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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意识的内涵、 文化传承及时代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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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多次强调担当， 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 担当意识以符合伦理正义要求为根本，
以主体自觉主动为前提， 以勇敢无畏气概为支撑， 以负责任能落实为基础。 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 使命意

识、 忧患意识联系紧密但有明显区别。 从历史看， 担当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继

承了这一传统。 在新时代， 担当意识不仅是对党员和干部的基本要求， 也是对青年的根本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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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言： “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

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

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１］ 这些

中国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中有担当的人。 在中国

文化传统中， “担当” 是无论殿堂之上亦或草野

之中都备受推崇的优秀品质， 是民族精神的一项

重要内容。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更是

贯穿着强烈的担当意识色彩。
越是任重道远， 越要强调担当， 这是不言自

明的道理。［２］３７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多次在各种

场合强调担当， 甚至将其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

度。［３］习近平在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担当的诸

多重要论述， 既体现其强烈的担当意识， 同时也

赋予 “担当” 这一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 将担

当和担当意识的重要性推上一个新高度。 现在担

当已经成为了一种品德， 一种精神， 一种风尚，
一种价值尺度。［４］８１

中国梦要求当代建设者担当起历史责任， 新

时代要求时代精英必须具有担当意识。 什么是担

当意识？ 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 使命意识、 忧患

意识的区别联系在哪里？ 笔者结合习近平讲话，
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理解。

一、 担当意识的含义及其特征

“担当” 在 《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为： 接受

并负起责任。 这表明担当最基本含义就是负责

任。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实际上人们赋予这个概

念更丰富的内涵。 如孙业礼认为： “什么是担当

呢？ 其实， 往大了说， 就是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

意识； 往 小 了 说， 就 是 要 不 怕 困 难、 能 担

事。” ［４］８０董玉整概括： “担当是主体对于自己主

体意识的自觉自省和自觉实现。” ［５］ 陶文昭则展

开说： “其政治含义丰富， 可以从不同层次、 不

同领域、 不同角度去认识。 譬如， 担当意味着

‘在其位、 谋其政 ’ 的履职尽责， ‘知其难为而

为之’ 的执着理想，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

行’ 的无畏勇气等。” ［２］３５ 综合各种说法可以说：
所谓担当， 是一种主动自觉、 勇于承担责任的态

度和行为， 它隐含着符合道义、 主动自觉、 勇敢

无畏、 尽心尽责等方面的含义。
那什么是担当意识？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担当

是 “接受并负起责任”， 有人据此直接提出：
“担当意识， 指的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责任的意

识。” ［６］这般表述自然没错， 但不足以归纳担当

意识的完整内涵。 笔者以为， 担当意识应当具备

以下几项特征：
１． 以符合伦理正义要求为根本。 （１） 担当

意识是符合道义要求的意识。 有担当意识的人考

量是否担当的核心问题不是结果会如何， 而是该

不该去做。 担当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而所负责

任一定是符合伦理要求的， 是 “义”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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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不容辞， 也就是习近平所说： “敢于担当，
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 ［７］４１６违背道义的行为决不

可称之为担当。 有胆量去做坏事不能叫担当， 不

明是非盲目的承担也不能叫担当。 担当意识必须

是自知、 意志自由且符合正当性要求的伦理意

识。 （２） 担当意识的实质是自我利益与他人或

社会利益的抉择中牺牲自我利益而成全他人或社

会利益， 或是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中注

重整体利益， 强调对社会、 民族、 国家的责任意

识和奉献精神。 担当意识价值判断的基础是

“公义胜私利” 这一道德原则。
２． 以主体自觉主动为前提。 担当是主体的

一种自觉主动的行为。 知而不行不能叫担当， 被

迫而行不能叫担当， 知而后自觉主动去行方能谓

之担当。 担当意识的这种自觉主动主要体现为承

担责任时的积极主动， 面对承担责任所遭遇的困

难或阻碍不推诿、 不回避。
具有担当意识的主体， 绝不把自己看成在事

物发展过程中顺其自然的、 被潮流所裹挟的对

象， 而是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且是必须有所作

为， 坚信自己能够承担这份责任甚至是只有自己

能承担起这份责任， 也就是 “舍我其谁” 的主

体内在自觉性。 主体这种内在自觉性的外在表

现， 必然是对所承担责任的精神状态上的积极主

动性。
３． 以勇敢无畏气概为支撑。 担当是接受并

负起责任。 但是对于没有困难或可以轻松胜任的

责任的接受， 习惯上我们并不称之为担当； 面对

困难回避、 推诿、 害怕、 不敢承担的不是担当；
面对困难瞻前顾后、 畏畏缩缩、 犹豫不决同样也

不是担当。 担当是面对清楚明确的困难和风险依

然无所畏惧， 勇于承担、 敢于面对的胆识和气

概。 这点表明， 担当意识必然是与勇敢坚定、 胆

识气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或者说担当意识本身

必须以勇敢坚定的胆识和气概为支撑。
习近平非常强调担当中的这份勇气和气概。

他指出： “敢于担当， 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
认真负责，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 面对矛盾敢

于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

敢于承担责任， 面对歪风邪气敢 于 坚 决 斗

争。” ［７］４１３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强调：

“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 看准了的事情， 就要拿

出政治勇气来， 坚定不移干。” 习近平告诫党员

干部 “为官避事平生耻”， 要自觉地同那种在大

是大非面前左右摇摆， 在矛盾问题面前躲来闪

去， 在危机困难关头敷衍塞责， 面对歪风邪气退

避三舍， 以及总是 “爱惜羽毛”、 怕失分的人和

事作斗争。［８］

习近平同时具体明确指出： “要有担当意

识， 遇事不推诿、 不退避、 不说谎， 向组织说真

话道实情， 勇于承担责任。” ［９］１３３这话明确指出担

当意识两方面表现： 遇事不推诿、 不退避、 不说

谎； 勇于承担责任。 而支撑这两方面的， 就是勇

敢无畏的胆识和气概。
４． 以负责任能落实为基础。 担当意识是人

内心的一种意识， 就内在要求而言， 担当所需要

面对的困难和风险要求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

感， 愿意负起责任。 一个人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

感、 没有负责任的态度这个基础， 他是不可能有

真正的担当的。 再从事实来看， 判断检验一个人

是否真正具有担当意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其

承担之后是否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以认真务实的

态度尽心尽力的去践行责任。 真正有担当意识，
绝不会只是 “坐而论道”、 夸夸其谈， 而应是尽

心尽责地付诸实践。 或者说， 负责任表明其

“可以有担当”， 行为实践则证明其 “确实有担

当”。 负责任是前提条件， 落实到行动则是证

明， 这两点可以说是担当意识的基础。

　 　 二、 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 使命
意识、 忧患意识的关系梳理

　 　 （一） 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

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关系密切， 所以有时人

们将二者合称责任担当意识。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

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扮

演特定的角色， 而该角色所应承担的特定义务就

是责任。 责任意识就是对自身角色所应承担责任

和义务的认同和执行。 由此可见， 担当意识属于

一种责任意识。 习近平也说： “担当就是责任，
……对工作任劳任怨、 尽心竭力、 善始善终、 善

作善成。” ［７］４１６两者共同之处甚多， 甚至有些时候

通用。 但是， 担当意识是一种特殊的责任意识，

２



　 第 ３ 期 郭剑林： 担当意识的内涵、 文化传承及时代弘扬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所以责任意识未必就一定是担当意识。 两者在一

些方面存在着区别。
从范围来看， 责任意识的范围更为广泛。 责

任可大可小， 而能称之为担当的需要较高层面的

责任。 从层次来看， 担当意识是比责任意识更高

层次的要求。 有担当意识者必有责任意识， 而有

责任意识者未必有担当意识。 由此可以说， 责任

意识是担当意识的基础。 从侧重点来看： 责任意

识强调的是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认认真真的做好

的态度， 而担当意识强调的是主体的主动自觉和

勇气。
此外， 从来源看， 责任意识的责任是由于自

身的位置、 地位、 角色而产生的必须完成的义

务， 而担当意识的担当却未必是必须完成的义

务， 它可以是主动的担当比较模糊的义务甚至是

一般人不认为是义务的责任。 从这点来说， 责任

意识具有义务道德的特点， 而担当意识更符合愿

望道德的特征。 也正因此， 责任意识是每一个人

都必须具备的， 而担当意识则只能是对一部分人

的要求。
（二） 担当意识与使命意识

使命是指古代使者奉命出使时所承担的要完

成的任务， 而使命意识就是认为自身承担着并且

必须去完成的特定的、 神圣的社会责任、 历史任

务、 历史使命的意识。 使命意识往往与较为远大

的理想抱负、 救世情怀、 人文情怀等紧密联系在

一起。
具有使命意识的人不会认为自身只是担负和

应该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义务， 而是担负和

应该履行事关党、 国家、 民族、 人民的重大责

任。 所以赵雅琳认为： 使命意识也是责任意识，
即对党、 对国家、 对民族、 对人民的责任。［１０］ 这

表明， 使命意识同担当意识一样， 也是一种责任

意识。 赵雅琳同时又认为： 担当就是一种责任感

或者使命意识， 这其中包含了宗旨意识、 使命意

识、 公仆意识。［１０］这话可以理解为： 担当意识之

中， 有一种是使命担当意识。
蒋光贵换了个角度来谈二者的统一： “担当

要有使命意识， 就是要有一定的目标并且坚决完

成任务的意识。 没有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的统

一， 担当就会流于空洞、 平庸、 无所作为。” ［１１］

两者的相辅相成体现在： 使命意识要求我们必须

勇于担当， 担当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完成使命。
担当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区别在于： 与担当意

识注重强调主体的主动自觉和勇气相比， 使命意

识更注重目标的明确性、 神圣性以及完成历史使

命的 “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
（三） 担当意识与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 忧的不是个人利益， 忧的是国计

民生； 患的不是个人得失， 患的是天下大事。 习

近平说：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就是忧

党、 忧国、 忧民意识， 这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

担当。” ［１２］如果说责任意识是担当意识的基础，
那么也可以说， 担当意识是忧患意识的基础。 没

有对国家、 民族、 社会的担当意识， 也就不会产

生对国家、 民族、 社会的忧患意识。 正是因为有

担当， 才会对置身其中的现实处境、 前途命运产

生强烈的忧患感。 若不愿担当， 对国家、 民族、
社会的一切漠不关心， 又何来的对现状及未来的

忧患可言？ 朱熹评价范仲淹： “且如一个范文正

公， 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 无一事不理会

过。” ［１３］正是因为范仲淹有 “以天下为己任” 的

担当意识， 才会有后来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

天下之乐而乐” 的忧患意识。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

讲话中多次提到要有忧患意识， 他将担当意识与

忧患意识统一起来， 他强调担当是时刻怀有忧患

意识， 主要在于以此为鞭策， 使我们担当起该担

当的责任”。［１１］

三、 担当意识的传统文化渊源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说： “中国与西方

两大文明从肇基已基本为不同的原则所支

配。” ［１４］所谓不同的原则， 就是不同的基本文化

理念。 这一说法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比如

以逻辑概念来说，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西方世

界一直遵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同亚里士

多德逻辑对立的是人们称为悖论逻辑的理论……
在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中这种逻辑占主导地

位。” ［１５］总体而言， 与西方更强调个人奋斗、 个

人利益不同， 中华文明更重视和强调整体利益，
强调对社会、 民族、 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

神。 而担当意识强调的， 正是个体对整体的责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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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为整体利益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所以

这种整体至上、 公利优先的价值取向， 使得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担当意识。
以孔子为例， 面对礼崩乐坏、 价值观混乱、

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 知识分子面临两种选择，
或隐居， 或积极入世。 强烈的担当意识使孔子挺

身而出， “忧道不忧贫” （ 《论语·卫灵公》）， 一

生复杂坎坷、 栖惶不遇。 孔子的担当意识， 对他

的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说： “夫天， 未欲平

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

也？” （ 《孟子·公孙丑下》） 又说： “穷则独善其

身， 达则兼善天下。” （ 《孟子·尽心上》） 这些儒

家的真义与精髓， 都是这一意识的呈现。［１６］

孔子所代表的， 绝不是孤立的现象。 中国传

统文化的 “礼”， 基本含义是规矩、 礼节、 行为

准则， 但长期运用中具体引申开来必然包含着道

德规则、 精神品质的要求。 “礼不下庶人” （ 《礼

记·曲礼上》）， 对贵族来说， 贵族精神品质的

要求包含着必须具有担当意识的道德规则要求。
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这种

“兼善天下” “舍我其谁” 的担当意识对传统知

识分子影响至深。 虽然， 在历史发展中这种担当

意识在各个时期表现不尽相同， 例如 “这种社

会担当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时代氛围中

弱化了。 关注自我、 及时行乐， 成了这一时期士

大夫的风尚”。［１７］ 但就总体而言， 这种担当意识

是传统知识分子， 也就是 “士” 的基本情怀。
从担当意识的具体担当内容来分析， 传统所

强调的担当大致可以分为家庭担当、 职责担当、
国家担当、 社会担当四个层面。

１． 家庭担当。 《大学》 对接受教育的知识

分子提出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要

求， 并提出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

平”， 这表明对家庭的担当是对国家和天下担当

的基础。 “国是千万家”① “一室之不治， 何以天

下家国为？” （刘蓉 《养晦堂诗文集》） 只有对家

庭有担当， 才能对国家、 社会有担当。
“家庭担当包含着对爱情、 婚姻、 父母、 子

女、 亲友的责任担当。” ［１８］ 家庭担当的核心， 就

是对所处人伦义务的认识和承担。 “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 “画荻教子” “养不教， 父之过”
体现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担当， “花木兰替父

从军” 体现的是儿女对父母的责任担当。 中国

古代非常注重家教家风， 许多著名的家庭教育著

作， 如颜氏家训、 朱子家训等， 都体现并强调了

家庭担当的意识。
２． 职责担当。 这种职责担当在封建社会中

最主要的是对官员的责任要求。 “夙夜在公”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为官避事平生耻” “在
其位谋其政， 任其职尽其责”， 都是传统职责担

当意识的明确体现。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强调

“我们做人一世， 为官一任， 要有肝胆， 要有担

当精神”。［１９］ 强调 “坚持原则、 敢于担当是党的

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７］４１５就是渊源于传统

文化的职责担当。 除了官员之外， 其他的职位同

样也必须有责任担当， 如 “教不严， 师之惰”，
作为老师就必须负有严格教育的职责担当。 无论

什么岗位、 角色， 都应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３． 国家担当。 国家担当是传统担当意识中

体现得最为丰富的一项内容。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

民族精神的核心， 使得在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对

国家的担当意识体现得特别鲜明， 像 “精忠报

国” 这样的爱国担当贯穿民族史册。 《礼记》 有

云 “苟利国家， 不求富贵”， 司马迁则说 “常思

奋不顾身， 以殉国家之急”。 从霍去病的 “匈奴

未灭， 何以家为” 到马援的 “马革裹尸”； 从诸

葛亮的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到陆游的 “位
卑未敢忘忧国”； 从林则徐的 “苟利国家生死

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到周恩来的 “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 代代表述虽有不同， 但无不体现

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体现了他们对国家的强烈的

担当意识。
４． 社会担当。 这种对社会民生的当下和今

后发展的责任担当所包含的内容有许多方面： 既

有对民生的忧患担当， 也有文化的使命担当， 还

体现为对今后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 而且这种社

会责任担当意识往往与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

识结合在一起， 从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

理想主义和精英意识的象征。

４

① 成龙和刘媛媛合唱的歌曲 《国家》 中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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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中， 社会担当意识首先体现为民

众生计的关注和担当， 如屈原的 “哀民生之多

艰”； 杜甫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 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次还

表现为对社会发展和伦理、 文化的深度忧思。 如

孔子的忧道、 求道、 践道、 弘道， 甚至可以以身

殉道； 以屈原、 范仲淹、 王阳明、 曾国藩等人为

代表的 “铁肩担道义” 和 “上下求索” 的社会

批判和追求启迪真理的精神、 “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 的精神。 在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担当意识

最集中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是横渠四句： 为天

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

太平。［２０］张载的这四句话最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

的社会担当意识， 激励着他们心怀天下， 为道

义、 为苍生而奔波求索。

四、 担当意识的时代弘扬

敢于担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已经深深

的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近代以来， 中国

社会内忧外患， 社会矛盾加剧， 重重压力之下中

国人民没有屈服， 我们依靠的就是一个个敢于为

国为民担当的志士仁人。 他们担当起救亡图存和

发展中国社会的重任， 体现了他们的担当意识，
也弘扬了担当精神。

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从历史中继

承的优秀品质。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 民 族 谋 复

兴”。［２１］这表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

担当起了为国为民的历史重任。
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注重责任、 强

调担当也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说

过： “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 去斗争的。
越是 困 难 的 地 方 越 是 要 去， 这 才 是 好 同

志”。［２２］１１６１ “享受让给人家， 担子捡重的挑， 吃

苦在别人前头， 享受在别人后头。 这样的同志就

是好同志。” ［２２］１１６２说的就是 “好同志” 必须要不

怕困难、 敢于碰硬、 有责任感、 有担当。 敢于担

当是邓小平的政治品格。 文革结束后重新工作的

邓小平表示： “出来工作， 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

个是做官， 一个是做点工作。 我想， 谁叫你当共

产党人呢， 既然当了， 就不能够做官， 不能够有

私心杂念， 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应该老老实实地

履行党员的责任， 听从党的安排。” ［２３］１９９２ 年南

方视察， 他告诫全党：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

叶， 将是很要紧的时期， 我们要埋头苦干。 我们

肩膀上的担子重， 责任大啊！” ［２４］ 江泽民同志担

任总书记不久发表了他在上海时写的一篇文章，
强调的就是 “责任重于泰山”。 胡锦涛同志也多

次强调 “肩负起历史责任” “担当起历史责

任”。［４］８２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数十次讲话和文章中

多次使用 “担当” 这一概念。 习近平从什么是

担当、 为什么要担当、 怎么做到担当等方面， 提

出新的全面的要求。［２］３５ 可以说， 习近平将传统

的担当精神弘扬到一个新的高度， 赋予担当精神

和担当意识以新的时代特征。 综合来看， 习近平

关于担当意识的论述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 干部必须有职责担当意识。 传统文化强

调官员的官德其实就是官员的职责担当， 民间广

为流传的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正是体现了老百姓对官员的职责担当的期望和要

求。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作为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
习近平同志就说过： “看一个领导干部， 很重要

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 有没有担当精神。” ［４］８０十

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反复强

调 “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 要求广大干部要有

担当意识。
习近平明确提出 “敢于担当” 是作为好干

部的 “五条标准” 之一， 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

的基本素质。 “概括起来说， 好干部要做到信念

坚定、 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 清正廉

洁”。［７］４１２ “坚持原则， 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

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为官避事平生耻，’ 担当

大小， 体现着干部的胸怀、 勇气、 格调， 有多大

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７］４１５ “干部就要有担当，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尽多大责任才会有

多大成就”。［２５］１４５

同时， 习近平还提出 “敢于担当” 的具体

标准和基本要求。 “担当就是责任， 好干部必须

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７］４１６ “敢于担当， 党

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 认真负责， 面对大是大非

敢于亮剑，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

于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 面对歪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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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气敢于坚决斗争。［７］４１３这实际上提出了干部担

当的基本要求。［２］３５

２． 共产党员必须有使命担当意识。 传统知

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 今天这份责任

应由共产党人来担当。 共产党人应该认识与感悟

自己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具有使命担当意识。 习

近平反复强调， 共产党人要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２１］

习近平在各个场合的许多讲话， 始终强调共

产党人要有对民族命运的担当、 对人民幸福的担

当意识。 习近平告诫全党同志： “中国共产党坚

持执政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 ［３］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共

产党人的忧患意识， 就是忧党、 忧国、 忧民意

识， 这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担当。” 他号召全

党担当起历史使命： “今天，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

了我们手里， 责任重于泰山。 全党一定要紧密团

结起来， 敢于担当、 埋头苦干， 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 以与时俱进、 时不我待的精神不断夺取

新胜利，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

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２５］１４

这份使命担当的现实责任要求， 就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此习近平呼吁：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要把这个崇

高使命担当起来， 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

来。” ［２６］

３． 青年应该有责任担当意识。 “青年兴则

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

本领、 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

望”。［９］２７７青春至美是担当， 青年的担当是决定人

生价值的最大砝码。 青年应该以有理想、 有本

领、 有担当为根本要求， 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

任。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此之前， 习近平在

与青年的座谈、 讲话和回信中， 反复强调了青年

有担当的重要性。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

座谈时习近平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

就有希望。” ［９］２７７同年 １２ 月 ５ 日， 习近平在给华

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服务队” 回信中又再次

强调了青年一代有担当的意义。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４
日，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 “要勤于学习、 敏于求知， 注重把所学知识

内化于心， 形成自己的见解， 既要专攻博览， 又

要关心国家、 关心人民、 关心世界， 学会担当社

会责任。” ［２７］７ “我相信， 当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

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２７］１０

习近平对担当的论述和弘扬并不限于以上方

面。 比如传统文化强调担当更多的对个体、 个人

而言， 习近平突破了这个习惯， 提出了大国应有

政治担当等。 在习近平的倡导弘扬之下， 我们相

信担当的意识和精神必将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

“新概念”。［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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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李亦园． 生态环境、 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

［Ｊ］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４）： ７ － １２．

［１５］ 弗罗姆． 爱的艺术 ［Ｍ］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５２．

［１６］ 徐文涛． 儒家 “士” 的精神发微 ［ Ｊ］ ． 山西师大

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２）： ２５ － ２８．
［１７］ 邓名瑛． 从 “兼济天下” 到 “独善其身”： 魏晋

南北朝士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 ［ Ｊ］ ． 伦理学

研究， ２００７ （６）： ２９ － ３２．
［１８］ 李君利． 中国传统担当精神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Ｄ］ ． 合肥： 安徽工程大

学， ２０１７．
［１９］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的讲话 ［Ｎ］ ． 北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０９

（１） ．
［２０］ 张 载． 张 载 集 ［Ｍ］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１９７８：

３２０．
［２１］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Ｒ］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１．

［２２］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４ 卷 ［Ｍ］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２３］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邓 小 平 年 谱 （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７）： 上 ［Ｍ］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６２．

［２４］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 ［Ｍ］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３８３．
［２５］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 ［Ｍ］ ． 北

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２６］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６０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Ｎ］ ． 北京；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６ （２） ．
［２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 中 ［Ｍ］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ＧＵＯ Ｊｉａｎ⁃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Ｊｉｍ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ｉｔ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ｔｓ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ａ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ｓｈｉｐ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ａ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ａ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ｅｒ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Ｃ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陈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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