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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I

中国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文化与中国文化概念

一、文化定义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产生的，以人化为宗旨、以价值现

念对象化为实质的人类文明进化过程。其内容小到个人行为、心理和

思想，大到人类进化、社会演变与文明发展，凡物质的、制度的、精

神的菌素均包含其中。

公元 1952 年，美国学者 A.L.克罗伯和K.克拉克洪合著〈文化;

关于概念和;主义的探讨〉一书，收集 7 1871-1951 年对于文化模念

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这些定义分别由各望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

-



界定 o 曹锡仁在〈中西文化比较导论〉申将文化定义分为文化成果

论、文化能力论、文化精神论和文化行为论四大类。胡潇的〈文化现

象学〉则将其分为七大类，即:现象擂述性定义、社会反推性定义、

价值认定性定义、结构分析性定义、行为取义性定义、历史探漂性定

义和主体主意性定义。下面我f门特分综合性定义、历史性定义、社会

性定义、行为规范性定义、心理性定义和结构功能性定义等几类路加

介绍。@

1.综合性定义，英昌人类学家 E. B. 泰勒于 1871 年出摄的〈原

始文化〉中捂出 11 文化或文 Sf.j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捂知识、信

f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凤，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

习市获得的任何其佳能力和习惯。" A.L.克罗信和K.克拉克洪!JlIJ 认为，

文化存在于各种内窍、的和外里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

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

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

的}患想程和价值观，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2. 历史性定义， 1921 茸美国桂会学家 R.E.串串克和 E.W.伯吉斯提

出，一个群体文化是指这一群体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而这

些社会遗传结辑又因这一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而获得社

中
一
国
一
文
-
2概
一
要-2

会意义。

3. 社会性定义，英国人类学家雪蒙攘·弗思 (Raymood Firth) 认

为，文化就是社会雪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如果认为社会是由

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

4. 行为规范性定义，法富人类学家c.到维一斯特劳斯 (Levi 一

)从行为规范和模式角度给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strallss ，C.1908一一

①参克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上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胡潇《文

化现象学)，据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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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洗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他人

群之行为模式梧区别。"

5. 心理性主义，美望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涯的代表人物黯莫尔

(Sma1l. Albion Woodbury. 1854-1926 年〉认为，文化是指某一特定

时期人们为试医达封吕的而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才能的总

和。强谓文化包括人类为达到个人或社会巨的乐采用的方法手段。

6. 结构功能性定义 .m结构功能论来研究文化是英崖人类学的传

统。英昌人类学家 A.R.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Radcli岱-Brown ， 1881-

1955 年)认为，文化是-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M级与他人接触交往中

习得最患想、感觉和活动方式。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转发挥功

能时才能显班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珉察不直文化。英昌人

类学家 A.R.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盼

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英国人类学 -
家 B.K.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Kaspqr Malinowski , 1884-1942 年 3

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雪于 20 世纪 30 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

"文化是擂那→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雷及价值而言

的，此攘念包容并谓节着一切社会科学。"②

总之，上述文化定义不外子广义的、中性的和狭义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定义是大文化程，远盖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主要

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大部分。所以梁漱溟说:篇文

化，就是吾人生活用依靠之一垢。文化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

至一切无所不笆。"钱穆说..文化那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

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②

①参见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 1 页，学林出版社， 1987 年:钱穆《文化与

生活>.载《中国文化之特质上世界书局〈台湾). 1969年。



第二个层次的定义主张文化是人化。人化与化人主要指精神成果

的创造性转换，是人类精神领域客观形态变化的反映，核心内容是作

为人类精棉产品的各种各样的创造性知识。

第三个崖次的文化定义主要擂学术思想与价值现念的对象化(民

化与外化)。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大学〉串的"内圣外王之道" (罢P

..~与明外局之道" )就是典型的价值观念对象化的追求。

第一个层次的定义强语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结果，这里"文化"是

名词，它与"文明"通用。但是"文明"强语进步的取向，与不文

{野蛮}梧对应，文化无进步不进步之分;文晤表示过程，文化表

现为特性，以民族差异和特性为主，强调不变的传统及其特征;文萌

包含文化，文化制造文明。第二个层次的定义中"文化"是动词，强

谓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突出人类社会辑度和行为提楚的理性

化及其意义。第三个层次的定义申"文化"也是动词，强谓文化是一

个人生价锺对象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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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概念演化

1. ..文化"词义的演变

"经天纬地曰文" ((尚书·尧典〉孔颖达疏)， "文"的本义指纹理，

王|串为文物典章、文明修养等多层含义..化"本为化生、化育之义，

引串为化成、迁善、教化等含义，如"男女构槽，万物化生" ((易·系

又如〈华严经·音义上〉曰:刽教或子上百俗易于下谓之辞下抖，

化。"

"文"和"化"的并连使用始见于〈周易·贵卦·象传)，其文曰

"现乎天文以察时变，现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基本含义是"以文教

住气孔颖达在〈勇易正义〉中说"现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

观察人文，那诗书礼乐之i霄，当 llt法敦市化成天下也 "0 f!J 汉代雪"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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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已成文治教化的专用名词。刘向〈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

下也，先文锤百王后武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①

近现代使用的"文化"一词，那增加了英语 "Culture" 和籍、语

" Kultur" 的词义。 "Culture" 和 "Kul臼r" 均亲自拉丁语 "Cul阳四"

与 "Colere" ，原义含有禅明、崇拜、耕种、练习、动植物培养及精神

修养等意患，后" Culture" 在西芳语言中三1$ 为个人素养、社会知

识、思想方式、艺术成就等内容。与中罩古代"文化"键重精棒教化

不同，西方 "Culture" 更多地展就7 串物质生产活动引人精神生产活

动的文明进化特点。

2. ..文化"概念的演化规律

各种文化定义都反映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文

化认识的历史逻辑过程。"文化"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再其

他学科概念一样文化"概念也有一个从古典窍珉代、从内温到外 -
廷再到深广度拓展的历程。文化概念的演变，既有时间上的流变，又 5 

有空间上的传播，总的趋势是朝着其广廷度和深刻度发展，黯握着历

史发展，概念的内远与外廷又获得了新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需要从新

的层次上给予新的界定。

3. "文化"的现代含义

文化是人类主体在历史上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持续外化、对象化

自我的本最力量，它既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同时

又是确证、丰富、发展自我本质的过程。它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

内化与外化的辩证统一。人改造客体的社会性实践过程是人的本盾外

化过程，同时也是文化成就对人的内化过程{即确证和发展人的本最

过程 )0 人是在创造文化的历史中不断为文化所塑造从雨不醋超越自

身的产物 o 人化是文化的起点和前提雪化人是文化的报本吕韵和宗

①参见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旨。文化是人化与化人，外化与内化的互动统→。

近现代以来"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

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其在时间上的注变和空间上

的差异，呈王先由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进程。但自吉至今，人类从"茹毛

铁血雪茫然于人道" (王夫之〈渎通鉴注) )演化高来，逐渐形成与

"天道"既幸相目联系又相区另别H的"人道

可见现代文化的实E震罢性含义便是"人类化"。

三、文化的基本要素

文化是不同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

如精神要素与符号要素:指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及文献典籍;

开丑态要素:包括物贡文化、制度文化、精祷文化{哲学宗教、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

系统要素:有时空系统、主客系统、心理系统，或经济技术系

统、社会制度系统、思想现念系统、象征符号系统等;

功能要素:擂对真{科学技术}、善{道德价值}、美{文学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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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追求;

内涵与本质要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要素、人与社会关系

行为转化要素、人与自己关系的自我意识要素。

①精神要素，那精神文化。它主要指哲学租其他具体科学、宗

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f直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是精神文化的核lL' 0 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运力的部分，是人类

创造活动的动力。没有精神文化，人类便无法与动物梧Z裂。价锺观

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吕标中选择合

王室目标的苦、7量。这个标准存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

来、古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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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贯物景和非物质产品之中。

产品的种类、 F号途和式样，无不反挟着创造者的斩值程念。

②语言和符号。两者具有辑用的性意黯表意性，在人类的交往

活动中，二者都起着沟通的作 fflo 语言和符号还是文化权淀和贮存的

手段。人类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海遇，只有沟逼和互动才能创造

文化。而文住的各个方面也只有通过语言和符号才能反映和传授。能

够使理语言和符号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能造丰富多彩的文住是人类

特有的属性。

{③规范体系 o 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等，

也有葫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各种规范之间

互相联系，互梧渗透，互为补充，共同谓整着人1f1击各种社会关系。

规范规定7人们运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

象和方法。规范是人类为了满足需要而人为设主或自然影成的，是价

值现念的具体化。规范体系具有外显性，了解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文

化，往往是先从认识其规范开始的。

③社会关系和组织。社会关系是上述各文化要素产生最基础。

生产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发生各种

各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创造文化的

基础。社会关系的确定，要有组织保障。社会组织是实班社会关系的

实体。一个社会要建立诸多社会组织来保证各种社会关系的实现和运

行。家庭、工厂、公奇、学校、教会、政府、军队等都是保证各种社

会关系运行的实体。社会组组包括目标、规章、一定数量的成员和梧

应物质设备在内，就包捂物质因素又包括精神因素。社会关系和社会

组织紧密梧连，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⑤有影的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吉然环境和白人缸造出来

的一切物品，如工具、器血、摄锦、建筑物、水坝、公园等，都是文

化的有形部分，凝聚着人的现念、需求和能力 c

-
7 



总之，文化的基本要素不外以下三个系统。

一是广义的文化观者，认为文化要素笆括物质文化(虫在文化的物

最要素)、行为文化{文化的行为要素包括千亏为规范、握主究制度、风俗

习惯)和精神文化(黠文化的心理要素，包括思维方式、患想观点、

价值就念、文学艺术、科学知识等}三大要素，构成三个墨亩:物质

在最外层{有形文化) .人的行为兢莲在中间墨1m，精神在最内层

(内在文化}。

二是中性文化观者，认为

术、文学、艺术及社会心理、民 IÌ哥风俗学。其中社会心理、民间风俗

属于最低层次;苦学宗教属于最高层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属于申

陪患友"③。

三是狭义文化要素论，认为精神文化主要以人与自然关系、人与

社会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等三组关系为基本要素。

中
一
旦
文
一
位
一
摄
一
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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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的本质内涵

文化首先具有时代性、地区性。自从民族形成以后，文化往往是

以民族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爵的风俗

习惯，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此即民族性的文化表现。在黯

级社会中，自子各阶级所处的物景生注条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

因而他们的合值1匠、信僻、习慢和生活方式也不同，出现了各酷级

之间的文化差异，表现出文化的主体性、民族性、传统性、地域性、

阶层性特征。这些无不说萌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文化本质的隐含性，

要求人们从不同层面去深入探求文化的本质o 下面试从三个角度进

行分析:

《文化与哲学》第 82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年。①张岱年:



绪论 中嚣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

1. 患维方式的理性化

第一，点状思维一一一种文化现象的罗列，部某一文化现象的分

析研究。

第二，线状罩、维一一行为方式及功能认定。有人认为文化是"解

放的高度工f佑乍

是"一示种争文明所开彭兰成的生活方式"有人说"文化是为了适应生存要

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和表现"②。把文化的价

值功能和千亏为体现直接等属于文化本身。

第三，面状思维一一结构分析与渥头追溯。如有人把文化看作

是复合的体系与知识的象征、表情象征和制度象征;有人认为文化

是在历史进展中为生活而创造的设计，包括外壶的，内嚣的，理性

的，非理性的;还有人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玩淀物o

第[9，体状患维一一认为文化本质的规定性即其主体性，它以社

会的人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佳，强调文化现象中人的主体作用。 9

2. 自然的人住

文化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出来或创造出来的c 文化不是先天

的遗传本能，市是后天习得的经验和知识。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

会性产物，它必续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锤，才

能成为文化。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

代的产物，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一般文化都是从抽象意义

上讲的，现实社会只有具体的文化，如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E

古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化等。具体文化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其申最

主要的是受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辑约。文化的主体

意识特E震主就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意3识只

就是主钵意识特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精神"文化"和物最"文化 .. 

①孙中山<文化哲学讲演录》第 2 卷，第 155 页，东大图书公司， 1982 年。



历时"演化"和共时"文明"等。前者是文化的内容规定，后者是文

化的形式规定，合二为一，文化即人化。在F文化是人生的象征 ， F窍哥公

式表示"文化=自然的人化÷人的对象先 z"'〉。所以，作为文化实质性

含义的"人类化

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包捂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内在的人的身心智

力塑造。

3. 价量观念的对象化

中 -是价值观的内化和外化c 内先摇外部事物在人内心世界的意识

国 化，是人对事物体认高形成的就念影态，即精掉文化;外化指经过人

文 的本最力量对象化百创造的外显文化，主要指物质影态的文化和制度

化 形态的文化，即文化的外在化。此郎中 E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内

藏 明外用之道) "。人类文化经过内化、外化相互转换得以保存和发展。

要 二是文化的进化历时影态和传播的共时形态相转化。造化指不同时期

10 内文化之间的变化形态，传播指同一时期内文化之间的变化影态，二

者相辅相成。由此可见，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人自身。文化从

本晨上讲就是"人化"与 u人类化

适应、萃科tH离毒与改造自然界客休，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

既反映为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为人类个体与群

体素质(生理提与心理的，工艺的与道德的，自律的与律人的)不齿

提高与完善。人类化本屡含义国人类价值马克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

象化一一内化与外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人类创造的文弱合值经由符号

意义在传播申的实现过程，笆括外在文明成果缸造和内在身心智慧塑

造双轨并行。

五、文化的结构

文化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一千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各部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