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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与《中国精神读本》

王绍光

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说到“精神”与“民族精神”，让人不由得想到黑格尔。正是他把民族精

神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历史现象都是所谓“世界精神”

的展现；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精神体现为某些所谓“世界民族”（包括中国）

的“民族精神”。这里，“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与能动

性。黑格尔武断地认为，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从东方升起，东方文明（包括中

国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

级的文明。希腊是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历史的壮年时代。最后“太阳”

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实现了世界精神的终极目的，成为历史的最高阶段。

那么，有没有一种叫作“中国精神”的东西呢？在《历史哲学》一书中，

黑格尔的结论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中国人）很远。”

连“精神”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中国精神”呢？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显然

是充满偏见的无稽之谈。

最早肯定中国精神的存在、并对它大加颂扬的人恐怕是辜鸿铭。在 1914

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里，他一次也没有提到黑格尔，但实际上处

处对怼黑格尔。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可以用八个字概

括：深沉、博大、纯朴、灵敏；作为对比，日耳曼精神却是以“强权崇拜”为

特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

还是孩童似的民族”，这“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

辜鸿铭得出一个与黑格尔绝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

民族不朽的精神。”

钱穆则直接怼黑格尔，说“德国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又指人类历

史由东向西依次展开的说法是黑格尔的“幻想”。在钱穆看来，中国的文化精

神、历史精神以道德为核心，是一种绵历数千年的“道德精神”。如果没有这

种“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而在

承平盛世，这种民族精神往往不太彰显；反倒是在危难乱世，它“更为壮旺而

健伉，坚强而有力。亦如松柏之长青，并不见异于阳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见异

于严冬大寒之天”，“必待岁寒，始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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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中国精神

钱穆的道德精神说也许过于宽泛，张岱年对中国精神的研究更为持久、更

为系统、更为精到。张先生对中国精神的概括是，爱国报国，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爱国报国是出发点，自强不息是钢铁意志，厚德载物是价值取向。习近

平总书记显然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本书名叫《中国精神读本》，这里的“中国精神”就是张岱年所说的爱

国报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那

种精神，就是“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通过

这个读本，大家会看到，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孙中山、

林则徐、鲁迅、茅盾、闻一多等人的作品中。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精神也

● 让“弄潮诗人”康白情在“和平的春里”看到饿绿了眼的穷人和野火；

● 让曾沉迷与“画梦”的现代派诗人何其芳奔赴延安，写下“我把我当作

一个兵士”；

● 让在日本十年，专心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成果斐然的郭沫若在“又当

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义无反顾地返回中国、投身抗战；

● 让“雨巷诗人”戴望舒“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

群众的感情”；

● 让自知“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

楼上看你”诗句闻名的卞之琳前往延安、太行山区，写下了一批歌颂毛泽东、

朱德、政治部主任、地方武装新战士、前方的神枪手、放哨的儿童、工人、农

民、劳苦者、开荒者的诗歌。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个有形的《中国精神读本》之外，还有一个由

千千万万目不识丁的普通工农大众共同创作的、无形的《中国精神读本》。正

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

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

知道罢了”。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才是中国精神最坚强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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