。总体来看，中国传

统文化价值观主张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4]102“君子义以为质”[4]240。墨家则是从义的现

实价值提出“万事莫贵于义”[5]。当然，传统的重义

观不是完全否定利的合理存在，而是主张利的取得

要靠义作保障，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三）以民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以民本思想为特点，注重以民为

本，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525。《尚

书》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孔子也提出民的

重要性，如“民无信不立”[4]195“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4]201将仁的全部内容转化成对人的关爱，荀子

则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7]，他是从君民关系角度阐述重民思想。

（四）革故鼎新精神

中华民族能够在动荡中不断发扬光大，推动其

前进发展的动力就是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易经》

提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

人”[3]155《礼记·大学》则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4]8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8都是将变革求新当做自然，

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商鞅更是喊出：“治世

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提出治理国家不能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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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面对新的情况，变革创新。这种变革精神在

中国社会历次变革中大放异彩，从管仲改革到商鞅

变法，从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变法，从戊戌变法到辛

亥革命。

（五）天人合一精神

我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是一种典型的和合价

值观，“和合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人

文精神的精髓”[8]。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际

交往的和谐。对于人际关系，儒家讲究中庸之道，

主张“和而不同”提出和谐相处，并进一步指出“礼

之用，和为贵”[4]7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92即和谐是

人际交往最高的价值取向。在平等的基础上，既不

屈己从人，也不强人从己，努力做到和谐相处，和谐

共存，和谐共生。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通过

个人自身和谐的修炼推及人际交往的和谐，最终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在这种道德观

影响下，古人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自然

资源的合理利用。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

时”[4]67孟子则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

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

可胜用也。”[4]294同样主张使用资源不能过度。

二 现代视角下民族精神内涵的新价值体现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前进道路

上出现的新情况，新考验，作为精神支柱的民族精

神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此，民族精神上述

五个方面的内涵也赋予了时代化的新特点。

（一）自强不息精神的新延伸——艰苦奋斗精神

胡锦涛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

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

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

难以兴旺发达的”[9]。在当代，它既包含了自强不息

精神的传统内涵，又与时代相结合，有了新的延

伸。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相结合。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的基

本国情决定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必然性，这就要求

我们要勤俭办事，厉行节约，以高效集约为核心，实

行少消耗多生产、少投入多产出、小代价大胜利的

效益原则来处理我们有限的资源。使资源发挥最

大效能，使自然环境得到最好的保护。其次与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相结合。一方面我国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产品实行按劳分配，使得个人的物质利

益和生活条件要靠自身的辛勤劳动获得。另一方

面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企业面对全球化的激

烈竞争只有自强不息，敢于拼搏，不断奋斗才能立

于不败之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正是由无数个

个人和企业的艰苦奋斗累积而成。最后与构建和

谐社会相结合。艰苦奋斗的对立面是骄奢淫逸，一

些党员领导干部贪图享乐，利用权力职务之便，贪

赃枉法走上犯罪道路，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危

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成为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因

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艰苦奋斗精神就是勤俭办

一切事情，将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应用到国民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去,用到为人民谋利益上去。

（二）厚德载物精神的新思维——以德治国精神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完全新型的社

会主义的‘德治’。它既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优良道德传统，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

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它是按照“三个代

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坚

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德治’”[10]。对

厚德载物精神的新思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德治

目标的超越。传统的德治是建立在封建小农生产

关系的基础上，从统治阶级角度出发，以维护阶级

压迫为目的，而非真心实意地为百姓谋幸福。所谓

德治，说到底不过是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具有很

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今天的以德治国则是以为

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准则，重视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德治。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全民

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程度。具有真实性和广泛

性。二是“德”的内涵的创新。一方面以德治国的

“德”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道德修养，而是

与时代相结合，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体系，它包含个人道德、

理想信念、精神动力、世界观、价值观等诸多内容，

因此内涵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以德治国的“德”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德治，而是与法治相辅相成，

是社会主义法制为规范下的德治，把依法治国理念

注入到德之中从而实现从古代的德重法轻到今天

的德法并重。三是道德建设主体的扩展。传统道

德建设主体是封建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把群众看作

是愚昧无知的“蚩蚩群氓”，今天的以德治国将道德

建设主体扩展为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

质财富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包括道德文明的创

造者。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道

德实践创造出来的。

（三）以民为本精神的新阐述——以人为本精神

在当代中国，以民为本精神有了新阐述即以人

为本精神。这种新阐述体现在首先，以民为本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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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手段，民作为自

身的对立面，把民看成可利用的工具，而以人为本

则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党的全部工作都要以实

现、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目的和标

准。这就意味着承认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重

视人的目的价值，即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做出

的奉献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

地位。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更具崇高性。其次，以

人为本中的“人”不仅仅包括人民，而且还包括人民

以外的其他意义上的人如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

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与个性的个人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人”比“民”

的外延更广泛，更具包容性。再次，以人为本比以

民为本的内涵更丰富。把以民为本精神从思想政

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管理领域，将以民为本传统内涵

与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经济学、管理学相结合从而

构成以人为本精神的新内涵，使之成为新经济管理

理论的重要基石。最后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的内

涵更具科学性、实用性。以人为本主张任何个人都

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给予

合理的尊重，对人以外的任何事物都应注入人性化

的精神和理念，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对人的

重视更加全面具体，不仅重视个体的物质生活条

件，还关注个体的精神面貌、心理素质、政治诉求

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的全面实现。

（四）革故鼎新精神的新发展——改革创新精神

我国历史上历次伟大变革证明了国家能否富

强，社会能否进步，民族能否发展关键要看我们文

明体系中是否有自我更新的精神。江泽民同志提

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11]改革创新对革故鼎新精神有三个方

面的新发展，首先关注角度的转变。自主创新精神

从传统关注的政治活动扩大到关注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科技等社会各方面。当今社会发展不是

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而是靠整体合力。改革创新

是一种系统工程，强调整体观。需要多方面因素相

互作用，形成浓厚的创新底蕴和合力。其次，内涵

高度的提升，由传统关注低层次的实体改革创新到

如今关注高层次的理论改革创新、制度改革创新。

实体改革创新固然重要，然而在宏观层面上，理论

和制度的改革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

其他改革创新的理论先导，具有决定统帅作用。在

当代中国，理论改革创新突出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创新。制度改革创新则集

中体现为体制创新即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符合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

面的体制革新。最后主体范围的扩大，以往改革创

新活动依赖于政府以及少数知识分子，如今在社会

层面，改革创新的主体是全民，将改革创新与建设

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紧密相联，在经济层面改

革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

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

（五）天人合一精神的新认识——和谐包容精神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一些

问题矛盾突出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医患关系紧

张问题等。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并提出

了根本解决的办法即和谐包容精神，它是对天人合

一精神新的认识和理解。首先体现在和谐包容精

神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主张在市

场主导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规范、

政府干预、公益慈善等方式实现民主管理、机会平

等、社会公正的和谐局面。其次，和谐包容精神以

科学发展观为核心，改变天人合一精神纯形而上的

静态理念。提出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手段实现和

谐，它是一种可操作，可测量的动态理念。强调差

异性包容，即在承认主体性不同的前提下，尊重不

同个体各自特征。因此今天的和谐包容“是多样性

的统一，是动态中的平衡，是有原则的妥协，是善应

变的稳定。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善于化解矛

盾；不是不要斗争，是通过斗争达到的理想状态；不

是不讲原则，而是有原则的妥协；和谐不是不重个

性，而是在张扬个性中达到整体的融洽。”[12]最后，和

谐包容精神以民主法治为依托，改变传统天人合一

中的人治思想。透过民主设置合理的制度，为公民

的利益诉求提供充足的表达渠道，为利益冲突的解

决提供足可信任的机制，使社会矛盾通过正常渠道

得到缓解。通过法治设计合理的制度，使整个社会

的运转服从于法制的权威，进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

利。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民族精神，其内容博

大精深。由于时代、社会的变化，民族精神某些内

容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

整理，使其传统内涵具有全新的现代化的价值理

念，以符合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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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not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ZHU Shun-de，SU Guo-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Anhui Engineering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

Abstract: The national spirit is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which
has active significance to today's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We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pirit，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terpreted and innovated modernl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r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construction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the mos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pirit，making it both has traditional essence and rich flavor of the times of new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National Spirit；Traditional Connotation；Modernization；Valu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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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imesis of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NING Jing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 363000）

Abstract: Northrop Frye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anadian literary theorists and literary critics.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is Frye’s authorative work represent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archetypal criticism. By the
analysis of his“views on the mimesis”，this thesis deals with full acquaintance and new knowledge to the relevant
theory from three new angles：art，literature and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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