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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加紧筹划和实施进入21世纪的文化战略。
国内外许多学者注重从战略视角考察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问题。
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巨大规范性的精神力量，对它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文化战略的
选择。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已成为我国新的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
要战略问题。
从我国的情况看，为了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使
文化战略眼光中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拓展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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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第一章　民族精神能够作为文化方面的战
略力量持久地发挥作用一、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考察和界定民族精神二、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渊源和丰
富内涵三、民族精神能够为民族发展提供内在的、持久的精神动力第二章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助
于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一、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所带来的挑战二、民族精神是维护国家
文化主权、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武器第三章　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把民族精神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战略地位一、进行文化建设必须确认传统民族精神的当代价值二、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有
赖于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中篇　在先进文化建
设中丰富民族精神的内容和形式第一章　完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国家、人民和民族大义一、结合新的
爱国主义范畴发展忠于国家的观念二、为爱国主义注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内涵三、培
育爱国和敬业相统一的现代奉献精神四、使国民确立和丰富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五、树立把国家和人
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义利观第二章　为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充实新的内容一
、把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和有关实践视为牢固联系中华儿女的纽带二、强调通过改革和发展而促进
社会和谐统一三、倡导不同的社会阶层团结和睦、平等相处和利益共享四、培育理性的规则意识以实
现人际关系有序五、以法治等现代文明意识增强民族亲和力第三章　强化面向世界的意识和重塑开放
的民族精神一、发扬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和确立和谐世界理念二、提倡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维护世界和
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树立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的自信心第四章　把科学精神融入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民族品格一、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精神应和求实态度及科学思维方式相统一二、从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的高度丰富自强不息的精神三、以科学的观念支撑自主创新的民族意识四、使提高国民科学素质
升华为一种不懈的民族追求第五章　以丰富生存和发展智慧为培育民族精神的着眼点一、丰富中华民
族精神所凝聚的民族智慧二、以人所共需的生存和发展智慧充实民族理性第六章　完善中华民族精神
的表达形式一、以纯洁规范的母语表达和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二、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完善民族精神
的传播三、推进民族语言走向世界和提高国际声望下篇　结合文化建设实际健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的机制第一章　传统民族精神向当代民族精神转化一、通过辩证转换实现取精剔糟和古为今用二、将
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精神作为转化的关键环节三、通过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以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第二
章　国家引导和民俗陶冶相济一、进一步推进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结合二、利用健康的民风习俗造
就良好的民族习性三、发挥政府在民俗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第三章　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融通
一、坚持广泛性的要求以取得大众化的效果二、在先进行为的导向作用下使民族精神得以升华三、民
族精神建设中不同要求的相互转化第四章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互补一、以科学精神为民族的人文追
求奠定基础二、以人文关怀精神引导民族提高科学素质第五章　宣传教育和法律规范共促一、为振奋
民族精神营造优势的社会文化环境二、通过国民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三、借助法律手段提升人们
的精神境界第六章　精神激励和物质扶持并重一、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弘扬道义精神二、使义举善行
同时得到道义上的褒扬和物质利益上的保障第七章　眼前成果同长远目标对接一、继承中华民族知行
兼备、重行习动的优良传统二、在预期目标激励下强化眼前成果量的积累三、把青少年作为培育民族
精神的重点人群第八章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助一、通过扶持文化公益事业滋养民族精神的成长二
、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民族精神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附录　论“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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