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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转机·契机 *
———论抗日战争时期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养成

■ 李仙飞 陈盼盼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得到理性

升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是开启中

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主要标志。中国的现代化道

路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国情，必然

也应然走上一条先实现意识现代化再谋求经济

现代化的独特发展之路。而开启这条独特道路的

显著标志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现代意识

的基本形成。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正经历着

先经济现代化再意识现代化的似反复实质变的

民族意识现代化复兴之路。因此重新挖掘抗日战

争意识形态建设对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形成的作

用，在今天具有非比寻常的理论价值。

危机·识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现代意识

的觉醒

从天朝上国闭关自守到“通商战争”，国门失

守再到抗日战争，国格临危。我国的民族意识由

管窥蠡测自恃甚高的落后愚昧封建思想、“寄人

篱下”妄自菲薄的被殖民意识，转向爱国救亡图

存、自信自立自强、与世界和平交往的现代民族

意识。正如毛泽东轻松调侃却一语中的：“日本军

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人民，不然中

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①。抗日战争成为了

中华民族现代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淬炼并催生了中华

民族的现代意识。

从民众意识看，抗日战争成为了中华民族复

兴的重要转折点。“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在觉

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

大的斗争都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②。在民族危难面

前，“中国人已形成一种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力

量”③。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民族现代意识把中

国民众凝聚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别了

崇洋媚外的洋奴外交并初步形成了以维护国家

民族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外交；打断了专制独裁的

黑暗政治一定程度上走上了以民主自由为核心

的现代政党政治；开启了从每战必败的战争屈辱

史转向勇于抗击外强的新历史；铺展开“四夷宾

服”的民族关系转向“四海之内皆一家”的新民族

关系；形成了由盲目排外的“仇洋”心态和“万事

不如人”的“媚洋”心态转向成熟自信的现代民众

心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百年来抗敌御侮史上

第一次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的战争，它极大

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大大提高了

中华民族的国际威望和民族自信，中华民族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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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得以在抗日战争中基本完成，形成了中华民

族的现代意识。那么，抗日战争是如何发挥意识

形态建设作用促成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养成？这

种建设对当代又有何借鉴意义？这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下文将试图性进行解读。

转机·生机：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

意识的养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战争的伟

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

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

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

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

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

牛就非烧死不可”④。抗日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建

设正是起到了凝聚共识、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为

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实现民族思想解

放的作用。

（一） 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前提———

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养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实现民

族独立和解放的箴言：“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即“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

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

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

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

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抗

日战争之前的所有战争之所以未能摆脱任刀俎

受凌辱弱反击的悲惨境遇，重要原因之一是广大

劳苦民众的民族忧患意识、民族救亡意识、民族

发展意识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召唤和启迪。有效发

挥意识形态的建设功能，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现

代意识将是战争时期取得胜利的关键，相较之，

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重要于其他领域的建

设。从部分地区小规模的游行、请愿活动，到由民

族资产阶级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发起并不断蔓延

开来、到义勇军奋起要求全国武装抗日，再到各

界民主人士纷纷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刺激青年学

生奋起加入爱国反帝运动，最后后来全国的工农

商学兵联合起来，国共两党搁置争议一直对外，

各族各界的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并最终

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使各族

各界不断走向一起，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华儿女因为共识汇集在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伟大的中华民族现代意识成为一股巨大的精

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扬帆起航、开

路铺桥。只要一旦使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

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普遍的共识和民族的觉

醒，它就可以把握群众，号召并引导群众，并转化

为全体同胞参与社会实践的巨大物质力量。

（二） 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政治基础———加

强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的整合，是汇聚各抗日力量的最有

效途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发

展需要，不断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博大的

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建立起最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养

成夯实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一，厘清思路，走出“左”倾主义误区。经过

各种思想政治工作，以瓦窑堡会议为鲜明实例，

中共总结了国内抗战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

认清情势“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

要危险”“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

决的斗争”⑥，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主流意

识在走出“左”倾关门主义误区的同时，建立起了

“全民族抗日、民主抗日、团结抗日”的主流意识。

第二，坚定信念，确立科学的指导理论。中共

在革命曲折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克服正反两方面

经验，不断深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

1937 年党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明：“马克

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

具体行动指南”，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否

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

运”⑦。同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

论》，从哲学高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一

定程度上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为抗战胜利

提供了“三大法宝”思想指导，并为实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要的理

论建构———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扩大了党的主

流意识的影响，使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空前

的统一。

第三，加强领导，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抗

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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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力条件”⑧。中共积极督

促国民党顺应抗战的民主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政治改革、启迪民众民主意识的同时，在边区

和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民主建设实践，推行政治

民主化。改革政权体制、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民意

机构、在根据地实行普选制度和“三三制”政权建

设原则等是推进政权民主化并逐步走向成熟的

标志；进行整风运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并制定人民战争持久战

略的总战略和具体路线方针等统一全党的思想

和意志，使革命力量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

（三） 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空间视阈———全

球战略和世界眼光

毛泽东从全球视阈出发把握抗日战争的战

略思想，制定全球战略、胸怀世界情怀。根据抗日

战争的性质，毛泽东认清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

解放战争，又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既需要

依靠中国社会各族各界拧成一股绳，又需要广大

的国际同胞平等互助。“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

出现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

也不可能了”⑨。认识到国际情势，毛泽东强调“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⑩，“中国

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

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统一战线”輥輯訛。毛泽东对于世界反法西斯同

盟变成现实进行了科学预见，这种预见引起了世

界人民的强烈反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

同一阵线的认识。同时为取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

怀疑与猜忌，毛泽东向世界阐明了中国倡导建立

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性质，制定了正确处

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

的关系的战略。在具体战略策略上有效处理了争

取世界外援与中国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国际主

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的关系问题，为最终促成国

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这种世界情怀和政治智慧也深深地影响和感

染中国民众，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开放观，在与世

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中华民族开始放眼面向世

界。

契机·顺机：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认识与

复兴

抗日战争激活了中华民族窒息已久的生命

力，催生了中国人民的现代意识，使中国呈现出

崭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康庄大道。正如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

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

动的一个新阶段”輥輰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抗日战

争中基本完成，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我们

应当认识到，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养成是内外多

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应当顺势把握机

遇、应景迎接挑战。

第一，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中华民族传

统的民族精神孕育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在长达几

千年的民族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传统民族精神，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

精神催生着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不断生成，直至

民族危难时刻奔涌而出并细水长流。它包括“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自强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自立责任感；“兄弟

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团结凝聚力；“拼将十

万头颅，须把乾坤挽回”的民族英勇气概和“宁为

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民族气节……这些传统

民族精神不仅使中华民族演绎了人间一幕幕可

歌可泣的悲壮历史画面，而且也在抗日战争中进

一步升华，并将在当代及未来不断赋予时代性、

人民性的新内涵、新内容。当前我们进行意识形

态建设，应当积极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相承接的积极有益成果。

第二，运筹帷幄、合作共赢———国共合作直

接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形成。在民族危难面

前，国共双方摒弃前嫌、携手合作、共赴国难，民

族共识空前高涨。这既是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使

然，也体现了国共双方领袖的宽厚的政治智慧和

深明的民族大义。国共合作不仅直接取得了抗日

战争的胜利，而且也间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

重，反过来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形成。当前，

我们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民主协商制度，发挥党一元领导和各民主党派、

各社会组织多元协同互动治理的国家治理模式，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和多元社会

思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良性竞争、共同

发展，提升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

权、话语权，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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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向心力。

第三，胸怀大势、放眼全球———国际社会平

等待我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意识。抗战时期我国开

放的世界战略和全球眼光，积极搭建国际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

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等合作的国际合作成为

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条件。二战中，由

于我国的坚决顽强抵抗，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

重，国际列强被迫取消在我国的特权，给予我国

平等的待遇，一扫近百年来的屈辱外交历史，极

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促成中华民族

形成自立、自信、自强为核心的现代民族意识。当

前，如何将我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上的成就转化为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以推升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归根结底要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具体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占领意识形态高

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主动在国际

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引领

国际话语导向，凸显“中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催

生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形成，对于新时期我国如

何将改革开放成果转化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的认同、转化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建设

的有效性、强化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以凝聚共识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和经验借鉴。

* 基金项目：2014 年福建省教育厅 A 类项目

《“美丽中国梦”的哲学智慧———基于马克思存在

论的研究》（项目编号：JAS14006）；2014 年福建

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在榕工作期间

的思想方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JDZOO1）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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