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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建设 

张六莲1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摘 要】:人文精神是人们主体价值和追求的情感体现，人文精神所蕴含的道德、情感、意识、责任、人格、人

性等等，支配人们的一言一行。重庆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真理，伸张正义，勇担匹夫之责;部分地表现为不拘

小节，率性而为。重庆人文精神的建设，必须以借鉴、传承、创建为途径，以倡导、教育、实践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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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人们主体价值和追求的情感提现，情感体现的心情、状态、面貌、风格反映了人们内在的素质、品位、质量。

人文精神所蕴含的道德、情感、意识、责任、人格、人性等等，支配人们的一言一行。在当前探讨重庆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及其

传承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庆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 

我们在讨论重庆人文精神的传承之前先来看看人们对人文精神、重庆人文精神的认识和看法。 

(一)关于人文精神 

何为人文精神?其内容有哪些?较多的专家、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
[1]
。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人文素质的内在与升华，它不只是个人的思想与修养而是一种终极关怀，是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

的追求与体现。 

2 人文精神，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传统道德即情感;公民意识就是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的责任与奉献美感，即审

美、爱美、创新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3人文精神在外延上至少应包括以人为本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关心社会、服务社会和关爱自然、

善待自然的精神。 

4人文精神，包含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人性，就是对人的尊重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说明它，就是人的尊严强调人的尊严，

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人道主文”精神;第二个元素是理性可以说是对真理的追求头脑对真理的思考也可以说是科学精神，是广

义的科学精神;第三个元素是指超越 J胜，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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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文精神应具备以下这些特点:第一，它必须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崇高的精神境界追求要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人类精神

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审美意蕴第二它有鲜明的人本色彩展示人们“人格精神”中不为物役、不为物累的自由独立、向美而生的高

尚风范。 

6 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动作及其结果;人文精神

的载体在人自身之中，人文精神的获得必须经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主体的意识、思想、情感等生命体验和善行。 

7人文精神就是社会化生存中的人如何实现个体化的关爱是一种爱，一种尊重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尊重，一种“己

之所欲，亦人之所欲”的关爱。 

受以上观点的启发我对人文精神的认识是这样热即:人文精神是人们主体价值和追求的情感体现，情感体现的心情、状态、

面貌、风格反映了人们内在的素质、品位、质量;人文精神所蕴含的道德、情感、意识、责任、人格、人性等等支配着人们的一

言一行。 

(二)重庆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 

何为重庆人文精神？重庆人传承了先人的哪些人文精神?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工作者都发表了不少高见。概要介绍如下: 

1忠贞不渝、爱国爱乡的情怀，爬坡上坎、负重自强的精神，耿直好义、诚信无欺的品德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风范，追求

时尚、敢为人先的意识，大度宽容、兼收并蓄的气度。 

2 吃苦耐劳、刚毅顽强的精神，具有冒险精神、团队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应该唤醒重庆该有的、积极的人文精神;摒弃掉那

些封闭、保守的不积极因素。 

3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不管是古代的巴蔓子，还是现在的三峡移民，都具有忠勇正义、勇担大任的

精神。 

4豪爽、耿直，自强不息、开拓开放 

5勤奋、坚毅、豁达、诚信。 

6豪爽、乐观和坚韧不屈的性格相当突出，为了反对外族入侵，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从

不退缩
[2]
。 

当然，重庆人文精神的底蕴也有不足。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形成一种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文化普通市

民很难形成一种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不喜欢看书却喜欢听书，喜欢逛街、打麻将。 

综上所述重庆人文精神表现出的勤奋、坚毅、豁达、诚信、爱国、自强、耿直、团结、时尚、开拓，是重庆人文精神建设

中需要传承和发扬的积极成分;封闭、保尔是要摒弃的消极成分;读书、学习是需要建设的新的成分。 

我认为除上述之外重庆人文精神，还表现为追求真理，伸张正义铁肩担道义以国家之忧而忧以民族之急而急在国家和民族

有难之时勇担匹夫之责，如钓鱼城精神、红岩精神、移民精神，这些都为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称道部分地表现为不拘小

节，吃、穿、住、行、玩率性而为任性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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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世界的一个地区更是自古以来中国的辖区;重庆人民是世界人民的一个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的血脉。重庆人文精神的形

成和发展既传承了世界人民共同具有的人文精神更传承了中华民族拥有的人文精神，因此，重庆人文精神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

人类人文精神具有同一性。 

同时，重庆毕竟还是一个地区和辖区它所具有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背景形成和传承了有地区特点的人文精神就是

说重庆人文精神具有特殊性。为此我们所要传承的是同一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重庆人文精神。 

二、重庆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建设 

(一)借鉴、传承、创建 

l借鉴。即对人类人文精神的借鉴而这种借鉴，应当是有批判地借鉴有选择地汲取。就是说借鉴和汲取其对人的主体地位、

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与尊重，提倡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的同林批判其纵欲与拜金。比如，关于中西人文精神的差异

有学者做了如下分板各自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西人文精神的分野。 

从表象上看，中西人文精神都主张“以人为中心”。但西方人文主义显示的是“个体本位”的底蕴，即一切以个人的意志、

欲望和利益作为人观察、思考与评判万事万物的价值尺度，由此而批判中世纪神权与等级依附对人的个性尊严、平等要求和世

俗欲望的抑制。 

与之相反儒家人文精神虽然也肯定人的高贵尊严与世俗欲求，但其“群体本位”’，的思想取向却使它漠视个体存在与个性

尊严的价值，力图将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置放于等级依附关系的伦理规范之中显示出“人伦主义，的理论基调。 

2传承。即是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传承对重庆人文精神的传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主要文化儒家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代表。儒家人文精神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置放在

“群体”利益的框架中予以考量，注重人的伦理主体意志的培植强调个人对“群体，生存、发展的责任”。 

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的人文精神为华夏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塑造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受其熏陶，无数

仁人志士为了振兴社稷国家，挽救民族危亡，不计个人名利，甚至“舍生取义”。 

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对人的重视。中国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

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了》中有“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不，忧以天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思

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无非“孝”，“悌”二字。“孝”，就是对父母的尊重“悌”就是兄弟

之间的友好，人本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亲属关系之上，强调的是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中国古代“人文精神”，讲

究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集体的人强调人必须在家庭、在国家中实现其价值。 

追求真理伸张正义铁肩担道义以国家之忧而忧以民族之急而急，对国家和民族勇担匹夫之责的以钓鱼城精神、红岩精神、

移民精神为主要内容的重庆人文精神，以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为底蕴是世代重庆人民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实践、传承和发展;勤

奋、坚毅、豁达、诚信、爱国、自强、耿直、团结、时尚、开拓，是重庆人主体地位和存在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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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即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在借鉴人类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重庆人文精神的同林建设新的人文

精神:人的主体完善和价值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关爱、人们的进取和创新从而形成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建立在个人全

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建立起人的物质实践力量与精神实践力量都

全面提升的社会形态。 

(二)倡导、教育、实践 

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建设靠政府的提倡，社会的支持，媒体的宣传师长的教育和表率由表及里潜移默化更靠重庆人民从我做

起。 

1倡导。主要是指政府的倡导。一方面是政府管理上的、政策上的倡导。比如对下岗人员、社保人员的管理从政策的配套上

提高其价值追求使他们离开麻将桌，去从事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再如人们的进取和创新各级政府、各单位制定相应政策，鼓励

人们进取和创新，从而形成全社会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是加大人文建设的力度。比如，用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当地修

建一些丰富人们人文知识、促进主体完善的公益设施从而提升人文氛围。 

2教育。是指社会、学校、家庭的合力教育。各部门、各单位、各街道、各村社、各个体集团公司，都是社会教育的阵地和

场所都要营造和形成良好的促进人的主体完善和价值追求、进取和创新、互相尊重和关爱的人文氛围，并且积极响应政府对人

文精神的倡导支持政府对人文精神的建设。 

在社会教育电媒体的宣传和教育在人文精神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媒体在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同时，在新闻报

道选题上、影视节目制作中、故事情节的编导上、人物形象的塑造电可以有意识地引导人们人文精神的提升。 

比如，针对现实生活中当乘客上车还没入座或者立足未稳司机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不顾乘客的安全急于启动并飞驰

的现象，我们可以塑造一些尊重乘客、关注乘客安危从而得到乘客尊重和爱戴进而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司机形象。 

学校是人文精神建设的阵地从教师到学主从管理到教学、从校园环境建设到日常行为规范无不体现人文精神，无不塑造人

文精神，无不升华人文精神。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前李院长在一次讲课时说过原话我记不清了，根据我的理解大意是:英国通过几

代人的努力培养出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精神，我们也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培养出中国人的君子风度和精神。我希望能得到

教育界的共鸣。家庭是人文精神建设的基地。家庭的人文精神氛围家庭成员具有的人文精神家庭的亲戚朋友的人文精神，都在

相互影响、潜移默化。 

3实践。即通过人们的言行来传承、建设人文精神。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师长的表率作用。教师、党政干部、单位领导、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电视里有一段关于关爱的公益广告就很好，孩子看见妈妈给

奶奶打水洗脚就学着给妈妈打水洗脚。 

除靠政府提倡，社会支持媒体的宣传师长的教育和表率外更要靠重庆人民的支持和努力。只要我们每一个重庆人都从我做

起丰富、完善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升华其境界和追求提高其品位和质量焕发出新的情感、状态、面貌和风格就会形成新的重庆人

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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