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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文化全球化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
础的不断演进的过程。
文化跨越国界的交往在世界历史上久已存在，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但是那时的文化交往还仅仅是
偶然的、零星的，对交往双方的情感产生不了深刻影响。
在不久后的一段时间里，宗教和帝国促成了这段时间里文化交往在民族国家产生前的第一次文化全球
化高潮。
而这段时期的文化交往就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充其量是区域性的。
以佛教为例，所影响的区域不过是亚洲以及附近的区域，其他地区根本不知晓。
因此，文化的全球化相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来说，要滞后很多。
因为它需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为其准备条件。
客观上说，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文化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导致了各国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而且也导致各民族国家不受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
行文化方面的自由交流。
全球化促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特定的场所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远距离的交往方式之中，经济全球
化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不同的文化虽然可以予以比较研究，但很难做出孰优孰
劣的判断。
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不同，
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在多元文化融合的整体态势下，不同文化都有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资格和权力。
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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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的高等教育、文化全球化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儒家文
化对当代世界文明的融合、文化全球化下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等内容。
《文化全球化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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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球化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并为大众传播媒体和学术界
广为使用。
尽管全球化到目前来说还只初见端倪，但事实告诉我们，全球化逐渐成为发展的大趋势，全球范围内
物质、精神财富加速流动，全球联系扩大、深化和增强⋯⋯不论人们对此如何众说纷纭，歧见丛生，
全球化显然已成为人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客观实在。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加以重视。
　　（二）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世界各国、各地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不断变小，生活的内容在日益丰富，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在推进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关键，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条件。
　　全球化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新秩序与人类生活全球化的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历史进程。
当代科学技术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推进了全球化进程：首先是通讯业与信息传播业。
由于电报、电话，特别是通讯卫星、数字化通讯等先进通讯技术的发明与使用，电讯机构已经能提供
全球性的电讯服务，使处于不同国度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交流思想与情感。
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传播业的发展，使生活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居民都可以通过电视等
传播媒体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并可以分享不同国度与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
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使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
另外，电子信息技术也为现代全球金融业提供了技术基础，使不同的国家在经济活动上发生了日益紧
密的联系。
其次，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与设施的发展缩短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距离，使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生产格局”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已成为了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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