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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在我看来，秦人精神不应该是指秦国、秦朝

时期的、狭义上的“秦人”之精神，更不是指秦朝

统治者的精神，而应该是指在这块被称为“秦”

的土地上生息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成并传承下

来的那种人文精神。尽管这块土地并不是在所

有的历史时期都被叫做“秦”，而是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比如今天，它叫“陕

西”，但无论在哪段历史时期，是在秦国，还是秦

国后，或用哪一种称谓，这块土地还是这块土地，

在本文中我们就称其为“秦地”。在这个意义上

说，本文讨论的“秦人精神”不是指“秦国人”或

“秦朝人”的精神，而是指“秦地人”的精神，是指

在秦地艰难生存、不息奋斗着的人们——秦人的

人文精神。

而秦地，则是孕育了中华民族，并一再将中

华文明推向鼎盛的一块土地。从华胥、炎黄二

帝，到周部落和周王朝，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延

安时期，秦人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中华民族从无

到有，从蛮荒走向文明，从衰落走向鼎盛。

一、“秦人精神”的历史溯源
据多种史料记载，秦地孕育了中华民族。

《春秋世谱》记载：“华胥生男名伏羲，生女名女

娲。”后又有“华胥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

典，少典生炎黄二帝”之说。而华胥部落就生息

于秦地，今蓝田县华胥镇一带。中华民族谓之

华夏民族，即源自华胥。从华胥到炎黄二帝，从

炎黄二帝到周部落和周王朝，这块土地上最重要

的人文精神有三：

第一、敬德保民的仁德精神。从炎黄二帝到

周部、到周王朝，这块土地上的先贤们留下的所

有故事，本质上都是在讲述仁德的，这种仁德主

要是指爱民、保民、为民。以至周王朝建立后，以

仁德立国，明确以“敬德保民”为治国宗旨。这种

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精神传统，在数百年后被孔

子概括为“仁”，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发奋图强、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秦

地地处内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因此华夏

民族从诞生起，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地里刨食的

民族。加之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的险恶、生产

力水平的低下，秦人生来便有着吃苦耐劳、勤勉

踏实、发奋图强的精神。因此，奋斗精神成秦人

精神的根本。

第三、维新思变的创新精神。中华民族在秦

地演绎了全人类最伟大的创新精神，炎帝创医

学，黄帝制衣冠、建舟车、造房屋、制音律、制历

法、作《黄帝内经》，一切从无到有，建章立制，开

创了华夏文明；《诗·大雅·文王》有云：“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西周王朝的维新思变开创了人

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以《诗经》

《尚书》《周礼》《乐经》《周易》为内核的礼乐文

明。由此可证，秦人之创新精神根深蒂固，源远

流长。

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完成了国

家的统一和文化的复兴，打开了国际视野，形成

了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和雄浑正大的民族性

格。汉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时

期，物质的丰富、疆域的扩大、国体的稳定、文化

的多元、思想的成熟，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呈现

出雄浑正大的气象。及至大唐，老秦人早已看

遍了兴衰，也见过了绚烂，秦人精神在已有的精

神谱系中，又增加了开放和包容。老秦人的精

神海纳百川，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文明。唐以后，

宋明以来的关学是秦人精神和农耕文化，与儒

家经典，与中华民族自中古以来社会发展需求

的一次融合和凝聚，不仅开启了宋明理学的

先河，而且开启了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秦地人再一次以

自己的仁厚、朴实、开放、包容的精神吸纳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仁人志士，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二、“秦人精神”的凝聚、命名与阐释
依据以上按秦地人的精神，而非秦国人或秦

朝人的精神，所进行的扼要的历史梳理，并综合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秦人精神，本

人认为“秦人精神”应该被凝聚为以下四句话：

仁厚诚朴，宽容大度；勤劳尚勇，奋发图强；笃行

致远，惟实励新；家国一体，心怀天下。

1、仁厚诚朴，宽容大度——品性

仁厚诚朴，宽容大度，此八字每个字均可独

立释义。仁，即仁爱；厚，即厚道；诚，即真诚；

朴，即朴实；宽，即心底宽厚，视野宽广；容，即包

容，海纳百川；大，即有大格局、大境界；度，即气

度、风度、宽厚度。而将八字组合，则可综合表

明秦人延续数千年的仁德传统、大爱精神和宽

厚包容气度。

2、勤劳尚勇，奋发图强——行为

秦地是农耕文明的始源地，秦人的生存主要

靠辛劳耕种来延续。同时，秦地地处内陆，地

理、自然、气候等环境条件艰险，生存不易，加之

需长期抵御外辱，连年征战，孕育了秦人崇尚勇

力，奋发图强的精神。周部落奋力伐纣，以弱胜

强；西陲秦国，靠耕战自强，以“赳赳老秦、共赴

国难”之气概统一天下；延安时期，党中央、毛泽

东在秦地再一次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

神，以“大生产”支撑“大决战”，赢得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3、笃行致远，惟实励新——魄力

“笃行致远、惟实励新”一语，出自西汉戴圣

的《礼记·儒行》。此语是对儒家言行和思想的

概括，用于秦人精神十分恰当。“笃行致远，惟实

励新”，意即：以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精神去实

现远大的目标；用求真务实，励志进取的精神去

开拓创新。此意能够准确概括秦人在艰难困苦

中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历史事实，

特别符合关学经世致用、注重实践的思想，更符

合在秦地上历朝历代走出的锐意改革和创新的

大量实践。

4、家国一体，心怀天下——境界

历史上以耕战起家的秦人，有着深厚的家国

一体意识和家国情怀：没有国就没有家，国是大

家，只有有了大家，才会有小家。因此，每个人

只有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公，才能保证家国安

康，进而才会有个人的幸福。这便是秦人的天

下观。

以这四句话来概括秦人精神，或许还有遗

漏，但秦人精神的主要内涵——品性、行为、魄

力、境界——已在其中。

三、“秦人精神”的当代意义
从历史事实和生成逻辑来看，秦人精神中带

着民族的本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浓缩和概

括。因为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兴起和发展的主要

历程，还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和

伟大复兴，大都是在秦地完成的，或者与秦地密

切相关，如周、秦、汉、唐，如延安时期。因此，从

本质上说，秦人精神就是在中华民族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演变和发展中生成的。

我们今天重提秦人精神，不仅仅是要回顾和

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创未来。今天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是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

走向现代化，就需要来自中华民族自身的内在

精神动力来推动。秦人精神正是来自中华民族

自身的内在精神动力。

时代在飞速发展、物质在快速增长、科学技

术在日新月异、文化在丰富多彩，国际环境进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仁厚诚朴，宽容大度；勤

劳尚勇，奋发图强；笃行致远，惟实励新；家国一

体，心怀天下”的秦人精神，以其恒久的历史经

验、深厚的文化逻辑，必将与时代的各种变量组

合为一种全新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系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的精神风貌。陕西地处

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

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

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这种精

神构架支撑了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业史上创

造了辉煌业绩，并成为今日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精神动力。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
陕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

义”。忠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

系在一起。自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

“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将经商

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

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

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

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

的责任自觉。这种“忠义”精神《汉口山陕会馆志》

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

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

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

陕西商人的“忠”又涵盖“忠厚”之意。陕西

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原庑川广的自然环境，

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

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

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

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山陕商人的特点时

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

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

其心朴而心实也。”正因为陕西商人宅心仁厚，质

朴无诈，才结缘各方，人们都愿意与陕西人做生

意。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

“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

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

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与其易

而谅其心。”

陕西商人的“忠”还包括“忠诚”“忠信”的价值

取向。陕西山高泉庞、雄关峙立的人文环境，形成

秦人骨骾成性，质直不欺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

在经营中至诚至信，忠信为本，以诚信不二而著称

中国商界。陕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竖有

《众商合议戥秤定规矩碑》，该碑除了对戥秤有统

一规定外，还对秤作了文化阐释，认为“秤星”就是

“诚信”的谐音，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忠厚诚信上的

硬制度与软约束。对于陕西商人的忠信诚实精

神，河南洛阳山陕会馆陕西商人所献《山陕会馆关

帝仪仗记》有精当总结，“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

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即载……以风示商贾，使熙

熙攘攘竟刀锥子母者，日夕旅录于帝之旁，庶其触

目警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

二、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道
陕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经营的规则和制

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按商业规则行事就会左右

逢源，纵横捭阖，否则就会失道乱为，贪利坏法。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前镌刻的一副对联就是：

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意即商人求利的物

欲动机必须受到规则的权衡与制约。因此，陕西

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设，他们通过厘定《店规》《行

规》《会规》等经营规则，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使

陕西商人以制度之严整、队伍之整齐而著称中国

商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区域地理学泰斗任乃强

先生总结陕西商人在西康经营成功的经验就是：

“其组织似粗，而实严密，各方皆能顾到，故少失

败，人各乐于努力，乐于积存，故其业有兴无败

者。我国旧式商业，山陕人最为擅长，凡此规模，

即其所创。”李亦人先生写《西康综览》时亦描出，

陕商“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

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这些不是溢

美之词，而是对历史的客观总结。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又是指按规则办事。

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给了陕西商人能够穿

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质的灵气，是他们能够在

风波骤起、跌宕起伏的商业经营中，探寻商业发展

规律，将商业实践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现了极高

的商业素养。在中国商业史上，是陕西商人最先

提出了“贾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贾道经营的科学思

想，这是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陕西商人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

性的高度，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

基本内涵，表现出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

正因为陕西商人努力探索商业经营之道并按商业

规律办事，才在明清之际涌现出诸如贾云山、秦后

渠、师从政等一大批经商才俊，成为明清时期中国

优秀商人的代表。

三、陕西商人的行为特点：勇
陕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艰难，万里拓

荒的经商气概。祖国西部地处边陲，这里天苍野

茫，高山巨川，辽荒万里，戈壁瀚海。这种严酷的

生态环境，南方人视为畏途，而陕西人长期形成的

尚气概、先勇力、坚毅果敢的强悍性格，却适应了

这一方贸易环境。陕西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

态条件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的骨骾性

格；而陕西水深土厚，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又羽化

了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行为特点，使陕西商

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

拓荒，取得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

陕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强暴，奋力拼博

的负气尚武精神。明清时期的西部，不仅自然条

件恶劣，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翻阅明清以来的

陕西地方志，陕西商人被土匪杀死在这条漫漫商

路上的记载所在多有。这便说明只有具备不畏强

暴、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在这条西部的商道上杀

出一条血路，服牛格马，周流天下。正因为具有英

勇尚武、不畏强暴的粗犷性格，才使得陕西商人能

够适应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

陕西商人的“勇”更是指敢冒风险，勇闯禁区

的开拓精神。在整个明代，陕西商人都在同明政

府的非自由贸易体制进行顽强抗争，一次次向政

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

策法令的禁区，推动政府进行政策的调整，才使明

清西部贸易发展到波澜壮阔的局面。在西北边茶

贸易中，陕西商人明初首先对明廷不准在陕西境

内贩茶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

行，迫使明政府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明代中叶，

他们又再次冲破明政府“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

策限制，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叶到西部销售，迫使

明政府再次放宽政策。在西南边茶贸易中，陕西

商人又突破汉商“不入夷地”的规定，到草原深处

的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又

“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在四川

边盐贸易中，陕西商人不顾清政府“边商均在川黔

接壤设店发卖”引岸制度的规定，冒死犯禁，携带

盐船，“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将川盐

销区扩大到云贵十分之七的府县。在陕北边地贸

易中，陕西商人冲破政府“内地民人不许擅入蒙

地”的限制，“携带牛车，三五人一帮……一直向内

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这就是《神

木县志》记载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

马牛羊，往他处转卖”的史实。

所以，陕西商人其心也忠，其行有道，其人也

勇。这与晋商的义、德、勤；徽商的仁、伦、智；浙商

的身、道、慈，形成鲜明的区别，展现了中国商业文

化灵空的多元性。

（作者系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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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秦人精神”之我见

发扬秦人精神，促进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大背景下，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陕西篇章的重大手笔，是新时代

凝练并弘扬秦人优秀传统、踔厉奋发建设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举措。但是，关于秦人精神的论述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也不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果对秦人精神的阐释无法

形成一个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的概括，则遑论发扬

秦人精神。

一、秦人精神的哲学反思
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

般规律的追问，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把人类赖以安身

的世界做一个分割，那么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范

畴，即：物质和精神。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便

成为近代以降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标

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归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然

而，列宁却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远胜过粗陋的唯物

主义。换言之，不加辨别地否定精神的作用，忽视精

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并不是唯物主义，起码不是聪

明的唯物主义。毛泽东就不无感慨地指出，人是要

有一点精神的。有人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国运衰

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人精神力量的式微。而反

观1921年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之后带领中华

民族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抗美

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直到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是推动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力量。

特别值得反思的是，陕西关中在地理版图上是中国的几何中心，

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具有深厚的历

史底蕴。陕西境内的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又是中央水塔，

发挥着和合南北的重要作用。陕北是中国共产党长征的落脚点又是

走向新中国的起点，陕北 13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举足轻

重。今天陕北又是闻名全国的能源资源重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陕南作为重要生态保护地区，更发挥着承载生物多

样性和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的重任。而关中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就成为工业现代化的第一方队，此后国防工业、高等院校以及科

研院所的密集布局，使得陕西成为新中国工业基础、科教优势屈指可

数的几个省份。相比于陕西有形和无形的资源优势，陕西的追赶超

越和跨越式发展具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尤其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激

发与赋能。今天，我们要立足陕西放眼全国，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陕

西篇章，讨论升华并总结秦人精神适逢其时。

二、秦人精神的历史渊源
秦人的历史是凝练并升华秦人精神的基础，秦人精神历史渊源

大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商鞅变法起，陆续统一六国，并推行车

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进而以郡县制建立了延续2000多

年大一统国家的秦帝国及其衍生的精神气魄。二是汉唐形成的中华

民族鲜明的文化心理结构，儒释道为底色的文化风貌延续至今，依然

是中国人最独特的精神标签。三是以延安精神为引领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艰苦奋斗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

神、西迁精神、赵梦桃精神等成为秦人精神的生动写照。四是改革开

放及新时代以来，三秦大地发生的追赶超越和自强不息的先进事迹，

这些都成为阐释秦人精神最鲜活的事例。

总结凝练和升华秦人精神，必须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覆

盖和囊括秦人精神的各个方面，贯穿秦人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夸大

或者忽略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很好地发挥秦人精神的时代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秦人精神既属于三秦大地和3900多万三秦

儿女，更属于中华民族，新时代秦人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三、秦人精神的现实指向
具体而言，秦人精神的现实指向必须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这是秦人精神必须关切的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站在世界地图

面前谋划中国的发展，找准陕西的位置，这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

历史磨难中得出的启发。1840年以来的中华民族之所以经历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范围内民族国

家的历史已经结束，机器大生产推进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世界历史的

新阶段，而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

小农思想阶段，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个历史主动，从而丧失了最早进入

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今天，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滥觞之地，新时代秦

人精神中应该蕴含着民族复兴的家国担当。

二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历史自信，这是秦人精神

必须牢牢把握的文化根基和源头活水。从何尊的“宅兹中国”到周公

的制礼作乐，从唐诗三百首到横渠四句，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史离

不开秦人世代繁衍生息的这方热土。即使从与异域对话的视角看，

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从这里走向全国。如果

说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故乡，那么，中华文明的精神故乡版图

里一定离不开陕西。由此，新时代秦人精神应该蕴涵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最鲜明的价值旨归。

三是融汇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陕西为溯源地形成

的革命精神谱系，这是秦人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的红色血脉。中

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十三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最光辉灿烂的

战略转折期，延安精神成为风雨如磐的旧中国点亮中国人对新中国

无限希望的最美风景。以延安精神为核心，照金精神、张思德精神、

西迁精神等一系列以陕西为溯源地形成的革命精神谱系，是新时代

秦人精神须臾不可缺少的红色血脉。

四是包涵着第二个百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国之

大者”，这是新时代秦人精神最艰巨的历史使命。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陕西是科教大省，科教资源位

于全国前列。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卡脖子”技术

上实现突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国之大者”，围绕“国之大者”，勇担历史使命是新时代秦人精神的

重要内容。

四、秦人精神的基本内涵
发扬秦人精神，是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全面推

进现代化建设，形成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新格局

的根本动力，而梳理、研究及总结升华新时代秦人精神是当前陕西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和思考，新时代秦人精神的基本内涵应当从以下

几个方面予以凝练，在宇宙观方面，秦人精神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天

人合一，自强不息；在天下观方面，秦人精神的鲜明特点表现为：海纳

百川，天下为公；在社会观方面，秦人精神的基本遵循表现为：任人唯

贤，亲仁善邻；在道德观方面，秦人精神的重要内容表现为：厚德载

物，讲信修睦；在价值观方面，秦人精神的根本特点表现为：爱国爱

家，守正创新；在人生观方面，秦人精神的主要内容表现为：质朴厚

重，敢作敢当。以上六个方面，是从宇观、宏观、中观一直到个体层面

对秦人精神的扼要提炼，新时代秦人精神言约而义丰，全面系统的研

究不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且必须返本开新、推陈出新。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