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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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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成果，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精
神。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围绕如何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这一时代课题，从理论、历史、
现实、比较、对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和考证，取得了具有学术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
培育起来的，并通过他们特定的社会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性格与心理的总和。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
是被高度综合和概括了的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品质和风貌。
民族精神是直接寓于民族意识中的具有最高的自觉性、整体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意识和信念，是民
族意识的真理与核心所在，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结晶，是民族生存的精神之链。
　　《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研究》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动
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包括“人本和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勤劳俭朴”、“仁者爱人”、“天下为公”、
“见利思义”、“反省内求”以及独立人格与理想追求等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仍有十
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转换和现当代中华民
族精神的发展三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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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文化传统中的精神脉络　　1.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民族精神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民族精
神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面貌和性格品德，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的标志。
我们承认每个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生命，也承认因历史发展不平衡各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对人
类文明的贡献有所差别，但绝不可夸大某种民族精神的地位，更不可以用某种民族精神来替代全部的
人类精神。
黑格尔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上从东方到西方，经历了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四个阶段，日耳
曼是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
自然界的老年时代衰弱不振，而“精神”的老年时代充满“成熟和力量”、“日耳曼的精神就是新世
界的精神”。
这种以日耳曼民族的精神作为人类精神最高发展是很成问题的。
其实，在最古老的一些文明古国中，民族的文化精神力量更为磅礴而富有生命力，而且到今天仍然深
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灵世界。
　　当然，这一点必须在世界文化史的概观中才能得以明证。
如果按照现代西方文化学者斯宾格勒的观点，我们考察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不应该研究连续的进步，
而应该是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自生自灭的舞台。
他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和原始民族两大类，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由文化民族所创造的，因此“人
不仅在文化诞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这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它的最后确定的形式，从而预
示着这种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及其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后潜力的枯竭时，立即再度成为没有历史
的。
”他又认为，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可分为八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
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它们如同生命的有机体
，在启蒙、发展和衰亡上要经历三个必然的阶段（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而进入了文
明的时代，文化就步入了沉沦与毁寂。
像西方文化之前的七种文化形态都已经僵死，不过在世界历史中尚存有一丝文明的遗迹而已。
而西方文化虽然尚有活力，却也已经处于战国时期，也即将步入没落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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