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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伟大民族精神在抗让伟大民族精神在抗““疫疫””斗争中激扬斗争中激扬
□□刘金祥刘金祥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在成长发展的征途中，总会遇到

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阻遏和冲击。唯有

经受血与火的严酷洗礼，唯有经历生与死的

严峻考验，这个民族才堪称为伟大的民族；

唯有饱尝天灾与人祸的艰辛磨砺，唯有备受

危机与忧患的艰苦锤炼，这个民族才能铸塑

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

经磨难而不衰，饱经狂澜而不倒，铸就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伟大民族精

神的驱策和激励下，外敌攻不破，洪水冲不

垮，大火烧不毁，瘟神奈我何！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徽帜。

作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内生动力，民族精

神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的强大精神支撑。

2020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

考验着中华民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侵袭

着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全力抗击新冠

肺炎，奏响了一曲逆向驰援、义无反顾、迎难

而上、守望相助、顽强拼搏的抗疫壮歌，这是

伟大民族精神在这场战疫中的集中体现，是

伟大民族精神在这次大考中的再度升华！

历史总是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磨难中向前发

展，人类总是在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中昂首

前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危机。面对这次史所罕见的危机，党中央科

学决策、及时施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冲锋在前、担当作为，广大医务工作者

临危不惧、奋不顾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

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

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日夜奋战，广

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

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共同谱写了一曲

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壮丽凯歌，为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

涵，把民族精神推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境

界，成为全面夺取抗击新冠肺炎斗争胜利的

强大精神硬核。

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直深藏在中华

民族的内心深处，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之

中，而今在这场新冠肺炎的巨大灾难中再次

激活和广为弘扬，成为国人抗击疫情的宝贵

精神财富。作为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病

魔，新冠肺炎带来的危害不同于自然界的其

他灾害，是无法单纯用某种力量加以抵抗和

防治的。法国作家加缪在小说《鼠疫》里面

有一句话：“瘟疫面前是没有个人安全的。”

面对新冠肺炎的肆虐和嚣张，不仅需要坚实

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充沛的精神能量。面对

生命，中国负责；面对死亡，中国不怕；面对

灾难，中国团结；面对悲痛，中国坚强。在湖

北在武汉的每一座新冠肺炎救治医院，到处

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到处张扬着中

华民族精神的旗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决

不放弃一个生命，这是对民族精神的拓展；

科学防治、依法防治、精准防治，这是对民族

精神的延伸；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这是对民

族精神的跃升。从各行各业广大干部群众

奋勇抗击疫情的实践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

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体验到民族精神的绚

丽光彩和璀璨魅力。可以说，抗击疫情是弘

扬民族精神的战场，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课

堂；抗击疫情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征服艰险、

消弭危殆、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

坚挺压不弯的脊梁和高昂永不屈的头颅的

过程，更是中华民族涵育、锻铸民族精神的

过程。中华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的苦难，还

将继续经受更多的考验，但就是在这些大

灾大难中，中华民族不断从民族精神中汲

取滋养又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生机，愈

挫愈勇、愈摧愈坚，在磨难中成长、从磨

难中奋起。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伴随着中

华民族的成长进步，也将考验着未来的华

夏子孙，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引领古老的

中华民族卓立进取、开拓前行，在实现伟大

复兴的征途上，进行一场永不停止和没有终

点的接力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集聚在猎猎飞

扬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中华民族凝聚起无坚

不摧的磅礴力量。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和

主导，爱国主义是激发民族斗志的精神伟

力。在华夏这块炽热的土地上，无数仁人志

士为民族振兴抛头颅洒热血，铸就了“家是

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的“家国一体”爱国情

怀，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一旦民族有难就义不容辞地赴汤蹈火。

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

神，深刻体现了仁爱友善互助的思想，也激

发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道义责任。鲁迅

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

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这样的民魂，关

乎民族兴衰、国家成败。中华民族精神在这

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得到突出展示：从党中央

国务院第一时间决策部署到全国人民踊跃

捐款捐物献血，从人民子弟兵飞驰前线到各

地医护人员救死扶伤，从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到灾区居民自救互助，从工程人员抢通保通

到志愿者无私援助，从社会各界筹措物资到

大小企业伸出援手，无不真切地体现出祖国

有难、全民担当的“民族魂”、“中国心”。灾

难是一场考验，考验着中华民族的爱国意

志；灾难是一次检阅，检阅着中国人民的民

族精神。没有什么比灾难突降更能

熔铸人们的爱国意志，没有什么比

患难与共更能展示中华民族的团结

统一。对湖北和武汉的救援过程，

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在灾难中懂得家

国一体的意义、同舟共济的重要、众

志成城的作用，这无疑是民族精神

的又一次升华。

防治新冠肺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没有熊熊烈火和滔

滔水啸的特殊战斗。新冠肺炎这个病魔的

源头迄今还没有厘清，对宿主和传播机理还

没有完全搞清，对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发明还

没有最终结果，对疫病流行的特点和规律还

没有完全掌握，对疫情防控中的重点和难点

还有待于认知，这就决定了这场战疫的复杂

性、艰巨性、反复性和持久性。这就需要我

们更加自觉地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攻克难

题，化解风险，以最快速度抢救生命，以最大

努力减少损失，使民族精神成为最终战胜新

冠肺炎的强大精神力量。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每一次艰难险阻的到来，都是对民族意

志、对民族毅力、对民族智慧、民族精神的验

证。无论是外敌入侵的战争年代，还是天灾

人祸的动荡时期，华夏民族都让民族精神丰

润朗阔起来，将艰难险阻变成民族精神光耀

出彩的舞台，将大灾大难变成民族精神张扬

的契机，惟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傲然立于

世界东方。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

艺是民族精神的引擎与火炬，是时代前进的

旌旗与号角，文艺为伟大民族精神在抗“疫”

斗争中辑构和弘扬提供不可或缺的内在动

力。广大作家艺术家要不负时代的感召和

呼唤，不负人民的期待和厚望，通过书写和

状绘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的伟大实践，创

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血性的文艺精

品，讲好抗“疫”故事，传递抗“疫”声音，弘扬

抗“疫”精神，凝聚抗“疫”力量，彰显信仰之

美、崇高之美、壮丽之美，努力成为民族精神

的倡导者、传承者。“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

有可以传世之心。”逆行驰援武汉和湖北的

医护人员是践行民族精神的主体力量。广

大作家艺术家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仁医、

肩头有责任、笔下有正气，心生感念、心怀敬

畏、心存仁爱，潜神笃志、矢志不移、葆有匠

心、精雕细琢，真心叙写医护人员在抗“疫”

中的感人事迹，精心描摹医护人员在战“疫”

中的高迈形象，悉心展现医护人员在战“疫”

中的英雄风采，为后世树立起一座座伟大民

族精神的当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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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论者所说的近现代民歌运动，

多指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

集整理运动，其实不尽全面。近现代民

歌运动历时半个世纪，北大收集整理歌

谣只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件。这个运动持

续时间长，有发起人，有代表性事件，有

具体纲领，有阵地，有成果，而且对后世

影响显著，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

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切意义上的近现代民歌，是指

1900年至1949年间各地流行的民歌，

1840年至1900年是近现代民歌的准备

期。1900年代，以醒民救世为目的，梁

启超、李伯元、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

《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上，

相继开设“杂歌谣”“时调唱歌”等专栏，

收集刊载民歌、拟民歌；上海报人张丹斧

与钱芥尘，更是创办杂志《灿花集》，专门

刊登文人创作的以改良社会输灌文明为

宗旨的时调俗曲，可以视作近现代民歌

运动的起点。1900年以前的民歌俗曲，

只是传统韵文的配角，是以民间身份，扮

演着隐性文化、亚文化的角色，它从来没

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辉煌，也即

不可能走上文学活动的舞台中央，即使

是被称为“我明一绝”的明代民歌亦不能

外，《诗经》是特例中的特例。1900年

代，石印、铅印技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

市应用已经成熟，与此相呼应，中国近世

报刊业开始发韧，受众面逐渐扩大。因

为民歌时调来自民间，天然地具有易于

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特点，因而成为文人

借助全新传播手段（报刊等出版物）,向

民众灌输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国等

新思想的载体，民歌自此开始介入近现

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并扮演重要的

角色，近现代民歌运动的种子开始萌芽。

1910年代，知识分子倡议“到民间

去”，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在全国

范围征集整理“近世歌谣”。鲁迅在《拟

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出，“当立国民文

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

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挥而光大

之，并以辅翼教育”。1920年代，《歌谣

周刊》创刊发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投

身歌谣收集与研究工作，民歌有助文化

启蒙与文学发展、社会改良的作用，得到

空前重视，民歌俗曲的传播与接受日新

月异，继北京之后，上海各书局竞相编

辑、出版民歌时调集。据笔者个人所见，1920年至

1949年，30年间由上海出版的以“时调大观”“时调新

曲”等为名的民歌集达100余种300多册（其中一种

《时调大观》全套50册），发行量无法统计，影响遍及

全国城乡。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以为，在文艺复兴时代

以后的世界上，唯有民歌依旧保持了早期诗歌的道德

效力，因为它以口相传，和曲吟诵，并负有实际功能。

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近现代民歌体现了鲜明的“道

德效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空前紧密，民歌不再是

“私情谱”的代名词，它在保持原有言情特色的同时，

强势回归先秦时期即已确立的“采诗观风”干预现实

的传统，实现自身的转型。事实证明，近现代民歌的

转型，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息息相关，相辅

相承，也即民歌是推动近现代社会文化进步的有生力

量之一。

在此过程中，民歌的内容与研究都呈现多样化色

彩。研究方面，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阵

地，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人是以历史学、民俗学、

民间文艺学的方式与理念整理研究民歌俗曲。内容

方面，《时调大观》一类出版物中，既有《孟姜女过关》

那样的旧调，也有《烟花女子叹十声》《怨郎十叹》《探

清水河》一类揭露社会不公、倾诉男女悲情的哀鸣，更

有《劝青年十杯酒》《救国五更调》《倡用国货五更调》

一类醒民救国的响亮篇什，社会新闻人物如康小八、

阎瑞生、王莲英、蒋老五等的惨痛遭际频频被编入民

歌中供人传唱，警示世人。民歌本身的发生发展，思

想文化思潮的裹挟，进步知识分子的鼓吹推动，在文

学史、文化史、音乐史的多重场域中，近现代民歌成为

一个独特的存在，已经具有完整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

运动的意义。

一是纲领。近现代民歌运动有纲领。如《新小

说》《绣像小说》《灿花集》等所说的采撷时事，醒人耳

目，移风易俗，以补时艰，即是明确的纲领。运动进行

过程中，纲领得以修正，内容有所补充。1922年，周

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称征集研究歌谣目的有

二，一是学术，二是文艺，文艺排在学术之后，

概因其时西学东渐，风云激荡，亟须建构新兴

学科如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歌谣

恰好是最可利用的工具。1936年，胡适在为

《歌谣周刊》所拟《复刊词》中，则重点突出文

艺的作用：“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

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

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

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

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

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时隔10多年，形势

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势危如累卵，民族存亡未

卜，一切文艺、文化均成为宣传与鼓动的工

具——同是工具，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民歌运

动承担的使命随形势发生变化，亦在情理之

中，此时若仍强调学术优先，才是不合时宜。

但是“文艺的作用”，仍在先驱者所说“以补时

艰”的范畴之内，梁、黄等人倡导的“小说革

命”“诗界革命”，本身就包含了文艺救世的内

容，其在《新小说》设立“杂歌谣”专栏，也是细

化其文学观念的举措之一。

二是代表性人物。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代

表性人物可分三类。一是自觉的倡导者、引

领者，如上说梁、黄、陈、张，他们有着明确的

理论主张并身体力行，起到了旗帜与标杆的

作用。二是积极的推动者、参与者，如周作

人、鲁迅、胡适。某种程度上，推动者、参与者

扮演的是接力的角色，缺少他们，运动或会难

以为继。三是以实际的工作，为民歌运动开

拓疆域夯实基础者，如郑振铎、顾颉刚、朱自

清、胡怀琛、钟敬文诸公。郑、顾等先生的工

作，大大提升了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专业化层

次与学术水准。

三是阵地。新兴报刊如《新小说》《绣像

小说》《安徽俗话报》《灿花集》《歌谣周刊》《民

俗周刊》，包括为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刊发征

集歌谣声明的《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成为

近现代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它们为民歌整

理与研究成果的发布、为民歌运动鼓吹参与

者声音的发表，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四是成果。以数量论，仅我所得这50年

间的民歌时调出版物，即有2000余册，汰除

重复，存世数量仍然惊人。个人著述有郑振

铎《中国俗文学史》，朱自清《中国歌谣》，胡怀

琛《中国民歌研究》，刘半农、李家瑞《中国俗

曲总目稿》，刘半农、常惠《北京小曲百种》，李

家瑞《北平俗曲略》等。这些著述，确立了民

歌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学科地位。

五是影响。既是运动，必须持续一定时间，

有一定的覆盖范围，对当时乃至后续时段的文学、文

化、社会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近现代民歌运动前后持

续半个世纪（若是加上准备期，则达百年），范围遍及全

国城乡，发起者、参与者有知识分子，更有普通民众，既

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民歌传播接受运动，也是一场多学

科融合互动的学术运动，同时还是有着实践意味的文

化启蒙与社会改良运动，由李景汉、张世文编选，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定县秧歌选》等系列著述，即

是民歌参与文化启蒙社会改良进程的实例。

近现代民歌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久的。洪

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

1937》探讨20世纪初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民间文学

运动及其影响，以为这场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几位青年

民俗学者发起，他们批评儒家传统及贵族文化，主张

“到民间去”，找寻中国文学的真正宝藏。他们认为民

歌、传说、儿童文学和谚语等是平民的“真声”，也是中

国文学的精粹部分；他们还认为，这些平民文学种类

长期受到上层儒家精英文化的轻视和压制，正在迅速

消失，故应该抓紧抢救，努力搜集，恢复它们原有的光

彩。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

期的“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笔者所说的近现

代民歌运动，与洪著所说“民间文学运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洪著云民间文学运动为“‘文化下乡’运动

开启了先河”，当然合乎史实，私意近现代民歌运动的

余波，实际上可顺延至“大跃进民歌”时代。对“大跃

进民歌”固然有不同的评价，而其为现实服务、为时代

发声的主旨，与近现代民歌运动先行者以民歌干预社

会文化进程的用心，何其相似乃尔。不独如此，2017

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制度。传统民歌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总结

近现代民歌运动的背景、得失、意义，对新形势下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落地，仍然具有实

质性意义。

医者 叶 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