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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人手法，塑造了橘
树坚守节操的美好形
象。“后皇嘉树，橘
徕服兮。受命不迁，
生 南 国 兮 。 深 固 难
徙，更壹志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
兮？深固难徙，廓其
无求兮。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兮。”橘树
的形象正是屈原的自
我写照和自我激励，
这 是 屈 原 精 神 的 生
发。

与《离骚》中“
虽体解吾犹未变”的
精神一致，屈原还在
一系列作品中尖锐批
评了昏庸王室的黑暗
和腐败，表达了对祖
国 对 人 民 的 无 限 忠
贞，表达了政治理想
不 能 实 现 的 忧 愁 苦
闷，更表达了自己的
清白节操。

《渔父》是体现
屈原高尚节操与情怀
的典型作品。渔父是
一位避世隐身、钓鱼
江滨的隐士，他劝屈
原与世俗同流，不必
独醒高举，而诗人则
强调“宁赴湘流，葬
于江鱼腹中”，也要
保 持 自 己 清 白 的 节
操 ， 通 过 问 答 的 形
式，表现了屈原与渔
父两种对立的人生态
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
性格。其中“不凝滞
于 物 ， 而 能 与 世 推
移”的思想对后世有
极大影响。

屈原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是

屈原精神的核心与根
本。屈原在《九歌》
中的一首《国殇》，
就是颂悼当时为国捐
躯战士高尚志节、英

雄气概和爱国精神的
挽歌。屈原精神的实
质是心忧家国、矢志
不渝、情牵百姓、勇
于探索、不畏邪恶。
《离骚》和《九章》
中的大量诗句能令人
感受到屈原对祖国的
深切情感，虽历经磨
难，对祖国的忠诚不
变，对人民深切热爱
的赤诚之心不变。“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
九死其犹未悔”，屈
原以此表达他坚持高
洁的品质，为追求国
家富强的初衷梦想，
不怕千难万险、纵死
不悔的忠贞情怀。这
些诗句，充分表达了
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的
深爱之情。

但屈原的爱国和
忧国忧民，不单单是
停留在一般信念和文
字上，而是与他“九
死不悔”的献身精神
结合在一起。他的作
品和他的生平，构成
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
的传统精神，是中华
民族的根之所系、基
石所在。爱国主义作
为一个国家的国魂，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力量的源泉。正是
这种家国情怀，让中
华民族一次次历经磨
难而重生，不断续写
新的辉煌，往往在民
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
士人追瞻。

在中华民族古老
的历史长河中，孕育
出了无数优秀的精神
文 明 ， 它 们 融 合 而
成 了 伟 大 的 民 族 精
神，激励与凝系着海
内 外 华 夏 儿 女 。 屈
原 精 神 作 为 民 族 精
神的组成部分，向世
人展现出崇高的爱国
主义思想、远大的政
治抱负以及忘我的斗

争精神，这些都值得
更多的人去弘扬和传
承。如今，屈原与端
午以及“赛龙舟”“
包粽子”等习俗已融
为一体，感召并影响
着所有华夏儿女与海
外中华文化圈。又至
端午，应大力弘扬屈
原精神，让世界人民
共享这份宝贵精神财
富。(完)

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柑橘丰收。
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王杰：又至端午(下)
如何理解屈原精神的核心内涵？

四库全书《楚辞集注》卷。
中新社发 苏楷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