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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文化学？
提起文化，人们一般会联想到文明、智慧、学识，但是你知道文化学这一学科吗？
你知道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吗？
你知道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吗？
本书是一本系统讲解文化与文化学的基础教材，阅读本书你会对文化学有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本书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化艺术教育丛书》之一，该丛书是为“文化艺术教育”专
业的设置而编写的教材，既为教学服务，又为提高全民人文素质服务。
本书是介绍文化学的一本教材，全书分十三章，分别介绍“文化与文化学基本概念”、“文化学的形
成和发展”、“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文化与具体存在的关系”、“
文化的起源和创造”、“文化的时间与空间”、“文化符号与象征”、“文化继承与教育”、“文化
变迁与冲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主流与支流”、“文化与现代化”。
本书在编写上吸收了目前文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参考了同类书的编排，可以说是最新最全的内
容与优秀的形式相结合，适合作教材供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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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本质内含就是必须适应环境而生存。
这种环境主要是指地理环境，它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土壤、气候和资源等五个方面。
但文化生态的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的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同时注重地理环境影响在文化方面所作
出的调整。
因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影响，使环境融人文化之中，并使文化形成我们可以概括的各种不同的类型。
黑格尔在谈到希腊文化的海洋海岸一一商业和航海一一公民自由的特点时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
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
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有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
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
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了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
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
具有权谋一一机警。
⋯⋯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前进，凌波而行。
”①确实，从居住于海岸边的族群或民族特别具有冒险精神和商业精神，我们可以认同黑格尔的论述
，而且也看到了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形成的影响和作用。
正是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这种直观的影响和作用，使文化学家根据不同的环境作用结果而概括出了
，海岸文化、流域文化、高地文化、纬度文化等②不同的形象。
　　　　书摘1　　第三章　　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文化在被创造之后，它不仅为人类服务，
同时，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存在方式和个性，在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只有文化所具有
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从而与自然、动物界的存在区别开来。
　　第一节　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是一种人类的独特创造物，也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物。
正是文化的出现，使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正是文化的出现，使地球有了不同的生命力。
人类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改造了人类。
但不管哪一个历史时期，由哪一个种族所创造的文化，都有属于文化自己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　　一、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统一　　自然性是宇宙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在人类文化
出现之前，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处于自然的状态，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
请注意，这儿的自然性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的自然界，也指人类本能、人体生物机能等自然属性。
　　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也给人类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人类一刻也离不开自然，但纯粹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不属于人类的文化范畴，只有把自然加工改造成
物质与精神产品，给自然打上了人类改造的痕迹，附加了人类心智的印记，成为一种超自然物，才属
于人类的文化成果。
如原始人面对日月星辰的运转，风云雷电的变幻，既感到惊恐惶惑，又激起了想要认识控制自然力的
意愿，于是在想象中把它们拟人化，创造出了有关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的古老神话。
这种神话便是人们对自然性附加了人类的心智之后，而具有了超自然性属性的文化。
又如原始人对于原石的加工并使之成为石刀、石斧、石利器等各种工具，也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有
机统一。
事实上，所有文化都是对于自然的利用，对于自然性的改造，并使之成为超自然性的成果。
恩格斯曾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
出的改变来使用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因此，动物与人类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本能地、无意识中运用自然物，后者是有意识地改造自然
物。
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把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统一的成果：一方面通过人类有目的的改造改变着自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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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根据自然的特性小心地顺从自然，因此，文化也可以说是改造自然，顺从自
然的和谐的统一体。
　　二、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　　个体性是指文化的实行方式，一般而言，文化都由某个具体的
个体在实行和享用；超个体性是指文化的存在方式，因为文化只能靠社会群体的积累传续和推广而存
在，正是个体与群体相结合，成为超个体性的存在。
因此，个体性的实行方式总是与超个体性的存在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一，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表现在，个体性与超个体性密不可分。
一个人有选择和享用文化形态的自由，如你采用何种刀具来进行某项工作，你想吃什么来满足自己的
饥饿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烹调方式以适应自己的口味，穿什么样的衣服来解决自己的冷暖，包括选择
什么样的布料来制作衣服，这些都是由个体决定的。
不过，这种决定常常来之于超个体的存在方式，因为刀具、食物的产出、烹调方式的形成、衣服的形
态（包括布料）的创造都是由超个体性的群体决定的。
作为一个文化个体，它的选择自由是与超个体的文化存在密不可分的。
试想，当一个超个体的文化群体中，只有一种方式可供选择时，如原始人没有马、骡子、车、船、轿
等交通工具可供选择时，他只能选择步行；相反，当现代人拥有了马、骡子、汽车、轮船、飞机、自
行车、摩托车等各式交通工具时，可供选择的方式就大大地增加。
因此，个体性与超个体性总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第二，个体性与超个体性的统一还表现在，个体性深受超个体性的约束。
一个人类个体从出生到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须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教育，经过各种为适应超个体
存在方式的训练。
只有这样，超个体的文化存在才可能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规范，如一种语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
会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除非有长时期的训练和潜移默化的教化，你是无法掌握，也是无法得心应手
地应用的。
一个人不能胡作非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因为你必须受超个体性文化存在方
式的约束。
人类创造了物质、精神、制度等文化形态，而这些文化形态又从本质上制约着人类个体。
　　三、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为人类的生存服务的
，所以，文化具有人类的普遍性特征；同时，文化又是由不同的种群、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所创
造的，所以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正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使文化拥有丰富的多样性和色彩斑斓的个性。
　　所谓的普遍性是指文化为人类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和社会组织服务的特性，这种特性不因种族
、民族、地域、阶级、时代而有所区别，因此，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财富。
所以，这儿的普遍性就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哪一个民族在哪一个时代都拥有相同的文化内容。
而所谓的民族性则是指文化所具有的民族间的差异性。
文化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统一的特征，使文化拥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方式、存在方式和服务方式。
　　首先从创造方式来看，文化是由一个族群，包括氏族、部落或民族所创造，并通过独立发展的形
态、相互传播的形态、学习的形态等来完成的。
例如图腾文化，它就是由不同氏族部落在各自存在过程中创造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崇拜形式，这种崇
拜形式的独立发展就成为我们今天依然还可以观察到的图腾文化，有动物、有生物、有虚拟物等。
又如数字，经由古印度人创造之后，经过阿拉伯人而传到世界的不同地方，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而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创造，经由学习、传播和发展，成为今天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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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
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段，提高全
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
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
化素质。
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不高的人员急需通过多种渠道，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
和实际　　的应用能力，尤其是覆盖面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内最早设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
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需要。
经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
为了更好地总结办学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对该专业的课程设
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
业的课程体系，并决定编写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
材，也为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
。
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这套教材
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70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
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历，虽然我们也确定了本
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
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批评
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　编　　200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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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文化学？
提起文化，人们一般会联想到文明、智慧、学识，但是你知道文化学这一学科吗？
你知道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吗？
你知道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吗？
本书是一本系统讲解文化与文化学的基础教材，阅读本书你会对文化学有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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