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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本书从比较研究的视野考察了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民族精神，对培育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德意志民族严谨理性，坚毅刚强而又极其自信：以浪漫主义情怀著称的法兰西民族也深
蕴革命精神与批判气质：英格兰民族既有追求财富、开拓创新的工业精神，但还表现出保守色彩：俄
罗斯民族深沉忧郁而极具宗教的超越精神：美利坚民族崇尚自由平等，富于开拓冒险，实用主义原则
至上但也不乏理想主义：古巴民族顽强不屈，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而拼搏奋斗：日本民族勤奋进取创新
，既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与浓厚的集体本位主义，但也存在民族沙文主义的危险；苦难意识、锡安情结
与抗争精神凝聚了犹太人爱国复国的热忱，契约精神、法治原则与全民崇智造就了今天犹太人的成就
：勤劳、仁爱、团结的越南民族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也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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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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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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民族精神的比较与融通——兼论中华民族的精神走向　一、开展民族精神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二、超越民族精神比较研究中的误区　三、反思民族精神比较研究中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四、试比较
若干民族的民族精神　五、加强民族精神的融通第一章　德国民族精神研究　一、德国民族精神的历
史渊源　二、德国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三、德国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　四、德国民族精神的启示　
五、中国观在德国的变迁第二章　法兰西民族精神研究　一、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　二、法兰
西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三、法兰西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　四、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启示第三章　英国
民族精神研究　一、英国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　二、英国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三、英国民族精神的
基本特征　四、英国民族精神的意义与启示第四章　俄罗斯民族精神研究　一、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历
史渊源　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三、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点　四、历史的启示第五章　美
利坚民族精神研究　一、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　二、美利坚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三、美利坚
民族精神的特征　四、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启示第六章　古巴民族精神研究　一、古巴民族精神的历史
渊源　二、古巴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三、古巴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　四、古巴民族精神的启示第七
章  日本民族精神研究　一、日本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　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三、日本民
族精神的主要特征　四、日本民族精神的启示第八章　犹太民族精神研究　一、犹太民族精神的历史
渊源　⋯⋯第九章　越南民族精神研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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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德国民族精神研究　　一、德国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　　从血统上看，德意志的传承脉
络是：日耳曼－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德意志；从道统上说，德意志的精神祖先依次
是：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路德新教－启蒙运动－古典哲学。
德国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有两个，血缘的源头是日耳曼种族，而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罗马文明。
　　（一）德国民族精神的古代源头　　1.希腊文明的培育　　德意志的文明，是结合了“希腊的心
灵”和“罗马的才智”。
古希腊是一个文明光源，两千年来一直辉照着欧洲大地。
对希腊文明，德意志人一直洋溢着“家园之思”，充满了“故土之爱”。
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特别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
一种家园之感。
”　　文艺复兴时代，整个欧洲重新消化古代希腊的才艺，渴望返回古典时代。
德国也参与了这个潮流。
文艺复兴后，欧洲文明开始从古典中断裂开来，而德国文化却始终不肯割断与古典文明联系的脐带，
几百年内一直都在缅怀希腊文化。
尼采研究古希腊悲剧，希望光复酒神精神；海德格尔主张回归古代希腊，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合流。
德国的学术变化，却始终不离这种“返古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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