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世界的新解读
———中西文化与艺术

邵迎春 编著

宁波出版社

浙江省普通高中知识拓展类选修教材



哲学世界的新解读
要要要中西文化与艺术

哲学世界的新解读 :中西文化与艺术 /邵迎春编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26-153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093611号

Ⅰ.①哲… Ⅱ.①邵… Ⅲ.①哲学课－高中－教

学参考资料 Ⅳ.①G634.213

编 著 邵迎春

责任编辑 王松见

装帧设计 吉祥文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号宁波书城 8号楼 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200千

版次印次 2014年 5月第 1版 2014年 5月第 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532-6

定 价 20.00元

哲学世界的新解读要要要中西文化与艺术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638192



古希腊学者称哲学为野智慧之学冶遥 哲学何以成为野智慧之学冶
呢钥 它能启发我们的思维和开阔我们的视野袁它能帮我们剖析事
物的原理和规律遥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袁能
够对中学生学好各门学科起到重要的作用袁也是中学生综合素质
提高的必经过程遥 因此袁培养中学生哲学思维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思维品质袁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使命遥

本教材第一部分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袁以电影为媒介袁
直观地展示中西文化的差异袁深入挖掘中西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在
精神袁以宽容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去理解不同文化的优
势与特色遥 在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其中的精华袁融入到本土文化
的深厚基础中袁探求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遥 本教材第一章首先界
定了文化的含义以及分析了文化比较的意义曰然后在第二尧三章
分别分析了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和思维认识的差别袁即集体主义与
个人主义尧中庸和平与崇力尚争的区别曰第四至十章袁分别从语言
文化尧教育理念尧宗教文化尧社会治理体系尧艺术尧服饰文化尧饮食
文化等各个方面来比较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别曰第十一尧十二章袁从
文化源头和地理特征等角度来探究之所以形成这些文化差异的

原因袁最后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创新的基本思路遥
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袁本教材第二部分袁进一步挖掘中

学生身边艺术的哲学意味袁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层次带到更深一层
范畴袁直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部分核心理论探讨遥 后文选取中

前 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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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中能野看得到冶的艺术形式袁来分析艺术背后的哲学思
想袁探讨哲学问题袁品味哲学意韵遥 本部分有四个篇章院第十三章
介绍电影和哲学袁精选了叶无间道曳尧叶黑客帝国曳尧叶盗梦空间曳尧叶肖
申克的救赎曳等十部经典影片袁并截取电影中的情境尧片段尧手法
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袁从野我是谁钥 冶野我从哪里来袁到哪里去钥 冶野梦
境是否真实钥 冶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钥 冶等一系列问题入手袁探
讨电影中的人生哲学曰第十四章介绍绘画和哲学袁精选了叶最后的
晚餐曳尧叶蒙娜丽莎的微笑曳尧叶呐喊曳尧叶洛神赋图曳等七幅中外名画袁
从西方哲学思潮和中国传统哲学入手袁探讨人性与神性尧人与宗
教等哲学问题袁并寻找绘画与哲学的相通之处曰第十五章介绍建
筑与哲学袁精选了北京四合院尧布达拉宫尧巴黎圣母院等国内外六
座建筑代表袁 透过这些建筑来了解中西方儒释道三种哲学流派曰
第十六章介绍其他艺术和哲学袁选取了戏剧尧雕塑尧书法尧舞蹈等
中学生身边的艺术袁并结合叶哈姆雷特曳尧叶思想者曳尧叶千手观音曳等
艺术作品袁探讨了存在与思维尧生与死尧真善美等基本哲学问题袁
最后用宁波当地红妆家具中的野经世致用冶哲学思想作为结尾遥

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袁但作为一
本入门级的中学生教材袁不提及梳理哲学史上的哲学脉络那也明
显有失偏颇遥 因此在本书第十七章袁特别利用一定的篇幅来梳理
西方哲学史脉络袁自成一体袁以备学生查阅尧自学和研究探讨之
用遥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中学生使用袁同时袁对于哲学和艺术相关
领域的爱好者的学习和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邵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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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文化本来就是一棵人类文明树木上的不同枝丫袁文化
和哲学需要相互吸纳营养袁文化哲学甚至已经成为特别的交叉学
科袁 尽管双方的学者有时热情地将其拥入自己的怀抱视作嗣子袁
有时则又被双方冷漠地拒之门外袁斥为异端遥 文化的独立存在已
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袁人们不停地对文化活动的本质尧目的不断沉
思遥 文化的起源和本质尽管众说纷纭袁模仿说尧感情说尧游戏说尧劳
动说等袁但不管怎样袁哲学需要对文化存在的根本理由进行更充
分尧更深刻的理性辩护遥 早期柏拉图的哲学是以话剧形式叙述的袁
亚里士多德在叶诗学曳里指出了文化的哲学性院野求知不仅对哲学
家是最快乐的事袁对一般人亦然遥 冶

比较文化是20世纪人文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遥 它的兴起不仅
得益于人类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加强袁也与后
现代背景下价值多元化的趋势密不可分遥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
来袁长期处在边缘的文明纷纷崛起袁向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发起挑战袁形成了要求平等和对话的时代潮流遥 在中国袁文化比较
研究的兴衰则是与20世纪前后两期对外开放的潮流对古老传统
的冲击袁 以及重新审视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要求息息相关的遥
电影袁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艺
术袁是一门可以容纳文学戏剧尧摄影尧绘画尧音乐尧舞蹈尧文字尧雕
塑尧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艺术袁具有超越其他一切艺术的表现
手段遥 以电影为媒介袁我们能够更直观和更感性地对比中西文化

哲学与文化、艺术

导论：

导论院哲学与文化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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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差异袁能够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彼此的真正内涵遥
对于艺术主体而言袁若失去了哲学思考袁就势必会将自己所

从事的艺术行为贬为一种本能尧一种游戏尧一种谋生的手段袁就势
必会将滚滚向前的艺术洪流视作一种无目的尧无意义尧无价值的
精神漫游遥 人们应当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普遍律和一般律的指
导袁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叙述中袁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
规律入手袁把握艺术现象的本质袁揭示其特征遥 哲学不仅指导艺
术袁也需要艺术的滋润袁阿多诺在这方面阐释得非常充分院野对真
正的哲学来说袁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遥 冶野正是
通过哲学的解释袁艺术品的真理性才展示出来遥 冶阿多诺就认为辩
证法等哲学基本概念所关注的对象应该完全是非概念性尧个别性
的和特殊性的遥 野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落地完
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冶遥 由于艺术思维的形象性袁艺术语言的异质
性袁哲学所追求的异质性就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在艺术中遥 野辩证
法为了思维的力量而利用了历史上似乎是思维中的缺陷的东西尧
即任何东西都不能完全破坏的它和语言的联系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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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文化选择

第一章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

究竟什么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钥 面对一幅多文
明尧多色彩的新的世界蓝图袁如何确定中华文明的坐标袁如何选择
我们未来的方向与道路钥 这也许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和责任感的
中国人都不由自主会关注的问题遥

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袁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
了其他文明袁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袁不少中外学者都把现
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袁把工业化尧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作西方
文明的必然产物遥 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袁甚至抛
弃本民族的传统袁从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遥 然而袁20世
纪的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袁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自己难以克服的
内在矛盾袁 例如由于祟尚征服与战争造成的信仰与人道危机袁由
于殖民主义尧霸权主义引起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袁由于工
业化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袁 由于工具理性尧物
质主义盛行带来的价值危机袁由于非理性与欲望的张扬和对现代
性的质疑带来的理性精神的危机袁由于对经典艺术范式的颠覆带
来的消费文化的泛滥噎噎正因为此袁20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现代
主义尧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都举起了反传统和批判主流文化价值
的旗帜遥 相反我们看到袁东方文明中也存在着推动现代化和人类
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袁人们从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的崛起中看到

第一章 文化及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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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精神的驱动便是一例遥 由此可见袁文化的多元化及文明之
间的交流与融通便已成为全球化必然的趋势遥 于是袁文化之间的
对比与互动开始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遥

自有文明以来袁人类曾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文明间的碰撞与交
流遥 从丝绸之路到唐僧取经袁从十字军东征到成吉思汗的西征袁从
马可窑波罗的东方之旅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袁 从郑和下西洋到明
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噎噎仅最近的数百年间袁影响
较大的文明间的碰撞即有16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化运动袁中国的
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袁 二战后的中东战争与伊斯兰革命袁20
世纪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等等遥 此中东西方文明间的交往与冲突
尤其令人关注遥

我们知道袁在人类千差万别的生存模式中袁东方与西方两大
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的对立与冲突极其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袁
早已激起各国有识之士的认真思索遥 而这当中袁古老而生生不息
的中华文化同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

流尧歧异与消长则更为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所注目遥 从汉唐的丝
绸之路到四大发明的野西化冶袁再到启蒙时期的中学西渡袁在1000
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上袁中华文明的灿烂果实曾经对欧洲文化的进
步作出过不朽的贡献遥 然而近200年来袁随着西方在近代资本主义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迅速崛起和强盛袁西学东渐已成为一股不可
阻挡的潮流遥 为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所不齿的野夷狄冶文明终于凭
借着从中国引进的罗盘和火药轰醒了闭关锁国的沉寂中土袁近代
中国这才不得不开始认真了解和接纳西方文化遥 从野师夷长技以
制夷冶尧野中体西用冶 等无可奈何的权宜之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
来的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全方位介绍与吸收袁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
化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噎噎我们总算摆脱了闭关锁国的
历史阴影遥 而在西方袁从对丝绸尧瓷器的猎奇赏玩到十七尧十八世
纪景仰东方礼仪之邦的野中国热冶袁从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征服与
掠夺到今天重新从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寻求发展的潜能和精神的

依托袁同样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遥 总之袁这两大文明漫长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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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经历的一次次交流与冲撞袁无不给人以这样的启示要要要从隔

绝到沟通袁从冲突到交融袁每一株人类文明之树的壮大与成熟都
离不开全人类文化土壤的滋养袁每一种文化结出的果实都会对人
类共同文化的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遥 开放吸收方能发展袁保
守封闭必致衰亡袁这正是世界各国文化进步的历史总结袁也是痛
定思痛的历史反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迪遥

如今袁 人们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地满足于天朝上国的自尊尧
日不落的傲慢尧原始丛林的丰饶自足乃至超级大国凌驾一切的垄
断遥 无论是一厢情愿的国粹主义尧东文文化救世论袁还是风靡一时
的欧洲中心主义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遥 人们已懂得不再轻易地以
野异端冶尧野没落冶尧野野蛮冶 之类的有色眼镜去打量某一种处在边缘
的异域或异族的文化遥 在惊异于人类文化形态的斑驳陆离之余袁
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和文化眼光去关注自己生活天地

之外的世界袁开始冷静深入地思索造成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化差异
的根源和条件袁考察和推测每一类文明模型的昨天尧今天和明天袁
以求从这五色的文化圈中找寻一条通往新世纪人类文明版图的

最佳路径遥
正基于此袁当今天我们为古老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孜孜求索的

时候袁就不能不把探求的视野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袁也就不能
不站在新的高度上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袁 也审视我们自身遥
因为袁开放吸收的第一步便是了解和识别遥 文化学的常识告诉我
们袁我们要了解任何一种文化要要要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要要要都必

须将它放到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对照中去认识袁否则袁我们将可
能把那些仅仅属于特定社会的价值和习俗当作人类固有的信念

和行为遥 这也许便是当今世界文化人类学尧文化哲学尧跨文化研究
及跨文化比较等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内在动力遥

第二节 野文化冶释义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研究的日益深入袁人们对野文

第一章 文化及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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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世界的新解读
要要要中西文化与艺术

化冶一词的运用和阐释愈加广泛和自觉遥 诸多中西学者对文化的
内涵及其涵盖范围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袁他们对于文化概念的阐述
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思路院

1.把文化看作一个包含多层次尧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袁用它来
概括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

活方式遥
2.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精神现象或观念形态的总和遥
3.强调文化作为人的社会行为与习俗的意义遥
4.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袁即把文化主要视作对人类的艺

术活动及富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的概括遥
5.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历史哲学家十分重视文化的历史传承性

质袁他们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的传统行为形式或全部社
会遗产遥

综上所述袁所有这些关于文化的内容与特性的不同向度的思
考和总结虽然各执一词袁却恰好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文化现实所
具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袁同时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文化的性质和特
征袁从而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文化比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遥 尽管
如此袁本书中提到的文化概念袁偏重于从精神活动的角度解释文
化袁文化是相对于政治尧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遥
其中袁既包括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
分袁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尧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遥

课后思考院
1. 相对于20世纪来说，在21世纪，文化比较的意义有何不

同？

2. 中国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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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桃园三结义曳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叶三国演义曳的经典篇章袁
讲的是刘尧关尧张三人在桃园结为异姓兄弟袁从此开始了戎马生
涯袁并一同战枭雄尧建蜀国尧安一方遥 他们的故事一直广为中国老
百姓传诵袁并把这种兄弟情义推崇至极袁这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常
见的集体主义思想袁推崇个体从属于群体袁通过集体的发展来推
动个人的发展遥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袁
个人主义推崇个人的独立尧自由袁集体的存在是为了个体实现其
利益的需要遥 可以反映这种思潮的西方电影比比皆是袁甚至整个
好莱坞都带有浓厚的野个人英雄主义冶色彩遥 一部叶超人曳袁让中国
人认识了西方人眼里的英雄袁他独来独往袁无所不能袁往往凭一己
之力力挽狂澜尧拯救人类遥 这类电影之所以有市场袁正是因为这类
电影审美迎合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倾向遥 中西文化在民族精
神上的基本差异源于两种文化关于人的不同观念遥 西方文化强调
人作为有理智尧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袁要求人对自
己的命运负责遥 而中国文化则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袁仅把人看作群
体的一分子袁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袁因而只有无条
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遥 这两种不同角度
的人论便带来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个体追求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遥

“三英战超人”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第二章

第二章 野三英战超人冶要要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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