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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精神及对中原人文精神构建的启示 

李宜馨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奋斗历程中孕育出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发展动力。浙江精神、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具有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但由于地理

位置的差异、产生基础的不同等使它们又有着质的不同。在中原人文精神构建过程中，要注意遵循规律、崇尚科学

的求真精神，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和谐精神，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励志奋进、奔竞不息的图强精神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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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5 年来，“浙江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浙江精神概念的提出以及

内涵的阐发，标志着浙江精神的自我激励从自发的追求走上了理性的自觉，对于河南构建中原人文精神、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文明河南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浙江精神的提出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必

将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浙江精神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同行，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 活与未来创造相随，深深融汇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体现在浙

江人民的行为中，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浙江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都居于全国前列的省份，

成为在全国闻名的“经济大省”“市场大省”和“民营经济大省”。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浙江非常重视对浙江精神的提炼和概括。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浙江人形成了

以“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为内容的“四千精神”。后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为推进浙

江经济转型升级，又提出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新四千精神”，这就是“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

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2000年，浙江精神被概括为“十六字精神”，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这十六字成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然而勇于创新的浙江人民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体现在

浙江人身上的典型特征，必须与时俱进。于是 2006 年，习近平同志亲自将浙江精神界定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十二个字。如果说“十六字”精神体现的是浙江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的创业意识，那么“十二字”精神体现的则

是浙江人民适应市场经济转型而形成的价值导向，标志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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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再到以“创业创

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以及“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浙江一直十分重视浙江精神的培育和提炼，

因为这是进一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开创浙江未来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

践的价值诉求，对培育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浙江人意义重大。 

二、浙江精神与浙江文化、中原文化的关系 

浙江精神与浙江文化紧密相联。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

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说到浙江精神，就不得不提起习近平同志在总

结浙江精神时的那一段动情的描述：“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

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

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

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

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精神得以凝练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

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

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1]“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

精深的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求真务实的精神、诚信和谐的精神、开放图强的精神在浙江人身上

都有着深刻的展现。浙江人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他们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他们重规则、守契约、讲

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他们具有全球意识、世界胸襟，能够适应开放的世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化合作和

竞争的勇气和胆略；他们勇于拼搏、奔竞不息；他们自豪而不自满，昂扬而不张扬，务实而不浮躁；他们心忧天下，服务大局，

认清目标不动摇，抓住机遇不放松，坚持发展不停步。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背后，始终跃动着、

支撑着、推动着和引领着他（她）们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有着这种精神的省份，有着这种精神

的民族，其发展动力必然是无与伦比的，其成就也必然是无以替代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凡表现，应该说与这种精神的“核

动力”有着深切的关系。 

浙江精神与中原文化也有着极深的渊源。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具有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的历史

渊源。大宋南迁，都城由汴州而杭州，其文化血脉相通相连。“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当汴州”，生动地展现了浙江文化与

中原文化具有的传承关系。可以说，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北方移民的南迁，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推动了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政治调整、经济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种要素相互整合，将浙江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提升到了全国的

最高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各个领域的精英。到了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了全国无可争议的经济命脉

和文化重镇。近现代以来，在中原文化发生文化断层、辉煌不再时，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因获得了文化新质而展现出了动人的

风采。浙江精神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创新创业的理念，浙江精神所贯穿的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原则，浙江精神所具有的诚实

守信、开放图强的品格，对于中原文化建设和中原人文精神的提炼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当然，浙江文化中也有急于求成、急功

近利、过于重视现实利益、内敛不够等局限性，与中原文化的“大智若愚”“道法自然”“中庸”“留余”等有着很大的区别，需

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努力加以超越。儒家经典《大学》里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价值

系统以“公而忘私”和“以义制利”为终极追求，而浙江文化却有着逐利的鲜明价值取向，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

设有着极大的一致性，使浙江文化与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契合性，从长远来看，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这一行为的短视性

需要正视。应当承认，浙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重功利、讲实效的传统，但是功利主义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

进一步提倡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和和谐有序。 

总之，浙江精神是在浙江文化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而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传承关系，二者一脉相承。可以说，浙江

精神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的因子。但是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却有着质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浙江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升

级版”。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面对不同的时代和国际背景，浙江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生成了许多新的特质。这是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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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中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量的。 

三、浙江精神对中原人文精神的启示 

我从小生活在中原，对中原文化的厚重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灵动的浙江文化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感与神秘感。我一直认

为，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河南人更是具有“平凡之中的伟大，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在

浙江，我发现浙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很多东西。如若不是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宋代的

“靖康之乱”，导致了政治中心南移，从北宋到南宋，从汴州到杭州，经过大宋南迁，使得“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2]，

是不会有如今浙江地区的繁华的。虽然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建德人”的足迹，河姆渡、良渚文化等更是进

一步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但是，夏、商、周三代以降，由于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浙江地

区的开发总体上相对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然而究竟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原文化在大宋南迁之后落后于浙江文化呢？事实上，

河南现代文化建设，当代河南人文精神的构建在今天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一直在思考，究竟用什么样的中原人文精神才能

引领河南走向未来？到浙江求学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生成于历史“源头”的中原人文精神可以到具有现代性

特质的浙江精神中去汲取“活水”，从而使中原人文精神推陈出新并焕发出生机活力。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了中国梦的

实现，只有让这“源头”与“活水”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不断滋润我们的生命，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未来。 

在我看来，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浙江精神与中原人文精神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巨大的区别或者质的不同： 

（一）地理位置的差异。中原文化是一种内陆文明，和南宋以后风云际会的浙江文化相比较，中原文化就多了一分厚重，

少了一分灵动，少了一些创新，少了一个巨大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国际化背景。浙江地处沿海，在外国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最

先接触到外来先进事物，使得浙江文化的生成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晚清以来，在欧风美雨的

洗涤之下，浙江儿女中涌现出了颇多学贯中西、独步一时的大师级人物。 

（二）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生成与工商文明息息相关。中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农抑商是我国几千年

来的一项重要国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历代帝王莫不把农业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与此相反，商业发展则不受重

视，有时还受到抑制。河南是粮食大省，有着深厚的农耕文明的背景，而浙江文化、浙江精神集中生动地体现了浙江人民在由

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精神世界所发生的深刻裂变，它的孕育生成既有着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

性，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演变的走向。浙江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大胆突破了几千年被统治者奉为基本国

策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了“讲究功利，注重工商”的传统，形成了浙江人“做大事要敢于冒大险”“赢得起更要输得起”的冒

险精神和商业经营“不拘古法，不唯习惯”的创新精神。先秦时期的陶朱公范蠡是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早期典型代表。以陈

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以利合义”，黄宗羲则坚持“工商皆本”。 

（三）浙江文化更加开放，敢为天下先。中原地区，由于处在天子脚下，人们的思想更趋进于保守，很难跳出思想的牢笼，

追求新的解放。历史上的浙江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吴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胆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

精神成为浙江文化很重要的特色。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浙江知识分子和其他区域的知识分子相比，往往不囿于以往的经验，不

照搬别人的做法，在接受外来文化中也更勇敢、更少顾虑。在明清以来两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杭州人李之藻、杨廷筠和海宁

人李善兰都成为吸收和传播西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直到今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改革开放使浙江人更注重创新和实践。中原文化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更注重“守成”的力量。就创新实践而言，

浙江精神在体现优秀的历史传承的同时，注入了改革开放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因而充分显示了其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浙

江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促使浙江精神有了新的飞跃。我们知道，社会历史是人的自觉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人在历史中具有一

定的能动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浙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这一真理得到了生动体现。浙江人民具有脱贫致富的

创业热情、勇于探索的创新激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壮举。可以说，浙江精神既渊源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根植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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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五）浙江文化、浙江精神具有“务实”的特点，而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因受北宋理学思想的影响，具有“务虚”的

特点。可以说，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体现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其

中内含的现代性价值对于所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区都具有文化启示意义。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

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等，都是其“务实”特点的体现。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明确表示“务实而不

务虚”“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知府林启主张“讲求实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精神作为引领浙江走向繁荣和富强的重要价值

理念，在推进浙江经济腾飞和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显示出了巨大优势。浙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源就在于浙江人有一种独

特的精神理念。 

总之，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多次的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与海洋文

明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文化特质，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和崇文厚德、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研究浙江文化和浙

江精神，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浙江文化、浙江精神是“接茬”的，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与古老的中原文化、

中原人文精神却有“断气”的一面，从而在一定层面上影响河南发展的“气象”。中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

生生不息的特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要与时俱进，就应该认真研究借鉴浙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文化基

因，抽象传承，并使之内化为中原文化的特质和中原人文精神的元素。在中原人文精神构建的过程中，如何植入如下文化基因，

是河南文化建设需要格外重视的：一是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中原人文精神，要崇尚科学，遵循规律，追求真理。

二是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浙江人具有稳固的思维模式，以现实为思维的基点，以讲求功利为其思维目标，以灵活

多变为其思维特征。中原人文精神建设，也要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三是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诚信，

就是要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中原人文精神要适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着重强化诚信意识，视诚信为现代文明之基，

不断加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使现代诚信意识深入人心。四是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和谐精神。中原人文精神要强调在现代竞

争的基础上如何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打造自强而不失温和的文化因子，进一步加强平安河南建设。

五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开放，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要有全球意识、世界胸襟。要通过航空港经济区

的建设，不断提高河南的对外开放依存度，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和兼容胸怀，使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

素质不断适应开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与时俱进，与世界俱进。六是励志奋进、奔竞不息的图强精神。图强，就是勇

于拼搏、奔竞不息，就是奋发进取、走在前列。中原人文精神要按照“打造河南经济升级版”的要求，始终保持上进的势头，

努力做到“先人一步”“高人一招”。只有这样，中原文化才能赢得新的发展境界，中原经济区建设才能获得强大精神动力。当

前，认真学习并借鉴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对于中原人文精神和中原文化的建设具有巨大意义，对于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河南的文明河南建设也有重要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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