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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泰山精神 传播泰山文化
□陈俊舟

泰 山 精 神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缩
影 ， 是 中 华 精 神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泰山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
煌。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对
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泰山文
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 发 展 ，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富 有 创
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
力、创造力。

泰山雄伟壮观的山体就是稳定
安宁的象征。泰山是国家、社会安
定的“压舱石”，稳如泰山，长治
久安。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上武帝
书》 中云：“天下之安，犹泰山而
四 维 之 也 。” 意 思 是 国 家 的 安
定，宛若泰山被大绳所固定一样牢
不可移。泰山成为体现“国泰民
安”这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
体。泰安地名也由此寓意，泰山极
顶也由此意而得名“太平”。

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
发了人们奋斗不息、永攀顶峰的向
上动力。泰山之壮美，尽在奋力攀
登中。正是在不断奋力攀援的过程
中，人的最大潜力得到了释放。攀
登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奋斗
不息。从孟子的“登泰山而小天
下”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等，都精辟地揭示了这一
主旨。在沿途的历代刻石中，红门
有“登高必自”，快活山有“从善
如登”，十八盘有“上天梯”“亦可
阶 升 ”“ 共 登 青 云 梯 ”， 大 观 峰

有“登峰造极”，道出泰山奋斗不
息精神的意义所在。

泰 山 文 化 广 泛 吸 纳 了 各 区
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其文化
特征呈现多元色彩，体现了中华文
化 博 大 兼 容 的 一 面 。 秦 朝 李 斯
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
大。”正是对泰山文化特色的生动
概括。民国邱山宁之《泰山赞》中
的代表之作——“泰山何其雄，万
物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象都归
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
切宇宙事，都作如是观”，尤为体
现这一意旨。

登临泰山，最为激动人心的时
刻莫过于观看那雄浑澎湃的日出奇
观，人们对泰山日出的崇拜，正是
中华民族追逐幸福意识的集中体
现。攀越泰山，是在奋斗不息的步
履中，登临泰山之顶观日出时刻的
幸福。观日出，还有向往光明的寓
意，高山之巅是最先观看到日出的
位置，这种对光明的向往，感染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近代德国学者
卫礼贤抒写极顶所感：“太阳升起
之际，刹那间云层、平原、山峦尽
收眼底。啊！中国真美。”

泰山拥有“五岳之首”“中华
国山”“天下第一山”等众多美
誉，因而被赋予了继往开来的动
力。稳如磐石的中国，在国际风云
变幻的今天，依旧按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奋斗不息，奋勇前进。

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
一 大 背 景 、 大 前 提 下 团 结 奋
进 。 气 壮 山 河 的 历 史 与 天 地 同
寿 、 与 泰 山 同 尊 、 与 日 月 同
辉。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
的 维 新 变 法 、 何 子 渊 的 教 育 革
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
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
家 民 族 大 义 为 己 任 、 敢 为 天 下
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奋

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
像是泰山一般壮丽地雄峙于世界
的东方。泰山，作为一个民族的
精神支柱，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
远 不 够 的 ， 唯 有 创 新 ， 才 能 发
展；唯有创新，才能不朽。历史
没 有 止 步 ， 创 新 就 不 应 该 停
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中
华 民 族 精 神 是 与 时 俱 进 的 精
神 ， 是 历 史 性 和 时 代 性 的 统
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
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出新
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
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
有先进思想和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
人 物 。 他 们 为 振 兴 中 华 上 下 求
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
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
貌 ， 他 们 发 扬 着 鲜 明 的 时 代 精
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中华
民族精神作为传统也影响了每一个
中国人。在发扬传统的同时，也应
该面向世界，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的交融不断加深，我们必须学习和
借 鉴 人 类 的 文 明 成 果 来 丰 富 自
己。新时代的泰山精神内涵是我们
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中所总结提
炼并弘扬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
文明的国家，我们伟大的民族是一
个不屈不挠、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
的民族。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
不甘忍受耻辱，前赴后继，用“血
肉长城”驱逐了侵略者，谱写了一
曲曲悲壮的战歌。今天，热爱祖
国、报效祖国，把祖国建设得繁荣
富 强 ，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是每个中国人的崇高理想，是
爱国主义的本质所在。中华民族精
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历史
上，中华民族精神从来都是动员和
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

帜，是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所应
有的骨气和胆识。

爱国是中国人发自心底的激
情，又是心中坚定的信念，这种
信念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种
不甘耻辱、不屈不挠、奋斗不息
的精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 ， 杀 了 夏 明 翰 ， 还 有 后 来
人。”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敌人的
屠刀视死如归。无数夏明翰式的
共产党员锦绣了山河；无数优秀
中华学子，身在异国他乡刻苦钻
研为国争气，学成之后不为国外
荣华富贵所动，毅然回国投身祖
国的建设事业；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 命 家 周 恩 来 在 少 年 时 就 立
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并与
同代人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
于世界之时”，这是何等远大的志
向、何等坚定的信念。

无论何时何地，在中华儿女
心中价值的天平上，祖国永远是
最重的砝码。如今，在中华民族
精神的滋养下，爱国的激情、爱
国的信念发芽、长大，并结出累
累硕果。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
历 史 就 是 一 部 爱 国 主 义 的 历
史 、 一 部 民 族 自 强 不 息 的 历
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伴
随着我们前行。爱国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是中华子孙的美德，爱
国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生
动的诠释。而中华民族精神则是
中 国 革 命 胜 利 和 建 设 的 精 神 动
力，是光照千秋的高尚情操，是
伟大的中华之魂。泰山精神引领
未 来 ， 泰 山 日 出 每 天 都 是 新
的，有继往开来的精神引路，我
们才有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我们
才有奋斗不息的动力，我们才有
重如泰山的担当，我们才有博大
包容的胸怀，我们才有追逐幸福
的感动……

岱顶风光。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