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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请先爱家
爱家请先爱父母。
最近一周，我请教很多小学校长谈“爱

国”。 他们几乎是同一个观点———“爱国请
先爱家，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首先告诉孩
子爱家，爱父母。 ”

这让我联想到《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
字云：“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从子，子承老
也。 ”孝字写的就是老人与子女的关系。《诗
经》中也有这么一段话：“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
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所谓百行孝为
先， 自古就是。“孝子之至， 莫大于尊亲”
———《孟子·万章上》。 真正意义上的孝是以

“敬”为前提的，对内心的“敬”最好的表达
就是“顺”，“顺” 就是趋向同一个方向，即
“孝顺”、“孝敬”，所以孝的本质是“顺从”。

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卧冰求鲤、百
里负米”孝顺父母，但至少可以做到青少年
时期少给父母添乱子，少惹是非，少让邻居
登门告状。 成年工作后，每个季度抽空一到
两天回家听母亲念念唠叨， 陪父亲小酌一
杯。 无论我们贫穷或富贵，远隔天涯，还是
近在咫尺，记得在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家，还
有两鬓斑白的父母，他们希望子女时刻遵守
党纪国法，本分做人，踏实做事。

无论逆境还是顺境，请记得给家一份微
笑，给父母一份微笑。

前天晚上在家品茗看书过程中，看到一
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
有一天，兰州军区司令员，有常胜将军

之称的皮定均将军，披着月光去查哨。
他来到哨所问站岗的哨兵：“小同志，想

家吗？ ”
哨兵立正、敬礼，大声回答：“报告首长，

为了革命，我不想家！ ”
皮定均眉头一皱，环视一下陪同来的大

小军官，十分气愤地大声说：“放屁！ 革命，
就不想家了？ 没有家，那来的国？ 连家都不
想咋保国？ 革命不想家，那是大话、空话、假
话、套话！ 不想家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

他又回过头来，亲切地对那哨兵说：“记
住，要想着家，要想着爹妈，要想着家乡的
父老乡亲，这才对得起肩上的钢枪。 ”

今天重温这个真实的故事，给了我们一
个情真意切的启示，那就是爱国应该先从爱
家做起。 只有学会先爱家、爱父母，我们才
有可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不断地
传递正能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爱家也是爱家乡。家国之恋，故土之情。
那千里老家炊烟，那房前小桥流水，那房后
老树昏鸦，那山道弯弯如画。“鸡鸣狗叫也
温暖，吵架骂娘融成乡音”，总之记住乡愁！

（二）热爱每寸土地
爱国之心首先就根植在本土的大地上，

寸土必争，因为我们守土有责。
领土是国家构成的要素之一，维护领土

权益必然是一国公民爱国的最直接反应。
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

中写了这样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
有责焉耳矣”，意即民族的危亡是全民众的
事，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近代以来，中国的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志士仁人所提出的“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源自这里，虽然这
句话成型得较晚，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全民爱国情怀却很早就形成了，我们从《诗
经·秦风》里的一首《无衣》就可以看出，上
下一心、共御外敌的精神，原诗为：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
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
戟。 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
兵。 与子偕行！

诗歌里豪迈地表示，谁说军备不足？ 一
旦有作战需要，同穿战袍，与君共赴战场、
共赴国殇！ 这首诗也便是“袍泽”这个词的
来源出处，喻指军中的同事、情谊深厚的战
友。

热爱祖国，从热爱国土开始，像爱惜自
己眼睛那样爱惜每一寸山河。

我在长沙市一中采访期间，该校副校长
高阳平说，长沙市一中坚持“以天下国家为
己任”，所以学生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很
关注。 举个例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中有
124 个学生战死沙场，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又
牺牲了 70 多个学生，这并不是简单的事。所
以学校始终把“担当”看作自己的特色，不
管什么时候国家碰到困难，一中的孩子是冲
在前面的，学校对这个远远比考几个北大清
华看得重要得多。

当今，大学生踊跃参军，亦是更有形的
一种爱国方式。

一个国家军事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关系
到领土、领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国家
存亡。 因此在国家领土安全受到威胁时，爱
国民众就恨不得奔赴边关、同仇敌忾，这份
爱国之心，上至权贵下至黎民。

（三）人民之爱至上
领土是供养国民生存的基础， 因此，比

土地更重要的，是这地上的人，是组成一个
国家的广大人民。 对民族团结的维护、对人
民生存的爱护， 才是爱国的更重要体现。
《诗经》中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一城一
池、一山一地，都是人民的居住地。

所以《孟子》会斩钉截铁地说：“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民心之和睦、民力
之团结，是比地缘优势更重要的保家卫国的
因素。 而《孙子兵法》 也说：“上下同欲者
胜。 ”这里说的“上下同欲”，并不仅仅指军
队内部的上下一心，更是指全国人民的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 拥有这样的民族力量，就
拥有了制胜之道。

但是民族的团结又何其难也！ 众所周
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
河流中，是我们这些风俗迥异、特征各异的
民族先辈们彼此试探着、爱护着一路走来，
才成就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悠久
的历史中，她经历了多次的分裂、统一。《三
国演义》的作者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就是指的这种现象。 但他把
这种分合现象当成一种定律就不够正确了。
实际上，中国历史，统一是主流，每次分裂，
都包含统一的趋向，都为更大规模的统一奠
定了基础。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我们祖
国的统一，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
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
民族的统一。 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也经
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
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论断有着充分的历史

根据，是非常精辟的。
我们的祖国，用五千年的血泪交融才把

56 个民族组成大家庭， 培养成今天的家齐
国治。

让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各族人民更加
幸福安康， 这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目
的，所以中国的儒家信奉：“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这是
出自《大学》中的话，儒家文化认为，没有人
的存在，何来土的必要？ 疆域，是为护民而
存在。

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荀子在《议兵》中
写道：“爱民者强， 不爱民者弱； 政令信者
强， 政令不信者弱； 民齐者强， 民不齐者
弱。 ”所以，对民众的共同爱护、和平守护，
是历代政府的治国之要；而每个国民的爱国
之情，就体现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同
仇敌忾，赴荡蹈火，誓死守卫家园。

因此，“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维护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每个中
国人的神圣责任。

（四）包容文化之爱
爱国的第四个层面，在我看来，是我们

每个人守住文化的根基不断、守住精神的土
壤不灭，当然，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绝
不是要一味排外，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就
决定了它能包容中外而又不失自我；对中国
文化的坚守，也并不是一味复古的，历史不
能倒退，这是客观规律，我们今天的文化形
态就是时代的选择， 不能只求摹古而不谈
创新、固步自封。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
是成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现代
公民：立足当代，不忘过去，传承昨天，面向
明天，用我们个体的文化修养，构筑中国文
化这道“万里长城”绵延不绝。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有着三道“万里长
城”，这三重意义上的长城，共同护卫着我
们国家的久存：

第一道万里长城，就是由方块字累积而
成的、由中国文化构建出的不朽长城，这道
文化长城，虽无形却无处不在，虽古老却历
久弥新， 守护着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中
断。 第二道，是由中华民族血肉之躯筑成
的万里长城，每当我们国家到了危难时刻，
这道长城就凸显出来，众志成城，民族之魂
守卫着家国和人民闯过灾难、自强不息。 第
三道，是那座实体的、肉眼可见的、由一块
块青砖砌成的万里长城，它在中国古代守护
着疆土的完整。

如果说古人的爱国观，更主要表现为对
有形疆土的重视，那么在当今、在未来、在

“地球村”的全球视野下，我们当代人的爱
国观，更多是表现在文化层面，更重要的，

是去爱护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和国际
影响。

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诞生于尼
罗河畔的古埃及、 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古印
度，都曾拥有辉煌的古文明，然而却在历史
进程里逐渐式微而中绝，与之相比，只有中
华文明屹立至今，走向遥远的未来。

陆游曾有一句诗说“位卑未敢忘忧
国”，忧国就是爱国，爱我们的疆土完整、爱
我们的民族团结、爱我们的文化精神，这既
是公民责任， 更是历史担当。 守土有责，守
住家国的土，守住民族的魂。

（五）绝对忠诚之爱
物欲的时代，亟需精神的食粮；变革的

时代，亟需不变的绝对忠诚。
这里先讲一个故事：
“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当钱

学森踏上归国的路时， 美国国防部扣留了
他。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曾写道：“钱是曾
帮助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
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经过不屈不
饶的努力， 钱学森终于在 1955 年 9 月登上
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据钱学森的儿子
钱永刚回忆， 同行的林孙美兰问他，“你为
什么想回到中国？ ”钱学森回答：“我想为仍
然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
破坏的祖国重建。 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
国。 ”一来到北京，他即带领全家来到天安
门广场，观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
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 20 年。

我们知道，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袁隆
平的杂交水稻， 黄伯云的航空制动材料，成
为改革开放富国强民的重要助推器，也是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记。

湖南卫视近期播出的新闻系列片《绝对
忠诚》及其后续片，报道湖南籍车著明等 11
个人民科学家的形象走下金字塔，像磁铁一
样吸住了亿万观众的眼球，人们被科学家绝
对忠诚的英雄精神深深感动，赞美之声犹余
音绕梁，久久萦怀。 他们的感人事迹正是诠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深刻内涵的
生动写照。

钱学森曾对一位中学教师说：“要想蛋
糕味道美，里面的用料必须好。 基础非常重
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 不
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
魂。 ”

教育的灵魂是什么？ 我想，她应该是培
养每一个公民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的自我。搞
好教育事业首先靠教师，教师的脊梁承载着
学生和民族的未来。每个教师只要有绝对忠
诚从教的良心和意志，定能培养出像钱学森
等这样具有独立人格尊严，和对国家绝对忠
诚的人才。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编者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上，提出的第一个词是：

爱国。 当这个宏大的选题出现在我面前，首先想到年幼时期，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导：有
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 这或许是最原始最朴素最真诚的一种爱国方式。

进入学堂，小学生手册赫然写着———热爱祖国，但是“爱国”究竟体现为哪些方面、
该怎样去做才是爱国，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面。

读完这篇文章，可以从 6 个方面进
行思考或者查阅资料：

1、什么是真正的爱国？需要从哪些
方面去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爱
国？

2、 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哪些国学经
典的内容和思想？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学经
典的内在关系。

4、 谁在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添
砖加瓦，在做维护，在加固？

5、 每个公民的人生使命和价值？
6、 每个公民如何塑造独立人格尊

严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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