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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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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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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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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本书拟以江泽民的民族精神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系统科学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
方法，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特征与功能、主要内容、基本表现形态、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
途径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从而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江泽民提出的“坚持弘扬与
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
     本书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阐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基本特征与主要功能及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大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持续不断的一种优秀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生存
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凝聚、调节、推动、教化功能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其主要内容则是中华民族共同
的价值理想、价值目标、价值实现方式与道路，即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从中西文化主要差异的角度
来看，中华民族精神具有理性精神、辩证精神、人本主义精神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中华民族精神具
有支撑功能、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教育功能和激励功能；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在应对国际间综
合国力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第一章），阐述了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
。
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和的精神、仁的精神、大同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礼的精神
等几个方面；墨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兼爱的精神、勤俭的精神、“交相利”的精
神等几个方面；道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淳厚朴实的精神、“少私寡欲”的精神、
“知荣守辱”的精神等几个方面；法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克己奉公”的精神、
“爱民重信”的精神、“礼义廉耻”的精神等几个方面。
探究儒、墨、道、法诸家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及其弘扬
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第三部分（第二章），阐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态。
本书结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的论述认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态。
本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基本表现形态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本书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分析了弘扬与培育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意义。
    第四部分（第三章），对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给予了理
论上的论证。
同世界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比较起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具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气岸高标
的鲜明特点；千百年来，情系故土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团结统一的“大一统”情怀、
为国奉公尽忠的献身精神、谋求自强的改革开放意识等成为爱国主义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主要表现形
态。
爱国主义以一种深沉的忧患感和历史责任感纵贯于历史过程的始终；爱国主义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
心理积淀与思维定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和生长、发育、壮大的强大力量。
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赋予了中华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赋予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品
格；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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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激发民族忧患意识、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等方面 阐述了弘扬与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意
义。
     第五部分（第四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发展中，按照时代和社会前进的要求
，丰富了民族精神。
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我们党
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形成了“五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民族精神；第二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
民族精神；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创新精神、抗洪
精神、抗“非典”精神等民族精神。
本书分别从内涵及现实价值两个基本方面对上述精神进行了阐发，并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继续弘
扬与培育这些业已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
     第六部分（第五章），结合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和“两个纳入”，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了论述。
一是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深入领会历代无产阶级领袖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
二是把弘扬民族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
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中华民族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标志；弘扬民族精神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柱。
三是把文化建设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结合起来。
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其一是民族精神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
民族精神对文化建设的破坏和重构作用以及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两个方面；其
二是文化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需要由文化建设来完成以及当代
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只能由社会主义文化来赋予两个方面。
在文化建设中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要把握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并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华；其二是要借鉴世界各民族，特别是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
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问题应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其二是虚无
主义的态度。
四是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包括三个基本形式：学校是主阵地；家庭是起点；社会教育是大
课堂。
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要以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为契机、以先进典型为突出载体。
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侧重点是：加强历史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加强国情教育，
增强民族责任感；加强世情教育，增强民族忧患意识。
五是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首先意味着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系统，把民族精神教
育渗透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基本方面和主要领域；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为弘扬
与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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