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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字的文化阐释

。黄卫星1，张玉能2
(1．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北京100190；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从“爱”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来看，“爱”的本义似应为“深情”；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爱”是指一种深厚的

情感，往往因爱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情感；从美学角度来看，“爱”与“美”密切相关。“爱”虽是人类美好的

情感和追求，但“爱”也是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的情感。如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爱情

却可能是悲剧故事的缘起。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世界里，爱情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美好的形

态。爱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高尚感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可

以凝聚起不同人群的爱心共同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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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love”

HUANG Wei-xinf，ZHANG Yu—nen季

(1．Institute ofAutomation，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love”and its evolution，its original meaning should be like

‘‘deep love”．From the view of psychology,“love”refers to a deep emotion．which often because the object of love and

the different ways to form different emotions．From 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love’’and“beauty”are closely related．

Although“love”is a beautiful emotion and
pursuit

of mankind，it has the emotion of times，nationality and class．Such as

love is the most beautiful feeling of human，while in the private ownership condition，“love’’may be the origin of tragic

story．Only in the elimin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utopia world or the communist world，love can really show its beautiful

shape．“Patriotic”is a kind of noble sentiment of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COre values．“Love”is a huge social power which unites the love of different people to struggle together

for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harmoniou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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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符号，是人类话语生

产和精神生产的工具和产品。透过每一个字及其所

组成的词语的形声义的演变以及人们对这种演变

所做的阐释，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字所承载和传播的

文化的具体内涵、独特特征、变化发展。因此，我们

选取了一些中华文化关键字，对其进行文字和词语

诠释，以期从侧面理解和阐释中华文化。本篇论文以

“爱”字为例进行相关论述。

一、“爱”字的形和义

“爱”字的本义各家说法不一，说文解字的分析

也不尽相同。“爱”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爱”的

本义似应为“深情”，现代汉语中主要衍生出爱情、

爱好、爱心、爱国、爱欲、博爱等词汇。

关于“爱”字的本义，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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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说文》：爱，行貌，从炙，悉声”。段玉裁日：

‘o心部：‘恶，惠也。’今字假爱为悉而悉废矣。受，行

貌也，故从炙。”徐灏日：“受训为行，亦以从炙知之

也。疑受即馒字。《广雅》：‘受，馒也。’人部：‘馒，

仿佛也。’《尔雅·释言》：‘菱，隐也。’然则爱者隐

之行也。”舜徽按：“爱训行貌，盖谓行之欲进不前，

滞疑若有所待也。亦即仿佛之意。湖湘间称行步迟

缓不欲遽进者为挨，当以爱为本字。”⋯李恩江《常

用字详解字典》说：“爱(受)，从受省从友，会意。

对人或事物感情深厚。特指男女间的恋情。爱惜，爱

护。(辨)爱字篆书本作悉，从心无声，无读i1，后借

用受。受，从炙，悉声，本义为行走的一种样子；炙

读SH i，义为行走迟缓；楷书讹变作爱，用为惠爱的

专用字。简化作爱。”匕。顾建平《汉字图解字典》说：

“爱，会意字。金文形体像人捧着心表示爱。篆书从

炙(到来)，从悉(受的本字)，悉(a1)亦声。隶、楷

从耐(抓住)，从一(覆盖)，从心，从炙(到来)，表

示来到并占据心头的对人或事物的深厚感情。简体

字从啼、从一、从友，表示占据心头的亲善之情。本

义是有深厚的感情。”L3 o李格非主编的《汉语大字

典(简编本)》列举了12个义项，主要有惠、仁爱，亲

爱、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的感情，喜欢、爱好，特指

男女间的情爱，怜惜、爱惜，吝惜、舍不得，护卫，容

易、常常发生，对别人女儿的尊称，行貌，通“菱”等

等H』。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的《故训汇纂》

中列举了77个义项，主要有行貌、惠、仁、仁爱、慕、

怜、怜惜、亲、亲爱、亲幸、恩爱、贪、贪爱、好、追思

之念、悉等等b一。

根据这些字书，我们可以确定“爱”字的本义

就是“深情”。不过与“爱”字本义有两种相关的意

义：一是行走迟缓之貌，一是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

的感情。二者之间大约有一定的联系。现在的“受”

之所以能够替代“恶”，大概由于行走迟缓的一种原

因是对人或事物怀有很深的感情吧。

二、心理学上的“爱”

“爱”，首先是一种人的感情，而感情是人类的

心理活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爱”是一种深厚的

情感，往往因爱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情

感，如爱情、爱国、爱欲、爱心、爱好等等。

人类的心理活动一般分为三大部分：认识、感

情、意志。也有心理学家，如中国心理学家潘菽沿用

中国传统心理学的观点，把人类心理活动分为两大

部分：认识和情志(感情和意志)。感情是人对事物

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态度的体验。因此，感情的基

础是人的需要，感情一定要指向—定对象事物，而且

感情不仅应该体现在人对对象的态度上，还应该让

人自己体验到。感情有肯定性和否定性的区分：能够

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事物使人产生肯定性感情，如

欢乐、兴奋等等；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事物使

人产生否定性感情，如忧伤、恐惧等等。感情可以分

为不同的类别。按照所涉及的内容，分为理智感、审

美感、道德感；按照感情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

关系，可以分为外倾性感情和内倾型感情。按照与不

同需要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由物质需要(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需要、尊重需要)引发的感

情叫作“情绪”，由精神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

伦理需要)引发的感情叫作情感，情绪是人和动物所

共有的感情，而情感则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

还可以根据其强度、速度、持续时间可划分为三种：

强度、速度特别大，来势特别猛，消退又特别快的

感情，叫作“激情”，如大喜大悲、欣喜若狂、愤怒、

惊恐、绝望等等；稳定、深厚而又强有力的，能够控

制人的身心而又长期影响人的行为的感情叫作“热

情”，如对事业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某种

“爱好”等等；平静、微弱而平缓、持久的，没有突发

性外部标志的感情，叫作‘心境”，如乐观、忧郁、沉

静等等。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确定不移，往往

可以相互转化。

“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一。这不仅仅是

因为人类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群居动物进化而来的种

群，还因为人类的物质需要(缺失性需要)包含“爱

的需要”或者“相属需要”，更因为人类逐步明白自

己是一种“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作为一种

高级的群居的种群，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可能

离群索居的。因此，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

“爱的需要”或者“相属需要”作为人类的“缺失性

需要”(即不可或缺的需要)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正是这种“爱的需要”能够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

如果没有家庭之爱(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朋

友之爱、族群之爱，一个幼小个体是很难长大成人

的，人类历史上由仇恨所酿成的战争、格斗、暗杀、

阴谋，扼杀了多少鲜活的生命!人不仅有比任何一种

动物都要长得多的婴幼儿时期，而且每一个人终其

一生都离不开其他人，否则就几乎无法生存下去，更

不能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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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正是这样广泛而

无处不在的社会关系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情感

的正价值的不可缺少。“爱”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黏合

剂，可以把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

精神的条件汇聚起来，以供每一个个体的正常生存

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不同民族、不同阶

级的有识之士都在极力倡导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爱。

仅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没有了“爱”，人类及其个体

都会遭受十分可怕的心灵疾病的侵扰，会在焦虑、

恐惧、忧郁、孤独等等之中备受煎熬，甚至无法生

存。因此，“爱”是健康心理状态的基本保证之_，也

是确保人的本质的基本条件之_。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

1909—1994)，在《爱与意志》中说：“西方传统中爱

的类型有四种。第一种是性欲(sex)，或我们所谓的

肉欲(1ust)、原欲(1ibido)。第二种是爱欲(eros)，即

导向生殖或创造的爱的驱力，也即古希腊人所说的

指向更高存在形式和关系形式的内在动力。第三种是

友爱(philia)，或朋友兄弟之爱。第四种是拉丁文所

说的博爱(agepe或aritas)，即献身于他人幸福的爱，

其原型形式是上帝对人类的爱。每个人对真实的爱

的体验，都是这四种类型的不同比例的混合。”r7J
71。74

这里所说的“性欲”是一种人与动物所共有的本能感

情，“爱欲”则是在“性欲”本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属于人类自身繁衍和创造内驱力的深情，“友爱”是

亲近的人之间的深情，而“博爱”则是对其他所有人

的深情。因此，“爱”应该是专指人类的一种深情，它

可以由最基本的动物性本能，通过人类的广泛实践

活动扩展到自身，再到亲近的人，最终—直延伸到一

切其他的人。这也正是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总

和”的现实眭的不断自我实现。

罗洛·梅对性欲与爱欲的区分，对我们具有启

发意义。他指出：“在生理学的意义上，性欲可以适

当地定义为肉体紧张状态的积累与解除。与此相对

照，爱欲则是对个人意向和行为意蕴的体验。性欲

是刺激与反应的韵律，爱欲则是一种存在状态。性

欲所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

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也就

是说，“性欲”仅仅是一种动物性需要的发泄，它始

终把人滞留在动物的水平t，而“爱欲”则给人_种

自我实现或者自我拓展的欲望和渴求。“爱的本质就

在于它是从前面牵动我们，而性的本质则是从后面

推动我们。”“爱欲”引导人们向上、向前发展，“他

引导我们为寻求高贵善良的生活而献身”。“简而言

之，性是一种关系模式，其特征是性器官的膨胀(我

们因此而寻求快感与松弛)和生殖腺的充满(我们

因此而寻求满足与释放)。而爱欲则是另一种关系

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我们并不寻求缓解，而是

力图去培植、生产和塑造这个世界。在爱欲状态中，

我们往往渴望得到更多的刺激。性是一种需要，爱

却是一种欲望，正是这种欲望的掺杂，才使爱变得

更为复杂。美国人_谈到性就首先想到性高潮，就

这一点而言，我们承认，性行为在动物学和生理学意

义上，其目的确实旨在达到性高潮，但爱欲的目的却

不然。爱欲力图在喜悦和激情中与对方融为一体，

力图创造出一种新的经验层面，这种经验层面将拓

展和深化双方的生存状态。根据一般的说法并经弗

洛伊德和其他人证实，人们普遍的感觉是：在性欲

解除之后，我们总是想睡觉～或者如一个笑话所
说的那样：穿上衣服，回家睡大觉。但在爱欲中，我

们的愿望却恰恰相反：我们始终不寐地想念我们的

爱人，回忆和重温往事，力图从中国人所谓‘多姿多

彩’的体验中，发掘那些万古长新的层面和内涵。”

在“爱欲”之中一个人总是要与被爱的人结合在一

起去获得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去创造新世界，去创

造新价值。‘‘人性中温隋的来由，正是这种寻求与对

方融合的内在驱力。因为爱欲一绝不是性欲_乃
是温情的源泉。爱欲乃是融为一体、建立全面关系

的一种渴望。”所以，“爱欲”是一种涉及爱的双方的

一体化、和谐化的力量，“爱欲永远推动我们超越自

身”[7]71-74。爱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它最终可以超越时

代、肤色、阶层、民族、阶级等等一切有限的界限。

用《爱与意志》的译者的归纳来说，爱欲是人心中固

有的倾向。爱欲使人向上，使人追求真善美，使人走

向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总之，爱欲是使人与他

人，与万物，与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内在动力。爱

欲创造生活、唤起激隋，打碎旧形式创造新形式一j6。
“爱”这种心理和精神的力量，在全球化与和平发展

的历史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过程中，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发现它的真正本质和巨

大价值。

三、美学上的“爱”

从美学角度来看，“爱”与“美”密切相关，许多

中外美学家论述了“爱”与“美”的关系，西方现代

主义美学家弗洛伊德就把“美”的本质归于“爱欲”

(“性欲”)，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马尔库塞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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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爱欲”与文明、文艺、美学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最早比较

系统地，从形而上层面谈到了“爱”与“美”的关系。

他说：‘‘凡是想依正路达到这神密境界的人，应从幼

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他第一步应从只爱

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

理。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

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

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从而“不再把过

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再进一步，他

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并

“凭他来孕育最适宜于使青年人得益的道理”“从

此再进一步，他应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

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因此就把形体的美看得比较

微末。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

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

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像一个卑微

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

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某一种行为上。这时

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

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丰富的哲学

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

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E8]37-38。在

这里，柏拉图不仅论述了有了“爱”才可能有“美”

的感悟，而且还由浅人深，一层一层地论述了“爱”

引导一个人由形体美到心灵美，再到行为美和制度

美，进而达到学问美和知识美，最终领悟“美本身”，

即“理念美”。换句话说，柏拉图认为，只有爱“美”

才能够真正把握“美”的真谛，因此，在本真的意

义上，“爱”产生“美”。古罗马的朗吉弩斯(Casius

Longginus，213—273)在《论崇高》中也有类似思想，
不过，他强调的是对崇高的爱。他说：“大自然把人

放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他不仅来观赏这全

部宇宙壮观，而且还热烈地参加其中的竞赛，它就不

是把人当作一种卑微的动物；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

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叵
的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

东西的爱。因此，这整个宇宙还不够满足人的观赏和

思索的要求，人往往还要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一个

人如果四7y，，'k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

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

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因此，仿

佛是按照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所赞赏的不是小溪小

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

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18j38。39换句话说，对于神

圣事物的ix'叵的爱使人找到了崇高(阳刚之美)。俄

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解释“美是生

活”时说：“对于人，什么是最可爱的呢?生活；因为

我们的一切欢乐、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

望只与生活关连⋯⋯”(《生活与美学》)[8
J
243也就是

说，美应该是让人感到可爱的东西，而生活是人感

到最可爱的东西，所以，“美是生活”。保加利亚的思

想家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创造了美，

使人对美的领悟能力敏锐起来，促进对世界的艺

术化认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关于

爱的思考》中说：“真正的爱，意味着不仅对美的享

受，而且要去创造美。”L91类似的思想在中国也有。

中国儒家大圣人孔子-左《论语·里仁》中说：“里仁为

美。”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与仁者做邻居

是一件美事；另一种是：接近仁的就是美的。无论是

哪种解释，“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根本思想，所以，接

受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就必定会是一件美好的事

情，也一定会生出“美”来，而孔子所谓的“美”也就

是“仁爱”。在中国从古至今流传着一句格言：“情人

眼里出西施。”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格言，至少可以

说明，“爱”(爱情)可以增强情人的“美”，也许还可

以进一步说；“爱”(爱情)创造“美”。人们似乎都

会感觉到，恋爱中的人是最美的，而真正美的人_定

会得到真正的爱。

最为系统、直接地把美与爱联系起来的是弗洛

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美学。在《文明及其缺憾》中，

弗洛伊德指出，“美是性感情领域(sexual feeling)

的派生物，对美的热爱是目的受到控制的最好的例

子。‘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性”L10]。在

《论非永恒性》中，他还认为，“一切美与完善的价

值都要依其对我们的感性生活的意义来确定”¨1|。

具体说来，弗洛伊德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性

本能”“爱欲”(即恋母情结或俄狄浦斯情结)的升

华，也就是“性本能”“爱欲”通过社会所允许的方

式和途径表现出来就是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这些论

断都直接地把美、美感与人类的性、爱欲的本能联

系起来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

分析美学和文艺观点刚面世时，确实是惊世骇俗，令

人瞠目结舌。但是，它毕竟把美学和艺术拓展到了无

意识、潜意识的深层心理，开启了深层审美心理学和

深层艺术心理学的探索。它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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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梦角度阐发了文艺和审美活动的特征：游戏的非

功利性，梦的非现实性，纯形式的审美性。它还揭示

了“美”和美感的无意识和潜意识根源及其特征：

美感的感性性和价值性。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美学和文论，在世界观上有着泛性论和生物还原

论的错误和以偏概全，在方法论上存在把人类及其

“美”和艺术等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能，甚至仅仅根据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

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三部作品就片面地把西方文学史归结为“一部俄

狄浦斯情结的历史”，因而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论的

结论是片面化、极端化的，对美学和艺术研究也产

生过一些不良影响，甚至害人不浅，使人误入歧途。

不过，精神分析美学和文论毕竞产生了巨大影响，其

后许多人纠正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在此基础

上出现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美学和文

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马克思

主义的美学和文论，还有许多后精神分析的美学和

文论，如福科、拉康等人的美学和文论都与弗洛伊

德精神分析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尔库塞以

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

论依据，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因此，他

的观点和理论又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的

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在成熟工业文明的“理想”

条件下，尽管劳动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劳动时间减少

到了最低限度，劳动机能可以相互交换，但劳动的异

化性质并未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以异

化劳动来对人的“爱欲”本能进行额外压抑的，违背

人|生的，不自由的社会。他要求改变这种状况，解放

“爱欲”。他说，一种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出现将

改变而不是破坏劳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爱欲”的解

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这就是说，马尔

库塞要通过爱欲的解放去改变社会劳动异化状态，

把社会的、人的解放归原为人的本能的解放。再进

一步，人的解放必然涉及审美和艺术。马尔库塞引用

古希腊神话来说明：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一样是受压

迫的、残忍的、痛苦的，因此一样有待于解放。这个

解放就是“爱欲”的工作。“俄尔浦斯之歌”打破了

僵化，推动了森林和岩石，使它们分享快乐。这样就

很自然地由爱欲的解放，通过快乐、感性而引向了审

美和艺术。换言之，要解放人类，就先要解放爱欲，

而要解放爱欲，就必须通过审美和艺术。因此审美

和艺术可以使人达到与理性相调和的“新感性”。在

《论解放》的第二章中，马尔库塞专门地论述了这种

“新感性”。他指出，“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

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

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

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生命的本能，在规划不

同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配时，将会

找到自己的合理表达(升华)，因而就会使选择和目

标具有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在于要生产什

么，而且在于生产的‘形式’。解放的意识，将高扬科

学与技术的发展，使它们在保护生命和造福生命中

去自由地发现并实现人和事物的可能性；并且，为达

到这个目标，充分调动起形式和质料的潜能。这时，

技术就会成为艺术，而艺术就会去塑造现实，也就

是说，在想象与理性、高级能力与低级能力、诗歌与

科学思维之间的对立，将会消除。于是，一种崭新的

现实原则就诞生了，在这个原则下，一种崭新的感性

将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

中，结合在一起。”1121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把“新感

性”看作是爱欲的升华，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压抑的

过程中，“新感性”已成为一个政治因素。他认为，革

命必须同时是感性的革命，与革命相伴随的必须是

社会物质方面和知识方面的重构，革命创造的将是

崭新的审美氛围，也就是“爱欲”的解放。这种西方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自认为是补充了马克思主

义经典学说的不足，也许有其一定的道理，可是，从

根本上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是

不足为训的。但也由此可见，“爱”与“美”是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的，值得注意。

总而言之，“美”与“爱”，在人类的生活里、观

念中、精神世界里，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二者之间

会有着相互促进、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美”无疑可以引起“爱”，而“爱”可以创造“美”；

“美”可以增加“爱”的内涵，“爱”也可以使“美”丰

富多彩；“美”可以转化为“爱”，“爱”也可以转化为

“美”。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爱”与

“美”的关系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们是人类社会生

活的两朵最为绚丽多姿的鲜花，共同把人类的生活

装扮得幸福快乐，精彩纷呈，充满希望。

四、人类历史上的“爱”

“爱”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和追求。西方启蒙主

义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和旗帜，中国传

统儒家思想也以“泛爱众”为仁学的核心内容。但

是，“爱”并不总是让人感觉美好、令人快乐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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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具有时代性、民族陛、阶级性的情感。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

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一种错误论调：“文艺的基本

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进行了反驳。他说：“爱

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

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

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

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

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

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绝没有

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

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

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

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

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

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

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

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

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

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

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u列

的确，“爱”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它来源于人类

的社会实践中对象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一种态度的

体验。因此，不同的对象及其性质状态可能引起人

们的不同的爱或恨，不同的人由于自己的需要的差

异也会引起不同的爱和恨。也就是说，主客观的情

况是会制约人们的“爱”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划分

为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情况下，在不同

的历史时代，不可能产生统一的“爱”。这种统一的

“爱”，只能是人们的～种美好愿望，在这种情况下

非要提出所谓的“统一的爱”，如果不是无知，那就

是一种有意的欺骗。古今中外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

阶级曾经大力鼓吹过这种“统一的爱”，实际上就是

一种愚民政策。然而，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共产

主义社会中这种统一的“爱”是可能产生的。只是，

这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的美好愿望。我们可以而且应

该为之努力奋斗，然而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超越时

代、民族、阶级、阶层的具体条件而奢谈或空谈‘‘人

类之爱”。在目前的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资本

主义、恐怖主义，存在着剥削者和压迫者，存在着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人类就不可能有“统一

的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尽管从根本上

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但是整个世界还存在着

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制度还在不断建设和

完善之中，阶级差别、阶层差异、贫富差别、城乡差

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人民之间的思想

觉悟和道德修养的差异还将长期存在，因而同样不

可能有“统一的爱”。

不过，作为历史上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在为

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应该提倡‘人类之爱”，并且
为实现这种‘人类之爱”而英勇奋斗，在反对一切剥

削阶级的‘人类之爱”的谎言和欺骗之中，逐步创造

实现‘‘人类之爱”的条件，而不能以反对剥削阶级的

‘‘人类之爱”的谎言和欺骗作为借口而制造‘人类仇

恨”，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意大利、日本

法西斯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代恐怖主

义，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是反人类的，非人

性的，无人道的，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就应该

对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一仁爱”“泛爱众”的思
想予以扬弃和发挥。

五、人类的爱情

爱情是人类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爱”。

在人类历史上，“爱情”曾经是最美好的情感，可

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因为爱情却会酿成许许多多可

歌可泣、千古流传的悲剧故事，像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祝英台、茶花女等等。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

的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世界里，爱情才可能真正

显示出其美好的形态。

男女之间的爱(包括以肉欲为基础的性爱和以

爱欲为基础的情爱)是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

系，也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

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

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

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

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

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

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

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

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

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

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

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

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

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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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

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

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

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

存在物。”1141也就是说，男女之爱的变化发展，由动

物性的性爱转化为人类的情爱，恰恰证明了人类文

化教养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爱情往往就成为衡

量人类文明的尺度。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了私有

制的社会以后，奴隶主、封建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

级和统治阶级，却为了_一己私利而千方百计扼杀和阻

碍人类的这种美好而自然的关系和深情，从而酿成

了不可计数的爱情悲剧，把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情

爱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蜕变为动物的本能、肉欲，

让人们在这种非人的境况中才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

动物一样的人。而当人追求真正的人类的爱情时，

却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反人性意愿的社会压

制，从而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悲剧。这种状况是全

世界所有的私有制社会的共同和普遍现象，在几千

年封建礼教“吃人’的社会中尤其严酷和惨烈。

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牛郎织女》《天仙配》

《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凄婉动人的美好爱

情故事。牛郎织女因王母娘娘不满他们的男欢女爱

而被拆散，天各一方，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因此故事

形成了七夕节这个中国的“情人节”。七仙女与董永

的美满爱情生活因触怒了玉皇大帝的天条而最终演

变成悲剧。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得罪了法海和尚，

从而也遭致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尽管白娘子

最终被做官的儿子救出，但仍然是九死一生，饱受

折磨。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威

逼之下只得双双赴死，最终化蝶飞舞到世外，留下

浪漫的梦想。这些神话传说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

神权、父权对爱情的摧残。中国的文学艺术之中也

有许多描述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的篇章。

《诗经》中的国风多为情诗，尽管被孔子删减得“思

无邪”了，但其中真挚的情爱还是溢于诗外。汉乐府

中的《孔雀东南飞》记录了一段悲惨的爱情故事：东

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心地善良的刘兰芝和庐江小

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焦母以婆婆的权威百般刁难

刘兰芝，兰芝被迫请归，仲卿向母百般求情无果，夫

妻只得“誓天不相负”，双双话别。兰芝回到娘家，不

断有人慕名求婚，前有县令为子求婚，后则太守谴丞

为媒，均被兰芝断然拒绝，可是其兄对其恶语秽言，

兰芝被逼无奈而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

夫妻约定“黄泉下相见，勿违今Et言”。兰芝出嫁之

Et，刘焦二人自尽毙命，忠贞不渝，成千古绝唱。南宋

爱国大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也因《钗头

凤》一词而流传不绝。白居易《长恨歌》中讴歌的唐

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尽管由于安史之乱杨贵妃不

得不冤死马嵬坡，但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却是“在天

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十娘怒沉百宝箱》有力地痛斥

了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和势利，抒发了底层妓女对坚

贞爱情的向往。《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

不渝的爱情，可以感天动地。《红楼梦》中贾宝玉和

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主

义宗法家族观念、“四大绳索”(神权、族权、父权、

夫权)与个性自由、恋爱自由、反对功名利禄等新思

想、新观念之间冲突的最典型的现实主义表现。《红

楼梦》中贾宝玉和薛宝钗的“金玉姻缘”以及贾宝玉

和林黛玉“木石前盟”的天意安排，就已经预设了贾

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根子以

及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贾宝玉偏不信什么“金玉姻

缘”，偏信“木石前盟”。然而，代表新思想的贾宝玉

和林黛玉势单力薄，最终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相

抗衡，必然走向悲剧的结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个

性发展同样也将他们推向了爱情悲剧的境地。贾宝

玉从小在女儿堆中长大，从而形成了喜爱女性性格

的习性，这本身就与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格格不

入，加上他从小就厌恶读圣贤书，不喜走“学而优则

仕”的干禄道路，却同情社会最底层的艺人及丫鬟，

结交戏子艺人，体恤仆役丫鬟，因此成为贾政之类眼

中的“败家子”，多次遭到家法处置。林黛玉则是一

往情深地对待宝玉，又单纯而执着地反对所谓“金

玉良言”的谬说，再加上黛玉在寄人篱下的生活境遇

中所养成的孤傲自尊、桀骜不驯、任性刻薄、离经叛

道、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得她不容于宁荣二府的封

建官僚大家庭与喜好温柔敦厚、相夫教子、贤妻良母

的封建宗族的沉重氛围不相融合。林黛玉和贾宝玉

的叛逆性格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一个原因，新型

个性与旧式家族之间的必然冲突形成了不可调和的

悲剧性矛盾。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荣

宁二府这样的封建官僚大家庭正在经历着由盛到衰

的颓败过程，而家族的家长正在极力挽救这个家族

大厦的倾倒之势，所以，对于能够力挽狂澜的“金玉

良缘”之类的救命稻草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而对于

“木石前盟”之类的倒行逆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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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所以像薛宝钗那样能够规劝贾宝玉多读圣贤

书、学而优则仕的贤媳就当然受到家长们的青睐，从

而成为促成金玉良缘的巨大助力。相反，像林黛玉

那样只会陪同贾宝玉沉溺于《西厢记》《牡丹亭》之

类的淫词秽语、鼓励宝玉不求上进、反对功名的叛

逆之徒自然会受到家长们的白眼和拒斥。因此，林黛

玉和贾宝玉的纯真爱情越是不断增长，他们的爱情

悲剧也就日渐临近。最后，在贾宝玉满心欢喜进洞房

去见他的H思夜想的林妹妹时，林黛玉却在婚礼喜

庆的鼓乐声中泣血焚稿，气绝人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习和吃人礼教，并

没有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一扫而光，反而在

一定程度上变本加厉制造了旧瓶装新酒的爱情悲

剧。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封建礼教、

封建的“四大绳索”所造成的爱情悲剧，成为一个

非常显眼的题材。鲁迅的小说《伤逝》、巴金的小说

《家》、曹禺的戏剧《雷雨》，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在

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没有彻底消灭的民国时代，《伤

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不可避免

的。尽管子君和涓生反对封建家族和礼教，争取恋

爱婚姻自由，离家出走而同居，但是，男女双方的关

系并不是平等的，仍然与一般中国家庭一样是男尊

女卑，女子完全依赖男子生活。在追求爱情婚姻幸

福乃至性爱的过程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仍然束

缚着子君：看见一张雪莱的半身像，她也会表现出不

好意思；视婚姻家庭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一般

老百姓所谓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在与涓生的关

系中，她主要处于被动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心安理

得地接受涓生的供养；感情上依靠涓生不情愿的施

舍，沉湎在往日的爱情回忆之中，逼迫涓生“做出许

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以致最终失掉了她乞讨来

的涓生的爱情。因此，子君只得妥协，选择走“回来”

了，最终死在她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

过冰霜的冷眼”之下。说到底，子君仍然是一个“还

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现代淑女，她的爱情悲剧，

就是因为子君和涓生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

里”，就是封建社会的沉滞、腐朽毁灭了他们刚刚萌

发的自由爱情。

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礼教是一个吃人的恶魔，这

个恶魔笼罩着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大至国家，小到

家庭，形成了一个个“铁屋子”。在这些大大小小的

“铁屋子”里，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

孝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吃入的东西，最低

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巴金的小说《家》就

是这个“铁屋子”的真实写照，在这个“铁屋子”里

酿成了种种爱情悲剧。《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逆

来顺受的长子长孙，为了维护高家的体面家道，忍气

吞声地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家族间的嫌

隙，觉新不得不舍弃了青梅竹马的表妹钱梅芬，屈从

于父母的意志与素不相识的瑞珏结婚，梅表妹也被

迫另嫁他人。不到一年梅芬便守寡而回到了娘家，

为避军阀战争之灾祸，钱梅芬再度来到高公馆，与

觉新重逢。尽管两人都无法忘却旧情，可是那个“铁

屋子”的恶魔令他们不寒而栗，不得不斩断情丝。就

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沉重的矛盾痛苦中，钱梅芬抑郁

成疾，吐血而死。再看热血青年高觉慧的爱情悲剧。

尽管觉慧是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但是，他内心深处

的封建礼教观念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使他不

能坚决、勇敢、彻底地保护自己的爱人鸣凤，无畏地

捍卫他们的爱情。最终，鸣凤被逼嫁给土豪劣绅、孔

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她抱着一

线希望去找觉慧。然而，觉慧赶着写稿，没有听完鸣

凤的哀诉，就匆匆忙忙把她遣走了。彻底绝望了的鸣

凤，含泪离开了觉慧的住处，怀着对觉慧深深的爱，

投湖自尽了。当觉慧得知了事实真相以后，几乎发疯

地四处寻找鸣风，然而悲剧已经不可挽回，他只能后

悔莫及。

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

的爱情悲剧作品。它以极其凝练的古典主义戏剧

“三一律”，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再现了两个家庭两

代人的爱情悲剧。《雷雨》之中最具“雷雨”性格的

人物是繁漪。名门之女蘩漪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周

朴园，成就着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这个结合本身就

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就是一种封建社会中常见的

爱情悲剧。为此，繁漪只能过着物质上满足女人的虚

荣心、精神上极度空虚的生活。而与继子周萍的暖昧

之隋，既有大逆不道的恶名，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因为周萍真正爱着的是侍女鲁四凤。这种境况造就

了她的尖酸刻薄，甚至乖戾残忍的古怪性格。她不甘

心自己的这种困境，进行了困兽犹斗的反抗，她以摧

毁一切的力量发起了进攻和报复。她不仅揭露了丈

夫周朴园的霸道、伪善和残酷，而且为了得到周萍的

爱和阻止儿子周冲的爱而揭开了周家的秘密，毁坏

了鲁四凤的爱情。这个交织着“最残暴的爱和最不忍

的恨”的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新式女性，在全剧“雷雨

交加”的高潮处总爆发，以疯狂的绝望，将所爱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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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继子周萍和亲生儿子周冲)推向了绝境，演绎了

“雷雨”大爆发的连环毁灭悲剧。梅侍萍是封建资

产阶级公子哥儿周朴园始乱终弃的受害者。当她得

知女儿爱上了周家大少爷以后，就极力阻止女儿四

凤，以避免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个人的命运遭际

使她充分明白了，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的大牢笼里，

门第、身份、家世给人带来的无形枷锁，最终难逃痛

苦、悲惨的结局。她最终目睹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周

萍)、女儿(四凤)被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雷雨所吞

噬。周萍是《雷雨》中的男主角。他面对封建专制家

长的父亲周朴园的威权，只能唯唯诺诺，他—方面与

继母繁漪有着乱伦的畸形的爱情，另一方面又与侍

女四凤产生了真诚的爱情。他始终处在这样一种矛

盾惶惑、战战兢兢的境况之中，尤其是他知道了自己

的生母竟是一个侍女，而且也是四风的亲生母亲以

后，更加痛苦不堪，无地自容，他戴着道德的枷锁挣

扎着、呐喊着，苦闷，彷徨。然而，作为一个受过新式

教育的青年，他又不甘心于命运的拨弄，在雷雨之夜

他与四凤想从此比翼高飞，逃离复杂家庭的一切苦

难和纠结，开始未来的新生活，可是双双被雷雨击断

的电线绊倒，触电而亡。这悲惨的结局，使得周萍刚

毅的抗争成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四凤与周冲在这出

家庭悲剧中都是无辜的。情窦初开的热血青年周冲，

充满着“向天边飞”的生命冲动，憧憬着那远在天边

的生命自由，耽溺于理想世界的精神梦幻里，最终为

了追随和拯救自己的爱人四凤而付出了刚刚开始的

美好的青春和爱情。四凤为了改变现实中那卑微的

地位和不幸的家庭命运，也为了与周萍纯洁的爱情，

挣扎着与命运抗争，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毅然

采取了与周萍私奔的方式，却也最终以触电身亡完

成了那雷雨之夜对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最悲壮的控

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阶段，即使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千

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残余势力也

不能说就已经绝迹，它们还可能继续制造一些匪夷

所思的爱情悲剧。因此，清理和祛除长期以来中国封

建专制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压制爱情的

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青年必须面对的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除此以外，近百年来资本主

义强势文化在爱情方面对中国大地产生的一些负面

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所谓“性解放”带来的

性观念、性道德的混乱和无度，爱情、婚姻、恋爱方

面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杯水主义、功利主义等错

误理论观点，都是必须肃清的。人类的真正爱情，应

该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男女双方应该互相爱

护、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互相包容，建

立起真正的、纯洁的、超功利的深情。

六、爱国的情感

爱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高尚的感情，在人

类历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篇章，也是各国人民核心

价值观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爱

国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

本、最永恒的内容。每一个人都出身于一定的家庭，

而每一个家庭都隶属于一定的家族，每一个家族都

属于一定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会以一个国家或者

国家的成员存在于世界上。因此，每一个人都必然会

与一定的国家发生关系。爱国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最

主要的、最具人性的深情，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每

一个人最起码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种核心价

值观。不过，国家不仅仅是管理社会的机构，更是调

节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而且，在划分为

阶级的社会中它还是统治阶级用来管理、规训被统

治阶级的政治机器，甚至是实行统治阶级对反对统

治者的专政的暴力机器。因此，爱国情感和爱国主义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那里就会有

极其不同的，甚至决然相反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

爱国情感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并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因此，人们所说的爱国必须区分出所爱

的“国”的具体内涵，这个“国”代表的是哪些阶级

的利益，是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

是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还是被剥削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和爱国主义，应该就

是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它代表了中国的最大多数

人的利益，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人民的利益，它与中国封建社会

历朝历代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君主国，以及

与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地主、官

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军

阀政府和“中华民国”，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和政府。中国各族人民理应热爱代表最大多数人的

利益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中华

儿女应该继承和发扬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

的中国精神。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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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爱国主义的英雄儿女层出不穷，他们成为了民族

精英和国家脊梁。忧国忧民的屈原捐躯泪罗江、女扮

男装的花木兰代父从军、安邦和亲的昭君出塞、精忠

报国的岳飞抗金、宁死不屈的文天祥反击蒙古入侵

者、抗倭名将戚继光克敌制胜、抗清英雄郑成功击

退荷兰侵略者、八路军名将左权为抗日救国献身、抗

击日寇的张志忠将军血洒疆场⋯⋯这些中华民族的

爱国英雄，他们青史留名，流传千古，万代垂范，他们

是永远的楷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尤

其是在外来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的危难关头，他

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曾唤醒、激励着无数中华热血儿

女前赴后续，舍生忘死，保家卫国，为国捐躯。中国

文学艺术史上辉煌灿烂的爱国主义篇章不断翻新，

爱国主义的主题随着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

气贯长虹，讴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如涓涓细

流，汇集成民族危亡时期的大江大河，不断掀起爱

国救亡的巨浪。现在，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和中国抗日战争胜N70周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

《黄河大合唱》的高强旋律仍然回响在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耳边和心头，《屈原》《梁红玉》《还我河山》

《赵一曼》《杨靖宇》《西安事变》等抗日英雄的伟

大形象至今屹立在九州舞台和人民胸怀之中。正是

这些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和拥有家国情怀的民族英

雄，感召、鼓舞着中华儿女，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用

英勇不屈的血肉之躯筑成新的万里长城，中华儿女

浴血奋战，团结战斗，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终于迎

来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现在，中国共

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现实实践。在这史无前例的改革创新的艰

巨实践中，中华民族各民族儿女尤其需要弘扬和发

展新时代的爱国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去建设前无

古人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卓绝的革

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当代文艺应该更加彰显、

弘扬、唱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塑造出具体、独特、

感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形象，引导人民树立和坚

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而奋斗。

总而言之，爱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

量，它可以焕发、凝聚起广大人民的爱心，使爱情、

爱国、爱亲、仁爱、博爱、大爱释放出无可估量的威

力，从而团结广大人民，为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

界，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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