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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反侵略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

宋凌迁

(漳州师范学院 政法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中国人民将古老的民族精神重新书写, 并赋予其新的时代

内涵:忧患意识激发国人的民族危机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思想根基; 自强不息精神激励

人们顽强地反侵略,是近代中国生存发展的动力源泉; 英勇无畏精神挺起中华民族的坚强脊

梁,是近代中国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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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说: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惟有他发

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 1 ] 244
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 在危难之际最能体现她的民族精神, 也更加需

要弘扬和培育她的民族精神。鸦片战争以后,帝国

主义的入侵, 造成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

机。面对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国人民将历史传

承下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强烈地表现出来,并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容。

一、忧患意识 ! ! ! �敌无日不可以来,国

无日不可以亡  的警告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

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华民族从自身

发展过程中, 深切地认识到忧患意识的重要性, 并

对忧患意识作了理性总结: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忧劳兴国, 逸豫亡身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

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等等, 忧患意识

深深地镶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民族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的

发展。

中国历史在帝国主义的炮舰胁迫下步入近代,

传统忧患意识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其忧患意

识以外患为主,更多地表现为对中国现实处境的理

性思考,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整体前途命运的忧虑,

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思想根基。

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历史创痛,使时人深刻地

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 �风

云变幻不知千万 的感叹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存在。

林则徐在一首诗中写到 �闻道狼贪今渐檝, 需防蚕

食念忧伤  ,已深切地感到危机的降临。姚莹 �每

闻外夷桀骜, 窃深忧愤  ,始作 ∀康鞧纪行 #, 探阅夷

情。魏源是近代忧患意识的阐发者, 他的 �师夷长

技以制夷  就是面临危局所产生的积极反应,也是

面对危机所拥有的一种超前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从沿海向内

地扩展, 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处在太平天国起义

风暴和西方列强侵夺讹诈双重挤压之间的清朝统

治者,更有朝不虑夕、岌岌可危的切肤痛感。作为

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 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 �西

洋之落地开花炮  的威力, 内心油然而生怵惕之

情。 �不怕柴 (豺 )狗子,只怕洋鬼子  , [ 2 ] 655
他在家

书中的心里话道出真正的威胁是西方列强,转而为

大清帝国及中华文化未来的命运担忧, 所谓 �四更

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 为之

忧悸。 [ 3 ] 669
形象地表明了曾国藩内心的忧患, 故而

使他积极倡导洋务运动。

19世纪中后期, 面对日益加深的边疆危机,王

韬在 ∀火器说略后跋 #中大声疾呼: �呜呼! 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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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狙伺于东, 俄人鹰瞵于北, 几于玉帛干戈待于

两境。苟我国不早自强,则强邻悍敌, 方且日伺我

左右,而天下事愈难措手矣。 [ 4] 358
清醒的危机意识

跃然纸上。冯桂芬在∀制洋器议 #一文中惊呼: �今
日之以广运万里, 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

也 , 真是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  。[ 5] 48
可

见, 西方列强的接踵而至, 冲击着国人崩溃式的心

灵, 内心充溢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感。

19世纪末空前严重的瓜分危机, 使人们的忧

患意识越发突显,传统的忧患意识遂转型为具有近

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救亡思潮,具有新的时代

意蕴。1894年, 孙中山在筹建兴中会时, 便郁积着

对民族危亡的深层忧虑, 在他草拟的 ∀兴中会章
程#中说: �方今强邻环列, 虎视鹰瞵, 久垂涎于中

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 已效尤于接蹱;

瓜分豆剖, 实堪虑于目前。 [ 6] 21
他悲愤地呼唤, 要

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反复宣

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 1895年, 康有为亲自

撰写 ∀强学会序 #, 向国人描绘了一幅民族危亡图:

�俄北瞰, 英西睒, 法南暽, 日东眈, 处四强邻之中

而为中国,岌岌哉!  [ 7] 165
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忧

患意识。梁启超对民族的危亡忧心如焚,他把当时

的清王朝比喻为一座将倾的大厦, �室中之人, 犹

然酣嬉鼾卧, 漠然无所闻见。 [ 8] 2
他直言中国的处

境: �敌无日不可以来, 国无日不可以亡。 [ 9 ] 65
1898

年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撰文

惊呼 �将为土崩, 将为瓦解, 将为豆剖, 将为瓜分,

将为雨烂, 将为波兰, 将为安南, 将为缅甸  。[ 10] 148

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这

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深忧虑和极大愤怒。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 11 ] 540
人们在

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

中国在屈辱中蹒跚步入 20世纪, 伴随着欧风

美雨的汹汹而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担忧中华

民族在西方文明大潮的侵袭下落伍,担忧落伍者挨

打以至于遭淘汰。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感,新文化运

动倡导民主与科学, 召唤国人奔向现代的、文明的

新社会, 去赢得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抗日战争时

期, 爱国作家郁达夫为日本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

而忧心忡忡,敏锐地觉察到文化侵略会破坏中国的

统一, �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
计划  , [ 12] 180

这是一种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深切忧

思, 也是对中华同胞的一个警醒。

诞生于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

贯穿其成长的每一步。中国共产党人感于近代中

国的积贫积弱, 满目疮痍的惨状和屈辱,对祖国和

人民的前途命运存在深深的忧虑。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
负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

们的落后。 [ 13] 146
可见, 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

后的现状,是同他对 �落后挨打  命运的忧虑联系
在一起的。

二、自强不息 ! ! ! �与天争胜  �自强保
种  的忠告

中华民族向来有着不甘屈辱、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近代以来却因外患不断而屡屡受辱, 平外患,

解内忧, 雪耻兴邦, 成为一代人的追求与理想。正

是在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激励下,一大批有识之士

纷纷倡言变革弊政以求自强之道,坚决与屈辱命运

抗争,坚持不懈地探求变异之道、汇通之途。

鸦片战争后, 魏源在 ∀海国图志 #一书中提出
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 为近代中国的发展

提出了一个全新命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强

烈刺激着清朝统治者和士绅阶层,使他们惊觉此役

�创巨痛深 , 形成了 �人人有自强之心, 亦人人为

自强之言  的局面。 1861年, 冯桂芬在 ∀校邠庐抗
议#一系列政论中, 明确提出通过 �采西学  �制洋

器 等手段来改变中国 �不如夷  的状况。王韬强
调中国要转弱为强, 只有求变, �设我中国至此时
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 而与之比权量力

也哉!  [ 4 ] 53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一书中说: �中国

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 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

而自强非变法不可  。[ 14] 49
总之,多数洋务大臣出身

的早期维新派都持有 �变法 �自强  的理论主张。

甲午战争后,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严复

提出 �与天争胜  �自强保种 的忠告,敲响亡国灭

种的警钟。他还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生物进
化论为依据, 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 �今者外力
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

权, 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

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 远之亦不过二

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 则我何为而不奋发

也耶!  [ 15] 27
激励中国人发愤图强。梁启超从历史

与现实角度强调因时而变的重要性, �变者天下之
公理也。大地既通, 万国蒸蒸, 日趋于上, 大势相

迫, 非可阏制。变亦变, 不变亦变。变而变者, 变之

权操诸己,可以保国, 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

变者, 变之权让诸人, 束缚之, 驰骤之。 [ 8] 8
断言能

否主动地变法自强是中国能否摆脱从属地位的前

提。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题为 ∀君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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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援引 ∀易经#中的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

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两句来激励学生
刻苦学习、修身成才。从此, 自强不息成为一种精

神的象征, 在大学校园里广为流传, 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青年志士为民族争生存、国家求发展而努力

奋斗。

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 �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 的伟大精神,是近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

生动写照。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着力倡导奋发

图强、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强调 �世界一战场, 人

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 16 ] 24

他说: �进化公例, 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

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 当然不免于灭

亡。 [ 16] 32�33
鼓舞人们进取奋斗, 恢宏国力, 以免被

世界淘汰。李大钊也强调, �天演之迹, 进化之理,

穷变通久之道, 国于天地, 莫或可逃, 莫或能抗

者。 [ 17] 44
他号召青年要 �与境遇奋斗, 与时代奋

斗, 与经验奋斗。 ∃∃惟知跃进, 惟知雄飞。 
[ 17] 179

换言之,要争得民主自由, 必须有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乐于去迎战一切艰难险阻,

洋溢着他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爱国主义热情。可

见, 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五四时期得到

了充分的阐释。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反侵略过程中形成

了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坚韧不

拔、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钢铁意志,尤其在共产党人

身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 
后, 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和组织的东北抗日联军,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 14年间作战数万

次, 消灭了日伪军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数十万日

军入关作战。东北军民的顽强抵抗,是中华民族百

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充分体现。杨靖宇、周保

中、李兆麟、赵尚志∃∃这些抗联英雄身上的自强
不息精神,在中国代代传扬。

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中

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中, 升华出 �万众一
心, 振兴中华  的自强不息的近代民族精神, 激励

着一度落伍的中华民族转败为胜、变弱为强,最后

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概言之, 中国人民在

近代反侵略进程中表现的自强不息精神,具有深厚

的时代内涵, 已经内化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成为近代中国生存发展的动力源泉。

三、英勇无畏 ! ! !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

日羞  的豪情
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反侵

略斗争中所体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是近代爱国主

义的真实写照。首先, 底层人民群众自发奋起, 前

仆后继反抗外国侵略。近代以来,人民群众以各种

方式投身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他们或者

自己武装起来直接与侵略者进行斗争,或者从物质

上、精神上积极支援前线的爱国将士, 激励他们英

勇杀敌。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人民英勇反击英军

暴行, �刀斧犁锄, 在手即成军器, 儿童妇女, 喊声

亦助兵威。 [ 18] 57
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大规模反侵

略武装斗争的第一页。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与之

殊死搏斗, �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 虽然被联军

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

气殊不可当。 [ 19] 315
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

的英雄气概, 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抗

日战争时期,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开展的地雷战、

地道战、麻雀战等, 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

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其次,爱国将士驰骋疆场, 英勇抗击外国侵略

者。鸦片战争期间, 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士与

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浴血搏斗, 壮烈殉国,他们是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

者的爱国军人。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是又一

次英勇无畏民族精神的大发扬,它造就了中国近代

史上又一批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者的爱

国军人。七十高龄的老将冯子材在中法战争中身

先士卒, 率部勇猛冲杀, 尤为难能可贵。中日甲午

战争中, 北洋海军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赡

等, 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正义、爱国的反侵略战争,

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的精神和血战到底

的气概, 在中国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

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

和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抗日前线浴血战斗,英勇无

畏的精神得到充分展现。 �哪管饥饿疲乏, 断指裂

肤, 不顾暴风烈日, 雷电雪雨,捐躯轻鸿毛,荡寇志

不渝。 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正是以这种令侵略
者无法理解的英勇无畏精神,率领抗联将士一直坚

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

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一代抗日名将吉
鸿昌为民族解放大业慷慨赴刑,以树枝作笔,大地为

纸,写下了气贯长虹的壮烈诗篇。爱国将士的这些

悲壮事迹是近代英勇无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正是

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此外,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反侵略斗争

中, 或以笔作枪,口诛笔伐声讨侵略者的暴行, 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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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觉悟;或投笔从戎,奔赴前线,直接投入到反

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中去。 20世纪初, 中华

民族存亡之际,革命志士英勇无畏的爱国热情溢于

言表。秋瑾在泛海东渡时抒发了 �拼将十万头颅

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  [ 20] 113
的豪情,陈天华在 ∀猛回

头#中悲痛欲绝地奉劝同胞 �瓜分豆剖逼人来, 同

种沉沦剧可哀, 太息神州尽去矣, 劝君猛省莫徘

徊。 [ 21] 51
抗日战争期间, 作家郁达夫与日军周旋,

命悬一线, 写下了大量抨击日本法西斯的战斗檄

文, 将英勇无畏铸为一曲慷慨苍凉的绝唱: �天意
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 12] 32

广大爱国知识

分子的斗争充分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弘扬

了中华民族誓死抗敌的英雄气概。

历史证明, 近代爱国者以血肉之躯和义胆忠

魂, 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之歌。他们

是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勇士,他们反抗外来

侵略的精神和思想, 卫国为民的民族大义,将永远

是中华民族的国魂和民魂所在。灾难面前不低头,

厄运来临不畏惧,就是近代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的精

神的生动展现, 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国人民抵抗强

敌。也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民

族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而不死,

屡遭侵略而未亡。

四、结语

在近代反侵略的进程中,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

奋勇抗争, 努力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促进

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

大斗志。
[ 22 ]
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 中

国人民表现出了 �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
救亡国存  的反抗精神,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

民族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

发扬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 经过一个多

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 才有最终百年国耻的洗雪。

总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

传统精神中的优秀一面不但没有被摧垮、被征服,

相反,她在引导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放射

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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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 ra Conno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inM odern Anti� invasion
SONG L ing�qian

(D epartm ent of P olitics and Law, Zhangzhou N orm al Universi ty, F ujian Zhang zhou 363000, Ch ina )

Abstract: In modern strugg le aga inst aggression, Ch inese people rew ro te the nationa l sp irit and endow ed itw ith new conno tation

of the e ra. Aw areness of the po ten tia l per ils aroused the nation& s sense of cr isis and la id the ideo log ical foundation for nationa l

sa lvation in m odern China. The sp ir it of unceasing self�im provem ent encouraged the nation to oppo se aggression and becam e the

dynam ic source of the deve lopm ent of m odern Ch ina. Undaunted courage supported the Ch inese peop le to un it and forg e ahead.

Keywords: m ode rn China; anti�invasion; national sp irit; conno tation of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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