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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
它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13亿人口，有5000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
　　从太空俯视人类生活繁衍的地球，在亚洲的东部，毗邻浩瀚的太平洋，有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最
北边黑龙江畔的大小兴安岭，到最南边南海碧波中的曾母暗沙；从最西边的戈壁大漠，到最东边的宝
岛台湾；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江南水乡⋯⋯地势起伏、幅员
辽阔，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和赖以生息的国土。
　　这片国土跨越了大幅度的经纬线，存在着较大的时差和温差。
仅以温差而言，南方还是暖意融融的春之景色，北方则成了银妆素裹的冰雪世界。
气象万千、同时异季、色彩斑斓，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就是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养育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孕育了历史悠久、连绵不辍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从很早的远古时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航运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举世闻名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伟大发明，有
蕴藏着无穷智慧、至今仍启迪着人类思想的丰富文化典籍，还有数不尽的传世宝藏、艺术珍品、文化
遗产。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历经数千年唯一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在蓬勃发展着的灿烂文明。
翻开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既有绚烂多彩、光耀世界的非凡岁月，也有风雨如磐
、备受屈辱的艰难时日。
然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能够阻挡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前行。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的今天，经过近代的落伍和100多年的沉睡以后，东方雄狮已经苏
醒，华夏巨龙开始腾飞，中华文明正以与时俱进、与世偕行的风采磅礴于中国、影响着世界。
　　面对光辉灿烂、跌宕起伏、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史，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创造出
如此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历经风霜雨雪、艰难困苦而经久不衰、延续发展？
为什么中华儿女能够自强不息并不断为人类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由
这种精神生发出来、更新和发展而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可以统称为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久不衰，是支撑、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励精图治、勇往
直前的伟大力量。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一个民族要有精神，一个国家也要有精神。
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和国家之林。
中国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它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它是怎么样被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所践行、传承
和发展的？
本书试图融思想性、知识性、欣赏性为一体，从浩瀚的中华文明之海中撷取一朵朵浪花，尽可能对此
作出一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诠释，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领悟和探寻中华民族精神世
界的参考读物。
我们期待着与读者朋友共鸣，我们祈望伟大的中国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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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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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由这种精神生发而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称为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久不衰，是支撑、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
团结奋斗、励精图治、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
　　《中国精神读本》系统深入、生动活泼地诠释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融思想性、知识性、可读
性于一体，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学习、宣传和弘扬伟大中国精神的优秀读物，适合党政干部、部
队指战员、青少年学生、企业员工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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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第一章　炎黄子孙　家国天下——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一 华夏儿女　爱国一家盘古开天地
女娲造人补残天民族同种，历史同源灿烂文化，民族之根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二 璀璨文明　心中永驻江
山如此多娇滔滔黄河浩浩长江五千年文明辉煌灿烂三 齐家治国　平安天下家的依恋与根的情结丧失了
气节，活下来有何颜面回到祖国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四 忧乐生死　以
身许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
我慷慨捐出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扶犁惊戈壁，把剑镇国门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五 强
国利民　奋斗不息虽九死其犹未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德”、“赛”先生来中国我以
我血荐轩辕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六 胸怀磊落　造福世界我们的爱国主义并不狭隘抗美援朝谱写国际情怀
施仁于人，永不称霸第二章　团结统一　千年永续——牢不可破的团结统一精神一 国家统一　金瓯至
上春秋大义重名分秦汉一统，乾坤初定还我河山少年天子，定疆固土民主改革，西藏换新天港澳回归
遂夙愿大陆台湾是一家“大一统”思想的精髓二 民族融合　多元一体炎黄蚩尤皆始祖华夏民族的形成
境分二界，地合一家汉藏联姻的公主使者坚忍不拔的东归英雄多元一体，诸族一家三 精诚团结　和衷
共济传统节日的团圆情结红军司令和民族首领歃血为盟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国旗、国徽与国歌洪水之中
的军民浓情抗击非典的非凡时日冰雪无情人有情抗震救灾彰显人间大爱四 同心同德　众志成城高峡出
平湖与库区大移民全民参与，圆梦奥运万人协作，嫦娥飞天一条联结各民族的“天路”团结互助中的
荣与辱共建共享，和谐之基第三章　爱好和平　讲信修睦——始终不渝的爱好和平精神一 天地人伦　
贵和尚德人出泥土，天造地设网开三面为哪般里革断罟，重天和地礼之用，和为贵宽容获人心谦恭刘
邦得天下二 重友善邻　讲信修睦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让他三尺又何妨杀树留邻退避三舍，以信
铸和家和万事兴孟宗笋，孝子情三 好客乐施　方便予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慷慨善施的严世期们
送人玫瑰手，历久有余香一个特殊的家庭养老基地四 邦国相交　平等互利和平乃王道墨子智斗公输般
打通丝绸之路为传佛法，何惜生命郑和航海下西洋小球转动大球五 伸张正义　促进和谐我们是来求团
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蓝盔在行动伸出温暖的手，握住世界的心和平发展新道路第四章　勤劳勇敢　
艰苦奋斗——世代相传的勤劳勇敢精神一 勤劳勇敢　劳而不辍三过家门而不入何愁大山移不平万里长
城，世界奇迹西方人眼中的帝国运河黄河之水手中来财富是勤劳换来的二 力行勤俭　开源节流勤俭永
远不分家明君良臣善纳言，力行勤俭传美名怎能随波逐流学奢华搬石砖，励宏志朱元璋的四菜一汤每
天只花一份钱补一补，还能穿三 艰苦卓绝　天工开物都江一堰开天府凝聚藏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布达
拉宫神奇的地下运河：坎儿井为使百万人民喝上水四 英勇无畏　知难而上刑天舞干戚，夸父追烈日长
征精神，永放光芒与往年不一般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五 大义凛然　不怕牺牲我自横刀向
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去拼搏、
奋斗、付出第五章　国强不息浩气长存——愈挫愈坚的自强不息精神一 追求光明　锲而不舍飞向光明
的太阳神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无私者无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二 自立自强　刚健笃实百万富翁的临终遗书“自”
与“立”中见精神强：一种生命的呐喊小小精卫，何以填海刚健自强的文化命脉三 不惧艰险　愈挫愈
坚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烈火中永生狼牙壮士铸英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废墟中崛起的英雄
城市四 乐观豁达　厚德载物乐观豁达是生命之道周恩来的修养要则李白：杯酒人生的悲怆与豁达乐以
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第六章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与时俱遴的改革创新精神一 周虽旧邦　其命维
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世道必
进，后胜于今师夷长技以制夷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二 期于必达　月异岁新扭转历史的五四运动反对
本本主义人人需要改造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进新时代科学发展铸和谐，以人为本
维民生三 终日乾乾　人文日新日新之谓盛德中国字是怎样产生的百家争鸣孕中华文化君子之学必日新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四 与时偕行　科技日新璀璨的古代创造“两弹一星”让中
国人挺直了腰杆“神舟”飞天谱壮举当代的神农和毕升从赵州桥到杭州湾跨海大桥“鸟巢”映射新思
维舞动的北京，腾飞的中国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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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华夏儿女爱国一家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
这种情感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
中国各民族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
文明，这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实基础。
从远古时候起，中华民族在对自身起源的朦胧认识中就开始传颂开辟共同天地、创造共同文明的历史
了。
　　盘古开天地　　根据传说，中国历史起源于盘古开天辟地。
这一神话故事较早见于《三五历记》。
在上古的时候，没有天地之分，为混沌之世。
宇宙不过是混混沌沌的一团气，里面没有光，也没有声音，其中孕育着盘古。
几万年后，盘古用一把巨斧把这一团混沌劈开。
轻的清的气往上浮，就成了天；重的浊的气往下沉，就成了地。
以后，天每天高出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本人也跟着每天长高。
这样过了18000年，天就很高很高，地就很厚很厚，盘古当然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
　　在《五运历年记》中，有一段关于盘古“垂死化身”的描述，说的是盘古在临死之时将自己的身
体化为世间万物。
“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
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
，化为黎氓。
”盘古虽然死了，但他的躯体所变成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却永远地留了下来，他的生命就这样不断
地延续着，给予他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世世代代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
盘古开天的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远古时代改造大自然、劳动创造世界的基本内容，是中华
民族同源共祖、开拓自然和生命的生生不息精神在神话传说里的具体表达。
　　女娲造人补残天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流传甚广的是“女娲抟土造人”之说，这个传说是
与人们朴素的生命观和家园意识相联系的。
相传女娲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而蛇身，是创造人类的一位伟大女神。
《太平御览?风俗通》上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
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短于泥中，举以为人。
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组人也。
”大意是：开天辟地时，还没有人类，女娲用手抟了黄土创造了人类。
但她以一己之力实在忙不过来，于是便引来一条绳子放人泥浆内，然后举起绳子一挥洒，溅落的泥点
也都变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后来人们就说，富贵的人，就是女娲抟黄土造的：贫贱的人，就是女娲甩绳子溅落的泥点变成的。
　　也有传说认为是女娲和伏羲兄妹通婚而繁衍人类。
李冗《独异志》中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
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
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日：‘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
’于烟即合。
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今时娶妇执扇，象其事也。
”在汉代的画像和画像砖以及墓中壁画上，多有伏羲女娲人身蛇躯相互交尾的图像，说明这个故事在
古代是流传很广的。
这种传说不仅在黄河流域广泛流传，而且在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中也十分流行。
如在苗族、瑶族、壮族、黎族、高山族等民族中均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故事，并设有伏羲和
女娲的祭坛，把他们视为自己民族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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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女娲不仅抟土造人，使世界有了人类的出现，还炼石补天，战胜洪水，使百川流归于大海，
为人类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淮南子?览冥篇》中有一则记载，说的是在上古之时，支撑天的四根巨柱断裂，霎时天塌下了半边，
把地也砸裂了，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毒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陷入灾难
之中。
女娲目睹人类遭此大祸，感到无比痛心，决心采石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
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些石浆将天窟窿填好，又斩下一只大龟的
四脚，当作四根柱子顶住苍天。
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将凶残的猛兽赶回森林。
她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撒向四处铺开的洪流，让洪水不再漫溢。
从此，洪水归道，烈火熄灭。
天地定位，人民又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女娲的传说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得十分广泛，表达了各民族对生命起源的追问。
这种归宗式的追问，无疑引导人们思考共同的民族生命的源头，而这种源头，无论是从谱系、族源，
还是从文化、历史，抑或是从生命脉息上看，都表达了一种共同性和公共性，而这正是华夏同源、共
为一家，应当携手互助、共爱家园的原始注脚。
　　民族同种，历史同源　　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交往、融合、征战以及团结御侮
，共同缔造了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
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
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所以“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四海一家”已成为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识和民族群体的代名词。
在今天这个星球上，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在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有朝一日回到故土、落
叶归根的期盼和情结。
这种同宗共祖、海内一家的民族心理和情结，通过言传身教、追缅祭奠先祖而代代相承且久而弥坚。
　　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发展中编织了共同的或类似的神话传说。
比如，在汉、苗、侗、白等民族的神话中，都把盘古看作是开天辟地的始祖。
虽然各民族对盘古开天辟地的具体情节叙述各有差异，但是这些神话的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
在布依、彝、纳西、拉祜、瑶等民族中，也有类似的传说。
在壮、苗、彝、布依、黎、水、纳两、拉祜、侗、瑶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洪水泛滥，其后大地上只留下
了伏羲女娲两人（两人的名字在各族中有所不同），不得已而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神话故事。
另外，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都有崇拜龙的习俗，满、蒙、藏、壮、彝、苗、布依、水等族中也有关于龙
的传说。
　　中国各民族认同共同的祖先，大都以炎黄子孙自居。
夏、商、周三朝都自认是黄帝的后代。
据《五帝本纪》，帝颛项为黄帝之孙，帝喾为黄帝之曾孙，帝尧为黄帝之玄孙，帝舜为黄帝之第八世
孙。
据《史记·夏本纪》，夏朝的第一代君主为禹，是“黄帝之玄孙”。
据《史记·殷本纪》，殷（商）的第一代君主为殷契，是帝喾次妃的后裔。
据《史记·周本纪》，周朝的第一代君主为后稷（弃），是帝喾元妃的后裔。
到了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也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
《史记·楚世家》称：“楚之祖先，小自于帝颛项。
”韩、燕、魏三国的君主与周为同姓，为帝喾的后裔。
秦国与赵同的君主为同姓，《史记·秦本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史记-赵世家》称：“赵之先，与秦共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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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也是颛项之后。
’　　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汉民族中，一些少数民族亦认同中华先祖。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长江流域的蜀、巴、吴、越等被中原称为蛮越，而此时纷纷认同华夏，甚至自称
是黄帝、炎帝苗裔之正宗。
魏晋南北朝时，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称“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
他建立的政权称为夏，意在继承夏禹的王统。
匈奴人刘渊曾建立汉政权，他之所以姓刘是由于“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
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晋书·刘元海载记》）。
刘渊建立的政权叫汉，也是意在继承汉朝的王统。
氐人苻洪曾建立前秦政权，《晋书·苻洪载记》说：“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
”鲜卑人慕容皇光曾建立前燕政权，《晋书·慕容魔载记》说：“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日东胡。
”另据学者考证，除汉族之外，有苗、羌、藏等33个少数民族与炎黄二帝有“共祖”关系。
汉族与诸多少数民族共同把盘古、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认作自己的祖先，这是中华民族同根同
源的生动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永远保持团结和强大凝聚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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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展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奥秘、凝聚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力量。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更要有强大的精神力
量。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一个民族要有精神，一个国家也要有精神。
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和国家之林。
中国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它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它是怎么样被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所践行、传承
和发展的？
本书试图融思想性、知识性、欣赏性为一体，从浩瀚的中华文明之海中撷取一朵朵浪花，尽可能对此
作出一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诠释，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领悟和探寻中华民族精神世
界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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