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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
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
必要的。
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
一的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
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
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
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
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
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
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
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
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
”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
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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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讲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
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
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
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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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论争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化选择从1901年到1911年的10年间，
是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清王朝对内横施暴虐，对外摇尾乞怜的丑恶行径，充分证明它已经腐败透顶，完全堕落为“洋人的朝
廷”。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强租土地，掠夺资源，乃至直接出
兵在中国的领土上互相厮杀。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人民，激励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人在这个时期对文化
出路的探索添加了新的动力。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清王朝的腐败堕落，使许多一度相信过改良主义的人从梦幻中惊醒，转向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一边。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树起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在政治、军事和思
想文化战线上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领导了这个时期的历史潮流。
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是20世纪最初10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壮大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社会力量。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学堂、译书等途径，把欧美、日本等国的新知识、新理论、新学派输入
国内，形成近代史上西学传播的一个高峰。
引进的内容不仅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而且还有各种人文科学，而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从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各种主义，都被介绍进来。
西学的大量输入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国人深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
法。
西学思潮又与剧烈动荡的社会相呼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
“欧化”论有之，“国粹”论有之，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各种观点纷纷登场，相互冲撞，呈
现出一幅斑斓驳杂、纷纭多变的历史画卷。
思想观点尽管形形色色，但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
的相撞相融问题。
正如《浙江潮》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说：“十九世纪者，东西文明之抵触之时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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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套丛书第1版出版于2000年，若再上溯到1995年项目正式起动，则距今已有15年之遥。
15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重要阶段。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愈益受到普遍关注。
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现代化；而所谓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道德文化
素养的提升，所以，归根结底，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
也因是之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宏伟目标。
报告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而且强调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学术反映时代。
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随着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持续升温，其时中国文化史的
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注对中国文化总体史的探究。
这也正是本丛书当年创意的缘起。
本丛书的作者多是来自京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学者。
当年既没有什么科研经费，也没有什么津贴，大家的合作主要是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
整套丛书写作长达四年之久，尤其是最后一年，几乎每周末都需要开会讨论问题。
但大家心态平和，似乎都乐此不疲。
当然，说到底，这还要感谢当年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因为那时侯高校没有如今这样沉重的量化考核
的压力，作者得以避免产生浮躁的心态和陷入急功近利的怪圈。
当年参与本丛书编写的作者，今天多成了有成就的学者和各单位的学术骨干，大家有时聚首，说起来
都很怀念那一段共事的时光。
由于种种原因，本丛书出版后没有为更多读者所熟知，也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
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认为这套“文化通史”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向广大
读者推介，希望能够将之再版。
这一动议让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与市场双向的判断力，和助益学术的执着追求。
所以，我当即表示欣然同意。
现在本丛书即将出版，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
策划编辑饶涛、李雪洁同志为本丛书出版付出了很多的辛劳；硕士研究生明天、李艳凤、鞠慧卿同志
为本丛书的图片选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申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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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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