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梦”维系于民族精神
□叶小文

“中国梦”不是空想，原因之一，
其梦有根。

根，维系于民族精神。无论历史
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
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除了
根、丢了魂，都必须把根留住。根脉
切断不得，根深才能叶茂。

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
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
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
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
民 族 文 化 的 颓 废 和 民 族 精 神 的

萎 靡 为 先 兆 。文 化 是 精 神 的 载
体 ，精 神 是 民 族 的 灵 魂 。中 华 民
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
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
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
呼唤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
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中重铸。

根，深扎于敬畏之心。人不应敬
畏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信仰

的支撑、科学的论证、理论的彻底都
是必需的，但不够，还要靠敬畏。有了
敬畏，才有自律。马克思认为“道德的
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
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
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
效的道德规范。有了自律的基础，相
互的他律——— 道德规范、社会公德、
法律法规，才有实施的可能。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
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中华宗教文化
交流协会会长

“中国梦”是文化自信的最新形式
□何中华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华民族
的复兴之路，既是启蒙之路，也是救
亡之路。没有启蒙，就不可能在时代
意义上拯救中华民族，从而也就谈
不上从根本上完成救亡使命。没有
救亡，也不可能在民族性维度上拯
救中华民族，启蒙也势必会失去依
附其上的载体。

如果说西方人强调“己”，那么
中国人则强调“群”，他们各有千
秋，都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其
实，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群
己关系应该是互为中介、相互为用

的。无论是个体优先还是群体优
先，从历史上看都存在着一定偏
颇，导致负面后果。

“中国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
一种“合取”，即在保障个体权利基
础上捍卫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和神
圣性。

应该说，文化的自觉从晚清以
来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文化受挫
的背景下，这种“自觉”表达为文化
自卑而不是文化自信。随着全球化
的日益深入，特别是现代化本身的
局限性的逐步显露，西方人越来越

发现以往被他们斥为落后、愚昧、
封闭、停滞之象征的东方文化传统
中包含的拯救的可能性。另外，随
着中国对殖民统治的抵制和摆脱，
特别是随着国家的独立和逐步富
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开始由自卑转
向自信。

“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转
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新形式。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新形式。

“中国梦”不是空想，原因之一，其梦有根。

根，维系于民族精神。无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

转型，都不能除了根、丢了魂，都必须把根留住。根脉切断不得，根深才能叶茂。

2013

年6

月7

日

星
期
五

编
辑

韩
适
南

美
编

宫
照
阳

组
版

陈
华

T03


	T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