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甘

肃大地上诞生了足以让后人值得骄傲的文明。 

甘肃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宝库。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甘肃境内遗留下

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遗迹。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遗址，为我们完整而又真实

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风物；巧夺天工的石窟，是集古代建筑、雕塑、绘画

等艺术为一体的艺术宝库；雄伟恢弘的古长城、精彩绝伦的彩陶、数万枚的简牍，

无不是让人们为之震撼。丝绸之路在连接东西方辉煌和梦想的同时，也为甘肃带

来了兴旺和繁荣。近代，革命的红色曾经河陇大地渲染，革命的火种曾在这里传

递。 

我们可以在众多描写甘肃风貌的千古名篇中找寻甘肃的影子。历史上的甘

肃，是“白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的边塞大漠，这里有“春风不度”的玉门，

有“万里远征人”的孤苦，有“白发悲明镜”的悲凄，同时，这里也寄托着历史

上志士儿郎“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的壮志，挥洒着“一生大笑能几回，斗

酒相逢须醉倒”的豪情。现代的甘肃文学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建立了一支高水

平的作家队伍，结合西部风情和多民族特色创作出多部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作

品。 

历史上，多种文化在甘肃碰撞、交融，展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原生态之美，

形成了大量绚丽多彩的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独具特色的各民族民俗文

化，如饮食民俗、婚嫁民俗、丧葬民俗，精美绝伦的洮砚、雕刻葫芦、天水雕漆、

保安腰刀，这些既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又为我们了解一个民族提供了条件。

同时，兰州牛肉面等甘肃特色小吃早已名扬全国。 

甘肃各民族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民族服饰文化，成为最耀眼的人文景观，

反映了本民族的历史演进、政治观念、文明程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带有不同风习

民族色彩的民族民间文学，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宣扬各族人民的传统美德。 

近年来，甘肃特色的西部风光借助多部大片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与此同时，

甘肃的戏剧、民歌、舞蹈、美术等文化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新世纪，如何保护和继承甘肃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遗产，成为摆在甘肃人面

前的重大课题。响应中央提出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

目标，甘肃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制订了建设特色文化大省的规

划，推进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规划实施以来，甘肃省在文化遗产保护、文艺

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效。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正确指

导下，甘肃特色文化建设的明天必将更将光明和美好！



《甘肃特色文化形态论丛》 

马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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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甘肃特色文化形态的概论 

第一节 文化形态与特色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是人的超自然属性的体现。文化是人类生活的记录和

反映，是历史的积淀，是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和理想，属于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

文化可以支撑着人们去认识自然、思考自己，它是人们高级精神思考中的标杆。

文化还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它要求人们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秩序，遵守不

同生活方式下的不同生活准则。不同的生活习俗或者不同的学说派别，会形成不

同的文化，亦即有着不同的思想和理论，相应的人们便遵守着不同的文化准则。

比如儒家文化，有着儒家的思想原则和理论，以儒家治国，则国人都讲仁爱忠恕；

再如法家文化，其有着以法术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支撑，以法家治国，则国

人尽知法术刑名。 

“文”是指错综交杂的纹理、痕迹；“化”即是指改变。概括说来，各种事

物以某种规范或章法聚集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条理性，体现出一种“美好和谐”

的外观，这一种现象就是“文”。而把这一具有条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现象，

归之为一个理念，以此理念为准则，推行于万物之中，此即“以文化之”，亦即 “文

化”的要求。所有的“文”并不都是“美好和谐”的，比如在奴隶制社会，不可

能有民主的文化；在封建社会，封建地主专权，这种情况下不会有公平的文化；

各种社会体制下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内容，虽然它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

任一种文化都存在着缺陷，所以可以说“美好和谐”是文化的目的，是它的理想

状态，是一种可以以一化万的终极理想状态。 

据专家考证，“文化”是中国语言体系中古已有之的词语。“文”的本义，是

指各种颜色交错形成的纹理。《说文解字》载：“文，错画也，象交叉。”《易·系

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这些记

载中所说之“文”，均指色杂而成纹理。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首

先，往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这一方面引申，“文”进而具有了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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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的意义。《尚书·序》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

生焉”，《论语·子罕》载：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里的“文”即是

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的意思。其次，往伦理之说方面引申，导出了彩画、装饰、

人为修养之义，这种意义下的“文”与“质”、“实”相对。例如：《尚书·舜典》

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再次，“文”在上面两个引申意义基础上，又导出美、善、德行

的意义，如：《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曰：“文犹美

也，善也”。 

“化”字的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黄帝内经·素问》载：“化不可代，

时不可违”。《庄子·逍遥游》载：“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载：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中庸》载：“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

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在古代汉语中，一个字通常就是一个词，由上可见，“文”与“化”一开始

是不同的两个词，后来“文化”最早并联使用，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所编辑的

《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

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及至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为一个

词，《说苑·指武》载：“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

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之诗》载：“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

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至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一词以“以文教化”的意义出现，用来表示对人

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分属精神领域的范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

的变迁，在各种情况的影响下，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

多维概念，更成为众多学科探究申讨和阐发争鸣的对象。 

文化一词，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

家及社会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 

文化的定义很多，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曾有统计证明，自

1871 年到 1951 年这 80 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164 条之多。人类学的鼻祖泰

勒是现代第一个给文化下定义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包括知

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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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和。 

对于泰勒给文化下的定义，W·H·Kelley 提出了批评：首先，他认为泰勒

下定义的方式不够科学。泰勒罗列了一些文化所涵盖的范畴，但用这种方式不可

能将所有属于文化的范畴概念都罗列进去，但如果没有罗列出来，就容易被人忽

略。举例说，泰勒的文化定义中，没有列出“语言”，而语言应当是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次，他认为泰勒用“整体”一次描述文化，用得不合适，因为文化

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而强调整体就指突出了它们之间和谐共存。最

后，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不一定都时为了改善生活，有的恰恰相反，例如人类发

明制造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后来美国社会学家 David 从抽象的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

社会群体就其共同认识所达成的统一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

义在物质上的具化，人们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习其他成员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群体的

文化。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Robin·FOX 则更进一步指出：文化和本能的性质相通。原因是：两者首先都为

某一群体的成员所共有；其二，大部分文化行为如同本能一样，是在潜意识里起

着作用的，不必通过思考就可以做到，根据外来的刺激做出特定的反应。 

文化一般包括两种，一是生产文化，一是精神文化。科技文化属于生产文化，

生活思想文化则分属精神文化。广义上说，任何文化都时为生活所用，任何一种

文化都包含了一种生活生存的理论和方式，理念和认识。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共同的逻辑理念和思想认识，遵循着一定的规则，

规范和秩序，这就是文化。 

另外，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文化就是人们关注、探讨感兴趣事物的现象和氛

围。根据人们探讨某个事物人数的多寡则可以把文化分成大文化和小文化。相对

于其他文化，人们关注、探讨感兴趣事物的人数多的现象和氛围就是大文化；而

人们关注、探讨感兴趣事物的人数少的现象和氛围就是小文化。 

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

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文化是人类群体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过程，

其主要成分是符号、价值观、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符号是指能够传递事物信息的

一种标志，它在生活中代表一定的意义。价值观是人们评判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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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标准，决定着社会中人们共有的区分是非的判断力。社会规范则是特定环

境下的行动指南，它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考证，自 18 世纪末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

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

向”，但到了 19 世纪，文化成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频频出现。文化本身变成了

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

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最后到 19

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有一个人类学者曾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他认为文化包括观

念形态和行为方式，用以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文化是人学习而后得以应用

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本能。另外，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

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总体反映。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

我们在文化中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认知

系统，它是人类社会一切实践的总体成果。 

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可以上溯到东周时期。孔子曾极力推崇周朝制度，他

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后来，南齐王

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这两个

最古老的用法上可以看出，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

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的意思。 

当代人学家，文化学者张荣寰曾重新界定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

生态的状况反映，它为人类社会的观念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研究提供了完整而恰切

的理论支持。在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的综

合考究中，文化代表人存在的某一层面。更高质量人格的人，在生物性层次、在

历史性层次、在社会性层次、在自我性层次中，以文化予其以贯通和表达，文化

的意义便在于此。也就是说，文化蕴涵人最高的意义，最终以信仰真理、仁爱美

情等形式来陶冶人格，这也正是文化的最高表达。 

二．文化的特点 

文化的特点是复杂而多样的，难以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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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在对比中方能查考出文化的共通特点及其个别特点。 

虽然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整体上看，它也有一定的共同特点。首先，文

化是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

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内部无不共有着一套文化体系。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

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

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

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其次，文化是通过学习后天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天生具备的。生理的满

足方式是由先天生理特征决定的，人在满足生理需求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方

式，具有一定的文化内容。从这一角度看，灵长目的动物及其他高级动物，似乎

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而非一种固

定独存的文化形态。 

  再次，文化的作用都是以象征的方式来体现的，象征是文化的表现基础。文

化的载体大多是语言文字符号，也包含一些其他如图像、肢体动作、礼节行为等

方式，这些符号及行为方式本身没有意义，但在人类社会中，它们被赋予了意义，

向后延伸连接着文化内涵，表达着某种特殊的意义。比如握手这个行为动作，它

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在人类社会赋予其以“表示欢迎”的意义后，“握手”这

个动作符号就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了。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整个文化体系都是

透过庞大无比的象征体系深植在人类的思维之中的，而人们也都是透过这套象征

符号体系（语言文字、图像、各种行为动作等）解读呈现在眼前的中种种事物，

理解其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 

最后，文化内部各个范畴之间相互联系，是为一个矛盾统一的整体，它们作

为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文化具体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

己，如何对待他人，及其如何对待身处的环境。在一个文化深厚的社会里，人懂

得尊重自己，所以他不苟且；人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他不霸道；人懂得尊重自然，

所以他不掠夺；一个不苟且、不霸道、不掠夺的人，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就是这个

社会群体中庸厚实的文化内涵。 

其一，文化的表现有多层次性的特点。文化表现的层次性是指一个民族展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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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显现文化的结构特征。从社会评价的角度来看，这种层次性就是我们常说的高

雅文化与低俗文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这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分出的文化层

次。孔子赞《九韶》，称听了这首音乐，三月不知肉味，同时他又排斥郑声，称

其为靡靡之音，乃是淫声。但是所谓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雅乐往往只为个别雅

士所欣赏，而倒是靡靡之音为大众所喜爱。 

从文化主体的角度来看，层次性则表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更

多地表现出文化思想的先进性，而大众文化则表现为文化娱乐的生活性。虽可以

作此分别，但两者也不是严格分开的，有时精英文化会流入颓废，有时大众文化

则可能会蕴含神奇。麦克米伦离职后，伊丽莎白女王想封他为伯爵，但被他婉言

拒绝，说：“这些称号不适合我这个苏格兰高地佃农的曾孙。”（当时贵族文化的

腐朽没落，让麦克米伦不屑再与之为伍。） 

从文化客体的角度看，文化的表现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次特征，古人云：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形而上的文化指精神文化，政治、法律、

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皆属此列；形而下的文化则主要指缺乏精神表现的文

化，各种科技文化成果、公众文化活动等分属此列。譬如烟草传入欧洲时，各个

贵族阶层都以吸食烟草为时髦，而今天烟草的危害昭然于世，大家又以戒烟为翘

楚，烟草一直是烟草，但却随着文化环境的不同遭遇不同对待。 

其二，文化的表现有形式多样的特点。文化不仅在内容上是多样的，形式上

也是。无论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官方文化

还是民间文化，无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文化渗透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军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等范畴，都是

典型的重大的文化表现形式。以文学与艺术为例，其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诸如神

话文化、诗歌文化、喜剧文化、绘画文化、影视文化等等。除了以上较为广泛的

文化范畴，在其他领域还有着各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例如，在饮食上的讲究，

形成的饮食文化；在体育竞技中形成的体育文化；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服饰文化

等等，这些都是文化表现多样性特点的具体体现。 

三.文化形态的外延与结构 

文化，是人类生活痕迹的总和。人类的文化可划分为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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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范畴指人类物质生活的外化及其痕迹，精神范畴则指人类精神生活的外化及

其痕迹。 

文化首先存在于人类现实社会中，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从

“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植立之兽”，逐渐演化，慢慢形成了与“天道”

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初始形态，亦即文化的形成创造过

程。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里的“自然”不仅指人之

外的自然界，也包括人自身的本能及各种自身生物属性等自然特征。人与文化的

关系是对立互存的，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的存在又不断塑造着人，促进人的

发展。举例而言：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人打磨，便注入了人的

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基于此，可以说文化的实质含义

是“人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客体而逐步

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

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差异很大，所以文化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的学者将

文化理解成具有历史性、群体性和影响性三种特点的概念，因此，从广义上说，

文化即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概

念是很难界定的，时而很大，时而很小。从狭义上说，文化指的是涉及精神创造

领域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更应该把他看作是价值观念、审

美情趣或思维方式等带有主观精神因素的观念。 

文化通常以“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思想、道德、价

值观、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都属于无形的文化；而“一幅画作、一座寺庙、一台

京剧、一部著作、一个活动”等等都属于有形的。在当今社会里“文化”具体表

现在四个方面：精神食粮、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在对待“文化”的

理解上，我们不应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理解；而应是动态的，随着社会中人们

的精神、价值趋向、道德观念、社会认知度而发生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文化仅仅理解成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那时才

会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提法。从这两种提法上，溯本逐源，我们

会发现文明与文化是有一定区别的。 

“文化”一词在德文中位 Kultur，在英文和法文中都为 Culture，系从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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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s 演变而来。一般而言，我们把 Culture 译为“文化”，而把 Civilization 一词

译为“文明”。在一些时候和一些人的习惯用法中，文明和文化没有明显的区分，

其实不然。德国著名学者洪宝德曾指出这两个词的不同：他认为这两者在社会里

都有其作用，然而文明是人民的外表的制度与习惯以及其关系的内在的惰性的教

化，文化则是这种社会状态的改善加上科学与艺术。概括而言，文明是偏于精神

的，而文化是偏于物质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所以我国才有过建设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两种提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文明是偏于物质方面的东西，而文化则是偏于精神方面

的东西。例如，张伯伦曾指出，功业经济、政治、教会等，属于文明，而世界观

与艺术，则属于文化。 

在汉语中“文明”一词出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

“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从这里可以看

出，“文明”在汉语中的含意是指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则是指一个人为的过

程。 

事实上，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内涵虽有差别，但根本上都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们

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成果。 

文化形态是指一种文化的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举例来说，现

代博物馆以其独有的文化资源、运作方式和表现形式，成其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

态，其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已深植于大众观念之中，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

广而言之，我们生活中某一特定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可称为文化形态，这是一

种历史演变而成的形态，同时它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事实上，历史就是一定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演变而出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广义

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

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故又称“大文化”。梁启超曾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

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里所说的“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语言、哲学、

道德、法律、信仰、文学、美术、音乐、以及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皿等等都包含在

此。概括而言，广义的文化即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文化的出现将动

物的人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而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可统统摄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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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定义。 

与此相反，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的部分，

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与“大文化”相对而被称作“小文化”。英国文化学家泰

勒曾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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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是狭义文化早

期的经典界说。 

在汉语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属于“小文化”范畴。《现代汉

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可见也属狭义文化。所以，一般而言，

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可归入狭义文化之列。 

Hammerly 曾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普通

民众通过接受教育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则指人的生

活方式、实际行为、价值观念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则是专

指艺术和文学上的创作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Hammerly 的这种分法不无

道理，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分法过于流于表面，没有从实质上对文化内部结构进行

分析、归类。我们认为，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物态文化层，该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

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其次是制度文化层，该层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是行为文化层，该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

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第四是心态文化层，这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

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

是文化的核心层面。  

  另外也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和宗

教等在内的高级文化；二是以习俗、仪式及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生活方式为主

要内容的大众文化；三是深层文化，主要指在价值观上的美丑定义，在生活节奏、

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这三层文

化相互关联，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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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

级文化中。 

四．中国传统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世代继承发展的、具有

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文明演

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风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的总体

特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具有民族特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家庭，众多的民族聚集居

住在华夏大地上，创造出了与世界其他民族迥异的民族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在某些短暂的历

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并没有

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一直一脉相承地传承着。 

第三，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

的广度，“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高深莫测的深度。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诸多看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

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

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刚健有为，和与中，天人合一，这些一

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中的品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向上追溯，可在《周易大传》见其源头，该书中的两句

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这两句话中，

我们可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另外，儒家“中

庸”观念，在过去广泛流传，一直以来都是儒家及后人们引为处世基准的规范，

因此，中庸的理念也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另外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

联系的方面：一为理性精神。其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肯定人与

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追求个人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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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或概括说成：否定对超自然的天帝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

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极力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是中国民

族文化理性精神的根本之所在。二为自由精神。这点首先表现在人民对剥削阶级

统治的反抗上；与此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

集团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这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捍

卫自由”的文化精神。三为求实精神。在先秦时期，儒家提出“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的认知主张，认为知人方可论世，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另外法家反

对“前识”，注重“参验”；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等，这都体现

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务实精神。 

 

五.中国文化形态与西方文化形态 

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注重产业中的

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效益各环节共同均衡健康地发展。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

物质产品，它既有其商业属性，更有其道德和社会意识属性，关乎民族的文化传

统和精神品质，能起到很大的影响或渗透作用，甚至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下关乎社

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在政治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针，在争取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和统一。在文

化发展内容上，坚持发展有利于人民道德情操和身心和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

及健康的娱乐和消费文化。总而言之，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

同时，更要注重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文化，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原则，努力

创造表现中国现代人民精神风貌和时代潮流的新型文化，以此满足 13 亿人民迅

速增长且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经济上服务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通过不断发展创造新型社会文化财富，通过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提高中国文

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

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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