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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

文化的力量是无形的；
但文化的力量更是无穷的！

1

关于治学

治学态度
一要耐得寒素；
二要耐得寂寞；
三要耐得颠扑。
学在求真，无以致用；
致用为民，无以干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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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
先疑后信；
大知观于远近；
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

杂学多师；杂用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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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规范
学术论文的要求
先做学术史回顾，再提出需要解决
的问题

学术论文的分类
综述；
纠谬（商榷）；
补充；
新创（观点、材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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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

大致分期

 20世纪20-50年代初：形成期

 20世纪50-80年代初：沉寂期

 20世纪80-21世纪初：勃兴期

 21世纪以来：新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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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期

首见于日本学者著作，如白河次郎、
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田国卯吉：
中国文明小史（原名：支那开化小
史）；中西牛郎：支那文明史论

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
课程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1924
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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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
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1931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1932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1935、下

1937
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
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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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期

“五朵金花”：1.土地制度问题；2.
农民战争问题；3.古史分期问题；4.
汉民族形成问题；5.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萌芽问题

文化史只保留在通史三大块中，即政
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

文革以后则基本成为被扫除的对象，
其他类别的如考古学（考古发现）、
民族学（民族调查）则有所发展 8

勃兴期
 197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设立“中国
思想文化史研究室”

 1979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设
立“近代文化史研究室”

“中国文化热”
文化史研究著作数以百计，并有一
些质量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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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
化史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周谷城主编：中华文化史丛书
中华文化通志（100本）
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文化史的分支研究更加完善，除文
化通史外，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
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
文化关系史等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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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讨论
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三是如何
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其核
心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文化模式的选择：儒学复兴说、全
盘西化说、西体中用说、精华论说、
彻底摧毁与重建说、综合创造说等，
是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化发展与道路
选择的继续，但与过去相比，政治
性淡化而学术性加强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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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泛滥与庸俗化
文化史研究内容：专史说与范式说

新变期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
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文化转向”—新文化史研究兴起

13

关于文化

文化的含义

《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
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凡是人为的都是文化

14

《易经·贲（bì）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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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孔颖达
疏：圣人观察天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
者，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束晳《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
武功外悠
清·顾炎武《日知录》：自身而至于家国
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
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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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在西方语言中为culture(英、
法文)或Kultur(德文)，源于拉丁文cultura，
原意为开垦、耕作、种植、栽培、照料、
培养等，与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有关，
后来专指人类群体在某一时代和某一地
区通过与其环境的斗争和适应而逐渐形
成的语言、宗教、伦理、社会结构(如家
庭、国家等)、法律、技术、艺术、音乐、
哲学和科学，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个人和团体的生
活，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审美意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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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一个简明而又广
泛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环境的人造部分
这里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
“人类文化”，它包括人类的社会制度，
经济结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道德
法律，语言形式，文学艺术，科学理论
和传统习俗等，而不是仅指艺术史意义
上的狭义“文化”形式。

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
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
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
律、风俗和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
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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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克罗伯和C·克拉克洪：《文化：关于概
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收集分析了150
种文化的定义，并提出一个综合定义：
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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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史衍生或由选择
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
观最为重要。——这一概念为很多西方学
者所接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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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的信念和知
觉，价值观和准则，习俗和行为

文化一词用来表示认识、知觉和行为
以意见一致的方式为某一群体的人所
共有

文化一词意味着把人们共有的信念、
价值观和行为样式传授给其他人，尤
其是儿童，以及对该文化新成员的教
育使之适合社会需要，有助于一代一
代地保持意见一致

文化出现在物和物质环境中 19

• 《辞海》：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
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
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
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
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
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有阶级的社
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
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
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
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
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 20

文化的要素
 精神要素
即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科学、
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等
以价值观最为重要，是精神文化的
核心
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
和事物以及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
合意目标的标准。这个标准存在于
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
出来 21

 语言和符号

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即表意性

是人类交往沟通的手段

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

 规范体系

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
成的如风俗，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
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

22

 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

社会关系是上述各文化要素产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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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关系的确定，要有组织保障。社会
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

 物质产品

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
来的一切物品，如工具、器皿、服饰、
建筑物等等，是文化的有形部分。 23

文化的结构
二分法：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三分法：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四分法：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心态文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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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结构各层面的关系
一般以三分法为主
物质文化是文化形成、创造的基础与
前提；制度文化是文化形成、创造的
协调与保证；精神文化是文化形成、
创造的核心与根本
物质文化在不同类型、性质文化之间
最易沟通与交流，最易被不同社会接
受；制度文化为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中
介环节，较之前者似显“虚”，较之
后者似又显“实”，极敏感又具弹性；
精神文化则最核心、最稳定且最不易
变动

25

文化的功能

传播功能，即记录、存储、加工和传
承社会信息

认知功能，即影响、制约人们的认识
活动和认识结果

教化功能，即通过文化环境改变人的
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
美趣味并使之社会化

协调功能，即调控社会实践和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 26

创新功能，即超越现实局限性，创造
出新的观念世界和理想世界

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文化
对经济的渗透已无处不在。“文化力”
日益受重视

文化是推动未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关
键所在 27

文化的分类
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业文化、商
业文化

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海洋文化、大河文化、大陆文化、次
大陆文化、高山文化、平原文化

主文化、亚文化
雅（精英）文化、俗（大众）文化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28

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中，也有很
多学者对文化现象的分类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多数都是从文化的结构与功
能的角度提出来的：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对文化
的分类，根据文化的功能，分：

1.物质设备；
2.精神方面的文化；
3.语言；
4.社会组织 29

美·奥格本《社会变迁》对文化的分类
根据文化的功能与产生（起源），
首先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再在非物质文化中又划分出宗教、
艺术一类精神文化和规范人类行为
的制度、习惯一类调适文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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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对文化的分类
按照马、恩“历史科学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
史”，将文化分为两大类四亚类：
第一类，即人类在认识、改造、适应和
控制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可
分为智能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等）
和物质文化（房屋、器皿、机械等）；
第二类，即认识、改造、适应、控制社
会环境所取得的成果，可分为规范文化
（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
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教育
等）和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审美意
识、文学、艺术等）

31

文化与文明
“文明”最早指文采光明，文德辉耀。
如《易·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
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文明”与“文化”同义，如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也是指文化而言

文明由文化所产生
“文明”指有文化的状态、人类社会
的进步，与“野蛮”相对；文化无高
低，文明有程度差异

32

[德]伊里亚斯《文明的进程》：
“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差异性的
东西，表现着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与
传统有关，是特殊的；
“文明”是使民族差异性减少的东西，
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与未
来有关，是普遍的

33

中国文化的地理基础

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

地势、地形与气候

中国在亚洲的位置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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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中国？

中国的含义
政治的：历代中原王朝及其认可的范围

民族的：泛指华夏族或汉族（夷夏之别）

文化的：古代华夏（汉）文化

地理的：主要指中原地区

“海中地”

正统观念

如何理解“九二共识”？
37

何尊，西周初年成王时器。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
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

38

成
周

宅
兹
中
国
/
域

39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
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
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
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
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

40

http://www.sohu.com/a/217698856_99894978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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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中国文化？

读《尚书·禹贡》
天下-国家观念
如何理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43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踪迹与基本问题》
44

坤舆万国全图

45 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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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

–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
初步研究

–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

–李伯重：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天太
冷

–辛德勇：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研究与历
史研究中的气候变迁因素

49

• 竺可桢文，《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考古时期

–物候时期

–方志时期

–仪器观测时期

50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趋势
 5000年前的温暖湿润气候
西周寒冷期（11BC-8BC中）
春秋温暖期（8BC中-5BC中）
战国汉初寒冷期（5BC中-2BC中）
两汉温暖期（2BC中-2末）
魏晋南北朝寒冷期（3-6中）
隋代唐初温暖期（6中-8中）
中唐五代寒冷期（8中-10中）
宋元温暖期（10中-13末）
明清寒冷期（14-19）

51

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成为历史
主旋律

王朝更替，游牧民族先后入主中原

疆域盈缩，非汉王朝领土更广阔

文化发展，分裂时期文化更繁荣

人口迁移，促进南方经济文化后来居
上

南北民风的变异 52

文化的时代性
文化既是历史传承，又是日常生活
在传承的过程中，文化形态和结构会发
生某种程度的变异，造成这种变异的动
力因素，既可能来自于文化自身的发展，
也可能来自于外部文化要素的传播
文化结构各层面（物质-制度-精神）的
时代变异是互相影响的，但各层面的反
应迟速不同
在既有的基础上，文化不断创新并累积53

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起源：
多元共存，二元耦合，一元特出

文化区划：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
心的中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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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
南部

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
方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1、中原文化圈：以周为中心，北到晋
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
国时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
带，地处黄河中游 55

2、北方文化圈：在中原北面，包括赵国
北部、中山国、燕国及更北的方国部族。
北方原为游牧民族所居，受中原文化浸
润而逐渐华夏化，但仍有其本身的特点

3、齐鲁文化圈：今山东省范围内，齐、
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其中鲁国保存周的
传统最多，不过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
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
在此圈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
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子姓的宋国也
可附属于此

56

4、楚文化圈：以长江中游的楚国为
中心

5、吴越文化圈：淮水流域和长江下
游有一系列嬴姓、偃姓小国如徐国和
群舒等，还有吴国和越国，也包括东
南的方国、部族等，其南至南海，东
南及于台湾。虽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
影响，但自有其本身的特色

57

6、巴蜀滇文化圈：西南的今四川、重庆
有巴、蜀两国，加以今云南省的滇及西
南其他部族，它一方面与楚文化相互影
响，向北方又与秦沟通

7、秦文化圈：关中的秦国雄长于广大西
北地区，称之为秦文化圈可能是适宜的

历代史书、志书，如《汉书·地理志》《隋
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通典·州郡
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各
于所记之州末，书录各地之风俗

58

文化区是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
及其与所在环境的相互关系
文化区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形式文化区、
机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
形式文化区可以看作具有某种共同文
化特质的人所居住的地域，如语言、
宗教文化区等

形式文化区具有明显的核心区与不明
显的边界。核心区的特征表现得最强
烈、最典型，数量多而且集中，也是
该文化区的起源地 59

机能文化区指为实现其在政治上、经
济上和社会上的作用而组织起来的文
化区，如一个城市、国家、贸易区、
教区、学区等

机能文化区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机能中
心与明确无误的边界线

当然，有的机能文化现象有明确的中
心，却无明确的边界线，如报纸，有
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的组织，即其
机能中心，但其销售区往往会因其销
售地的分散而难以划分其区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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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区也称作感知文化区，是指
某地区的居民在思想上接受某种共同
的文化观念。

乡土文化区的思想基础除了来自历史
原因外，也还有其自然、经济、政治、
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乡土文化区既非机能文化区那样具有
明确的机能中心，又无形式文化区显
而易见的均质文化特征，它是一种扎
根于流行文化或民间文化的文化区

61

《汉书·地理志》载朱赣之风俗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
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
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
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
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
其本，而易其末。

62

63

雷
虹
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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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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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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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文化区划原则

差异性原则

又称区内相似性和区外差异性原则，
共同特征原则。差异性原则是任何
一项区划的普遍原则，也是文化区
划的第一原则。没有区域间的差异
就没有区划的必要。

区域文化的差异性是通过区域间的
对比求得的。

65

行政区原则

行政区有很强的继承性。

行政区一旦形成，它的边界对社会
和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是文化区
划的重要依据。政府驻地是行政权
力中心、文化信息中心、客货流通
中心，因此各级行政区都是强大的
经济实体，这种现象称行政区经济，
诸侯经济。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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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经济联系的内向性加强了文
化上的统一性。在语言、建筑、
民俗方面，都有行政区的烙印，
如婺源、汉中。

在文化区划的确切界限还没有经过
充分研究前，用行政区界线作为
文化区划的主要依据，不失为权
宜之计。

67

民族和语言原则

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共同文化为基础，
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多数民
族分布的地域集中，区域界线比较
明显，因此民族成为文化区划的重
要原则。

68

语言是人类表达意见和交流思想的
工具，是文化的符号。语言分布与
民族分布不全一致。不同民族可以
使用一种语言，同一民族可以使用
不同的语言。如云贵高原的彝族使
用6种方言，互相听不懂；汉族也
有7大方言。
当行政区划与民族分布、语言分布
不一致时，可以采取兼容的方法。
如藏文化、客家文化。

69

中国文化区划概要（见王恩涌《中国
文化地理》）

第一层次：按照五行五方的理念，
以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初步区
分，其中北部、西部地域范围和内部
差异较大，各分成2个区，全国共分7
个大区

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
西北、西南

70

第二层次：以高层政区为骨架分出25
个亚区

华北文化区，包括首都、燕赵、三
晋、齐鲁4个亚区
东北和内蒙古文化区，包括关东和
内蒙古2个亚区
华东文化区，包括吴越、八闽和台
湾3个亚区
华中文化区，包括中原、安徽、两
湖和江西4个亚区 71

华南文化区，包括岭南、港澳和八
桂3个亚区
西北文化区，包括三秦、甘陇、宁
夏和新疆4个亚区
西南文化区，包括巴蜀、黔贵、滇
云和西藏4个亚区

区域文化特征的综合性、稳定性与时
代性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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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民族性
族类、族群、民族

族类

族在甲骨文中表达的是“旗所以标众，
矢所以杀敌”的意思，代表以家族或氏族
为单位的军事组织（徐中舒《甲骨文字
典》），因此早期“族”的观念主要指以
血缘关系、同姓为共同归属的宗族。随着
国家的发展，族依托于家族、宗族而逐步
扩展到国家、社会层面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73

《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
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
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
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
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
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
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译 74

族群（ethnic group）
马克斯·韦伯：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
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
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
的信念，此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
的延续性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
族群
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制中，由于客观上
具有共同的渊源（世系、血统、体质等）
和文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
因此在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
区分的一群人
族群所强调的，一是血统的因素，二是
文化的因素 75

民族（ethnos;    nation）
nation 出自拉丁文natio，词根是
nascor（出生）。nation 起初本不具
有任何政治属性，本意为“人群”

古罗马时期，nation 是指出生于同
一地方的一群人，其规模大于家庭，
但小于部落

76

“民族国家”（nation）登上历史舞
台，是15-17 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
结果（文艺复兴运动、三十年战争等）

经过三十年战争，更多地区摆脱教会
控制，成为新型独立国家，欧洲的政
治和宗教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地域性
的主权国确立为国家的标准模式
（nation state习惯翻译为“民族国
家”，但它在欧洲本土的首要含义应
是国民国家或公民国家，即归全体国
民/ 公民共同所有的国家）

77

几个世纪之后，这个概念随着欧洲殖
民者向外侵略扩张而流行于亚非拉地
区，亚非拉民族意识苏醒，并以欧洲
国家为样本推进民族解放运动，这时
的nation state 被解读和践行为“民族
国家”，并在观念层面固化为教条，
即“民族主义原则”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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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被民族主义化的新里程碑是
“民族自决权”和“民族主义原则”
（Nationalist Principle）。它们出现
在20 世纪初，主要的建构者、推广
者是苏维埃政权和美国，践行者则是
亚非拉民众。其核心内容是，以族立
国；一国一族，一族一国

79

nation 在当代欧美大多数国家国内政
治实践中的用法和内涵已再次发生变
化。nation 基本用于指代主权国家和
“国族”。国内族类社会群体不称
nation，而使用族群（ethnic group）、
种族、移民、原住民等称谓

80

nation 和今天所说的“民族”不是中
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也不是
中国数千年建朝立代的基础和依据。
中国社会的民族化，是相对晚近发生
的；从概念和观念引进，到成为社会
政治现实，前后经历半个多世纪，始
终伴随着对民族概念适用性的拷问和
争论

81

梁启超引用欧洲政治理论家L. K. 布
伦奇利的概念，认为民族有八个因素：
同一居住地、同一血统、同一肢体形
状、同一语言、同一文字、同一宗教、
同一生计（经济）

孙中山认为民族概念有五个方面：血
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

82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民
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
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一是指历史
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
各种人的共同体；二是斯大林的定义

83

从人类学、生物学等方面定义，民族
是与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俗联
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
自古即有

现代民族的概念，更多侧重于政治学、
社会学的方面，主要涉及种族性；政
治意义上的国家疆界；社会成员认同
的文化传统；历史和命运。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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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不是靠血缘
关系自然形成的，而是按安德森在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
散布》所说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
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
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
种想象是有意识地塑造过程

85

民族认同理论

认同（Identity）是精神分析理论中
的核心概念，指主体同化、吸收其他
人或事，以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后
来发展为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自我
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结构，有时指一个
人对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有时则指
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
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

86

原生论（格尔兹）

工具论（科恩）

边界论（弗雷德里克·巴斯）
想象论（安德森）

87

原生论，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为代表

认为民族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
是人类本身自然属性的一个组成部
分。强调语言、宗教、种族、族属
性和领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基本
的社会组织原则，而且这样的原生
纽带存在于一切人类团体之中，并
超越时空而存在。

88

由于民族即以亲属关系、邻里、共
同的语言和关于超自然的信仰以及某
些该群体起源的叙事和神话，以及神
圣的归属感这些原生要素为基础的，
所以民族归属感的持续是个人认同的
基础。

民族成员共有的群体认同超越时空
而存在是原生论的基本假设。对民族
成员来说，原生性的纽带和感情是根
深蒂固的和非理性的、下意识的 89

工具论，以科恩（Cohen）为代表
民族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
通过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和分配来
解释民族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注重
民族认同对场景的回应能力。又被称
为“场景论”，其立场与“原生论”
相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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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生成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中，
族籍并不是什么原生的、不可或缺的身
份，在追逐、优化利益的过程中，跟随
互动场景的变换，事实上不时被职业、
阶级、乡籍、性别等身份替换
在个人认同上，场景论强调人们有能力
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民族归属做出理性选
择，认同不确定、不稳定，是暂时的、
弹性的，群体成员认为改换认同符合自
己利益时，个体就会从这个群体加入另
一个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引
导着人们的这种行为

91

边界论，是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于 1969 年在《族群与族界：文
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提出来的

认为一个民族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
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民
族认同是民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族
界和民族是由民族认同来维持的，只
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民族认同，就必
然会产生认辩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
族界的方式。

92

“当行动者为了达到互动目的，按
照他们的族群身份来类分他们自己
以及别人的时候，他们也就形成了
这种组织意义上的族群。自我认定
的归属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是族
群的最重要区分特征”

强调民族的内涵并非是血统、语言
和文化等。与其说文化差异是民族
的特征，不如说是民族认同和族界
维持而造成的结果

93

想象论，是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
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来的

民族或族群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
物，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是在
18 世纪末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想像”
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形成任何
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因
此“想像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的是
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94

“民族想像”与种族、出生地和语
言等文化现象密不可分。“想像民
族”还需要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
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
科技与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者的
重合”

95

中华民族

1905年，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
之观察》提出这一概念，“今之中
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又分析了先秦时中国除了华夏族之
外的其他8个民族，并说“中华民族
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
而成”

96



17

辛亥革命：从朝代之国走向民族之国

民族国家：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
所居住的疆域一致，国家由民族决
定。它与朝代国家的区别，一是国
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契约而非天
意；二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保障
社会全体的权利而非维护君主个人
的权利；三是国家的权力形式追求
民主而非独裁

97

权力的合法性，一般是指政府在被
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
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它不仅是统治
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
利。传统的“民心”即指民众的心
理认可。契约的内容规定为政府的
政绩、组成形式、政府的代表性等

98

中华民族认同的涵义

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统一体；

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
个民族，即现在认定的56个民族；
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
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色的部
分，现在称作各种“人”。

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自身所属
民族的认同、对自己所在的小圈子
的认同 99

“亡国灭种”的共同遭遇加速了中华
民族开始由自为走向自觉。在追寻国
家独立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
也因此逐渐成为各民族新的民族命运
共同体，成为事实意义上的国家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大规模民族
识别、确认少数民族的政治、法律地
位以及具体的民族优惠政策来促进民
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在实
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不断
强化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100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民族梦想
的延续和升华。民族独立的实现以及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完善，为民族
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
总结与经典诠释，具有强烈的忧患意
识和国家情怀，同每一个中华民族成
员的命运紧密相连，拥有旺盛的生命
力，更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精神驱动力，维系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

101

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传统文化

指保持在群体内绵延流传下来的文化，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无论
是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一直
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
说是传统文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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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

徐复观：我们所说的传统，是某一集
团或某一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和观念。因为是代代相传，所以从时
间上看，有其统绪性；因为是某集团
的，所以从空间上看，有其统一性。
（《徐复观集·论传统》）

103

朱维铮：所谓传统，就是历代相传，
至今不绝的某种根本性东西。这种根
本性的东西，有的社会学家称之为社
会所累积的经验，它的作用在于维持
社会所公认的合宜的行为规范。
（《音调未定的传统》）

文化传统是从具体的传统文化中概括
出来的，是具体地表现于传统文化的
学说、制度、文物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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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是时间上的流传和延续；统，是
空间上的集中和凝聚。因此传统具有
时间上的稳定性和空间上的共同性。
从这个意义分析，传统是维持一个团
体及其类型形成、延续、发展的相对
稳定的某种根本性的共同要素，这种
共同要素是过去形成的，现在和未来
仍在发挥作用。犹如遗传基因。

传统，表现在人们对事物的一致看法、
行为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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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的多元性

评价文化传统的两种标准：

工具理性：文化传统随着近代社会
的解体归于消亡

价值理性：文化传统具有永恒的人
文价值

106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论争的缘起

以往论争的延续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

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五四运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 107

韦伯（1864-1920）理论的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新教
伦理中所蕴涵的讲求信用、勤劳、
节俭等美德是促成欧洲近代资本主
义兴起的内在文化因素

《中国的宗教》：儒教过于重视
家庭关系（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
的思想正是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
展的首要因素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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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和新教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构
成了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而不能
够在中国自动发展起来的根本原
因

海外新儒学的影响

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在20世纪50-
60年代兴起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学
术文化思潮

109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是儒家伦
理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复兴中华文
化、弘扬儒家伦理也能带动中国本
土的经济腾飞。这与韦伯的理论形
成鲜明对照

现代化实践的要求

从晚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
国的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110

何谓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运动
广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现代世界发展
研究，包括对欧美近现代经验的总结，
但主要是对第三世界现在与未来发展
的探讨，狭义现代化理论则是指20世
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于美国并流行于许
多国家的一种研究发展的理论流派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
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 111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现代化指
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
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
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

布莱尔《日本和我国的现代化》：现
代化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
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
这种转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
和思想的变化

112

现代化的标准
1960年日本箱根举行的“日本和现
代化”国际学术会议确定的标准是：

1.人口较高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
日益以城市为中心而运转；

2.非生物能源高度利用，商品流通和
服务设施的增长；

3.社会成员大范围的交流和普遍参与
经济政治事务；

4.村社和世袭群体解体，个人社会流
动性增大及表现形式多样化； 113

5.广泛普及文化知识；
6.广泛而有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
7.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工业等社会组
织的拥有及这些组织日益科层化；

8.大量人口逐渐统一在单一的控制（国
家）之下及各国之间相互作用的加强
（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

114



20

贝迪阿·纳思·瓦尔马提出五条标准：
1.行动的合理性；
2.突出个人价值与追求的个人主义；
3.摆脱宗教束缚的现世主义；
4.科学运用于帮助人类适应自然和建
立良好人际关系；

5.法律、民权、人权面前人的平等
（《现代化问题探索》）

115

布莱尔为代表的“现代性”：1.民
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
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
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
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
化；12.人口控制化（杨国枢《现代
化的心理适应》）

传统与现代是互相定位的，没有传统
也就无所谓现代。现代化离不开传统
文化和文化传统

116

现代化的概念是全方位的，它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和思想观
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社会人生
的各个方面

现代化与四化

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现代化是否就只是经济和社会生产的
发展？

117

现代化与西化

西方化-西方中心论
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文化建设的
成功（文化决定论）

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至少应包括文化水平、价
值观念、道德情操、思维方式、理想
信念、社会良知、独立人格、自由精
神、审美情趣等

118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冲突论：农业文明不适应现代工业文
明的发展

契合论：有冲突，但也有契合，二者
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其间存有一个
由此及彼的桥梁和纽带，这桥梁和纽
带是折不掉、剪不断的

119

文化复兴的实现，来自不同传统的借
用和交流

不仅存在的传统，就是消亡多时的文
化也可能因某种机缘复活，并对重新
认识我们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对了解
人类历史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缘于对文化传统
缺乏理解和关注，且非常带有偏见性

对文化的保存与对文化的诠释同样重
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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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与小传统

美国的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将传统划分为“大传统”
(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 (little 
tradition)。所谓大传统是指社会上层
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以文字记
载的文化，而小传统是指小规模共同
体，特别是乡民或俗民通过口头传承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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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不同的信仰世界
一个是属于高文化水准的信仰者的信仰，它以道理、学说为基础，人们
追求宗教中的精神世界，希望借助宗教的信仰使自己的生活拥有超越脱
俗的境界；是一种自觉的、有理解的信仰。

一个是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信仰，是以能否灵验，有无实际用处为基础，
信仰者希望通过宗教可以给自己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给自己释厄解
困，求得福祉；常常是自然的、不需要理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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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合一
唐玄宗自注《孝经》、《金刚经》、《道德经》

宋孝宗《三教论》：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
又何惑焉？

清雍正帝：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世

 民众信仰的基本观念
诸善奉行（儒家的标准）

善：孝顺忠诚，重视亲情，勤俭自律

恶：犯上作乱，鱼肉乡里，荒淫贪婪

因果报应（佛道的思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有求必应（信仰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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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
礼从俗

俗先于礼，礼本于俗，“礼失求诸野”

礼化俗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成俗，非礼不备。”

 大、小传统与类似范畴的关系如何？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elite~-popular~）
雅文化与俗文化（hierarchic~-lay~）
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classic~-folk~）
高文化与低文化（high~-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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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

文化类型
 文化类型与文化形态

文化形态，是指民族、国家或群体的整体性文化体系的构成形
式，它是历史发展的综合成果，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产物。

文化类型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形态的个性特征。

人们通过对世界各种文化进行横向比较来把握文化表现形态上
的差异，认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认识不同民族独特
的文化创造能力及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

125

文化类型的界定
 文化元素与文化体系的关系

文化元素

是组成文化的最小单位，亦称文化特质。

只有能够发挥一定文化功能的元素才是文化特质，而组成它的更小元素
就不能视为文化特质。如一只茶杯、一张弓、一个符号等都是文化元素，
但制造茶杯所用的材料则不是文化特质。

由于最小单位的确定是相对的，故文化特质或元素亦有其不确定性。

文化特质是研究者抽象出来的，它舍弃了组成文化复合体的基本单位的
不同性质，没有显示出文化的功能。因此，功能学派反对使用这一概念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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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系

由功能上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各种文化元素、文化集丛结成，与其他
区域的文化相区别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文化模
式相似。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使用此概念，大致分3种：
1. 从功能整合的角度，认为一种文化内部各元素和集丛之间，由
于功能上的依存和互补而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即从
文化的整体一致性来界定文化体系概念。这与文化模式无大差
别

2. 从文化区划界的角度，认为一种文化有保持自己界限的特征和
属性。由于这种属性，就与周围环境以及另一种文化区分开而
自成体系。如欧美（或亚洲）文化体系

3. 从“自主”角度界定，认为每种文化体系都能自给自足，既不
从属于另一体系，也不需要与别的体系勾通交换，能够独立存
在和发展。否则便不能成为一个体系

 以上观点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

127

文化元素具有多样性和可感性的特点。

划分文化类型的基本单位不是文化元素，而是由众多文化元素构成的文
化体系。

文化体系一定程度上完整地反映着文化的本质，从而决定了它必然是
人类文化的基本单位。

文化类型是以文化体系为单位，对各种文化体系进行比较归类的结果。
因此：

文化类型是各种文化体系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人类不同群体在历史
上共同参与的结果。

文化类型是指各种文化体系最有特色、最能显示一种文化本质属性
的特征，而不是指它的全部特征的总和，更不是指它的所有方面或
完全意义上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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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人的研究》（1936）：文化类型的含义与通常所
说的“文化区域”相差无几。

美国新进化论者、文化生态学者斯图尔德《文化演变的理论》（1955）：
文化类型是不同民族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相整合的核心特质
丛，即A它不是全部的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的总和或集合，而是指那些
有代表性的、具有因果联系的特征；B这些特征都是与文化的结构相关
的，具有功能上和生态上的联系；C它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间顺序和发
展水平，表示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别。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中国传统文化类型是“伦理-政治型”的。在
地理层面上，不是海洋型而是大陆型；在生产方式层面上，不是工商业
型而是农业型；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既不同于西方的等级制度，也不同
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而是宗法制度，即伦理-政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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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类型划分的客观依据
自然隔离机制

海洋、山岳、沙漠等天然屏障；气候；人种等

语言隔离机制

共同的语言，有巨大的文化凝聚力

社会隔离机制

由社会结构、战争等要素所构成，是所有文化隔离机制中力度最大
的一类，影响也最为强烈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整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对稳定的有序的体系，它反
映了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及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心理隔离机制

民族文化心理，指人类共同体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由共同的文化
背景所塑造、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
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显示在
各个体文化心理上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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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祖先崇拜：天地君亲师。亲是联结的纽带，天、地、君、师都
是从“父亲”中引申和扩展而来的。天地犹如父母，君民、师生则
如父子。因此，慎终追远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传统心理；家族精神
对经济、政治、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国家家族化、家长化
的专制主义、经济的家族化、形成一套家族组织扩大型的典章制度、
伦理纲常

社会文化心理对个体心理的渗入来自两方面，一是特定时代的文化
精神的影响，这里既有有意识的自觉认同，又有无意识的潜移默化；
二是获得性遗传对塑造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
此提出“集体无意识”概念
 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遗传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经验，
这种经验世代相传，经久不变，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特质扎根于每一个
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之中，影响和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相同的祖先经验，亦即集体
无意识，因此便有了共同的民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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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类型划分的主观依据
传统的影响

人们对复杂多样的文化体系进行比较归类时，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
识，都摆脱不了主体自身所承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本位文化所占
比重一般总是大于外来文化，从而形成文化的偏见

主体意识的渗入

划分文化类型较为常见的方式是以“时空坐标”为基础展开，或侧
重于不同文化特质的区域间差异，或注重于文化发展过程的变化，
或兼而有之。

研究目的的制约

不同主体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划分时的视角不同

同一主体对同一研究对象也会作出全然不同的划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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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该书首版于1918年
文化的有机性。每种文化均为一有机体，具有生、长、盛、衰等规律性
和可测性的过程，即经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

文化的差异性。每种文化都各有自己观念、情欲、生活、感情和愿望
等等，使其都具有独特的个性

文化民族—文化类型的标志。世界史上有若干个有机的中心，每一中心
有一基本象征符号，每一基本象征符号代表一个文化团体的灵魂，标示
某种文化存在的精神原则及历史形式。区分文化类型的标志，是文化民
族，而不是种族、语言符号

世界上有8个独立的已经发展完成的文化民族：希腊（古典）、阿拉伯、
西方、印度、中国、埃及、巴比伦、墨西哥，还有一个尚未完成的俄罗
斯。共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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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因比《历史研究》
 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12大卷约500万字
所有文明社会都具有共时性和等价性

有别于“古代-中古-近代”的一线发展论、西欧中心说
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

第一代文明主要起源于自然环境的挑战，第二三代文明主要起源于
人为环境的挑战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随时可能在其
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去。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
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它实质上是“创造性的少数人”变为统
治者而丧失了创造力，多数模仿者相应地撤消了模仿行为，结果社
会失去了统一性，文明因此走上解体的历程，但这也意味着“分裂
与再生”

文明形态划分以文化或宗教为依据

“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
的崩溃和更替。”“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
反映。”

134

文化模式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诸文化特征协调一致的组合状态。
虽然这一术语的含义因作者而异，一般都是强调文化因素的结
构或形式，以别于内容。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诸成员所普遍
接受的文化结构，也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结构。

 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又有联系又有区别
都是对有机体或文化实质的理论说明，都指向一定文化共同体的深层结
构

文化类型强调外在形态上的特征或以各组特征为主要内容的外在的形式
结构

文化模式强调文化内部特征的协调一致的组合状态，是文化诸要素组合
的内在的形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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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就以其比较稳定的形式反映和影响人们的
生活，对个人有限制和取向的力量，对外来的或新生的文化特
质有选择性

 文化模式的分类
从结构成份上，依据文化特质的多少及方式的简繁程度，分为简单文化
模式和复杂文化模式

简单文化模式一般文化特质很少，结构也比较简单

从共性与个性上，分为特殊的文化模式和普遍的文化模式

特殊的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它是
由各种文化特质、文化集丛有机结合而构成的一个有特色的文化体
系。
 每一种文化模式内部必然具有自己的一致性，否则各种文化特质、文化集
丛便不可能结合形成独特的文化模式。多数学者认为，统一的社会价值标
准是这种一致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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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文化模式，是指一切文化都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它
适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
 人类的基本需要相同，故其文化创造也有共同之处

 美国人类学家C.威斯勒认为它包括以下9个部分：1语言；2物质特质；3美
术；4神话与科学知识；5宗教习惯；6家族与社会体制；7财产；8政府；9
战争

 正是人类有普遍的文化模式，才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借鉴和相互吸取

从整体性上划分，分为全文化模式和基本文化模式
 全文化模式是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部文化构成方式和特
征讲的，如印度传统文化，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到风俗习惯、伦理观念、
宗教活动、哲学思想等，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全貌，这就是
其全文化模式。但这种文化模式中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即宗教种姓制度，
它是维系印度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纲纪，也是全部印度文化的核心和最基本
的精神，此即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的分类多种多样，可根据研究需要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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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模式不是人们计划或设计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
环境中长时间形成的，即任何文化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
各种文化特质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化模式的历史个性，是指人们长期适应一种文化模式所表现
出来的心理、性格和行为特征。教化愈久，这种特征也就愈鲜
明。它是社会环境背后的一种深层力量。

 任何文化模式都含有一种价值体系。文化模式不同，人们的价
值观念及其价值取向也是各不相同的。

 文化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及外来文化的传播而有
所变化。（文化适应问题）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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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菊与刀》
文化的心理学类型

“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大”，即人的心理特征是由文化制度所
塑造的，或者说文化是一组人格心理特征在规范、组织、习俗和制
度上的投射。每种文化至少可以归纳出一种与之对应的主导人格类
型。

以祖尼部落为代表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具有严谨自制、
善于合作、沉稳祥和、不酗酒、不夸张的人格特征，即太阳神型
（阿波罗型）人格

美洲西北海岸的克瓦基特尔印第安人具有粗暴狂野、骄傲自大、酗
酒无度、崇尚暴力、藐视他人、自我折磨的人格特征，即酒神型
（狄奥尼索斯型）人格

新几内亚东部的多布人在与人相处过程中具有相互猜疑、互不信任、
内心压抑、怀有敌意的人格特征，即妄想狂型

日本人的双重人格、耻感文化：菊代表温柔与洁净，刀代表武士道
的粗犷与暴烈。即温和又好斗、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倨傲、善变又
顽固、驯服又专断、忠贞又反叛、勇敢又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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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整合论和有机文化论

每种文化都有一种主导目的或主题（例如日神文化寻求中庸克制之
道），并依照这种主导目的选择并强化某些元素、排斥或抑制其他
元素；在历史过程中那些被选择的元素便逐渐制度化，从而或多或
少地获得了整合；一种文化构型的过程如同一种艺术风格的出现，
往往是不为人意识到的、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但是把所有文化都贴
上标签、规定特点，则是十分不明智的做法。（民族精神）

露丝用构型来概括文化整合，构型即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一种格式
塔（结构），它赋予了文化的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整体对文化元
素的关系就如机体和器官的关系

文化相对论

每种文化内部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才能存在，都有某种主导目
的和内在结构，都是实现人的潜力的一种制度化途径，尽管各种文
化之间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同样是有效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
反对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独断论和自我中心主义

140

 文化转型与文化模式
从文化类型的观点看，文化转型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由之
路。它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互为表里。

社会现代化指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相，
中国不能自外于此，即中国的经济由传统的农业型转向工业型，政
治由传统的伦理-政治型转向民主型，

中国文化转型，是指从近乎封闭式的，适应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
专制制度需要的，以孔子与儒学定于一尊，严重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
转变到开放式的，适应于近代民主制度，否定一尊的权威，鼓励个性
发展近代文化

近代以来的困惑：中-西、古-今、物质-精神
文化整合的动力：冲击-反应模式VS 中国本位文化模式
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分析扬弃与综合创造、外在批判重构与内在
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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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
一般来说，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
形式、功能与结构乃至于任何文化事
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
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
《庄子·秋水》：物之生也，若骤若
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文心雕龙·时序》：时运交移，质
文代变 142

在实际使用中，变迁多指具体的实
证性文化过程，从而不很确定地与进
化相区别

通常情况下，文化变迁多是缓慢累
积以至临界质变的，但在特定背景下，
也可能会发生剧烈迅速的变动

形成了一系列的分析概念与范畴：
涵化、互化、接触、特质、丛体，取
向、解体、采借、传播、整合、适应、
创新、主动变迁、被动变迁、重新解
释、反应、参与介入、指导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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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

文化变迁主要研究文化环境诸现象
的变化，如文化模式、文化风格、
文化特质等的演变

社会变迁主要研究社会环境诸现象
的变化，如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及
社会生活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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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文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上的各种
规则，那么社会就是指遵循这些规
则的人们有组织的聚合体，而社会
制度就是指发生的社会互相作用的
模式。社会变迁指社会制度的结构
或功能发生的改变。

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文化变迁，其
区别通常为人所忽略，故此统称之
为社会文化变迁（Sociocultural
Change）

145

文化变迁的历史透视

古典进化论派

代表：摩尔根、泰勒、弗雷泽、斯
宾塞

观点：人类文化是不断地由低级向
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的；

依据：人类心性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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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因素主义与文化残留，建构
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单线、宽泛、庞大
和思辨的进化图式，所有民族的文化
都被放在一个近乎先验的和绝对的进
化阶梯中加以排列，以确定其位置

失误：不大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
触，忽视了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
仅仅一般性地以历史上的文化变迁为
主题；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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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派
侧重于研究古典进化论派所无视的文
化的地理、空间与地方性变异，尽管它
原则上并不否认文化的历时变化，却更
倾向于从传播的角度重构一部庞大的人
类文化史
英国G.E.史密斯和W.J.佩里：泛埃及
主义

观点：人类文化的变迁过程在本质上
可以理解为传播过程，传播过程得以实
现的途径被确定为民族迁徙与文化特质
的借用 148

文化丛：在一定时间、空间产生和
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上相互整合的
文化特质丛体（美国C.Wissler克拉
克·威斯勒）
文化圈：一个空间范围，此范围内
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同的，
就可认为属于同一文化丛或文化群
（德国R.F.格雷布纳首创）

失误：混淆了形式与功能之间的重要
区别；过低地估计了人类的文化创造
能力

149

美国历史学派
创立者：博厄斯及其学生、追随者
每个民族与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
史，这种历史既取决于文化内部的
发展，也受制于来自外部的影响，
这既考虑到独立发明，也考虑到传
播的作用。他们强调传播，也反对
极端传播论
只有具体的和实证的才是历史的。
强调对文化的纯客观描述，尽可能
地避免一般化的理论建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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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区：一个特殊文化样式的分布，
是基于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的相似性，
即一个相似的文化拥有一个共同的
地域

相似特质和丛林的最密集群落，
出现在文化区的中心地带，这里
有特殊文化模式下最良好的生态
区位；

151

最有利的生态区位，也是文化模
式最精致的中心；

年代——区域假说，即距传播中心
最远的年代最古老

失误：借用的选择性；均匀传播

152

新进化论

代表：L.怀特、J.斯图尔德
各地文化形式承续过程中的总体趋势
是可以说明的

怀特：文化包括三个子系统：技术的；
社会的；思想的。社会系统和各种哲
学思想是技术的功能，而技术是他的
文化进化基本规律的首要推动力

将技术作为文化发展首要推动力，过
分简单化，也是宿命论的 153

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
较有效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把
一些人从农事活动解放出来，专门
从事诸如管理、艺术和宗教的工作。
由于这些专业人员获得了权力和地
位，就会发展出体现社会阶段不平
等的制度（社会的），然后，这种
情况又通过与生俱来的社会不平等，
对于上帝的不同距离等等哲学思想
而得以合理化（思想的）

154

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泛文化规则，
即多线进化理论，基于以下假设，
即使文化背景在时间和空间、生活
方式上是分隔开的，但相似的原因
一定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155

M.萨林斯：区分“普遍的进化”和
“特殊的进化”以将他们纳入一个
相辅相成的架构，他把怀特的理论
归为前者，把斯图尔德的理论归为
后者。即怀特对长期进化发展的关
注，与斯图尔德对文化变迁的更为
广泛的范围内，对适应规则的更为
特殊的事例进行的探索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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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文化进化已经产生不断
发展的更高水平的组织，呈现更
多的复杂性和更全面的适应性系
统。可称这个过程或方面为普遍
进化

另一方面，各种新文化形态出现
时，都经过一个向外传播和适应
其特殊总体环境的不可避免的过
程。这个过程或方面可称为特殊
进化

157

功能学派

以对野蛮社会与文化的静态、共时
与功能的分析而著称。其贡献之一，
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文
化事象的关注；参与调查的方法也
构成了后来文化变迁研究的主要基
础

158

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过程直接理解
为文化变迁，他承认现存的社会秩
序，包括它的组织、信仰和知识以
及工具和消费者的目的等，都或多
或少地以不同的速率处于改变之中，
只是这种改变，以文化事象的功能
的变化、消失与替代来实现

159

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把功能与结构密
切联系，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
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
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
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才能发
现文化变迁的规律

160

心理学派

以文化与人格为主题，对文化适应、
社会文化的心理过程、文化对人格
塑造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刺
激了后来文化变迁研究的许多重要
方面

心理学派对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的
一系列研究，既拓展了文化人类学
的视野，又对文化变迁的研究产生
了深远影响 161

巴尼特(H．G．Barnett) 1953年著《创
新：文化变迁的基础》被认为是研究
文化变迁的基本著作

他提出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
指出“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
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
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
新是一种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
仅存于心理组织中，而有些则有明
显的和有形表现形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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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美国的研究最为发达，主要特
征：
视变迁为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文
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
以个人为变迁的最小单位
以既定的社区为中心，进行相对完
整的系统剖析
在强调引起文化变迁的外部刺激的
同时，也强调文化内部的发展导致
变迁的原因，以及文化变迁的内部
整合与调适机制运行的过程分析 163

不是侧重于对变迁现实结果的说明，
而是力图把握正在发生的具体变迁
过程，并着眼于未来，试图建立富
有预见性的理论架构
通过参与介入而指导变迁，这体现
了文化变迁研究所具有的应用人类
学的实质
在应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大量
采用计量人类学的手段以尝试建立
精确的模型

164

变迁的过程
变迁的条件：环境的改变
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
创新有四个基本变种：

1. 长时期的变异（进化），指固有
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经长时期微弱
变化的逐渐积累，最终成为本质
上全新的东西

2. 发现，是使某些已经存在，但过
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为人
所知的行动 165

1. 发明；是对先前存在的材料、条
件和风俗的新综合

发现就是“找寻”（Finding），
是给知识增添新的东西；发明则
是“制作”（Making），是知识
的新运用

发现和发明都各可分无意识的
（偶然的）和有意识的

166

发明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偶
然的并列（两个或两上以上以前
互不关联的观念或物质凑在一起，
因而创造出某些新的事物，如森
林大火中被烧焦的动物尸体的发
现，可能导致炊煮的行为）

发明和发现都依赖于现存的文化
内涵，因此在具有较为复杂的社
会和文化形式的民族中，其进展
更快

167

文化形式的复杂性是指变化具有
滚雪球的后果

相似的文化内涵，独立发明的可
能性更大

4. 传播或借用：一个群体向另一
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
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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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沃夫·林顿《人的研究导论》：我们富有的美国公
民早晨从床上醒来，这种床的制作样式发源于近东，
在北欧改造过后，才传到美国。他掀开床罩，床罩
是用棉花做的，棉花是印度人驯化的；或者是亚麻
做的，亚麻是在近东驯化的；或者是棉羊的毛做的，
羊也是在近东驯服的；或是用丝绸做的，而丝绸的
使用是中国人发现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用发明于
近东的方法纺织的。他匆忙地穿上软皮拖鞋，这是
由东部森林地带的印第安人发明的。他走进浴室，
浴室里的装置是欧洲人和美洲人发明的混合物，两
者都是现代的东西。他脱下睡衣裤，睡衣裤是在印
度发明的。他用肥皂洗身，肥皂是古代高卢人发明
的。然后他刮胡子，这种受虐待的习俗似乎不是源
自苏美尔，就是源自埃及 169

变迁的模式

变异

（社会文化的） 发现

环境改变—有助于新反应—创新—
（自然的） 发明

传播

这并不是一个单线模式。通常的情况是，
变迁的过程可以从这一头或从那一头开始，
并在各部分之间互相作用

170

变迁的原因：

一是内部的，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
起

二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
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
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

人们也发现，变迁具有连续性。文化
整合较好的系统更难于发生借用。但
那些文化整合程度已经受到动摇的系
统则容易发生借用 171

人类学中有一强有力的传统，认为
行为的变迁先于信仰的变迁。但源
自社会学的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认
为，意识形态制度更为根本，不是
抑制就是促进变迁的过程

心理人类学提出，越早学到的东西，
越难以改变

孩童时期的产物，如语言、伦理
道德标准、基本食物偏好等

172

传播的过程
基本特点
借用是选择性的
文化特质的被接受与排拒，视其效
用、适应性以及对接受一方的文化
有无意义而定
某些创新比其他的更能迅速地被接
受。对某一特定的创新所采用的速
度，决定于创新在接受一方文化中
的相对优越性、适应性、复杂性、
可行性和可鉴性 173

相对优越性是指一种创新被认为比它
所要代替的特质优越的程度
适应性，是一种创新被认为与现存的
价值观念、经验和需要等相一致的程
度
复杂性是一种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
应用的程度
可行性即创新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进
行试验的范围
可鉴性，即一种创新的积极结果能够
被其他人看到的程度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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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
触的持续时间与密切程度

在“失去平衡”的系统中，会比一
个很好整合的系统更可能发生借用

在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中，借用的
数量更大

借用的双向性、互惠性

175

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是传
播的又一特点

文化特质和丛体完全按照其原初
面貌传递的情形很少。它们通常
要经过在形式、功能和（或）意
义上的改变，以适应接受一方文
化的特殊需要，即接受了外国的
某项文化特质的社会很可能以与
群体自己的传统相和谐的方式来
对它加以消化吸收

176

传播的结构（过程）
传者-信息-受者-媒介

传播的模式
直接接触
如造纸术的传播，中国-突厥斯担-撒
马尔罕（751）-巴格达（793）-埃及
（900）-摩洛哥（约1000）-法国
（1189）-意大利（1276）-德国（1391）
-英国（1494）
其传播模式，一般最先作为奢侈品输
入，然后作为一种主要物品大量进口，
最后（通常1-3世纪内）开始本地生产177

媒介接触

由第三方媒介产生的，通常由商人、
战士起较多的作用

刺激传播

属于另一文化的某个特质的知识刺
激了本地的某一对等物的发明或产
生。即借用新做法的观念，但并没
有借用实际内容的过程

178

如塞阔雅（Sequoya）的印第安人
创造了切罗基（Cherokee）音节书
写体系，创造出本民族的语言，他
根本没有学过英语，只利用一些英
语符号，把一些略加改动并新加了
一些符号，用来表切罗基音，而没
有模仿英文字母的用法

179

文化系统的变迁
文化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迁，通常会引
起其他部分的相应的变迁，因为文化是
一个整体
技术与连续变迁
由变迁产生变迁
澳洲土著野悠榕人，20世纪初，石器
时代，石斧，钢斧，石块-魟鱼骨刺，
贸易伙伴，石斧借用与权属制度

性别、年龄和亲属角色；贸易伙伴关
系，土著庆典仪式；领导模式；信仰
制度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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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适应与变迁

自然环境改变引起的变迁

马达加斯加西部塔那拉人，刀耕
火种，旱稻，5年生产两季作物，
再废弃25年，集体搬迁，无私有财
产，无阶级，联合家庭。借用相
邻的贝特西洛人的水稻，小家族
经营，轮耕被废，私有财产的观
念形成，联合家庭解体，阶级出
现，定居，部落社会，奴隶，皇
族

181

涵化
定义：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它是在
两个先前独立存在的文化传统进入持
续的接触，并且其接触的程度已强烈
到足以引起一个或两个文化产生广泛
变迁的时候发生的。
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
美国人类学家称之为acculturation。
英国及受其影响的亚、非、大洋洲的
人类学家使用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一词，与涵化概念相当。

182

对acculturation一词有人主张译为
“文化移入”或“文化触动”。“文
化接触”一词明白易懂，却又未能表
达由于接触外文化而产生了不同民族
的文化相类似这一含义

涵化研究是研究不同民族的接触而
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及其结果的

183

 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当两个自
立的文化相遇时发生的变迁

 涵化是与传播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
的一种变迁过程。凡是发生涵化情
况的都发生传播，但传播只是涵化
过程的一个方面或一步。一个文化
不经过任何涵化过程，也可以从另
一个文化那里借用其文化特质。传
播可看作已经成功的文化传递，涵
化则是在过程中的文化传递

184

 与涵化相联系的概念
1. 文化系统
 在文化接触中各个文化系统作为一个独
立单位而存在，有赖于某些因素，即保
持界限机制、内部结构的灵活性和自我
完善机制。保持界限机制在一些封闭的
社会执行很严格。内部结构的灵活性，
指文化系统内各种社会组织在功能上的
相互联系，以至个人间的关系，其灵活
或严格的程度如何。自我完善机制，是
指一个社会总是包括有冲突的力量和凝
聚力量。它的平衡力有助于社会的自我
完善 185

2. 接触情况

涵化的变化可能是直接的文化传递
的结果，也可能由非文化的原因所
引起，后者之中最重要的是生态和
人口的制约，这些因子产生着影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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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间的连接关系
 文化间的连接说明不同文化接触时
发生什么事情。这些联系有两个方
面，第一是结构的，或者称为文化
间作用系统，这是建立在文化(宗教
的、商业的、军事的)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成对的、相互的关系。

187

 第二是成对关系的元素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仅仅限于两个系统的
一些成员之间；或者以不同的方式
传播、影响着大批的人。确切地说
是人而不是文化进行互相接触，但
没有—个人或群体能够向别个群体
的成员显示出他们的文化的整体，
也没有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
文化丛体能够全面地处于涵化状态
之中

188

3. 涵化过程
 任何文化系统本身都处在持续变迁
的过程之中。因接触的刺激使变迁
比原有的内部力量加快

涵化的过程
1．文化之间的文化特质的传递(即传播)
这种传递可以小至一个钢斧和皮毛的交
换，也可以大至整个宗教信仰的传播。
接受文化一方的成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是
拒绝。结果一般都是接受了一些特质而
拒绝了另一些特质。那些被传递的特质
在被传递过程中，经历了文化间作用系
统中接受—方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估
价和转换

189

2、文化的结合
涵化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一个文
化接受的过程。特别是在没有压力
时，涵化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一
个文化系统可能自愿或被抛弃一些
原有的特质，又由于传入新的特质
而得到补偿。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产
生许多变化之外，还有创造的过程，
这就是本文化系统中的特质与外来
的特质相结合，或者说新的文化特
质加入原有的体系中

190

3．替代
结合是新元素取代了先前存在的东西。
但实际上是新的文化特质经若干世代一
一地替代接受一方旧的文化特质，而不
是一下子由新的代替了旧的

4．融合和同化
融合是指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质融合
在一个模式中，成为不同于原来的两个
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系统。先前的两个系
统已不存在；但可以从这个新的系统看
到它源于前两个系统。这是一个整合的
新系统 191

同化是文化接触后一个群体的原有文化
完全被另—种文化所代替。同化是进步
现象，一般表现为，两个文化系统接触
时，比较落后的文化自然地吸收先进文
体的文化持质和文化丛体，以至完全丧
失了自己的文化，而这一群体既已完全
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结果也就变成
了另一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实
际上就是自然同化。强制同化是利用暴
力、特权等强制手段迫使别的民族放弃
自己的文化而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是一
种民族压迫的形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
往往采取强制同化政策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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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隔离或孤立 (Compartmentalization 
or Isolation)
这是一种非整合的模式。外来的文
化强加给接受者，后者并不情愿接受，
因而只是表面上接受了，作为自己文
化的一部分，而当外力撤退，那种被
迫接受的新特质也随之而去。这种现
象在殖民情况下是常见的。

193

6、反应运动
在一个民族侵略、统治另一个民族
的情况下，前者将自己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强加于后者，当压力还未达到
压倒之势时，反涵化的活动就会产生。
被统治者试图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
某些传统文化和仪式，人类学家称之
为“复兴运动”

194

文学与文化研究

 乔玉钰：性别语境下的家国书写—明清之际女遗民创作的
精神特质论析，文学遗产2015.6

 方艳：《穆天子传》的创作意图与文本性质，文学遗产
2016.1

 陈水云：常州词派的“根”与“树”—兼论常州词学的流
传路径与地域辐射，文学遗产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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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名称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新文化史产生背景
 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

 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

 史学的其他分支向文化的转向

196

新文化史的理论来源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

 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
海登·怀特《元史学》，罗兰·巴特（《神话学》），皮埃尔·布尔迪厄
（《实践理性大纲》），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米歇尔·福柯
（《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监
狱的诞生》），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雷蒙·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文化人类学
克利福德·吉尔茨《文化的解释》，罗伯特·达恩顿《大屠猫与法国文化
史上的若干片断》，西蒙·沙玛《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
解释》

197

新文化史的主要特点
 注重文化的作用，改变过去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认
为文化可以决定政治和经济，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和视域研究历
史

 在方法上采取跨学科研究，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高
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现象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

 从研究内容看，从“宏大叙事”转向更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
活、微观历史的研究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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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意大利：金兹伯格《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
界》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1992

 美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Jonathan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李璧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法国：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
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1975，
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

199

形形色色的新文化史

 1、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
如书的历史
 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食物的历史》，何舒平译，中信
出版社，2005

 马克·科尔兰斯基《鳕鱼》，韩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马克·科尔兰斯基《盐》，夏业良，丁伶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皮埃尔·拉斯洛《盐：生命的食量》，吴自选，胡方译，百花文
艺出版社，2004

200

 安德鲁·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李蔚红等译，百
花文艺出版社，2004

 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师英译，百花文艺出版
社，2004

 普兰温·科斯格拉芙《时装生活史·人类炫耀自我3500年》，龙靖
遥等译，东方出版社中心，2004

 琼·娜《服饰时尚800年：1200-2000年》，贺彤译，广西师大出
版社，2004

 劳丽·罗勒《世界鞋史》，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大出版
社，2005

201

 马克·彭德格拉斯特《镜子的历史》，吴文忠译，中信出版社，
2005

 巴巴拉·弗里兹《煤的历史》，时娜译，中信出版社，2005
 卡特琳·德·西吉尔《人类与垃圾的历史》，刘跃进，魏红荣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威托德·里布金斯基《最大的小发明：螺丝与螺丝刀》，敦一夫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身体史，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
 玛莉莲·亚隆《乳房的历史》，何颖怡译，华龄出版杜，2001
 罗宾·布莱耶尔《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象》，欧阳
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202

 汤姆·卢茨《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庄安祺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吉姆·道森《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沈跃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克劳斯·克莱默：《欧洲洗浴文化史》，江帆等译，海南
出版社，2001

 费朗索瓦丝·德·博纳维尔《沐浴的历史》，郭昌京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乔治·维伽雷罗《洗浴的历史》，许宁舒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5

 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4
 法碧恩·卡斯塔一洛札兹：《调情的历史:纯真与堕落的
游戏》，林长杰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203

 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
的历史，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

 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
 5、政治文化史
 6、语言社会史
 7、旅行史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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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
感觉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同上：《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像》（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法]米歇尔·伏维尔《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1300年以来死亡
文化的历史》，高凌翰，蔡锦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罗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3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
仲丹、周晓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205

 伯恩特·卡尔格一德克尔《医药文化史》，姚燕、周惠译，三联
书店，2004

 罗伊·波特、米库拉什·泰希主编《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鲁虎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迈克·米勒《迷药》，东方出版社，2003
 伊思·盖特莱《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沙淘金等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4

 多米尼克·斯特里特费尔德《可卡因传奇》，余静译，中信出版
社，2005

 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
译，上海人民出版杜，2005

 戴维·.M·弗里德曼《男根文化史》，华龄出版社，2003

206

 阿尔维托·里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
 若兹·库贝洛《流浪的历史》，曹丹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

2005
 乔治.米诺瓦《自杀的历史》，李佶、林泉喜译，经济日报出版
社，2003

 罗贝尔·穆尚布菜《魔鬼的历史》，张庭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5

 亚历山大.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胡静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4

 让·克洛德·布罗涅：《廉耻观的历史》，李玉民译，中信出版社，
2005

 赫尔里·施赖贝尔《羞耻心的文化史：从缠腰布到比基尼》，北
京:三联书店，1988

207

 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赵康等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4

 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编：《搞笑：幽默文化史》，北塔
等译，杜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1

 爱德华·福柯斯《西方情爱史》，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或另
一种翻译：《欧洲风化史》爱德华·傅克斯，辽宁教育出版杜，
2000

 汉斯·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08

新文化史的理论反思与中国研究
 是否否认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的碎片化问题

 学科界线的问题

 本土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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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学术史）

 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的过去与现在，复旦学报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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