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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权作为文化研究的切入点、主线、价值取向被明确纳入学术视域，是使文化研究能够深入下去并
对人类有所裨益的前提，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路标。
实践是文化权展开的现实生活根基，文化权作为主权、民权及人权的价值理念，是人的文化身份与文
化资本的向度，也是民族国家的价值尺度，更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在时代语境下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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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云鹏，男，汉族，1962年生，黑龙江海伦人。
1984年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飞机加工工艺专业，1995年毕业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班经济
管理专业，22002年考入著名学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长邴正教授的博士研究生，2005年通过论文
答辩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副主编，研究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在《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界》《学术交流》《
北方论丛》《学习与探索》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黑龙江日报》《调查研究》《奋斗
》等工作指导类报刊发表论文章30余篇，参与编写论著5部。
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反腐败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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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界文化权研究现状     3.文化权的文化研究价值   二　文化权的价值尺度与认同    1.文化权——价值
尺度与认同阈限     2.文化权——个体人理念的价值尺度     3.文化权——群体人理念的价值尺度     4.文化
权——民族国家理念的价值尺度 第一章　感悟节奏——文化研究的价值与逻辑起点  一　本体的文化
研究价值    1.对本体的解读与把握     2.本体论与哲学历程     3.世界本源的“节奏”意蕴   二　人对“节
奏”的感悟与文化    1.感悟渗透着文化研究主动性     2.感悟渗透着文化权的主体性     3.感悟渗透着文化
的认知价值 第二章　时代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权  一　马克思哲学的文化权思想  二　文化权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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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权的理论空间：历史唯物主义    1.文化积聚的历史前提     2.人类活动的历史价值     3.文化权的历史性
存在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的路向与内涵  一　文化研究的历时路向    1.“少数人”与
通俗文化     2.文化主义(Culturalism)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争    3.葛兰西转向与“接合理论”     4.“
文化循环”与后现代转向   二　文化唯物主义的提出与内涵    1.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2.葛兰西领导权理
论     3.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结构主义)     4.伯明翰学派日常生活方式理论     5.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内涵 
第四章　文化权形态的三重维度  一　文化权作为主权构成的价值理念    1.文化主权的价值理念     2.文
化主权理论与属性     3.文化主权强化与战略   二　文化权作为人权构成的价值理念    1.文化人权的主体
与价值     2.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人权的普遍性     3.文化人权的正当性诉求     4.马克思主义文化人权观   三
　文化权作为民权构成的价值理念    1.中国传统民权观念的孕育     2.中国近代民权观念的变迁     3.文化
民权理念的价值向度 第五章　文化权理念的批判维度  一　布迪厄“三重奏”理论    1.习性概念的提出
与局限     2.场域中的文化权运作     3.作为问题的文化资本   二　文化霸权与文化融合    1.建立在文化霸
权基础上的西方文化     2.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有限性     3.各民族国家文化融合的不可抗拒性   
三　多元文化与文化认同的审视    1.多元文化的出现     2.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3.多元文化的认同    
4.文化认同的反思   四　文化体系的认知与超越    1.四大文化体系的存在     2.全球化文化体系的演进     3.
全球文化体系的超越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权的重塑  一　当代文化转向的价值向度    1.文化
转向的价值体系     2.文化范式的整合   二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安全    1.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安全    
2.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权地位     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三　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文化权重塑 
  1.理性面对文化权现状     2.中国文化权意识萌发     3.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4.中国文化权的重塑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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