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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本研究力图在对中华民族精神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实践
之间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问题以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
。
　　对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不仅要坚持历史的维度，以事实判断为基础，而且对民族精神的界定还要
坚持现实的维度，以价值判断为导向。
民族精神是一种为民族成员所共同认同和接受的客观性的精神力量；对当前社会发展来说，民族精神
具有积极作用；它具有历史动态性，可以是由中性的传统文化因素发展而来。
按照这种理解，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处世风格是体现民族精神的主要方面
：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人文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世界观基础；和谐社会理想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追求；整体性思维及贵和尚中思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自强不息和厚德载
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表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基本内涵、价值功能三个角度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
。
　　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撑。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社会发展模式经验
教训的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和谐发展理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的社会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本质是科学的
生产和生活实践观，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的社会发展运动。
科学发展观主要是针对发展问题而提出的科学的发展原则和发展方略，其意义主要在于一种方法论指
导。
而要把这种带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应用于现实，则需要群众的支持。
我们既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统领地位，也要通过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为科学
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提供精神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丰富的和谐文化图景，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较为系统全面，它立足于对社会个体身心和谐的追求，并以民族和谐文化模式的形
式发挥其作用。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是确立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思想资源，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主体自身建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和
谐文化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中华民族精神的动力支撑。
从社会个体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构主体自身的身心和谐；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说，
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构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从民族整体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和
谐社会建设所必须的民族凝聚力；从民族关系层面来说，中华民族精神维护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须的民
族文化主体性。
中华传统思维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整体性思维方式，要求确立社会
各领域和谐发展目标的系统和谐观；“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要求正视矛盾存在及社会多元化发展
的总体和谐观；入世求实的思维方式，要求树立重视现实和谐成就与未来和谐理想相统一的渐进和谐
观；“民为邦本”的思维方式，要求确立执政为民与“两个共同”相统一的和谐动力观；“中庸”的
思维方式是实现对立两端和谐的一般方法论。
　　中华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和
谐文化建设的根本。
因此，民族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民族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取向，是和谐文化科学性建设的关键；民族精神与民族
心理紧密联系，它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和日常行为之中，是和谐文化人民性建设的保障；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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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是和谐文化民族性和时代性建设的基础。
要发挥好民族精神在和谐文化建设中价值功能，必须处理好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余各
方面的关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指导；要传承民族精神优秀精神品质；必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培育时代精神；要将和谐文化建设落实在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之
中。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华民族精神实现其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实现民族精神时代性发展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是民族精神时代性
发展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发展创设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发展既直接表现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发
展，更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确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既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现时
代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不仅促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发展，而且这一新的伟大实践也产生
了新的时代精神。
从理论上厘清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有利于引导时代精神的健康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精神增
添新元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全球化既对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对民族精神的发展造成挑战。
机遇表现为：全球化为民族精神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动力；为民族精神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
提供了舞台；为民族精神之中普世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挑战表现为：全球性的价值认同消解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对民族精神优秀价值观的冲击弱化民族精神
固有的积极功能；导致非健康的民族精神自觉，影响民族精神健康发展。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要努力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将中华民族精神融入全球化进程；要积极应对
全球化的挑战，强化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体意识；要立足于本民族与世界的发展大势，实现中华民
族精神的自主创新。
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产生时间和缘由，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以及不同的社会作用。
但是，二者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的基础，二者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相互影响，二者对社会发展的
作用相互依赖。
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既要承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必要性及其积极意义，也要科学界定
其使用范围和意义域限，并继续坚持以民族精神作为我们的中心话语，以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促进当代
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论探讨。
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与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这是因为，坚持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内在统一的：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弘扬和培育中华
民族精神具有指导作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也是坚持并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化，因此，积极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有效途径对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既要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践的指导，也
要立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伟大群众实践和首创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不断发展。
　　对普通民众来说，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培养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体现并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领域。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为更好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要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工作学习中、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娱乐休
闲中、在作为生活方式的饮食起居中、在对民俗文化的变迁中传承与革新中华文化。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合理把握民族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的契机，采用科学有效的民族精神主题教育
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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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在全体民众中开展，也要有意识地抓好重点人群，共产党员、当代大学生
及青少年是开展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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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基本理论。
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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