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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文化概论；中篇中华文化论：下篇文化建设论。
    上篇在前人已把文化理解为人的“生活样式”基础上，进一步将文化的本质规定为“人化”，包括
对人自己的人化即“化人”，从哲学层面较系统地阐述了大文化观的基本内容和观点，可谓是一种探
索文化学原理体系的尝试。
其中突出强调了文化的主体性以及人的文化权利和责任。
    中篇以当代中华文化主体的视角，并结合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境遇，对中华传统文化中若干基
本理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反思，以负责任的态度，着重就其实践效果和情理得失作出了自己的
分析和评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当代自我认识。
    下篇着眼于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建设，探讨了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
大文化领域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机遇、条件、问题和挑战，对于如何避免转型中的失误，以实现中华
文化的现代化和真正复兴，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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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顺，1945年生于黑龙江，祖籍河北。
哲学博士。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学报主编。
著有：《伟大的认识工具》（1981），《价值论》（1987，2007再版），《价值新论》（1993），《选
择的自我》（1996），《立言录》（1998），《话语的圈套》（1999），《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
想研究》（2004），《道德价值论》（与孙伟平合作，2005），《与改革同行》（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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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文化与人的精神家园上篇　文化概论　第一章　文化是什么    一、文化即“人化”    二、以文
“化人”    三、双向生成的人生之旅    四、实践造就文化    五、文化解读的“文本”　第二章　文化
的基市形态    一、物质文化：器物和经济    二、精神文化：知、情、意    三、制度文化：权利的结构
与规则　第三章　文化样式的“多”与“一“    一、主体：文化多样化的根据    二、多样性统一的民
族文化    三、主文化和亚文化    四、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    五、“文化趋同”的神话和现实　第四章
　文化的“品”和“位”    一、“雅俗之争”的困惑    二、重新定位：文化的生产与消费    三、知识
分子与精神生产    四、文化绿洲与文化沙漠　第五章　文化的“命”和“运”    一、文化的空间、时
间和生命力    二、文化的进化和退化    三、传统：民族文化的生命形态    四、文化命运的尺度中篇  中
华文化论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人”的定位    二、义利与名实    三、情理与法
度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品格    一、道器之辩：生活境界的追求    二、体用之辩：文化认同
的困惑    三、知行之辩：思维方式的导向    四、阴阳刚柔：文化气质的得失　第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
的多重性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与倾向    二、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    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下篇　文化建设论　第九章　中国文化：挑战与出路    一、现代化的历程与文化现代化一    二、全球
化及其文化效应    三、市场经济与文化“沙漠化”的警示    四、文化发展的三大导向之争　第十章　
富强：物质文化现代化    一、社会发展的文化反思    二、市场经济的规则与价值基础    三、高科技、
知识经济与文化产业    四、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十一章　民主：制度文化现代化　第十二
章　文明：精神文化现代化结语　走向全球互动的中国文化主要参考文献全书图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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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文化概论　　第一章 文化是什么　　时下，“文化”这个词十分流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
却不尽合理。
有的对文化的理解很窄、很浅，比如一谈到文化，人们往往就想到音像市场、书店书摊、游艺室、歌
舞厅，就是读读报刊、看看电影电视、演演文艺节目、搞搞书画之类；甚至还有人还弄出些“灯文化
”、“鬼文化”、“厕所文化”之类的名堂来。
这让人觉得，不深究时，似乎谁都明白文化是什么，谁的心里都有一些“感觉”；但若认真考究一下
，却又常常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甚至说不出来。
文化理解和使用中的这种朦胧和杂乱，说明我们对文化的理解需要上升一个层次，提高到哲学上来把
握。
只有这样，才能给如此复杂而普遍的问题提供一套概括性的说法。
　　一、文化即“人化”　　文化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说来很复杂。
据说仅有据可查的定义，统计出来就超过了160种，可见其复杂程度。
但许多复杂的问题，其秘密往往隐藏在简单的、基本的事实中，“文化”的秘密也是这样。
在我们看来，文化问题实际就是“人”的问题。
文化的本质应该从“人之成为人”的事实中去寻找。
　　国际上使用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意
思，就是说，它最初是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发育的培养，后来就进一
步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
　　国外最先给“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
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①后来美国学者克鲁柯亨和凯利进一步指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
性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
”②尽管说法有许多种，但是看得出来其中有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按照“人”的标准和理
想改变人及人的环境，创造属人的存在。
　　从哲学上说，文化即“人化”，包括世界的“人化”和人本身的“人化”，后者也可称为“化人
”。
　　所谓“文化即人化”的意思是：文化，是指人们按照“适合人”、“人应该有”的尺度去改变环
境、发展自己，这样的活动及其成果就是文化。
换句话说，文化是人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存在状态：人追求和享有一定的价值成果，并通过实现这
些价值来更新和发展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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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是通过“人化”和“化人”建立起来的家园；像生命一样，文化不仅是“活”的，而且人们
对自己的家园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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